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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启富  男，1938年生，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曾任中国政法大学常务副校长。曾兼任
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市法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权研究会常务理事。1999年享受国家
特殊津贴。    长期从事《法理学》的教学和研究，先后发表《论法的概念》、《论法的阶级性和社会
性》、《浅谈技术法规》等论文近30篇。撰写或参与撰写《马克思主义法学论著导读》、《中国法理
纵论》、《中国法理学研究综述与评价》等多部著作。主编《人权问题的法理学研究》、《中国人权
的司法保障》等著作。1998年主编《法律辞海》，全书约500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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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二）我国主要法律部门 构成当代中国的法律体系的主要法律部门包括：宪法、行政法、
民法、商法、经济法、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自然资源与环境保护法、刑法、诉讼法。 1.宪法。宪法
作为一个法律部门，在当代中国的法律体系中具有特殊的地位，是整个法律体系的基础。它不但反映
了当代中国法的本质和基本原则，也确定了其他部门法的指导原则。宪法规定我国的各种基本制度、
原则、方针、政策，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主要国家机关的地位、职权和职责等。宪法部门最基本
的规范，主要反映在《宪法》这样的规范性文件中。宪法是我国的根本法，居于最高的法律效力，其
他任何法律、法规都不能违反宪法，与宪法相抵触。 除了《宪法》这一主要的、居于主导地位的规范
性法律文件外，宪法部门还包括以下几个附属性的法律： （1）主要国家机关组织法。这些组织法包
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地方各
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国
务院组织法》以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等。 
（2）选举法。主要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中国人民解放军选
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办法》等。 （3）民族区域自治法。主要是《民
族区域自治法》，它是我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基本法。 （4）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包括《香港
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5）授权法。授权法是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
其常委会为授权国务院或者其他国家机关制定某种规范性文件而颁布的法律，不包括根据授权而制定
的规范性文件。如全国人大于1985年制定的《关于授权国务院在坚持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可以制
定暂行的规定或者条例的决定》等。 （6）立法法。主要是《立法法》。 （7）国籍法和其他公民权利
法。主要包括《国籍法》、《义务教育法》、《残疾人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妇女权益
保障法》等。 1.5.10下列哪些法律文件属于宪法性文件？（1998年卷一第62题） A.《义务教育法》 B.
《未成年人保护法》 C.《国籍法》 D.《关于授权国务院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可以制定暂行
的规定或者条例的决定》 ——应当选择ABCD。本题主要考查法律部门中宪法部门的规范性法律文件
。根据前文讲述可以看到四个选项都是正确的。此外，注意构成其他法律部门的主要规范性法律文件
，类似的题目才能游刃有余。 2.行政法。行政法是调整国家行政管理活动中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
的总和。它包括规定行政管理体制的规范，确定行政管理基本原则的规范，规定行政机关活动的方式
、方法、程序的规范，规定国家公务员的规范等。行政法包括一般行政法和特别行政法，涉及范围广
，如治安、民政、工商、文化、教育、卫生、税务、财政、交通、环境等各方面的行政管理法规。我
国一般行政法方面的规范性文件较少，主要有《行政复议法》、《行政处罚法》、《行政监察法》、
《政府采购法》等。特别行政法方面有《食品安全法》、《药品管理法》、《治安管理处罚法》、《
邮政法》、《海关法》、《铁路法》等。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我国在行政管理领域要求国家行
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认真依法行政、坚持法治原则，并接受各方面的监督，这方面的法律制定工作将
更加得到重视，相关的行政法部门也将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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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等教育法学应用教材:法理学(第2版)》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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