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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理学是法学的主要理论学科，法律教育的基础课程、核心课程。
法理学通过研究法的现象来探寻法的内在规律，探讨法的普遍原理或最高原理，讨论法律实践和法学
中带有根本性、规律性的问题。

高其才的这本本书全面讨论法的一般理论、法律价值理论、法律演进理论、法律运行理论、法律与社
会理论，从历史态度、多元视角、全球背景、中国情怀诸方面进行法理学思考，注重科学性，强调时
代性，突出资料性，富有可读性。
本书内容全面，体系合理，概念清晰、准确，分析简明、透彻，难点、重点突出。

本书出版后因特色鲜明而受到学界和社会的肯定。
在第一版的基础上，第二版充实了内容，吸纳了最新成果，改正了错漏。

读者对象：法律大专院校、科研机构的师生，法律实务部门的工作人员，对法律、法学有兴趣的其他
读者。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法理学（第二版）>>

作者简介

高其才，男，汉族，1964年9月出生，浙江省慈溪市人。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1985年7月在重庆西南政法学院(现西南政法大学)获法学学士学位；1993年8月在武汉大学获法学硕士学
位；2002年5月在中国政法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

1985年7月至1997年11月，在武汉中南政法学院(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律系工作；1997年12月至今，
在清华大学法学院任教。
兼任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农业经济法研究会副会长。

主要从事法理学、法社会学的教学和研究。
著有《法理学》、《中国习惯法论》、《中国少数民族习惯法研究》、《农民法律意识与农村法律发
展》(合著)、《司法公正观念源流》(合著)、《瑶族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法律问题研究》(合著)、《中国
法律制度概要》(合著)等，主编《法理学》、《法律基础》等。
发表《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两难境地》、《法理学发展值得思考的几个问题》、《现代立法理念论》
等论文6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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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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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法律责任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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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法律文化
  第三节  法律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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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法制与法治
  第二节  法治的原则与局限
  第三节  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
    第四编  法律运行理论
第十五章  法律制定
  第一节  法律制定概述
  第二节  当代中国法律制定的原则
  第三节  当代中国法律制定的程序
  第四节  立法技术
第十六章  法律执行
  第一节  法律执行概述
  第二节  法律执行的种类
  第三节  当代中国法律执行体系
  第四节  当代中国法律执行的原则
第十七章  法律适用
  第一节  法律适用概述
  第二节  司法公正
  第三节  当代中国的法律适用
  第四节  法律发现
  第五节  法律职业
  第六节  法律思维
第十八章  守法与违法
  第一节  守法
  第二节  违法
第十九章  法律监督
  第一节  法律监督概述
  第二节  当代中国的法律监督体系
第二十章  法律解释与法律推理
  第一节  法律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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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法律推理
    第五编  法律与社会理论
第二十一章  法律与社会关系概述
  第一节  社会概述
  第二节  法律的社会基础
  第三节  法律对社会的调整
第二十二章  法律与经济
  第一节  法律与经济基础
  第二节  法律与市场经济
  第三节  法律与财产
  第四节  法律与利益
  第五节  法经济学
第二十三章  法律与科学技术
  第一节  科学技术对法律的影响
  第二节  法律对科学技术的作用
  第三节  法律与科学技术的发展
第二十四章  法律与政治
  第一节  法律与政治的关系
  第二节  法律与政策的关系
  第三节  法律与当代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
第二十五章  法律与国家
  第一节  国家的含义
  第二节  法律与国家的关系
第二十六章  法律与道德
  第一节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第二节  中国古代的法律与道德关系
  第三节  立法的道德限制
  第四节  法律与道德的矛盾
第二十七章  法律与宗教
  第一节  法律与宗教概述
  第二节  中国的法律与宗教
第二十八章  法律与人权
  第一节  人权概述
  第二节  法律与人权
  第三节  当代中国人权的法律保障
参考文献
后记
第二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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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三、法律效力范围 法律效力也称法律的适用范围，是指法律对哪些人、在什么空间、时间
范围内有效。
一般认为，法律效力包括对人的效力、空间效力和时间效力三个方面。
 （一）法律对人的效力 法律对人的效力，是指法律对哪些人具有拘束力，即法律对什么样的自然人
和法人适用。
 由于历史发展阶段和国情的不同，各国在法律对人的效力方面先后确立过不同的原则，主要有以下四
种。
 （1）属人主义原则。
一国的法律对具有本国国籍的公民和本国登记注册的法人适用，不论其是在本国领域内还是在本国领
域外。
在本国领域内的外国人，则不适用该国法。
 （2）属地主义原则。
一国的法律对其主权管辖范围内的一切人均有效，包括本国人、外国人和无国籍人。
本国人在本国领域外则不受约束。
 （3）保护主义原则。
任何人只要损害了一国的利益，不论损害者的国籍与所在地域，该国法律都对其有效。
 （4）以属地主义为基础，属人主义、保护主义为补充原则。
这是近代以来大多数国家所采用的原则。
我国的法律对人的效力方面也采用这一原则。
 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法律对人的效力包括两个方面。
 （1）对中国人的法律效力。
我国宪法和法律规定，我国法律适用于中国领域内的所有公民、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团、
企事业单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中国人在中国领域外的法律适用问题比较复杂，原则上仍受中国法律的保护，并履行中国法律所规定
的义务。
但由于各国法律规定不同，既要尊重所在国司法主权，又要遵守国际条约或惯例，因而往往发生法律
适用的冲突。
对此。
既要维护中国的主权，又要尊重他国主权，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协商解决。
我国《民法通则》第14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定居国外的，他的民事行为能力可以适用定居
国法律。
”我国刑法也规定，中国公民在中国领域外犯中国刑法规定之罪的，适用中国刑法。
 （2）对外国人的法律效力。
根据国家主权原则，外国人在中国领域内，除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均适用中国法律，特别在刑事方
面。
我国《宪法》第3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护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在中国境
内的外国人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
”《民法通则》第8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民事活动，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
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本法关于公民的规定，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外国人、无国籍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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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清华大学法学系列教材:法理学(第2版)》出版后因特色鲜明而受到学界和社会的肯定。
在第一版的基础上，第二版充实了内容，吸纳了最新成果，改正了错漏。
读者对象：法律大专院校、科研机构的师生，法律实务部门的工作人员，对法律、法学有兴趣的其他
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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