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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精品课程立体化教材系列:法学概论(第2版)》系统介绍了法学的一般原理，包括我国宪法、行政法
、刑法、民法、婚姻家庭法、经济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的基本知识和主要法律
理论，以及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和WTO法律制度的主要内容。
《精品课程立体化教材系列:法学概论(第2版)》力求全面、准确地阐述法律的基本概念和理论，注意
吸收最新的立法资料和法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信息量大、内容丰富。
每章除正文外增加了“教学要求、案例分析、热点问题、重要概念”等内容，教材的体例安排令人耳
目一新，具有“引读”作用。
每章都有相关热点问题的介绍以及理论界对这些热点问题的不同看法，引发学生关注学术前沿和部门
法律的发展方向，进行研究性学习。
同时，书中侧重介绍具有实用价值的法律知识和原理，并选用典型精练、画龙点睛之案例分析穿插其
中，以体现法律的实践性、应用性和可操作性特点。

《精品课程立体化教材系列:法学概论(第2版)》是21世纪高等院校本科教材、精品课程立体化教材系列
之一。
它既是高等院校政治类、财经类、管理类、社会类、教育类等本科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教材，也可
以作为非法律各专业的公共基础课教材，还适合成人高校相关专业学生，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各类培
训班学员，以及对法学有兴趣的广大读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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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 三、法律的基本特征 四、法律的作用 第二节 法律关系 一、法律关系的概念和特征 二、法律关系
的主体、内容和客体 三、法律关系的形成、变更和消灭 第三节 社会主义法制及其运行 一、社会主义
法制的概念和基本要求 二、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制的辩证关系 三、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原则 
四、社会主义法律的创制 五、社会主义法律的实施 第四节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一、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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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家制度 一、我国的国家性质 二、我国的政体 三、我国的选举制度 四、我国的国家结构形式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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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概述 二、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 三、公民的基本义务 第四节 我国的国家机构 一、国家机构的概念与
活动原则 二、我国的权力机关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四、我国的行政机关 五、我国的军事机关 六
、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 七、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 第三章 行政法 第一节 行政法概述 一、行政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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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行政法制监督 一、行政法制监督的概念和特征 二、行政机关的内部监督 三、对行政的外部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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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责任 第四章 刑法 第一节 刑法概述 一、刑法的概念及其法律特征 二、刑法的目的和任务 三、刑法
的基本原则 四、刑法的适用范围 第二节 犯罪总论 一、犯罪的概念和基本特征 二、犯罪构成及其要件 
三、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 四、故意犯罪形态 五、共同犯罪和单位犯罪 第三节 刑罚总论 一、刑罚概述 
二、刑罚的体系和种类 三、量刑 第四节 刑法分则概论 一、危害国家安全罪 二、危害公共安全罪 三、
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 四、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 五、侵犯财产罪 六、妨害社会管
理秩序罪 七、危害国防利益罪 八、贪污贿赂罪 九、渎职罪 十、军人违反职责罪 第五章 民法 第一节 
民法概述 一、民法的概念 二、民法的基本原则 三、民事法律关系 第二节 民事主体 一、民事主体概念
和特征 二、自然人 三、法人 四、非法人组织 五、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 第三节 民事法律行为
和代理 一、民事法律行为 二、代理 第四节 财产所有权 一、物权 二、财产所有权的概念和内容 三、
财产所有权的取得和消灭 四、财产所有权的形式 五、共有 六、建筑物区分所有 七、财产相邻权 第五
节 债权 一、债的概念和种类 二、债的履行 三、债的担保 四、合同之债 第六节 人身权 一、人身权的
概念和特征 二、人格权 三、身份权 第七节 民事责任 一、民事责任的概念和归责原则 二、民事责任的
构成要件 三、民事责任的抗辩事由 四、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 第八节 诉讼时效 一、诉讼时效的概念 二
、诉讼时效期间的分类 三、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中止、中断和延长 ⋯⋯ 第六章 婚姻法与继承法 第
七章 经济法 第八章 刑事诉讼法 第九章 民事诉讼法 第十章 行政诉讼法 第十一章 国际公法 第十二章 国
