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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为适应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需要而编

写的基础课教材。 全书以必需、管用为原则，在阐述法理和邓小
平民主法制理论的基础上，吸收最新立法信息，反映最新司法实
践，对我国现行宪法、行政法、行政诉讼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
法（含婚姻法、继承法） 、合同法、知识产权法、经济法、民事诉讼法
以及国际法的基础理论和基础知识作了简明扼要的介绍。

本书结构合理，重点突出，阐释清楚，适用性强，既可作为普
通高校的法律基础课教材，也可作为其他高校同类课程的教材，
还可作为职业培训和普法教学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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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 ３２８⋯⋯⋯⋯⋯⋯⋯⋯⋯⋯⋯⋯
　　一、 劳动法 ３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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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社会保障法 ３３３⋯⋯⋯⋯⋯⋯⋯⋯⋯⋯⋯⋯⋯⋯⋯
第十一章　民事诉讼法律制度 ３３６⋯⋯⋯⋯⋯⋯⋯⋯⋯⋯⋯⋯⋯
第一节　民事诉讼法概述 ３３６⋯⋯⋯⋯⋯⋯⋯⋯⋯⋯⋯⋯⋯
　　一、 民事诉讼法的概念、任务和基本原则 ３３６⋯⋯⋯⋯
　　二、 管辖 ３３８⋯⋯⋯⋯⋯⋯⋯⋯⋯⋯⋯⋯⋯⋯⋯⋯⋯⋯
　　三、 诉讼参加人 ３４１⋯⋯⋯⋯⋯⋯⋯⋯⋯⋯⋯⋯⋯⋯⋯
　　四、 证据 ３４２⋯⋯⋯⋯⋯⋯⋯⋯⋯⋯⋯⋯⋯⋯⋯⋯⋯⋯
　　五、 财产保全和先予执行 ３４４⋯⋯⋯⋯⋯⋯⋯⋯⋯⋯⋯
　　六、 强制措施 ３４６⋯⋯⋯⋯⋯⋯⋯⋯⋯⋯⋯⋯⋯⋯⋯⋯
第二节　审判程序 ３４８⋯⋯⋯⋯⋯⋯⋯⋯⋯⋯⋯⋯⋯⋯⋯⋯
　　一、 第一审普通程序 ３４８⋯⋯⋯⋯⋯⋯⋯⋯⋯⋯⋯⋯⋯
　　二、 简易程序 ３５２⋯⋯⋯⋯⋯⋯⋯⋯⋯⋯⋯⋯⋯⋯⋯⋯
　　三、 第二审程序 ３５３⋯⋯⋯⋯⋯⋯⋯⋯⋯⋯⋯⋯⋯⋯⋯
　　四、 特别程序 ３５４⋯⋯⋯⋯⋯⋯⋯⋯⋯⋯⋯⋯⋯⋯⋯⋯
　　五、 审判监督程序 ３５４⋯⋯⋯⋯⋯⋯⋯⋯⋯⋯⋯⋯⋯⋯
　　六、 督促程序 ３５５⋯⋯⋯⋯⋯⋯⋯⋯⋯⋯⋯⋯⋯⋯⋯⋯
　　七、 公示催告程序 ３５５⋯⋯⋯⋯⋯⋯⋯⋯⋯⋯⋯⋯⋯⋯
　　八、 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 ３５７⋯⋯⋯⋯⋯⋯⋯⋯⋯⋯
第三节　执行程序 ３５７⋯⋯⋯⋯⋯⋯⋯⋯⋯⋯⋯⋯⋯⋯⋯⋯
　　一、 执行的概念和原则 ３５７⋯⋯⋯⋯⋯⋯⋯⋯⋯⋯⋯⋯
　　二、 执行的申请和移送 ３５８⋯⋯⋯⋯⋯⋯⋯⋯⋯⋯⋯⋯
　　三、 执行措施 ３５８⋯⋯⋯⋯⋯⋯⋯⋯⋯⋯⋯⋯⋯⋯⋯⋯
　　四、 执行中止和终结 ３６１⋯⋯⋯⋯⋯⋯⋯⋯⋯⋯⋯⋯⋯

第十二章　国际法律制度 ３６２⋯⋯⋯⋯⋯⋯⋯⋯⋯⋯⋯⋯⋯⋯⋯
第一节　国际公法 ３６２⋯⋯⋯⋯⋯⋯⋯⋯⋯⋯⋯⋯⋯⋯⋯⋯
　　一、 国际公法概述 ３６２⋯⋯⋯⋯⋯⋯⋯⋯⋯⋯⋯⋯⋯⋯
　　二、 国家和国际组织 ３６６⋯⋯⋯⋯⋯⋯⋯⋯⋯⋯⋯⋯⋯
　　三、 领土与居民 ３７１⋯⋯⋯⋯⋯⋯⋯⋯⋯⋯⋯⋯⋯⋯⋯

