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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理学》坚持马克思主义法学的观点，力求能够完整、准确地阐述法理学的基本原理、基础知
识，力求能够适合高等学校的教学特点。
《法理学》可以供高等院校法学专业本、专科生使用，也可供电大、函授生选用，还可以作为法学爱
好者的基础读物，成为他们了解法律的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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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三）法律调整领域的有限性 法的调整范围并不是无限的，也并不是所有的社会关系都有
必要和可能由法律调整，在有的问题上，用法律调整反而是不恰当的。
在现代法治社会，法的作用范围极为广泛，涉及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但是，应当看到，在不少社会关系、社会生活领域上采用法律手段进行调整是不适宜的。
比如涉及人们的思想、认识、信仰和一般私人生活方面的问题就不宜采用法律手段进行调整。
因为法律是以国家意志的形式出现的，是由国家的强制力保证实施的。
对人们的思想、认识、信仰和私生活方面的问题采用法律手段强制干预、限制、禁止，不仅不能起到
预期的效果，而且往往会导致有害的结果。
法律规范的着眼点是人的行为模式，是外在的，是通过对人的行为进行调整进而调整社会关系，很难
对内在的思想领域进行规范，也没有必要进行规范；而法律如果过度的干预私生活领域，将会造成国
家的公权力过度干预私人的私权利，则会构成对人权的侵犯，而且这样的法律规范在现实中将会很难
实施，会使法律陷入非常尴尬的境地。
 如在《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的修订过程中关于“常回家看看”是否应写入《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的争
议。
站在法律的角度，笔者认为不应当写进法律中，因为法并不是万能的，而这样的领域也不应该由法律
来调整，因为这将导致此法律规范在现实中难以界定，也难以执行，会使此法律规范陷于两难境地，
这本是应该由道德等其他规范调整的领域，用法律进行调整未免有点越俎代庖之嫌。
这是典型的犯了“法律万能”的错误。
 （四）法律不是调整社会关系的唯一手段 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法律并不是调整社会关系的唯一手段
，并且在有些场合下还不是主要的手段，法律规范不能取代其他的社会规范对社会关系进行调整。
社会规范体系是由多种社会规范构成的，除法律之外，社会当中还有政策、纪律、规章、道德及其他
社会规范。
而且，除了法律这种手段以外，还有经济、政治、行政、思想教育等手段可以对社会关系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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