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9年注册会计师考试新制度经济法：第一章导读注册会计

师考试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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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6_B3_A8_c45_645205.htm 第1章 导读 一、本章大纲 二、

重点导读 第一节 法律的一般理论 一、法律的特征 (一)法律是

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行为规范 (二)法律是由国家强制力保证

实施的行为规范 (三)法律是调整人的行为和社会关系的规范 (

四)法律是规定权利和义务的行为规范 二、法律规范 (一)法律

规范的种类 从不同的角度，可以对法律规范进行不同的分类

： 1.按照规范的内容不同，法律规范可以分为授权性规范和

义务性规范。 2.按照规范对人们行为规定或限定的范围或者

程序的不同，法律范可分为强行性规范与任意性规范。 3.按

照规范内容的确定性程序不同，可以把法律规范分为确定性

规范与非确定性规范。 (二)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 一般认为法

律规范由假定(或称条件)、模式和后果三个部分构成。在法

律规范的逻辑结构上，假定、模式是后果的前提，后果是对

人们遵守或违反假定和模式的认定。 三、法律渊源和法系 (

一)法律渊源 经济法的法律渊源主要有以下几种： 1.宪法。由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和修改。 2.法律。法律是由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制定的规范性文件。 3.行政法规。行政

法规是指作为国家最高行政机关的国务院制定的规范性文件

，其地位和效力仅次于宪法和法律。 4.地方性法规。 5.部门

规章。 6.司法解释。 7.国际条约或协定。 (二)法系 大陆法系

，又称罗马法系、民法法系、成文法系。 普通法系，又称英

美法系、海洋法系或判例法系。 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的主要

区别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法律渊源不同 2.法官权限不同 3.



诉讼程序的不同 四、法律体系 我国的法律关系是以宪法为核

心。 我国有七个法律部门：宪法及宪法相关法、刑法、行政

法、民商法、经济法、社会法、程序法。 五、法律关系 (一)

法律关系概述 1.法律关系是一种意志关系，属上层建筑范畴

。 2.法律关系是根据法律规范建立并得到法律保护的社会关

系。 3.法律关系是以权利义务为内容的具体的社会关系。 (

二)法律关系的主体 法律关系的主体，又称权利主体，即法律

关系的参加者，是法律关系中权利的享受者和义务的承担者

。享有权利的一方称为权利人，承担义务的一方称为义务人

。要成为法律关系的主体，应当具备权利能力和相应的行为

能力。 法律关系的主体包括公民(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国家。 1.权利能力。权利能力是权利主体享有权利和承担

义务的资格。 2.行为能力。行为能力是指权利主体能够通过

自己的行为取得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能力。 根据我国《民法通

则》的规定，自然人分为完全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力人

和无行为能力人三种： (1)完全行为能力人。十八周岁以上的

公民是成年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可以独立进行民事

活动，是完全行为能力人。十六周岁以上不满十八周岁的公

民，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视为完全民事行

为能力人。 (2)限制行为能力人。十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不

能完全辩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是限制行为能力人，可以进

行与他的精神健康状况相应的民事活动.其他民事活动由他的

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征得法定代理人的同意。 (3)无行为能

力人。不满十周岁的未成年人、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

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民事活动。 

社会组织作为法律关系的主体也应当具有权利能力和行为能



力，但是，其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不同于自然人。以法人为

例，法人的权利能力、行为能力在法人成立时同时产生，到

法人终止时同时消灭。 (三)法律关系的内容 权利与义务是法

律关系的内容。 权利是法律允许权利人为了满足自己的利益

可以作为或不作为，或者要求他人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

为，并有他人的法律义务作保证的资格。 义务则是法律规定

的义务人应当按照权利人要求从事一定行为或不行为，以满

足权利人的利益。 (四)法律关系的客体 法律关系客体，是指

法律关系主体间权利义务所指向的对象。 法律关系的客体可

以分为以下几类：物、行为、人格利益、智力成果。 (五)法

律关系的变动原因法律事实 所谓法律事实，是指法律规范所

规定的，能够引起法律后果即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的

客观现象。根据不同的标准，法律事实可以分为两类：事件

和人的行为。 1.事件。与当事人意志无关，但能够引起法律

关系发生、变更和消灭的客观情况。 能够导致一定法律关系

的产生、变更和消灭的事件有： (1)人的出生与死亡。人的出

生与死亡能够引起民事主体资格的产生和消灭，也可能导致

人格权的产生和继承的开始等。 (2)自然灾害与意外事件。

(3)时间的经过。时间的经过可以引起一些请求权的发生或消

灭。 2.人的行为。人的行为指人的有意识的活动，包括自然

人和法人的活动。根据人的行为是否属于表意行为，可以分

为两类： (1)法律行为，即以行为人的意思表示为要素的行

为. (2)事实行为，即是与表达法律效果、特定精神内容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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