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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_90_86_E5_AD_A6_E5_c36_170183.htm 法的定义 法律职业是

指受过专门的法律教育、具备法律规定的任职条件、取得国

家规定的任职资格而专门从事法律工作的一种社会角色。 一

般认为，法律职业具有专门性、独立性、技术性的特点。 法

律职业与法律方法、法律思维有紧密联系。法律思维具有规

范性、求实性、利益性等特点。 一、法首先是一种社会现象

，它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是客观存在的；法是人们对这种

客观的现象认识的产物和结果。所以法既是一种客观存在，

也是人们主观认识的产物。换言之，法是人们对客观事物认

识的标签。 法的现象是指能够经验的、凭借直观的方式可以

认识的法的外部联系的总和。 二、从两个大的角度看，对法

有两种理解：第一类是从法本身理解法律；第二类是从法的

外部解释法的根源。 1．西方法学学派：第一种为神意论，

最古老的一种学说，主要代表人物是托马斯阿奎那，欧洲中

世纪的一个著名的学者，他强调法的本源是神，这是一种法

的二元论，是神人二元论；第二种理性说，强调的是人类社

会的法的二元论，西塞罗他们强调的是法是人类理性的体现

、人类本性的体现，西方的自然法学家基本上都是持这种观

点的；第三种为主权命令说，法律是由掌握国家权力的人发

布的一种命令。主要是由奥斯丁创立的分析法学的学者所主

张的；第四种是意志说。它认为法律是公共意志、人民意志

的体现；第五种为自由说，这个影响小一点，德国的哲学家

康德、黑格尔强调法就是自由意志的存在，法就是作为理念



的自由；第六种为事物性质说，孟德斯鸠认为法是由事物性

质产生出来的必然关系，这个所谓事物性质也是法的精神，

影响相对也小一些；第七种为民族精神说。德国的萨维尼认

为法是具有个性的体现，是民族精神的体现。德国的历史法

学派的观点；第八种为利益说，揭示法与社会利益的相关性

，认为法的目的就是维护社会利益，社会利益是法的创造者

。 2．中国法学学派。（1）儒家；强调法是一种能力；（2）

道家；强调法是一种自然法，但这里的自然法与西方的自然

法不同；（3）法家；强调法的操作性。 3．马克思主义强调

，法表现的是一种正式性、阶级性、社会性。 正式性：又称

法的官方性、国家性，指法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并由国家

强制力保证实施的正式的官方确定的行为规范； 阶级性：在

阶级对立的社会，法所体现的国家意志实际上是统治阶级的

意志； 社会性：法的内容受一定社会因素制约的，最终也是

由一定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 一般主要考国法意义上的

法，不是考哲理意义上的法。国法意义上的法包括四个方面

，第一，是指国家专门机关和立法机关制定的法，有时候称

之为成文法；第二，是指法院或法官在判决中创制的规则，

即判例法；第三，是指国家通过一定方式认可的习惯法；第

四，是指其他执行国法职能的法。 三、法的特征 1．法是调

整人的行为的社会规范，具有规范性； 所以法具有社会性；

法不调整单纯的思想，法不调整所有的行为，法是调整人的

行为的社会规范，强调的是法的反复适用性。 2．法是由公

共权力机构制定或认可的具有特定形式的社会规范，具有国

家意志性； 公共权力机构一般指国家。 3．法是具有普遍性

的社会规范，具有普通性； 普遍性的社会规范强调的是国家



权力所及的范围内，平等对待一切社会成员，法律的要求始

终对全人类具有普遍性。 4．法律是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

的，具有强制性。 这里特别强调国家强制力是通过法定程序

间接地表现出来的。国家强制力不是唯一保证法律实施的工

具。 5．法是有严格的程序规定的规范，具有程序性。 法是

以权利义务为内容的社会规范；在社会成员之间财产关系上

出现了"我的"、"你的"之类的观念，即是权利义务观念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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