9目　　录



　　四、 外交关系和领事关系 ３７４⋯⋯⋯⋯⋯⋯⋯⋯⋯⋯⋯
　　五、 条约 ３７６⋯⋯⋯⋯⋯⋯⋯⋯⋯⋯⋯⋯⋯⋯⋯⋯⋯⋯
第二节　国际私法 ３７８⋯⋯⋯⋯⋯⋯⋯⋯⋯⋯⋯⋯⋯⋯⋯⋯
　　一、 国际私法的概念和渊源 ３７８⋯⋯⋯⋯⋯⋯⋯⋯⋯⋯
　　二、 冲突规范 ３７９⋯⋯⋯⋯⋯⋯⋯⋯⋯⋯⋯⋯⋯⋯⋯⋯
　　三、 限制外国法适用的制度 ３８２⋯⋯⋯⋯⋯⋯⋯⋯⋯⋯
　　四、 国际民事诉讼和商事仲裁 ３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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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法律基础课的性质和任务

高等学校的法律基础课，是对大学生系统地进行社会主义法
制教育的主渠道，是每个大学生的必修课程，是一门与思想道德修
养课相互配合，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
旨在对大学生进行思想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教育，培养其社会主
义道德观念和法律意识的重要课程。
法律基础课的任务，是在向大学生传授必要的法律基本知识

的基础上，重点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观念教育，帮助大
学生培养健全的社会主义法律意识，增强社会责任感，以适应社会
主义现代化事业对人才素质的要求，使大学生成为有理想、有道
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专门人才。
法律基础课教学的根本目的，是引导和帮助大学生理解马克思

主义法学的基本观点，领会我国宪法和有关法律的基本精神，增强
社会主义法律意识，正确行使公民权利，自觉履行公民义务，为依法
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出应有的贡献。 因此，法律基础课
教学的各个环节，都必须体现思想品德教育的特性，突出法律意识
教育的重点。 在传授法律知识的同时，着重对大学生进行法律思想
观念和法律心理的正确引导，以实现法律基础课应有的功能。



　　二、 法律基础课的基本内容

法律基础课的基本内容包括三部分。 一是法理和邓小平民主
法制理论部分，主要内容是我国社会主义法的基础理论和邓小平
民主法制理论的基本问题，重点教学内容包括： 社会主义法的本
质和作用；社会主义法与政策、道德、民主的关系；邓小平民主法制
理论与依法治国的基本内容。 帮助学生弄清法律规范与其他社会
规范的联系和区别，树立法律权威思想；正确认识加强社会主义民
主法制建设的必要性和长期性；深刻理解邓小平民主法制理论的
指导意义，以及依法治国的基本含义和要求；深刻理解社会主义法
是广大人民意志和利益的集中体现，从而增强自觉守法的观念。
二是宪法部分，主要包括宪法的一般原理和我国现行宪法的基本
内容。 重点教学内容主要有： 宪法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我国
的基本制度；我国的国家机构体系；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维护
宪法尊严保障宪法实施的途径。 帮助学生从国家根本大法的高度
认同四项基本原则，树立国家主人翁意识和正确的基本权利义务
观念，增强维护宪法尊严、保障宪法实施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三是
部门法部分，主要包括我国的行政法、刑法、民法、合同法、知识产
权法、经济法、诉讼法等法律制度。 重点教学内容是这些法律制度
的立法目的、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等。 帮助学生领会这些法律制
度的精神实质，明确有关的权利和义务，正确认识法律的功能不仅
是制裁违法犯罪行为，而且更多的是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
合法权益，从而培养学生对法律的感情，增强其维护法律尊严、依
法行使权利、依法履行义务的法律意识。

　　三、 学习法律基础课的意义和方法

大学生学习法律基础课不仅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
国家的需要，也是大学生完善知识结构、提高综合素质、维护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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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的需要，对于国家、社会和个人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其一，学习法律基础课，有助于大学生增强民主意识，提高坚

持四项基本原则、维护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的自觉性。 法律基础课
通过阐述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观点和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可以
帮助大学生用马克思主义法学观点分析民主问题，澄清一些模糊
甚至错误的民主观。 正确认识法与国家、政党、宗教的关系，尤其
是发展民主与健全法制的关系。 从国家根本大法的高度认同四项
基本原则和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 深刻理解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
的立国之本，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符合我国国情
的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人民奋斗的成果和历史的选择。 充分认
识民主法制建设的重要性、必要性、艰巨性和长期性，从而有助于
增强大学生的民主意识，提高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维护国家基本政
治制度的自觉性。
其二，学习法律基础课，有助于大学生增强法制观念，在依法

行使权利的同时，自觉履行义务。 法律基础课不仅阐述了宪法规
定的公民基本权利与义务，而且分别阐述了公民的民事权利与义
务，企业的权利与义务，合同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知识产权人的
权利和义务，婚姻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以及诉讼参与人的权利和
义务，等等。 大学生学习这些内容，有助于明确权利和义务的含义
以及权利与义务的辩证关系；明确公民在不同法律关系中有哪些
法定权利，有哪些相应的义务；明确如何行使权利，如何履行义务，
从而树立正确的权利义务观念，养成遵纪守法的习惯，在正确行使
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公民权利的同时，忠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
公民义务，坚决维护国家利益。
其三，学习法律基础课，有助于完善大学生的知识结构，从而

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
制经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社会关系将纳
入法律的调整范围，法律在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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