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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AD_A6_E5_9F_BA_E7_c25_21179.htm 一、法律及其特征 法

是由国家制定、认可并保证实施的，反映由特定物质生活条

件所决定的统治阶级意志，以权利和义务为内容，以确认、

保护和发展统治阶级所期望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为目的的

行为规范体系。 法的基本特征： (1）法是调整人的行为或社

会关系的规范。 (2）法是国家制定或认可，并具有普遍约束

力的社会规范。 (3）法是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社会规范

。 (4）法是规定权利和义务的社会规范。 二、法律关系 法律

关系是指法律在调整人们行为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特殊的

社会关系，即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它由法律关系主体、

法律关系内容和法律关系客体三种要素构成。 (1）法律关系

主体。 法律关系主体，又称权利主体或权义主体，是指法律

关系的参加者，即在法律关系中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人或

组织。 我国社会主义法律关系的主体包括：公民、国家机关

、法人、企业事业单位、各种社会组织和社会团体、国家。

(2）法律关系内容。 法律关系的内容是指法律关系主体所享

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即法律权利和法律义务。 (3）法律

关系的客体。 法律关系的客体，又称权利客体或权义客体，

是指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和义务所指向的对象。法律关系客

体的种类有：物、行为和精神财富。 (4）法律关系的产生、

变更、消灭。 法律关系的产生是指法律关系主体之间形成权

利义务关系。如因缔结合同形成合同双方或多方之间的权利

义务关系，因结婚而形成夫妻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法律关



系的变更是指构成法律关系的主体、内容和客体，如果其中

有一个要素发生了变化，就是法律关系的变更。如权利主体

的撤销、借贷关系的部分履行及合同的修改等。 法律关系的

消灭是指权利主体之间权利义务的终止。如合同的实行全部

履行；收养关系成立后，养子女同其生父母之间的权利义务

关系即终止；夫妻之间因一方死亡而终止其夫妻之间的权利

义务关系。 三、法律体系 法律体系又称法的体系，是指由一

国现行的全部法律规范按照不同的法律部门分类组合而形成

的一个呈体系化的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 （1）法律体系是

一个主权国家范围内的法律规范所构成的有机整体，不包括

国际法体系，不包括法学家们所探讨的“民间法”、“习惯

法”等。 (2）法律体系仅仅是一国现行的法律规范，不包括

历史上的或者已经失效的法律，以及将要制定的或尚未生效

的法律。 (3）法律体系是规范体系，同类法律规范构成法律

部门，各个法律部门的有机组合构成法律体系。 法律体系由

法律部门直接构成。法律部门，也叫部门法，是根据法律所

调整的不同社会关系即调整对象和法律调整方法的不同所划

定的调整同一类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它与具体法律

制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法律制度可以从属于某个法律部门

，同时又可分属其他几个法律部门。有的社会关系需要由几

个法律部门来调整，如经济关系就需要由经济法、民法、行

政法、劳动法等法律部门来调整。法律部门不同于成文法的

规范性文件。例如，作为一个法律部门的刑法部门并不仅仅

为刑法典，而是所有刑事法律规范的总和。 我国法律体系主

要由以下法律部门组成：①宪法；②行政法；③民法；④商

法；⑤经济法；⑥刑法；⑦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⑧资源环



境保护法；⑨诉讼法。 四、法律原则 法律原则是法律规则产

生的基础，是解释法律规则的重要依据，还可以作为直接的

行为准则被适用。 1．法律原则的分类 (l）按照产生的基础不

同，可以把法律原则分为公理性原则和政策性原则。公理性

原则，即由法律原理构成的原则，是由法律上之事理推导出

来的法律原则，是严格意义的法律原则，例如法律平等原则

、诚实信用原则、等价有偿原则、无罪推定原则、罪刑法定

原则等；政策性原则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出于一定的政策考量

而制订的一些原则，如我国宪法中规定的“四项基本原则”,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原则”,“国家实行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原则”，婚姻法中“实行计划生育”的原

则等。 (2）按照对人的行为及其条件之覆盖面的宽窄和适用

范围大小，可以把法律原则分为基本原则和具体原则。 基本

法律原则是整个法律体系或某一法律部门所适用的、体现法

的基本价值的原则，如宪法所规定的各项原则；具体法律原

则是在基本原则指导下适用于某一法律部门中特定情形的原

则，如（英美）契约法中的要约原则和承诺原则等。 (3）按

照涉及的内容和问题不同，可以把法律原则分为实体性原则

和程序性原则。实体性原则是直接指涉实体法问题（实体性

权利和义务等）的原则；程序性原则是直接指涉程序法（诉

讼法）问题的原则，如诉讼法中规定的“一事不再理”原则

、辩护原则、非法证据排除原则、无罪推定原则等。 2．法

律原则与法律规则的区别 (l）在内容上，法律规则的规定是

明确具体的，着眼于主体行为及各种条件的共性；法律原则

的着眼点不仅限于行为及条件的共性，而且关注它们的个别

性，其要求比较笼统、模糊。 (2）在适用范围上，法律规则



只适用于某一类型的行为；而法律原则对人的行为及其条件

有更人的覆盖面和抽象性，适用范围比法律规则宽广。 (3）

在适用方式上，法律规则是以“全有或全无的方式”；而法

律原则的适用则不同，它不是以“全有或全无的方式”应用

于个案当中的，当两个原则在具体的个案中冲突时，法官必

须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及有关背景在不同强度的原则间做出

权衡。 (4）在作用上，法律规则具有比法律原则强度大的显

示性特征，即相对于原则，法官更不容易偏离规则做出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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