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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4_B8_AD_c67_491868.htm 对于法理学，许多考生有相同

的感觉：法理学抽象、枯燥、难以记忆，并由此产生厌烦情

绪。确实，这门课教材中没有举出较多的事例来说明相关内

容，与刑法、民法等课程相比理论性较强，缺少具体、实务

性的知识。因此，在复习过程中，复习方法是很重要的。以

下是安通学校的老师给大家的提醒的几点建议。 1.切忌死记

硬背，尽量多思考，用书上所举例子、其他课程中相应的知

识或已掌握的现有知识来理解法理学，使抽象的内容变成具

体问题，不要单纯地把法理学看成是独立的部分，而应该将

法理学与其他部门法有机地结合起来。法理学可分成两大部

分，一部分是抽象的法理，也就是一般考试教材中放在最前

面的那些内容；另一部分是具体的法理，即是教材中的宪法

、刑法、民法等内容。了解了法理学，便于学习其他的法律

知识，而学习了其他法律知识再反过来可以验证一下法理部

分讲的对不对、有没有用。如果能做到这样学习和思考，就

会在法理学复习中产生兴趣，使整本教材所列的内容前后呼

应、融会贯通。 2.对选择、判断这类题型，一定要明白为什

么选择这个或这几个答案，而选其他的就错。判断题要知道

错在哪里、怎么改是对的，千万不要背辅导书上的答案。出

题主要考察是否掌握了一般与特殊、绝对与相对的关系，分

类标准与结果之间的一致性。因此，遇到一个问题有不同划

分标准（如法律规范的分类、法的分类），一种行为大多数

情况下是怎么样、特殊条件下是怎么样的（如违法的构成一



般要求行为人有过错，但特殊侵权行为则不要求；外国人在

中国境内一般适用中国法律，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这类

知识时，需格外注意，要弄清搞懂，不能存在"差不多时"、"

好像是这样"的模糊认识。 3.对论述题，复习时重点在于知道

有几个要点，尽量用书上的语言表达，回答的顺序要准确，

同时要对要点进行简单说明。答题时做到要点明确、解释清

楚。 4.对分析题，注意将所学到的法律知识和基本原理与现

实问题结合起来，复习时自己可以设计若干具体说法，然后

从法理学角度进行分析；答题时冷静考虑出题者的用意和角

度，把与之有关的原理一一对照，从中找出合理的根据。 在

掌握了较好的复习方法的基础上，再针对法理学的重点进行

学习，对难点进行理解，对易错点加以注意、避免，这样，

考生就会取得较好的成绩。 一、法理学复习的重点在综合理

论考试中，法理学所占比例较大，总分数为60分。综合近几

年考试情况，法理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的掌握应作为考

生复习的重点。 （一）基本概念 1.关于法的一般原理的基本

概念。主要有： （1）法律与法律规范； （2）法的规范性与

概括性； （3）法的历史类型与法系； （4）成文法与不成文

法； （5）实体法与程序法； （6）一般法与特别法； （7）

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 （8）公法与私法； （9）普通法与衡

平法； （10）制定法与判例法； （11）法的规范作用与社会

作用； （12）授权性规范、义务性规范、禁止性规范； （13

）强行性规范与任意性规范； （14）确定性规范、委任性规

范、准用性规范； （15）法的规范作用与法的社会作用。 2.

关于法的创制的基本概念。主要有： （1）立法体制与立法

程序； （2）法的渊源、规范性法律文件与非规范性法律文



件； （3）法律部门与法律体系； （4）法律调整对象与法律

调整方法； （5）基本法律与非基本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 

（6）行政法规与行政规章； （7）地方性法规与地方规章； 

（8）自治条例与单行条例； （9）制定法、习惯法、判例法

。 3.关于法的实施的基本概念。主要有： （1）法律效力与法

律溯及力； （2）法律意识、法律心理、法律思想体系； （3

）法律关系与法律事实； （4）基本法律关系与普通法律关

系； （5）绝对法律关系与相对法律关系； （6）平权型法律

关系与隶属型法律关系； （7）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 （8）

法律事件与法律行为； （9）法律责任与法律制裁； （10）

演绎推理与归纳推理； （11）确认式法律事实与排除式法律

事实； （12）单一的法律事实和事实构成； （13）立法解释

、司法解释与行政解释； （14）文义解释、历史解释、体系

解释、目的解释。 对以上基本概念，考试时可从选择题和判

断题的角度进行考察。 （二）基本原理 1.关于法的一般原理

。主要有： （1）法的形式特征及法的本质特征； （2）法律

起源的一般规律与法律发展的一般规律； （3）法的规范作

用与社会作用的相互关系； （4）法的局限性； （5）两大法

系的区别； （6）法律原则的作用。 2.关于法的创制的基本原

理。主要有： （1）法创制的基本原则； （2）法创制的基本

程序； （3）划分法律部门的标准。 3.关于法的实施的基本原

理。主要有： （1）法律关系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法律

关系的特征）； （2）权利与义务的关系； （3）法律责任与

法律制裁的相互联系； （4）法律责任的构成； （5）归责遵

循的法律原则； （6）法律职业的伦理性； （7）法治观念与

法治原则； （8）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区别（司法的特征）。 



对以上基本原理，考试时可从论述和分析题的角度进行考察

。 二、法理学复习的难点对于以下问题和方面，考生复习时

应多加思考： 1.法的优越性与局限性； 2.规范性法律文件与

非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联系与区别； 3.法律行为与一般社会行

为的共同点与不同点； 4.法律规范与其他社会规范的共同点

与不同点； 5.法的要素与法律规范的要素； 6.司法权行政权

的共同点和不同点； 7.为什么说法律关系属于思想社会关系

，而不是物质社会关系。 三、法理学考试中易出错点下列地

方容易在考试过程中出现混淆，复习时要注意分辨，以免选

择、判断题上丢分过多： 1.法的特征与本质方面不能混同。

2.习惯与习惯法不同，二者在阶级性、强制性及约束力方面

有明显的区别。 3.中西法律传统，在六个方面存在明显差异

。 4.法律的调整对象是行为关系，而不是行为、思想关系、

物质关系、经济关系，对此应能正确区分。 5.我国的法律在

性质上与过渡时期（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前）、社会

主义时期相适应，注意不同阶段的区分。 6.法的历史类型更

替的根本原因（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

间的矛盾运动）和更替的条件（社会革命）有所区别，不能

混淆。 7.法的构成要素与法律规范的构成要素并不相同，注

意分辨。 8.在实例题中区分法律规范的不同种类，尤其注意

种类之间有一定的交叉。 9.注意区分中国社会主义法律渊源

的种类与法律体系的框架。 10.法的分类有一般分类与特殊分

类，注意分类标准与结果之间的对应性。 11.在实例题中注意

区分绝对法律关系与相对法律关系、平权型与隶属型关系，

注意它们之间有一定的交叉性。 12.区分法律规范、法律条文

、部门法之间的关系，部门法与法律制度的关系。 100Test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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