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一

物流法基础知识

书书书

知识目标

掌握法的概念与特征，理解法的作用。

掌握法的渊源和效力。

掌握法律规范、法律部门和法律体系的概念及相互关系。

掌握物流法的概念、调整对象。

熟悉物流法律关系的构成要素，掌握物流法律责任。

能力目标

识别适用物流法的渊源。

能够分析具体的法律关系，并能根据不同的法律关系、法律事实分析不同的法律结

果，明确法律责任。

任务一　认 识 法 律　

任务导入：甲是Ａ物流公司的司机，一天，甲在运送货物途中，酒后驾车将人行道上

的路人乙撞伤致残，乙有８０岁的老母亲丙需要赡养；甲被交通管理部门吊销驾驶执照，

并被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Ａ物流公司解除了与甲的劳动合同。

任务要求：该案涉及哪几种社会关系？分别由哪些法律调整？结合本案，熟悉我国的

法律部门。

一、法的概念

法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依靠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反映统治阶级意志的行为规范

的总和。

（一）法的本质与特征

１．法的本质

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利益是根本对立



的，因此，法不可能是各个阶级的共同意志的体现，而只能是在经济上、政治上占支配地

位的阶级———统治阶级的意志的表现。

法是统治阶级整体意志的体现。法所反映的意志是统治阶级的阶级意志，即统治阶级

的共同意志，而不是统治阶级中个人意志的体现，也不应是统治阶级中个别或部分人（阶

层、集团）的意志的体现。

法是统治阶级的基本意志的体现，而不是它的全部意志的体现。它只规定和调整有关

统治阶级基本利益的社会基本制度和主要社会关系。

法所体现的统治阶级意志的内容，是由该阶级所处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是社

会客观需要的反映。

２．法的特征

根据法的概念，法具有以下三个特征。

（１）法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规范

统治阶级的意志并不能直接变成法，它必须通过一定的组织和程序，即通过统治阶级

的国家制定或认可，才能成为法。制定和认可，是国家创法的两种方式，也是统治阶级把

自己的意志变为国家意志的两种途径。 “制定”是指国家有立法权的机关在权限范围内，

按照法定的程序制定出具有不同效力的规范性文件，如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等；“认可”

是指国家对某些社会上已经形成的而又符合统治阶级意志和利益的行为规范，如风俗习

惯、社会道德、宗教信条等加以确认使它具有法律效力。

（２）法是规定人们的权利、义务的规范

法是调整社会关系的规范，通过规范人们的行为而达到调整社会关系的目的。法具有

为人们提供行为模式和标准的属性。法通过规定人们的权利和义务来分配利益，从而影响

人们的动机和行为，进而影响社会关系，实现统治阶级的意志和要求，维持社会秩序，因

此法也具有利益导向性。权利是指国家通过法律规定，对人们可以做出某种行为的许可和

保障。义务是指国家通过法律规定，对人们必须做出某种行为的约束。法以规定权利和义

务的方式影响人们的行为动机，指引人们的行为，把社会关系调整到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

所容许的模式之中。

（３）法是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社会规范

任何一种社会规范都有一定的强制力，但是不同社会规范的强制性在性质、范围、程

度和方式等方面都是不完全相同的。例如，道德靠社会舆论和人们的内心信念保证实施。

法律的强制力不同于其他社会规范之处就在于它是一种国家强制力，而不是一般的社会强

制，法的实现要以一定的国家权力为后盾，是通过国家特定专门机关（包括军队、警察、法

庭、监狱等）来实施的。

（４）法是明确而普遍适用的规范，具有明确公开性和普遍约束性

法具有明确的内容，能使人们预知自己或他人一定行为的法律后果，该特征也被称为

法的可预测性。法具有普遍适用性，凡是在国家权力管辖和法律调整的范围、期限内，对

所有社会成员及其活动都有普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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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点提示】　法律与道德的区别（表１１）

