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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基础篇





1.神兽断是非，法律判曲直

我们的法律课堂，从“法”开始讲起。

“法”的古体写法很复杂，写作“灋”（fa)。 这个字由三部分组成：一个是水，一个

是廌，一个是去。这三部分形象地阐释了法的起源和法的应用。水，表示平，通常我

们说平之如水所以水在这里表示公平。“廌”（zhi)是一种传说中的动物，据说形状像

牛，但头上有角，又称之为“独角兽”。 独角兽是一种传说中的神兽，能判断是非，又

生性正直，遇见不直之人，就会用角去触之。 所以传说上古时候审判案件，就以被

“廌”触者为败诉。古代常把“廌”作为公正执法的形象标志。以我们现代人的知识，

当然不信有神兽这样的动物，我们现在评判是非曲直的标准是“法律”。

我们买东西时要求按一定的标准计算，或是重量，或是尺寸，而秤和尺子就是

衡量的“工具”。 在社会生活中，人们以各自的方式活动，评定人们行为的“工具”，

就是“法律”。 换句话说，法就是一种社会规范。 法为一般人的行为提供了一个模

式、标准和方向。

法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不断修改和增加的。 改革开放

以来，我们国家的经济体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计划经济中没有的问题都出现

了，如果要以过去的法律来评定，势必影响经济的发展。 例如在计划经济中某些被

认为是犯罪的“投机倒把”行为，在市场经济中则是正常的经济行为。 但有时法的

制定会落后于社会实际生活的发展。 例如：司机不小心使得高速路的计费小票被

风刮走了，高速公路在出口时被要求收取全程的费用。 当司机要求查询监控录像

则遭到拒绝。 司机起诉到法院，法院根据相关规定判定司机败诉，但同时也建议修

改一些不合理和不完善的规定，完善管理制度，确保公正、合理收费。

新中国成立后，在立法上曾经有个原则，就是要把法律条文写得简单明确，要

法学基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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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法律实用宝典

