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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概论》

前言

　　《法学概论》是为非法学专业学生和人士学习和认识法律提供的一本“准专业”教科书。作为编
者，我们心目中的教材应该平实而简洁，自然而流畅，做到通俗易懂，详略得当，纲举目张。我们把
它作为编写的起点和宗旨，把它视为追求的希冀和目标。　　美国著名法学家庞德在《法学肄言》中
阐述：“法学是关于正义的科学。法律是实施正义的工具。”而今天的中国与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
相比，都有着更强烈、更迫切需要建立起一套与国际规则相融合的，更趋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
法制环境的愿望。与时俱进是时代的最强音，社会不断前进的步伐催生法学研究的日新月异。修改旧
法例，制定新条律，接受和服从国际通行规则的挑战和约束，无不为法学体系的建构和扩展注入全新
的视角和基础。因此，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适应法学体系更新的变化，我们也务求为读者提供
一本全新的《法学概论》。它摒弃了旧法中失效的规范，革去了传统理论体系中含混过时的原则，突
出反映新的法律规则，成熟的法律思想和趋于完善的制度原则。为所有热爱并有兴趣了解法学，以及
相对系统掌握我国法学专业基本框架、知识体系的读者奉献出一份精神食粮。　　虽然我们努力地去
实现这样的构想，但构想与现实难免会有距离，参与本书编著的是一群有着良好专业背景，致力于法
学研究和专业教育的年轻人，尽管他们目前还名不经传，但始终孜孜以求，勇于进取。编写这本《法
学概论》于我们是一种新的尝试，不妥当、不成熟之处在所难免，热切希望广大师生和专家、读者不
吝赐教、指正，以便日后我们进一步修订、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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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概论》

内容概要

《法学概论》是为非法学专业学生和人士学习和认识法律提供的一本“准专业”教科书。作为编者，
我们心目中的教材应该平实而简洁，自然而流畅，做到通俗易懂，详略得当，纲举目张。我们把它作
为编写的起点和宗旨，把它视为追求的希冀和目标。
美国著名法学家庞德在《法学肄言》中阐述：“法学是关于正义的科学。法律是实施正义的工具。”
而今天的中国与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相比，都有着更强烈、更迫切需要建立起一套与国际规则相融
合的，更趋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法制环境的愿望。与时俱进是时代的最强音，社会不断前进的
步伐催生法学研究的日新月异。修改旧法例，制定新条律，接受和服从国际通行规则的挑战和约束，
无不为法学体系的建构和扩展注入全新的视角和基础。因此，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适应法学体
系更新的变化，我们也务求为读者提供一本全新的《法学概论》。它摒弃了旧法中失效的规范，革去
了传统理论体系中含混过时的原则，突出反映新的法律规则，成熟的法律思想和趋于完善的制度原则
。为所有热爱并有兴趣了解法学，以及相对系统掌握我国法学专业基本框架、知识体系的读者奉献出
一份精神食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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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概论》

