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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是以国家政权意志形式出现的，具有普遍性、明确性和肯

定性的，以权利和义务为主要内容的，首先和主要体现执政

者意志并最终决定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各种社会规范的

总称。 1．法的首要特征是：法是为人们提供行为标准的社

会规范。这一特征使得法与上层建筑中的国家、军队和其他

种种现象区别开来。 2．法以国家政权意志的形式出现 。从

法的产生和变动途径看，法是由有立法权或立法性职权的国

家政权机关制定、认可、修改、补充和废止的；从法的实施

方式看，法是以国家政权的强制力为后盾来保证其实施的。

任何一种社会规范都有一定的强制力，但法的强制力与其他

社会规范的强制力不同，它是以国家政权的名义所表现出来

的强制，是与法庭、监狱、警察以至军队的强力相贯通的。

3．法有普遍性、明确性和肯定性。 （1）法的适用对象和适

用范围具有普遍性。法的适用对象具有普遍性：法具有概括

性，通常是为一般的人、抽象的人而不是为具体的人、特定

的人提供行为标准的，它的适用对象是普遍的。法的适用范

围具有普遍性。法在政权管辖范围内具有约束力，令行禁止

，具有统一性。而且，法只要尚未失效，就能反复适用，而

不是只适用一次或若干次。这就使得法的适用范围在时间上

和空间上都具有普遍性。 （2）法的形式和分类具有明确性

、肯定性。法的形式具有明确性、肯定性。法一般都以具体

的形式，明确地、肯定地为人们的行为提供标准，而不是模



糊的、伸缩性很大的社会规范。法的规则或规范的分类使法

具有明确性、肯定性。法的规则有多种类别的区分，它们从

不同角度使法具有明确性、肯定性。 4．法以权利和义务为

主要内容。从内容构成的角度看，法主要由规范性内容和非

规范性内容构成，其中前者是主要的。而规范性内容中权利

和义务又是主要内容。 二、法的形式 （一）当代中国的形式 

法的形式，以往也被称为法的渊源，是指由一定的有权国家

机关制定的各种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表现形式。当代中国法的

形式主要有：宪法、法律、行政法规、一般地方性法规、自

治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政府规章等。 1．宪法 作为法的形

式，宪法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经由特殊程序制定和修改的，

综合性地规定国家、社会和公民生活的根本问题，具有最高

法的效力的一种法。宪法规定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

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和法律效力，一切法律、法规都不得与

宪法相抵触。宪法的修改，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或者五分之一以上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提议，并由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以全体代表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通过。 2．

法律 法律是由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修改、补充

、废止的。根据《立法法》第7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

法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和修改除应当由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在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

补充和修改，但是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 同时

，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享有部分事项的专属立法权，



即根据《立法法》第8条的规定，以下10种事项只能制定法律

：⑴国家主权的事项；⑵各级人大、政府、法院和检察院的

产生、组织和职权；⑶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特别行政区制度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⑷犯罪和刑罚；⑸对公民政治权利的

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⑹对非国有财产的

征收；⑺民事基本制度；⑻基本经济制度以及财政、税收、

海关、金融和外贸的基本制度；⑼诉讼和仲裁制度；⑽必须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法律的其他事项。 对于上述10种事

