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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适应法律职业教育的需要，培养学生处理法律实务的工作能力，宁夏司

法警官职业学院组织本校承担专业课程教学的骨干教师编写了系列教材，这

本《法理学》就是其中一部。

本教材是关于法学专业的基础理论教材，也是学生了解法律的一般知识

及其基本理论的入门教材。编写组通过实例或案例导入，使用浅显的语言文字

进行说明解释，使学生能够掌握我国法理学的基本知识与理论，重点学习如何

识别法律、法律条文，认识法律权利和法律义务，知道法律渊源的不同种类及

其效力，初步认识法律的要素和法律关系，了解法的实施形式和法律责任的基

本构成，了解法律发展的一般历史及中国实行法治的意义。

本教材共分为十个单元，分别为：绪论、法律的识别、法律要素、法律制定、

法律关系、法律的实施、法律责任、法律监督、法律历史、法律与社会等，涵盖了

学界普遍认可的通识原理、学说。在编写过程中，考虑到职业院校学生的特点，

设立若干学习项目，在每一个学习项目中，又设立“学习目标”“导入案例”“基

础知识讲解”“实务训练”和“练习题”等五个学习模块。根据每个单元的特点，

在知识结构的安排上，明确学习重点，以基础知识为主，尽量做到深入浅出，精

炼易懂，用生动的案例贯穿整个学习过程，以启发提问和提供解决问题的思路

等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提高学生的主动学习能力。

本教材由史伟丽担任主编，并负责统稿，各学习单元撰写人员如下（以撰

写单元顺序为序）：

编写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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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伟丽：第一单元、第三单元、第五单元

宋云仙：第二单元

朱敏：第四单元

苏玲：第六单元、第九单元

马建英：第七单元

周永晨：第八单元

刘桂丽：第十单元

本教材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参考和引用了一些著作、教材及网络的相关

资料，借鉴了一些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大部分或进行了注释，或列于书后的

参考文献，但有些可能疏于陈列，敬请著作者见谅。对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

谢。由于作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存在疏漏之处，诚心希望各位专家、同人批

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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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

绪 论

【学习目标】

通过对本单元的学习，能够理解法理学的学科性质，了解法学有哪些主要

学科，初步识别主要法学学科哪些属于理论法学，哪些属于应用法学。

【导入案例】

世界上许多国家领导人，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领导人都曾毕业于法学

院，这也是西方法治文明传统之一。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就是法学院的毕业生、

律师。因他在任总统时，使美国与新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而为中国人所熟知。

1972 年，毛泽东主席与首次访华的美国总统尼克松握手

尼克松在回忆自己上大学时说到一门课：“在我看来，对于任何一个有志

于从事公共生活的法律系学生来说，它是一门基础课，因为，从事公职的人不

仅必须知道法律，还必须知道它是怎么成为这样的法律以及为什么是这样的

第一单元
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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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缘由。”①

问题：

尼克松所说的这门课是什么课呢？

【基础知识讲解】

项目一 认识法理学

一、法理学的概念

一般认为，法理学是研究关于法和法律现象的普遍性、共同性、一般性问

题的理论学科。属于社会科学中的法学学科之一，在我国法学体系中是处于基

础理论地位的理论学科。

中国古代社会虽然有着丰富的法学思想、观点，但因缺乏归纳整理，零散

存在于各类文献中，法学还不是一门独立学科。中国第一部法理专论是清末梁

启超撰写的《中国法理学发达史》，直到民国时期，法理学才作为一门独立的学

科出现。

二、法理学的研究对象

法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法和全部法律现象及其规律。具体内容包括：第一，

古今中外的各国法律。第二，各种法律现象，如法的创制及守法、违法、执法、

司法、法律监督等与法有关的社会现象。第三，法的规律，如法的产生、发展历

史等。

①［美］理查德·尼克松著.六次危机（1版）.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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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法理学的研究方法

学习法理学要掌握正确的方法论。当代中国法理学应以辩证唯物主义和

历史唯物主义为方法论，坚持实事求是的路线、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志的观

点、社会现象普遍联系的观点、历史发展的观点等。

法理学的具体研究方法主要有：价值分析法（即“法律应该是什么”的问

题）、规范分析法（即“法律是什么”的问题）、社会实证法（即“法律实际上是什

么”的问题）、比较分析法、经济分析法等。

四、学习法理学的意义

掌握法理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对于完整把握社会中的具体法律现

象，从总体上认识部门法的具体制度和规范，理解应用法学、部门法学的学科

精神、基本原理，都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通过法理学的学习，能够培养法律人的法律信仰，训练特有的法律思维模

