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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理学》

内容概要

《法理学》分为导论、法的本体论、法的历史论、法的运行论、法的方法论、法的价值论、法的社会
论七编。这七编虽然没有涵盖法理学的全部内容，但我国法理学研究的绝大部分成果都已涵盖其中。
我国的法理学研究和教学中普遍存在着方法论的研究和教育不足的问题，法学的方法论这一法理学的
重要内容还不能成为一个系统的体系，但对法学专业的学生来讲，又是将来从事法律实践工作必须具
备的素质能力和知识体系。因此，本教材将法学的方法论作为单独一编，对其继续进行思考、整理和
完善，并试图对法的方法论进行阐述，以补充我圉法理学教材的缺陷，力求培养学生形成法学的方法
论知识体系。同时，章前设置知识结构图和内容导读，概括介绍所要讲授的内容和应掌握的知识点：
设置司法考试要点，可以使教学更好地适应司法考试的需要；章后设置推荐阅读、思考题和扩展知识
，供学生阅读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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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魏清沂，男，1966年8月生，甘肃皋兰人。现任甘肃政法学院法学院副院长、副教授，法学理论学科带
头人，中国法学会法理研究会理事，主要从事法学理论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近年来承担甘肃省人大、
省社科基金和本校的科研项目、教改项目5项：多次参加甘肃省人大的立法论证、听证活动；出版专
著1部，主编、参编《法理学》教材三部30余万字。在《兰州大学学报》(哲社版)、《西北师范大学学
报》(哲社版)、《甘肃政法学院学报》等发表学术论文近20篇，其中有些文章被《新华文摘》、《中
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转载。
女，1976年2月出生，甘肃政法学院讲师、法学硕士。主要从事理论法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发表论文
十余篇，主持省级项目一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项。
男，1980年12月出生，甘肃政法学院讲师、法理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法学理论、非物质文化遗产
法律保护。在《当代世界》等刊物发表论文二十余篇，主持厅级科研项目一项，参与国家社科、教育
部科研项目、省社科项目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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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编·导论
　第一章 法学
　　第一节 法学的研究对象
　　第二节 法学的功能
　　第三节 法学与相邻学科的关系
　第二章 法学的历史
　　第一节 西方法学的历史
　　第二节 中国法学的历史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法学的产生和发展
　　第三章 法学的体系与法理学
　　第一节 法学的体系与结构
　　第二节 法理学及其在法学中的地位
第二编·法本体论
　第四章 法的概念
　　第一节 法的概念
　　第二节 法的特征
　　第三节 法的本质
　第五章 法的要素
　　第一节 法的要素释义
　　第二节 法律规则
　　第三节 法律原则
　　第四节 法律概念
　第六章 法的渊源、形式与效力
　　第一节 法的渊源
　　第二节 法的形式
　　第三节 法的分类
　　第四节 法的效力
　第七章 法律体系
　　第一节 法律体系
　　第二节 法律部门
　　第三节 当代中国的法律体系
　第八章 权利与义务
　　第一节 权利与义务释义
　　第二节 权利与义务的分类
　　第三节 权利与义务的关系
　　第四节 权利的界限与权利的滥用
　第九章 法律关系
　　第一节 法律关系的概念和分类
　　第二节 法律关系的构成要素
　　第三节 法律关系的形成、变更与消灭
　第十章 法律行为
　　第一节 法律行为释义
　　第二节 法律行为的结构
　　第三节 法律行为的基本分类
　第十一章 法律责任
　　第一节 法律责任释义
　　第二节 法律责任的构成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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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法律责任的分类
　　第四节 法律责任的归结与免除
　　第五节 法律责任的实现方式
　、第十二章 法的作用
　　第一节 法的作用释义
　　第二节 法的规范作用
　　第三节 法的社会作用
　　第四节 法的局限性
第三编·法历史论
　第十三章 法的起源
　　第一节 原始社会的社会调控机制
　　第二节 法的起源
　第十四章 法的历史类型
　　第一节 法的历史类型的概念
　　第二节 古代法律制度
　　第三节 近现代资本主义法律制度
　　第四节 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律制度
　第十五章 法的发展
　　第一节 法律发展概述