书籍目录

绪论第一章 法理学第一节 法的概念和术语一、法的概念与作用二、权利与义务三、法的渊源四、法
律关系五、法律规范六、法律责任和法律制裁第二节 法的运用一、立法二、司法三、守法与违法四、
法律解释五、法律监督第三节 法与其他社会现象的关系一、法与国家二、法与道德三、法与政策第四
节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一、法治与法制、民主二、实行依法治国的必要性三、社会主义
法治国家的涵义第二章 宪法第一节 宪法概述一、宪法的概念二、宪法的特征三、宪法和宪政四、中
国宪法的发展第二节 我国的基本制度一、我国的国体：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二、我国的政体：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三、我国的国家结构形式四、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第三节 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公
民基本权利义务的概念二、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三、我国公民的基本义务四、我国公民基本权利义务
的特点第四节 我国的国家机构一、国家机构概述二、我国的国家机构设置及其权限第三章 行政法第
一节 行政法概述一、行政法的概念二、行政法的特征三、行政法的渊源四、行政法的基本原则第二节
行政法律关系一、行政法律关系的涵义二、行政法律关系的主体三、行政法律关系的客体四、行政法
律关系的内容第三节 行政行为一、行政行为概述二、行政行为的种类三、行政处罚四、行政复议第四
节 行政赔偿一、行政赔偿的范围二、行政赔偿请求人三、行政赔偿义务机关四、行政赔偿的程序五、
行政赔偿的方式和计算标准第四章 民法学第一节 民法的概述一、民法的概念二、民法的基本原则第
二节 民事主体一、民事主体概述二、自然人三、法人四、合伙第三节 民事法律行为和代理一、民事
法律行为二、代理第四节 物权一、物权的概念二、物权的效力三、所有权四、其他物权第五节 债权
一、债权的概述二、债的分类三、债的履行四、债的担保五、债的消灭第六节 人身权一、人身权的概
述二、人格权三、身份权第七节 知识产权一、知识产权的概述二、商标法三、专利法四、著作权制度
第八节 婚姻与继承一、婚姻法二、继承法第九节 民事责任一、民事责任概述二、违反合同的民事责
任三、侵权的民事责任第五章 刑法第一节 刑法概述一、刑法的概念二、刑法的目的与任务三、刑法
的基本原则四、刑法的效力第二节 犯罪及其构成一、犯罪的概念及其特征二、犯罪构成的要件三、犯
罪主体四、犯罪客体五、犯罪主观方面六、犯罪客观方面七、排除犯罪性的行为第三节 犯罪的形态一
、故意犯罪的犯罪形态二、共同犯罪的犯罪形态第四节 刑罚的一般理论一、刑罚种类概述二、刑罚裁
量概述第五节 刑法分则一、刑法分则的体系二、罪刑各论第六章 经济法第一节 经济法概述一、经济
法的概念及其调整对象二、经济法律关系第二节 公司法一、公司的概念及其法律特征二、公司的种类
三、公司法的概念与特征四、2005年我国新《公司法》修改的主要内容五、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六、公
司设立制度第三节 合同法一、合同法的定义二、我国合同法的体系三、合同的定义及其特征四、合同
的分类与类型五、合同的订立六、合同的内容七、合同的变更、转让和解除⋯⋯第七章 刑事诉讼法第
八章 民事诉讼法第九章 行政诉讼法第十章 国际法第十一章 国际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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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概论》

章节摘录

　　法学，又称法律学、法律科学，是研究法这一特定社会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属于社会科学
的一个学科。法学概论，顾名思义，是对法学的概要论述。　　法学随着法的出现而出现。自从社会
上有了法，特别是有了成文法以后，也就有了法学。恩格斯说：“随着立法发展为复杂和广泛的整体
，出现了新的社会分工的必要性：一个职业法学者阶层形成起来了，同时也就产生了法学。”（《马
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39页）这是因为，统治阶级通过国家制定了法，除了运用国家权力强制
执行以外，还得对法进行宣传、解释和辩护，求得法的更圆满的实施；并且要进一步研究法的内容和
形式、法与社会各方面的关系，谋求制定更恰当的法，使它更能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因而统治阶
级中就有一些人专门为法进行说教，发表许多关于法的言论和文章，有的还写了专著。这就是统治阶
级的法学，既是阶级统治所需要，又是属于统治阶级所有。　　由于法的实施对整个社会生活进行了
干预，影响及于社会各阶级。统治阶级以外的其他各阶级也都对法有所反应，有所议论、批评，以至
反对。这些意见形成了他们的法律思想和法学。可是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中，只有统治阶级的法学
才能取得支配的地位而被运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违反统治阶级利益的法学，往往被压制、禁止
。但阶级社会的阶级矛盾是有消长的。代表新生产方式的阶级的法律观点，起初虽然是微弱的、被压
制的，但随着这个阶级力量的成长壮大，经过革命取得了政权，他们的法律学说也就发展成为占统治
地位的法学，发挥着指导新法的制定和维护新法的作用。　　法学同法一样，是有阶级性的。奴隶主
、封建主或资产阶级的法学，生根于不同形式的私有制和剥削制度，它们的共同任务在于维护和巩固
剥削阶级的经济关系，为确认和发展对剥削阶级有利的法律关系作辩护。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
主义为理论指导的无产阶级的法学即马克思主义法学，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上，为维
护、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法制，从而为保证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直至最后实现共产主
义服务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对一切阶级一视同仁，或者对一种法制既不所向拥护又不反对的超阶级的
法学。　　由于不同时期、不同阶级、不同学派的法学家，对法有不同认识，因而对法学研究的对象
和范围，也往往有不同的看法。仅就近现代资产阶级法学而言，有的从抽象的理性、正义或某种精神
出发，认为法学在于研究亘古不变的理想法，使之成为现行立法的依据。有的从法律形式出发，认为
法学应着重研究法律规范本身，而摈弃对法律规范作任何政治的或道德的评价。也有的从法的实际效
用出发，主张法学的任务在于考察法与社会事实的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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