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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章 法的一般原理

考点 1 法的概念、本质和基本特征 ★★

考点 2 法律渊源 ★★

考点 3 法律规范 ★★★

考点 4 法律关系 ★★★

考点 5 法的制定、实施和解释 ★★

考点 1 法的概念、本质和基本特征★★

概念 根据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观点，法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反映由特

定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并上升为国家意志的统治阶级意志，通过规定社会关系参加者相应的

权利义务，来确立、维护和发展对统治阶级有利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的社会规范的总称。

法的本质

①法的阶级性 法是统治阶级意志体现，反映的是统治阶级的整体意志。

②法的国家

意志性

统治阶级的意志并不都表现为法，只有经过合法程序，以法律的形式上升为国家意志的部分

才能成为法。

③法的物质

制约性

法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是由相应的经济基础即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统治阶级不能

超越其所处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而任意立法。

④法的社会

规范性

法是调整人类社会关系的重要社会规范，与宗教、道德、风俗习惯等其他社会规范共同调整

社会关系。

法和道德规范联系和区别

法作为社会规范与道德规范密切联系，通常法所禁止或制裁的行为，往往也受到道德的禁止与谴责。

但两者的区别也较为明显：

 法的主要内容是权利和义务，注重两者间的平衡，道德侧重强调对他人、对社会的义务或责任；

 法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道德规范主要依靠人的内心信念、宣传教育、社会舆论等方式实现。

法的基本特征

法区别于其他社会规范，还具有如下特征：

1、法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

2、法是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

3、法是调整人的行为和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

4、法是确定社会关系参加者的权利和义务的规范。

5、法具有统一性、权威性和普遍适用性。

【多选题】法的特征表现为（ ）。

A.法是一种一般的社会规范

B.法由国家制定或认可

C.法以权利和义务为内容



D.法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

E.法具有统一性、权威性和普遍适用性

【答案】BCDE

【单选题】关于法的特征的说法，错误的是（ ）。

A.法以权利和义务为内容

B.法由统治阶级制定或认可

C.法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

D.法是具有严格程序规定的规范

【答案】B

考点 2 法律渊源★★

种类 制定机关 名称 效力

宪法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最高

法律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 ××法 仅次于宪法

法规 行政法规 国务院 ××

条例

仅次于宪法和法律

地方性法规 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 次于宪法、法律、

行政法规

规章 部门规章 国务院的组成部门

及其直属机构

××

办法等

次于宪法、法律、

行政法规

地方政府规章 省、较大市的人民政府 次于宪法、法律、

行政法规、

同级地方性法规

宪法 宪法规定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基本原则，公民基本权利和基本义务，国家机关的组织和活动

原则等国家和社会中最基本、最重要的问题。

宪法具有最高效力，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都不得同宪法相

抵触，我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单位，都必须以

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

我国将每年的 12 月 4 日定为国家宪法日。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还包括其他宪法性文件，如《中

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等。

法律 法律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和修改的规范性法律文件。法律的效力仅次于宪法，

高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方

面的基本法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和修改除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以外

的其他法律；同时，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

修改，但是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

行政法规 行政法规是国务院根据宪法和法律制定的规范性法律文件。效力仅次于宪法和法律。《中华人

民共和国立法法》（以下简称《立法法》）规定，行政法规可以就下列事项作出规定：

①为执行法律的规定需要制定行政法规的事项；

②《宪法》第 89 条规定的国务院行政管理职权的事项。

地方性法规 地方性法规是具有地方立法权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

和实际需要所制定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地方性法规不得与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立

法法》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设

区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有权对“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等方



面的事项”制定地方性法规；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可以依照关于设区的市的

规定行使制定地方性法规的职权。

规章 规章包括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

部门规章是国务院各部、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和其他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直属机构，

就执行法律或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的事项，在本部门的职权范围内制定的规范性法

律文件的总称。没有法律或者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的依据，部门规章不得设定减损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或者增加其义务的规范，不得增加本部门的权力或者减少本部门的

法定职责。

地方政府规

章

是指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政府，依据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

区、直辖市的地方性法规制定的规范性法律文件。《立法法》规定，地方政府规章可以就下列

事项作出规定：

①为执行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规定需要制定规章的事项；

②属于本行政区域的具体行政管理事项。其中，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政府“限于城乡建设

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的事项”制定地方政府规章。没有法律、行政法规、

地方性法规的依据，地方政府规章不得设定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或者增加其义务的

规范。

国际条约或

协定

国际条约或协定包括我国同其他国家或地区缔结的双边和多边条约、协定和其他具有条约、协

定性质的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条约程序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同外国缔结

条约和协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同外国缔结的条约和重要协定的批准和废除；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批准和废除同外国缔结的条约