际私法 第十三章 WTO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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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三章 行政法 教学要求 通过本章的讲授和学习，你应该能够掌握行政与行政法律关系，了
解国家行政主体与国家公务员的有关法律规定，掌握各种行政行为的概念和特点，了解行政法制监督
的种类和方式。
 第一节 行政法概述 一、行政与行政法 行政是指为实现国家的目的和任务，国家行政主体基于行政权
对国家和社会事务进行决策、组织、管理和调控的活动。
它具有三个显著的特点：第一，行政具有国家意志性和国家强制性，行政活动是行政主体为了实现国
家对国家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的组织和管理需要而进行的国家意志活动，它的实施必然要以国家政权
的强制力为后盾；第二，行政的主体是享有行政管理职权的行政主体，而不是公民个人或其他社会组
织；第三，行政与国家的立法、司法活动不同，它是国家对公共事务的一项组织活动，是执行、指挥
、组织和监督各种要素的统一体。
 行政法是调整国家行政关系，配置并控制行政权，确认和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的各种法律规范的总和。
它是我国法律体系中一个重要的部门法。
它具有以下主要特征：第一，从形式上看，行政法不同于宪法、刑法、民法，它没有统一完整的法典
，它是由不同效力层次的法律规范组成的。
行政法的这一特征是由社会公共事务的广泛性、复杂性、多变性和技术专业性所导致。
第二，从内容上看，行政法的内容十分广泛且易于变动，它不仅包括传统的国防、外交、教育、公安
、民政、财税等部门，而且还扩展到现代社会的社会福利、环境保护以及国民经济发展等新领域，并
且其内容还会顺应客观形势的变化而变化。
此外，行政法中实体规范和程序规范没有严格的界限。
 行政法按其调整对象的不同，可以分为行政组织法、行政行为法和行政监督法三类：行政组织法主要
规定行政权的设定、行政权的范围、行政组织的规模和结构、行政主体的设置及权限分配、行政主体
的对外管理形式以及公务员制度等；行政行为法主要是调整国家行政主体和行政公务员在行政管理活
动中具有法律后果行为的规范性文件，主要涉及行政行为的方式、行使各类行政行为的条件和程序等
；行政监督法主要规定对行政权的监督及对违法行政行为后果的补救，具体包括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
、行政自身的监督、群众监督和社会监督等有关的法律规定。
 二、行政法的渊源 行政法的渊源，是指行政法律规范的表现形式。
在我国，行政法律规范的表现形式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1.宪法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包括行政法在内的各部门法的重要渊源。
宪法中关于行政机关与其他国家机关的关系，关于行政机关的地位、职权和活动原则的规定，关于公
民在行政关系中基本权利和义务的规定等，都是行政法律规范。
宪法中的这些行政法律规范的效力高于其他一切行政法律规范。
 2.法律 法律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制定的规定性文件，包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基本法律和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的一般法律。
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
、《行政许可法》、《专利法》等等。
在这些法律中，某些法律可能在整体上具有行政法的性质；有的法律则仅有部分规范属于行政法规范
，这些法律都是行政法的重要渊源，其规范效力低于宪法性规范，高于其他形式的行政法规范。
 3.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 国务院根据宪法和法律制定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国务院各部、委根据法
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在本部门的权限内，发布的命令、指示、规章等。
部门规章的法律效力低于行政法规，目前，这种行政法规范的数量较多，调整的领域非常广泛，是我
国重要的行政法渊源。
 4.地方性法规、规章和自治条例、单行条例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在不同
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所制定和颁布的地方性法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省、自
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发布的行政规章，民族自治地方的自
治机关制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也是行政法的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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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法律解释 法律解释在这里指有权机关就法律规范在具体适用过程中，为进一步明确界限或进一步补
充，以及如何具体运用所作的解释，即有权解释，不包括学理解释等无权解释。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1981年通过的《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有权解释包括立法解释、司法
解释、行政解释和地方解释。
这些解释常常涉及与行政有关的法律规范适用问题，具有规范性，是行政法的补充渊源。
 此外，我国参加和批准的一些国际条约以及国际社会中普遍适用的国际惯例中有关行政管理的规范也
是我国行政法的特殊渊源。
当然，对于国际条约中，凡是我国承认时予以保留的条款，都不能成为我国行政法规范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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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精品课程立体化教材系列:法学概论(第2版)》是21世纪高等院校本科教材、精品课程立体化教材系列
之。
它既是高等院校政治类、财经类、管理类、社会类、教育类等本科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教材，也可
以作为非法律各专业的公共基础课教材，还适合成人高校相关专业学生，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各类培
训班学员，以及对法学有兴趣的广大读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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