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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全面、系统地介绍了法律学的基本理论。
本书作者兼具理论研究、教学与法律实务经验。
全书体系合理，论述精当，简明清晰。
在编写体例上，紧密结合司法考试，各章节设有知识结构图、司法考试考点和真题提示，并对真题作
出详细解答。
本书共包括4编：法的本体、法的运行、法的发展、法与社会。
具体分为14章内容，紧密结合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阐释了法的概念与本质、作用与价值、法的
渊源、法律体系、法的制定、法的实施、中国社会主义法、法与经济文化社会及政治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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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冯玉军，男，1971年出生，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理事，中
欧信息社会项目特聘资深专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和日本一桥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担任
多所大学兼职教授。
迄今已出版学术专著4部，译著4部，主编教材4部；主持多项国际、国家和省部级科研课题，荣获包括
中国法学教育研究成果奖、中国法学会优秀论文奖、全国法律硕士优秀论文指导教师奖等多项国家和
省部级奖励；发表论文70余篇。
应邀担任中央电视台第十二频道“法律大讲堂”栏目主讲人，安徽电视台“新安大讲堂”栏目主讲人
、北京电视台“法律基础课程”特聘主讲人、北京电视台三套“秘境观察”节目主讲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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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
 第一节 法学与法理学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法理学
 第三节 中国近代法理学的探索与变革
第一编 法的本体
　第一章 法的概念与本质
 　第一节 法的概念
 　第二节 法的本质
 　第三节 法的基本特征
　第二章 法的作用与价值
 　第一节 法的作用
 　第二节 法的价值释义
 　第三节 法的价值体系
 　第四节 法的价值冲突及解决
　第三章 法的要素
 　第一节 法的要素释义
 　第二节 法律概念
 　第三节 法律规则
 　第四节 法律原则
　第四章 法的渊源与效力
 　第一节 法的渊源
 　第二节 法的分类
 　第三节 法的效力
　第五章 法律关系、法律行为、法律责任
 　第一节 法律关系
 　第二节 法律行为
 　第三节 法律责任
　第六章 法律体系
 　第一节 法律体系概述
 　第二节 法律部门
 　第三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第四节 全球化对我国法律体系的影响
第二编 法的运行
　第七章 法的制定
 　第一节 立法概述
 　第二节 立法体制
 　第三节 立法原则、立法程序与立法技术
　第八章 法的实施
 　第一节 法的实施概述
 　第二节 执法
 　第三节 司法
 　第四节 守法
 　第五节 法律监督
　第九章 法的方法
 　第一节 法的方法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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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法律解释
 　第三节 法律推理
 　第四节 法律论证
第三编 法的发展
　第十章 法的产生与发展
 　第一节 法的产生
 　第二节 法的历史类型
 　第三节 古代社会的法
 　第四节 资本主义社会的法
　第十一章 中国社会主义法
 　第一节 社会主义法的产生
 　第二节 社会主义法的本质和作用
 　第三节 社会主义法的发展阶段
　第十二章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第一节 依法治国
 　第二节 中国依法治国方略的形成与发展
 　第三节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历史任务
 　第四节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第四编 法与社会
　第十三章 法与经济、文化、社会、人权
 　第一节 法与经济
 　第二节 法与文化
 　第三节 法与社会
 　第四节 法与人权
　第十四章 法与民主政治
 　第一节 法与民主政治概述
 　第二节 中国的民主政治制度
 　第三节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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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二）马克思主义关于法的本质的基本观点 马克思主义法学是在批判地继承历史
上一切优秀法学文化遗产的基础上产生的。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论述上述问题时，给出了与历史上不同法学流派既存在继承关系又存在根本区别
的回答，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法律观的基础。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就法的本质问题发表了一系列意见
，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法律观的基本特点。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们指出：⋯⋯占统治地位的个人除了必须以国家的形式组织自己的力量
外，他们还必须给予他们自己的由这些特定关系所决定的意志以国家意志即法律的一般表现形式。
⋯⋯他们的个人统治必须同时是一个一般的统治。
他们个人的权力的基础就是他们的生活条件，这些条件是作为对许多个人共同的条件而发展起来的，
为了维护这些条件，他们作为统治者，与其他的个人相对立，而同时却主张这些条件对所有的人都有
效。
由他们的共同利益所决定的这种意志的表现，就是法律。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谈到资产阶级法时以更加简明的语言表述了他们的上述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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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法律观的最主要的特征是从“国家一阶级关系物质生活条件”的关系链来理解法的本质。
 首先，法是被奉为法律的国家意志。
因为法律具有国家意志的特征，所以它表现出一般统治的特点。
一般统治即法律统治不是任何个人的统治，也不是社会上哪一部分人、哪一阶级或阶层的统治，而是
代表国家意志的统治，社会上所有的人，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无论来自何种社会群体，无论
是任何群体中的哪一部分人，都必须遵守法律。
这就是被奉为法律的国家意志所表现出来的特点。
实际上，中国的法家、西方的分析实证主义法学以及法治国家的理论对法的认识也就到此为止。
但是，在马克思主义法律观“国家一阶级关系一物质生活条件”的关系链中，这仅仅是起点，是认识
法的概念的“不言而喻的前提”。
 其次，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
马克思主义法律观的鲜明特征是把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法律、国家意志放到阶级关系、政治关系、统治
和被统治关系的框架中加以分析。
在所谓“一般统治”、“法律统治”、“国家意志”的背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总是进一步追问：它
们的来源是什么？
它们如何取得“国家意志”和“一般统治”的特征？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迄今为止的整个文明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一个阶级要想取得对整个社会的统治地位，就必须利用国家组织自己的力量，利用法律使自己的意志
上升为国家意志，取得普遍性和合法性。
一旦统治阶级取得了国家政权，颁布了法律，他们与被统治阶级的斗争似乎就不再是一个阶级对另一
个阶级的斗争，而成为代表整个社会利益的国家、法律同代表与社会利益、国家利益相违背的个别利
益之间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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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1世纪应用型法学系列教材:法理学》在体例简洁，语言清晰，注重阐述基本概念、理论与制度，不
作过多的理论分析和观点评述，便于学生理解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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