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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A_AC_E5_AE_89_E9_c80_227599.htm 第十七章 守法与违

法 一、法律行为 1.法律行为，是指人们所实施的一切具有法

律意义的行为。包括合法表意行为，违法表意行为；意志行

为与事实行为；积极行为（作为）与消极行为（不作为）。

2.法律行为的特征:（1）具有社会性的行为，即是一种社会指

向的行为。法律行为必须是具有能够产生一定社会效果、造

成一定社会影响的人的活动现象。（2）是具有法律性的行为

，即由法律规定、受法律调整、能够产生一定法律后果的人

的行为。（3）法律行为是具有意志性的行为，即能够被人们

的意志所控制的行为，无意志的行为或者并非出于自愿意志

的，就不能视为法律行为。(北京安通学校提供) 3.法律行为

的结构: （1）客观要件:行为，即人的外在表现行动，分身体

行为和语言行为；手段，指行为人在实施法律行为的过程中

所采取的方式；结果，指具有法律意义的结果，即在法律上

产生一定的法律效力或法律效果。 （2）主观要件:行为意思

（心理状态）和行为认知。 二、违法期工程 1.违法，亦称违

法行为，是指具有法定责任能力的主体由于主观上的过错所

实施的违反法律规定并具有一定社会危害性，依照现行法律

应当予以追究的行为。 2.违法的构成要件: （1）违法必须是

一种违反现行法律规定并应当依法予以追究的行为。（2）违

法必须在不同程度地侵害了法律所保护的社会关系，并造成

一定社会危害性的行为。（3）违法必须是行为者有主观故意

或过失的过错。（4）违法的主体必须具有法定的责任能力，



一般无行为能力的人即使在客观上造成了危害他人或社会的

后果，也不追究其法律责任。上述因素是统一的，缺少其中

任何一个，都不构成违法。 3.根据违法行为的具体性质和危

害程度，法律调整的方式不同，一般可把违法行为分为刑事

违法、民事违法、经济违法、行政违法和违宪行为。(北 京 

安 通 学 校 提 供) 4.违法犯罪的预防和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 

预防违法犯罪，综合治理社会治安，是指在各级党委和政府

的领导下，把各条战线、各个单位和各个方面的力量组织起

来，充分运用政治的、经济的、思想教育的、文化的、行政

的和法律的各种手段，惩罚犯罪，制裁违法，挽救失足者，

改造违法犯罪者，积极消除产生违法犯罪的原因和条件，从

多方面预防和减少犯罪，维护社会主义法律秩序。之所以要

进行综合治理，原因在于:（1）任何一种违法犯罪现象，都

不是孤立的、个别的原因形成的，而是社会上各种各样综合

的原因和条件造成的；（2）进行综合治理也是社会主义制度

本身的客观需要；（3）综合治理也体现了群众路线的工作方

法，体现了政法工作中一贯实行的专门机关的工作与群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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