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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0/2021_2022__E7_AC_AC_

E4_BA_8C_E8_8A_82_E7_c36_50896.htm 一、社会主义法律文

化的概念社会主义法律文化是指与社会主义法有关的各种活

动的成果，如人们对法以及法的现象的看法，法在社会生活

中的地位，法的内容及其表现形式，法律技术水平，解决争

端的态度和主要方式以及法律意识的特点，等等。它由法律

心理、法律观点、法律理论、法律规范和法律制度五个要素

组成。二、我国现阶段的法律文化当代中国存在着多种法律

文化,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一）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

律文化。（二）我国自古以来的传统法律文化。（三）来自

前苏联的法律文化。（四）来自西方国家的法律文化。在我

国现阶段的法律文化中，上述四种法律文化的地位是不同的

。第一种法律文化居于主导地位，其余三种法律文化居于次

要地位。三、社会主义法律意识与法律文化的关系社会主义

法律意识渗透在法律文化之中，法律文化又包含了法律意识

，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社会主义法律意识与法律文化

的联系表现在：（1）两者赖以建立的经济基础相同；（2）

两者所体现的阶级意志相同。社会主义法律意识与法律文化

的区别表现在：（1）从性质上看，社会主义法律意识属于思

想上层建筑，社会主义法律文化中的法律规范和法律制度则

属于政治上层建筑。（2）从属性上看，社会主义法律意识本

身没有强制性，而社会主义法律文化中的法律规范和法律制

度则具有强制性。（3）从内容上看，社会主义法律意识仅仅

是人们的法律思想模式，而社会主义法律文化不仅是人们的



法律思想模式，而且还是人们的法律行为模式。社会主义法

律意识与法律文化是相互制约的。一方面，社会主义法律文

化中的法律规范和法律制度总是在一定的社会主义法律意识

的指导下创制的。另一方面，一定的法律规范和法律制度一

旦形成又对法律意识起着积极的引导作用，它可以引导人们

形成符合现行法律的、新的法律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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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