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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初步介绍了法学、法、法律、法律渊源、效力、法律体系和立法、执法、司法等法学的基本概念
和原理。
全书包括上中下三篇。
上篇从静态上介绍法学、法、法律、法律渊源、法律的效力、法律责任等基本概念和原理；中篇以我
国为重点阐述了法律体系与法律部门，涉及宪法、民法、刑法等实体法和程序法的重点知识，旨在让
学生对法律体系的整体有全面的了解；下篇从动态上介绍了法从制定到实施的各个环节，包括立法、
执法、司法和法律监督等。
本书力争做到语言简洁、平实和易于理解，以适合于法学入门者的理解能力。
    本书适用于法学本科一年级新生和非法学类学生，也可作为有志于法学研究、学习的法学爱好者的
入门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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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玉基，男，汉族。
1963年7月出生，甘肃会宁人，甘肃政法学院教务处长、校长助理、教授。
校级重点学科经济法学学科带头人，主要从事经济法、证券法律制度的教学研究工作。
出版学术著作2部，发表论文2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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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节 法律的分类法律分类是法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现象，是人们对法律认识深入化的必然。
法律可以依据不同的标准进行分类。
通过对法律的分类，可以更全面而准确地认识法律及其现象，加深对于法律的理解与把握。
一般而言，可对法律进行如下的分类：一、国内法与国际法这是以法的创制和适用范围为标准对法所
作的分类。
国内法是由一个国家的立法机关或其他有立法权的机关通过法定程序制定或认可而形成。
而国际法是通过不同的国家之间以协商的方法创制形成。
因而，国内法的创制主体是一个国家的立法机关或其他有立法权的机关，调整的是国内的社会关系；
而国际法的创制主体是两个以上的国家，国际法调整的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二、公法与私法公法与私法的划分是大陆法系国家对法律所做的一种区分。
这种法律分类显然与大陆法系传统中法律学术化及法典化倾向相关。
这种法律分类始于古代罗马，古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说：“公法是有关罗马国家稳定的法，私法是涉
及个人利益的法。
”英美法系则不存在公法与私法概念。
公法一般包括宪法、行政法、刑法、程序法，私法包括民法和商法。
随着大陆法系的传播，公法和私法的划分成为了大陆法系国家法律分类的基本方法。
目前中国学界主张公法和私法的划分者比过去为多，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和民法法系的传统颇有相通之
处，另一方面也是近些年来经济发展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整个社会发展的需求所致。
实际上，认可并重视公法与私法的划分，有助于克服我国长期以来偏重公法，忽略私法的倾向，有助
于个人权利与自由的尊重和保护。
三、成文法与不成文法依照法律的创制方式和表现形式为标准可将法律区分为成文法与不成文法。
成文法又称制定法，是由国家机关制定颁布的，以书面文字形式出现的法律。
不成文法是指由国家有权机关认可的，不具有文字形式或虽有文字形式但却不具有规范化成文形式的
法律，前者如习惯法，后者如判例法。
习惯法来自于生活习惯，因某种社会活动或行为被人们长期沿袭而自发生成。
大陆法系学者一般认为．习惯经由国家机关认可始有法律效力，英美法系学者大多认为习惯只需社会
公认便能成为法律，具有法律效力。
回顾历史，人类社会早期的法律一般都是以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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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经过过去三十年的发展和积累，我国法学学科体系日趋完善和成熟，教材内容在专业深度与广度上已
非往日可比。
编写本书的目的在于期望为非法学专业类的学生提供一个简明的法学读本，期望通过全面介绍法学的
基本知识，从而为学生进一步的学习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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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学导论》适用于法学本科一年级新生和非法学类学生，也可作为有志于法学研究、学习的法学爱
好者的入门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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