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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理学》

内容概要

《法理学》内容简介：法与法学、法理学、法理学的意义与方法、法的释义、法的特征、法的本质、
法的要素概述、法律规则、法律原则、法律概念、法律部门、当代中国的法律体系、法的渊源与效力
、法的规范化与系统化、法律关系概述、法律关系主体、法律关系客体、法律关系的内容、法律关系
的运行、法律责任的概述、法律责任的分类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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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理学》

书籍目录

第一章 导论第一节 法与法学第二节 法理学第三节 法理学的意义与方法第二章 法的概念第一节 法的释
义第二节 法的特征第三节 法的本质第三章 法的要素第一节 法的要素概述第二节 法律规则第三节 法律
原则第四节 法律概念第四章 法律体系第一节 概述第二节 法律部门第三节 当代中国的法律体系第五章 
法的渊源与效力第一节 法的渊源第二节 法的效力第三节 法的规范化与系统化第六章 法律关系第一节 
法律关系概述第二节 法律关系主体第三节 法律关系客体第四节 法律关系的内容第五节 法律关系的运
行第七章 法律责任第一节 法律责任的概述第二节 法律责任的分类第三节 归责与免责第四节 法律责任
的实现方式第八章 法的功能和作用第一节 法律功能的含义和分类第二节 法律功能的基本形态第三节 
法律的功能领域第四节 法律功能的实现第五节 法的作用及其局限第九章 法的价值第一节 法的价值的
含义第二节 法的基本价值第三节 法的高阶价值第四节 法的价值冲突第十章 法治理论第一节 法治及其
基础第二节 中国的法治建设：历史、现状与未来第十一章 法律思维与法律方法第一节 法律思维概述
第二节 法律方法概述第三节 诸种法律方法第十二章 法的制定与实施第一节 法的制定第二节 法的执行
第三节 法的适用第十三章 法律程序第一节 法律程序概述第二节 正当法律程序第十四章 法的起源与发
展第一节 法的起源、历史类型与法系第二节 法律继承与移植第三节 法制现代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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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理学》

章节摘录

第二章 法的概念第三节 法的本质一、关于法的本质的观点法的本质问题一直是法学不倦探讨的重要
课题，法学界一般从内容与形式、实然与应然、本质与现象等角度来分析法的本质并形成了两种不同
的法本质观。一种是法本质的虚无观。朱苏力指出，“多年来我们尽管强调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相
结合，但法学界一直有一种强烈的普适之一的、本质主义的法律观，表现为相信有那么一些普遍的、
永恒的关于法律的原则和原理，认为只要找到这些原理和原则，就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就可以解决
中国的问题。而法理学就是研究这些被实体化的法律原则和原理。按照这种观点，我们的法理学所研
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法律的本质，无论具体论述的法律本质（统治阶级的意志、正义或者是权利义
务）是什么，研究这一问题的学者们实际上是在主张只要弄清楚了这一问题，就可以提纲挈领地解决
其他一些问题。而事实上，无论我们将什么界定为法律的本质，我们都无法解决许多具体的法律问题
，甚至无法增加我们对具体法律问题的实在知识，最多只能成为我们不特定的某个主张的一个支持。
”另一种是法本质的存在观。孙笑侠认为，法的本质可归纳为三对范畴，即意志性与规律性、阶级性
与共同性、利益性与正义性。葛洪义认为应从三个层级来把握法的本质，即法的初级本质是国家意志
性，法的二级本质是阶级意志性，法的三级本质是物质制约性。近年来也有人将法的本质概括为机制
，即法是权利、利益与物质基础的权威性整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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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理学》

编辑推荐

《法理学》：高等院校法学专业系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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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理学》

精彩短评

1、我们第二专业课本，现在还没学呢

Page 6



《法理学》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