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法理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法理学>>

13位ISBN编号：9787030370747

10位ISBN编号：7030370740

出版时间：2013-3

出版时间：科学出版社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法理学>>

书籍目录

导论法学与法理学 第一节法学的研究对象 第二节法理学的研究对象 第三节法理学的研究方法 第一编
法的本体 第一章法的概念、特征、作用和本质 第一节法的概念 第二节法的特征 第三节法的作用 第四
节法的本质 第二章法的价值 第一节法的价值的含义 第二节法的价值的种类 第三节法的价值冲突及其
解决 第三章法的要素 第一节法的要素概述 第二节法律原则 第三节法律规则 第四节法律概念 第四章法
的渊源与分类 第一节法的渊源 第二节法的形式分类 第五章法律部门与法律体系 第一节法律部门 第二
节法律体系 第六章法的效力 第一节法的效力概述 第二节法对人的效力 第三节法的空间效力 第四节法
的时间效力 第五节法的效力等级 第七章法律关系 第一节法律关系概述 第二节法律关系主体 第三节法
律关系的内容 第四节法律关系客体 第五节法律事实 第八章法律责任 第一节法律责任概述 第二节归责
与免责 第三节法律制裁 第二编法的运行 第九章法的创制 第一节立法概述 第二节立法原则 第三节立法
体制 第四节立法程序 第十章法的实施 第一节法的实施和实现 第二节执法 第三节司法 第四节守法 第
五节法律监督 第十一章法律适用与法律方法 第一节法律适用的一般原理 第二节法律适用中的法律方
法 第十二章法律解释 第一节法律解释概述 第二节法律解释的方法 第三节当代中国的法律解释体制 第
十三章法律推理 第一节法律推理概述 第二节法律推理的类型 第三节法律推理的模式 第三编法的演进 
第十四章法的起源 第一节法的起源的各种学说 第二节原始社会的社会组织和社会规范 第三节法产生
的根源、标志和一般规律 第十五章法的发展 第一节法的历史类型 第二节法律继承与法律移植 第十六
章法律文化 第一节法律文化概述 第二节法律意识 第三节西方两大法系 第十七章法的现代化 第一节法
的现代化 第二节法的现代化的类型 第三节中国的法治现代化 第四编法与社会 第十八章法与社会的一
般理论 第一节法与社会的一般关系 第二节法与和谐社会 第十九章法与经济 第一节法与经济的一般关
系 第二节法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 第三节法与科学技术 第二十章法与政治 第一节法与政治的一般关系 
第二节法与政策 第三节法与国家 第二十一章法与道德 第一节法与道德：法学史上的争议 第二节法律
规范与道德规范 第三节道德的法律强制 第二十二章法与宗教 第一节宗教概述 第二节法与宗教的关系 
第三节作为基本人权的宗教自由 第二十三章法与人权 第一节人权的概念和层次 第二节法与人权的一
般关系 第三节人权的法律保护实践 后记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法理学>>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三）科学原则 科学是人类实践经验的理性总结，是人类逻辑思维、理性思维的
结晶，也是人类对相对真理结论的高度概括。
法律作为国家意志的体现，要为国家、社会以及普通公民确立一种合理的组织结构，一种规范的行为
模式，一种正确的价值选择，这就决定法律必须建立在科学原则的基础之上。
制定法律必须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规律，总结借鉴与科学预见相结合。
具体而言，立法的科学原则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立法应追求客观性。
立法的客观性原则主要是指立法必须尊重客观实际，根据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客观需要，
正确反映客观规律的要求。
法律不能脱离实际，这里所讲的“实际”，不是简单地指现实存在，而是既包括现实实际，也包括历
史实际以及对事物未来发展的科学预测。
制定法律，就必须从客观事物的发展中，把握住带有实质性的、普遍性的、全局性的问题，从事物的
矛盾运动中寻找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创制出既能反映现实，又能指导现实发展、促进社会变革
的法律。
第二，立法应追求合理性。
立法应当合理地吸收、借鉴历史的和外国的经验。
不管是历史的还是现代的法律，其存在和发展都有其合理的一面，都反映出了一个国家对各种社会关
系的合理界定。
合理性在某种程度上即体现为科学性。
社会主义国家的立法要吸收和借鉴历史上和国际上一切对人民有用的、合理的经验和规定，这无论从
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应该予以肯定的。
第三，立法应具有系统性。
当前我们正在建立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要求立法者在立法活动中，对各项具体法律制度的设计和安排
，要有一个合理的结构，在这个结构中，各种不同的法律具有不同的地位，承担着不同的使命，发挥
着不同的作用。
同时，这些法律之间又有着内在的联系，相互协调，相互衔接。
立法只有体现了系统性，才能更好地健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第三节立法体制 一、立法体制的含义和构成 立法体制是关于一国立法机关的设置与运行及其立法权
限划分的体系和制度，其核心是立法权限的划分。
立法体制主要由以下三个方面构成。
 （一）立法权的运行体系和制度 立法机关的设置与运行是围绕立法权展开的，立法权是一定的国家
机关依法享有的制定、修改、补充、废止法律等规范性文件的权力，是国家权力体系中最重要、最核
心的权力。
享有立法权是立法的前提，立法是行使立法权的过程和表现。
立法权根据立法主体和形式的不同，可以划分为国家立法权、地方立法权、行政立法权、授权立法权
等。
国家立法权是由一定的中央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用以调整基本的、带全局性的社会关系，在立法体制
中居于基础和主导地位的最高立法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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