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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0年，是中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60年，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同心
同德、奋勇向前、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60年，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从贫穷落后走向繁
荣富强的60年，是举国上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开创社会主义大业的60年。
60年峥嵘岁月，60年沧桑巨变。
当我们回顾60年奋斗业绩时，感到格外自豪：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正巍然屹立于世
界的东方。
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系统回顾和记录60年的辉煌历史，总结和升华60年的宝贵经验，对于我们
进一步深刻领会和科学把握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党的领导的重要性，进一步增强民族自豪感，大
力唱响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伟大祖国好、各族人民好的时代主旋律，高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心，在新的历史起点继续坚持改革开放
，深入推动科学发展，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都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
第三章 文学的苏醒文艺复兴的号角崇尚理性的时代启蒙主义的热情浪漫主义的光芒批判现实主义的视
野近代东方文学的曙光第四章 精彩纷呈的多元文化现实主义文学的争鸣现代派文学的兴起繁花似锦的
日本文学东方醒狮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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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法制60年，是马克思主义国家观、法律观与中国法制建设实际相结合的60年，是在总结社会主义
法制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不断发展的60年。
60年来的中国法制，既是对中华法制文明优秀成果的传承，又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是中华民族智慧
与理性的结晶。
    中国法制60年，开辟了中国法制史上的新纪元。
它具有深厚的历史基础和法文化底蕴，吸收了人类社会关于法制的伟大创造，从而在世界上树立起中
国特色法制的典型。
    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是前人从未经验过的伟大事业，因此在这个过程中出现前进与倒退
、成功与顿挫都是不可避免的。
经历了60年艰难曲折的历练，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法制问题上逐渐成熟起来，深刻体验到法制的
重要性，也初步领悟了社会主义法制的规律性，从而更加增强了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的自信
心和自觉性。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认真总结我国法治建设实践经验，借鉴人类法治文明成果的基础
上提出了“依法治国、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为内容的社会主义法治新理念，明确把贯彻
落实“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
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规律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把握。
这是最为可贵的。
    中国法制60年，雄辩地证明了“法制兴则国兴，法制废则国危”的普遍真理意义。
四千余年中国法制历史的长河中，法制总是与盛世联系在一起的。
不讲法制，难以为国，何谈盛世?而“宪章遐弃”，以君主意志为法，又总是一个王朝衰败的先兆。
这60年中，曾经出现过以制定“五四宪法”为标志的法制建设高潮，以及由此而来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的胜利完成；也曾出现过以“无法无天”为取向的“文化大革命”，以及由此而来的中华民族岌岌可
危的厄运。
人民正是在痛定思痛中，渴望着依法治国局面的到来。
    中国法制60年，虽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还是初步的，距离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要求，还相差
甚远，还存在着种种不尽如人意的现象。
中国法制60年，在人类历史上也不过是短短的一瞬，在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史上也只是奠下了最初的基
石，还有很长很远的路要走。
尤其是在我国社会正发生深刻变革的目前，如何完善法制，发挥法制的治世功能，营造和谐稳定的社
会环境，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仍然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因此，在纪念新中国法制建设60年的今天，特别需要继续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全面落实依法治国
的基本方略；需要以科学发展观指导立法、执法、司法、法律监督、法制宣传教育和法律服务等项工
作。
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科学发展观光辉思想的指引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的伟大