项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有权

作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其中的部分事

项先制定行政法规，但是有关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

的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司法制度等事项

除外。 3．行政法规 行政法规是由国务院制定的规范性法律

文件，是国家行政机关体系中最高的规范性文件。行政法规

的目的或其事项范围主要有两个：一是一般行政的授权立法

，是为执行法律，对某些行政管理事项作出规定，一般在有

关法律中作出明确规定，要求国务院制定实施细则等；二是

行政的职权立法，即对宪法第89条规定的国务院职权范围内

的事项，国务院可以直接制定行政法规。此外，立法法第9条

规定还规定了对行政的特别授权立法，需制定法律予以规范

的上述10个事项中，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还可以通过特别的

授权决定，在某一尚未有法律规范的事项上由国务院制定行

政法规，条件成熟后再行国家立法；但有关犯罪与刑罚、剥

夺公民政治权利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司法制

度等事项，不得授权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 4．地方性法规 

地方性法规，是指法定的地方国家权力机关依照法定的权限



，在不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制定和颁

布的在本行政区域范围内实施的规范性文件。 根据《立法法

》的规定，地方性法规的立法主体包括两大类：一是省、自

治区和直辖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二是较大的市的人大及其

常委会。较大的市包括以下三种：（1）省、自治区的人民政

府所在地的市，简称省会城市；⑵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

；⑶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 地方性法规可以就下列事项作出

规定：（1）为执行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需要根据本行政

区域的实际情况作具体规定的事项；（2）属于地方性事务需

要制定地方性法规的事项。除立法法第八条规定的事项外，

其他事项国家尚未制定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省、自治区、

直辖市和较大的市根据本地方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可以

先制定地方性法规。在国家制定的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生效后

，地方性法规同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相抵触的规定无效，制定

机关应当及时予以修改或者废止。 经济特区所在地的省、市

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授

权决定，制定法规，在经济特区范围内实施。 制定地方性法

规应当遵循以下原则：（1）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

际需要的原则；（2）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原

则；（3）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报全国人大

常委会和国务院备案，较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

员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报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批准后施行，并由后者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备

案。 此外，经济特区所在地的省、市人大及其常委会根据全

国人大的授权决定制定经济特区法规在本经济特区范围内实

施的法规，称为经济特区法规。 5．自治法规 自治法规是民



族区域自治地方，即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人大制定的与

民族区域自治有关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包括自治条例和单行

条例。自治条例是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依照当地民

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的全面调整本自治地方事

务的综合性规范性文件。单行条例是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

表大会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特点制定的调整

本自治地方某方面事务的规范性文件。 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

代表大会有权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

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自治区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 自治州、自治县

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报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可以依照

当地民族的特点，对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作出变通规定，

但不得违背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不得对宪法和民

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以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专门就民

族自治地方所作的规定作出变通规定。 6．规章 规章通常称

行政规章，是国家行政机关依照行政职权所制定、发布的针

对某一类事件或某一类人的一般性规定，是抽象行政行为的

一种。规章包括部门规章和地方人民政府规章。 （1）部门

规章，也称为部委规章是指国务院各部门和具有行政管理职

能的直属机构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在

本部门的权限内按照规定的程序所制定的规定、办法、细则

、规则等规范性文件的总称。立法法规定，国务院各部、委

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和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直属机

构可以制定规章。其中，赋予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直属机构

享有规章制定权，是立法法新增加的内容。国务院现有组成



部、委员会29个，直属机构17个。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都

是是国务院组成部委。直属机构是国务院设置的主管各项专

门业务的机构。国务院直属机构与国务院的办事机构是职能

不同的两类机构，直属机构承担着行政管理的任务，既对国

务院负责，也面向社会实施行政管理，而国务院的办事机构

不具有行政管理的职能，不面向社会实施行政管理，只协助

总理工作，实际上属于总理的决策班子。 部门规章规定的事

项应当属于执行法律或者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的

事项。 涉及两个以上国务院部门职权范围的事项，应当提请

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或者由国务院有关部门联合制定规章。

部门规章应当经部务会议或者委员会会议决定。部门规章由

部门首长签署命令予以公布。 （2）地方政府规章是指由省

、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根据法律和法规，

并按照规定的程序所制定的普遍适用于本行政区域的规定、

办法、细则、规则等规范性文件的总称。 立法法规定：省、

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包括省、自治区的

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经济特区

所在地的市），可以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

直辖市的地方性法规，制定规章。地方政府规章可以就下列

事项作出规定：为执行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规定

需要制定规章的事项；属于本行政区域的具体行政管理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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