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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法学导论》教材是中央民族大学“21l工程”三期建设项目之一，供普通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本科使用
。
同时，这本教材是专门针对法学专业大学一年级学生编写的一本法学入门教材。
希冀该书可以成为他们步入法学殿堂的人门阶梯。
同时，本书也可以为他们今后进一步学习部门法学的相关课程打下一定的知识基础。
此外，该教材又和在法学高年级开设的法理学课程的内容相呼应，以求做到由浅人深、循序渐进、融
会贯通。
全书分为十四章。
第一章绪论，介绍法学、法学思维与法学方法等基本概念；第二章至第七章分别论述了法的概念和法
的分类、法的要素、法与其他社会规范的关系、法的作用、法律渊源、法律效力等基本理论；第八章
论述了当代世界两大法系的主要传统和特征；第九章和第十章重点论述当代中国的法律体系及主要的
法律部门的概念、特点及其构成；第十一章与第十二章涉及法律关系和法律责任的理论；第十三章和
第十四章分别围绕法的运行和法律职业展开。
这十四章的内容既包括对法学和法律发展脉络的概述，也有关于实体法的具体理论阐述。
同时，笔者也考虑到法学专业大学一年级学生以及法律爱好者初涉法学的客观情况，在帮助他们获得
相关法学基础知识的同时，适当地增加了对主要的法律部门的介绍，这使得本书具有不同于其他法学
导论教材或者法学通论教材的一个显著特点。
此外，本书结合目前我国所进行的统一司法考试的要求，在注重提供理论知识的同时，精选典型案例
和相关思考题来帮助读者加深对基本理论的理解和运用。
总之，努力做到使教材无论是在内容还是在体例上，都能更适合法学一年级的学生以及其他法学初学
者学习之用。
简而言之，就是在内容编写上尽可能地删繁就简，侧重基本概念、问题和知识的辨析、梳理和阐释，
并提供给读者更多的思考空间。
全书由张杰、阿依古丽共同审查定稿。
本书在编写的过程中，参考了大量的相关资料和文献论著，在此，向原作者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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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专门针对法学专业学生编写的一本法学入门教材。
全书分为十四章。
第一章绪论，介绍法学、法学思维与法学方法等基本概念；第二章至第七章分别论述了法的概念和法
的分类、法的要素、法与其他社会规范的关系、法的作用、法律渊源、法律效力等基本理论；第八章
论述了当代世界两大法系的主要传统和特征；第九章和第十章重点论述当代中国的法律体系及主要的
法律部门的概念、特点及其构成；第十一章与第十二章涉及法律关系和法律责任的理论；第十三章和
第十四章分别围绕法的运行和法律职业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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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法学概述  第二节  法学思维与法学方法  第三节  法理学概述第二章  法的概念和法
的分类  第一节  法与法律的词源与词义  第二节  法的特征  第三节  法的本质  第四节  法的分类第三章  
法的要素  第一节  法的要素释义  第二节  法律规则  第三节  法律原则  第四节  法律概念第四章  法与其
他社会规范  第一节  法与道德  第二节  法与宗教  第三节  法与政策第五章  法的作用  第一节  法的作用
释义  第二节  法的规范作用  第三节  法的社会作用  第四节  法的作用的局限性第六章  法律渊源  第一节
 法律渊源概述  第二节  当代中国法律渊源第七章  法律效力  第一节  法律效力及其范围  第二节  法律效
力等级第八章  当代世界的两大法系  第一节  法系概述  第二节  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第九章  法律体系  
第一节  法律体系释义  第二节  法律部门的划分  第三节  当代中国的法律体系第十章  我国主要的法律
部门  第一节  宪法  第二节  民法  第三节  经济法  第四节  刑法  第五节  行政法  第六节  诉讼法第十一章  
法律关系  第一节  法律关系概述  第二节  法律关系的主体  第三节  法律关系的客体  第四节  法律关系的
内容  第五节  法律事实第十二章  法律责任  第一节  法律责任的概念  第二节  法律责任的构成与分类  第
三节  法律责任的归责与免除  第四节  法律责任的实现第十三章  法的运行  第一节  立法  第二节  立法程
序和立法技术  第三节  执法  第四节  司法  第五节  守法  第六节  法律监督第十四章  法律职业  第一节  
法律职业概述  第二节  法律职业技能  第三节  法律职业伦理  第四节  法律职业制度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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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范化和系统化规范性法律文件是以成文法形式表现出来的各种法的形式的总
称。
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范化，是指立法主体应以统一的规格和标准，制定和修改各种形式的规范性法律
文件，使一国属于法的形式范围的各种规范性法律文件成为效力等级分明、结构严谨、协调统一的整
体。
法律、法规、规章产生于不同主体、不同方面，如果没有统一的规格和标准，就会滋生混乱、矛盾、
相互脱节和其他弊病，并由此影响法的体系的和谐一致和整个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使人无所适从，给
法的实行造成困难。
实现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范化，有助于消除或防止这些弊病，有利于整个法的形式和法的体系的和谐
统一；对立法的科学化和良法的产生，对整个法制的协调发展和法的实行，有重要意义。
实现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范化，在制定规范性法律文件时就要坚持：第一，只能由相应的、特定的国
家机关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制定；第二，各种法的效力和地位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应有明确规定；第
三，应有专有名称；第四，应有统一的表达方式，文字应简练明确，法律术语应严谨、统一。
为有效实现这些要求，应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将这些要求法定化。
规范性法律文件的系统化是指对已制定的有关规范性法律文件加以系统整理和归纳加工，使其完善化
、科学化的活动。
规范性法律文件是由不同立法主体在不同时期制定的。
制定这些规范性法律文件时，立法主体未必都能顾及它们同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之间的联系。
在经过一定时间并积累了相当数量的法律、法规、规章后，其中有些法就会发生过时、部分不合时宜
或相互抵触、不一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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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教材是中央民族大学“211工程”三期建设项目之一，供普通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本科使用。
法学导论是高等学校法学教育中一门重要的主干课程。
本教材努力按照中央民族大学“211工程”三期建设项目的要求，系统阐述法学的基本原理和基本知识
，注重内容的科学性、系统性、实用性和相对稳定性。
本教材由张杰担任主编，阿依古丽担任副主编。
作者分工如下：张杰：第二章、第三章、第六章、第七章、第十章至第十二章、第十四章。
阿依古丽：第一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八章、第九章、第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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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学导论》：中央民族大学“211”“985”工程项目。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法学导论>>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