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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法律基本知识 

第一节 什么是法律 

1、什么是法？ 

法，也称法律（就广义而言），是由国家按照统治阶级的利益和

意志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其实施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它

包括宪法、法律（就狭义而言）、法令、行政法规、条例、规章、习

惯法等各种成文法和不成文法。法属于上层建筑范畴，由一定的经济

基础所决定，并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法是统治阶级实现其统治的

一项重要工具，它以规定人权利和义务的方式来调整人们的行为，其

目的在于维护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法是阶级社会

中特有的社会现象，它伴随着阶级、阶级斗争的产生和发展而产生和

发展，也会随着阶级、阶级斗争的消亡而自行消亡。 

古代原始公社制度的解体和法的产生是同时进行的，法是阶级矛

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据我国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解释：“法，刑

也，平之如水，从水。法，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从水，取其

平，即法平如水，也就是公平的意思。在西方不少民族的语言中，“法”

的词义，也都兼有“公平”“正义”的含义。然而，在阶级社会里，

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公平、正义观，法所体现的只能是不同统治阶级

的公平、正义观。社会主义的法，是从具有阶级性的社会规范向反映

社会全体成员共同意志、维护全社会共同利益的社会规范过渡的法。

它除了具有调整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不同性质关系的功能

外，还对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有着重要的促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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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2、什么是法的体系？ 

法的体系，通常指由一个国家的全部现行法律规范分类组合为不

同的法律部门而形成的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

不论其表现形式如何，都有其一定的体系，它归根结底由一定的经济

关系所决定。在统一的法的体系中，各种法律规范，因其所调整的社

会关系的性质不同，而划分为不同的法的部门，如宪法、行政法、刑

法、刑事诉讼法、民法、经济法、婚姻法、民事诉讼法，等等。在各

个法的部门内部或几个法的部门之间，又包括各种法律制度，如所有

权制度、合同制度、公开审理制度、辩护制度等。制度与制度之间，

部门与部门之间，既存在差别，又相互联系，因此形成了一个内在一

致的统一整体。 

在我国，社会主义法的体系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已逐

步形成和发展起来，并且日趋完善。我国的法律部门大致有：宪法、

行政法、刑法、民法、经济法、劳动法、婚姻法、刑事诉讼法、民事

诉讼法、组织法等。 

3、什么是法律意识？ 

法律意识是人们对于法（特别是现行法）和有关法律现象的观点

和态度的总称。它表现为探讨法律现象的各种法律学说，对现行法律

的解释和评价，人们的法律要求，对自己权利、义务的认识，对法、

法律制度了解、掌握和运用的程度（法律知识），以及对行为是否合

法的评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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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意识是社会意识的一种，它同人们的世界观和伦理道德观等

有密切联系。不同阶级的法律意识各不相同。统治阶级的法律意识在

社会上居于统治地位，起支配作用。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法律制度，

保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法律、法规等，都是在统治阶级的法律意识指导

下确立和制定的。 

无产阶级的法律意识是无产阶级意识的组成部分。在夺取政权以

前，无产阶级法律意识的基本内容是反对和废除资本主义的法律制

度。 

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无产阶级法律意识上升到统治地位，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它成为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基本内容是要求建立社会主义的法的体系，制

定社会主义的法律、法规，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尊严。 

4、什么是法制？ 

“法制”这个词，在古今中外的用法不尽一致，通常在两种意义

上使用：一是泛指国家的法律和制度。法律包括以规范性文件形式出

现的成文法和经国家机关认可的不成文法；制度指依法建立起来的政

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各种制度。二是特指统治阶级按照民主原则

把国家事务制度化、法律化，并严格依法进行管理的一种方式。这种

意义上的法律与民主政治联系密切：民主是法制的前提，法制是民主

的体现和保证。 

只有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并严格依法办事，以确立一种正常

的法律秩序的国家，才是真正的法制国家。第二种意义上的法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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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世纪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家所倡导的“法治”的内涵是一致