事业，一定会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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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晋藩，男，1930年生，辽宁沈阳人。
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兼研究生院院长，中国政法大学法
律史学研究所所长。
现为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名誉院长。

    自1954年迄今，出版《中国法制史》（第一卷）、《中国法律史论》、《法史鉴略》、《中国古代
法律制度》、《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中华法制文明的演进》、《清代民法综论》、《中
国近代社会与法制文明》、  《中国宪法史》等个人学术专著20余部。
主编（或合著）《中国法制通史》（10卷本）、《清入关前的国家法律制度史》、《中国少数民族法
制通史》等著作及《中国法制史》、《中国法律史》等教材40余部。
此外，在各种学术刊物发表法律史学论文25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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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写在前面的话第一编　回眸与展望　新中国法制建设经验的总结与反思　　一、中国的法制建设要走
中华民族自主创新之路　　二、中国的法制建设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之路　　三、法制与政
治、经济、文化的互动　　四、法制兴则国兴、法制废则国危　　五、提高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夯
实依法治国的基础第二编　新中国法制的奠基　第一章　从瑞金到延安——新民主主义法制的萌芽　
　一、新民主主义法制的萌芽与发展　　二、工农革命政权法制建设　　三、抗日民主政权法制建设
　　四、解放区民主政权法制建设　第二章　废立之间——废除《六法全书》与新民主主义立法原则
的确立　　一、《六法全书》形成回顾　　二、废除《六法全书》　　三、新中国立法的历史渊源　
　四、新中国立法原则的确立　第三章　从《共同纲领》到1954年《宪法》　　一、近代宪法概述　
　二、从《共同纲领》到1954年《宪法》　　三、1954年《宪法》的基本内容和特点　第四章　谱写
新篇的国初立法　　一、土地改革法及财政立法　　二、《婚姻法》的制定与实施　　三、惩治反革
命的刑事立法　　四、行政立法与政权机关建设　　五、劳动法制的建立　　六、民族立法的繁荣　
第五章　人民司法制度的建立　　一、人民民主专政思想指导下新中国司法制度的创建　　二、依法
独立的司法审判制度　　三、检察制度的运行　　四、新中国司法审判制度的传承与发展第三编　从
挫折到新生　第一章　无法无天——法律虚无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　　一、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
命与砸烂公检法　　二、立法的停滞与人权的缺乏保障　　三、1975年《宪法》——“文化大革命”
的产物　　四、以政策和最高指示维持社会与国家的运转　　五、民族法制建设遭到严重破坏　第二
章　拨乱反正与恢复法制　　一、重建法制、恢复秩序成为全民的共识　　二、历史的审判与法制权
威的树立　　三、思想解放，高倡民主的制度化与法制化　　四、重启立法的新篇章第四编  中国特
色的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第一章　改革开放与法制转型　　一、从阶级斗争到经济建设，为市场经济
服务的法制建设提上日程　　二、从闭关锁国到对外开放，法制建设面临新课题　　三、中国特色的
法治之路的重新探索及初步成果　第二章　1982年《宪法》——社会主义宪法新发展的里程碑　　一
、过渡形态的1978年《宪法》　　二、1982年《宪法》的制定　　三、1982年《宪法》的主要内容　
　四、1982年《宪法》的主要特点　第三章　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民族法制建设　　一、民族法制建设
的恢复和发展　　二、民族法制的健全与完善　　三、新世纪的民族法制建设　第四章　改革开放新
时期刑法的变迁　　一、1979年至1997年的刑事立法　　二、1997年刑法典　　三、1997年刑法典颁行
以后的刑法修正　第五章　改革开放新时期民商经济法的发展　　一、改革开放新时期民商经济法发
展的时代背景　　二、改革开放新时期民商经济立法的伟大开端——《民法通则》的制定　　三、改
革开放新时期民商经济立法的成功典范——《合同法》的制定　　四、中国民法典编纂中的“艰难一
跃”一《物权法》的制定　　五、商法的勃兴与繁荣　　六、经济法的曲折发展　　七、新《婚姻法
》的制定与公布　第六章　行政法制与行政立法　　一、“依法行政”的正式提出　　二、行政立法
的新成就　　三、《行政诉讼法》的首次公布及相关法律　第七章　国际法的充实与发展　　一、参
与国际法的制定　　二、国际公法与中国　　三、国际私法与国际经济法的规则运用　第八章　司法
制度的改革　　一、依法治国与司法制度改革的进程　　二、三大诉讼法的公布与实施　　三、重新
制定《仲裁法》、《律师法》、《公证法》等法律　　四、建立司法救助制度与严格死刑复核制度　
　五、改善依法独立审判——司法改革的纵深发展结束语　一、发展人民民主是推进社会主义法治的
根本保障　二、依法治国与以德化民应当并举　三、治法与治吏同等重要　四、在吸收移植世界先进
法律文化的同时，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总结经验，开创中华民族在法治上的独立创新之路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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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编 回眸与展望新中国法制建设经验的总结与反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制度体系，是在彻底废除
国民党政权以《六法全书》为基础的旧法统前提下，以马列主义的国家观和法律观为指导，结合中国
国情，借鉴苏联社会主义法制模式建立起来的。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伴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曲折发展，中国法制建设也经历了曲
折发展的历程。
新中国成立60年来，随着时代的演进，并经过不断的探索和艰苦的努力，已经逐步建立和形成了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
