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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 1.具有规范性 2.具有国家意志性 3.具有国家强制性4.具有

普遍性，法的普遍性是指法作为一般的行为规范在国家权力

管辖范围内具有普遍适用的效力和特性。包括法的效力对象

的广泛（即在一国范围之内，任何人的合法行为都无一例外

地受法的保护）和法的效力的重复性（指法对人们的行为有

反复适用的效力）。法的普遍性与法的规范性有密切的关系

，法的规范性是普遍性的前提和基础，而法的普遍性则是其

规范性的发展与延伸。 5.具有程序性 二、法的内容和形式 1.

法的内容，就是指构成法的各种内在要素，包括法律规范内

容和法律技术内容两大部分。从规范内容上看，其核心部分

就是法律权利和法律义务；从结构上看，法律规范－法律部

门－法律体系。 2.法的形式，就是法的内容的表现方式，是

法的内容要素的外在结构和组织形态。仅就成文法来讲，其

表现形式与内容相对应，也可分为三层次，即“法律条文－

规范性法律文件－规范性法律文件体系”。3.法的内容和形

式的关系:法的内容决定法的形式，法的形式反作用于法的内

容；新法的内容和旧法的形式、新法的形式和旧法的内容之

间存在着历史继承、相互利用的关系或情况。 三、法的本质 

法的本质体现为三个方面或三个层次:（1）法是统治阶级的

意志的体现或反映，但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统治阶级意志，

而是被奉为法律的统治阶级的意志的体现或反映，是阶级意

志和国家意志的统一，是以国家意志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统治



阶级的意志。（2）反映在法中的统治阶级的意志被一定历史

条件所决定的人们的自由与纪律所制约，这种自由与纪律体

现为一定社会条件下事实上的权利和义务。（3）反映在法中

的统治阶级的意志以及一定历史条件下的自由与纪律根源于

统治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体现或反映社会发展，尤其是经

济发展的客观需要。从法的外部特征到法的阶级本质，再到

法的社会本质，是我们对法的认识从现象到本质，从初级本

质到深刻本质的不断深化(北京安 通学校提供) 四、权利和义

务 1.权利、义务的含义 权利，即指法律权利，就是国家通过

法律规定对法律关系主体可以自主决定作出某种行为的许可

和保障手段。 义务是国家通过法律规定，对法律主体的行为

的一种约束手段，是法律规定人们应当作出和不得作出某种

行为的界限。 2.权利义务概念的重要性:首先，权利和义务是

一切法律规范、法律部门(部门法)，甚至整个法律体系的核

心内容；其次，权利和义务同样是法律关系的核心内容，因

为法律关系就是法律关系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再次，

法的运行和操作的整个过程和机制(如立法、执法、司法、守

法、法律监督等)，无论其具体形态多么复杂，但终究不过是

围绕权利和义务这两个核心内容和要素而展开的；最后，权

利和义务也是法学的基本范畴，法学就是从权利和义务这一

对基本范畴出发，推演出各个层次的法学概念和原则，并逐

步形成法学范畴(概念)的逻辑体系。 3.权利和义务的相互联

系1)从结构上看，二者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2)从数量

上看，二者总量是相等的；(3)从产生和发展看，二者经历了

一个从浑然一体到分裂再到相对一致的过程；(4)从价值上看

，权利和义务代表了不同的法律精神。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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