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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律渊源的种类。
从不同的角度，可以对法律渊源做出不同的分类。
例如，从形式方面可以分为成文法渊源、不成文法渊源；从与法律规范的关联程度可以分为直接渊源
、间接渊源（后者如学说）；从法律渊源的创制过程可以分为制定法渊源与非制定法渊源；从法律渊
源的重要性程度可分为主要渊源与次要渊源。
其中在法律实践中最最主要的分类是正式渊源和非正式渊源。
正式渊源通常包括制定法、习惯法、判例法和国际条约等。
非正式渊源包括那些尚未在正式法律文件中明确规定的准则和观念，如正义标准、理性原则、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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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法律渊源又叫作“法源”或者“法的渊源”，在法学上，它通常指法律的形式意义上的渊源，也
就是表示法律规范的创制方式和外部表现形式，如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等等。
用通俗的话讲就是，人们应该到哪里去找到有效的法律规定？
因此，法律的形式渊源也就是指法律规范的效力来源。
某个行为规则之所以有约束力，之所以具有法律效力，就是因为它是通过特定的方式制定出来的，并
具有特定的表现形式。
　　1.法律渊源的种类。
从不同的角度，可以对法律渊源做出不同的分类。
例如，从形式方面可以分为成文法渊源、不成文法渊源；从与法律规范的关联程度可以分为直接渊源
、间接渊源（后者如学说）；从法律渊源的创制过程可以分为制定法渊源与非制定法渊源；从法律渊
源的重要性程度可分为主要渊源与次要渊源。
其中在法律实践中最最主要的分类是正式渊源和非正式渊源。
正式渊源通常包括制定法、习惯法、判例法和国际条约等。
非正式渊源包括那些尚未在正式法律文件中明确规定的准则和观念，如正义标准、理性原则、学说等
等。
　　2.我国的法律渊源。
这里指的是正式的法律渊源。
　　（1）宪法。
宪法是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我国现行宪法是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分别在1988、1993、1999和2004.年通过四个宪法修
正案。
　　（2）法律。
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颁布的规范性文件。
如刑法、民法通则、物权法、劳动合同法等等。
但要注意的是：第一，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发布的具有规范性内容的决定和决议，也属于法律渊源，
例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第二，全国人大常委会是
法定的法律解释机关，它作出的法律解释与法律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例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的解释》。
　　（3）行政法规。
指国务院依法制定颁布的规范性文件。
国务院根据宪法和组织法规定，还拥有发布决定和命令的权力，其中具有规范性内容的，也是法律渊
源，效力等同行政法规。
　　（4）地方性法规。
指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以及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国务院批
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依照法定的职权和程序制定适用于本地方的地方性法规。
　　（5）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民族自治地方（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有权根据法定的权限和程序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6）规章。
包括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
部门规章指国务院各部委、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和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直属机构，根据法律和国务
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在本部门权限范围内制定的规范性文件。
地方政府规章指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市的人民政府，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制定的
规范性文件。
　　（7）军事法规和规章。
指中央军委依法制定的军事法规，以及中央军委各部、各兵种、各军区根据中央军委的军事法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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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和命令制定的军事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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