中国的法制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也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法制建设实践经验。
与此同时，中国的法制建设也给我们留下了较为沉痛的教训。
因此，回顾60年来法制建设的发展历程，吸取历史的教训，总结法制建设值得肯定的经验，可以为当
前全面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有益的借鉴，从而进一步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法
制建设不断开拓前进。
一、中国的法制建设要走中华民族自主创新之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从世界范围来看，是一项前
无古人的事业，也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创造。
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避免“人治”的出现，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在理论上没有解决的问
题。
在实践中，世界上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也一直没有建立相应的法
治社会体制，因而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曾经出现过“人治”的现象，并造成了一些严重后果。
鉴于国际的经验以及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教训，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确立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改革目标后，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借鉴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法治经验，提出了依法
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
中共十五大以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从人们的理念转化为治国的实践，并被写入
国家的根本大法，上升为国家意志。
但中国的法治之路如何走，与法治国家相适应的政治运行机制及一些具体的制度如何设计，尤其是如
何处理好学习、借鉴和移植国外先进法律制度及立法经验与立足中国国情的关系，对这些摆在我们面
前亟待解决的课题，不可能有现成的答案，也不可能有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需要我们认真地探（一
）法制的模式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多种多样的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治发展道路和政治发展
模式。
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过程中，没有任何现成的经验可资借鉴。
中外的法制实践也已证明，不从本国的实际出发，试图复制或完全照搬别国的法制模式是不可能成功
的。
我们知道，现代市场经济是最具效率和活力的经济运行载体，并遵循着共同的经济规律，已为世界各
国所认同。
但具体到不同的国家，市场经济的模式却又多种多样。
在治国方式的选择上也是一样。
“法治”被认为是迄今为止已被证明的最佳治国方法，并为人们所推崇。
但不同的国家，由于其法律文化传统、国情不同，其模式也不应是单一的。
事实也是如此。
以法律文化传统来划分，目前世界上就有民法法系、普通法法系、伊斯兰法系和混合法系等不同模式
。
在同一法系内部，各国又有很大差异。
据此，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向西方学习，不一定重复西方的老路，就如同市场经济的模式具
有多样性一样，法制的模式也应是多样的。
我们学习、借鉴西方国家的法治经验，一定要根据我国的客观现实，考虑到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其
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及法律文化传统、道德观、价值观等方面的差异，兼容并蓄，博采百家之长，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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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局限于某一种模式。
要更加注重对国外先进立法精神和法律价值观念的学习、借鉴，防止片面强调制度引进的倾向。
在法制模式上，根据中国的国情进行创造性地建构，设计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制模式。
（二）面对中国改革开放和法律实践提出的问题进行创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进行原创性的
创新，而一切创新都应以本国的实践为基础。
本国的实践一方面是对社会发展变化提出的新问题的回答和对一些解决方案的探索与创新；另一方面
则是对历史经验进行总结，继承和发展本民族一切优良的文化传统。
构建当代中国法治社会的创新之路，简言之，就是在学习国外一切有益的法律理论，借鉴甚至移植国
外先进的法律制度和法治经验的同时，必须做到两点：一是面对传统；二是面对中国改革开放和法律
实践所提出的问题。
中国法治社会的建立，应着重从中国的内部寻找变革的动力。
这种动力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和法律运行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问题。
中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法治实践面临的问题，就是法学最前沿的问题，并非只有国
外学者研究的问题才是最前沿的问题。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转型时期，随着改革的深化、开放的扩大和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的发展，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关系和社会利益，以及司法实践等方面，都存在着一系列难