表　１１

项　目 法　　律 道　　德

产生 国家制定或认可，产生于阶级社会 自发产生，产生于原始社会

调整范围 调整范围小，有些事项法律不调整 调整范围广泛，几乎遍布社会生活各个方面

内容 规定人们的权利和义务 侧重规定人们的义务

表现形式
有很强的逻辑性和体系性，表现为法

律制度、法律条文、法律部门等

没有完整的体系，通常体现为观念、习惯、

信念等

实施保障
主要依靠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是一

种外在的强制手段

主要依靠人们内心的遵守和社会舆论的评

价，是一种内心的约束

案例讨论１１ 　　　 　　

　　２０１７年４月２１日，河南省驻马店市解放大道和学院路的交叉路口处，一名女子被出

租车撞倒之后，从被撞到二次碾压的一分钟内，１０余辆途经车辆和约２０名经过的行人，

无一人上前施救，随后该女子又被第二辆车碾压死亡。经驻马店市交警支队调查取证，次

日清晨司机张某、刘某均到案，依法接受处理。

问题：本案中途经的行人见死不救是否违法？为什么？

（二）法的作用

法的作用是指法对人们的行为和社会生活的影响。法的作用是多方面的，但主要的作

用可以概括为两种，一种是法的规范作用，即法作为特殊的行为规则本身所具有的作用；

另一种是法的社会作用，即法服务于一定的社会政治目的，在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

文化生活中的作用。

１．法的规范作用

（１）指引作用

法的指引作用是指法律通过规定人们在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以及违反这些规定的制

裁来指引人们的行为。具体来说，法为人们的行为提供了两种模式，一种是授权性的可以

选择的指引，允许人们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自由决定自己的行为；另一种是义务性的不可

以选择的指引，要求人们必须按照法律的规定从事一定的行为，如果违反法律的规定，就

要承担不利的后果。

（２）评价作用

法的评价作用是指法律作为一种行为标准，具有判断、衡量他人行为合法与否的评

判作用。即法通过设定一定的标准，以此来判断人们的行为是否合法，以及违法的性质

和程度。

（３）预测作用

法的预测作用表现在：人们可以根据法律规范的规定事先估计到当事人双方将如何行

为及行为的法律后果，从而对自己的行为作出合理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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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强制作用

法的强制作用在于法能够运用国家强制力制裁、惩罚和预防违法犯罪行为。

（５）教育作用

法的教育作用是指法作为特殊的行为规范，在国家强制力的保证下，对人们今后的行

为发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作用。法的教育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通过对违法

行为的制裁，既可以教育违法者本人，同时又对那些企图违法的人起到威慑和警示作用，

使其引以为戒；另一方面，通过对合法行为及其法律后果的确认和保护，对人们的行为起

着示范与鼓励的作用。

案例讨论１２ 　　　 　　

　　①某公司王总与同事喝酒聚餐后表示：别开车了，“酒驾”已入刑，咱们把车推回去。

随后，王总在车内控制方向盘，其他人缓步推行。②复旦大学林森浩投毒杀人案中，林森

浩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③乘客购买火车票，根据合同约定，乘客可以估

计到按时乘坐火车，也可以估计到铁路运输公司需按照票面时间发车。

问题：以上３个小事例分别体现了法的哪些作用？

２．法的社会作用

（１）法在调整政治关系中的作用

法在调整政治关系中的作用也相应地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调整统治阶级与被

统治阶级之间的关系，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反抗；第二，调整统治阶级内部的关系，规定和

确认统治阶级内部各阶层、各集团成员之间的关系，确定他们各自的行为界限，建立个人

意志服从整个阶级意志的服从关系；第三，调整统治阶级与其同盟阶级之间的关系，照顾

和调整彼此之间的利益。

（２）法在调整经济关系中的作用

法在调整经济关系方面的作用主要表现在：第一，创立、确认和维护有利于统治阶级

的经济基础；第二，确立交换和分配的规则；第三，解决各种经济纠纷。法对经济关系的

调整作用，可能会产生两种不同的结果，一种是可能起到进步的作用，另一种可能是消极

甚至是反动的作用。衡量的主要标志是看它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起到促进作用，还是起

到阻碍作用。因此，法只有为先进的生产关系服务，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３）法在调整社会公共事务中的作用

在阶级对立的社会，统治阶级在运用法确认和调整阶级关系，维护其政治和经济统治

的同时，还必须运用法来管理全社会的公共事务，执行一定的社会公共职能。所谓社会公

共事务，是指由一定的社会性质所决定的具有全社会意义的事务。例如交通运输、卫生管

理、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及环境保护等。

二、法的渊源和效力

（一）法的渊源

法的渊源通常是指法的表现形式，即由不同国家机关制定或认可的，具有不同法律效

力和法律地位的各种类别的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总称。

我国法的渊源主要有以下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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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宪法

宪法是我国的根本法，它集中反映各种政治力量的实际对比关系，规定国家的根本任务和

根本制度，即社会制度、国家制度的原则和国家政权的组织，以及公民的基本权利义务等内容。

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是制定其他法律的依据，一切法律、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