和重要协定。国际条约或协定生效后，对缔约国的国家机关、组织和公民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

司法解释 司法解释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总结司法审判经验基础上发布的指导性文件和法

律解释的总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授权最高人民

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司法解释，第 2 条规定：“凡属于法院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

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法院进行解释。凡属于检察院检查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

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进行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解释如果有原则性的分歧，报

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解释或决定。”

考点 3 法律规范★★★

法律规范的

概念

法律规范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规定主体权利、义务及法律后果的行为准则。法律规范属于

法的基本单位，是构成法的“细胞”。

法律规范不同于法律条文：

 法律规范是法律条文的内容；

 法律条文是法律规范的文字表达形式，是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基本构成要素；

 法律条文除包含法律规范的内容外，还包含法律原则、法律概念等其他法律要素。

法律规范

的特征

①法律规范具体规定了主体的权利、义务以及法律后果。

②法律规范规定主体的行为模式，具有普遍适用性和重复适用性。

③法律规范具有较高的确定性和较强的操作性

【单选题】关于法律规则和法律条文的说法，正确的是（ ）。

A.法律条文是法律规则的内容

B.法律条文须直接规定法律规则

C.法律条文是法律规则的表现形式

D.一个法律条文只表述一个法律规则



【答案】C

法律规范的种类

1、按照法律规范为主体提供行为模式不同

授权性

规范

规定人们可以作出一定行为或者可以要求别人

作出一定行为的法律规范。（可为模式）

【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

由。

【例如】普通合伙人可以是自然人、法人和

其他组织。

义务性

规范

规定人们必须作出某种行为或者不作出某种行

为的法律规范。

【例如】债权人转让权利，应当通知债务人。

【例如】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

2、按照是否允许当事人自主调整和调整程度不同分

强行性

规范

是指规定的义务具有确定的性质，不允许当事人

任意变动或更改的法律规范。

【例如】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

任意性

规范

在法定范围内允许人们自行选择或协商确定其

权利义务的具体内容的法律规范。

【例如】我国婚姻法规定：子女可以随父姓，

也可以随母姓。

【例如】合同的订立、合同形式的选用、履

行的方式。

3、按照规范内容的确定性程度不同分

确定性

规范

内容完备明确，无须再援引或参照其他规范来确

定其内容的法律规范。

绝大多数属于此种规范

委任性

规范

规定某种概括性指示，具体内容由有关国家机关

通过相应途径或者程序加以确定的法律规范。

【例如】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的组成和工作

规则由国务院规定。

准用性

规范

法律规范本身并没有具体的内容，而是规定可以

援引或者参照其他有关规定内容的法律规范。

【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 99

条规定，本法第 37 条第 1 款关于有限责任

公司股东会职权的规定，适用于股份有限公

司股东大会。

【总结】法律规范的分类

按法律规范为主体提供的行为模式

不同

按照法律规范是否允许当事人进行

自主调整和调整程度的不同

按法律规范内容的确定性程度不同

（1）授权性规范

（2）义务性规范

（1）强行性规范

（2）任意性规范

（1）确定性规范

（2）委任性规范

（3）准用性规范

法律规则的逻辑构成

任何一个法律规则均由假定、处理和结果三个部分构成。

假定 处理（行为模式） 结果

是指法律规范中关于该规范适用条

件和情况的部分

是指法律规范中规定人们如何具体

行为的方式，包括：

①可以做什么（可为模式）

②应当做什么（义务模式）

③禁止做什么（勿为模式）

即法律后果，是指法律规范中规定

人们在作出符合或者不符合行为模

式的行为时应承担相应后果的部

分，包括：

①肯定的法律后果(合法）

②否定的法律后果（违法）。

法律规范的逻辑构成中，假定和处理是结果的前提，结果是对主体遵守或者违反假定和处理的法律评价。



【多选题】按照法律规范为主体提供的行为模式不同进行分类，法律规范包括（ ）。

A.强行性规范

B.委任性规范

C.任意性规范

D.授权性规范

E.义务性规范

【答案】DE

【单选题】《海洋环境保护法》规定，直接向海洋排放污染物的单位和个人，必须按照国家规定缴纳排污费。

该规范属于（ ）。

A.授权性规则

B.义务性规则

C.委任性规则

D.准用性规则

【答案】B

【单选题】只规定某种概括性指示，具体内容由有关国家机关通过相应途径或程序加以确定的法律规范称为

（ ）。

A.任意性规范

B.确定性规范

C.委任性规范

D.准用性规范

【答案】C

【单选题】我国的《公司法》规定，经国务院证券管理部门批准，公司股票可以到境外上市，具体办法由国

务院作出特别规定，该规范属于（ ）。

A.义务性规范

B.准用性规范

C.确定性规范

D.委任性规范

【答案】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