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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1世纪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期。
在这一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教育作为发展科学技术和培养人才的基础，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具有
重要的地位，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都把教育摆在了优先发展的位置，“以教兴国”、“以教兴市”已
成为社会的共识。
当然，随着我国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我国的高等教育体系和教育观念正在发生根本性的转变，精英化
教育模式正在被大众化教育模式所替代，经院派教育正在向素质教育和应用性、复合型教育发展。
新的世纪、新的目标，我们的教育事业确实面临着更艰巨的任务：提高全民族的素质，造就数以亿计
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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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法以人们的权利和义务为主要内容。
法律作为特殊的社会规范是通过规定人们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权利和义务作为主要内容的。
这里的“人们”是泛指能成为法律关系的主体，包括个人、社会、组织、国家机关以至国家本身。
这里的权利和义务也是泛指，一般地说，“人们可以这样行为”——就是指人们享有的法律上的权利
；“应该这样行为或禁止这样行为”——就是指人们承担的法律上的义务。
任何人的权利受到侵犯，可以请求国家保护，任何人如果违背法律规定，国家就要追究其法律责任。
　　法的这一特征，表明法不同于其他社会规范。
有的社会规范，如党章、一般社会组织的规章等，虽然也规定了成员的某种权利和义务，但在内容、
范围和保证实施的方式等方面，与法律上权利与义务的规定有很大的区别。
　　（二）法的本质　　法的本质是什么？
这是法学中最基本，也是最复杂的问题。
古往今来，剥削阶级的思想家、法学家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各式各样的解释和回答，有的说法是“上帝
的意志”、“神的启示”，有的说法是“人类理性”、“民族精神”的体现，有的说法是“永恒正义
”的“健全理性”等。
尽管他们学派林立，说法不一，但其共同观点大多强调法的永恒性和非阶级性，而不能揭示法的本质
。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对这个问题作出了科学的回答。
马克思主义认为，法的关系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
它们都是根源于物质的社会关系。
法的本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　　这是法的阶级本质。
法首先是统治阶级意志和利益的体现，原因在于：　　第一，只有统治阶级才有可能把自己的意志上
升为国家意志，制定为法律。
第二，统治阶级需要把本阶级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以法律的形式表现出来。
因为只有这样，统治阶级的意志才能取得对全体社会成员的普遍约束的效力，才能在现实生活中得以
实现。
法所体现的统治阶级意志是统治阶级整体意志或共同意志，而不是统治阶级内部各党派、团体及每个
成员的个别意志，也不是个别意志简单相加的总和。
　　2.法是上升为国家意志的统治阶级意志　　法是国家意志。
国家意志是法的本质形式，是法的本质的外在方面。
它首先反映了法是一种意志现象，作为确认并体现法权关系的行为规则，法是认识的产物，而不是认
识的来源。
其次，它反映了法作为国家意志，取得了社会普遍遵行的效力。
　　3.法的内容是由统治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　　物质生活条件包括地理环境、人口、社会生
产方式等，其中社会生产方式是决定社会面貌、性质和发展方向的主要因素，也是决定法律的本质、
内容和发展方向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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