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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理学是法学本科专业的核心课程和理论基础课程，对于法学本科学生而言，学习法理学课程的
主要意义在于形成一种观察法律世界、分析法律现象的理论框架与法律思维方式。
为体现法理学课程设置的目的，本教材从五个方面展开讨论：第一编讨论法学的对象、体系、方法和
法理学的理论体系等问题；第二编讨论法律的概念、要素、渊源、效力、体系、权利、义务、关系和
程序等法律本体论问题；第三编讨论法律价值的概念以及正义、自由、平等、秩序和人权等法律基本
价值问题；第四编讨论法律的起源、历史类型、法系、法治国家等法律演进论问题；第五编讨论法律
的创制、实施、解释以及法律与经济、政治、道德等社会因素相互作用的法律运行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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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郑成良，男，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法学学部委员
，兼任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副会长、法学教育研究会副会长。
曾任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国家法官学院院长。
代表论著有：《法律之内的正义》、《司法推理与法官思维》、《权利本位说》、《论法治理念与法
律思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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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第三节 法律产生的基本过程／／209第十四章 法律的历史类型／／214第一节 法律历史类型的概
念／／215第二节 古代法律制度／／218第三节 近现代资本主义法律制度／／223第四节 当代中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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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规则模式论”是由英国的新分析法学派代表人物哈特提出的。
哈特在回答什么是法这一法学基本问题时，在批判奥斯汀的命令模式论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规则模式
论。
哈特把法律视为由第一性规则和第二性规则两类要素结合而形成的规则体系。
第二性规则是设定义务的规则，它要求人们为或不为一定行为而不管他们愿意与否。
第二性规则是授予权利或权力的规则，它规定人们怎样形成、修改或取消第一性规则，或规定人们如
何决定这些规则的作用范围、控制它们的实施。
哈特认为，一个社会如果仅有设定义务的第一性规则，它的社会控制就必然具有不确定性、静态性和
用以维护规则的社会压力的无效性等三种缺陷，此时，该社会就还处于“前法律世界”，因为法律制
度区别于非法律制度（如习惯和道德体系）的特征在于法律制度是由第一性规则和第二性规则结合而
形成的。
第二性规则包括确认规则、改变规则和审判规则三种成分。
确认规则规定一条规则在符合何种条件下才能取得法律效力，它能够消除单纯第一性规则的不确定性
；改变规则授予个人和集团以权利或权力，使他们能够实行新的第一性规则或修改与取消旧的第一性
规则，它能够消除单纯第一性规则的静态性；审判规则授权个人或机关就一定情况下某一第一性规则
是否已被违反，以及应处何种制裁，作出权威性决定，它能够消除单纯第一性规则的社会压力无效性
。
哈特认为，在三种第二性规则中，确认规则是最重要的，它构成了法律制度的基础，总之，哈特的规
则模式论把法律视为由一系列义务规则、确认规则、改变规则和审判规则所组成的一套制度，并把第
一性规则与第二性规则的结合当做理解法律概念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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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等学校本科教材:法理学》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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