２．法律

法律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及其常设机构，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制

定、颁布的规范性文件，其效力仅次于宪法。

３．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

行政法规是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国务院制定、颁布的规范性文件，其地位次于宪法

和法律。部门规章是指国务院各部、各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和具有行政管理职

能的直属机构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在本部门的职权范围内依法制

定的规章。部门规章的效力低于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

４．地方性法规

地方性法规是指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

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在其法定权限内制定的法律规范性文件。

５．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我国是单一制国家，同时又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在各少数民族聚居区实行民族区域自

治。根据宪法的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根据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

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自治条例通常规定有关本地区实行的区域自治的基

本组织原则、机构设置、自治机关的职权、工作制度及其他重大问题。自治条例是民族自

治地方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综合性的基本依据和活动准则。单行条例是民族自治地方的人

民代表大会根据区域自治的特点和实际需要制定的单项法规。

６．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特别行政区法律

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有关特别行政区的基本法律。目前，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已经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中华人民共和

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特别行政区法律是指根据宪法和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在特别

行政区内施行的法律。

７．国际条约

国际条约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就政治、经济、贸易、军事、法律、文化等方面的问

题确定其相互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我国缔结或加入的国际条约也是法的渊源之一。

实务操作指南
法律渊源适用的规则

１．上位法优于下位法

上位法是指相对于其他规范性文件，在法的位阶中处于较高效力位置和等级的那些

规范性文件。下位法是指相对于其他规范性文件，在法的位阶中处于较低效力位置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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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的那些规范性文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规定，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

力，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都不得同宪法相

抵触。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行政法规的效力高于地方性法

规、规章。地方性法规的效力高于本级和下级地方政府规章。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

制定的规章的效力高于本行政区域内的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

２．特别法优于一般法

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特

别规定与一般规定不一致的，适用特别规定；新的规定与旧的规定不一致的，适用新

的规定。

３．新法优于旧法

由同一机关制定的各种规范性文件，新的规定与旧的规定不一致的，适用新的规定。

（二）法的效力

法的效力是指法的生效范围或适用范围，即法在什么地点、什么时间和对什么人适

用，包括法的空间效力、法的时间效力、法对人的效力。

１．法的空间效力

法的空间效力是指法律在哪些地域有效力。一般来说，一国法律适用于该国主权范围

所及的全部领域，包括领土、领水及其底土和领空，以及作为领土延伸的本国驻外使馆、

在外船舶及飞行器。但由于法律的内容和制定机关不同，法的空间效力范围也不同，具体

来说，我国法律的空间效力分为三种情况：①在全国范围内生效。凡中央国家机关制定的

规范性文件，一般在全国范围内有效。例如，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

法律、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除有特殊规定者外，一般在全国有效。②在局部地区生

效。一般指地方制定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在该地区内有效。例如，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

地方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等在制定机关管辖的行政区域内生效。③在域外生效。指法律

在其制定国管辖区域范围外具有效力。这一般体现在民事、婚姻家庭、贸易等方面的法

律、法规中。

２．法的时间效力

法的时间效力是指法何时生效，何时终止生效及法律对其颁布实施前的事件和行为是

否具有溯及力的问题。

（１）法律开始生效的时间

法律的生效时间主要有三种：自法律公布之日起生效、由该法律规定具体生效时间、

规定法律公布后符合一定条件时生效。

（２）法律终止效力的时间

法律终止效力的时间包括以下几种情况：新法公布实行后，根据新法优于旧法的原

则，旧法自然失效；新法取代旧法，同时在新法中明文规定旧法废止；法律因完成其历史

任务而失效；法律本身规定的终止生效的时间届至；有权国家机关发布决议或命令，宣布

废止某项法律或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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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法的溯及力

法的溯及力也称法律溯及既往的效力，是指法律对其生效以前的事件和行为是否适

用。如果适用，就具有溯及力；如果不适用，就没有溯及力。

一般来说，法律一般只能适用于生效后发生的事实和关系，不适用于生效前的事实和

关系，即法律不溯既往。因此，大多数的法律是没有溯及力的，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