点和热点问题。
对法学研究和法律制度建设来说，必须要关注这些问题，研究这些问题，然后进行理论概括和总结，
实现法学理论体系的创新，一方面丰富法学理论体系，另一方面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法学理论支持。
中国在改革和发展中出现的许多问题，不能用现有的某种理论来解释，而必须提出新的理论。
只有通过实践基础上的法学理论体系创新，才能做到不仅仅局限于对西方法学理论进行诠释并把其视
为圭臬，才能同西方法学对话，中国自己的法学才能出现。
建设当代中国法治社会，走中华民族的创新之路，如何面对中国的问题，似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 以主流社会价值观作为当代中国法治社会创建的思想主导面对当前法学研究中存在的西方文化的“
强势话语”，我们应当结合我国实现现代化和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具体国情，予以冷静的分析，
而不应该完全“依附”。
改革、发展、稳定和建立小康社会及构建和谐社会的大局，体现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中的价值观，以及体现社会公平正义和社会主义道德理念的价值追求，是我
们今日社会建构的基础，也应该是当代中国法治社会创建的价值理念。
2. 关注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面临的一些问题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从中国
的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同时借鉴外国政治建设的有益经验，但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
式，这是我国在确立依法治国方略时的重要指导思想。
因此，在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中，如何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
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如何做到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不断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
和执政方式，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等等，对此，在理论指导和制度设计上，应进行积
极的探索和创新。
在当前国家社会政治转型的过程中有两种模式：一种模式被称为“历史轨道道路”，或者说是“长期
道路战略”。
其主要思想在于，一旦作出关键性的政治决定，就不能改变和取消这一决定。
仅可略微改变其轨道，但要避免出现中断、革命和激变。
第二种模式是“民主突破”理论，或者说是爆破战略。
其主要思想是与过去断然决裂，从而为顺利地实现政治转轨提供必要的推动力。
前者可视为“软性”政治操作模式，旨在保持传统和实现社会的渐进式演化；后者可视为“硬性”政
治操作模式，强调必须与过去彻底决裂和引进富有活力的创新。
中国的社会转型可谓是属于前一种的渐进式的模式，制度的变革采用的是一种逐步变革的方式。
因而，国家转型的这种方式决定了中国相应的法律体系构建的路径必须与其相适应。
3. 密切关注中国社会改革开放和法律运行中的法律问题在中国社会改革进程中存在着许多需要法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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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的问题，诸如如何加强国家宏观调控、完善政府管理体制问题；科学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与法制建设、社会公平问题；建立社会保障体系问题；市场主体、市场交易和市场监管问题；农村基
层民主建设和农民权益保护问题；消除各种不安定因素、维护社会稳定问题，等等。
在法律的运行过程中也同样存在着许多需要法律面对的问题，诸如加强公民权益保障的问题；公共权
力的制约和监督问题；各个部门法在实施中的健全和完善问题；等等。
这些都需要我们认真关注，从而为完善相关法律体系提供理论上的指导和制度设计上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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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承蒙陕西人民出版社盛情邀请，作为对国庆60周年的献礼，我们组织全国一些从事法制史学教学研究
的专家、学者，共同负担起《中国法制60年》的写作工作。
这项工作意义重大，更是我们法制史学研究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我们发愿凭着我们满腔的爱国主义热情和多年法律知识积累，以及严肃认真的态度，编著一部信而有
征的当代中国法制史，奉献给广大读者。
以期明60年中国法制之得失，探索法制发展的规律性，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社会贡献我们
的绵薄之力。
当代人撰著当代史，诚非易事，激于意气，容易只缘山中。
故而我们在写作过程中，要求每位作者本着客观公允的态度，不矫饰，不夸张，对共和国法制历史寄
予一份温情与敬意；同时，又善意地指出缺憾，贡献方略。
当然，我们深知，即使我们已经尽其所能、“求其放心”，但限于研究水平和资料积累之故，不足之
处在所难免。
在此，我们真诚地期待广大读者与学界同仁提出宝贵意见，以便我们作进一步的修订。
本书由张晋藩先生提出全书编写思路；之后，经过主编、副主编及陕西人民出版社宋亚萍总编辑、雷
波主任的多次探讨，形成写作提纲，再分别由各编作者撰写成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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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法制60年(1949-2009)》客观记录了新中国60年波澜壮阔的伟大实践，全面展示了新中国60年来
社会主义中国、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所发生的深刻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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