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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进入21世纪，我国法律职业岗位的设置日趋科学合理，经改革、改制建立起来的法学学科教育与高等
法律职业教育并存并举、协调发展的法学教育体系已逐步完善，高等法律职业教育在全国已形成一定
规模。
为加强对高等法律职业教育的指导，进一步推动高等法律职业教育的顺利发展，司法部组织部分专家
、学者编写了这套全国高等法律职业教育系列教材，供各有关院校使用。
    本套教材根据教育部"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应有别于学科教育，应具有更加鲜明的职业性、实践性和岗
位针对性，应更加注重知识的有效传播"的要求，在编写过程中以实用性和指导性为原则，在强化基础
知识、基础理论教育，突出职业能力和职业技能训练的前提下，重组课程结构，更新教学内容，突出
了高等法律职业教育的办学特色，并力求切实起到帮助学生灵活运用知识、提高完成本职工作能力的
作用，力求使其成为造就面向法院、检察院、律师事务所等法律实践部门应用型法律人才的必备读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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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陈兴良先生则认为，法学是一种知识形态，无论是理论法学，还是应用法学，都包含法哲学、法理学
和法社会学三个层次。
按照这种理解，任何部门法学也都相应地具有这三个层次，例如刑法学就可以分为刑法哲学、规范刑
法学和刑法社会学。
我们认为，理论法学与应用法学的区分，并不足以反映法学的知识状态。
例如法律史学，需要学者对历史上的法律思想与法律制度进行客观的归类、描述，从而达到“鉴古知
今”、启迪后人的结果。
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律史学既不能属于理论法学，当然也不是应用法学。
在理论法学与应用法学之间，还有一个经验法学的层次。
因而，法学可以大致地区分为理论法学、经验法学与应用法学三个部分。
1.理论法学，是专门研究法学的基础原理、基本知识与基本方法的学科。
这一部类又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即法学学、法哲学、法理学。
相关内容将在后面予以叙述。
2.经验法学，是专门研究人类法律活动的经验的科学。
从内容上说，大致可以包括三个层面：①法律史学，研究历史的法律经验，又可分为中外法律制度史
、中外法律思想史两类；②法社会学，研究现实的法律经验，力求通过法律实效的分析，研究法律在
社会生活中的具体运作；③比较法学，研究法系的法律经验。
简单地说，比较法学是立足于法律文化基础之上，对不同法圈的法律经验予以比较分析，从而为人类
法律的完整与趋同提供经验基础。
3.应用法学，也称部门法学，是专门研究现实中调控社会生活的部门法律的基本原理、知识的应用型
学科，包括宪法学、行政法学、民商法学、刑法学、经济法学、诉讼法学、国际法学等主要门类。
还必须注意的是，即使就理论法学与应用法学的两分法而言，也应当注意其所依据的并不是人们对事
物的认识次序和认识层次。
认识论的顺序本身就预设了由具体到抽象的理论路径，但是，按照原来人们的理解，似乎理论法学属
乎抽象的层次，而部门法学则属于具体的层次，由此推断，部门法学的理论成分较低甚至可以不需要
自己特有的理论，这显然不符合部门法学研究的实际情况。
实际上，这种划分主要是根据学科所要解决的问题的不同来进行的。
英国学者沃克将法律科学分为理论法律科学和应用法律科学两个部分。
理论法律科学（也称纯法律科学）“致力于对有关材料的调查研究，以及对调查取得的知识进行吸收
和加工”，属于法律学者和法学家的领域；应用法律科学“主要涉及对实际问题的原则和规则的确认
，这些原则和规则的运用及其结果”，属于立法者、法官和法律实践者的领域。
应当说，这较好地说明了理论法学和应用法学的差异。
当然，沃氏所言的“理论法学”，立足于英美法系的经验主义哲学传统，因而实际上包括了经验法学
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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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律原理与技术(第2版)》：全国高等法律职业教育系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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