有些法律也具有一定的溯及力。

３．法对人的效力

法对人的效力是指法对谁有效力，适用于哪些人。在世界各国的法律实践中先后采用

过四种对人的效力的原则，即属人主义原则，属地主义原则，保护主义原则，以属地主义

为主，与属人主义、保护主义相结合的原则。根据我国法律，对人的效力包括对中国公民

的效力和对外国人、无国籍人的效力两个方面。

（１）属人主义

属人主义即法律只适用于本国公民，不论其身是在国内还是国外，非本国公民即使身

在该国领域内也不适用。

（２）属地主义

法律适用于该国管辖地区内的所有人，不论是否是本国公民，都受法律约束和法律保

护，本国公民不在本国，则不受本国法律的约束和保护。

（３）保护主义

保护主义即以维护本国利益作为是否适用本国法律的依据，任何侵害了本国利益的

人，不论其国籍和所在地域，都要受该国法律的追究。

（４）以属地主义为主，与属人主义、保护主义相结合

以属地主义为主，与属人主义、保护主义相结合，即既要维护本国利益，坚持本国主

权，又要尊重他国主权，照顾法律适用中的实际可能性。

我国采用的是第四种原则。根据我国法律，法对人的效力包括两个方面。①对中国公

民的效力。中国公民在中国领域内一律适用中国法律。在中国境外的中国公民，也应遵守

中国法律并受中国法律保护。②对外国人和无国籍人的效力。外国人和无国籍人在中国领

域内，除法律另有规定的外，适用中国法律，这是国家主权原则的必然要求。

案例讨论１３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安徽省天长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民警和汊涧派出所社区民警在走

访中得知，一家少儿英语教育机构为了提升知名度，以便招收更多的学生，非法聘请了一

名没有取得外国人就业许可证和工作类居留许可的加纳留学生和一名没有取得外国人在滁

州市范围内就业许可证的摩洛哥人从事英语教学。

问题：我国法律是否适用于本案中的加纳留学生和摩洛哥人？本案应如何处理？

三、法律规范、法律部门与法律体系

法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行为规范的总和。法的最小构成

单位称为法律规范，调整同类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构成一国的法律部门，不同的法律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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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就是法律体系。

（一）法律规范

１．法律规范的概念

法律规范是指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行为规则，法律规范是

法的基本构成单位。法律规范具有以下几个特征：①法律规范是由国家制定、认可的，由

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行为规范；②法律规范规定了社会关系参与者法律上的权利和义

务；③法律规范是普遍适用、并能反复适用的；④法律规范具有严密的逻辑结构；⑤法律

规范是法的基本构成单位。

２．法律规范的结构

法律规范的结构是指每一个法律规范由哪些要素构成。一般包括假定、处理和法律后

果三个要素。

（１）假定

假定又称为条件或适用条件，是指法律规范中所规定的有关适用该法律规范的条件的

部分。

（２）处理

处理也称为行为模式，即法律关于允许做什么、禁止做什么和必须做什么的规定。法

律的最直接的目的就是指引人们的行为，因此指示即行为模式是法律规范中最基本的要

素，是核心部分。

（３）法律后果

法律后果是法律规范中对于遵守或违反规则的行为将产生何种法律后果的规定。法律

后果可分为肯定性后果和否定性后果两种形式。

３．法律规范的分类

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法律规范也可以分为不同的种类。

（１）按照法律规范 “处理”部分内容的不同性质可以分为授权性规范、义务性规范和

禁止性规范。

授权性规范是指规定人们有权自己做出某种行为，或要求他人做出某种行为的法律规

范；义务性规范是指要求人们必须做出一定行为，即承担一定积极作为义务的法律规范；

禁止性规范是指禁止人们做出一定行为，即承担一定消极不作为义务的法律规范。

（２）按照法律规范的强制性程度不同，可以分为强制性规范和任意性规范。

强制性规范也称为命令性规范，是指对于权利和义务的规定十分明确，不允许人们以

任何方式加以变更或违反的法律规范。任意性规范也称允许性规范，是指允许人们在法定

范围内自行确定其权利和义务的法律规范，只有在他们未确定时，才为他们规定一定的权

利和义务。

（二）法律部门

１．法律部门的概念

法律部门又称为部门法，是调整同一类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是法律体系的基

本单位。例如，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法律规范构成民法部门，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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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和刑罚的法律规范构成刑法部门。

２．划分法律部门的标准

划分法律部门的主要标准是法律规范的调整对象，即法律规范所调整的不同社会关

系，除此之外，法律的调整方法也是划分法律部门的依据。

３．我国的法律部门

按照法律部门的划分标准，我国的法律部门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１）宪法

宪法是我国法律体系中的主导部门，是我国的根本大法。宪法主要规定我国社会制

度、国家制度、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机关的组织和活动的基本原则等根本性问题，

调整社会关系最主要、最基本的方面，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是制定其他法律的立法

基础。

（２）民法

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与法人之间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

