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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90_86_E5_AD_A6_EF_c36_50788.htm 基本内容 一、守法 （一

）守法的涵义 守法，也称法的遵守，可以有广义与狭义两种

涵义。广义的法的遵守，就是法的实施。狭义的守法，则专

门指公民、社会组织和国家机关以法律为自己的行为准则，

依照法律行使权利、履行义务的活动。 （二）守法的意义 1. 

认真遵守法律是广大人民群众实现自己的根本利益的必然要

求。只有严格遵守法律，才能使体现在法律中的人民的根本

利益得到实现。 2. 认真遵守法律，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的必要条件。只有普通公民守法和国家公职人员严格守法和

依法办事，才能为早日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创造重要条件

。 二、违法 （一）违法的涵义 广义的违法行为，指所有违反

法律的行为，包括犯罪行为和狭义的违法行为。狭义的违法

行为，也可以称为一般侵权行为，包括民事侵权行为和行政

侵权行为，指除犯罪外所有非法侵犯他人人身权、财产权、

政治权利、精神权利或知识产权的行为。大量的法律责任是

由违法行为产生的。 （二）违法行为的构成要素 一般地说，

违法行为由以下五个要素构成： 1. 违法行为以违反法律为前

提。行为违反法律，是对法律的蔑视和否定，是对现行法律

秩序的破坏。因此要通过追究法律责任、施加法律制裁否定

违法，恢复法律秩序。以法律为准绳，既是准确追究违法，

否定非法的重要条件，也是避免枉法、防止专横的重要保证

。 2. 违法行为必须是某种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这里讲的行

为包括积极的作为或消极的不作为；违法的作为是指作出了



法律所禁止的行为；违法的不作为是指没有作法律所要求的

行为。不论是作为的违法还是不作为的违法，都具有客观性

，都不同于人们单纯的思想活动。因此，在立法和执法、司

法工作中，必须严格区分思想问题和违法犯罪行为的界限，

确认违法必须以人的行为作为客观依据。 3. 违法必须是在不

同程度上侵犯法律上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的行为。 行为的违法

性与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具有密切联系，后者是前者的基础。

人们制定并实施法，是为了通过建立一定的法律秩序，进行

社会控制、保障并促进社会发展，维护人们的利益。如果一

个行为并不侵犯法律所保护的社会关系，没有侵犯社会、国

家、集体或个人的合法利益，就不构成违法。 4. 违法一般必

须有行为人的故意或过失。当然，故意和过失在不同的法律

领域中具有不同的意义。 5. 违法者必须具有法定责任能力或

法定行为能力。 （三）违法行为与其他一些行为的区别 首先

，违法行为与违反道德的行为及其他虽不合法但也并不违法

的行为的区别。许多违法行为，是犯罪行为，同时也是违反

道德的行为。但是，并非所有违法行为都是违反道德的行为

。同样，有些违反道德的行为并不构成违法行为。其次，违

法行为与法律上无效行为的区别。违法行为当然不能发生行

为人实施违法行为时所希冀的为法律所肯定的有效结果。但

是，不能认为法律上无效的行为都是违法行为。有些法律上

无效的行为虽然没有法律效力，但也并不构成违法。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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