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楚雄师范学院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主讲教师：雷 敏 



教学要求：了解法学的研究对象和体系，认识马克思
主义法学与剥削阶级法学的根本区别，认识法的本质、
基本特征、及其发展规律；掌握我国社会主义制的基
本要求和依法治国的基本内容。 

 

教学课时：6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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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律 



法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
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具有普
遍效力的行为规范体系。 

 

法的本质 

 

法的特征 

 
 



 王某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从事将山东的蔬
菜贩运到北京的业务，由于我国1979年制定的刑
法中规定了投机倒把罪，王某的行为属于投机倒
把行为应受到法律的制裁。但在1997年修订的刑
法中取消了该罪名，王某的行为则不构成犯罪，
而是受到法律保护的合法行为。 

 

 结合上述材料分析法的本质是什么？ 

 



 规范性 

 国家意志性 

 国家强制性 

 普遍适用性 



法的作用是指法对人们的行为
或一定的社会关系所发生的影
响  

法的规范作用： 
 指引  强评价  预测制  教育 

法的社会作用： 
  政治作用   社会公共作用 

 

 



 学生张某考试作弊，依照学位条例的相关规定，
其毕业时不能申请学士学位。这里体现了法的
什么作用？  
 

 人民法院依照法律审理刑事案件，并对被告人
作出了有罪判决。这里体现了法的什么作用？ 
 

 依据国际法的规定，一国发生政府更迭时，前
政府与他国签订的技术性规范（如平等的划界
条约）对新政府继续有效。这体现了法的什么
作用？ 



权利和义务是法的最核心的内容和要素，
是贯穿于法的各个领域、环节、法律部门
和整个法的运动过程的法律现象。 



 

权利 
法律权利是国家通过法律规定，对法律关
系主体可以确定做出某种行为的许可和保
障。 

义务 
法律义务是国家通过法律规定，对法律关
系主体的行为的一种约束手段。 

 

权利和义务的相互联系 



 甲乙同为某村村民，乙雇佣甲为其收购土特产。
一天，甲乙骑摩托车去收购土特产，乙不慎从车
上摔倒，摩托车也翻到在路中央，甲上前去求助
乙时，身后突然开来一辆拖拉机，甲被撞倒，并
被拖拉机泼洒出来的汽油烧成重伤。拖拉机司机
丙肇事后逃逸，当时能有行动能力的乙也未及时
扑灭甲身上的火焰。事后，甲为治疗烧伤支付了
巨额的医疗费，背上了沉重的债务。 
 

 问：上述案例中甲、乙、丙有哪些权利和义务？
哪些属于法律上和义务？ 



法律规范 
法律规范是指通过法律条文表述的、
具有特殊逻辑结构的行为规则。 

法律规范的结构: 
行为模式+法律后果 

行为模式的种类 

•可为模式 

•勿为模式 

法律规范与法律条文 



以造谣、诽谤或者其他方式煽动颠覆国家
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处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处五年以上有
期徒刑。（刑法第105条） 

 

分析上述法律规范的结构 



法律体系 
 法律体系也称部门法体系，即把一国现行法律
规范分为不同的法律部门，并由这些法律部门
组成的有机联系的整体 

 部门法 

 当前我国法律体系的组成： 
 宪法、行政法、刑法、民商法、经济法、劳动与社

会保障法、诉讼法、军事法等。 



 （一）法的渊源 
法的渊源是指被承认具有法的效力、法的权威
性或具有法律意义并作为法官审理案件依据的
规范或准则来源。 

 

正式渊源：国家制定法 

非正式渊源：法律原则、法理精神、法律学说、
习惯、村规民约、外国法等 



 （二）法的效力 
法的效力是指法律对法律主体的约束力或拘束
力。 

 

法的效力范围： 
 1、时间效力范围 

 2、空间效力范围 

 3、对人的效力范围 



 

法律关系是在法律规范调整社会关系的过
程中所形成的人们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 
 

法律关系的构成要素： 

法律关系主体（自然人、法人、组织、国家） 

法律关系内容（法律权利、法律义务） 

法律关系客体（物、行为、精神产品、人身
利益） 



 孙某与李某在签订购房合同中规定：孙某将其
出租给张某的房子于2004年10月1日前出卖给李
某，李某支付人民币12万元。李某明知道该房
子属于张某，仍然在9月将房款交给孙某。张某
得知后，将孙、李二人告知法院，要求法院确
认二被告侵权成立，判令其购房合同无效。 

 问： 
① 上述材料中包含了哪些法律关系？ 
② 各个法律关系的主体是谁？ 
③ 各个法律关系的内容是什么？ 
④ 各个法律关系的客体是什么？ 



 法律事实 

 
法律行为（如签订合同、结婚登记等） 

法律事件（如自然人出生、死亡等） 



法律责任 
法律责任是指人们对自己的违法行为或因法律
规定所应承担的带有强制性的不利法律后果。 

 

法律责任的种类： 
 违宪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民事责任 



 村民徐某为了能当选乡人大代表，向所在
选区的村民行贿，许诺投其一票给50元钱。
最终徐某如愿以偿当选人大代表。后来事
情败露，徐某被相关部门查处。 

 

 问：此案中徐某将承担哪些法律责任？ 



法律制裁 
法律制裁是由特定的国家机关对违法者因其所
应负的法律责任而实施的惩罚性措施。 

 

法律制裁的措施 



 周某利用担任某国有企业出纳员的职务便
利，先后贪污单位财物多达120万元。其行
为被发现后，单位开除了周某的公职，并
将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法院经审理，以
贪污罪判处周某有期徒刑15年。 

