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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作为法学专业的主干课和基础课，法理学在法学课程体系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
根据法理学教学的需要，我们组织编写了本教材。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力求本教材体系严谨、内容充实、观点正确、可读性强。
为此，我们借鉴了不同版本的法理学教材在章节编排上的优点，尽量全面地概括法理学课程的知识点
。
在介绍传统知识点的同时，注意吸收最新的研究成果，并注意用通俗易懂的语句来表述抽象的理论。
本书由石茂生教授担任主编，编写人员为郑·州大学、河南大学、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河南师
范大学、河南理工大学、河南城建学院、河南教育学院、信阳师范学院、许昌学院等高校的法理学教
学和研究人员。
本书主编拟出编写提纲和各章节细目，经参编人员集体讨论后按照编写分工各自独立完成，而后由主
编修改定稿，各位参编人员文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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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普通高等教育法学专业十一五规划教材”之一，全书共分27个章节，主要对法理学的基础知
识作了介绍，具体内容包括法的概念、法的要素、法的历史、法的制定、法律程序等。
该书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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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只有符合法律规定的事实才能成为法律事实。
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事实，法律只对那些具有法律意义的事实才加以规定，也就是说
，法律只对那些对于明确人们的权利、义务及其界限具有重要性，在决定应当如何评价和对待某种行
为、利益和要求时必须加以考虑的事实，才纳入到法律规范的视野之内，至于哪些事实具有法律意义
则受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和社会事实的制约。
（2）法律事实是能够引起法律后果的那些事实。
由法律事实的出现而产生的法律后果包括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
二、法律事实的分类法律事实可以根据不同标准进行分类。
如有肯定的法律事实和否定的法律事实、一次性作用的法律事实和状态、单一的法律事实和事实构成
等。
从不同角度出发，依据不同的标准，可以把法律事实分为不同的几类。
（一）行为和事件按照是否以法律关系主体的意志为转移，可以把法律事实分为行为和事件。
这是一种最基本、最重要的分类。
1.行为行为是以法律关系主体的意志为转移、能够引起法律后果的法律事实。
行为按其与法律规范的要求是否一致可以分为合法行为和不合法行为。
合法行为是与法律规范的要求相一致的行为。
合法行为依据行为人在从事该行为时的目的是否在于达到某一法律后果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产生某
种法律后果为目的的行为，大量的合法行为都属于此类，如订立合同、结婚、诉讼、行政管理等；另
一类是法律后果的出现不依赖主体要达到的该后果的意志，即不以产生某种法律后果为目的的合法行
为，如公民抢救国家财产的行为、见义勇为与犯罪分子作斗争的行为、拾得遗失物的行为等。
主体在从事该行为时虽然有目的，但是其目的不在于与国家或其他人建立某种法律关系，国家主管部
门对该公民的奖励也不以行为人从事该行为时的目的为转移。
前一类合法行为要求主体具有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否则其行为在法律上无效；后一类合法行为，对
主体没有类似的要求，无行为能力人如幼童抢救国家财产、捉拿犯罪分子、拾得遗失物的行为同样能
引起法律后果。
不合法行为是与法律规范的要求不一致的行为。
不合法行为不能产生行为人所预期的法律后果，即不能产生调整性法律关系。
在我国民法中，将这类行为称为无效的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就没有法律约束力。
但是，不合法行为不能产生调整性法律关系，并不意味着不能产生保护性法律关系。
不合法行为是承担法律责任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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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理学(第2版)》是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十一五”规划重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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