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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6_B3_95_c80_531809.htm 一、法律体系与法律部门 （一

）法律体系，是指一国的部门法体系，具有以下特征： 1.法

律体系是指一国本国法律规范构成的体系； 2.法律体系是指

一国现行国内法所构成的体系； 3.法律体系是由一国现行的

全部法律规范所组成的不同类别的部门法所构成的体系 4.法

律体系是由既相对独立而又具有内在联系的法律部门所构成

的体系 （二）法律部门，亦称部门法，是指根据一定的标准

和原则对一国现行全部法律规范所作的分类。法律体系是由

若干个法律部门组成的有机联系的整体，法律部门是构成法

律体系的基本单位。 中国法学界一般认为，划分法律部门的

标准有两个：法律调整的对象和法律调整的方法。划分原则

主要有以下几种：客观原则、目的原则、平衡原则、发展原

则、主次原则。 二、当代中国的法律体系 根据法律所调整的

社会关系以及调整方法的不同，可以把我国法律体系划分为

以下主要的法律部门：宪法、行政法、民商法、经济法、劳

动与社会保障法、科教文卫法、自然资源与环境保护法、刑

法、诉讼法、军事法。 法律要素 法律要素是指构成法律的基

本因素或元素。一般认为，法律由规则、原则和概念三种要

素构成。 一、法律规则 （一）法律规则是采取一定的结构形

式具体规定人们的法律权利、法律义务以及相应的法律后果

的行为规范。 （二）法律规则的种类：1.授权性规则与义务

性规则；2.确定性规则、委任性规则和准用性规则；3.强行性

规则与任意性规则。 （三）法律规则的结构：在逻辑结构上



，任何一个完整的法律规则都是由假定（条件）、行为模式

和法律后果三部分构成的。应当将法律规则和法律条文区别

开来，法律规则是法律条文的内容，法律条文是法律规则的

表现形式。 二、法律原则 （一）法律原则是指在一定法律体

系中作为法律规则的直到思想、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稳定

性原理和准则。 （二）法律规则与法律原则的区别：在内容

上，法律规则的规定是明确具体的，而法律原则其要求比较

笼统、模糊；在适用范围上，法律规则只适用于某一类型的

行为，而法律原则具有宏观指导性，其适用范围比法律规则

更宽广；在适用方式上，法律规则是以“全有或全无的方式

”应用于个案当中，而不同强度甚至冲突的原则都可能存在

于一部法律之中；在作用上，法律规则具有比法律原则强度

大的显示性特征。 三、法律概念 （一）法律概念，是对各种

法律事实进行概括，抽象出它们的共同特征而形成的权威性

范畴（术语）。 （二）法律概念的种类： 1.依照法律概念所

涉及的因素，可将其分为四类：主体概念、关系概念、客体

概念、事实概念； 2.依照其所涉及的内容，法律概念可分为

：涉人概念、涉事概念、涉物概念。 下面来看一些历年真题

： 2006年真题：8、划分法律部门时，首先应考虑和坚持的原

则是（B） A、客观原则 B、目的原则 C、平衡原则 D、发展

原则 [分析]我国法学界对法律部门的划分原则分别是：客观

原则；目的原则；平衡原则；发展原则和主次原则。其中，

目的原则直接体现了划分法律部门的目的，有助于帮助人们

了解、掌握本国现行法律。目的原则是最应首先考虑和坚持

的原则，如果划分不利于该原则，划分法律部门就毫无意义

。故本题答案为B. 1、（分析题）运用法理学理论和知识分析



下列材料，并回答问题： 2005年11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商

务部发布了《酒类流通管理办法》，该《办法》第十九条规

定：“酒类经营者不得向未成年人销售酒类商品，并应在经

营场所显著位置予以明示”；第三十条规定：“违反本办法

第十九条规定的，由商务主管部门或会同有关部门予以警告

，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处两千元以下罚款。” 问题：

（1）《酒类流通管理办法》属于我国哪一类法律渊源？ （2

）运用法律规则的逻辑结构理论和知识，分析材料给定的法

律规则的逻辑结构。 （3）从行为模式角度分析材料给定的

法律规则的种类。 （4）材料给定的法律规则所确定的法律

责任属于哪一种类 [分析]（1）国务院所属各部、各委员会和

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直属机构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发布的规