法律规范的总和。民法主要规定自然人制度、法人制度、民事法律行为制度、代理制度、

时效制度、物权制度、债权制度、人身权制度、知识产权制度、民事责任制度、婚姻家庭

制度等社会经济所必需的法律制度。民法是一切市场经济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制定最

早、最完备、最为基本的法律。

（３）经济法

经济法是一个比较新兴的法律部门，经济法是调整国家干预经济活动过程中发生的经

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经济法大体包括两个部分的内容，一部分是创造平等竞争环

境、维护市场秩序的法律，包括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另一部分是国家宏观调控方面的法律，包括预算法、税法、审计法、会计法、银行

法等。

（４）行政法

行政法是调整国家行政管理活动产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行政法包括行政

法总则、行政主体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及专门行政法。

（５）劳动法

劳动法是调整劳动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其他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劳动法主要规

定劳动合同的订立和解除程序、集体合同的签订和执行办法、工作时间和劳动报酬、安全

卫生、劳动纪律及奖惩办法、劳动保险制度、工会和职工民主管理、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的

保护、劳动争议处理等内容。

（６）刑法

刑法是调整犯罪和刑罚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刑法调整的社会关系范围非常广泛，不仅

仅局限于某一特定类型的社会关系，所有危害社会的犯罪行为都由刑法调整。

（７）诉讼法

诉讼法是规定诉讼程序的法律的总称，是指打官司时所应遵循的行为规范。诉讼法是

典型的法律程序法，其任务是从程序方面保证实体法的实施。根据诉讼案件的性质，诉讼

法可以分为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

009



（三）法律体系

法律体系是指由一个国家的全部现行规律规范分类组合为不同的法律部门而形成的有

机联系的统一整体。法律体系具有以下特点。

（１）法律体系是部门法构成的体系，部门法是构成法律体系的基本单位。

（２）法律体系是由一国国内法构成的体系，而不是由几个国家的法律构成。

（３）法律体系是由一国现行法构成的体系，反映一国法律的现实情况，不包括已经废

止不再有效的法律，一般也不包括尚未制定或者已经制定但尚未生效的法律。

任务二　认识物流法　

任务导入：济南某大型超市向青岛某食品厂采购一批海产品，青岛某食品厂委托德信

物流公司进行运输。由于暴雨导致交通阻断，物流公司迟延两天送达。在商品入库时，超

市依据采购协议进行检验，发现货物没有达到合同规定的质量标准，提出退货和赔偿等要

求。同时，该批货物违反国家规定的食品卫生标准，被当地执法部门依法查封。

任务要求：本案例中的法律事实有哪些？它们是行为还是事件？本案例中，哪些是物

流行为法律关系？哪些是物流管理法律关系？结合本案，理解物流法律关系的构成要素。

一、物流法的概念

１．物流法的含义

物流法是调整物流活动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物流术

语》（ＧＢ／Ｔ１８３５４—２０２１）规定，物流活动包括运输、储存、装卸、搬运、包装、流通加

工、配送、信息处理等基本环节。

２．我国物流立法

物流法律制度涉及采购、运输、仓储、包装、配送、流通加工等各个方面，有法律、

法规、部门规章等不同层次，但是在我国，物流法还不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调整物流

活动的法律规范散见于民法、经济法、行政法等相关法律及国际条约、国际惯例中。

二、物流法的调整对象

法的调整对象就是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物流法的调整对象是物流关系，具体包括以

下几种关系。

１．物流主体法律关系

物流企业在设立、变更、终止和企业内部管理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称为物流主体

法律关系。调整物流主体关系的法律主要由企业法构成，具体包括公司法、个人独资企业

法、合伙企业法、外商投资企业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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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物流行为法律关系

物流主体从事的采购、运输、仓储、加工、保险等社会关系称为物流行为法律关系。

调整物流行为关系的法律主要包括民法典、海商法、保险法等。

３．物流行政监管法律关系

现代物流业涉及运输、仓储、口岸服务、贸易、信息处理等多个领域，国家发改委、

交通运输部、民用航空局、商务部、海关总署等多个部门都对物流活动进行监管。调整物

流监管关系的法律包括邮政法、海关法、道路交通安全法、环境保护法、危险化学品安全

管理条例等。

４．物流市场秩序维护法律关系

物流法调整市场秩序关系主要是为了规范市场行为，维护物流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防止

