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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监察法制的历史是中国法制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是源远流长、从未中断的。
监察法律文化的积淀之深厚与监察立法内容之丰富，都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创造力，是取之不尽的治国
财富。
    中国古代的权力结构是沿着专制主义集权的轨道发展的，它之得以矗立，有赖于统一的军队和统一
的官僚机构的支撑。
官僚机构是推动国家机器运转，实施治国、理政、驭民的物质力量，因此治官——使官僚按照法定职
责行事，具有重要的意义。
为治官而需要察官，为察官而需要法律，监察法制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产生和发展的。
    由于历代的历史背景不同，面对的政治形势和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关系也有异，因此监察法制的具
体任务是不同的，但总的说来都是依法整肃百僚，“彰善瘅恶，激浊扬清”，平衡统治集团内部的利
益分配，控制官僚个人法定权利以外的占有，借以缓和官与民的矛盾，发挥官僚机构的制衡作用和实
现社会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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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晋藩，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律史学研究院名誉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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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中国法制史》(古代卷)、《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中华法制文明的演进》、《中国
近代社会与法制文明》、《中国宪法史》等专著十余部，主编《中国法制通史》（10卷本）、《中国
少数民族法制通史》、《中国司法制度史》等著作二十余部，其中有些已译成英、日、韩等国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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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秦汉监察法制的形成阶段秦汉是我国古代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建立和形成的历史时期。
此时的国家政权延续先秦时期开始的权力分离与政权分化的趋势，并呈现出更加复杂却又系统化的局
面。
具体而言，在政权机构中，权力监督机关与权力执行机关之间的分化不断加剧，监督机关所属官员的
数量不断增加，监督机关内部分工日益明显，监督机关相对于其他国家机关的独立性不断增强，权力
监督活动在整个政权运行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强化。
在法制化层面上，监督体制和监督机制的构建，与犯罪惩治、职官管理、诉讼制度等方面的调整一样
，益成为志制国家立法和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
这意味着秦汉时期的权力监督制度建设越来越成为整个政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意味着这一时期
最终完成了权力监督向监察法制的转化第一节 君主专制主义政权结构的定型秦汉时期的统治者承袭了
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形成的君主专制主义统治思想与政权结构，并通过正式而系统的制度建设将这一政
权结构予以确认，最终建立起成为后世政权建设典范的君主专制主义政权结构。
总的来看，这一政权结构主要由皇帝、皇帝直接控制下的中央政府以及统辖于中央政府的地方政权构
成，三者形成一种由上到下的权力控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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