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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法学教育源远流长，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是历史最长的教育科目。
近代高等教育更是由法学教育缘起、以法学教育为标志。
新中国的法学教育经历了引进初创、遭受挫折、恢复重建的艰难历程，特别是经过20世纪90年代以来
的建设与改革，已经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结构比较合理、整体质量稳步提高的教育体系，并在世界
法学教育中占有重要一席。
当代中国的法学教育包括五个方面的基本教育：一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教育，包括法理学（法哲学
）理论和各个部门法学的基本理论教育，用科学的法学理论武装学生，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法律观，
法律价值观，权利义务观。
二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帮助学生树立先进的、民主的、理性的法治观，养成信仰法治、践行法
治、维护法治、为法治而斗争的法律职业精神。
三是中国社会主义法律制度教育，使学生深刻理解我国法律制度的核心价值和时代精神，把握以宪法
为核心构筑起来的法律体系及其各个主要法律部门的基本制度和原则。
四是法律程序和法律方法的教育和训练，培养学生树立程序意识、熟悉法律程序，掌握法律解释、法
律推理、法律论证、法律明辨的基本方法和技能。
五是比较法律教育和国际法律教育，即培养学生树立法律多元观和国际法治观，认识国际法在构建和
谐世界、促进全球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并运用国际法律维护中国融入全球化和实施和平发
展战略中的各种权益。
法学专业14门核心课程的设置就是为了适应上述五个方面的基本教育。
除了这些基本教育之外，不同层次、不同类型、不同特色的法学院系可以实施法学特色教育和拓展教
育计划，例如综合性大学的法学院系可以为学生开设中国法律思想史、西方法律思想史、法律社会学
、法学方法论等更多基础性和前沿性的课程；农业院校的法学院系可以为学生开设更多与农业、农村
、农民以及土、林、水密切相关的课程；财经类院校法学院系可以为学生开设税法、会计法、财政法
、反垄断法等经济法课程；理工类院校法学院系可以开设较多与科学技术和知识产权相关的法律课程
；医学类院校法学院系可以开设较多与现代生物医学技术运用、医患法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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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理学（附光盘1张）（第3版）》是教育部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国家&ldquo;十一五&rdquo;
规划重点教材、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教材。
法理学是法学的一般理论、基础理论、方法论和法学的价值意识形态。
从这一学科和课程定位出发，本教材阐述了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法学方法论，法的本体，法的演进
和发展，法的制定与实施，法的价值，法与经济、政治、文化的关系等法理学的基本理论；对通贯整
个法学体系的基本范畴，诸如法、权利、义务、法律行为、法律关系、法律责任、法律价值等进行了
比较深入的分析和解释；对法律程序、法律方法、法律职业、法治国家、法与和谐社会等法学理论和
法治实践的前沿问题进行了探索；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创立与发展进行了简明而富有逻辑的叙述；对
法理学的许多传统论题或从内容上加以拓展，或在理论上有所深化。
本教材第三版较之第二版，在知识体系、理论创新、联结实践、写作风格等方面，均有新的讲展和宗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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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第一节 效率的释义第二节 法对效率的促进作用第二十四章 法与正义第一节 正义的释义第二节 法
对正义的实现作用第二十五章 法与人权第一节 人权的概念第二节 中国的社会主义人权纲领与人权事
业第三节 法对人权的保护作用第六编 法与社会第二十六章 法与经济第一节 法与生产方式第二节 法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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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行政法规是由最高国冢行政机关国务院依法制足和修改的，有关行政冒理和管理行政两方面事项的规
范性法律文件的总称。
行政法规的基本特征在于：第一，它在法的形式体系中处于低于宪法、法律而高于地方性法规的地位
。
行政法规应根据宪法、法律制定，不得与宪法、法律相抵触；地方性法规则不得与行政法规相抵触，
否则无效。
第二，它在法的形式体系中具有纽带作用。
其目的是保证宪法和法律实施，有了行政法规，宪法和法律的原则和精神便能具体化，便能更有效地
实现。
地方性法规的制定不得与行政法规相抵触，就进一步保证了宪法、法律得以实施。
第三，它调整的社会关系和规定的事项，远比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和规定的事项广泛、具体。
经济、政治、教育、科学、文化、体育以及其他方面的社会关系和事项，只要不带根本性或一定要由
宪法、法律调整的，行政法规都可调整。
（四）地方性法规地方性法规是由特定地方国家机关依法制定和变动，效力不超出本行政区域范围，
作为地方司法依据之一，在法的形式体系中具有基础作用的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总称。
地方性法规是低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但又具有不可或缺作用的基础性法的形式。
地方性法规的基本特征在于：立法主体只能是地方国家机关，任务是解决地方问题；地方上有更多的
关系需要处理，比中央立法更复杂、具体；具有从属和自主两重性；城市地方性法规在整个地方性法
规中逐渐占据重要位置。
地方性法规的作用主要有：使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大政方针得以有效实施；解决中央法律、
法规不能独力解决或暂时不宜由中央解决的问题；自主地解决应由地方性法规解决的各种问题。
现阶段，省、自治区、直辖市、较大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根据本地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与
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制定地方性法规。
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
（五）自治法规自治法规是民族自治地方的权力机关所制定的特殊地方规范性法律文件即自治条例和
单行条例的总称。
自治条例是民族自治地方根据自治权制定的综合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单行条例则是根据自治权制定的
调整某一方面事项的规范性法律文件。
各级民族自治地方的人大都有权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自治区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后生效。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法理学>>

后记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教材是教育部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是教育部“九五”规划重点教材，又是教育
部法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确定的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十四门核心课程教材之一。
参与本教材编写的人员来自吉林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大学、山东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浙江大学、
厦门大学、清华大学、苏州大学、辽宁大学、中国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西北政法学院等十三所
高校。
他们都是活跃在法学教学和科研第一线的教师，其中既有学术造诣精深、为人为学人皆称颂的老专家
，又有富有创新精神、治学严谨、笔耕不辍的中青年学者，还有在法理学教学和科研中崭露头角的学
术新人。
编写组不是临时搭起来的写作班子，而是有着共同的理论趣旨和社会责任感，有长期合作经历的学术
群体。
编写出一本内容先进、技术规范、形式实用的教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要编写出一本反映及固化
面向21世纪法学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成果、适应培养富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法律人才
需要的法理学教材则更难。
本人作为副主编参与过沈宗灵教授主编的国家教委“八五”规划重点教材《法理学》的编写，主编过
司法部“九五”规划教材《法理学》，也曾主编过东北地区高校通用的法理学教材《法的一般理论》
，应该说积累了编写教材的一些经验和体会。
即使这样，教育部委托我主持编写这本《法理学》教材的时候，我仍然是心中无底。
不过，有编写组全体同志的共同努力和精诚合作，我们如期完成了任务。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认真总结了我国新时期法理学教材建设的经验，吸收了孙国华、沈宗灵等教授主
编的不同版本的全国统编教材以及各地各校自己编写的法理学教材的有益思想和方法。
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本教材编写工作的以下原则和方法：第一，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切实反映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有机地、而不是机械地贯彻党的十五大的精神，以使本教材能
够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践需要；适应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
国家的时代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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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理学》是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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