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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研究》是一个很大的题目。
我们在研究这个题目的过程中，首先遇到的一个难题就是：在我国，无论是在党和政府的文件还是在
法学著作中，对“法律体系”这个术语的使用往往包含其他语言，如英语和俄语法学著作中的三个含
义，这三个含义是：Legal system、System of thelaw和System of laws或system of legislation，这三个词虽然
都讲的是法律现象的体系（system），这些法律现象之间虽然有紧密联系，但却指的是含义有所不同
的法律现象的体系。
按照系统论，任何事物都是一个系统（“系统”和“体系”同义）.一国或一地区的法律制度，就是一
个系统，Legal system一词就是把一国或一地区的整个法律制度描述为系统而使用的一个术语；而一国
或一地区的法律制度的系统，按照前苏联和俄罗斯法学家的理解，并不仅指现行法律规范的系统，其
中还应包括法律意识、法律文化和从事法律工作的有组织的机构和人员，即一国或一地区整个法律上
层建筑的体系，我们认为这种理解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法律上层建筑、法律上层建筑各
因素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原理，很有道理；System of the law这个术语则仅仅是用来描述一国一地区
现行法律规范的总和，即法这个系统的，这个系统只是前边讲的Legal system那个更大系统的核心部分
，而不是其全部；可是一国或一地区的法律规范必然得有其外在的表现形式，即表现为规范性法律文
件、先例、习惯等等法的形式渊源，System of laws或者System of legislation这个术语就是用来描述体现法
律规范的形式渊源系统的，在成文法国家，其指的就是规范性法律文件的系统。
法的形式渊源（规范性法律文件）的系统，可以按不同的标准排列，所以是多种多样的，如：可以按
法律、法规发布时间的前后排列为系统，或按规范性文件第一个字的笔画的多少排列，也可以按不同
的发布机关排列，当然也可以按照法的内在结构。
即按照法的部门划分来排列。
只有在按照法的内在结构，即按照法的部门划分来排列法的形式渊源时，这种系统才与法的体系（法
的系统System of the law）相符。
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法的形式渊源（规范性法律文件）系统（如编纂良好的法律全书），也只是法
的内在结构（法的体系）的外在表现，它们不是同一的现象，法的形式渊源系统不是法的体系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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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的体系的框架，即：三大部门群（公法、私法、社会法），五大
基本部分（宪法法、行政法、民商法、刑法和诉讼法），和适应当代的发展而分化或组合而成的五个
新部门（财政金融法、环境保护法、经济法、婚姻家庭法、劳动和社会保障法）。
我们认为，按照这种思路来认识和划分我国社会主义法的部门，符合法律发展的规律，符合法律调整
方法越来越丰富、细化，各种不同调整方法的联系也越来越紧、整体化越来越强的趋势，有利于我国
法律体系的进一步完善，也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法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有学者指出，自1978年年底以来，经过29年的探索与实践，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实现了从计划经
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与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相适应
，中国的法治建设也不断推进，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截止到2008年10月底，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现行有效的法律230余件，国务院制定的现行有效的
行政法规6001余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形成，在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主
要方面，已经做到了有法可依。
③从总体上看，这些法律法规肯定了改革开放的成果，反映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体现了
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创造了良好的法治环境，
提供了有利的法治保障。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既立足本国国情，又深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和借鉴国外法律制度，博采众长，兼
收并蓄，做到择善而从，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
对此，在本书各章中，多位作者均有积极而有益的探索，相关内容，不一而足。
　　本书还对我国社会主义法的体系的各个部门及其相互关系，作了简要的阐述。
由于各个部门法学的专家在一些具体理论问题上仍有某些不同的看法，在这些问题上本书主编尊重各
该章作者的观点，未作也不宜作过多修改，这就留给读者去辨别、评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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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概念和性质第一节 法律体系的术语和概念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律体系，首先得研究“法律体系”这个术语指的是什么事物和对这个事物如何理解，这就是法律
体系的术语和概念问题。
混淆外表相似的术语，必然混淆所要研究事物的概念，也必然会给研究造成难以克服的困难。
而要了解什么是法律体系就得了解“什么是法、什么是法律”这个自古以来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
可是，这个问题却不是本课题着重研究的对象，本书作者在另一本著作，对这个问题已有比较详尽的
论析，①这里不再赘述。
这里只是要指出，本书作者仍然坚持同样的观点，那也是马克思主义法学公认的观点，即把法理解为
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有国家强制力保证的、反映着统治阶级(即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意志的规范体
系，这个意志的内容是被该阶级赖以生存的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它通过确定和保证一定社会主体
在社会关系中的权利和义务，确认、保护和发展对统治阶级有利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
法律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理解，狭义的法律，专指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广义的法律，
则泛指法的一切形式渊源，在外延上与法同义。
②本书的立论，都是以对法和法律的这种基本立场为出发点的。
不过，问题还在于：同意这种立场的学者，对“法律体系”这个术语的使用，也往往是多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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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研究:概念、理论、结构》还对我国社会主义法的体系的各个部门及其相
互关系，作了简要的阐述。
由于各个部门法学的专家在一些具体理论问题上仍有某些不同的看法，在这些问题上《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律体系研究:概念、理论、结构》主编尊重各该章作者的观点，未作也不宜作过多修改，这就留
给读者去辨别、评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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