让老百姓看得明白。 所以在 1984年以前，我国的法律没有一部超过 200条。 例如

1979年的《刑法》只有 192 条，而 1997 年修订后的《刑法》有 452条。 1981年的《经

济合同法》只有 57条，而 1999年的《合同法》有 428条。 现在几乎每个月都会有一

批新的法律、法规开始实施，这些都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

法是维持社会正常运行的重要因素，没有法律标准，我们便不能判断我们行

为的后果。 比照法律则可以预测我们行为的方向，也可以预测社会运行的方向，从

而实现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目标。 但是，我们也应该知道，法律也不是万能

的，因为法律既不能罗列出所有的社会现象，也不可能超越社会发展去规制尚未

发生的行为。 例如网络“人肉搜索”产生的后果，法律并不能事先预测并规定，因而

对“人肉搜索”这样的行为，我们从《民法》和《刑法》中都无法找到相对应的条文。

《侵权责任法》中有了相应的规定，今后发生此类事件就有法可依了。 此外，法律仅

仅是对一般人所作的规定，法律所要求的是道德的最低标准。 有些人尽管很不道

德，但是还没有触及法律的底线，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法律无能。 正因为如此，

国家又提出了“以德治国”的理念，以提高国民的道德水平。

学法，并不是要成为法律专家。 法学本身就是一门比较枯燥的学问。 学法，就

是提高我们的法律意识。 我们可以不懂法，但我们必须有守法的意识，也要学会利

用法律保护自己。

2.建立在《宪法》基础上的法律大厦———法的部门与等级效力

一个国家的法律非常之多，当我们遇到问题需要找到适用的法律应该怎么找

呢？ 这就需要了解我国的法律体系是怎样的。 形象地说，法律体系就像一座大厦，

它有基础，有一层、二层、三层，每一层都是在已经建好的基础上继续建设而成的。

我们的法律大厦的基础就是《宪法》。

《宪法》又称国家法、母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也是其他各法制定的根据

和基础，任何法律的制定都不能违背《宪法》。

在《宪法》的基础上，是一些法律部门，它们分别对国家和社会经济的各个方

面进行调整和规范。 我国主要的法律部门有行政法、民法、经济法、劳动法、婚姻

法、环境法、刑法、诉讼法、军事法。 每个法律部门下还包括一些法律，如在民法部

门里还有物权法、继承法等。 此外，各个法律部门之间也是相互联系，共同发生作

用的。 例如公民可以以《民法通则》（属于民法部门）、《产品质量法》（属于经济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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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的相关规定，对因产品质量问题所造成的损害请求赔偿。 知道法律部门有助于

帮助我们找到适用的法律和应承担法律责任的人或单位。

我们还应该知道的是法律的效力等级，特别是行政法。 行政法是内容最广，数

量最多，更新最快的法律。 行政法是所有行政法规的总称，而不是一部法律的名

称。 行政法多是以“条例”、“规定”、“办法”等形式出现。 行政法律规范包括行政性

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政府规章等。

除了以上那些法律法规，还有一些“准法律”，其来源可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是

全国人大常委会作的“决定”，例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积极应对

气候变化的决议》。 另一部分是“司法解释”，这些司法解释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

人民检察院对在具体执行法律的过程中应用法律的具体意见。 在法律中有些条文

规定得比较原则，在执行过程中，常会发生不同的理解。 在这种情况下，司法解释

进一步地明确该法律条文的确切含义，定出适用的标准和范围。 律师们尤其重视

“司法解释”，因为它更具有预见性和可操作性。

我们还应该了解一种法的分类，即实体法和程序法。 实体法是直接规定人们

的权利和义务的，如民法、刑法等。 程序法是规定保证权利和义务得以实施的程序

的法律，如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等等。 我们常看见英美电视剧中

这样的情节：你可以保持沉默，否则你的供述将作为呈堂证供。 这些就是英美法律

规定的“权利告知程序”。 如果因为没有宣告该“权利”，犯罪嫌疑人有可能脱罪。

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程序法的地位也越发显得重要。 因程序违法

有可能导致错案的发生，所以发现在执法过程中不按程序规定“操作”，在民事上

就会把案件发回重审；在刑事上，取得的证据可能无效。

律师们注重程序法，一方面它可以指示办理案件的目标，另一方面它是维护

当事人合法权利的保障。 按规矩办，就是按程序办，任何乱找窍门、乱走关系找捷

径的一方，都可能因程序不合法而败诉。

当代世界主要法系有三个：大陆法系、英美法系、以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法律为

代表的社会主义法系。 其他的法系还有伊斯兰法系、印度法系、中华法系、犹太法

系、非洲法系等。对资本主义立法影响最大的是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大陆法系的

特点是实行法典化，法律规范的抽象化、概括化，明确立法与司法的分工，强调制

定法的权威，一般不承认法官的造法功能。 英美法系的特点是以判例法为主要表

法学基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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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形式，遵循先例。 在法律发展中，法官具有突出作用。

3.“权”与“法”之争———立法权

（1）2008年 4月 1日，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召开了“公开征集地方立法规划建议

项目新闻发布会”，在全省范围内征集立法建议的消息通过媒体公布出去。 从征集

公布到建议提交截止时间只有两个多月，在这段时间内，55 岁农民侯俊卿提出 20

项立法建议，有 12项被采纳。

（2）北京大学法学院 5 位学者曾经通过特快专递的形式向全国人大常委会递

交了《关于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进行审查的建议》，建议立法机关对《城市

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进行审查，撤销这一条例或由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向国务院

提出书面审查意见，建议国务院对条例进行修改。

（3）家住合肥市杏花镇的农村妇女姜广元，接到安徽省政府立法建议奖证书

和奖金，她的一项“延长九年制义务教育，加强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的立法建议

被列入安徽省地方法规立法计划。

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问题：“法”大还是“权”大？ 对于这个问题，一般人会毫不

