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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基础理论Ⅰ知识和能力的要求与范围第一章 法的特征 第

一节法、法律的词义一、汉语“法”与“法律”的演变二、

法与法律在西语中的区分三、我国当代“法”与“法律”的

使用 在我国当代法学理论中，法律有广狭两层含义。在我国

现代法律制度中，法律也有广狭两层含义。第二节法的形式

特征一、调整行为关系的规范行为关系是法律的调整对象。

法律通过对行为的作用来调整社会关系。法律的调控对象既

是社会关系又是行为。对丁法律来说，不通过行为控制就无

法调整和控制社会关系。法律是以行为关系为调整对象的规

范。法律的规范性。法律的概括性。法律的构成要素中以法

律规范为主。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中包括行为模式、条件假

设和法律后果；这是法律的规范性最明显的标志。法律的规

范性决定了它的效率性。二、由国家专门机关制定和认可制

定和认可是法律创制的主要方式。法律的国家性。法律的普

遍性。三、以权利义务双向规定为凋整机制法律以权利和义

务为内容。法律的利导件。法律的利导性取决于：法律上的

权利和义务的规定是双向的。四、通过程序而强制予以实施

法律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法律的强制力以法定的强制措

施和制裁措施为依据。法律的强制力具有潜在性和间接性。

法的程序性。近现代法律只是对法的程序标准加以正当化，

使法律实施的方式更科学、更理性。第三节法的本质特征一



、如何认识法的本质 鉴别“本质”与“现象”；界定“内容

”与“形式”；区分“实然”与“应然”。二、法的意志性

与规律性 法律是意志与规律的结合。但我们却不能把法律与

规律等同起来。三、法的阶级性与共同性 法律是阶级统治和

社会管理的手段。四、法的利益性与正义性 从应然意义上讲

，法律是为实现社会正义而调整各种利益关系的工具。 第二

章法律历史第一节法律历史概说一、古代的法律 古代存在奴

隶制和封建制两种历史类型的法。它们在许多方面存在共同

点，所以在法学上常被合称为“古代法”。二、资本主义法

的产生与发展 带有资本主义因素的法的出现。资本主义法经

历的发展阶段。三、社会主义法的产生 中国社会主义类型的

法的出现。第二节法律历史的规律 一、法律起源的一般规律 

跟随生产力发展进程渐变的规律。与国家同步产生的规律。

与宗教、道德从融合到分化的规律。法律的产生经历了出习

惯到习惯法再到成文法的漫长过程。二、法律发展的一般规

律 不断进步的规律。法律发展受经济条件决定。法律历史类

型的更替与继承。依赖于革命或改革。第三节法律的历史传

统一、中西法律传统的差异在法律哲学与法律精神方面。在

法律结构与法律文化方面。在司法体制与司法程序方面。在

法律形式与司法技术方面。在法律民族性与国际性方面。 二

、法系与历史传统法系。英美法系。大陆法系。三、西方两

大法系历史传统的比较两个法系可从这些方面比较：法律渊

源传统、法典编纂传统、法律结构传统、法律适用传统、诉

讼程序传统。第三章法律作用 第一节法律作用释义 一、法律

作用的对象与实质人的行为和社会关系是法的两大作用对象

。而法要作用于社会关系必定要通过对人的行为的调整。法



的作用的实质。二、规范作用与社会作用的划分法的规范作

用是基于法的规范性特性。法的社会作用是基于法的本质、

目的和实效进行考察的。法的社会作用的对象是社会关系。

规范作用是社会作用的手段，社会作用则是规范作用的目的

，规范作用具有形式性和表象性，而社会作用则具有内容性

和本质性。第二节法的规范作用一、指引作用二、评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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