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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上海对外贸易学院是一所特色鲜明的商科类大学。
上海对外贸易学院法学院秉承学校以学生成才为本的办学理念，自1995年建院始即坚持“宽口径、重
基础、创特色”的办学思想，倡导法学基础课程教学的理论化和法学专业课程教学的实务性的教学模
式，并在重视法学基础课程教学过程中凸显法学理论的实际应用。
自全国高校扩大本科生招生规模以来，学院不断摸索、改进，探索法学教学的改革方略，通过编写、
使用《法学基础课程教学笔记》这一辅助教材，帮助学生课前预习、课后复习。
《教学笔记》中含有课程各章节的重点、难点、焦点以及相应的教学案例和思考题，借以辅助教学，
提高了学生在课堂中的学习效率。
经过几年的尝试、积累和总结，我们深刻认识到，《法学基础课程教学笔记》尚有更新升级的空间。
学院邀请校内外专家研讨论证，确定将原来的教学笔记升格为《法学基础课程导读与前沿指引系列丛
书》实属必要。
《法学基础课程导读与前沿指引系列丛书》共14本，包括：法理学；宪法学；经济法学；民法学；商
法学；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国际经济法学；国际私法学；国际法；民事诉讼法学；中国法制史；
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和知识产权法学。
根据国家教委的规定，所有设置法学专业的高等院校都必须开设14门法学基础课程。
《法学基础课程导读与前沿指引系列丛书》涵盖了法学基础课程教学大纲的知识点、各章要旨等内容
，教材对于教师而言，可以辅助教学、提升单位时间内的教学效率；对于学生而言，则可以辅助学生
较快地熟悉和准确地掌握教材内容，优化学习方法和思考方法，并引导学生进一步学习和掌握学科发
展动态、前沿信息。
同时，该教材还将全国统一司法考试的基本要求纳入其中，使教材具备了多重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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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学基础课程导读与前沿指引系列丛书：法理学》分为六篇介绍。
第一篇：法学导论，包括法学研究与法学教育、法学的历史、法理学概述、法学方法论。
第二篇：法的本体论，包括法的概念、法的渊源、形式和效力、法的要素、法律体系、权利和义务、
法律行为、法律关系、法律程序。
第三篇：法的起源和发展，包括法的起源、法的历史类型、法律发展、法制现代化。
第四篇：法的运行，包括法的运行概论、立法、守法、执法、司法、法律监督、法律职业、法律方法
、法治与法治国家。
第五篇：法的作用和价值，包括法的作用、法的价值、法与价值、法与人权、法与秩序、法与自由、
法与正义、法与效率。
第六篇：法与社会，包括法与经济、法与政治、法与文化、法与道德、法与科学技术、法与生态文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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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篇 法学导论第一章 法学研究与法学教育一、课程导读二、参考阅读材料三、前沿指引第二章 法
学的历史一、课程导读二、参考阅读材料三、前沿指引第三章 法理学概述一、课程导读二、参考阅读
材料三、前沿指引第四章 法学方法论一、课程导读二、参考阅读材料三、前沿指引第二篇 法的本体
论第五章 法的概念一、课程导读二、参考阅读材料三、前沿指引第六章 法的渊源、形式和效力一、
课程导读二、参考阅读材料三、前沿指引第七章 法的要素一、课程导读二、参考阅读材料三、前沿指
引第八章 法律体系一、课程导读二、参考阅读材料三、前沿指引第九章 权利与义务一、课程导读二
、参考阅读材料三、前沿指引第十章 法律行为一、课程导读二、参考阅读材料三、前沿指引第十一章
法律关系一、课程导读二、参考阅读材料·三、前沿指引第十二章 法律责任一、课程导读二、参考阅
读材料三、前沿指引第十三章 法律程序一、课程导读二、参考阅读材料三、前沿指引第三篇 法的起
源和发展第十四章 法的起源一、课程导读二、参考阅读材料三、前沿指引第十五章 法的历史类型一
、课程导读二、参考阅读材料三、前沿指引第十六章 法律发展一、课程导读二、参考阅读材料三、前
沿指引第十七章 法制现代化一、课程导读二、参考阅读材料三、前沿指引第四篇 法的运行第十八章 
法的运行概论一、课程导读二、参考阅读材料三、前沿指引第十九章 立法一、课程导读二、参考阅读
材料三、前沿指引第二十章 守法一、课程导读二、参考阅读材料三、前沿指引第二十一章 执法一、
课程导读二、参考阅读材料三、前沿指引第二十二章 司法一、课程导读二、参考阅读材料三、前沿指
引第二十三章 法律监督一、课程导读二、参考阅读材料三、前沿指引第二十四章 法律职业一、课程
导读二、参考阅读材料三、前沿指引第二十五章 法律方法一、课程导读二、参考阅读材料三、前沿指
引第二十六章 法治与法治国家一、课程导读二、参考阅读材料三、前沿指引第五篇 法的作用和价值
第二十七章 法的作用一、课程导读二、参考阅读材料三、前沿指引第二十八章 法的价值一、课程导
读二、参考阅读材料三、前沿指引第二十九章 法与价值一、课程导读二、参考阅读材料三、前沿指引
第三十章法 与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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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法律科学指从哲学的、历史的、比较的、评注的、批评的和其他各个角度对法律的和有关法律的发展
、变化、制定、评注、运用的系统化了的和经过组织分工了的知识。
同其他科学一样，它主要有两大分支，即纯粹法律科学或理论法律科学，它致力于对有关材料的调查
研究，以及对调查取得的知识进行吸收和加工；应用法律科学，主要涉及对实际问题的原则和规则的
确认，这些原则和规则的运用及其结果，前一分支是属于法律学者和法学家的领域，后一分支是属于
立法者、法官和法律实践者的领域。
因为不同法律体系中的法律制度、概念和规则具有不同的特点，因此，两个分支在各不同的法律体系
中的内容各异，而不是概括的和普遍性的。
一个人只能知道一个法律体系中已经存在过或正存在着的一部分知识，而不能更多，一点也不能多，
因为每一个活着的人都在外界力量和法律改革影响下有意识地参与变化或被改变了。
每一个独立的法律体系的实际概念、原则和规则，其发展和运用的条件都是法律科学的主要内容；是
要对其进行学习、系统化、批评、阐述和利用、运用以其他方式处理的材料。
是纯法律科学或理论法律科学与哲学、历史和其他社会科学联系密切；应用法律科学则与政府、政治
、行政管理、贸易、财政、工业、商业、社会工作和社会福利以及任何一种关于人类和人们相互之间
的行为和关系的联系密切。
法律科学的主要学科可以划分为7个部门，即：法学理论和法哲学；法的历史和各法律体系的历史；
法的比较研究；国际法；超国家法；每个地方可以被确认为独特体系的（包括立法、法院和专业学术
，以及实体和程序法总体）国家和国内法；附属法律的学科，比如：辩证科学、医学和精神病学。
这每一门学科还可以根据许多题目细分，如公法、刑法、私法等。
所以，有关一具体研究的专题、书籍或文章可能仅这一专题整体，即更大的学科和有关法律知识总体
的一个极小元素。
在这7个部门中，前3个部门属于理论法律科学的分支，后3个部门属于应用法律科学分支，最后一部门
本身不是对法律问题的研究，但与法律事项所产生的问题有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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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理学》：法学基础课程导读与前沿指引系列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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