犹豫地说，当然是“法”大。 可是学法律专业的人的回答却是相反，他们会说当然是

“权”大。确实是这样，没有权，哪来的法？法是权力机构依照一定的程序制定的，所

以，没有权，就没有法。 但是这个“权”，不是政府的权，不是法院的权，而是“立法

权”。 立法权是什么？ 立法权就是制定、修改和废止法律的权力。

我们国家的立法权掌握在谁手里呢？ 答案非常明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

常务委员会。

我们特别要说明一点，“权力”和“权利”虽然发音相同，但是却有不同的

含义。“权力”是法律赋予的一种力量，是国家主权的一种表现。“power”可能

是我们中国人最熟悉的英文单词了，在家用电器上经常可见，表示电源。 一

摁电源，机器就开始运转了。“power”也表示能力、活力、势力、权力，经常用来

表示强国和军事力量。 所以“权力”有更多的政治含义。 而“权利”则是一个地

道的法律概念，是指法律赋予人们享有的某种权益，是义务的对称。 正是因

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具有这种至高无上的权力，是我国最高

的权力机关，所以拥有立法权，因而我们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

会叫做立法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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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讲立法权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制定和修改宪法的权力；第二类是制定

和修改普通法律的权力。 一方面，立法机关自己制定法律，另一方面，立法机关

授权行政机关制定法规、条例、决议、决定、命令和办法等，它们都具有法律规

范的性质。

那么法是怎样立的呢？ 前面几个例子是民众、专家在立法机关公开征集

立法规划建议期间， 直接提出来的。 但更多的是在人大和政协开会期间，由

参会代表提出的立法提案，然后经整理列入立法规划，进入起草、审议的立

法过程。

我国在 2000 年 3 月 15 日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使得我国的立

法更规范，更合法。《立法法》规定了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法规的立法权限和立法

程序。

此外，《立法法》还对法的适用、备案和效力等级作出规定。 宪法具有最高

的法律效力，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都

不得同宪法相抵触。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行政法规的

效力高于地方性法规、规章。 地方性法规的效力高于本级和下级及地方政府规

章。 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的效力高于本行政区域内的较大的市的

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 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依法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

规作变通规定的，在本自治地方适用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规定。 经济特区法

规根据授权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作变通规定的，在本经济特区适用

经济特区法规的规定。

4.难完成的喝酒任务———红头文件与行政法规

（1）2005 年河北东光县文教局下发“红头文件”，要求该县办学条件最好的实

验小学，将今年的招生对象确定为“县城内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在编干部职工子

女”，报名时必须出示父母一方的编制证原件及复印件、所在单位有局长核实签字

的证明书，不符合该条件者一律拒收。 河北省教育厅对此问题进行了查处，有关责

任人受到了处理。

（2）湖北汉川市政府办公室 2006 年发出了一纸“红头文件”，为酒促销，要求

以后全市的公务招待都用小糊涂仙（神）系列酒。 该市一名乡镇干部算了笔账，要

完成市政府办公室下达的 2 万多元的“喝酒任务”，一年下来，除去法定休息日，镇

法学基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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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平均每天要喝 3瓶酒。 这个“红头文件”还规定完成任务的单位按 10％奖励，

