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前 言

为什么要学法？在现代社会，学法不仅仅是为了

不犯法，更重要的是树立公民的法律意识和对法律的

信仰，以及维护法律秩序。要摒弃那种“法律与己无

关”“法不责众”的错误观念，自觉地学法、守法、用法，

提高自身法律素质，树立正确的权利义务观。法律离

我们并不遥远，它就在我们身边，人的一生都和法律

密切相关，我们不敢想象一个没有法律的社会将会是

什么样子。

一、人的一生都离不开法

从人与社会的关系来看，人离不开法。人是社

会的人，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依赖于社会的生存和

发展。人生活在这个社会之中，就要遵守社会生活

的共同准则，不能为所欲为，否则社会正常的秩序

就会遭到破坏，社会就不能正常地运行和发展。那

么，作为社会中个体的我们的生存和发展就失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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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因此，我们要遵守社会生活的共同准则。这种

要求全体社会成员都必须遵守的共同准则就体现

在法律之中。调整人的行为规范主要有两种：道德

和法律。法律和道德相比，它除了具有强制性和国

家明文规定外，它的调整范围更小，要求更低，更容

易做到。我们不能苛求人人都能做道德高尚的人，

但起码是一个守法的公民。法律是道德的底线，是

最低的道德要求。国家把那些为维护社会的正常秩

序和发展所必须的，要求社会成员都要做到的准则

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并以国家的强制力作后

盾，赋予它一体遵循的效力。

从人与法的关系看，从我们呱呱坠地直到死去，

法律都与我们密切相关。在我们的一生中，从胎儿时

起、出生、7 岁、10 岁、14 岁、16 岁、18 岁、20 岁、22

岁、23岁、45岁、55岁、60岁、死亡，这些事件和特定

的年龄，都是具有特定的法律意义，代表了人们特定

的权利和义务。只有了解法律的规定，才能更好地享

受权利，履行义务。

二、学法是依法治国的需要

人们要生活在一个自由、民主、文明、有序的社

会中，就要实行法治，依法治国，抵制人治。法治国家

是法律的权威至高无上的现代国家。在实行法治的

国家，其最高权威不是某些随心所欲发号施令的个

人或集团，而是按照人民的意愿建立起来、由独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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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司法机构执行并以权力制约方式维护的整套法律制度

及其运作方式。所以，法治国家的建立，需要有体现人

民意志的完备的法律、有依法行政的政府、有体现公平

正义的司法、有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机制，这一切都要依

赖于具有法律意识的高素质的公民。

三、学法有助于树立正确的权利义务观念

法律是保护公民权益的有力武器，法律给人以力

量，只有知法懂法的人才能正确地运用这个力量，维护

自己正当的权益。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有的人因缺乏对

法律全面正确的理解，虽然出于维权的正当目的，却超

出了法律的界限，反而触犯了法律。学习法律，有助于

公民树立正确的权利和义务观念，明确在不同的法律

关系中有哪些法定的权利和相应的义务，在依法行使

自己权利的同时，自觉履行义务。

四、法律素质是大学生必备的素质

学习法律也是大学生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市场秩序需要法律来维护，复杂的商品关系需要法律

来调整。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制经济，市场经济要求自

由竞争、公平竞赛，如果不遵守市场规则，就像在足球

场上不服从裁判一样，必然是一场混乱。大学生是未来

市场经济的主体，只有具备相应的法律素质才能成为

市场经济需要的人才。文化水平也未必和法律素质成

正比，在大学生中不时会出现不知法而犯法，或知法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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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甚至高科技犯罪的案件。这说明知和行并不是统一

的，大学生学习法律知识，不能仅停留在认知的层面，

而是要内化为法律素质和法律信仰，外化为守法的行

为，并自觉抵制一切违法的行为，为国家的法治建设，

也为我们能生活在一个更加文明、有序的社会环境中

尽自己的力量。

杨玉环

2011年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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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为什么要学法？学法有没有必要，回答当然是肯定的。也许有人会认为，

