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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4/2021_2022_2011_E5_B9_

B4_E6_B3_95_c80_644446.htm 在准备应试过程中，要着重了

解最近几年，法理学考试大纲所新补充的一些基本理论。据

初步统计，最近几年，主要在以下三章中补充了一些新的理

论问题，这主要是第四章，法的作用中增补了当代中国法律

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第十三章法治中，第一节

增补了法治与人治，法治与德治，第二节增补了社会主义民

主与社会主义法治的关系，第三节增补了法律至上原则和正

当程序原则，第四节增补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依法治国的

方略和实施。第十四章法与社会中增补了法与道德的联系，

法与道德的冲突。在上述新补充的理论问题中，最近几年已

经考过两个论述题，一个是联系实际，认识我国社会主义法

治建设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保障作用，另一个是联

系实际，认识社会主义法治如何保障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

这两个问题可以说是我们法理学当中或者法治理论中的重点

问题。虽然这个重点问题已经考过了，但是我们在复习当中

还不能放松，还需要对这两个理论问题加以充分的理解和认

识。 在其他新补充的理论当中，有些问题是一个难点，有一

定的难度，我们要在复习应试过程中对这些难点问题要加以

充分的重视。为了帮助同学们能够深刻理解这些新补充的基

本理论问题，我想着重帮助大家解析两个难度较大的问题。 

第一，关于德治问题，这个问题是最近两年才提到法理学理

论当中的，德治问题在我们国家虽然有几千年的历史，但是

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并没有统一，就是我们当前人们在这



个问题上看法也不完全一致，为了帮助大家能够正确的理解

德治问题，我着重讲以下几点意见。 第一个问题，所谓德治

就是以德治国，运用道德规范、道德观念、道德原则治理国

家，治理社会。第二，德治并不等于人治，德治既可以同人

治相联系，又可以同法治相联系。第三，从历史上，古今中

外，治理国家和社会，在加强法治的同时，必须结合德治，

只有法治与德治并重，才能治理好国家。第四，从我国当前

的现实情况看，法治与德治并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

义，法治与德治是一种互补的关系，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

第五，在认识法治与德治并重的时候，还要明确以下两个基

本理论问题。一是我们所讲的德治就是要用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社会主义道德要求来教育人们，引导人们，要摒弃封建

的资本主义的道德观念。二是必须坚持法治为主，德治为辅

，“法主德辅”的治国方略，这个是一个重点问题。也是一

个难点问题。希望同学们根据大纲的要求，对德治问题加深

理解。我所讲的这几点意见供同学们在学习当中参考。 第二

个问题，关于法律至上的法律原则问题，法律至上的原则是

法理学应试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它也有一定的难度

，如何把握法律至上这个原则的主要内容和精神，我想提出

以下几点认识供同学们参考。 第一，所谓法律至上，就是指

法律在社会生活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最高权威。这是法

治国家的基本标志。没有法律至上，不可能有真正的法治。 

第二，法律至上原则主要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确立法律至高

无上的地位。一是要求所有的公民、社会组织、社会团体，

包括一切政党都必须服从法律。二是要求一切国家机关，包

括武装力量，都必须依法办事，国家权力要受法律的约束。



三是要求其他一切社会规范都必须符合法律精神，不能否定

法律效力或与法律相冲突。 第三，我们讲法律至上，在我们

国家实际上就是讲人民意志至上，我们的法律是广大人民的

共同意志的体现，这也是法治与人治的区别所在。 第四，在

我们国家提出法律至上就是强调宪法至上，确立宪法具有最

高权威，最高效力。所有的法律都必须依据宪法，任何组织

和个人都必须服从宪法和法律。第五，法律至上原则并不否

认共产党的领导，我们的宪法和法律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在

党的政策指导下，通过特定的国家机关制定的，强调法律至

上正是党的领导方式的转变，要依法办事，依法治国。 因为

新补充的内容很多，今天就着重讲这两个比较难的问题。其

他问题希望同学们在复习中能够予以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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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