式，形成法律实践者的职业素质。法律人应具备正义感、坚韧的意志、协调与妥

协的心态、选择与判断的能力，忠实于事实和法律的职业品格。

学习法理学，有助于公民树立正确的权利意志和法治观念，对于培养人们

的理性精神和宽容态度具有积极作用，对理解现代社会的控制机制和治理模

式也非常必要。

美国的尼克松总统专门提到学习法理学的意义，在他看来，法治国家、政

府必须守法。作为总统，还要善于运用法律来推行执政方略，并带头遵守法律。

然而，守法的前提是理解、认同法律，才能信仰法律，将守法作为一种习惯，这

就要求从事公职的人不仅必须知道法律，还必须知道它是怎么成为这样的法

律以及为什么是这样的法律的缘由。只有这样，才能理解政府权力为什么必须

受到法律的约束，理解公民监督政府的权利，理解法治政府权力行使的目的。

而这些，正是《法理学》这门课程要告诉大家的。

第一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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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理学

项目二 认识法学

一、法学的概念

法学是法律科学的简称，它是以各种法律现象及其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

的一门社会科学。

在中国先秦时期，法学被称为“刑名法术之学”或“刑名之学”，自汉代以后

又有“律学”之称。在西方，法学一词源自古代拉丁语的“Jurisprudentia”，原意为

“法律的知识”或“法律的技术”。西方法学起始于古希腊，此后，出现了神学法

学思想、注释法学派、人文主义法学派、古典自然法学派、分析法学派、社会法

学派等不同研究角度的法学流派。

二、法学的产生

一般而言，当人类社会开始出现法律现象时，就有了法律思想的萌芽。但

这并不是说法学是和法律同时产生的，法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法律发展

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法学的产生具有两个条件：第一，立法发展到复杂和广泛

的程度，作为法学研究对象的法律资料有了一定的积累。第二，社会上出现了

职业法学者阶层，他们对法律现象进行专门的研究，从而形成了一个系统的关

于法的知识体系。

马克思、恩格斯完成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则是马克思主义法学诞生的标

志。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又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法学

的法律思想理论体系。

三、法学的分科

法学各学科的分类，不同的学者往往有不同的分类法。本教材按照研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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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法理学与部门法学的关系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法理学不是研

究法的个别问题，而是研究法的一般性问题的一般原理，而部门法学研究该法

的具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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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单元

法律的识别

【学习目标】

通过本单元学习，了解法、法律的词源和词义，识别法律的基本分类，重点

掌握法律概念的表述及其特征，从而对法律有基本的认识。

【导入案例】

2005年 12月 11日，安徽省宿州市市立医院发生 10例接受白内障手术

治疗的患者眼球医源性感染，其中 9名患者单侧眼球被摘除的恶性医疗损害

事件。

经调查，该起恶性医疗损害事件，是由于宿州市市立医院与非医疗机

构———上海舜扬春科技贸易有限公司违规合作开展白内障超声乳化手术

所致。上海舜扬春科技贸易有限公司没有取得《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

证》，所使用的进口人工晶体也未经注册，邀请的眭国荣、眭国良不具备行

医资格，邀请的上海市第九人民医院医师徐庆未经所在单位同意，违反了

卫生部《医师外出会诊管理暂行规定》和上海市卫生局《关于加强上海市公

立医疗机构医师外出执业管理的规定》；医院手术室布局、流程、环境、设施

等不符合开展无菌手术的基本要求，手术器械的消毒和灭菌工作没有达到

基本标准，术中微创手术器械不能做到一人一用一灭菌。宿州市卫生局知

悉宿州市市立医院发生重大医疗过失行为后，也未按《医疗事故处理条例》

及卫生部《重大医疗过失行为和医疗事故报告制度的规定》上报。现对事件

涉及的责任单位和相关责任人员给予了行政处罚，事件涉及的违法犯罪问



题已由司法机关调查处理。①

问题：

请同学们思考，本案所体现的法的基本特征。

【基础知识讲解】

项目一 法律的概念

一、法、法律的词源和词义

法律的概念，是法理学最核心的问题。在理解法律的概念之前，我们首先

要了解法律的词源和词义。

（一）古代中国的“法”与“法律”

