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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6_B3_95_c80_531828.htm 1.法的继承：是不同历史类型的

法律制度之间的延续和继受，一般表现为旧法对新法的影响

和新法对占旧法的承接和继受。法的继承是客观存在的，法

就是在继承中发展的。 法的移植：是指在鉴别、认同、调适

、整合的基础上，引进、吸收、采纳、摄取、同化外国法，

使之成为本国法律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为本国所用。 法的

继承体现时间上先后关系，法的移植则反映一个国家对同时

代其他国家法律制度的吸收和借鉴，法的移植的范围除了外

国的法律外，还包括国际法律和惯例。 2. 当代世界主要法系

有三个： （1）大陆法系； （2）英美法系； （3）社会主义

法系。大陆法系最早产生于欧洲，以罗马法为历史渊源，以

民法为典型，以法典化的成文法为主要形式。它包括两个支

系，即法国法系和德国法系。 大陆法系的特点： （1）全面

继承罗马法； （2）实行法典化； （3）明确立法与司法的分

工，强调制定法的权威，一般不承认法官的造法功能； （4

）法学在推动法律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 英美法系的特点： 

（1）以英国为中心，英国普通法为基础； （2）以判例法为

主要表现形式，遵循先例； （3）变革相对缓慢，具有保守

性、“向后看”的思维习惯； （4）在法律发展中，法官具

有突出作用； （5）体系庞杂，缺乏系统性； （6）注重程序

的“诉讼中心主义”。 3.在我国，法制的用法最早见于《礼

记月令》。 4.法制，是一个国家法律制度的总和，它包括立

法、执法、司法、守法、法律监督的合法性原则、制度、程



序和过程。 5. 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要求，董必武最早提出“

有法可依”和“有法必依”。113中全会《公报》概括为“有

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十六字。“有法

可依”是社会主义法制的前提条件；“有法必依”是社会主

义法制的中心环节；“执法必严”是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关

键条件；“违法必究”是健全社会主义的有力保障。 6.亚里

士多德最早论述法治问题，《政治学》：“法治应包含两重

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

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 7.法治包含两个部分，

即形式意义的法治和实质意义的法治，是两者的统一体。形

式意义的法治强调“以法治国”、“依法办事”的治国方式

、制度及其运行机制。实质意义的法治，强调“法律至上”

、“制约权力”、“保障权利”的价值、原则和精神。 8.社

会主义法治包括形式意义的法治和实质意义的法治，是工人

阶级及其政党领导全体人民以法治国、实行依法办事的原则

、制度及其运行机制的总称。其中，“以法治国”是其外在

形式；“以法办事”是其基本要素；“全国各族人民、一切

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组织都必须在

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是其要体现的基本价值、精神和

原则；而建成在高度民主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法治（法制）

国家”，则是所要达到的目标。 百考试题编辑竭诚为你提供

全面的优质考试资料！百考试题编辑预祝大家百考试题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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