　　第二节 法律移植
　　第三节 法律继承
　第十六章 法制现代化
　　第一节 法制现代化释义
　　第二节 法制现代化的目标
　　第三节 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历史道路
第四编·法的运行论
　第十七章 立法
　　第一节 立法的概念
　　第二节 ·立法的基本原则
　　第三节 立法体制
　　第四节 立法程序
　　第十八章 守法
　　第一节 守法的概念
　　第二节 守法的根据
　第十九章 执法
　　第一节 执法概述
　　第二节 执法的原则
　第二十章 司法
　　第一节 司法的概念和特征
　　第二节 司法的基本要求和原则
　第二十一章 法律监督
　　第一节 法律监督释义
　　第二节 法律监督的体系
　第二十二章 法律程序
　　第一节 法律程序概述
　　第二节 法律程序的作用与价值
　　第二十三章 法律职业
　　第一节 法律职业的概念
　　第二节 法律职业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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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编·法的方法论
　第二十四章 法学方法论
　　第一节 法学方法论概述
　　第二节 法学的基本方法
　第二十五章 法律方法
　　第一节 法律方法概述
　　第二节 法律推理
　　第三节 法律解释
　　第四节 其他法律方法
第六编·法的价值论
　第二十六章 法的价值
　　第一节 法的价值释义
　　第二节 法的价值体系
　　第三节 法的价值冲突及解决
　第二十七章 法与利益
　　第一节 利益释义
　　第二节 法对利益的调整作用
　第二十八章 法与秩序
　　第一节 秩序的释义
　　第二节 法对秩序的维护作用
　第二十九章 法与效率
　　第一节 效率的释义
　　第二节 法对效率的促进作用
　　第三十章 法与自由
　　第一节 自由的释义
　　第二节 法对自由的保障作用
　第三十一章 法与正义
　　第一节 正义的释义
　　第二节 法对正义的实现作用
　第三十二章 法与人权
　　第一节 人权的释义
　　第二节 人权的法律化
第七编·法社会论
　第三十三章 法与经济
　　第一节 法与生产方式
　　第二节 法与市场经济
　第三十四章 法与政治
　　第一节 法与国家
　　第二节 法与政党、政策
　　第三节 法与政治体制改革
　第三十五章 法与法治国家
　　第一节 法治与法治国家释义
　　第二节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第三十六章 法与文化
　　第一节 法与传统
　　第二节 法与道德
　　第三节 法与宗教
　　第四节 法与法律文化
　第三十七章 法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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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可持续发展释义
　　第二节 法与环境
　　第三节 法与自然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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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1）描述性研究描述性研究用于描绘人的某些特性、力量损失、能够抬多重的箱子等
。虽然描述性研究比较枯燥，但它对于人因科学的意义非常重要，许多设计决策都是基于它所得出的
基本数据。另外，在方案给出之前，描述性研究还常用于确定问题的范围。如对操作者进行调查，了
解他们对设计效率和操作问题的一些看法等。2）实验性研究实验性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检测一些变量
对人的行为的影响。通常根据实际问题、预测理论来决定需要调查的变量和检测的行为，如评价手臂
活动的时候肩部的负荷大小、人们的视野等。通常，实验性研究更关心变量是否对行为有影响以及将
如何影响的问题，描述性研究则更关心所描述对象的统计结果，如平均值、标准偏差和百分比等。3
）评价性研究评价性研究类似于实验性研究，但其目的多是为了评价一个系统或产品，并希望事先了
解人们在使用系统或产品时的行为表现。评价性研究比实验性研究更为全面和复杂，它通过比较目标
的差异来评价一个系统或产品的各个方面。人因工程学专家通过对设计优劣的系统性评价，提出改进
的建议。评价性研究的常用方法是成本收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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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理学》是高等院校法学本科应用型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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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为了考试，看看，自学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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