关于中文“法”字的来源，古代曾有《神兽决狱》的传说：相传在很久以前，

在原始氏族社会里，有一个部落联盟生息在黄河流域。该部落联盟的首领舜委

任了一位司法官，名叫皋陶，他正直无私，执法公正，非常受人爱戴。他在处理

案件时，若有疑难，就命人牵出一头神兽，名叫“廌”也叫“獬豸”。此兽似羊非

羊，似牛非牛，似鹿非鹿，也有人说它同麒麟相像，它的头上长着一支独角，锋

利无比，故称“独角兽”。此兽凡见人争诉，便将触角向无理、有罪的一方触去，

是非曲直，立见分晓。这就是中国古代的神明裁判。所谓神明裁判，就是借助于

神的力量和方式来考验考查当事人，是确定其人有罪或无罪的原始审判方式。

神明裁判使诉讼裁决及其形式披上神圣的外衣，使人诚心信服。②

“法”字古体写作“灋”。据东汉许慎所著《说文解字》解析：“灋，刑也。平之

如水，从水；廌，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灋”是一个绝妙的意象丰富的象形

文字，它由三部分组成：字的左边为“氵”，意为公平、公正，即“平之如水”；右边

① 俊杰主编.法理学案例教程.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② 赵振江，付子堂主编.现代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第二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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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理学

古代传说的獬豸

上部为“廌”，是传说中的一种神兽，

正直的化身；下部为“去”，对有过错

的人加以惩处，即“触不直者去之”。

所以，“灋”字三部分合起来，表示当

人有纠纷时，便诉之“廌”，由代表公

平、正直的“廌”予以裁决，而这样裁

决的结果是公平无私的。因此，“灋”

在诉讼中被用以判定曲直。古体

“灋”字涵盖了《神明裁判》的传说。

可见，从词源看，汉字“法”确有公

平、正直和公正裁判的含义，它是判断是非曲直、惩治邪恶的一种规范或准则。

在古代文献中，称“法”为“刑”，“法”与“刑”通用。如夏朝有禹刑，商朝有汤

刑，周朝有吕刑，春秋战国时期有刑书、刑鼎、竹刑。这里的“刑”，其古体字为

“ ”，从古代耕作制度中的井田制而来，含有井井有条，整齐划一之意，是裁判

人们行为的规范。

古代中国“法”又往往与“律”通用。我国古代法典大都称为“律”，如秦律、

汉律、魏律、晋律、隋律、唐律、明律、清律。据《说文解字》解释：“律，均布也。”

“均布”是古代调整音律的工具，音乐只有遵守音律才能和谐，否则杂乱无章。

将“律”比作“均布”说明律有纠偏止邪，规范、统一人们行为之意。

因此，“刑”、“法”、“律”三个字是我国古代不同时期对法的不同称谓，但其

基本含义是相同的，可通用。

最早把“法”、“律”二字联系在一起使用的是春秋时期的管仲，他说：“法律

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①但总的说来，“法”、“律”两字是分开使用的，直到

清末民初才被作为独立的合成词广泛使用，它象征着公平、正直、普遍、统一

等，是用来统一人们行为的规范，具有普遍性。

① 赵振江，付子堂主编.现代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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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时显群主编.法理学.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二）我国当代“法”与“法律”的使用

在现代法学用语中，“法”、“法律”可视为同义词，在一般情况下是通用的，

但两者的法律意义不同。法律一词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用法。

广义的法律与“法”的含义相同，是整体或抽象意义上的法律，泛指国家的

全部规范性文件。在我国，既包括立法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也包括其他国

家机关制定认可的法律规范。

狭义的法律是整体中的一部分，特定或具体意义上的法律，指一国立法机

关制定或认可的规范性文件。在我国，仅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所制定的除宪

法以外的法律。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在以上两种意义上同时使用“法律”一词。比如，我们

在讲“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时，这里“法律”一词是广义的，不仅在全国人大及

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面前平等，而且在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及某些地方国家机

关制定的地方性法规面前平等。我们在讲“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同宪法、法律

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时，这里的“法律”是狭义的。

为了将上述两种意义区别开来，学者们有时将广义的“法律”称为“法”，狭

义的“法律”仍称为“法律”。

二、法律的概念

法律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历史上有很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解释它。因

为不同的认识和观念，解释既有其合理的一面，也有其不足的一面，但总体上

不能揭示法律的本质，只有马克思主义才真正科学地揭示了法律的本质，指明

了法律的科学定义的基本要素。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你

们的观念本身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的产物，正像你们的法不

过是被奉为法律的你们这个阶级的意志一样，而这种意志的内容是由你们这

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来决定的。”①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论述，吸收国内外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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