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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6_B3_95_c80_531825.htm 1、公法与私法的划分，最早是

由古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提出的。 2、我国法的效力层次可

概括为： （1）上位法的效力高于下位法； （2）在同一位阶

的法律之间，特别法优于一般法： （3）新法优于旧法。 3、

法律对人的效力，我国采用以属地主义为主，与属人主义、

保护主义相结合的原则。 4、第一次对法律关系作理论阐述

的是德国法学家卡尔。冯。萨维尼。法律关系是在法律规范

调整社会关系的过程中形成的人们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

其特征： （1）它是根据法律规范建立的一种社会关系，具

有合法性； （2）它是体现意志性的特种社会关系； （3）它

是特定法律关系主体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 5、法律关系

的主体分为： （1）公民（自然人）； （2）机构和组织（法

人）； （3）国家。在特殊情况下，国家可以作为一个整体

成为法律关系主体。公民和法人要成为法律关系的主体，享

有权利和承担义务，就必须具有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 6、

法律关系客体是指法律主体之间权利和义务所指向的对象。

它分为： （1）物：即法律关系主体支配的、在生产和生活

上所需要的客观实体： （2）人身； （3）精神产品； （4）

行为结果。 7、法律事实是法律人规范所规定的、能够引起

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的客观情况或现象。它分为法律

事件（法律规范规定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引起的法律

关系形成、变更或消灭的客观事实，分为社会事件和自然事

件）和法律行为（分为善意行为、合法行为和恶意行为、违



法行为）两类。 8、法律责任的特点： （1）承担法律责任的

最终依据是法律； （2）法律责任具有国家强制性。 根据引

起责任的性质不同，它可分为： （1）刑事责任； （2）民事

责任； （3）行政责任； （4）违宪责任。 9、法律责任的归

责原则： （1）责任法定原则； （2）公正原则； （3）效益

原则； （4）合理性原则。 10、立法：是指一定的国家机关

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制定、修改和废止法律与其他规范性

法律文件及认可法律的活动，是将一定阶级的意志上升为国

家意志的活动，是对社会资源社会利益进行第一次分配的活

动。 其特点： （1）它是以国家的名义进行的活动； （2）它

是一项国家职能活动，其目的是为了实现国家和社会生活和

有效调控； （3）它是以一定的客观经济关系为基础的人们

的主观意志活动，并且受其他社会因素的影响； （4）立法

是产生具有规范性、国家强制性的普遍行为规则的活动； 

（5）立法是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进行的专门活动； （6）立

法是有限的社会资源进行制度性的分配，是对社会资源的第

一次分配，反映了社会的利益倾向性。 百考试题编辑竭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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