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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是国家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主办的高校法学类专业出版机构，
其宗旨是为中国法学教育、法学研究服务。
多年来我社始终把法学教材建设放在首位，向广大读者提供研究生、本科、专科、高职、中专等各种
层次、多种系列的精品法学教材，其中很多教材荣获国家教育部、司法部、新闻出版总署等部委的优
秀教材奖，是我国重要的法学教材出版基地之一。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曾多次荣获国家良好出版社、先进高校出版社荣誉称号。
在新时期，我们将一如既往地真诚为广大读者服务，努力为中国的法学教育事业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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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2.法学研究的根本任务就是明确权利和义务的界限，并努力使这种界限确定得与时代发展的
趋势相一致，从而通过法律来保障并推动社会的进步。
人类几千年的法律实践表明，一个社会越是能够使权利、义务及其界限充分地体现历史合理性，就越
能够健康、有效地发展；反之，则会步履维艰、停滞不前，甚至陷入危机。
3.法律现象不仅包括法律的文本，也包括法律产生和运行的一切环节，而且，法律现象是用科学抽象
方法所形成的概念，在现实生活中，法律现象与其他社会现象是交织在一起的。
因此，绝不能把法学简单地等同于法律文本学的研究，相反，法学研究的视野、领域是相当广阔的，
它实质上是一种关于人和社会的研究，与其他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唯一不同的是，法学是从权利与义
务这一视角来观察和研究人与社会的。
4.法学既是一种研究活动，也是一种知识体系。
这种研究是以科学精神为指导，并遵循科学研究的程序、方法而展开的，属于社会科学的一部分，由
此建立的知识体系就是法律科学。
就此而论，在严格意义上说，法学与法律科学并非等同概念。
如古典自然法学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就不符合上述标准，因而很难被视为法律科学。
然而，它在历史上所起的巨大进步作用并不应因此而被否定。
三、法学体系的划分以整个法律现象为研究对象，这是将法学作为一个整体而言的。
随着法律发展成为广泛而复杂的整体和随之而来各种法律部门的出现，产生了对法律体系进行解析型
研究，即对法律进行分门别类研究的科学需要。
由此出现了法学内部的分科。
然而，如何分科或依据什么标准分科，这在国内外法学著作中还没有一致的观点。
各国学者提出的法学分科相当宽泛，名称也不尽相同。
从我国现阶段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的实践需要出发，通常从以下两个角度来划分法学体系：1.从法律
部门的角度划分，法律体系被划分为宪法、行政法、民法、刑法、诉讼法等不同部门。
与之相对应就有宪法学、行政法学、民法学、刑法学、诉讼法学等。
一个新的法律部门的出现，或迟或早都要有新的法学部门与之相对应。
例如，随着行政法、经济法等新的法律部门的出现，产生了行政法学和经济法学等新的法学部门。
每个部门法学对该部门法历史的研究，构成部门法专史，如宪法史、民法史、刑法史等；每个部门法
学对本国与外国的同类法的研究构成比较法（学），如比较宪法、比较民法、比较刑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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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理学:理论、实务、案例》：“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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