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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了适应我国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满足不同层次教学实践
和学习需要，结合我国法律制度的发展实际和最新研究成果，我们编写了本教材。
《法理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立足于法理学的基本问题，正确阐述法理学的
理论体系，充分反映法理学的最新理论，力求使学生掌握法理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科学的研究
方法，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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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生，甘肃庄浪人，毕业于兰州大学哲学系，获中国哲学硕士学位，在权威、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七篇，著有学术专著一部，参加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两项、地厅级项目多项。
研究方向：中西之学比较、伦理学、法哲学，现就职于兰州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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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二实证分析方法 实证分析方法也是法学研究的一种基本方法，其主要特点是从实证分析的
角度人手，将法律作为一个独立存在的整体，通过对经验事实的观察和分析来建立和检验各种理论命
题，它致力于维护法律系统内部的统一性和逻辑性。
所谓经验事实是可以通过人们的直接或间接观察而发现的确定的事实因素。
对于法学的实证研究而言，经验事实既包括与法律的制定和实施有关的一切社会事实，也包括法律文
本中的词语、句法和逻辑结构等事实因素。
具体到法律中的实证方法，它关注的核心问题是“法律实际上是什么”而非“法律应当是什么”。
实证分析方法具有以下三个理论特色： 第一，在方法论上的“纯粹性”，即通过界定法学与其他学科
所不同的研究对象来将一切非法学的因素从法学研究中驱逐出去。
 第二，致力于法学的科学化和独立性，即将法学的使命限定在对“现实的法”的研究方面，以使法律
科学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科学。
 第三，对事实和价值进行区分。
实证分析法学者认为法学只与事实有关，而与价值无涉；一种客观的研究只能以法律规范的形式结构
为对象，而其内容则并不属于法学应该探讨的范畴。
 实证方法在19世纪得到了广泛认同，这和当时自然科学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影响有着直接的联系。
法学家们受到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启发，希望把自然科学所运用的方法应用到社会科学领域，并在法
学领域取得类似的突破。
实证主义哲学家的代表人物法国人孔德在经验哲学的基础上认为，科学认识只能从观察事实和经验分
析中得到，自然科学和数学方法是得到科学结论的唯一途径。
他提出的认识人类思维发展“三阶段”的理论在受到强烈批判的同时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他的实证主义哲学为法律实证主义完善了基础。
边沁、奥斯丁和凯尔逊则成功地运用了“经验的”和“实证的”方法，对“法律是什么”这一问题进
行了回答。
 在法律实证主义者眼中，法律是命令、权力，法学的研究应当限于在经验的领域感知法律是什么。
这在客观上使得法学有了一个摆脱哲学、伦理学和政治学，成为一个独立学科的机会，实证主义对法
学的影响使得法学对理论的现实性和立法的可操作性更加重视，使得法学的理论和结论与法律机构的
实际工作更加密切的结合起来，而不再是对理想法律的空洞描述。
 但是，由于传统的实证主义过于强调法律的经验性解读，过于强调现实存在的合理性导致它很容易被
极权主义和专制主义所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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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为了适应我国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满足不同层次教学实践和学
习需要，结合我国法律制度的发展实际和最新研究成果，我们编写了《法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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