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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 第一节 法、法律的词义 一、汉语“法”与“法律”的演变

1.法： (1)在中国古代，法与刑是通用的 (2)法从古代起就有公

平的象征意义 (3)古代法具有神明裁判的特点 2.律： 《说文解

字》解释为均布，即古代调音律的工具,说明律有规范人们行

为的作用，是普遍的，人人遵守的规范。 在秦汉时期，法与

律二字已同义。《唐律疏义》更明确指出：“法亦律也，故

谓之为律”。 把“法”和“律”连用作为独立合成词，却是

在清末民初由日本传入。 二、法与法律在西语中的区分 (1)西

文的法，又兼有权利，公平，正义等道德意味的抽象含义 (2)

西文的法律通常指具体规则，其词义明确、具体、技术性强

(3)有学者认为，法指永恒的、普遍有效的正义原则和道德公

理，而法律则指由国家机关制定和颁布的具体的法律规则，

法律是法的真实或虚假的表现形式。即自然法与实在法对立

的法哲学概括。 三、我国当代“法”与“法律”的使用 1.在

我国当代法学理论中，法律有广狭两层含义。 广义的法律是

指法的整体，包括法律、有法律效力的解释及其行政机关为

执行法律而制定的规范性文件。而狭义的法律则专指拥有立

法权的国家机关依照立法程序制定的规范性文件。 2.在我国

现代法律制度中，法律也有广狭两层含义。 广义是指包括宪

法、行政法规在内的一切规范性文件；狭义是指全国人大及

其常委会制定的基本法律以及基本法律以外的法律。 第二节 

法的本质 一、如何认识法的本质 1.鉴别“本质”与“现象”



； 2.界定“内容”与“形式”； 3.区分“实然”与“应然”

