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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法律基础”课是一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法制教育的公共课，其目的在于帮助大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观点
，了解我国宪法和有关法律的基本精神和规定，增强大学生的社会主义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
大学生密切联系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认真学习“法律基础”课，既是时代的要求，也
是自身健康成长、成才和全面发展所必需。
因此，大学生一定要认真学好“法律基础”课。
重点问题“法律基础”课的任务及内容。
学习“法律基础”课的重要意义。
一、法学的研究对象及其分类（一）法学的研究对象法学，又称法律科学，是以法律现象为专门研究
对象的学问。
法学是一门历史悠久、独立的人文社会科学。
它所研究的法律现象包括法律意识、法律文化、法律制定、法律实施、法律监督、法律行为、法律规
范、法律秩序、法律体系以及宪法和行政法、刑法、民法、商法、经济法、合同法、刑事诉讼法、民
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和国际法等等。
研究这些法律现象的目的，是为了正确认识法律的本质，揭示其产生与发展的规律性。
（二）法学的分类法学按照不同的标准和角度可以进行不同的分类。
按照阶级性质的标准可以把法学分为奴隶主阶级法学、封建地主阶级法学、资产阶级法学和无产阶级
法学。
前三种法学可以统称为剥削阶级法学，第四种法学又可称为马克思主义法学或社会主义法学。
剥削阶级法学与马克思主义法学是阶级性质根本不同的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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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律基础（本科本）》是在党的十六大精神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在1998年教育部
、司法部组编的全国高校通用教材《法律基础教程》（第三版）的基础上，总结和吸收了近年来高校
“法律基础”课教学实践经验和教学内容改革的最新成果，根据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原则编写修订
的。
全书由前言和九章内容组成，在编写体例、案例解析、阅读书目、辨析题和相关法律介绍等方面较之
以往更加生动、活泼和新颖，《法律基础（本科本）》根据当代大学生的实际需要，对相关法律知识
的内容进行了合理取舍，突出了重点和时代特色，在提高教学实效性方面下了一番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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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法肇基础”概述一、法学的研究对象及其分类二、“法律基础”课的性质、任务及内容三、学
习“法律基础”课的重要意义四、学习“法律基础”课的原则与方法▲练习与思考第一章 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法的基本理论第一节 法的本质、历史发展和作用一、法的基本特征二、法的本质三、法的历史
发展和分类第二节 我国社会主义法的本质、特征和作用一、社会主义法的本质二、社会主义法的主要
特征三、社会主义法的作用第三节 我国社会主义法律制定一、法律制定的概念、特点和阶段二、法律
制定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三、法律规范、法律部门、法律体系和法律渊源第四节 我国社会主义法律
实施一、法律实施的概念和方式二、法律适用三、法律关系四、法律解释五、违法、法律责任和法律
制裁第五节 我国社会主义法律意识一、法律意识的概念及分类二、社会主义法律意识的基本内容和主
要特点三、社会主义法律意识的作用及培养▲练习与思考第二章 邓小平民主法制理论、“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与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第一节 邓小平民主法制理论与我国民主法制建设一、没有社会主义民主
和法制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基本要求及平等原则三、加强法制重要的是要
进行教育，根本问题是教育人四、坚持和改善共产党的领导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根本保证第二
节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我国民主法制建设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我国新时期民主法制建设
的指导思想二、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第三节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一、法制、法
治和依法治国的科学涵义二、依法治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三、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内容和基本特
征四、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辅相成五、加强法制建设、司法体制改革和政法队伍建设，推进依法治
国进程▲练习与思考第三章 宪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第一节 我国宪法的概念和基本特征一、宪法的
概念二、我国宪法的基本特征三、我国宪法的历史发展第二节 我国宪法的基本精神和基本原则一、宪
法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精神二、宪法的基本原则第三节 我国的基本制度一、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二、人
