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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曹全来所著的《中国近代法制史教程》是第一部以六法为线索、系统梳理近代中国法律制度的专著型
教科书。

本书按照现代法学部门法知识体系和比较法律史学方法，对发生于中国清末、中华民国南京政府、北
京政府、国民政府近半个世纪的法制变革过程，进行了比较深入系统的研究和阐释。
本书着重围绕形成于近代中国的《六法全书》法律体系所包含各部门法的立法沿革、传统特点及其发
展成就等，比较深入地探讨了我国法律近代化的基本问题，全面回顾了近代中国在“国际化”与“本
土化”双重目标指引下法律制度产生、发展和演变的复杂历程。

“以法律的眼光对待法律问题”的学术立场和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的法史学方法，是本书两个鲜明
的特点。
《中国近代法制史教程》资料详实，体系严整，方法新颖，视角独特，是近年来我国法律史学界对中
国近代法制史和法律近代化问题研究的最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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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曹全来 1971年生，河南省社旗县人，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吉林大学博士后，国家法官学院副教授
。
    出版《国际化与本土化一中国近代法律体系的形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历史、理论
与实践：中国国情与司法改革》（人民法院出版社2011年版）等，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
    主要研究领域为法理学、法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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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导论  中国近代的法制变革
  一、中国近代法律变革与法律近代化
  二、中国近代部门法律体系的形成
  三、中国近代法制史学研究与教学
  四、本书的研究思路
第一章  西学东渐与中国近代法律变革
  第一节  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与“西法东渐”
    一、鸦片战争之前的中西文化交流
    二、鸦片战争之后的中西关系与文化交流
    三、西学东渐与“西法东渐”
  第二节  领事裁判权与近代法律变革思潮的兴起
    一、领事裁判权及其在近代中国
    二、领事裁判权对中国近代法律变革的影响
  第三节  “中体西用”与近代法律变革
    一、“中体西用”的思想渊源
    二、张之洞《劝学篇》对“中体西用”思想的发展
    三、《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对“中体西用”思想的发展
    四、“中体西用”思想的历史影响
第二章  中国近代宪法与宪政
  第一节  清末政局与立宪运动
    一、日俄战争及南方革命活动对立宪运动的影响
    二、清末的立宪运动
  第二节  清末预备立宪（1901—1911）
    一、《钦定宪法大纲》和《重大信条十九条》
    二、资政院和咨议局
  第三节  中华民国时期的宪法与宪政（一）（1911—1928）
    一、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宪法和宪政及其影响
    二、北京政府时期宪法与宪政运动
    三、中华民国初期宪政运动的得与失
  第四节  中华民国时期的宪法与宪政（二）（1928—1949）
    一、南京国民政府制宪的理论基础与指导思想
    二、国民政府时期的宪法与宪政运动
第三章  中国近代民商事法制
  第一节  中国传统民事法制
    一、中国传统民法的基本特点
    二、中国传统民事法律与民法近代化
    三、中国近代的社会转型与民商事立法
  第二节  清末的民商事立法
    一、清末民法的产生
    二、《大清民律草案》的立法成就
    三、清末商事立法
  第三节  中华民国时期的民商事立法
    一、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民商事立法
    二、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民商事立法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近代法制史教程>>

    三、中华民国时期民商事立法的历史成就
  第四节  中国近代民商事法律习惯调查
    一、民商事法律习惯与民商事立法
    二、法律本土化与近代民商事法律习惯调查
第四章  中国近代刑事法制
  第一节  《大清律例》与中国传统刑事立法
    一、《大清律例》的产生、内容及其基本特点
    二、中国传统刑事立法的基本特点
  第二节  清末法制改革与刑事立法
    一、清末新刑法的修订过程
    二、《大清现行刑律》——一部过渡性法典
    三、《大清新刑律》——中国第一部近代刑法
  第三节  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与北京政府时期的刑事立法
    一、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刑事立法
    二、北京政府时期的刑事立法
  第四节  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刑事立法
    一、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刑事法律的发展概况
    二、刑事法律对国际化的追求
    三、刑事法律对本土化的追求
第五章  中国近代民事诉讼法制
  第一节  中国传统司法与民事诉讼法制
    一、中国古代民事诉讼法制的发展
    二、中国古代民事诉讼法制的特点
  第二节  清末法制改革与民事诉讼立法
    一、清末过渡性的民事诉讼立法
    二、《民事诉讼律草案》
    三、《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和《法院编制法》
  第三节  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民事诉讼立法
    一、中华民国初期的民事诉讼立法
    二、北京政府时期的民事诉讼立法
  第四节  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民事诉讼立法
    一、南京国民政府的民事诉讼立法
    二、南京国民政府民事诉讼立法的特点与原则
第六章  中国近代刑事诉讼法制
  第一节  中国传统司法与刑事诉讼法制
    一、中国传统刑事司法制度的基本特点
    二、司法独立与近代刑事诉讼立法
  第二节  清末法制改革与刑事诉讼立法
    一、《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
    二、清末其他刑事诉讼立法
  第三节  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刑事诉讼立法
    一、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刑事司法制度
    二、北京政府时期的刑事诉讼立法
  第四节  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刑事诉讼立法
    一、南京国民政府的刑事诉讼立法
    二、南京国民政府刑事诉讼法律原则
第七章  中国近代行政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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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中国传统行政法制
    一、中国传统行政法制的发展
    二、中国传统行政法制的特点
    三、清代的行政法制
  第二节  清末预备立宪与行政立法
    一、《钦定行政纲目》和其他行政立法
    二、清末的行政诉讼法
  第三节  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行政立法
    一、北京政府时期的行政法
    二、北京政府时期的行政诉讼法
  第四节  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行政立法
    一、行政组织、行政执行和行政管理法
    二、行政法院和行政诉讼法
第八章  中国近代法律机构
  第一节  中国近代的立法机构
    一、晚清立法机构
    二、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时期的立法机构
    三、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立法机构
  第二节  中国近代的司法机构
    一、中国传统司法机构
    二、司法独立思想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与确立
    三、中国近代司法机构的产生和演变
第九章  中国近代法律文化
  第一节  中国近代法律思潮
    一、中国近代的法律变革思潮
    二、中国近代的宪政思潮
    三、中国近代的人权和法治思潮
  第二节  中国近代多元法制
    一、传统法律文化与近代法律文化
    二、主流法律文化与非主流法律文化
第十章  中国近代法律教育和法律职业
  第一节  中国近代法律教育
    一、中国古代的法律教育
    二、清末法制改革与中国近代法律教育的开端
    三、中华民国时期的法律教育
  第二节  中国近代法律职业
    一、中国传统司法制度、西法东渐与近代法律职业
    二、清末新政、法律改革与近代法律职业
    三、学堂选官制度、法政教育与近代法律职业
    四、国际法律环境与近代法律职业
附录一  清末、中华民国时期各部门法主要法律（草案）一览表
附录二  清末、中华民国时期主要宪法（草案）文本
附录三  征引文献和参考书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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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曹全来所著的《中国近代法制史教程》通过系统研究中国传统法律的近代变革，可深入了解在东方文
明传统国家实施法律移植和法律近代化的一般规律，探讨在制度变革、社会转型期如何适应新的社会
需要而在法律上做出合理、适度的变革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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