垄断。物流市场秩序维护法律主要有反不正当竞争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

５．物流争议解决法律关系

物流主体在从事物流活动中产生的争议可以采用仲裁、诉讼等方式解决。解决物流争

议的法律主要包括仲裁法、民事诉讼法等。

三、物流法律关系

（一）物流法律关系的概念

法律关系是指法律规范在调整人们行为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即法

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物流法律关系是法律关系的一种表现形式，是指物流关系被物流法

律规范确认和调整之后所形成的权利和义务关系。物流法律关系具有以下特征。

１．物流法律关系是由物流法律规范确认和调整所形成的社会关系

物流法律规范是物流法律关系产生的前提和基础，没有物流法律规范的具体规定，物

流法律关系就不能产生，其内容也无法实现。

２．物流法律关系是以具体的权利和义务为内容的一种社会关系

法律关系是以权利和义务为内容的社会关系，权利和义务是法律关系的核心，物流法

律关系的核心同样也是权利义务关系。

３．物流法律关系是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社会关系

物流法律关系的权利义务一旦形成，即受国家强制力的保护，任何一方当事人不得违

背，否则就要承担法律责任。

（二）物流法律关系的构成要素

法律关系的构成要素是指形成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必要条件，任何法律关系都

是由主体、客体和内容三个要素构成的，物流法律关系也不例外。物流法律关系的构成要

素是指物流法律关系主体之间权利和义务关系的必要组成部分，包括物流法律关系的主

体、客体和内容，这三者紧密相连，缺一不可。

１．物流法律关系的主体

法律关系的主体即法律关系的参加者，法律关系的主体主要包括自然人和法人。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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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关系主体即物流法主体，是指参加物流法律关系，依法享有权利、承担义务的当事

人。物流法律关系的主体是构建物流法律关系的第一要素。在我国，物流法律关系的主体

包括以下几类。

（１）国家物流管理机关

国家物流管理机关是行使国家物流管理职能的各种机关的通称。国家物流管理机关依

法行使对物流活动的经济管理职能，包括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商务部门、税务部门、金融

部门、交通管理部门、物价管理部门、产品重量管理部门、海关等。

（２）物流企业和其他社会组织

物流企业是物流法律关系主体中最重要、最普遍的一种类型。物流企业是依法设立

的，以营利为目的的社会经济组织，包括各类法人企业和其他非法人企业。其他社会组织

是指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它们在某些情况下也会成为物流法律关系的主体。

（３）个体工商户、承包经营户和自然人

个体工商户、承包经营户和自然人在参加物流法律关系过程中，可以是物流服务的提

供者，也可以是物流服务的接受者，因此，它们也能成为物流法律关系的主体。

２．物流法律关系的客体

法律关系的客体是指权利和义务所指向的对象，没有法律关系的客体作为中介，就不

可能形成法律关系。因此，客体是构成任何法律关系都必须具备的一个要素。物流法律关

系的客体是指物流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和义务指向的对象。物流法律关系的客体主要有以

下几类。

（１）物

物是指具有一定经济价值，能为物流法律关系主体自由支配，并符合法律规定的物质

资料，包括实物、货币和有价证券。

（２）物流行为

物流行为是指物流法律关系主体为实现一定的经济目的所实施的行为，主要包括物流

组织管理行为、完成一定工作的行为和提供一定劳务的行为等。物流行业的特点决定了物

流行为是物流法律关系最常见的客体。

（３）智力成果

智力成果是指人们脑力劳动所创造的非物质财富，主要包括商标、专利、专有技术、

经济信息等无形资产等。

案例讨论１４ 　　　 　　

　　Ａ企业与Ｂ公司签订一份货物买卖合同，委托Ｃ运输公司运输，该批货物现存放在Ｄ

仓库。关于这三个法律关系的客体是什么，小李和小张的认识不一致。

问题：分析本案例中涉及的三个法律关系的客体各自是什么，并说明理由。

３．物流法律关系的内容

法律关系的内容是指法律关系主体所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物流法律关系的内容

就是物流法律关系的主体在物流法律关系中所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物流法律关系的

内容分为两种：经济权利和经济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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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经济权利

经济权利是指物流法律关系主体根据物流法律、法规的规定或约定而享有为或不为一

定行为，或者要求他人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利。经济权利主要包括财产所有权、经济职

