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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03/2021_2022__E6_B3_95_E

7_90_86_E5_AD_A6_E7_c80_203622.htm 第五章、法律体系 一

、法律体系概念和相关含义比较p466 二、法律部门划分的标

准与原则 1. 法律部门，也称部门法，是指根据一定的标准和

原则划分的同类法律规范的总和； 法律部门与法律规范的关

系是从属关系，同类法律规范组成法律部门； 法律部门和法

律制度是交叉关系 2. 我国法律部门划分标准:①法律调整对象

即社会关系是首要标准②法律调整方式(自行性调节、强制性

干预、政策性平衡) 3. 法律部门划分原则 ①客观原则 ②目的

原则 ③平衡原则 ④发展原则 ⑤主次原则 三、当代中国法律

体系(现代法律宪法是根本法，是一切部门法的基础) 来源

：www.examda.com 当代中国的法律体系：宪法 行政法 民商

法 经济法 劳动法 科教文卫法 资源环境保护法 刑法 诉讼法 军

事法 第六章、法的要素 一、法律规则的逻辑结构及分类 1. 法

律规则的概念：法律规则是法律规范中最具硬度的部分，法

律规范主要是法律规则构成的。法律规则是采取一定的结构

形式具体规定人们的法律权利，法律义务以及相应的法律后

果的行为规范。 2. 它的特性有微观指导性和可操作性、确定

性、可诉性、合逻辑性、合体系性、可预测性。这也是法的

基本特征。现代法治国家首先要强调的就是：严格构建法律

规则并且执行和遵守法律规则。 3. 法律规则vs.法律条文(内

容vs.形式 4. 法律规则的逻辑结构，任何一个法律规则都由这

三要素组成，模式是法律规则的核心要素 1) 条件(或称假定)

是指法律规则中指出适用法律规则的条件或情况的部分①法



律规范的适用条件②行为主体的行为条件，假定条件常被省

略 2) 模式(或称为处理或指示、行为模式)指法律规则所规定

的行为规则部分，分为可为，应为，勿为模式 3) 后果(或称制

裁)是指法律规则中规定的、人们在作出符合或者违反规则行

为时，会带来什么法律后果的部分，包括合法后果和违法后

果，违法后果要在法律中明文规定。&amp.如果把法律后果

的执行和认定也看作是法律规则中规定的一定主体的职权和

职责，那么，完整的法律规则应该是行为规则和裁判规则的

结合 5. 法律规则的分类 1) 根据调整方式：授权性规则、义务

性规则和禁止性规则(授权性规则可分为权利性规则和职权性

规则，职权性规则有授权性和义务性两者的特征) 2) 根据强制

程度：强制性规则(命令性规则) (强制性规则多现于刑法，包

括义务性规则和禁止性规则)和任意性规则(强行性规则不允

许当事人有个人意思表示，任意性允许人们自行选择) 3) 根据

确定性程度：确定性规则、委托性规则、准用性规则(内容已

确定，内容未确定只规定某种概括性指示，由相应国家机关

通过相应途径程序加以确定、本身未规定行为模式，可援引

参照其他规则) 二、法律原则来源：www.examda.com 1. 概念

：法律原则是法律规则的基础或在法律中较为稳定的原理和

准则。 1) 在内容上：它不预先设定任何确定而具体的事实状

态，而法律规则是明确而具体的 2) 在适用范围上：则所覆盖

的事实状态远广于规则，因此，原则的适用范围也宽于规则

3) 在适用方式上：不同的法律原则都能存在于一部法律之中

或个案中，只是强度有差别，而法律规则适用方式为全有或

全无 4) 在作用上：法律规则使法律有必要的硬度，法官不易

偏离规则作出裁决，原则是法律制度内部协调统一的保障，



可弥补法律规则的不足，有更强的适应性 2. 作用：在法制实

践中，法律原则具有非常重要的和不可代替的作用 1) 从法律

制定的角度看来源：www.examda.com a. 法律原则直接决定了

法律制度的基本性质、内容和价值取向。法律原则是法律精

神最集中的体现，构成了整个法律制度的理论基础 b. 法律原

则是法律制度内部协调统一的重要保障 c. 法律原则对法制改

革具有导向作用 2) 从法律实施上看，法律原则也有重要作用 

①指导法律解释和法律推理 ②补充法律漏洞 ③强化法律调控

能力 3. 分类(基本原则vs.具体原则、公理性原则vs.政策性原则

、实体性原则vs.程序性原则)(覆盖面、产生的基础、所涉内

容) 三、法律概念的含义、特征及分类(主体概念、客体概念

、关系概念、事实概念)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