未完成的则将遭通报批评。 此文件后来被宣布废止。

（3）为了吸引投资，河南沁阳市 3 年出台了 5 个“红头文件”。 其中规定，投资

5�000 万以上或符合其他条件的外地客商可享受一系列优厚待遇。 例如他们在本

地开车违法不罚款、娱乐场所消费不受查、子女就学不审核等 12 项优厚待遇。 当

地百姓习惯称这些规定为“超国民待遇”。 2006 年年底，国务院法制办对此事进行

调查，当地对这一做法进行了纠正。

“红头文件”并非法律用语，是老百姓对各级政府机关下发的带有大红字

标题和红色印章的文件的俗称。“红头文件”由来已久，早在南北朝的西魏时

期，有位出色的政治家苏绰，他博览群书，精通天文地理，尤其擅长算术。 据《周

书·苏绰传》记载：西魏官员有疑难问题，都会在征求苏绰的意见后才作出决

定。 他定制了各种文书的格式。 当时朝廷发出的文书是用朱（红色）标，下面上

呈的文书是用墨（黑色）标，界限严明。 由此可见，久而久之，“朱出墨入”形成习

惯。“红头文件”就代表着上级意见。

现在一些地方的政府，以“红头文件”方式解决地方问题，那么“红头文件”到

底与行政法规有区别吗？ 能作为行政法规适用吗？

要弄清这个问题，首先要知道什么是行政法规以及行政法规的格式。

根据《立法法》对行政法规的规定，行政法规由国务院起草，由总理签署公布。

行政法规可以从名称上区别：

（1）条例：是对某一方面的行政工作作比较全面系统的规定。

（2）规定：是对某一方面的行政工作作部分规定。

（3）办法：对某一项行政工作作比较具体的规定。

这三种是行政法规的基本格式，是按照规定的程序进行规划、起草、审定、发

布的。这三种格式的“红头文件”是行政法规。例如：《工伤保险条例》、《中央企业商

业秘密保护暂行规定》、《城市房屋租赁管理办法》等，这类法规有时会加“暂行”或

“试行”字样。 这种形式的文件属于法规，在发生争议时，是可以用来作为判断的依

据的。 其他形式的“红头文件”，如什么“通知”、“意见”，都不能作为法规使用，尤其

是在法院审理案件时，是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的。 地方政府为执行国务院颁发的

行政法规，会制定一些实施细则，这些有时也可以当作法规，但是若与上位法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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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或与立法精神不合的扩大解释，是没有效力的。

5.法律关系主体

让我们先看下列事件：

（1）一个人手捧着刚买的花瓶，另一个人急匆匆地赶路，撞到了拿花瓶的人，

花瓶掉下摔碎了。

（2）一辆小汽车在驶过人行横道时未减速，撞到了腿脚不灵便的老人，致使老

人骨折。

（3）晚上已经过了 10 点，楼房中的一家住户还在开“派对”，音乐声很大，邻居

们很有意见。

……

每天在我们身边发生着许许多多既常见又“意外”的事情，使得我们因这些事

情与他人产生了一种关系，这些因人们的行为而形成的特殊的关系，就是法律上

的权利和义务关系，简称为“法律关系”。 如上面①，两个人本来互不相识，因撞到

花瓶而使他们之间有了关系；同样如②，小汽车虽然没减速，如果没撞到老人，也

不会与老人产生关系；如③，开“派对”的人如果及时降低音乐的声音，也就不会影

响邻居关系。

在每一个具体的法律关系中都包括三个方面，即主体、客体和内容。

法律关系的主体一般也称权利主体，在我国把主体分为三类，即个人主体、集

体主体、国家主体。 个人主体是指自然人；集体主体是法人、集体组织、单位、团体

等。在国际法律关系上，是以国家作为主体参加法律事务的。我们最需要知道的是

法律对自然人主体有哪些规定。

自然人自出生就享有权利。（未出生前是胎儿，法律为胎儿保留了权利，如果

出生就享有自然人的权利；如果胎死腹中，权利也就消失了。 ）这种权利是伴随承

担一定义务而存在的，因而需要具备一定的能力，这种能力叫做权利能力。 一般的

权利能力是公民都可以享有的，如民事权利能力；特殊的权利能力是法律规定的，

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行使一定权利的能力。

权利能力分为民事（财产）权利能力和政治权利能力。 在我国，全体公民，不分

性别、年龄、种族、民族、信仰和出身，从出生的时候起到死亡的时候止，都具有民

事上的权利能力，可以享受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 政治上的权利能力则可能

法学基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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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年龄受到限制，如只有满 18 周岁才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也可能由于犯罪被剥

