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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章 法的一般原理

考点 4 法律关系★★★

概念 法律关系是根据法律规范而在主体间形成的以权利义务为内容表现的特殊的社会关系

特征

1、法律关系以法律规范为前提。

部分社会关系领域，如亲情关系、爱情关系等，通常不涉及法律规范调整，则很难说存在相应的法

律关系。

2、法律关系以权利义务为内容表现。法律关系的内容表现为法律主体之间的具体享有的权利和承担

的义务。这些权利和义务既可以是法律明确规定的，也可以是当事人之间合法约定的。

3、法律关系是由国家强制力保障的社会关系。

类型 1、按调整该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性质可分为：

宪法法律关系、民事法律关系、行政法律关系、刑事法律关系、经济法法律关系等。

2、根据法律关系的主体是单方确定还是双方确定为标准可分为：绝对法律关系和相对法律关系。

3、按法律关系产生的依据是合法行为还是违法行为，是否适用法律制裁，可分为：

（1）调整性法律关系：不需要适用法律制裁，主体权利就能正常实现的法律关系。

（2）保护性法律关系：在主体的权利不能正常实现时，通过法律制裁而形成的法律关系。

法律关

系构成

1、法律关系主体

①自然人：有自然生物属性的人，包括本国公民、外国公民和无国籍人。

②法人和非法人组织。

法人包括营利法人、非营利法人和特别法人；

非法人组织包括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专业服务机构等。

③国家。国家在特定情况下可以作为一个整体成为法律关系的主体。

法律关

系构成

2、法律关系客体

①物：包括自然物，也包括人的劳动创造物；广义上的物还包括财产的一般表现形式，如货币及各

种有价证券等。

②行为或劳务，表现为各种作为或不作为，以满足权利人的利益和需要。如货物运输行为、不从事

竞业的行为（不作为）等。

③人格利益，包括人身安全、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等权益。

④智力成果，即人类智力活动创造的成果，包括商标、专利、文学艺术作品等。智力成果通常是知

识产权法律关系的客体。

3、法律关系的内容

即法律关系主体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

法

律

关

系

变

动

1、行为：以权利主体的意志为转移、能够引起法律后果的法律事实。

根据行为是否属于表意行为可分为：

①法律行为，即以行为人的意思表示为要素的行为。行为人做出意思表示应当具有相应的行为能力。

②事实行为，即与表达法律效果、特定精神内容无关的行为，如创作行为、侵权行为等。由于事实

行为通常与表意无关，因此事实行为的构成通常不受行为人行为能力的影响。

2、事件：与当事人意志无关，但能够引起法律关系发生、变更和消灭的客观情况，常见的有：



①人的出生与死亡。

②自然灾害与意外事件。

③时间的经过。

考点 5 法定制定、实施和解释★★

法的

制定

法的制定即立法：

广义上是指国家机关依照法定的职权和程序，制定具有法律效力的各种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活动；

狭义的立法是指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制定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活动。

立法活动包括：

法律等规范性文件的制定、修改、解释、废止等。

立法

程序

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法律的立法程序为例，立法程序通常包括以下阶段：

（1）立法准备阶段：立法预测、立法规划、法律整理和汇编、立法信息搜集、法律草案拟定和论

证、以及其他立法准备工作。

（2）法的确立阶段：

①提出法律案；

②审议法律案；

③表决和通过法律案；

④公布法律。

（3）法律的完备阶段：包括立法后评估、法修改或废止，以及法的解释和规范性法律文件系统等

内容。

规范性法律文件系统化的方法主要包括：

 法律清理

 法律汇编

 法律编纂

法律清理是法律汇编和法律编纂的前提和基础，法律清理和法律汇编是法律编纂的重要条件和阶段，而法律

编纂又为以后的法律清理和法律汇编提供新的对象和条件。

法的实施  法的执行

 法的适用

 法的遵守

 法律监督

法律解释

概念 一定的解释主体根据法定权限和程序，按照一定的标准和原则，对法律的含义以及法律所使用的

概念、术语等进行进一步说明的活动。

法律解释的分类

按照法律解释含义的伸缩 1.字面解释

2.扩张解释

3.缩限解释

按照解释方法的不同 1.文义解释

2.逻辑解释

3.体系解释

4.理论解释

根据解释主体的不同 1.立法解释



2.行政解释

3.司法解释

法律解释的分类

立法解释 是指立法机关对法律作出的解释。《立法法》规定，法律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

行政解释 是指由国家行政机关对不属于审判和检察工作中的其他法律的具体应用问题以及自己依法

制定的法规进行的解释。

司法解释 是由国家最高司法机关对司法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问题所作出的解释。司法解释分为最高人

民法院的审判解释、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检察解释和上述两机关联合作出的解释。审判解释和

检察解释如果有原则性的分歧，应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或决定

【单选题】审判解释和检察解释有原则性分歧时，应报请（ ）解释或决定。

A.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B.最高人民法院

C.国务院

D.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答案】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