的。 

我国古书中有“法制”一词，但我国古代的所谓“法制”，虽然

与依法治理联系在一起，但还不是与民主政治联系在一起的法制，说

到底还只是一种“王制”。 

资本主义法制，是资产阶级国家所确立的依法治理的统治方式，

它确认和保障了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巩固了同封建制斗争的成果。

然而，从本质上来说，资本主义法制是保证资产阶级民主，维护资本

主义制度，对劳动人民实行剥削和压迫的合法手段，是资产阶级专政

的工具。 

与资本主义法制不同，社会主义法制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

法律化，并严格地进行管理的一种方式。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可能而

且必须把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并使这种制度和法

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性，确实保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

律平等，不允许任何组织和个人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社会主义

法律代表广大人民的意志，依法办事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人

民群众不但有义务自觉遵守法律和制度，而且有权利监督国家机关及

其工作人员遵守法律，与各种违法失职行为作斗争。 

5、什么是宪法？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法。它是据以制

定其他法的法律基础。 

宪法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是由在阶级斗争中取得胜利、掌握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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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的阶级所制定的，用以维护和巩固本阶级的政权。从阶级实质来

看，现代宪法基本上分为资产阶级宪法和社会主义宪法两大类型。 

宪法是民主制度的法律化。资产阶级宪法体现资产阶级民主，社

会主义宪法体现社会主义民主。 

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在根本上同普通法律相一致，但又有

所不同，具有它自身的特殊属性。其特殊性表现为：宪法在内容、效

力、制定与修改程序等方面与普通法明显有别。宪法规定国家的根本

制度、国家生活的基本原则。因此，有的国家把宪法称为“根本法”

或“基本法”。由于宪法所规定的是国家生活中最根本、最重要的原

则和制度，它就成了立法机关进行日常法律活动的法律基础。因而宪

法也被称为“母法”“最高法”，普通法律则被称为“子法”。当然，

宪法只能规定立法原则，而不能代替普通立法。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

力。它的法律地位高于普通法，是制定普通法的依据。普通法律的内

容都必须符合宪法的规定。宪法的制定、修改一般都有特别程序。宪

法在内容、效力两方面的特性，决定了它需要比普通法律具有更大的

稳定性。所以，许多国家对宪法的制定和修改，都规定了比普通法律

更加严格的程序，如设立专门机构起草，并须经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或

制宪会议全体成员的 2/3或 3/4的多数通过，才能生效。例如，我国

1954年宪法是由 1953年成立的宪法起草委员会负责起草的；这部宪

法明确规定，宪法的修改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全体代表的 2/3的多

数通过，而其他法律或议案，则只须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代表过

半数通过即可。此外，宪法的解释、对宪法实行监督、违宪审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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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都有特别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由我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制定和颁布

的国家根本大法。从 1954年起，我国先后制定、颁布过 4部宪法，

即 1954年、1975年、1978年和 1982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982年宪法，是我国新的历史时期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它适应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指导思想，充分总结

了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丰富经验，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和

根本利益。这部宪法除序言外，有总纲，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

家机构和国旗、国徽、首都等四章。它的基本精神是：努力建设社会

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维护国家统一，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统一战线，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

政策。 

6、什么是人民法院 

人民法院是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的司法机关。其任务是审判刑事

案件和民事案件，惩办一切犯罪分子，解决民事纠纷。此外，它还执

行法制教育的职能，通过自己的全部活动，教育公民忠于社会主义祖

国，自觉地遵守宪法和法律。 

人民法院的体系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军事法

院等专门人民法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分为高级人民法院、中级人民

法院和基层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均分设刑事审判庭、民事审判

庭和经济审判庭，并可根据需要设立其他审判庭。各庭设庭长、副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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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向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任期每届 5年。地方各级人民法院院长由地

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向各该级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

作。 

7、什么是人民检察院 

人民检察院是负责行使检察权以维护法制的法律监督机关。 

按宪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规定，我国设立最高人民检察院、地

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军事检察院等专门人民检察院。 

各级人民检察院均由检察长、副检察长和若干名检察员组成，并

设立检察委员会。检察委员会是人民检察院讨论决定重大案件和其他

重大问题的内部组织，是实行集体领导的一种组织形式。最高人民检

察院根据需要，设置若干检察厅和其他业务机构。地方各级人民检察

院和专门检察院可以分别设立相应的检察处、科和其他业务机构。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和罢免，每届任

