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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版《法学通论》是在原中南财经政大学“三通课程”之一的《法学通论》（另两门课程为《经济学
通论》、《管理学通论》）基础上修订而成的。
《法学通论》课程的设置，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结合实际，为培养懂法律、懂经济、懂管理的人文社
科类复合型人才而采取的重要举措。
该课程的开设以及教材的出版，已经取得积极而显著的社会影响，得到学界同仁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评
价。
因此，进一步锤炼出《法学通论》的物色，将法学的精髓浓缩于该书中，即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
过去、现在、未来不断努力的方向。
　　呈献给大家的这本教材，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的变化；第一，本书已经入选“普通高等教育‘十
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因而，本书就不再仅仅只是中南财经政大学“三通课程”的系列教材之一，其读者群将是新世绿中
国高校所有的莘莘学子。
第二，体系更完整，涵盖面更广。
本书包含了21世纪高等教育法学专业14门核心课程，即法学基本理论、中国法制史、宪法、刑法、刑
事诉讼法、民法、民事诉讼法、商法、经济法、行政法、行政诉讼法、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国际经
济法，并根据最近出台和修订的法律对相关内容做了更新。
第三，内容更凝练，难易适中，注重法学基本原理和基础知识的阐发，新版对前三版所涉及的知识点
作了进一步梳理和提炼，以更适合于非法律专业学生学习。
第四，体例新颖，服务读者。
本书设置了“学习目标”、“基本概念”、“思考题”、“推荐阅读书目”、“主要参考文献”等栏
目，既方便读者阅读、理解和自学，也为教师在课堂上引入有关学科前沿问题留下了必要的空间。
　　本书的编写和修订得到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校领导和法学教师的大力支持。
承担本书各章撰写和修订任务的，均是法学院的优秀中青年学者和专家，本书是他们心血的结晶。
参加本书撰写的有（按章节顺序）：张德淼教授（第一章），屈永华副教授（第二章），刘嗣元教授
（第三章），齐文远教授、苏彩霞副教授（第四章），姚莉教授（第五章），吴汉东教授、麻昌华教
授（第六章），樊启荣教授（第七章第一、二、三、四、五、六节），何焰副教授（第七章第七节）
，蔡虹教授（第八章）刘大洪教授（第九章），石佑启教授（第十章、第十一章），刘仁山教授（第
十二章）。
全书经主编、副主编讨论后，由吴汉东教授修改定稿。
　　本书适合作为各高等院校为非法律专业学生开设的法学课程之教学用书，也可以作为法学专业学
生的法学基础课程用书和研究生考试参考用书，还可以作为广大法学爱是的自学用书。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法学通论>>

作者简介

吴汉东　法学博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校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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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会副会长，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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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法学基本概念　第一节　法学的性质、体系与历史　第二节　法的概念与体系　第三节　法
的起源与发展　第四节　法的作用与法治第五节　法的制定与实施　第六节　法律关系：权利、义务
和权力　第七节　法与民主、人权第二章　中国法制史　第一节　中国法律的起源与初步发展：夏商
西周的法律　第二节　春秋战国和秦朝的法律　第三节　法律的儒家化：从汉至唐　第四节　君主专
制的极端强化：宋元明清的法律　第五节　中国法律的近代转型第三章　宪法　第一节　宪法的基本
理论　第二节　国家的性质的经济制度　第三节　国家政权组织形式和国家结构形式　第四节　公民
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第五节　中央国家机关第四章　刑法　第一节　我国刑法的概念、基本原则与效
力范围　第二节　犯罪　第三节　刑罚　第四节　刑法分则的基本内容第五章　刑事诉讼法　第一节
　刑事诉讼法概述　第二节　刑事诉讼基本原则　第三节　刑事诉讼基本制度　第四节　证据　第五
节　强制措施　第六节　刑事诉讼程序第六章　民法　第一节　民法概述　第二节　物权法　第三节
　合同法　第四节　知识产权法　第五节　人身权法　第六节　婚姻家庭法　第七节　继承法　第八
节　民事责任第七章　民事诉讼法　第一节　民事诉讼法概述　第二节　主管和管辖　第三节　民事
诉讼参加人　第四节　民事诉讼证据　第五节　诉讼保障制度　第六节　民事审判程序与民事执行程
序第八章　商法　第一节　商法总则　第二节　公司法　第三节　证券法律制度　第四节　票据法　
第五节　保险法　第六节　破产法律制度　第七节　海商法第九章　经济法　第一节　经济法概述　
第二节　宏观调控法律制度　第三节　市场规制法律制度第十章　行政法　第一节　行政法概述　第
二节　行政法律关系主体　第三节　行政行为　第四节　行政程序　第五节　行政复议第十一章　行
政诉讼法　第一节　行政诉讼法概述　第二节　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与管辖　第三节　行政诉讼参加
人　第四节　行政诉讼的证据　第五节　行政诉讼的程序　第六节　行政赔偿第十二章　国际法　第
一节　国际法　第二节　国际私法　第三节　国际经济法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法学通论>>

章节摘录

第一章　法学基本理论　第一节：法学的性质、体系与历史，一、法学的性质问题（二）法学的性质
，关于法学性质问题，近代学界有不同观点，有代表性的观点大体存在四种：1.法学是实证科学。
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迅速发展及其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巨大历史作用，使一些人对自然科学顶礼膜拜
，认为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同样可以用来研究人类社会，而且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获得精确可靠的知
识，包括法学在内的一切学科都应当向自然科学看齐，建成像自然科学那样的实证科学。
在法律研究中，近代许多法学家采用机械物理学、生物进化论等自然科学的理论来解释法律现象。
当今我国学者中也有具有这种倾向的，如朱景文教授就曾希望通过建立一个精确的指标体系来衡量和
比较不同国家的立法、司法、法律职业、法律教育的状态，判断法律的发展程度。
2.法学是形式科学。
这是基于一种将科学分为经验科学和形式科学的分类对法学所作的界定。
这种分类认为，经验科学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搜集、分析和处理具体的经验事实为主要内容
；形式科学包括逻辑学、数学，以讨论普遍的形式演算为主要内容，它关注思维的、语言的纯形式方
面，不涉及其内容或价值取向。
凯尔森等人认为，法学就是以其中的形式科学为榜样的。
3.法学是人文科学。
很多人文科学的主张者都将法学划入人文科学的范畴，如德国哲学家李凯尔特、狄尔泰等。
李凯尔特认为，人文科学以文化为研究对象，而“文化包括了宗教、法学］史学、哲学、政治、经济
学等科学的一切对象”。
英国《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也将法学归入人文科学之列。
在中国，虽然很少有人明确将法学归入人文科学之列，但近年来法学界有诸多教授按照人文科学的研
究思路来进行法学研究，如梁治平、许章润、陈景良、尹伊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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