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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学基本理论对大学生来说是一门法学类基础课程，对社会的普通民众来说也是了解法律知识的
常识课程。过去只有法律专业的学生才涉足这门课程，其他非专业的学生或普通社会民众很少愿意或
有机会了解这门课程，也很少能够接触到这门课程的教材。随着依法治国理念不断深入人心，人们的
法律意识越来越强，在一般的普通院校中，大学生越来越多地选取这门公共选修课，也有越来越多的
普通民众愿意阅读这类的书籍。可以说，法学基本理论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追捧。但是，过去的法
学基本理论教材的编写不尽人意，原因是这方面的教材都是从学科的角度出发去组织编写的，学科性
、体系性、完整性太强，使得接触这门课程的普通民众很难看得懂，普通的大学生也很难将教材的内
容与老师讲解的内容结合起来，导致许多选修这门课的学生根本就不看教材，整个学期结束了，教材
还是崭新的，老师一问学生，学生的回答是“能听懂但看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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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讲 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
——以孙志刚事件为例
第二讲 社会管理的诺亚方舟
——以郭美美事件为例
第三讲 公民意识是一种责任意识
——以大学生“黑客”事件为例
第四讲 人民调解能解困促和谐
——以网络遗产继承纠纷为例
第五讲 民法是权利本位法
——以“人肉搜索第一案”为例
第六讲 家暴是婚姻关系的毒瘤
——以李阳家庭暴力事件为例
第七讲 继承是与生俱有的权利
——以钟叶氏遗产继承案为例
第八讲 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可侵犯
——以江西省宜黄自焚事件为例
第九讲 网络侵权是特殊的侵权
——以“海运女”事件为例
第十讲 驰名商标的特殊保护
——以卡地亚事件为例
第十一讲 恶意买卖违反合同法的原则
——以淘宝商城事件为例
第十二讲 企业经营管理的“宪法”
——以国美电器股权之争事件为例
第十三讲 公司经营风险的特殊化解
——以中华网投资集团破产案为例
第十四讲 谁能守护证券资本市场
——以带头大哥777和余凯股票操纵案为例
第十五讲 虚拟财产亦不容侵犯
——以“天龙八部”网络游戏案为例
第十六讲 刑罚是惩罚犯罪的强制方法
——以深圳“永利高”网络赌博案为例
第十七讲 治安管理是社会秩序的调节器
——以“密码外泄门”事件为例
第十八讲 政府是民权的保护者
——以“最牛钉子户”事件为例
第十九讲 法律一般禁止的解除
——以“BT中国联盟”关闭为例
第二十讲 政府调控的权力边界
——以商品房“限购令”为例
第二十一讲 转型期社会的契约精神
——以商品房“降价退房潮”为例
第二十二讲 新型消费维权的困境
——以网购毁容事件为例
第二十三讲 社会保险法给社会上“保险”
——以上海社保基金案为例
第二十四讲 企业应重视社会责任的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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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富士康员工跳楼事件为例
第二十五讲 劳动法是劳动者的保护神
——以南海本田停工事件为例
第二十六讲 劳动合同的法律边界
——以“华为奋斗者事件”为例
第二十七讲 刑事程序具有独立价值
——以赵作海案件为例
第二十八讲 程序是正义的蒙眼布
——以彭宇案为例
第二十九讲 在权利救济中矫正政府行为
——以“钓鱼执法”事件为例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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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对此，国务院出台的关于住房限购的文件与行政许可无关，以《行政许可法》为依据分析“限购
令”的合法性在概念上存在偏差。　　第一，关于行政许可的概念，理论上虽然有不同的观点，有的
学者认为，行政许可指的是行政机关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在一定条件下解除禁止、准许个人或组织从
事某种活动的行政行为。而有的学者认为，行政许可是指行政主体应行政相对人的申请，通过颁发许
可证、执照等形式，依法对申请人解除从事某种活动或实施某种行为权利的限制的行政行为。还有学
者认为，行政许可是指行政许可主体针对行政相对人的申请，依法判定并确认行政相对人是否已具备
从事某种特定活动或实施某种特定行为的条件或资格，并对经判定并确认的活动或行为进行全过程依
法监管的过程性行政行为。但无论采取哪种认识，行政许可在“相对人申请”和“行政机关解除禁止
或赋予权利”这两个基本要素上是一致的。　　从“限购令”的相关规定看，“限购令”是对存在一
定条件的居民家庭，限购1套住房或者暂停在本行政区域内向其售房，这和行政许可设定是明显不同
的两个范畴。　　行政许可是有限设禁和解禁的行政行为，其许可的内容是国家一般禁止的活动。但
“限购令”是对存在一定条件的居民家庭，限购1套住房或者暂停在本行政区域内向其售房。对购房
这一活动来说，国家是没有限制的；其只是对已拥有2套及以上住房的当地户籍居民家庭、拥有1套及
以上住房的非当地户籍居民家庭、无法提供一定年限当地纳税证明或社会保险缴纳证明的非当地户籍
居民家庭，暂停在本行政区域内向其售房。在设定限制后，除非“限购令”终止，否则也不存在特定
条件下解禁的情形。　　第二，“限购令”是设定新行政许可的观点。有些地区要求房地产开发企业
或房地产经纪企业核实购房人的《家庭成员情况申报表》信息，有些地区要求购房人在网签备案前到
房地产登记中心申请出具《住房情况证明》，这些环节表现出较强的行政审批特征，与依申请行政行
为的特征相类似。但从“限购令”本身的规定看，其并不具备设定行政许可这一层面的内容。　　从
行政许可设定的技术层面看，设定行政许可，应当明确行政许可事项、行政许可的实施机关等基本内
容。认为购房属于行政许可事项，恐怕与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不相容；并且对多数人来说，购房是不
存在限制的。另外，如果认为“限购令”是设定新行政许可，那么行政许可的实施机关是哪一机关将
成为问题。购房过程中提供的《住房情况证明》性质上属行政证明，不是行政许可。而如果认为存在
行政许可，那么行政许可审查只可能发生在房地产转移登记审查环节，行政登记实施机关在登记同时
又承担行政许可审查职能，在逻辑上也没有必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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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孙平、王春穗主编的《网络社会与法律知识》主要分四部分进行：第一部分是将整个需要介绍的法律
用一位法律名家的“法言法语”来进行概括，通过法言法语来介绍一下法律界的名家，这样可以从人
物的角度入手来介绍一下法律方面的理论知识。第二部分是网络案例的介绍，这部分主要是结合需要
介绍的法律知识来介绍网络案例的情况。第三部分是案例分析，这部分从整体性的角度来思考问题，
既通俗易懂又不落俗套，说事、说理与说法相结合。第四部分罗列一些网络案例涉及到的相关法律法
规规定。    这本书是为普通大学生开设公共选修课和普通民众学习法律基础知识而设计的，通过案例
教学法的方式，使对每一部法律的讲解都以一个网络上很有特点的案例相连接，通过案例的讲解，介
绍了法律的规定及法律的精神，使本书更加贴近读者，更加贴近社会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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