学法就是为了不犯法。还有的人认为，法律就是惩治犯罪的，离自己很遥远。

在现代社会，学法不仅仅是为了不犯法，更重要的是树立公民的法律意识和

对法律的信仰，以及维护法律秩序。法律离我们并不遥远，它就在我们身边，

人的一生都和法律密切相关，我们不敢想象一个没有法律的社会会是什么

样子？

一、人的一生都离不开法

从人与社会的关系来看，人离不开法。人是社会的人，人的生存和发展

需要依赖于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所以，人生活在这个社会之中，就要遵守社

会生活的共同准则，不可能为所欲为，否则社会正常的秩序就会遭到破坏，

社会就不能正常的运行和发展。那么，作为社会中的个体我们的生存和发展

就失去了保障。所以，我们要遵守社会社会的共同准则。这种要求全体社会

成员都必须遵守的共同准则就体现在法律之中。调整人的行为规范主要有

两种：道德和法律，法律和道德相比，它除了具有强制性外和国家明文规定

外，它的调整范围更小，要求更低，更容易做到。我们不能要求人人都能做道

德高尚的人，但起码是一个守法人。法律是道德的底线，是最低的道德要求。

国家把那些为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和发展所必须的，要求社会成员都要做

到的准则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赋予它一体遵循的效力，并以国家的强制

力作后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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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与法的关系看，从我们呱呱坠地直到死去，法律都与我们密切相

关。在我们的一生中，从胎儿时起，出生、7岁、10岁、14岁、16岁、18岁、20
岁、22岁、23岁、45岁、55岁、60岁、死亡，这些事件和特定的年龄，都是具有
法律意义的，都代表了人们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只有了解法律的规定，才能

更好的享受权益，履行义务。

二、学法是依法治国的需要

人们要生活在一个自由、民主、文明、有序的社会中，就要实行法治，依

法治国，抵制人治。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治国家是法律的权威至高无上的现代国家。在实行

法治的国家，其最高权威不是某些随心所欲发号施令的个人或集团，而是按

照人民的意愿建立起来、由独立的司法机构执行、并以权力制约方式维护的

整套法律制度及其运作方式。法治国家的建立，需要有体现人民意志的完备

的法律、有依法行政的政府、有能体现公平正义的司法、有权力的制约和监

督机制，这一切都要有赖于具有法律意识的高素质的公民。

三、有助于树立正确的权利义务观念

法律是保护公民权益的有力武器，法律给人以力量，只有知法懂法的人

才能正确的运用这个力量，维护自己正当的权益，像打假英雄王海一样，让

售假者在他面前畏惧。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有的人因缺乏对法律全面正确的

理解，虽然出于维权的正当目的，却超出了法律的界限，反而触犯了法律。学

习法律，有助于公民正确的维权，树立正确的权利和义务观念，明确在不同

的法律关系中有哪些法定的权利和相应的义务，在依法行使自己权利的同

时，自觉履行义务。

四、法律素质是大学生必备的素质

学习法律也是大学生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市场秩序需要法律来

维护、复杂的商品关系需要法律来调整。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制经济，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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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要求自由竞争、公平竞赛，如果不遵守市场规则，就像在足球场上不服

从裁判一样，必然是一场混乱。大学生是未来市场经济的主体，只有具备相

应的法律素质才能成为市场经济需要的人才。文化水平也不必然和法律素

质成正比，在大学生中不时会出现不知法而犯法，或知法犯法，甚至高科技

犯罪的案件。这说明知和行是脱节的，大学生学习法律知识，不能仅停留在

认知的层面，而是要内化为法律素质和法律信仰，外化为守法的行为，并自

觉抵制一切违法的行为，为国家的法治建设，也为我们能生活在一个更加文

明、有序的社会环境中尽自己的力量。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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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一 法理

法理是法的基本理论，它研究的是法的一般原理、规律和概念，对各

个部门法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法不是从来就有的，是人类社会发展到

一定阶段的产物，它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经济根源和阶级根源；法的本质

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具有国家意志性和物质制约性。法是一种社会

规范，与道德、纪律、宗教等其他社会规范相比，有着自己的特殊性。法的

作用有两个方面，一是规范作用，二是社会作用。我国社会主义法有着法

的一般规律，也有着社会主义法的特性，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必然要求，是

我们坚持不懈的奋斗目标。

音案例评析

从几例消费者维权案看我国公民的法律意识

（1）1996年，福建消费者丘某因邮电局多收了其 0.55元电话费，打起了
引人注目的“一元钱官司”。

（2）1998年，陕西教师高某在北京图书中心购书，因为图书缺页而被迫
返回换书而多花了一元钱的交通费，将图书中心诉至法院。

（3）王海，自 1995年开始尝试“知假买假”而引发“王海现象”，它唤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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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消费者和企业的维权意识，并且令《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得以普及。1999
年，打假英雄王海在天津因 0.2元如厕费将某商场告上法庭。
（4）1999年，江西律师李某在萍乡火车站被收 0.5元如厕费，将萍乡火