权、经营管理权、知识产权等。财产所有权即所有权，是指所有者对其财产依法享有的独

立支配权，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能。经济职权是指国家机关在行使经济管理

职能时依法享有的权利，主要内容包括经济决策权、经济命令权、经济协调权、经济批准

权、经济监督权等。经营管理权是财产所有权派生出来的一种权利，具体是指企业对于国

家授予其经营管理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和依法处分的权利。知识产权是人们对其创造的

智力成果所享有的专有权利，主要包括商标权、专利权、著作权等。

（２）经济义务

经济义务是指物流法律关系主体为满足权利主体的要求，依法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

行为的责任。义务可分为法定义务和约定义务，法定义务是法律明文规定义务。约定义务

是参加物流法律关系时双方当事人协商议定的义务，当事人约定的义务，必须以法律为依

据。物流法律关系主体的义务主要包括：严格履行合同的义务；依法纳税的义务；保证产

品质量的义务；不侵犯消费者权益的义务；禁止不正当竞争的义务；尊重知识产权的义

务；不侵犯商业秘密的义务等。

４．物流法律关系的发生、变更和消灭

（１）物流法律关系的发生、变更和消灭的概念

物流法律关系的发生是指在特定的物流法律关系主体之间形成一定的权利和义务关

系。物流法律关系的变更是指已经形成的物流法律关系通过一定的法律事实而引起的变

化，包括主体、客体和内容的变化。物流法律关系的终止是指物流法律关系主体之间的权

利和义务的消灭。

（２）物流法律事实

物流法律关系的发生、变更和终止都要基于一定的法律事实的出现。法律事实是指能

够引起物流法律关系发生、变更和终止的客观情况。

法律事实按照是否与法律主体的主观意志有联系可以分为法律事件和法律行为两种。

法律事件是指不以法律主体的意志为转移，能够引起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终止的客观现

象。具体包括两种：一种是自然事件，如地震、海啸、泥石流等；另一种是社会事件，如

战争、动乱等，它们都能引起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或终止。法律行为是指法律主体有意

识的，能够引起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终止的活动。法律行为包括合法行为和违法行为。

四、物流法律责任

（一）法律责任的概念与种类

法律责任是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实施违法行为而受到的相应法律制裁。法律责任

从性质上说可分为三种：民事法律责任、行政法律责任和刑事法律责任。在物流活动中，

物流法律关系主体违反法律规定可能要承担的责任也包括民事法律责任、行政法律责任和

刑事法律责任。

013



（二）民事法律责任

１．民事责任的概念

民事法律责任是指由于民事违法、违约行为或根据法律规定所应承担的不利民事法律

后果，民事责任主要表现为一种财产上的责任。承担民事责任的主体主要是公民、法人和

其他组织。

２．民事责任的种类

承担民事法律责任的方式主要包括：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返还财产，恢

复原状，修理、重作、更换，赔偿损失，支付违约金，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

（三）行政法律责任

１．行政责任的概念

行政法律责任是指违反行政法律法规规定的单位和个人所应承受的由国家行政机关或

国家授权单位对其给予的制裁。行政责任主要是一种管理或职务上的责任。

承担行政责任的主体比较广泛，除了国家机关和国家公务人员外，还包括普通公民或

其他组织、团体。

２．行政责任的种类

行政责任的形式有以下两种。

（１）行政处分

行政处分是指对违反法律规定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被授权、委托的执法人员所实施

的内部制裁措施，行政处分的种类主要有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

（２）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是指行政主体对行政相对人违反法律规范尚未构成犯罪的行为所给予的法律

制裁，具体种类有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

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行政拘留等。其中，行政拘留属于人身自由罚，责令停

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属于行为罚，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没

收非法财物属于财产罚，警告属于声誉罚。

（四）刑事法律责任

１．刑事责任的概念

刑事责任是行为人因实施刑法规定的犯罪行为所应承受的由国家审判机关（人民法院）

依照刑事法律给予的制裁后果，是法律责任中最严厉的责任形式。刑事责任是严格的个人

责任，并主要是人身责任，责任主体主要是公民，但也可以是法人。

２．刑事责任的种类

刑事责任主要通过刑罚而实现，刑罚可以分为主刑和附加刑两类。附加刑可以附加于

主刑之后作为主刑的补充，同主刑一起适用，也可以独立适用。

（１）主刑

主刑包括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

管制是指对犯罪人不予关押，但限制其一定自由，由公安机关执行的刑罚方法。管制

的期限为３个月以上２年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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拘役是短期剥夺犯罪人自由，就近关押并实行教育劳动改造的刑罚方法。拘役的期限

