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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教材列入中央民族大学特色教材项目。
教材是教学质量的关键环节，是学生获取知识的重要途径。
法理学作为法学本科教育的专业主干基础课程，肩负着为法学其他专业课程奠定理论基础的重任。
本书是作者多年教学实践经验和学术研究成果的结晶，并汲取笔者认为国内已有教材或观点及专著的
长处编撰而成。
本书努力做到实用和拓展相结合，具体包括五个方面：一是内容全面，适合各类型和各层次读者的需
求。
本书不仅涵盖了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对法理学教学基本要求的全部内容，而且对历年司法考试大纲的内
容进行了系统整合，同时还将目前法理学研究中较为成熟的观点或学说纳入其中，从而使本书不仅能
够满足学生对法理学基础知识的需求，而且对深入研究法理学的人士也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和价值。
此外，本书适合广大考研、司法考试考生备考之用，可谓内容全面，读者群广泛。
二是案例丰富生动，使得本来深奥难懂的法理学问题论述表达得深入浅出，便于读者理解和掌握法理
学知识。
本书中的大量案例都是作者在实践教学过程中积累和储备的，而且都是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案例，很有
典型性，同时，作者在书中不是简单地罗列案例，而是将案例和理论结合起来，将理论思辨性、实践
性和我们的现实生活联系起来，从而使读者发觉原来法理学并不是人们印象中的枯燥无味，而是充满
了生活气息和色彩，和我们的现实生活距离很近。
三是博采众长。
本书对一些有争论的法理学问题，把通说或者比较成熟的学说或观点进行了梳理，并在借鉴当前研究
最新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观点和主张。
同时书中还对国外特别是俄罗斯学者的一些观点进行了介绍，从而使本书有很突出的特点，即博采众
长，同时又有自己的鲜明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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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列入中央民族大学特色教材项目。
教材是教学质量的关键环节，是学生获取知识的重要途径。
法理学作为法学本科教育的专业主干基础课程，肩负着为法学其他专业课程奠定理论基础的重任。
《中央民族大学特色教材：法理学案例教程》是作者多年教学实践经验和学术研究成果的结晶，并汲
取笔者认为国内已有教材或观点及专著的长处编撰而成。
　　《中央民族大学特色教材：法理学案例教程》努力做到实用和拓展相结合，具体包括五个方面：
　　一是内容全面，适合各类型和各层次读者的需求。
《中央民族大学特色教材：法理学案例教程》不仅涵盖了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对法理学教学基本要求的
全部内容，而且对历年司法考试大纲的内容进行了系统整合，同时还将目前法理学研究中较为成熟的
观点或学说纳入其中，从而使《中央民族大学特色教材：法理学案例教程》不仅能够满足学生对法理
学基础知识的需求，而且对深入研究法理学的人士也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和价值。
此外，《中央民族大学特色教材：法理学案例教程》适合广大考研、司法考试考生备考之用，可谓内
容全面，读者群广泛。
　　二是案例丰富生动，使得本来深奥难懂的法理学问题论述表达得深入浅出，便于读者理解和掌握
法理学知识。
《中央民族大学特色教材：法理学案例教程》中的大量案例都是作者在实践教学过程中积累和储备的
，而且都是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案例，很有典型性，同时，作者在书中不是简单地罗列案例，而是将案
例和理论结合起来，将理论思辨性、实践性和我们的现实生活联系起来，从而使读者发觉原来法理学
并不是人们印象中的枯燥无味，而是充满了生活气息和色彩，和我们的现实生活距离很近。
　　三是博采众长。
《中央民族大学特色教材：法理学案例教程》对一些有争论的法理学问题，把通说或者比较成熟的学
说或观点进行了梳理，并在借鉴当前研究最新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观点和主张。
同时书中还对国外特别是俄罗斯学者的一些观点进行了介绍，从而使《中央民族大学特色教材：法理
学案例教程》有很突出的特点，即博采众长，同时又有自己的鲜明主张。
　　四是体例新颖，理论与实践结合，突出学习效果。
《中央民族大学特色教材：法理学案例教程》每章开头都设有学习目标和学习要求，每章结尾都有配
套的思考与练习，便于读者考察学习效果。
而且每章的思考题和练习题都有主观性试题和客观性试题，很适合学生学习和司法考试和考研考生备
考之用。
　　五是有一定的民族特色。
《中央民族大学特色教材：法理学案例教程》作者在中央民族大学任教，《中央民族大学特色教材：
法理学案例教程》又被列为中央民族大学特色教材立项项目，因此作者特别对法理学中涉及的民族法
律问题进行了分析，使得《中央民族大学特色教材：法理学案例教程》有着一定的民族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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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俊杰，1962年生，祖籍山东登州府，籍贯黑龙江，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教
授、中国法理学会理事、北京市法理学会常务理事。
主要研究领域有法理学、法治理论、俄罗斯法律问题等。
主要出版专著有《当代俄罗斯法学思潮》、《俄罗斯法治国家理论》，参编有《法理学研究》、《社
会主义法治论》、《法律逻辑学》、《法理学原理与案例教程》等，并在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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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绪论第一节 法学的研究对象、性质和职能一、法学的研究对象二、法学的性质和特征三、法学的
职能第二节 法学的产生和发展一、中国历史上的法学二、西方历史上的法学三、马克思主义法学及其
发展第三节 法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一、法学与哲学的关系二、法学与政治学的关系三、法学与经济学
的关系四、法学与社会学的关系五、法学与历史学、逻辑学、伦理学、心理学的联系第四节 法学体系
与法理学一、法学体系与法学分类二、法理学的概念、研究对象及其在法学体系中的地位第五节 学习
和研究法理学的意义和方法一、学习和研究法理学的意义二、学习和研究法理学的方法思考与练习第
一编 法的一般原理第一章 法的概念第一节 法的术语一、汉语中的“法”、“刑”、“律”、“法律
