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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等政法院校必修课程学习指导丛书》是一套针对国家教育部规定的法学专业必修课程策划的，以
法学基础知识精解、堂习方法、配奎翌墅为主要内容的同步学习指导用书。
目的在于帮助学生掌握“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础知识”，从某种角度讲，本丛书可以说是一套简
明法学教材。
    目前，全国接受不同层次法学教育的人数众多，且法学教材种类繁多、形式多样。
面对各类篇幅大、内容广的法学教材，不少人学习时抓不住重点，考试时摸不着方向，确实下了工夫
，却因不得要领而事倍功半。
编者认为，不管使用何种教材，不管内容篇幅多大，万变不离其宗，我们只要紧紧抓住“基本概念、
基本原理、基础知识”这个关键内容，其他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本丛书完全从“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础知识”出发，总结、归纳、整理概念、原理之下的相关
知识点，为在校生期末考试、研究生入学考试、国家司法考试提供知识体系保障。
我们坚信，掌握了这些最基本的概念、原理和知识，就相当于掌握了教科书中最基础、最精华的部分
，面对各种考试，就能应对自如，顺利过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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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法律与习俗之间的相互作用习俗是人们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形成的共同信守的习惯和风俗。
习俗和法律一样，都是社会规范和社会调整手段，都担负着调整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功能。
但是，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它们在社会调整系统中所占的地位有所不同，而且法律和习俗作为两
种社会控制手段，彼此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
这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习俗对法的作用。
（1）习俗是法律的重要渊源之一，习俗经国家机关认可，赋予其法律效力，便上升为法律，即习惯
法。
在法律发展的早期，习惯法是最主要的法律渊源；在现代社会，习惯法依然是一种重要的法律渊源。
国家认可习俗有两种方式，即明示认可和默示认可。
明示认可是指国家机关以立法性文件的形式确认习俗的法律效力；默示认可是指国家机关在适用法律
的过程中将某些习俗作为处理案件时依据，从而在事实上赋予其法律效力。
（2）习俗对法律的实施有重要影响。
在法律实施过程中，不同的习俗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合理的、合法的习俗推动人们选择合法行为方式，从而有利于法律的顺利实施；反之，不合理的、不
合法的习俗则推动人们选择违法行为方式，从而阻碍着法律的有效实施。
2.法对习俗的作用。
（1）法律对合理的、合法的习俗有确认和保障作用。
如前所述，合理的、合法的习俗往往会受到国家机关的认可，从而获得法律效力。
一种习俗一旦上升为法律，其权威性和强制性就会大大增强，遵守这种习俗就不仅是人们的习惯义务
，而且是人们的法律义务。
因此，这种习俗在实施上就有了可靠的保障。
（2）法律对不合理、不合法的习俗有否认和抵制作用。
国家可以运用法律手段，同各种社会陋习进行斗争。
但是，习俗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行为的惯性和必然性，法律也往往对它无可奈何。
因此，纠正不良习俗，主要要靠引导，不能动辄诉诸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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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以基础求贯通，基本概念与原理助你触类旁通；以经验求成功，名师李永军教授与你分享学习心得；
以习题求巩固，期末考试、考研、司考真题帮你举一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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