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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中国法学界近年来关于法的要素的研究成果，法的要

素分为规则、原则、术语三种基本成分。 二、法律规则 (一)

法律规则的含义、逻辑结构 1.含义，法律规则是对一定的事

实状态(事件和行为)赋予明确的法律意义，并确定具体法律

后果的准则。 2.逻辑结构:假定，行为模式(包括可以这样行为

的模式，必须这样行为的模式，不准这样行为的模式)，法律

后果(肯定性法律后果和否定性法律后果)。法律规则的结构

要素通常用法律条文表现，法律规则的构成要素在法律条文

中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一个法律规则的构成要素可以

在一个条文中得到表述，也可在不同的条文中表述，甚至可

以在不同的规范性文件中表述。同时，一个条文可以表述不

同法律规则的不同要素。因此，应当把法律规则与法律条文

区别开来，同时注意划分一个条文中的假定、行为模式、法

律后果部分。 (二)法律规则的种类 1.根据法律规则调整行为

的方式不同，可以分为授权性规则和义务性规则。 2.依照法

律规则内容的确定性程度的不同，可以分为确定性规则、委

任性规则和准用性规则。 3.根据规则对行为的作用不同，可

以分为控制性规则和构成性规则。 4.依照权利、义务的刚性

程度可以分为强行性规则和任意性规则。(北京安通学校提

供) 5.按照同个别调整的联系分为绝对确定的规则和相对确定

的规则。注:以上分类，应当理解，给出法条能够分析判断。 

三、法律原则 (一)含义、种类 1.法律原则，是指能够作为规



则的来源或基础的综合性、稳定性的原理或准则。具有不确

定性、衡平性、强行性等特点。 2.种类: (1)公理性原则和政策

性原则 (2)基本原则和具体原则 (3)实体性原则和程序性原

则(4)法的一般性原则、宪法原则、部门法原则等。 (二)法律

原则与法律规则的区别: 1.从它们产生的时间上看，法律原则

是20世纪才广泛出现于立法之中的，而法律规则于古代法典

中即已存在。 2.从它们对行为的设定要求方面看，规则的要

求是具体的、明确的、行为主体没有“自由裁量权”，必须

严格按照规则的要求去行为。原则的要求具有更高程度的一

般性，只对行为设定一些起码的要求，并没有告诉行为主体

应该如何去满足这些要求。(北 京 安 通 学 校 提 供) 3.从它们

适用的范围上看，法律原则的适用范围比法律规则要宽广。

4.从它们适用的方式上看，法律规则是以要么有效、要么无

效的方式适用。而法律原则不是以要么有效、要么无效的方

式适用的。 5.从它们的作用上看，在遇到新型案件和疑难案

件时，法律原则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 (三)法律原则的应用

1.在立法实践中的应用1)法律原则是一个国家进行立法的依据

和指导思想。(2)法律原则是保障法律体系内容和谐统一的基

础。 2.法律原则在法律实施中的应用1)法律原则指导法律解

释和法律推理。(2)法律原则是克服法律的缺陷，强化法律调

控功能的重要手段。(3)法律原则是确定行使自由裁量权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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