”二、西文中的“法”、“法律”三、对法和法律的其他说法第二节 法的基本特征【案例1-1】宿州
市市立医院患者眼球医源性感染案一、法是调整人的外在行为或社会关系的社会规范，具有规范性二
、法是由国家制定、认可或解释的社会规范，具有国家意志性三、法是以规定权利和义务为主要内容
的社会规范，具有利导性四、法依靠国家强制力、通过一定程序予以实施，具有强制性和程序性五、
法是可诉的行为规范，是法官办案的主要依据和规则第三节 法的本质【案例1-2】日入万元的县交通
局长一、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二、法的内容由一定物质生活条件下的利益和需要决定【案例1-3】
哈尔滨天价医费案三、经济以外的因素是法的内容所必不可少的因素【案例1-4】尼日利亚多妻男子被
捕四、法是意志性与规律性、阶级性和社会性、利益性与正义性的统五、法是理与力的统第四节 法的
定义一、非马克思主义的法的定义二、马克思主义对法的定义思考与练习第二章 法的作用第一节 法
的作用的概念一、法的作用的含义二、法的作用的分类第二节 法的规范作用和社会作用一、法的规范
作用和社会作用的概念二、法的规范作用【案例2-1】“杨百万”的担心【案例2-2】83岁老太见义勇
为【案例2-3】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原局长郑筱萸被判死刑三、法的社会作用第三节 正确认识法的作
用【案例2-4】美国的禁酒令【案例2-5】死刑来决犯的生育权一、正确认识法的阶级统治职能和社会
管理职能二、法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三、法的作用的局限性四、正确对待法的作用思考与练习第三
章 法的要素第一节 法的要素概述一、法的要素的概念和特征二、法的要素质量的评价标准三、法的
要素的主要学说第二节 法律概念【案例3-1】王海打假一、法律概念释义二、法律概念的分类三、法
律概念的功能第三节 、法律规则【案例3-2】交通“蛀虫”卢万里案一、法律规则释义二、法律规则
与法律条文三、法律规则的结构四、法律规则的分类第四节 法律原则【案例3-3】里格斯诉帕尔默案
【案例3-4】遗赠同居者案一、法律原则释义二、法律原则与法律规则的区别三、法律原则的分类四、
法律原则的作用和适用思考与练习第四章 法的渊源与分类第一节 法的渊源一、法的渊源释义二、法
的渊源的种类第二节当代中国法韵渊源【案例4-1】汝阳县种子公司与伊川县种子公司玉米种子纠纷案
一、当代中国法的正式渊源二、当代中国法的非正式渊源第三节 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范化和系统化⋯
⋯第四章 法的渊源与分类第五章 法的效力第六章 法律部门与法律体系第七章 权利和义务第八章 法律
关系第九章 法律行为第十章 法律责任第二编 法的运行第十一章 立法第十二章 法的实施第十三章 法律
解释与法律推理第十四章 法律程序第十五章 法律职业第三编 法的起源和历史发展第十六章 法的起源
第十七章 法的发展第十八章 法的传统第十九章 法的现代化第二十章 法治理论与法治国家第四编 法的
价值第二十一章 法的价值概述第二十二章 法的价值种类第五编 法与社会第二十三章 法与社会的一般
理论第二十四章 法与经济第二十五章 法与政治第二十六章 法与道德、宗教第二十七章 法与人权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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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绪论第三节 法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科学是人类认识世界的成果，各门科学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联系
。
在法学与其他科学的联系中，与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历史学的联系尤为突出。
此外，与逻辑学、心理学、美学、自然科学也有紧密的联系。
一、法学与哲学的关系 哲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概括和总结，位居各学科的最高层次，对其他
各门学科具有普遍的指导作用。
任何阶级或学派的法学理论，总是以某种哲学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
法学同哲学的关系十分密切。
尽管19世纪中期以后，法学从哲学中分化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但哲学思想的每一次提升，都会引起法学方法论的变化和法学价值取向的改变，催生法学的变化和法
学流派的变化乃至消失。
法学与哲学的关系在法理学（法哲学）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法理学是对法的一般问题的哲学分析，或者说是根据哲学的观点和方法进行的法律分析。
新中国法学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同时又对马克思主义哲
学提供丰富的材料和思想。
二者的关系可以比作特殊与一般的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代替法学的具体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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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在完成本书写作后，笔者最想表达的就是——真诚的谢意。
首先，感谢父母的养育和亲人的关爱，这是我成长的基石。
其次，感谢我的母校中国人民大学对我的培养，特别感谢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以我的导师孙国华先生
为表率的法理学教研室的各位老师。
老师们的言传身教使我不敢怠慢教书育人这个崇高的职业，使我将教师做为自己终身追求和奉献的事
业。
再次，感谢国内学者编著的各种版本的法理学教材。
本教材的写作，不同程度参考了其中部分内容或观点。
特别感谢孙国华教授、朱景文教授、朱力宇教授、张文显教授、葛洪义教授、沈宗灵教授、周旺生教
授、徐永康教授、高其才教授、舒国滢教授、陈金钊教授、卓泽渊教授，在此奉上最真诚的谢意。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的学生雷磊、陈炜、杜玉勇同学校对了全部书稿，邱晶晶同学校对了部分章
节，张明亮同学对影视案例做了文字处理，并对书中的选择题部分进行了排序和归纳，冯瑞丽同学对
司考真题部分进行了校对和整理。
非常感谢他们为此书付出的辛勤劳动。
最后，特别感谢人民出版社姜冬红编辑和为本书出版而辛勤工作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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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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