期 5年。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由省、自治区、直辖

市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和罢免，其任免须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自治州、省辖市、县、市、市辖

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和罢免，其任免须报上

一级检察院检察长提请该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人民检察院的任务是：通过行使检察权，镇压一切叛国的、分裂

国家的和其他的反革命活动，打击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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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院通过检察活动，教育公民忠于社会主义祖国，自觉遵守宪法和

法律，积极同违法行为作斗争。 

根据法律规定的职权，各级人民检察院进行下列法律监督工作：

法纪监督、侦察监督、提起公诉和审判监督，对刑事判决、裁定的执

行和监管改造工作的监督。 

8、什么是司法行政机关 

我国的司法行政机关是指国务院所属的司法部以及地方各级人

民政府中的司法厅、局、科等机关。 

司法部的具体职责是：管理对罪犯的劳动改造工作和对违法分子

的劳动教养工作；领导和管理人民法院、检察院、司法行政部门的在

职领导人员和律师、公证处负责人员的工作；领导直属政法院校并指

导大专院校法律系和各类学校的法学教育；领导和管理法制宣传教育

工作，管理法律报刊和书籍的出版工作；领导和管理律师工作；领导

和管理国家公证和涉外公证工作；领导和管理司法助理员的工作；领

导人民调解委员会的组织建设和业务建设；管理司法方面的外事工

作；调查研究司法行政工作的政策、理论问题；指导下级司法机关的

工作等。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中的司法行政机关，受上级司法行政机关和同

级人民政府的双重领导。 

9、什么是中国公民的基本权利 

中国公民的基本权利，是指我国宪法赋予公民的人身、政治、经

济和文化等各方面的权利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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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宪法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主要有以下内容； 

（1）人身和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包括：人身自由，人格尊严，

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宗教信仰自由，批评、建议、申诉、控告或检

举以及取得赔偿的权利。 

（2）政治权利和自由。包括：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言论、出版、

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3）社会经济权利。包括：劳动的权利和义务，劳动者的休息

权、生活保障、物质帮助权（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

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

物质帮助的权利）。 

（4）受教育的权利和文化活动自由。包括：受教育的权利和义

务，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 

中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具有广泛性、真实性和权利与义务一致性、

平等性等特点。所有中国公民，都平等地享有宪法赋予的基本权利。

只是为了保卫国家安全，维护社会秩序，保障社会主义制度和公民的

基本权利，才依法剥夺极少数反革命分子和其他严重刑事犯罪分子的

政治权利。 

10、什么是中国公民的基本义务 

中国公民的基本义务，是指我国宪法规定的公民对国家和社会必

须履行的责任。 

社会主义国家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是一致的。我国宪法在确认公民

基本权利的同时，规定了公民应尽的基本义务。宪法规定的我国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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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义务，主要有如下各项：遵守宪法和法律；维护国家统一和全

国各民族的团结；保守国家秘密，爱护公共财产，遵守劳动纪律，遵

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维护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依照法

律服兵役和参加民兵组织；依法纳税。 

宪法还规定，公民的劳动和受教育两种权利，同时也是公民的义

务。 

此外，公民的基本义务还包括：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

义务，成年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 

第二节 法律的作用 

法作为社会关系的调整工具，它对人们的生产、生活和社会的发

展起着十分重要和多方面的作用。统治阶级总是通过创制各种法律规

范，通过发挥法的作用，积极调整社会各方面的关系朝着有利于自己

的意志和利益的方向发展。 

法律的作用同法律的产生是密切联系着的，正因为法律具有原始

社会的习惯所不曾有的作用，所以它刚产生出来就被统治阶级掌握。

从法律的作用来讲，法律是统治阶级治理国家的工具，它积极维护统

治阶级的利益，为巩固统治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统治服务。 

法律的作用，是法律本质属性的外在表现，由于不同历史类型的

法律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和它所反映的阶级意志有着本质的区别，因

而它们在国家生活的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同的。所以，研究

和了解法律的作用，有助于青少年加深对法律的本质的认识，有助于

青少年懂得学法的重要性和紧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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