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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陈景辉、王锴、李红勃编著的《理论法学》分为法理学编、宪法学编、法制史编三部分，主要介
绍了法的概念，法律价值，法的要素，法律渊源与法律体系，法的效力，法律关系，法律责任，法律
的动态过程，法律适用的一般原理，法律推理，法律解释，法律的历史演进，中国法的发展，法律与
社会，宪法的基本理论，国体与政体，国家的基本制度，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国家机构，立法法
，中国法制史，外国法制史等内容。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理论法学>>

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法理学编
　第一章 法的概念
　　第一节 法概念的争议
　　第二节 法的形式特征
　　第三节 法的作用
　第二章 法律价值
　　第一节 法律价值的概念
　　第二节 价值种类与价值）中突
　第三章 法的要素
　　第一节 法律规则
　　第二节 法律原则
　　第三节 权利与义务
　第四章 法律渊源与法律体系
　　第一节 法律渊源的概念
　　第二节 当代中国的正式法律渊源
　　第三节 非正式法律渊源
　　第四节 法律部门与法律体系
　第五章 法的效力
　　第一节 法的效力概述
　　第二节 法的时间效力
　　第三节 法的空间效力与对人效力
　第六章 法律关系
　　第一节 法律关系的概念
　　第二节 法律关系主体
　　第三节 法律关系的内容
　　第四节 法律关系客体
　　第五节 法律事实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一节 法律责任的概念和种类
　　第二节 责任竞合、归责与免责
　第八章 法律的动态过程
　　第一节 立法
　　第二节 执法与司法
　　第三节 守法与法律监督
　第九章 法律适用的一般原理
　　第一节 法适用的目标
　　第二节 法适用的步骤
　　第三节 内部证成与外部证成
　第十章 法律推理
　　第一节 法律推理的概念
　　第二节 法律推理的种类
　第十一章 法律解释
　　第一节 法律解释的概念
　　第二节 法律解释的方法与位阶
　　第三节 当代中国的法律解释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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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章 法律的历史演进
　　第一节 法的起源
　　第二节 法的发展
　第十三章 中国法的发展
　　第一节 法的传统
　　第二节 法的现代化
　　第三节 法治理论
　第十四章 法律与社会
　　第一节 法与社会的一般理论
　　第二节 法与经济
　　第三节 法与政治
　　第四节 法与道德
　　第五节 法与宗教
　　第六节 法与人权
第二部分 宪法学编
　第十五章 宪法基本理论
　　第一节 宪法的特征与本质
　　第二节 宪法的历史发展
　　第三节 宪法的基本原则
　　第四节 宪法的功能与作用
　　第五节 宪法渊源与宪法结构
　　第六节 宪法规范
　　第七节 宪法效力
　　第八节 宪法修改
　　第九节 宪法解释
　　第十节 宪法实施保障
　第十六章 国体与政体
　　第一节 国体
　　第二节 政体
　第十七章 国家的基本制度
　　第一节 选举制度
　　第二节 国家结构形式
　　第三节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第四节 特别行政区制度
　　第五节 基层群众性自治制度
　第十八章 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
　　第一节 公民基本权利与义务概述
　　第二节 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
　　第三节 我国公民的基本义务
　第十九章 国家机构
　　第一节 国家机构概述
　　第二节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
　　第三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第四节 国务院
　　第五节 中央军事委员会
　　第六节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第七节 人民法院与人民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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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章 立法法
　　第一节 立法权与立法程序
　　第二节 立法审查与立法裁决
　　第三部分 法制史编
　第二十一章 中国法制史
　　第一节 西周至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法律制度
　　第二节 唐宋至明清的法律制度
　　第三节 清末、民国时期的法律制度
　第二十二章 外国法制史
　　第一节 罗马法
　　第二节 英美法系
　　第三节 大陆法系
附 中西法制史之最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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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二、读者本位法学教科书的三个品质社会上与校园里能够读得下去法学著作的人群，
大概基于两个因素，一是兴趣；二是应试。
兴趣是学习的最好老师，但对于教科书的要求而言关键是要能够引起读者的兴趣，可惜这一点现有的
教科书做得普遍较差，关键是没有成为著作者的一个自觉意识。
应试是一个学习的硬要求，时下法科学生在其研习法律的生涯中会面临各类法律考试。
如果为应试而努力学好法律，其实也不算是一个坏事。
基于这一背景考虑，本系列教科书努力塑造三个品质，将自己定位于往三个方向努力。
1.注释法学。
一个时期以来，不少学者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法学进行了回顾、总结与展望，当然也包括批判，在
某些方面达成了某种共识，其中之一就是学者普遍感觉20多年来的中国法学存在着一种“法条主义”
，或称“注释法学”、“诠释法学”。
这种“法条主义”所对应的法学表征大致指向部门法学的基本法学操作。
从法学研究的进步来看，注释法学的研究倾向有贡献但局限性也非常大。
需要说明的是，从事法学研究尤其是高端前沿性法学理论研究的从来都是且将来也是象牙塔里的极少
数人，绝大多数的习法者是要从事具体法律职业的法律人甚至是仅仅需要掌握一些实用性法学知识的
人，对于他们的学习需求来讲，某一个法律制度的历史变迁、学说争议、比较法分析与外国法的最新
发展真的是关联性很低，他们最需要了解与掌握的就是中国现行法的规定及其具体应用。
而教科书就要最大限度地满足这一需求，就要牢牢把自己定位于中国现行法律制度的“注释者”、“
诠释者”。
2.应用法学。
法律尤其是部门法本来就是调整社会生活的规范，具有对社会生活强烈关注的内在秉性，对解决社会
经济生活的实际的的具体的个案的问题牵挂在心，是教科书义不容辞的责任。
所以仅仅注释、诠释中国现行法律制度还不够，还要讲清楚这些规则如何地与社会经济生活发生关联
、每一条规则是解决怎样的实际问题的。
唯有如此，教科书才算言之有物也才能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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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众合教育核心课程教材系列:理论法学》一切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现行法律制度以读者与爱教育者为
本位的法学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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