车站告上法庭。

（5）2000年，长春老人李某因为持有《老年人优待证》而没有被允许乘坐
公交专线车，认为违反当地的地方法规，将公交公司告上法庭，索赔一元钱。

（6）2001年 1月 4日，铁道部公布当年春运火车票票价上浮方案，河北
律师乔占祥认为，春运涨价侵犯了广大旅客的合法权益，他首先提出行政复

议，后又提起行政诉讼。此案虽以乔占祥败诉告终，但乔占祥却被“3·15”晚
会评为 2001年度维权人物特别贡献奖。
（7）2002年，湖南律师余某因为被广州铁路客运公司多收 0.5元票款，

将客运公司告上法院。

（8）2003年，浙江杭州的律师张子年起诉电影《英雄》插播广告侵害消费
者权益。

（9）2003年，天津的贾某状告某电影院在放映电影《天地英雄》前，播放
一段有关新片《飞龙再生》的电影广告及惠普打印机的广告，要求某电影院

和某电影公司退还 25元的票款，赔偿精神损失 1元，并承担停止侵害、杜绝
在影片中强行播映广告的行为的民事责任，由此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公

益诉讼。（摘编自中国消费者网）

现实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为了一毛钱、一块钱，去花十倍的钱去

打官司，在这里就不是钱的问题了，反映了人们维权意识的觉醒和普遍提

高，从以前人们不敢告状、不愿告状、怕麻烦、不相信法律和法官到今天勇于

告状，观念发生很大变化，公民的法律意识不断的增强。所谓法律意识，就是

指人们对法律的忠诚和信仰，信仰法律和法律所建立的规则。在人治的社

会，更多的是强调人们的义务，忽视权利，法治国家的主要特征就是法律至

上、制约公共权力、保障公民权利。在我们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今天，

需要完备的法律、需要公民对法律的信仰，需要依法行政的政府，需要公正

的司法，法治国家的建立是个漫长的过程，我们每一个人的点滴努力，都是

专题一 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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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法制进步的力量。

两难选择

有这样一个哲理故事：有一群小朋友在外面玩，而那个地方有两条铁

轨，一条还在使用，一条已经废弃。只有一个小朋友选择在废弃的铁轨上玩，

其他的小朋友全都在那条仍在使用的铁轨上玩。很不巧的，火车来了，而且

理所当然往那条仍在使用，但是上面有很多小孩子的铁轨上行驶。停车已经

不可能了，此时，你是扳道工，站在铁轨的切换器旁，你有两个选择：一是让

火车转向那条废弃的铁轨。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挽救那群小朋友，但是那名在

废弃铁轨上的小孩将被牺牲。二是火车按既定方向继续行驶。这样就牺牲掉

一群孩子，而在废弃的铁轨上玩耍的孩子将会安然无恙。你会怎样选择？

也许大多数的人会选择转换火车轨道，牺牲那个在废弃铁轨上玩的孩

子，无论从道德上还是情感上讲，以一个孩子的代价来挽救大多数孩子的生

命，会是大多数人的理性决定。但是，这样会引发一系列的问题：

第一，那个选择在停用铁轨上玩的小朋友，显然是做出正确的选择与决

定，他脱离了朋友而选择了安全的地方玩耍。然而，而他的朋友们则是无知

或任性地选择了不该玩耍的地方。那么，为什么让做出正确抉择的人要为了

大多数人的无知而牺牲呢？我们常被教育要顾全大局，但不一定是公平的。

这种进退两难的局面，也许经常发生在我们身边，尤其在一个民主的社会里

面，少数人常常为多数人的利益而牺牲。无论那些多数人的论点是多么愚蠢

和无知的抉择。

第二，会造成法不责众的后果，对以后人们行为的选择造成错误的导

向。中国人向来缺乏规则意识，不喜欢遵守规则，原因之一就是规则经常会

被个人的意志所取代。以后当人们面临两种行为选择时，人们不会选择规则

内的行为，而是服从大多数人的行为，即使大多数人的行为是错误的，但是

因为人数众多，社会或组织要顾及大多数人的利益，就不会受到惩罚，这样

最保险和安全。

第三，一条废弃的轨道可能已经老旧，并不具备让火车安全行驶的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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