为１个月以上６个月以下。

有期徒刑是指剥夺犯罪人一定期限的人身自由，并强制进行劳动和教育改造的刑罚方

法。有期徒刑的期限为６个月以上１５年以下。

无期徒刑是剥夺犯罪人终身自由，实行强迫劳动和教育改造的刑罚方法。被判处无期

徒刑的犯罪分子，应当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死刑是剥夺犯罪人生命的刑罚方法。对于被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应当剥夺政治权利

终身。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

缓期２年执行。

（２）附加刑

附加刑包括罚金、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驱逐出境。

罚金是人民法院判处犯罪人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额金钱的刑罚方法。

剥夺政治权利是指依法剥夺犯罪人一定期限参加管理国家和政治活动的权利的刑罚方

法。剥夺政治权利是剥夺如下权利：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

行、示威自由的权利；担任国家机关职务的权利；担任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

团体领导职务的权利。

没收财产是将犯罪分子个人所有的财产的部分或全部强制无偿地收归国有的一种刑罚

方法。

驱逐出境是强迫犯罪的外国人离开中国国（边）境的一种刑罚方法。对于犯罪外国人，

可以独立适用或者附加适用驱逐出境。

项目训练

知识练习

１．基本概念

　 　　　　　　　　　　　　　　　　　　　　　　　　　　法律　法律渊源　法律部门　法律关系

２．选择题

（１）法的渊源有（　　）。

Ａ．宪法 Ｂ．法律 Ｃ．行政法规 Ｄ．国际条约

（２）物流法调整的社会关系包括（　　）。

Ａ．物流主体关系 Ｂ．物流行为关系

Ｃ．物流市场秩序关系 Ｄ．物流监管关系

（３）物流法律关系的要素包括（　　）。

Ａ．主体 Ｂ．客体 Ｃ．内容 Ｄ．法律事实

（４）物流法律关系客体包括（　　）。

Ａ．物 Ｂ．物流行为 Ｃ．智力成果 Ｄ．经济职权

（５）以下选项中属于法律事件的有（　　）。

Ａ．地震 Ｂ．战争 Ｃ．海啸 Ｄ．签订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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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法的渊源主要是指法的形式意义上的渊源，即法的创制方式和表现形式。关于我

国法的渊源，下列表述正确的是（　　）。

Ａ．判例是我国重要的法律渊源

Ｂ．习惯在我国法的渊源中意义重大

Ｃ．特别行政区法律不属于我国法的渊源

Ｄ．我国法的渊源以宪法为核心，以制定法为主

（７）法律部门划分的主要标准是（　　）。

Ａ．法律调整对象 Ｂ．法律调整方法 Ｃ．法律体系 Ｄ．法律渊源

（８）下列立法中，属于程序法的是（　　）。

Ａ．民法 Ｂ．民事诉讼法 Ｃ．仲裁法 Ｄ．经济法

（９）引起财产继承关系的法律事实属于（　　）。

Ａ．行为 Ｂ．事件 Ｃ．积极行为 Ｄ．消极行为

（１０）下列选项中，可以成为物流法律关系主体的有（　　）。

Ａ．自然人 Ｂ．法人企业 Ｃ．其他组织 Ｄ．个体工商户

３．问答题

（１）法的渊源有哪些？

（２）我国主要法律部门有哪些？

（３）物流法律关系的构成要素有哪些？

（４）什么是法律事实，包括哪几类？

（５）法律责任包括哪几种？

案例分析

在代理一件物流运输纠纷的诉讼中，张律师为支持自己的观点，在法庭上提出了以下

几个依据：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某条规定可以支持自己的观点；②本省高级人民

法院在处理一件类似的运输合同纠纷案件时所做出的判决，其结果与自己的观点一致；

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的相关规

定，可以支持自己的看法；④某著名学者在其著作中的论点，与自己观点一致，该论点已

经被我国法律界广泛接受。

问题：

（１）张律师提出的４个依据是否可能被法庭在审判中所采纳？

（２）正确识别适用法的渊源。

实训操作

物流活动涉及的领域比较多，我国尚未形成统一的物流法典，调整物流活动的法律散

见于民法、经济法、行政法等法律法规中。请同学们查阅资料，了解我国物流方面的法律

有哪些，能够正确运用物流相关法律解决物流活动中的问题。

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