。 “实然”是指事物的实际状态，它回答的问题是“事实上

是什么”；“应然”是指事物的理想状态，它回答的问题是

“应当是什么”。在法的实然与应然之间存在一定距离。实

际存在的法与人们期待的法总会有差异。 法的定义：法是由

一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是由国家专

门机关创制的、以权利义务为调整机制并通过国家强制力保

证的调整行为的规范，它是意志与规律的结合，是阶级统治

和社会管理的手段，它应当是通过利益调整从而实现社会正

义的工具。 二、法的意志性与规律性 法律是意志与规律的结

合。 (1)法律是人的意志的体现，马克思主义认为这种意志是

统治阶级的意志。法律的意志性表现在法律对社会关系有一

定的需要、理想和价值。 (2)马克思主义法学认为法的内容是

由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是受客观规律制约的。所以法具有

规律性，它是在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和把握的基础上制定的。

(3)但我们也不能把法律与规律等同起来。规律是客观的，而

法律不完全是客观的。立法者根据一定的意志，除了客观地

规定一些规律之外，也可能有意识地为克服规律而规定一些

内容。 三、法的阶级性与共同性 法律是阶级统治和社会管理

的手段。 马克思主义法学一方面认为法具有阶级性，另一方

面又承认法具有共同性： (1)阶级性，即法律是在政治、经济

和文化方面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意志的体现，是统治阶级进行

阶级统治的工具。 (2)共同性，即某些法律内容、形式、作用

效果并不以阶级为界限，而是带有相同或相似性。 其原因

是:A.法的规律性影响法律的共同性； B.法律是社会公共管理

的手段，法律中有某些执行社会公共事务的规定，如：环保



、交通、医疗等； C.法律具有某些特殊的形式，如法律程序

、成文表达等等； D.人类交往增多也是法律共同性的一个重

要因素。 四、法的利益性与正义性 从应然意义上讲，法律是

为实现社会正义而调整各种利益关系的工具。 无论从“实然

”还是从“应然”来说，法都具有利益性。从应然来说，法

应当具有正义性,否则就是"恶法"。马克思主义法学从来不否

认法律与利益、正义的关系： (1)马克思主义法学主张法律所

体现的阶级意志是由该阶级的利益所决定的；法律应当是正

义的；但不存在抽象的利益和抽象的正义。 (2)马克思主义法

学认为法律的制定必然反映特定的利益，法律的意志内容就

是由统治阶级的利益所决定的。立法可以说是法律对利益的

第一次分配，它应当符合并体现正义；法律实施可以说是法

律对利益扩大第二次分配，它也应当符合并体现正义。 第三

节 法的特征 一、调整行为的规范 1.行为是法律的调整对象。 

法律通过对行为的作用来调整社会关系。法律的调整对象既

是社会关系又是行为。对于法律来说，不通过行为控制就无

法调整和控制社会关系。法律是以行为为调整对象的规范。

2.法律是一种行为规范，之所以说它具有规范性，是因为：

(1)法律具有概括性，不针对具体的人和事，可以反复被适用

。 (2)法律的构成要素中以法律规范为主； (3)法律规范的逻

辑结构中包括行为模式、条件假设和法律后果；这是法律的

规范性最明显的标志。 法律的规范性决定了它的效率性。每

个人只须根据法律而行为，不必事先经过任何人的批准，因

而其作用是高效率的。 二、由国家专门机关制定和认可 1.制

定和认可是法律创制的主要方式。 (1)制定是指国家通过立法

活动产生新规范。 (2)认可是国家对既存的行为规则予以承认



，赋予法律效力。 (3)“认可”通常有三种情况： A.赋予社会

上早已存在的某些一般社会规则如习惯、经验等以法律效力

； B.通过加入国际组织、承认或签定国际条约等方式，认可

国际法规范； C.特定国家机关对具体案件的裁决作出概括产

生规则或原则，并赋予这种规则或原则以法律效力。 2.法律

的国家性。 (1)它是以国家名义创制的； (2)法律的适用范围

是以国家主权为界域的； (3)法律是由国家强制力为保证的。 

法律的内容从本质上说是统治阶级意志，从形式上说是国家

意志。只有通过国家制定或认可的统治阶级意志才是国家意

志。 3.法律的普遍性。 法律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所以有“

普遍性”特征。一般来说，法律在一国全部范围内对一切人

和组织发生效力。但也应注意法律的“普遍性”的程度是不

一样的，因为在不同的法律在空间、时间和对人的效力是不

一样的。 三、以权利义务双向规定为调整机制 1.法律以权利

和义务为内容。 (1)法律的要素以法律规范为主，而法律规范

中的行为模式是以授权、禁止和命令的形式规定了权利和义

务；法律规范中的法律后果则是对权利义务的再分配。 (2)法

律对人们行为的调整主要是通过权利义务的设定和运行来实

现的，因而法律的内容主要表现为权利和义务。 (3)权利义务

是主体法律地位的体现，法律上权利和义务总是被立法者所

充分重视，也受社会各成员关注。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规定

具有确定性和可预测性的特点，它明确地告诉人们该怎样行

为，不该怎样行为以及必须怎样行为。 2.法律的利导件。 这

是从法律是社会各利益关系的调整机制而派生的特征。法律

通过规定人们的权利和义务来分配利益，影响人们的动机和

行为，进而影响社会关系。法律的利导性取决于法律上的权



利义务的规定是双向的。权利以其特有的利益导向和激励机

制作用于人的行为，而义务也具有利导性。因为许多义务本

质上意味着利益负担以及责任后果，所以它能促使人们不做

法律禁止并且最终不利于自己的事，履行法律规定的积极义

务。 四、通过程序而强制予以实施 1.法律以国家强制力保证

实施。 国家强制力是法律与其它社会规范的重要区别，具有

以下特征： (1)法律的强制力以法定的强制措施和制裁措施为

依据。 (2)法律的强制力具有潜在性和间接性。 (3)国家强制

不是法律实施的唯一保证力量；法律的实施还依靠诸如道德

、人性、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因素。 2.法的程序性。 法律的

实施虽然是强制进行的，但它是由专门的机关依照法定程序

执行的。 所谓法的程序性，即法律的强制实施都是通过法定

时间与法定空间上的步骤和方式而得以进行的。 纵观法史，

法律的强制实施都或多或少是通过程序进行的。近现代法律

只是对法的程序标准加以正当化，使法律实施的方式更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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