夺政治权利。

权利的实现是靠人的行为，因此与权利能力共同发生作用的是行为能力。 行

为能力不是随着人的出生和死亡而存在和消失的。 通常一个 10 岁的小学生拿着

几十元钱，买些书本、零食被看作是可以的，但如果他独自拿着几千元钱去买电脑

就不能看作是正常的， 因为他的购买行为超出了他这个年龄应该从事活动的范

围。 又例如一些精神病人，他享有与其他人一样的权利，但却不能独立地处理自己

的事务，不具有行为能力。 法律上把行为能力分为三种：有行为能力人、无行为能

力人和限制行为能力人。

当事件、纠纷发生以后，各方之间形成了法律关系。 在解决这些纠纷前，最主

要的是确定法律关系的主体是谁，谁应该承担责任。 在此特别要注意的是，无行为

能力人和限制行为能力人不等于不承担民事责任， 他们的责任由他们的监护人、

法定代理人承担。

6.法律关系客体

知道了主体，就容易理解客体。

什么是法律关系的客体？ 用法律的语言来说就是：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和义

务所指向的对象，包括：物、非物质财富、行为。 看起来挺拗口的，举例一说就明白。

一个人拥有一辆小汽车放在楼下，楼上的人不小心碰掉了花盆，砸坏了小汽车。 这

样在两个人之间就形成了法律关系，主体就是两个人，客体就是小汽车和碰掉花

盆的行为。小汽车是公民所有权保护的，防止花盆掉落是公民应尽的义务。这样就

解释了“权利和义务所指向的对象”。 还有“非物质财富”也就是精神财富，如公民

或法人的发现权、发明权和著作权等等，都属于这类，也是法律关系的客体，即权

利保护的对象。

主体和客体结合起来产生的后果，就是法律关系的内容。 用法律语言这样解

释：法律关系的内容就是能够引起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的法律事实。 每天社

会生活中充满了纷繁复杂的现象，并不是所有事都引起法律关系产生。 例如一个

人丢了钱包，并没有与他人产生联系，丢钱包只是一个事件，而不是法律事实。 一

个人捡了一个钱包，也不构成法律事实。 当丢了钱包的人发现自己的钱包被他人

所捡到而要求返还时，这时丢钱包和捡钱包就成为法律事实了。 丢钱包的人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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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习之捡钱包的人返还；捡钱包的人则应该返还，而不能私自占有。

