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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制的含义 1. 含义法制是法的制定、执行、司法、司法

、法律监督的总称 2. 古代法制：主要是和人治、礼治相结合

的维护君主专制制度的政治制度 3. 资本主义法制：建立在资

本主义民主基础上，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利益服务的 4. 社会

主义法制：以社会主义民主为基础，基本要求是使民主制度

化、法律化，使这种法制具有稳定性、连续性、权威性，做

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毕究，中心环节是

依法办事 二、法治的含义 1. “法治”指一种治国方略或社会

调控方式，在这个意义上，法治是与人治、德治相对立的 1) 

法治与人治的分界线是：当法律与当权者个人意志发生冲突

时，是法律高于个人意志，还是个人意志高于法律 2) 法治与

德治：现代社会，法律作用是不可缺少的，它较道德调整机

制必然起主导作用；但法律有固有的局限和特点，需要由道

德辅助和补充 2. “法治”意指依法办事 1) 在现代法治社会，

依法办事不仅要求普通社会成员要依法办事，国家机关及其

工作人员也不能例外，其核心是官吏依法办事，接受法律的

约束。人人依法办事是法治的要求和标志 2) 我国社会主义法

治的要素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其实质是依法办事。"有法可依"是依法办事的前提，"执法必

严"是依法办事的中心环节，"违法必究 "是依法办事的保障 3. 

“法治”意指良好的秩序 1) 达到某种法律秩序，既是法治的

目标和结果，也是检验是否履行法治的一个重要指标。 2) 法



律秩序是法律规范实行和实现的结果，是各种法律关系的总

和，它表现为 a. 社会生活基本方面已经法律化制度化 b. 社会

成员和社会组织都有明确的权利和义务，忠实履行义务，积

极维护权利 c. 社会秩序在法律秩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 4. “法

治”代表某种具有价值规定的社会生活方式 法治是有价值规

定性的社会生活方式，至少应包括以下原则： 1) 人民主权原

则 2) 承认、尊重和保护人民的权利和自由 3) 法律面前一律平

等 4) 承认利益的多元化，对正当利益给予无差别的保护 三、

法制vs.法治 1. 含义不同：法治讲究良法之治，法律公正、稳

定、普遍、公开、平等，而法制不具这些内涵，只要求严格

依法办事 2. 法制和法治与人治的关系不同：法治与人治截然

对立，其基础是民主政治，是民主和宪政的表现，法制问世

远早于法治，和人治并不对立。 四、法治精神的要

素(0delete) 1. 善法恶法观念，法律以正义实现为追求，该法便

是善法；舍弃了正义的价值标准，便是恶法 2. 法律至上观念

，即法律是否具有最高权威。如果公众认同的最高权威不是

法律，那么这个社会肯定不是法治社会。 3. 法的统治观念 1) 

法的统治观念是法治精神的核心，是把法作为主体，而把社

会所有人作为客体。在这种观念中，最有价值的是承认统治

阶级也必须严格守法，而不承认法律之外有主宰法而不被法

律制约的主体 2) 法的统治导致的目标是民主而非专制，所以

法的统治的观念是消除特权，而首先要求立法者守法的观念

。法的普遍性、平等性等原则都能从这种观念中得到说明 4. 

权利文化观念 权利文化人类设计制度的原则，社会由此得以

建立。权利文化是法治社会得以形成的人文条件。权利文化

的凝聚形态是权利本位的理论，其实质是人人权利的实定化



和义务的相对化，有两大内涵： 1) 解决公民和国家主体关系

的理论：权利本位认为公民有权主宰国家，国家以保证公民

主人地位的获得为绝对义务 2) 它是解决权利与权力互动关系

的理论：①国家权力的行使以公民创设权利实现的条件为目

的②国家权力以公民权利为运行界限③权利文化实质是人人

权利的实定化和义务的相对化。在这种文化下，人对国家的

关系具有三种模式：义务领域的服从、自由领域的排拒、权

利领域的依靠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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