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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面向"十二五"高等院校应用型人才培养规划教材:法学原理》通过讲授法学基本原理相关知识，旨在
引导学生通过独立总考、自主学习进入到法学体系的殿堂，以使学生在掌握法理学的基本知识理论的
前提下，提高法律思辨能力，并使学生学会运用法学基础理论分析、解释和解决部门法与法律实践中
的各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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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侯纯，北京大学科技法学博士，教授，现任燕山大学文法学院法学系系主任，中国科技法学会理事。
从事高等教育教学工作20多年，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专业论著丰富。 武红羽，吉林大学法学博士，
燕山大学文法学院法学系专职教师。近年来主持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法律义务的实
证研究》，发表论文多篇，对法学案例教学法颇有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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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1章法学研究与法学理论 1.1法学理论概述 1.2法学的历史 1.3法学的研究对象 1.4法学的研究方法 第2
章法的概念 2.1 法的定义 2.2法的本质 2.3法的特征 2.4法的作用 第3章法的要素 3.1法的要素概述 3.2法律
规则 3.3法律原则 3.4法律概念 第4章法律体系 4.1法律体系概述 4.2法律部门 4.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
体系 第5章权利与义务 5.1权利与义务在法律中的地位 5.2权利与义务释义 5.3权利与义务的关系 第6章
人权 6.1人权基本内涵的理论阐释 6.2人权的制度表达 第7章法律责任 7.1法律责任释义 7.2法律责任的认
定与归结 7.3法律制裁 第8章法律程序 8.1法律程序的概念 8.2法律程序的特征 8.3法律程序的分类 8.4法
律程序的作用 8.5法律程序的价值 8.6正当法律程序 第9章法的发展 9.1法律发展释义 9.2法律发展的途径
9.3法律发展的主体 9.4法律发展的资源 第10章法的运行 10.1 立法 10.2 守法 10.3 司法 10.4执法 第11章法
律方法 11.1法律方法释义 11.2法律思维方式 11.3法律解释 11.4法律推理 第12章法的价值 12.1法的价值释
义 12.2秩序 12.3 自由 12.4正义 第13章法治与法治国家 13.1法治概说 13.2现代法治的基本理念和基本原
则 13.3现代法治的社会基础 13.4中国的法治国家建设 第14章法与社会 14.1法与道德 14.2法与市场经济
14.3法与科技 14.4法与宗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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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2.生存权和发展权的统一 中国把生存权当做首要人权，认为使人民享有免受饥饿的权利是
最基本的人权。人权的一个根本问题，是人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也就是人能否真正掌
握自己命运的权利。在同一时期的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人权的内容和对于人权的要求可
能是不同的，但如果没有生存权，其他一切人权均无从谈起。生存权不仅是中国人民长期革命斗争争
取的首要人权，而且，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政府也始终把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作为自己的头等大事
和最紧迫的任务。中国用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这是中国对保护整个人类生存权
的最大贡献，但是，中国并不仅仅满足于争得生存权，而且还致力于保障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和
社会各方面的发展权。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政府也一贯主张生存权和发展权是广大第三世界发展中国
家最基本的人权。 3.人权与主权的统一 人权与主权的基本关系应该是：人权是根本目的，主权是实现
普遍人权的根本手段；没有主权，一般就没有人权，主权可以保护人权，但有主权并不等于就有人权
。所以，国家主权是人权的重要部分，人权从属于主权。 （1）维护人权必须以尊重各国主权为前提
，也只有捍卫了自己国家的主权才能够有效地维护人权。因为，一个国家必须首先争得独立权，才能
使民族享有生存权，这正是其他一切人权赖以存在的前提。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中，国家主权以自决权的形式被放在第1条：“所有人民都有自决
权。他们凭这种权利自由决定他们的政治地位，并自由谋求他们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 （2
）国际法的主体只能是国家，一个国家如何具体保障人权，只能由该国人民和政府根据本国国情自主
地加以选择。如果要求主权国家在人权问题上放弃国家主权，或者利用人权问题对别国施加压力，这
只能是干涉别国内政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表现。归根结底，人权在本质上只是一个国家主权范围
的问题。 （3）有关人权保护的国际法规定，只有通过各主权国家的认可，并具体化为国内立法，才
能转化为现实。因此，我国高度重视国家主权在人权中的地位，一贯把维护主权的努力放在优先地位
。至于人权的国际保护与主权不容侵犯、内政不容干涉的二者关系，关键在于“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
都要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一方面搞好本国的人权保障，一方面对人权问题进行善意的批评，尊重
别国的主权。”要解决好国际人权问题，就必须在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公正合理的
国际新秩序，同时，要坚决反对利用资产阶级人权制造动乱，搞分裂，破坏社会的安定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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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面向"十二五"高等院校应用型人才培养规划教材:法学原理》是面向“十二五”高等院校应用型人才
培养规划教材，由侯纯、武红羽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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