 
 上述材料中涉及的法律责任是什么？ 

 上述材料中使用了什么法律制裁措施？ 





立法是指有权的国家机关依据
法定的权限和程序制定、修改
或废止法律、法规的活动。 

我国正式的法律渊源 

我国立法权的划分 

我国的立法程序 



 宪法 
法律 

行政法规 

地方性法规 
 规章 

自治条例、单行条列 

特别行政区的法律 

国际条约 



全国人大 

全国人大常委会 

省一级人大 

省会所在地的
市、较大市的

人大 

民族自治地
方的人大 

特别行政区
立法会 

国务院 

省一级政府 

省会所在地的
市、较大市的

政府 

国务院部、
委 



提出
草案 

审议
议案 

表决
通过 公布 



广义上的执法 

行政执法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在其职权范围
内，依法对行政事务进行组织和管理活动。 
 行政执法的特点： 

①主动性 
②程序简便性和应急性 

 行政执法应遵循的原则： 
行政法治（依法行政）原则 
公平合理原则 
效率原则 



司法是指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
按照法定职权和程序，运用法律
处理案件的活动。 
司法特点： 
①法定性 

②专业性 

③强制性 

④程式性 
 



 2003年4月，我国遭遇了一场“非典风暴”。
为了能够有效地控制疫情，行政机关出台了一
系列应急措施，包括：对患者强制隔离治疗、
对相关场所封锁和控制、要求流动人员进行健
康检查、对相关商品进行限价等等。 
 

 张某向王某借了1万元钱，到期张某没有如约
还钱，王某将其告到法院，但由于王某不能提
供借条，法院判决王某败诉。 
 

 依据上述案例分析行政执法与司法的不同特点 



守法 

守法的主体 

守法的范围 

守法的内容 



违法 

构成违法的要素： 
①必须是违反法律规定的、依照法律应当受到
追究的行为。 

②违法必须是不同程度地侵犯了法律所保护的
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的行为。 

③只能是具有法定责任能力的自然人、依法设
置的法人或其他社会组织所实施的行为。 

④必须是行为者有主观过错的行为。 





法与国家的联系表现为： 

1. 法律离不开国家，依附于国家 

 

2. 国家离不开法律，无法律不成
其为国家原因。 

 



政策是指政党、国家或其他社会组织
在一定历史时期基于社会政治经济等
形式的发展做出的政治决策和对策 

 

法与政策的区别和联系 

 

我国法律与执政党政策的关系 

 



 政策是法律的制定依据，因此政策的效力
高于法律。 

 法律和政策是社会治理的两种手段，二者
互无关系。 

 法律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政策是政党意志
的体现。因此，法律高于政策，政策不得
违反法律。 

 判断上述说法的正误 



 道德是人们关于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公正与
偏私、光荣与耻辱等问题的观念以及同这些观念
相适应的由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和内心信念来保
证实施的行为准则的总和。 

 

 法与道德的区别 
①两者起源的时间不同。 

②两者的表现形式不同。 

③两者的具体内容规定不完全相一同。 

④两者实现的方式和手段不同。 

⑤两者调整的范围不尽相同。 

 社会主义法与社会主义道德的关系 



 某地发什么一起“儿子告老子”的官司，
夫妻因为儿子年满18周岁而拒绝再承担其
学费和生活费，导致儿子不得不辍学。儿
子于是将父亲告到法院，要求支付学费和
生活费。法院审理后判决儿子败诉，对此，
社会各方议论纷纷，有指责法院的，有批
评儿子的，也有同情父亲的。 

 
结合道德与法律的相关知识，分析上述案例 



 



法制的含义 

静态层面 

动态层面 

 

法制与法治的区别 



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要求 

“有法可依”——基础 

“有法必依”——中心环节 

“执法必严”——关键 

“违法必究”——保障 

 



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的
相互关系： 

 
①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法制
的政治基础和前提。 

 

②社会主义法制是社会主义民主
的体现和保障。 





 



邓小平同志在文革后的一系列讲话 

江泽民同志在建党80周年的讲话 

1997年党的十五大 

1999年九届人大二次会议正式写入宪
法 



 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
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
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
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
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
个人意志而改变。 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
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其本质是保证
人民当家作主。 



①依法治国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进经济
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促进社会生产力进步的客
观要求。 

②依法治国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靠
宪法和法律的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参与
管理国家、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
并且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
的根本保障。 

③依法治国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保证
国家稳定和实现长治久安的关键所在。 

④依法治国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条件。 



依法治国的内容包括： 

①法律至上，权力在法律之下； 
②法律公开； 
③依法行政； 
④司法独立； 
⑤保障权利和自由； 
⑥实行“正当程序”，国家机关的活动必须严格遵
循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与资本主义法治国家的区别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现的标志  
①形成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②宪法和法律具有最高的权威 

③实现“民主的法制化”和“法制的民主化” 

④国家的权力监督和制约机制的形成和良性循
环 

⑤“依法行政”和“依法司法”制度得到有效
的保障 

⑥国家的法律秩序稳定，违法犯罪现象得到有
效的控制 



1.沈宗灵，《法理学》，高教出版社，2003年版 

2.周永坤，《法理学---全球视野》， 法律出版社，
2000年版 

3.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华
夏出版社， 1987年版 



1. 什么是法？社会主义法的本质是什么？ 
2. 为什么说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 
3. 简述法律权利与法律义务的关系 
4. 法律关系的特征是什么？ 
5. 我国哪些机关有立法权？ 
6. 依法行政的意义是什么？如何实现？ 
7. 司法独立的内容包括哪些？ 
8. 分析我国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9. 简述政策与法律的关系 
10. 为什么说有了法制不一定就有法治?  
11. 我国为什么要实施依法治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