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三、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四、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特别行政
区制度五、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第四节 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公民权与人权二、公民的
基本权利三、公民的基本义务四、我国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主要特点五、大学生要正确行使权利，
自觉履行义务第五节 我国的国家机构一、国家机构的概念和组织活动原则二、国家机构体系第六节 
宪法与民主政治建设一、宪法与民主制度二、宪法与权力制约和监督三、宪法与人权保障四、宪法与
共产党的领导第七节 树立宪法权威，全面贯彻实施宪法一、树立宪法权威，全面贯彻实施宪法的重要
性二、全面贯彻实施宪法，必须加强宪法宣传教育三、全面贯彻实施宪法，必须健全宪法保障制度▲
练习与思考第四章 行政法是依法行政的法律依据第一节 行政法的概念和基本原则一、行政法的概念
、任务和基本原则二、行政法的渊源和行政法律关系的特征第二节 行政机关和国家公务员一、国家行
政机关二、国家公务员第三节 行政行为和行政法制监督一、行政行为二、行政法制监督第四节 行政
责任和行政赔偿一、行政责任二、行政赔偿第五节 行政法律选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四、《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
教育法》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六、《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七、《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练习与思考第五章 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依
据第一节 民法的概念和基本原则一、民法的概念二、民法的基本原则第二节 民事主体、民事法律行
为及代理一、民事主体二、民事法律行为三、代理第三节 民事权利一、财产所有权和与财产所有权有
关的财产权利二、债权三、继承权四、知识产权⋯⋯第六章 经济法是国民经济运行的法律依据第七章
刑法是惩治犯罪的法律武器第八间 诉讼是实现实体的程序法律保障第九章 国际法是我国对外开放和
国际交往的基本准则编写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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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①所以，法集中地反映了统治阶级有根本的、共同的、整体的愿望和利益要求，而由统治阶级的“共
同利益所决定的这种意志的表现，就是法律”②。
关于资产阶级法的本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你们的观念本身是资产阶
级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的产物，正像你们的法不过是被奉为法律的你们这个阶级的意志一样，而
这种意志的内容是由你们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来决定的”。
③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论述中包含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方法，对于我们认识法的本质具有普遍的
指导意义：第一，法是上升为国家意志的统治阶级共同意志的体现。
也就是说，法是社会上层建筑现象，是一种制度化的国家意志。
首先，所谓意志，是人们的愿望和要求，法是人们有目的有意识进行活动的结果，因此是一种意志，
属于主观范畴。
其次，法不是“个人意志”的反映，也不是“社会所有成员意志”的反映，而是“统治阶级”的意志
的反映。
在阶级社会中，在不同阶级之间存在着根本利益冲突的情况下，法所反映的只能是该社会中在经济上
、政治上居于统治地位并掌握了国家权力的阶级的意志，并且法还通过权利义务的具体分配使统治阶
级处于优势地位。
再次，法体现的是统治阶级的、整体意志，而不是统治阶级中个别人或一部分人的意志。
虽然这种意志往往是通过一定的代表者或代表机关来宣告的，但是这些个人或机关在法的创制和实施
时，必须反映和体现他们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共同意志和利益，否则，他们就会被本阶级所抛弃。
最后，法是“被奉为法律”的统治阶级共同意志，即国家意志。
也就是说，并非统治阶级的所有愿望和要求都要体现为法，只有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具有普遍约束力
，并且以国家强制力保障其实施的“被奉为法律”的统治阶级的国家意志，才是法。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被奉为法律”，既说明了法的外部特征，也揭示了法的阶级本质。
第二，法所反映的统治阶级意志的内容是由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也就是说，法具有物质的根源
性和制约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存在决定意识。
法所反映的统治阶级的国家意志，既不是统治阶级头脑中所固有的，也非凭空产生的，他们的价值理
念以及由此决定的法律对权利和义务的规定也不是任意的，只能产生于他们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
所以法的阶级意志性归根到底决定于法的物质根源性和物质制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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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律基础(本科本)》是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两课示范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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