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律区别于其他社会规范的地方：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由国家保证实施（具有国家强制性）•

法律权利区别于其他权利的根本：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其实现•

决定法律本质、内容和发展方向的是：生产方式•

法律制定：是国家对权利和义务，即社会利益和负担进行权威性分配•

法律执行：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贯彻和实施法律活动•

法律适用：国家司法机关及公职人员使用法律处理案件的专门活动•

法律遵守：行使权力和权利以及履行职责和义务•

法律的【执行、适用、遵守】是把法律规范转化为法律实践，把法定权利和义务转化为现实的权利和义务•

法律运行的【起始性和关键性环节】法律制定•

法律实施和实现的根本途径：守法•

法律义务的特点•

是历史的

源于现实需要

必须依法设定

可能发生变化

狭义上，法律执行主体：国家行政机关•

法律实施和实现的重要环节：行政执法•

程序正当：合法性、中立性、参与性、公开性、时限性•

【人民政府】是国家行政机关•

【人民政协】是统一战线的组织，是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

                    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

【人民法院】国家审判机关•

【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机关•

我国宪法保持生机活力的【根本原因】当高度重视发挥宪法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坚持•

                                                         维护宪法尊严和权威，推动宪法完善和发展

中国的【国体/国家性质/阶级本质】人民民主专政•

中国的【国家结构形式】单一制•

属于我国国家结构形式的政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特别行政区制度•

中国的【政体（组织形式）】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鲜明的特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途径和最高实现形式】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制度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统帅/核心】宪法•

                                         【主干】法律

建设中特主义法治体系是•

中特主义【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

全面依法治国的【总抓手】

法治体系包括•

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

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

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

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

中特主义法治道路•

明确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性质和方向】

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成就和经验的【集中体现】

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正确道路】

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

宪法相关法•

国家机构相关方面

民族区域自治特别行政区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方面

国家主权、安全、标志、领土完整方面

保障公民基本政治权利方面

民法：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

民法基本原则：民事主体地位平等、自愿、公平、诚信、公序良俗、有利于节约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

商法基本原则：民法基本原则➕ 保障商事交易自由、等价有偿、便捷安全•

行政法：行政权的授予、行使、监督•

行政法原则：遵循职权法定、程序法定、公正公开、有效监督•

经济法：对经济活动干预管理调控•

经济法目的：防止市场经济自发性和盲目性所导致的弊端•

社会法：劳动关系、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特殊群体权益保障•

社会法原则：遵循公平和谐、国家适度干预•

刑法基本原则：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适用刑法一律平等）•

-主刑：管制、拘役、有期、无期徒刑、死刑

-附加刑：罚金、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有利于增强人民群众的主人翁意识和责任感
仲裁法原则：自愿、仲裁独立、一裁终局•

-仲裁程序的中心环节：仲裁审理（可以公开也可以不公开，涉及国家机密的除外）

《民法总则》•

民法典开篇之作

民法典中统领性作用

-【宪法】规定公民基本权利

法治的龙头环节：立法•

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保证】党的领导•

中特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党的领导•

全面依法治国基本格局：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

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党 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

目标•

科学立法：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特主义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实施

严格执法：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

全民守法：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推进法治社会建设

公正司法：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

                 到公平正义

依法治国的【根本目的】实现人民幸福，尊重保障人权•

法治&德治•

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

德治是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

-依法治国是【基本方略】

法治思维：一般性、普遍性平等对待方式调节社会关系，具有稳定性和一贯性•

社会主义法律的【基本属性】平等•

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要求】平等•

法律和道德在【性质、作用和目标】上具有一致性•

法律支撑道德•

道德是法律的基础

法律至上的具体表现：法律的普遍适用性、优先适用性、不可违抗性•

普遍适用性：【所有机关组织个人】都必须遵守法律，依法享有和行使法定职权和权利，•

                     承担和履行法定职责与义务

优先适用性：同一项社会关系同时受到多种社会规范的挑战而多种社会规范又相互矛盾时，

                    优先考虑法律规范的适用

不可违抗性：不论权力大小、职位高低，【只要违法犯罪】就追究和承担法律责任

权力制约内涵/要求：权利由法定、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受追究•

公平正义•

权利公平：权利主体、享有的权利特别是基本权利、权利保护和权利救济平等

机会公平：（起点平等）国家社会创造条件，平等起点、（发展平等）发展进步权受到同等尊重，拓展发展领域

                 （代际平等）当代人&后代人都要考虑

规则公平：法律规则、内容、保护面前人人平等、

救济公平：司法、行政、社会救济公平

权利的法律保障•

【关键环节】行政保护

【前提和基础】宪法保障

【重要条件】立法保障

【最后防线】司法保障

法律权威➡ 法的不可违抗性•

法律权威的树立：外在强制力和内在说服力（不可能完全建立在外在强制力的基础上✅ ）•

法律信仰【不可能】是法律制定和执行的根本依据•

尊重和维护法律权威的基本要求：信仰、遵守、服从、维护法律•

尊重和维护法律权威•

社会主义法治观念和法治思维的【核心要求】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前提条件】

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极为重要

是实现人意志、维护人民利益、保障人民权利的【根本途径】

是维护个人合法权益的【根本保障】

人身权利：公民参加国家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的【基础】公民权利的【重要内容】•

																						包括：生命健康权、人身自由权、人格尊严权、住宅安全权、通信自由权

政治权利：选举权、表达权、民主管理权、监督权•

一切行动和生活的【前提条件】人身自由•

我国的法律体系【不如】发达国家【成熟】•

全国人大代表大会立法程序：提出、审议、表决、公布•

行政执法的原则：合法性、合理性、信赖保护、效率•

我国司法机关：国家检察机关&国家审判机关•
宪法修正案的核心要义和精神实质•
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特主义思想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指导地位
调整充实中特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内容
完善依法治国和宪法实施举措
增加中共领导是中特主义最本质特征的规定
修改后的宪法•
全面体现了党和人民中中特主义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取得的重大理论、实践、制度创新的成果

体现了我们党依宪执政、依宪治国的理念

更好地适应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

更好地体现了全党和全体人民的意志

更好的展示了中特主义制度的优势

为动员和组织全国观众人民夺取新时代中特主义伟大胜利提供有力宪法保障

-体现在它为：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特主义思想提供了～

                             全面贯彻实施宪法确立的国家根本任务、发展道路、奋斗目标提供了～

                             确保党的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了～

                             进一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支持和健全人民当家作主提供了～

宪法作用：规范、引领、推动、保障•

我国宪法基本原则：党的领导、人民主权、尊重和保障人权、社会主义法治、民主集中制原则•
-分权制衡原则$ 资本主义国家宪法基本原则
共产党领导的政党制度•

【基本特色】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

【方针】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

我国选举原则和制度：平等选举、直接和间接结合、秘密投票、自由投票原则•

                                 地域代表制、职业代表制、混合选区制、多数代表制、委托投票制

六大实体法律部门：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

调解的分类：人民调解（诉讼外调解）•

                    行政调解（诉讼外调解）

                    司法调解【诉讼中调解】

法律作用：指引、预测、评价、教育、强制•

教育作用：法制宣传&制裁违法犯罪行为&表彰先进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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