自然现象也可以是法律事实。 如下冰雹砸坏汽车，车主向保险公司要求赔偿。

我们还应该知道，一个法律事实引发的法律关系可能不止一个。 例如：某人下雨天

在树下躲雨，被雷劈中死亡。 他的死亡使得继承与被继承的法律关系形成；使得他

与单位的劳动关系消灭；他生前的一些债权债务关系都发生了变更。 日期和时间

都是法律事实中具有重大影响的因素，是应该特别注意的。

法律关系看起来并不复杂，但却是最重要的问题，是处理解决问题的入口，如

果这个入口找对了，你的问题就好解决了。 好律师就是能准确地分析出法律关系。

因为在实际生活中，法律关系并不像理论上那样清晰，往往有多个主体、多个事实

叠加在一起，有时一环套一环，不容易捋出头绪。 律师、法官都容易在这方面出错，

导致败诉或错案。 好律师就能准确地找出权利主体和义务主体，确定法律保护的

客体，从而确定形成的法律关系，提出公平合理的辩护、辩论意见。

让我们看一个小案例，找找下面的法律关系。 一条刚刚修好的公路，因连日大

雨，路面出现约一米见方的大坑。 一辆大货车没看清路面的情况下陷了下去，车身

倾斜，车上的货物掉下砸坏了刚巧路过的小出租车，车中的司机和乘客受了伤，后

面的汽车因车速快，没能及时刹车，又撞到前面的车上造成追尾。 在其后面因同样

原因，又有三辆车追尾，造成车辆的严重损坏。 如果你是这个事故中的一方，你应

该找谁呢？ 谁与你形成了法律关系呢？ 如果你是出租车里的乘客，你会找谁来赔

偿？ 出租车损坏，找谁赔偿？ 大货车损坏，货物的损坏应找谁赔偿？ 其他追尾的车

怎么办？ 如果你想清楚了，你就基本上明白了法律关系的意义了。

正确答案是：乘客应该应该向出租车公司提出赔偿请求。出租车应该向

大货车车主提出赔偿请求。 大货车可以向公路管理部门提出赔偿请求。 公

路管理部门可以向公路施工方提出赔偿请求。 其他追尾的车辆可以向保险

公司提出赔偿请求。 此外还要说明一点，在提出请求时，还要提出相关的证

据来证明自己的损失数额。

7.我国的司法体制

曾某、李某伙同他人携带作案工具在公园附近小区欲行盗窃，因时机不成熟

而未果。 随后，曾某持尖刀、李某带“T”型撬锁工具到公园内伺机作案。 当晚 10时

许，两人看到正在公园内散步的王某某（男）、马某某（女）。 曾某提议抢劫，并先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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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王某某身后，用手卡住王某某的颈部并持刀抵住王的腰部，将王某某打倒在地。

与此同时，李某上前将马某某打倒，劫得马某某价值人民币 1350 元的三星手机和

现金 150元，并持工具威胁马不许呼救。 李某随之又与曾某共同对王某某殴打，劫

得价值 360元的三星手机和现金 700余元。 曾某、李某欲逃跑时，王某某就地捡起

根竹棒，追赶并击打两被告人，曾某遂持刀刺扎王某某胸、背部等处，又将王摔倒

在地，李某也对倒在地上的王某某进行踢打，后两被告人分别逃离现场。 被害人王

某因胸、背部遭受利器刺戳，造成左肺静脉破裂导致失血性休克而死亡。 公安机关

先抓获了李某，李某归案后协助公安机关抓获曾某。

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曾某犯故意杀人罪和抢劫罪、被告人李某犯抢劫罪向中

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曾某、李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分别携带作案工具，共同以暴力手段劫取公民财物。 随即，为抗拒被害人王某某的

抓捕，两被告人又共同殴打被害人王某某，其中被告人曾某持刀刺戳被害人王某

某并致其死亡。 被告人曾某、李某的行为均已构成抢劫罪，并造成一人死亡的严重

后果。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曾某、李某的主要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被告

人李某归案后有协助司法机关抓获同案被告人曾某的重大立功表现。 据此，根据

罪刑相适应的原则，判决曾某犯抢劫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

个人全部财产。 判决李某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并处

罚金 3000元。

一审判决后，被告人曾某、李某均未提出上诉，人民检察院亦未提起抗诉。 中

级人民法院依法报请高级人民法院复核。

高级人民法院经复核认为，原审判决对被告人曾某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

程序合法，裁定同意中级人民法院的刑事判决。 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我们通过这一起案件的全过程就可以了解我国的司法体制。 我国的司法体制

由国家审判机关（法院）、国家检察机关（检察院）、行政司法职能的行政机关及社

会团体构成。 公、检、法、司各部门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共同完成司法工作。

司法各部门在执法过程中有不同的任务。 首先公安机关对案件进行侦破，抓

捕犯罪嫌疑人，收集犯罪证据，然后移交给检察院。 检察院在受理后对案件进行全

面审查，如果认为证据不够充分不能确定犯罪，就退回公安局补充侦查。 当检察院

认为公安局移交的案件证据充分，就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人民法院在收到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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