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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1世纪公安高等教育系列教材·法学（本科）：法理学（第3版）》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四个面向”的方针，紧密结合我国改革开放、深入进行市场经济、法
制建设、依法治国、法学教育改革等实际，针对培养高素质、复合型公安高级专门人才的目标，努力
编写能够反映法理学基本理论和前沿问题的并具有较高水平的法理学教材。
本教材力争系统、完整、准确地阐明法理学的基本概念、基本范畴、基本原理、基本知识，注意吸收
学界近期研究的前沿学说和理论，并紧密联系法制建设和公安执法的实际；内容力求精简，文字力求
简洁，既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又通俗易懂，便于学生学习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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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第一编 法的一般原理第一章 法的概念第一节 法的词源和词义第二节 法的特征第三节 法的本质第
四节 当代中国法的本质第二章 法的要素第一节 法律规则第二节 法律原则第三节 法律概念第三章 法的
形式与效力第一节 法的渊源第二节 法的分类第三节 法的效力第四章 法律体系第一节 法律体系释义第
二节 法律部门及其划分第三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第五章 法律关系第一节 法律关系概述第二
节 法律关系的分类第三节 法律关系的主体第四节 法律关系的内容第五节 法律关系的客体第六节 法律
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亡第六章 权利和义务第一节 权利和义务概述第二节 权利和义务的分类第三节 
权利和义务的关系第七章 法律行为第一节 法律行为的概念第二节 法律行为的结构第三节 法律行为的
分类第八章 法律责任第一节 法律责任的概念第二节 法律责任的分类第三节 法律责任的归责与免责第
二编法的作用与价值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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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节 法的局限性第十章 法的价值第一节 法的价值概述第二节 法与正义第三节 法与秩序第四节 法与
自由第五节 法与效率第六节 法与人权第三编法的运行第十一章 法的创制第一节 法的创制概述第二节 
立法原则第三节 立法体制第四节 立法程序第五节 法典编纂第十二章 法的实施第一节 守法与违法第二
节 执法第三节 司法第四节 法律监督第十三章 法律解释与法律推理第一节 法律解释第二节 法律推理第
十四章 法律程序第一节 法律程序概述第二节 法律程序的内在价值和作用第三节 正当程序第四节 诉讼
程序第五节 我国的法律程序建设第十五章 法律职业第一节 法律职业概述第二节 法律职业的技能第三
节 法律职业的伦理第四节 法律职业制度第四编法的历史发展第十六章 法的起源第一节 原始社会的社
会秩序第二节 法产生的基本过程第三节 法产生的形式和规律第十七章 法的历史类型第一节 法的历史
类型概述第二节 奴隶制法第三节 封建制法第四节 资本主义法第五节 社会主义法第十八章 法系第一节 
法系概述第二节 两大法系及其比较第三节 两大法系的趋同第十九章 法的发展第一节 法的发展的一般
理论第二节 法的继承第三节 法的移植第四节 法制改革第五节 中国法制现代化第二十章 法治国家第一
节 法治与法治国家概述第二节 法治国家原理第三节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第五编 法与社会第二十一
章法与经济第一节 法与经济的基本理论第二节 法与经济基础第三节 法与生产力第四节 法与市场经济
第二十二章 法与政治第一节 法与政治概述第二节 法与政策第三节 法与民主政治第二十三章 法与科技
第一节 法与科技的关系第二节 科技法在中国的发展第二十四章 法与其他社会规范第一节 法与道德第
二节 法与宗教第二十五章 法与文化第一节 法与文化的一般关系第二节 法律文化第三节 法律意识第二
十六章 法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第一节 和谐与和谐社会概述第二节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第三节 法
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阅读与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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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法律规则往往具备明显的特征：其一，具有一般性，即法律规则所要求适用的是一般的事实
和一般的人，而不是针对特定的人或特定的事。
这是法律规则与具有法律效力的裁定的显著区别。
其二，法律规则是一种最具刚性的规则，具有明确指引性和直接的适用性。
它通过规定人们可以作什么、应当做什么、禁止做什么，从而为人们的行为提供具体、明确的指引；
其所具有的明确的逻辑结构，致使执法司法机关可以直接适用以处理各种问题。
这是法律规则区分于法律原则和法律概念的显著特征。
原则只是法律行为和法律推理的指南，并不明确规定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并不明确对实际的事
实状态作出规定。
而法律概念也只是对事实状态进行区分和界定。
在此，要特别注意认识法律规则与法的关系。
从宏观上观察，人们常常将法界定为行为规则的总和，例如，法律是由国家机关制定或认可的行为规
则的总和，或是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行为规则的总和。
这在某种意义上是正确的。
法与法律规则的关系实际是，法律规则构成法最基本的单位，某一种类的法律规则构成具体的法律制
度。
例如，有关回避的法律规则构成诉讼法上的回避制度。
而若干具体的制度构成某一部门法，诸如回避制度、上诉制度、再审制度、死刑复核制度等构成刑事
诉讼部门法，而若干部门法则构成整个法律。
然而，从微观上观察，法律又不仅仅由法律规则构成，还由法律原则和法律概念构成，除了法律规则
外，法律原则和法律概念也是法律不可或缺的要素。
二、法律规则的逻辑结构所谓法律规则的逻辑结构，是指一条完整的法律规则是由哪些要素或成分构
成，以及这些要素和成分是以何种逻辑联系结为一个整体。
根据近年我国研究的成果，法律规则的逻辑结构应当由假定条件、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三部分构成。
（一）假定条件假定条件亦称“条件”、“条件假设”、“假定”，是指法律规则中有关适用该规则
的条件或情况部分，即法律规则在什么时间、空间、对什么人适用以及在什么情况下对人的行为有约
束力。
例如，我国《婚姻法》规定，有负担能力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对父母双亡的未成年的孙子女、外孙
子女，有抚养的义务。
在这一规则中，祖父母和外祖父母有负担能力，孙子女和外孙子女未成年，孙子女和外孙子女的父母
双亡，是假定部分。
我国1979年《刑法》第129条规定：“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在禁渔区、禁渔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
、方法捕捞水产品，情节严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
”在这一法律规则中，禁渔区、禁渔期、禁止使用的捕捞工具，则是假定的条件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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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理学(第3版)》是21世纪公安高等教育系列教材·法学(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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