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理学

 法的概念

 法的含义与特征

 法的含义

 法的特征

 国家意志性

 国家强制性

 程序性

 可诉性

 法与社会

 法与政策

 法与经济

 法与道德

 法与政治

 法的作用

 规范作用

 社会作用

 法的作用的局限性

 法律体系和法的分类

 法的体系

 法的分类

 国内法与国际法

 成文法与不成文法

 根本法与普通法

 一般法与特别法

 实体法与程序法

 法律关系

 概述
 含义

 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

 法律关系的构成要素

 主体

 客体

 内容

 法律规则
 法律规则的含义

 法律规则的分类

 权利规则、义务规则与复合规则

 确定性规则、准用性规则与委任性规则

 强行性规则与任意性规则

 法律责任

 法律责任的分类

 民事责任

 刑事责任

 行政责任

 违宪责任

 责任免除的情形

 时效免责

 不诉免责

 自首、立功免责

 有效补救免责

 协议免责或意定免责

 自助免责

 人道主义免责

 法律制裁 法律制裁的种类

 刑事制裁

 民事制裁

 行政制裁

 违宪制裁

 法的渊源

 当代中国法的主要渊源
 正式渊源

 非正式渊源

 不同法的渊源的制定主体

 国家立法权

 行政立法权

 地方立法权

 法的冲突及解决

 上位法优于下位法

 特别法优于一般法

 新法优于旧法

 法的效力

 法的空间效力

 属人主义

 属地主义

 保护主义

 以属地主义为主，属人主义、保护主义相结合

 法的时间效力
 生效时间

 终止生效的时间

 法的运行

 法律解释及分类

 法律解释

 法律解释的分类

 正式解释与非正式解释

 法律解释的方法

 字面解释

 限制解释

 扩大解释

 法的实施

 执法

 司法 司法的基本原则

 司法公正

 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

 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

 守法

 守法的主体

 守法的范围

 守法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