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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法治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
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不可避免地要与法律打交道，接受法律的治理，依靠法律主张和维护自己的权利
。
为了能够更加理性地面对法律的治理，履行自己的法定义务，正确行使法定权利，每个现代人都应当
具有一定的法律素养。
特别是对于未来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大学生来说，习得一定的法律知识，树立科学、民
主的法律观，养成良好的法律素养，显得更为重要和必要。
正是基于这样一点，所有高校都要给非法学专业大学生开设法律基础课或法学概论课。
为此，高等教育出版社组织编写了本教材。
　　我们在编写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到教材使用对象的特殊性——非法学专业的大学生，在写作方法
上既注意与法学专著区别开来，又注意同法学专业教材区分开来；在体系安排上，既注重法的基础知
识、一般理论的阐释，又注重各部门法的基本知识和基本制度的介绍；在观点选择上，既注意反映各
学科所取得的新成果，又注意观点的成熟性和连续性；在语言表达上，既注意法律语言的专业性、规
范性，又注意语言生动活泼，文笔流畅简练，力戒艰深晦涩；在内容取舍上，重点介绍一般法和部门
法的基本知识、基本原理，而尽量避免面面俱到，或者过分琐屑。
　　参加本书编写的有吉林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西南政法大学、
郑州大学等高校的13位学者。
各章编写的具体分工如下：黄文艺，第1、2章；叶传星，第3章；张文显，第4章；杨春福，第5章；汪
习根，第6章；苗连营，第7章；于立深，第8章；王轶，第9章；张旭，第10章；刘红臻，第11章；李
广兵，第12章；潘金贵，第13章；何志鹏，第14章。
本书由张文显主编，黄文艺副教授协助统稿。
　　本教材的编写得到了法学界同行的鼓励和支持，得到了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吉林大学法
学院的关心和帮助，得到了高等教育出版社的紧密配合和协助。
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吉林大学法学院的部分研究生参加了文稿校对工作。
值此教材出版之际，一并致以诚挚的感谢。
另外，也希望广大师生和读者在使用本教材的过程中提出批评性建议或意见，以使本教材不断更新和
完善。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法学概论>>

内容概要

　　《法学概论(第2版)》是全国高等学校通识课系列教材之一。
全书以培养学生的法律意识、法律理念为核心，分为法的基本原理和部门法基本知识两编，包括法的
概念、法的结构、法的运行、法的作用与价值、法治、法与社会、宪法、行政法、民法、刑法、经济
法、环境法、诉讼法、国际法等14章。
《法学概论(第2版)》针对非法学专业学生学习的特点，在写作方法上注意同法学专业教材区分开来。
在体系安排上，既注重法的基础知识、一般理论的阐释，又注重各部门法的基本知识和基本制度的介
绍；在观点选择上，既注意反映学科所取得的新成果，又注意观点的成熟性和连续性；在语言表达上
，既注意法律语言的专业性、规范性，又注意语言的生动活泼，文笔流畅简练，力戒艰深晦涩；在内
容取舍上，重点介绍一般法和部门法的基本知识、基本原理，而尽量避免面面俱到，或者过分琐屑；
在体例上，每章都包括重点名词、本章概要、关键词、思考题、课堂讨论案例、推荐读物等，具有很
强的可读性和教学适用性，适合于非法学专业学生阅读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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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从立法者的角度来给法下定义，认为法是某种意志或命令。
神学家一般认为，法是神（上帝、先知）的意志的体现，是神（上帝、先知）为人类规定的行为标准
。
英国哲学家霍布斯说，法是国家对人民的命令，用口头说明，或用书面文字，或用其他方法所表示的
规则或意志，用以辨别是非、指示从违。
第二，从司法者的角度来给法下定义，认为法是法官的判决。
美国法学家格雷认为，法只是指法院在其判决中所规定的东西，制定法、判例、专家意见、习惯、道
德只是法的渊源。
当法院作出判决时，真正的法才被创造出来。
美国法学家弗兰克提出，就任何具体而言，法或者是实际的法，即关于这一情况的一个过去的判决；
或者是大概的法，即关于一个未来判决的预测。
第三，从守法者的角度来给法下定义，认为法是约束行为的规范。
我国古代思想家、政治家管仲说，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
欧洲中世纪的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认为，法是人们赖以导致某些行动和不做其他一些行动的行为准
则或尺度。
美国法律人类学家霍贝尔认为，法律是这样一种社会规范，即如果有人对它置之不理或违反，拥有社
会承认的权力的个人或集团就会以使用武力相威胁或实际使用武力。
第四，从法的作用的角度来给法下定义，着重说明法的工具性。
我国汉代思想家桓宽说：法者，刑法也，所以禁强御暴也。
古罗马法学家赛尔苏斯说，法是善良公正之术。
美国法学家庞德把法理解为发达的政治上组织起来的社会高度专门化的社会控制形式——一种通过有
系统有秩序地适用社会强力的社会控制。
美国法学家富勒认为，法是使人们的行为服从规则治理的事业。
从上述法的定义可以看出，虽然非马克思主义法的定义也包含富有启迪的见解，但从总体上说，它们
不是真正科学的定义。
非马克思主义的法的定义大都是以唯心主义或形而上学为其哲学基础的，并没有深刻揭示法的内在本
质，也不能揭示法的内在本质，其任何法的定义都是肤浅的，甚至是无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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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法治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
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不可避免地要与法律打交道，接受法律的治理，依靠法律主张和维护自己的权利
。
为了能够更加理性地面对法律的治理，履行自己的法定义务，正确行使法定权利，每个现代人都应当
具有一定的法律素养。
特别是对于未来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大学生来说，习得一定的法律知识，树立科学、民
主的法律观，养成良好的法律素养，显得更为重要和必要。
正是基于这样一点，所有高校都要给非法学专业大学生开设法律基础课或法学概论课。
为此，高等教育出版社组织编写了本教材。
我们在编写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到教材使用对象的特殊性——非法学专业的大学生，在写作方法上既
注意与法学专著区别开来，又注意同法学专业教材区分开来；在体系安排上，既注重法的基础知识、
一般理论的阐释，又注重各部门法的基本知识和基本制度的介绍；在观点选择上，既注意反映各学科
所取得的新成果，又注意观点的成熟性和连续性；在语言表达上，既注意法律语言的专业性、规范性
，又注意语言生动活泼，文笔流畅简练，力戒艰深晦涩；在内容取舍上，重点介绍一般法和部门法的
基本知识、基本原理，而尽量避免面面俱到，或者过分琐屑。
参加本书编写的有吉林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西南政法大学、郑州
大学等高校的13位学者。
各章编写的具体分工如下：黄文艺，第1、2章；叶传星，第3章；张文显，第4章；杨春福，第5章；汪
习根，第6章；苗连营，第7章；于立深，第8章；王轶，第9章；张旭，第10章；刘红臻，第11章；李
广兵，第12章；潘金贵，第13章；何志鹏，第14章。
本书由张文显主编，黄文艺副教授协助统稿。
本教材的编写得到了法学界同行的鼓励和支持，得到了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吉林大学法学院
的关心和帮助，得到了高等教育出版社的紧密配合和协助。
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吉林大学法学院的部分研究生参加了文稿校对工作。
值此教材出版之际，一并致以诚挚的感谢。
另外，也希望广大师生和读者在使用本教材的过程中提出批评性建议或意见，以使本教材不断更新和
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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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学概论(第2版)》：全国高等学校通识课系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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