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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法律体系 
 

第一节  法律体系及其历史 
一．法律体系释义 
二．法律体系的历史发展 
三．法律部门 

 

   一．法律体系释义 
（一）法律体系的概念 
法律体系是一国现行法律规则和原则按一定逻辑顺序组合起

来的整体，法律体系的基本构件是法律部门。 
一个法域的法律整体大体上可以分为法律规范→法律制度→

法律部门→法律体系四个层次。在这个四层次的结构中，法律体

系是法律结构的最高层次。 
（二）法律体系与相关概念的辨析 
1、法律体系与法制体系。法制体系指与整个法律制度运转有

关的社会组织系统及其运转方式和规范体系，它包括立法体系、

执法体系、司法体系、守法体系、法律监督体系等等。一般认为，

法律体系只是法制体系的一个部分。 
2、法律体系与立法体系。立法体系指制定法文件所组成的体

系，它与法律文件的效力等级有关。从逻辑关系来看，法律体系

重在法律的逻辑结构的分析，而立法体系重在对立法文件种类及

相互关系的描述。 
3、法律体系与法学体系。法学体系是法学的不同学科组成的

有关法律的学科体系。法学体系与法律体系是不同的：一是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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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的体系，一是法律规则和原则的体系。 
4、法律体系与法系。法系是具有相同法律传统的几个国家的

法律组成的法律家族或法律族类，它是比较法运用的分析概念。

两者的区别犹如个人和家族的区别一样。 
二．法律体系的历史发展 
把法律当作一个整体的思想在古希腊就存在，古希腊的学者

们就对法律作出过分类。近代理性主义使人产生了按一定的对象

和原则创建法律的观念，这就产生了将法律按内容分门别类的思

想。法国革命以后，拿破仑（插入拿破仑照片） 

 
在法国首创宪法、刑法、民法、商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

讼法六法体系，这一体系一直被人们沿用。英美法系虽然无法典，

但是也接受把法律分为不同部门的做法。 
诸法合体、民刑不分是中国古代法律形式上的特点。中国古

代没有法律体系的观念，不过，从秦开始倾向于把国家的重要法

律规则、原则集中起来按逻辑顺序编为统一法典的做法却表明了

明确的法律整体观念。这个体系是以刑法为统帅的。清末变法，

我国放弃了诸法合体的千年传统，仿效西方按民、刑、商、诉讼

法分立的模式组建法律体系。民国政府到 30 年代末，基本形成六

法体系。 
三．法律部门 
（一）法律部门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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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部门，也称部门法，是依一定标准和原则组成的同类法

律规则和原则的体系，它是法律体系的组成部分。法律部门本身

是一个逻辑严密的结构，它有数个法律制度构成。 
（二）法律部门的划分 
划分法律部门的首要标准是调整对象、其次是调整方法。除

此以外，划分法律部门时还应考虑到规范量的多寡，否则也会产

生各法律部门间的失衡。 
最后，我们应当注意法律部门划分的相对性。主要表现在：

（1）宪法与其他法律部门的界限不清。（2）宪法以外的其他法律

部门间也难免存在交叉。（3）有些法律文件中包含了两个或两个

以上法律部门的法律规则和原则。 
 
 

第二节 中国现行法律体系 
一、中国现行法律体系的特点 
二．我国现行法律部门划分几个问题的讨论 
三．我国现行主要法律部门 

 
 一、中国现行法律体系的特点 
中国现行法律体系开始生成于 1949 年，是在彻底废除民国六

法体系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的法律体系。1997 年香港回归和 1999
年澳门回归以后，我国的法律体系呈现一国三个法域的特点。 

二．我国现行法律部门划分几个问题的讨论 
（一）国际法是否为法律部门之一？ 
（二）民法、商法、经济法三者关系问题 
（三）婚姻法是否为独立法律部门 
三．我国现行主要法律部门 
（一）宪法法律部门 
宪法法律部门简称宪法。宪法是我国法律体系中的主导法律

部门。宪法由关于国家机关的组织、职权、相互关系和公民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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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义务的规则与原则组成。从文件构成来看，宪法法律部门与

前章所述作为法律渊源的宪法不同。作为法律渊源的宪法只指宪

法法典及其修正案，而宪法法律部门则除了这两部分以外，还包

括其他的附属性立法。 
我国的宪法法律部门主要包括以下法律文件：（1）宪法法典

和宪法修正案。（2）关于国家的象征、国家机关的组织、职权及

其活动程序的法律。（3）选举法。（4）立法授权法。（5）地方自

治法规。（6）关于人民基本权利的立法。（7）有关国家行为和公

民权利的国际条约。 
（二）民商法律部门 
民商法律部门是调整平等主体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及商

事关系的法律部门，简称民商法。从内容上看，民商法律部门的

主要内容是民法和商法两大块。 
（三）行政法法律部门 

行政法法律部门简称行政法。行政法是调整国家行政机关在行政

管理活动中与公民、法人间的关系以及对行政权的控制、给行政

管理相对人予以救济的法律。行政法包括行政组织法、行政程序

法与行政救济法三大块。行政法法律部门与作为法律渊源的行政

法规不同。 
   我国行政法由许多单行法律组成。主要包括：（1）关于行政组

织的法律；（2）关于行政行为的法律，这是行政法规范的主要部

分。（3）对行政行为监督和给相对人予以救济的法律。 
（四）资源环保法律部门 
资源环保法律部门是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法律部门，

简称资源环保法。资源环保法主要包括自然资源保护法和生态环

境保护法两大规范群。 
（五）刑法法律部门 
刑法法律部门是规范犯罪和刑罚的法律部门。简称刑法。刑

法调整的范围非常广，可以看成是处罚一切严重违反法律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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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处罚法”，使刑法成为独立法律部门的是它的特殊的手段——

刑罚。刑法部门由四大块组成：（1）刑法典；（2）最高立法机关

的单行刑事法规；（3）非刑事法律中的有关条款；（4）有关司法

解释。我国刑法还应当包括我国参加的有关国际条约中的有关条

款，等等。 
（六）诉讼法律部门 
诉讼法律部门是规定诉讼程序及参加诉讼的各方权利义务关

系的法律部门，简称诉讼法或诉讼程序法。诉讼法在整个法律部

门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前述五个法律部门侧重从实体上规定

权利义务关系。诉讼法的功能在于确认实体权利义务在具体当事

人中是否存在、排除实体权利义务关系实现的障碍。 
从内容上分，诉讼法律部门有三大块：民事诉讼法、行政诉

讼法、刑事诉讼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