范性法律文件为行政规章中的部门规章。因此，商务部发布

的《酒类流通管理办法》应属于部门规章或行政规章。 （2

）法律规则主要由假定、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三个要素组成

；假定是法律规则中有关适用该规则的条件和范围部分，行

为模式是指法律规则中规定人们如何具体行为的方式或范型

的部分，即作为或不作为的具体行为模式，法律后果是指法

律规则中对遵守规则或违反规则的行为予以肯定或否定评价

的部分。《酒类流通管理办法》第十九条中规定的“酒类经

营者”为假定：“不得向未成年人销售酒类商品，并应在经

营场所显著位置予以明示”为法律规则中的“行为模式”。

第三十条的规定“予以警告，责令改正”和“处两千元以下

罚款”是法律规则中的“法律后果”。 （3）从“不得向未

成年人销售酒类商品”这一行为模式角度而言，材料给定的

法律规则属于“禁止性法律规则”；从“应在经营场所显著



位置予以明示”这一行为模式角度而言，材料给定的法律规

则属于“命令性法律规则”；因为禁止性法律规则和命令性

法律规则可以合称为“义务性法律规则”，因此材料给定的

法律规则总体上属于“义务性法律规则”。 （4）因违反行

政法规而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属于行政责任，《酒类流通管理

办法》是行政法，因此，材料给定的法律规则所确定的法律

责任属于行政责任。 2005年真题： 6、法律规则可以分为授

权性规则和义务性规则，这一分类所依据的标准是（A） A、

法律规则规定的内容 B、法律规则对人们行为规定和限定的

范围或程度 C、法律规定内容的确定性程度 D、法律规则所

包含的社会关系 [分析]法律规则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

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具有严密逻辑结构的行为规则，它以主体

的权利和义务为中心内容，属于社会规则的范畴。在不同的

分类标准下，法律规则可以有不同的类别。根据法律规则调

整行为的方式不同，分为授权性规则和义务性规则。授权性

规则，即规定人们可以做出某种行为的法律规则。在法律中

，有关权利和自由的规定均属于授权性规定。义务性规则，

即规定人们必须做出某种行为或不得做出某种行为的法律规

则。故本题答案为A. 13、在我国，依据法律部门划分的标准

和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属于（B

） A、行政法 B、宪法 C、社会保障法 D、民法 [分析]法律部

门又称部门法，是根据一定标准和原则所划定的同类法律规

范的总称。法律部门的划分标准是法律的调整对象（特定的

社会关系）为主，辅助于特定的调整方法。宪法部门内容是

关于国家、社会和公民的根本和基本的问题。即表现宪法内

容的规范性法律文件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人民代表大



会组织法、国务院组织法、法院组织法、国籍法、国旗法、

国徽法、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检察院法；民法是关于平

等主体间的财产和人身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财产关系与

物相关的占有与流转的关系；人身关系与身份和生命相关的

社会关系，如姓名权、名誉权、健康权等。与两者都相关的

是知识产权，如著作权、发明权、专利权等。文件形式包括

（民法通则、婚姻法、继承法、收养法、著作权法）。行政

法部门是关于国家行政管理活动法律规范的总称。表现形式

有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条例、中国行政处罚法、治安管理

条例、审计法、海关法、警察法、公务员条例等。劳动和社

会保障法是调整劳动关系和相关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是关于国家行

政根本问题的法律文件，属于宪法部门。故本题答案为B.

2004年真题：1、下列选项中，不属于法律规则构成要素的是

（D） A、假定 B、行为模式 C、法律后果 D、概念 [分析]法

律规则是采取一定的结构形式具体规定人们的法律权利、法

律义务以及相应的法律后果的行为规范，其逻辑结构分为假

定（条件）、行为模式及法律后果三要素。A、B、C三项均

属于法律规则的构成要素，故本题答案为D. 4、一个国家全

部法律部门所构成的有机联系的整体是（B） A.立法体系 B.

法律体系 C.法学体系 D.法系 [分析]本题考查立法体系、法律

体系、法学体系和法系这几个相关概念之间的区别。立法体

系一般有两种含义：（1）享有立法权的国家机关制定的具有

不同等级效力的各种规范性法律文件的体系；（2）国家机关

制定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活动体系，即国家立法权的划分体系

（就是何种主体享有何种立法权限的问题）。法学体系，又



称法学分科的体系，即法学各个分支学科构成的有机联系的

统一整体。其中心问题是法学内部各分支学科的划分。法系

是指根据法的历史传统和外部特征的不同，对法所做的分类

。凡属于同一传统的法律就构成一个法系。法律体系是指一

国的部门法体系，即将一国现行的全部法律规范根据一定的

标准和原则划分成不同的法律部门，并由这些法律部门所构

成的具有内在联系的同一的整体。故本题答案为B. 2、下列选

项中，可以成立的表述是（ABCD） A、法律条文是表示法律

规则的形式 B、正当防卫不属于法律责任减轻与免除的条件

C、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第一次将法律划分为公法与私法 D、

法不溯及既往是为了更好地保障公民权利 [分析]法律规则是

内容，法律条文是形式。法律规则的完整的内容，往往通过

多个法律条文加以表达。法律责任中的无责指的是行为人虽

然事实上或形式上违反了法律，但由于其不具备法律应负责

任的要件的要求，因而没有且不承担法律责任。例如：不可

抗力、紧急避险、正当防卫、行为主体没有责任能力。罗马

法学家乌尔比安首次提出了公法和私法的划分，后来的《查

士丁尼法学总论》将这种划分进一步确定为正式的法律分类

。法不溯及既往原则，是指新的法律颁布后，对其生效以前

所发生的事件和行为没有适用效力，其例外是采用“从旧兼

从新”原则。从保护公民权利和自由出发，法不溯及既往已

成为大多数国家所采用的一个原则。故本题答案为ABCD.

2003年真题： 3、（判断）在构成法律规范的条件、模式、后

果等三种要素中，居于核心位置的是模式。 [分析]正确。 法

律规则是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具有

严密逻辑结构的行为规则，它以主体的权利和义务为中心内



容，属于社会规则的范畴。法律规则的逻辑结构，一般采用

三要素说：假定、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 （1）假定。是指

法律规则适用的时间、空间、主体、对象以及方式等等事实

状态的设定。 （2）行为模式。即法律规则中对主体行为方

式的要求，共分为三种情况：A、确定主体的权利及其实现

方式，允许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做什么；B、确定主体的义务，

要求必须做出一定的行为；C、明确主体的义务，禁止做出

一定的行为。 （3）法律后果。法律主体遵守或违反行为模

式中的规定所引发的后果。行为模式是法律规则中的核心部

分，也是不可以省略的部分。 百考试题编辑预祝大家金榜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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