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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一、法的实施 1.法的实施是指通过执法、司法和守法等途

径,把法律规范具体运用于社会生活,使法作用与社会关系的活

动，是一个过程。法的实施的形式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

执法、司法，即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严格执行法律规范，

严格依法办事；二是守法，即要求举国上下全体公民严格一

体遵守法律规范。 2.法的实施的形式: （1）不一定要通过具

体的法律关系就能直接实现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其特点是:

一方权利或义务的实现，不需要他方或多方作出积极的作为

，只要不作出有碍权利人的行为，权利人的权利和义务人的

义务就能够得以实现。主要是一些绝对权的法律规范和禁止

性的法律规范，比如所有权、人身权、姓名权、名誉权等法

律规范。 （2）通过具体的法律关系实现法律上的权利和义

务。其特点是:权利主体和义务主体都是确定的，因而能够形

成具体的法律关系，权利也是以义务人积极作为形式实现的

，如果义务人不积极主动地履行义务，则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主要是相对的法律规范中，比如，合同中双方的法律行为

。（北京安通学校提供） 二、执法 1.执法的含义:执法即执行

法律（法律执行或法的执行），是指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

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贯彻、执行法律的活动。有广义和狭

义之分，广义指一切执行法律的活动，狭义仅指国家行政机

关及其公职人员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贯彻执行法律的活动

，又称行政执法。 2.我国行政执法主体主要:（1）中央和地方



各级政府，包括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2）各级人民政

府中享有执法权的下属机构行政部门（3）因法律、法规授权

而具有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事业组织。 3.执法的特征:（1）执

法的主体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以及依法律规定被授权

的组织。（2）执法的内容是国家法律、法规调整的有关行政

关系，即必须是法定的行政关系，行政法律关系以外的其他

活动不是行政执法的内容；行政执法的内容必须是基于法律

规定的能够直接产生特定的行政法律效力和后果的行为。（3

）执法活动具有单方性和主动性（区别于司法）。（4）执法

的范围极为广泛。 4.执法行政原则:（1）依法行政原则（2）

公平合理原则（3）注重效能原则 三、司法 （一）司法的含

义、特征、条件和要求 1.司法，又称法的适用，是指国家司

法机关依据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具体应用法律处理案件的

专门活动。是法的实施的重要方式之一。在我国，司法机关

是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也是司法的主体。 2.司法的特征:

（1）司法主体的职权是法定的。（2）司法活动是有严格程

序规定的。（3）司法是以理讼解纷、伸张正义为内容的。（

北 京 安 通 学 校 提 供） 3.司法机关适用法律的条件:（1）当

公民、法人或其他社会组织在一定的法律关系中，依靠自己

的能力无法实现依法确立的权利和义务时，需要司法机关适

用法律予以解决，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2）当出现违

法犯罪情况时，有关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依照各自的法定权

限适用法律，以保护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不再受到侵害。

4.司法的要求:正确、合法、及时。 （二）司法的基本原则 1.

平等司法原则。（1）司法机关在适用法律时对于一切公民，

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社会出身、宗教信仰、财产



状况等，都是统一适用的，既不允许特殊优待，也不允许任

何歧视。（2）一切公民都依法平等地享有法律赋予的权利，

承担法律规定的义务，不允许存在任何权利与义务不统一的

现象。（3）司法机关对所有的公民都一律平等适用法律，同

样的犯罪应给予同样的处罚。同罪不同罚或同罚不同罪的情

况都是不允许发生的。 平等原则是仅指实施法律、执行法律

和适用法律上的平等，即司法上的平等，不包括立法上的平

等；这一原则不仅适用与公民，同样也适用于法人和其他社

会组织。 2.依法司法原则。在我国，具体体现为:以事实为根

据，以法律为准绳。 3.独立司法原则。基本含义:（1）国家的

司法权只能由国家各级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统一行使，其他

机关、团体和个人都无此项权力；（2）人民法院、人民检察

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自己的职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

团体和个人的非法干涉；（3）司法机关审理案件必须严格依

照法律规定，正确适用法律。 这并不意味着司法机关可以自

行其是，不受任何部门的领导和监督。司法机关在独立行使

职权时必须明确以下几点:（1）摆正党的领导与独立行使职

权的关系。（2）明确独立行使职权的同时，还要向有关机关

负责并接受监督。（3）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还要受其他相

关机关的制约。（北 京安 通学 校提供） 4.责任司法原则。亦

即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也我国司法机关工作的一贯方针，

也是社会主义法律的根本要求 第十二章 守法 1.守法,亦称法的

遵守,是指人们依照法律规定,正确地行使法律权利，切实履行

法律义务的活动。 社会主义法律的遵守，是指在社会主义国

家，任何组织和个人的活动，都必须符合国家现行法律的要

求，也就是严格遵守国家现行法律的一切规定。对于当代中



国的社会主义法，主要是依靠公民的自愿遵守，在少数情况

下，依靠国家强制力来保障强制遵守。 2.我国目前守法的主

体:（1）我国的全体公民，包括具有中国血统而无其他国籍

的自然人。（2）我国的一切组织。（3）在我国领域内的外

国组织和个人。 3.守法的内容或范围:（1）规范性法律文件（

包括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行

条例、特别行政区的基本法，行政规章、地方规章、条例，

我国参与或同意的国际条约、协定或国际惯例等）。（2）非

规范行文件（包括公安机关的逮捕证、搜查证；人民法院的

判决书、裁定书；公证机关的公证书等）。 4.守法的条件（

了解一下）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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