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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的效力（04年考过了法的时间效力，重要性降低） 1．

法的效力的含义：法的效力，可以分为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效

力和非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效力，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效力，也

叫狭义的法的效力。一般地，法的效力是从狭义理解的． 2

．法的溯及力的含义：法的溯及力，也称法律溯及既往的效

力，是指法律对其生效以前的事件和行为是否适用。如果适

用，就具有溯及力；如果不适用，就没有溯及力，在溯及力

问题上．我国法律采取的是“有利追溯”原则。 十、法律关

系（☆☆） 1．法律关系的概念： 重点注意它的合法性，这

是它与其他社会关系区别的关键。 2．法律关系的分类 (1)调

整性法律关系／保护性法律关系(根据法律关系产生的依据、

执行的职能和实现规范的内容不同)。 (2)纵向(隶属)法律关系

，横向(平权)法律关系(根据法律主体在法律关系中的地位以

及法律主体权利义务的强制性程皮不同) (3)单向(单务)法律关

系／双向(双务)法律关系／多向(多边)法律关系(复合法律关

系)(按照法律主体的多少及其权利义务是否一致) (4)第一性法

律关系(主法律关系)，第二性法律关系(从法律关系)(根据相

关的法律关系的作用和地位的不同) (三)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

分类 1．一般权利能力与特殊权利能力 ． (1)分类标准：享有

权利能力的主体范围；（2)一般权利能力是任何公民均享有

的；（3)特殊权利能力是公民在特定条件下享有的，比如政

治权利能力、劳动权利能力婚姻权利能力等等． 2．权利行



为能力、义务行为能力和责任行为能力 (1)分类标准：内容的

不同。 (2)责任行为能力(责任能力)是行为人对自己的违法行

为后果承担法律责任的能力。 （四）法律关系的构成要素：

（☆☆） 应该注意：1.那些人或者组织可以成为我国法律关

系的主体。2.我国法律关系的客体。 (五)法律事实(法律事件

和法律行为)：1．事件和行为的区别关键在于是否以法律关

系当事人的意志为转移。注意是当事人的意志而不是人的意

志。（☆☆） 2．法律事实意义上的法律行为。包括合法行

为和违法行为、善意行为和恶意行为。 3．事实构成，是指

引起同一法律关系产生、变更或者消灭的两个或者两个以上

的法律事实构成的整体。 十三、 法的实施与法的实现（☆☆

☆） (一)法律实施的方式：执法、司法与守法 （二）．执法

与司法的区别(主体、内容、程序性要求、主动性) （三）司

法的四原则中特别注意：（☆☆☆） 1．司法的原则(公正、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依法独立

行使职权) （1）司法公正的意义①它是法的精神的内在要求

，公正是法的精神和固有价值：②司法公正是司法机关职能

的要求，司法活动的性质本身决定了司法必须公正；③司法

机关公正司法是其自身存在的台法性基础。(合法、公正、效

益、合理) （2）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含义：①法律对于全体

公民无差别的统一适用；所有公民享有同等的权利并承担同

等的义务；②权利受到侵害的公民一律毫无歧视而平等地受

法律保护；③在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不受偏袒而平等地享有

诉讼权利；④对任何公民的违法行为，都同样的追究法律责

任，不允许有不受法律约束或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殊公民。 

（四）．守法：要注意）守法包括积极主动的守法行使权利



，也包括消极被动的守法履行义务。注意在我国守法之法指

广义的法律，当然也包括特定主体依法作出的非规范性法律

文件。 （五）、违法：重点掌握构成要件和下面的几句话：

①违法行为不一定是违反道德的行为，违法道德的行为也不

一定是违法行为。②违法行为不一定是无效行为，法律上的

无效行为并不都是违法行为。（☆☆） （六）、法的实现：

（评价八标准）（☆）多项选择 （七）、法律监督重点：掌

握两大法律监督体系（☆☆） (1)法律监督分为国家法律监督

和社会法律监督。前者是国家机关进行的法律监督；后者是

非国家机关，包括执政党、社会组织、公民、法律职业群体

和新闻舆论进行的监督。 (2)国家监督是我国法律监督体系的

核心，其中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整个法律监督体系中属于

主导地位；人民检察院是国家专门法律监督机关。 十四、法

律解释与法律推理（☆☆☆） 1．《立法法》的四十二条，

需要法律解释的情况，及四十三条法律解释的提案主体 2．

分类 (1) 根据解释主体和解释效力的不同，分正式解释与非正

式解释，二者的区别在于是否具有普遍的约束力。(2) 根据解

释尺度的不同：字面解释／限制解释／扩充解释： 3．法律

解释的方法：文义解释、历史解释、体系解释、目的解释。

4．法律推理：法律推理的基本方法有演绎推理、归纳推理和

辨证推理。 5、法律解释与法律推理是既有区别与联系。 十

五、法律思维与法律意识（☆☆） 1．法律思维的特点：（

说理，依据法律，程序） 2．法律思维与法律职业：法律职

业者应该在具有良好的法律知识基础上运用法律思维来分析

问题、解决问题。 3．法律思维与法律解释、法律推理（03年

已经考过，重要性降低） (1)法律思维是抽象的，它具体体现



在法律解释和法律推理中，特别是法律推理，由于其演绎、

归纳和辩证等推理方法的运用以及受到的现行法律的约束，

更能体现法律思维的特点。 (2)通过进行法律解释和法律推理

，培养和深化法律思维，有助于保持法律职业的自律和自治

，并促进法律职业者更好地开展法律活动，在社会分工体系

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4．法律意识：人们关于法律现象的

思想、观念、知识和心理的总称，是社会意识的一种特殊形

式。法律意识本身在结构上可以分为两个层次：法律心理（

感性认识）和法律思想体系（理性认识）。 5．法律文化分

为法律设施、法律制度和法律观念三个层面，其中，法律意

识是法律文化最内在的深层次因素。 6．法律意识在以下三

个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演进过程中，现实的法律创制过程

；在法的实施过程中）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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