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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信毅教材大系：法学通论》作为非法学专业学生学 习法律知识的通论类教材，本书共分上下两
篇，计13章，以适合 非法学专业学生较为全面地学习和掌握法律知识、培育学生法治理念为主 旨，从
法的本体知识和运行知识着手，以“法学入门”篇形式较为系统地 阐释了法治理念在西方的形成与发
展及其在中国的现状，同时以“诸法概 览”篇的形式对民法、宪法、行政法、刑法、经济法、国际法
、商法等法 律部门的知识要点进行了介绍和分析，其间穿插大量典型案例及其法理剖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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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熊进光，1965年出生，江西宜丰人。
1986—1990年在华东师范大学学习，获法学学士学位：1994—1997年、2003—2006年在西南政法大学学
习，获法学硕士学位、博士学位。
江西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副院长，硕士生导师，民商法学硕士点导师组组长，江西省高校中青年骨
干教师。
主要著作有：《民法：公平的艺术——民商法新问题及热点问题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获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商法学》（副主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
《民法总论》（参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获奖论文有：《网络时代与隐私权的法律保护》获江西省社科联青年优秀成果二等奖，：论保证人的
专属抗辩权》（合著）获江西省社科联优秀成果三等奖。
主持完成省、部级以上科研及教改课题7项，校级课题4项：其中，主持完成的江西省教育厅教改课题
：民法案例教学方法研究》《民法案例教学与多媒体课件制作、运用研究》分别获江西财经大学优秀
教学成果三等奖。
先后在《现代法学》《河北法学》《长白学刊》《江西社会科学》等刊物上发表论文60余篇。
主要研究方向：民法基础理论、物权法、侵权行为法。
易有禄，1971年2月生，江西于都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法学理论专业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
究所宪法与行政法专业博士后，现为江西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法学
理论、宪法学、立法学等。
已出版个人专著4部，在《现代法学》、《人民日报》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和评论文章四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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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篇法律入门 第一章法的概念 第一节法的定义 第二节法的要素 第三节法的效力 第二章法的作用 第一
节法的作用概述 第二节法的规范作用 第三节法的社会作用 第三章法的演进 第一节法的起源 第二节法
的发展 第三节法律全球化 第四章法的运行 第一节立法 第二节执法 第三节司法 第五章法治国家 第一
节法治的含义和源流 第二节法治国家的基本特征 第三节当代中国的法治国家建设 下篇诸法纵览 第六
章诸法之母 第一节宪法概说 第二节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第三节国家的基本制度 第四节国家机构 第
七章民事法制 第一节民法概说 第二节民事主体 第三节民事法律行为 第四节民事权利 第五节民事责任 
第六节诉讼时效 第七节婚姻、家庭与继承 第八章商事法制 第一节商法概说 第二节商事主体 第三节商
事行为 第九章行政法制 第一节行政法一般理论 第二节行政处罚法 第三节行政许可法 第四节行政强制
法 第五节国家赔偿法 第十章刑事法制 第一节刑法概说 第二节犯罪行为 第三节刑罚制度 第四节破坏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 第十一章经济法制 第一节经济法概说 第二节市场规制法律制度 第三节宏观调
控法律制度 第四节社会保障法律制度 第十二章国际法制 第一节国际公法 第二节国际私法 第三节国际
经济法 第十三章程序法制 第一节民事诉讼法 第二节刑事诉讼法 第三节行政诉讼法 第四节非诉讼程序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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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综合来看，学界关于法起源争论的焦点，其实在于对法的定义标准不一致。
客观地看，正是由于对法律扩大性的理解才打破了长期以来在法的观念方面只存在一家之说的局面。
法律多元化提供了研究的不同视角，推动了法学研究向多元化方向的发展。
所以，无论在同一问题上有多大的分歧，均有共识的基础。
在此，我们将法和法律予以区分，为厘清法在文明时代的出现和存在形式，只以“法律的产生”为脉
络进行讨论。
 二、原始社会的社会组织与社会规范 （一）原始社会的社会组织 原始社会是人类发展史上的早期阶
段，生产力水平非常低下，生产工具简陋，在绝大部分的时间段上使用石器。
采集和狩猎是获得生活资料的主要方式，只是到了原始社会晚期，人类才“学会靠人类的活动来增加
天然产物”，即学会经营畜牧业和农业。
在原始条件下，一个人的劳动所得在用于消费后没有剩余，剥削他人劳动是不可能的。
而且，个人的生产能力和生存能力不足以独立应付自然和外族的压力，只有依靠集体，才能谋求生存
与发展。
由此，共同占有、共同劳动、平均分配的原始共产制就成为唯一可能的经济形态。
 与原始社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原始社会没有阶级的划分，也没有与阶级划分相联系的各种政治、经
济组织，唯一的社会组织就是原始公社。
原始公社在经历了漫长的原始群和血缘家庭阶段后，在后期出现了氏族公社。
氏族公社的产生虽然较晚，但它却是原始社会最典型的社会组织形式。
氏族是原始人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而形成的内部禁止退婚的亲属集团。
作为一种社会组织，氏族具有下列特点： （1）氏族完全按血缘亲属关系来划分和组织居民，在氏族
社会中共同生活的人们同属于一个大家族。
这与文明社会按地域来划分和管理居民完全不同。
 （2）氏族组织内部实行原始的民主管理。
全体氏族成员所组成的氏族大会讨论决定氏族社会的一切重大问题，氏族首领由选举产生，随时可以
撤换，只负责处理内部日常事务和领导对外战争，没有任何特权。
不仅如此，氏族首领还要和其他氏族成员一样平等地参加劳动和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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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学通论》以“诸法概览”篇的形式对民法、宪法、行政法、刑法、经济法、国际法、商法等法律
部门的知识要点进行了介绍和分析，其间穿插大量典型案例及其法理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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