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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人类文明与文化的发展中，中华民族曾作出过伟大的贡献，不仅最早开启了世界东方文明的大门，
而且对人类法治、法学及法学教育的生成与发展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与光辉的实践。
在我们祖先生存繁衍的土地上，自从摆脱动物生活、开始用双手去进行创造性的劳动、用人类特有的
灵性去思考以后，我们人类在不断改造客观世界、创造辉煌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探索人类
的主观世界，逐渐形成了哲学思想、伦理道德、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一系列维系道德人心、维持一
定社会秩序的精神规范，更创造了博大精深、义理精微的法律制度。
应该说，在人类所创造的诸种精神文化成果中，法律制度是一种极为奇特的社会现象。
因为作为一项人类的精神成果，法律制度往往集中而突出地反映了人类在认识自身、调节社会、谋求
发展的各个重要进程中的思想和行动。
法律是现实社会的调节器，是人民权利的保障书，是通过国家的强制力来确认人的不同社会地位的有
力杠杆，它来源于现实生活，而且真实地反映现实的要求。
因而透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法律制度，我们可以清楚地观察到当时人们关于人、社会
、人与人的关系、社会组织以及哲学、宗教等诸多方面的思想与观点。
同时，法律是一种具有国家强制力、约束力的社会规范，它以一种最明确的方式，对当时社会成员的
言论或行动作出规范与要求，因而也清楚地反映了人类在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中对于不同的人所作出的
种种具体要求和限制。
因此，从法律制度的发展变迁中，同样可以看到人类自身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历史轨迹。
人类社会几千年的国家文明发展历史已经无可争辩地证明，法律制度乃是维系社会、调整各种社会关
系、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的工具。
同时，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也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显著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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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体现了培养和提高大学生法律意识、法制观念和道德素质的宗旨和目的，突出了时代感、现实
性和知识性，反映了国家新制定的合同法、国家公务员法和新修改的宪法、行政许可法、公司法、税
收征收管理法和婚姻法的内容，特别是在体例与形式上有所开拓创新：各章都增设了标题和导语，点
明了该章的中心内容和学习该章的目的与要求；增设了内容提要和名词术语，便于学生对课程的重点
、难点问题正确把握；增设了辨析题和典型案例分析，启发学生独立思考，加深理解并运用所学的法
律基本知识，从而使全书的体例与形式更加生动活泼，增加了可读性；增设了阅读书目及相关法律，
开阔学生的知识面和法律专业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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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根据主体的不同，可以把社会主义法的实施方式分为法的遵守和法的适用。
法的遵守是指社会团体和公民按照法律规范的规定，依法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
这是社会主义法实施的主要的、基本的、大量的方式。
当法的实施需要国家机关的参与时，就产生了法的实施的另一种形式——法的适用。
二、我国社会主义法的适用的概念和特点社会主义法的适用是指社会主义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和国
家授权的社会组织依照法定的职权和程序，运用国家权力，把法律规范的规定运用到具体的主体或场
合，用来解决具体问题的一种行使权力的专门活动。
它使具体的当事人之间发生、变更或消灭一定的权利义务关系，或对违法者适用法律制裁。
社会主义法的适用有以下一些特点：1．法的适用的主体主要是国家机关，也包括国家授权的单位，
如学位条例规定，经批准的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有权依法授予学位，这就是适用法律规范的活动。
2．法的适用是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将法律规范的一般规定运用到具体主体或具体场合，作出具有
法律效力的个别性决定的活动，它使当事人之间发生具体的法律后果，并以判决、决定等个别性法律
文件宣告这种后果。
3．法的适用活动必须严格遵守法定的职权范围，遵守相关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规定。
三、我国社会主义法的适用的基本要求与原则我国法的适用的基本要求可以概括为：正确、合法、及
时、合理、公正。
正确，是指在适用法律规范时，要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理适当。
合法，是指在适用法律规范时，要合乎国家的法律规定，严格依照法定权限和法定程序办事。
及时，是指法的适用活动的每个环节要严格符合法律所规定的时间要求，提高办事及办案效率。
合理和公正，是指法的适用活动在保证符合法律要求的前提下，还应当符合社会主义道德的要求，符
合广大人民的公平正义观念，符合适用法的根本目的。
社会主义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在适用法律规范时还应遵循以下原则。
1．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是我国多年法的适用的基本
原则。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6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必须依靠
群众，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
”我国的其他重要法律也都有体现了这一原则的规定。
以事实为根据，要求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适用法律规范时，必须弄清事实真相，掌握全部有关材
料，把对案件的审理和判决建立在尊重客观事实的基础上。
这是定性准确、量刑适当、正确适用法律规范的前提条件。
第一章 我国社会主义法的基本理论第一节 法的本质和历史发展一、法的基本特征法是社会上层建筑
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上层建筑的其他部分（如国家、政策、道德、宗教等）相比，法具有以下一些基
本特征：（一）法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规范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离不开各种各样的行为规范。
从其反映和调整的领域来看，这些规范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即技术规范和社会规范。
技术规范反映和调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规定人们如何使用自然力、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的行为
规则。
社会规范是调整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行为规则，包括法律规范、道德规范等。
但技术规范和社会规范的区分并不是绝对的，如果遵守某一技术规范可能影响到其他人的利益时，技
术规范就具有了社会性。
这类包含技术规范内容的法律规范常被称为法律技术规范，如交通规则、食品卫生法规等等。
法律规范具有高度规范性、概括性和可预测性等特点。
规范性是指法律规范规定了人们在一定情况下可以做什么，应当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从而为人们确
立了明确的行为模式和标准。
概括性是指法律规范提供的行为标准是从各种具体行为中概括出来的一般尺度，而不是针对某一特定
场合和特定主体的个别性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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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预测性是指法律规范的内容具有稳定性，可以反复适用，人们根据法律规范的规定，可以预先知晓
自己和他人的行为的法律后果，以便正确选择自己的行为方式。
（二）法是国家制定或者认可的法是由国家制定或者认可的，这是法区别于其他社会规范的重要特点
之一。
所谓“制定”，是指在社会生活中原先并没有某种行为规则，立法者根据社会生活发展的需要，通过
相应的国家机关按照法定程序制定各种规范性法律文件。
“认可”是指社会生活中原来已经实际存在着某种行为规则（如习惯、道德等），国家以一定形式承
认并且赋予其法律效力。
可见，无论是法律规范的制定还是认可，都与国家权力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并且正是这一特点使得
法律规范的效力在形式上具有了普遍性和统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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