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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中国社会主义法的基本理论　　法律是社会关系的调整器。本章主要内容有两部分：一部
分是法的一般原理，包括法的产生、概念、法的创制与实施及法的作用与价值；另一部分是我国社会
主义法的基本理论，包括我国社会主义法的本质、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法的创制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
则、社会主义法的适用的基本要求和原则等。　　第一节 法的历史和本质　　一、法的产生和法的历
史类型　　（一）法的产生及其根源　　法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
物，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经济的发展、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国家的出现而产生的。法的产生
经历了一个长期演进的过程，在原始社会末期，以金属工具的使用为标志，生产力获得了极大发展，
使劳动产品出现了剩余。剩余产品的出现，既使得占有他人的劳动成为可能，又促进了社会分工和交
换的发展。原始社会后期到原始社会解体先后出现的三次社会大分工，导致社会的结构发生了重大变
动，原始平等关系被破坏，私有制形成，社会成员日益分裂为两大根本对立的阶级——奴隶阶级和奴
隶主阶级。　　奴隶阶级和奴隶主阶级由于根本利益的冲突，原来的氏族习惯已不能调和他们之间的
矛盾了。奴隶主阶级需要一种只反映本阶级意志、维护自身统治地位的行为规范，于是，一种凌驾于
社会之上的特殊公共权力——法产生了。由此可见，法是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和调整一定阶级关系的需
要而产生的，它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最初形成的法是习惯法，它大多是从原始习惯演
变而来的。后来，随着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国家机构的完善，立法经验的积累，成文法才
逐渐发展起来。因此，法的形成经历了一个从习惯到习惯法，再到成文法的漫长历史发展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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