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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理学阶梯(第2版)》按照中国法理学的通行体系进行设计，力求将真正意义上的法学知识囊括其中
，给学习者一个法理学的全貌；与此同时，力求突出自己的一些特点和理念。
本书共分五编二十三章，主要包括法的一般原理、法的作用和价值、法的演进、法的运行、法与社会
。
在体系编排上，每章引出部分有内容提要及关键词，章后有相应的经典阅读、问题思考及推荐阅读材
料等，令人耳目一新。

《法理学阶梯(第2版)》可作为普通高等院校法学专业本科生和法律硕士研究生的教材，也可作为相关
法律从业人员的参考用书。
本书由舒国滢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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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舒国滢，1962年生，湖北随州市人。
现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理事、中国政法大学法理学研究
所所长，校学术委员会委员。
主要研究方向为法理学、法美学与法学方法论，出版专著《在法律的边缘》、译著《法律论证理论》
、《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传》、《法律智慧警句集》，代表性论文有《寻访法学的问题立场》、《
战后德国法哲学的发展路向》、《从美学的观点看法律》、《从司法的广场化到司法的剧场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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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对于国际条约与国内法的效力位阶问题，各国的做法可以分为四类：（1）国内法高于国际条约
：（2）国际条约在宪法之下，与宪法以外的其他国内法的地位相等；（3）国际条约在宪法之下，但
地位高于一般国内法；（4）国际条约的效力高于宪法。
其中，第（3）种模式被许多国家采用。
在国际条约与国际惯例的效力等级问题上，我国尚无统一原则性法律规定。
有学者根据我国《宪法》、《缔结条约程序法》以及其他相关法律，对条约的效力等级作出了如下归
纳：　　第一，我国所缔结与参加的任何条约的效力都在《宪法》的效力之下，任何条约条款都不得
与《宪法》规定相冲突。
我国《宪法》并没有直接规定条约与《宪法》的关系，但是从立法程序分析，《宪法》效力在条约效
力之上。
这是因为：“决定同外国缔结的条约和重要协定的批准和废除”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权力，而《宪法
》的修改则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专属性权力；而且《宪法》的修改，须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或者五分之一以上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提议，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全体代表的三分之二
以上的多数通过；而法律和其他议案则只需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全体代表的过半数通过，或由全国
人大常务委员会全体组成人员的过半数通过。
　　第二，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条约和重要协定”与全国人大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具有
同等效力。
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与其批准的条约和协定，其效力源自同一立法机关，因此应认为具有同等
的效力。
全国人大常委会所批准的条约与协定与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也应该认定具有同等效力。
因为尽管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法律的权限并不一致，但在我国《宪法》将批准条约的权限
仅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情况下，全国人大常委会所批准的条约应解释为与全国人大所制定的法律具
有同等效力。
　　第三，我国对外缔结的不须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而须经国务院核准生效的条约和协定，与国务
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具有同等效力。
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与国务院核准生效的条约与协定，其效力源自同一立法机关，因此也应具有同
等的效力。
　　第四，以我国政府部门的名义对外缔结的协定与国务院部委规章具有同等效力。
国务院各部委所制定的规章与部委对外签署的协定具有同等效力，也是因为它们的效力源自同一机关
。
　　既然国际条约等国际法规范也是我国正式法源，那么，我国法院是否能够在审理案件中直接适用
国际条约呢？
对此，我国《宪法》、《立法法》和《缔结条约程序法》都未作出统一的一般性规定。
在不同的领域，我国的相关法律规定也不相同。
有些法律规定，当国内法和国际条约相冲突时，可以直接适用条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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