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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透析 法学基础理论分为三个部分：法的一般理论；资本主

义法；社会主义法的理论。其中，资本主义的法部分主要是

知识性的，其余内容依其性质又可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以法

的本质、特征及其发展规律为中心的法的理论，这种一般理

论与社会主义法的实践相联系，就形成社会主义法的一般理

论，如社会主义法的特征、功能，社会主义法与共产党的政

策，社会主义道德的关系，社会主义法对经济体制改革的作

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关系，社会主义法律意识对法制

建设的作用等等。二是对社会主义法的原理所作的规范分析

，静态分析：法律的最基本构成单位就是法律规范（区别法

律规范与法律条文），单个的法律规范组合为规范性文件，

依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的不同，形成各个部门法；各个部门

法的总体即是法律体系？？以上是横向分析；以下是纵向分

析？？法律规范性文件因制订的机关和程序的不同，而形成

阶梯式的效力登记，即法律渊源。法律渊源与法律体系两个

概念从纵横两方面描述了作为规范的静态的法律。然而法律

规范存在的意义在于调整人们之间的关系，法律所调整的社

会关系即是法律关系，能引起法律关系发生，变更和消灭的

事实就是法律事实。因此，法律关系这一概念是联系动态与

静态的法的中介。动态的法是指法的实施过程，法的实施又

分两方面，一方面是国家执法机关适用法律调整社会关系，

在适用过程中，产生了法的效力、法的解释、类推等问题；



另一方面是公民和组织遵守法律和监督法律的实施，一旦违

反法律，就会面临法律责任和法律制裁。这样，就形成了一

张社会主义法的规范分析的“概念之网”（如下图所示），

历来是考试的重点，因此，掌握这一部分各知识点之间的关

系，先建立一个框架对复习大有裨益，历届律考中也很重视

在这些概念中出题，要求考生加以辨析。 知识点在考试中的

分布情况：（一）法的一般理论 1、法的本质和特征：关于

法的基本特征曾出过简答题（如简答题第6题），还可能会出

选择题，关于法的本质可能出现判断题，要求考生概念清晰

。 与之相联系，应注意与社会主义法的特征相比较（两个原

则，五个统一）。 2、法的功能：选择第4题是有代表性的考

题，考察对法的几种功能的理解。 与之相联系，应注意与社

会主义法的功能相比较，尤其是法的规范功能应作为一个重

点来掌握。 3、法的渊源：关于法的渊源的考题历年都有，

一类是资本主义法有哪些渊源？如判断第9、10题；另一类是

区别社会主义法律渊源与法律体系的概念，如判断第8、11

、13题，选择第1题。 4、法的分类：注意分类的标准和角度

不同。适宜出判断与选择题。 5、法与其他上层建筑和经济

基础的关系。适宜出简答题，如简答题第1、2题。注意联系

社会主义法的相关理论，尤其是社会主义法对经济体制改革

的作用，社会主义法律意识对法制建设的作用等带有一定现

实意义的热门问题。对这类简答题不宜死记硬背，应注意分

析这一类问题的套路，如：法与道德，法与政策的关系是比

较同异，比较时从法的特征出发；而法与其他现象的关系则

是相互作用。 （二）资本主义的法1、资本主义法的特征。

适宜出判断或选择题。 2、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的区别：这



一内容在历届律考中重见叠出，屡考不厌。如判断第10题、

第2题，选择第12题。也不排除此部分考简答题的可能性。 3

、资本主义法的分类。请注意公法与私法的分类。 （三）社

会主义法的理论 一般理论参见法的一般理论。 关于社会主义

法的规范分析无重点可言，参见前列知识点分布图，图中各

点几乎全部考到过，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当属法律规范、法

律关系和法的适用中的问题。复习此部分，应注意把握概念

及其相互关系。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