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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盛世大国，法治兴邦。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60华诞之际，我们把本书献给曾经和正在为共和国的繁荣富强辛勤奋斗的人们
，献给一切关心和从事新中国法治建设的人们。
一部新中国的建设史，同时也是一部法制建设和法治发展史。
为了正确地认识和阐述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发展道路及历史经验，给以后的法制建设提供借鉴
，1995年春，我们约请了一些专家、学者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制史》，历时一年而成，于1996年
底出版。
1998年10月，本书经过修订再版。
我们深知，本书作为当代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研究新中国法制史的著作，存在着许多不尽如人意之
处。
然而，党和国家却给了很大的鼓励。
1996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制史》，于1998年获第十一届中国图书奖；1998年修订本，于1999年获第
四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中宣部第七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图书奖。
2000年，本书被中国社会科学院追加为中国社科院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
1997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把“依法治国”确定为治国的基本方略，把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定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
从那时起，中国开始了由“法制”向“法治”的伟大转折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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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梳理了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法制发展的基本历程，通过对新中国宪法史、行政法史、
民法史、刑法史、商法史、诉讼法史、知识产权法史、劳动保障法史、涉外法史等部门法史的研究，
全面展示了60年来中国法制建设取得的成就，揭示了今后发展完善的方向。
书末并整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制大事记。
本书是国内首部由权威法史学家牵头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制史，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重要的现
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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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节社会主义法制的稳步发展新中国建立头三年所取得的迅速恢复国民经济的胜利，为我国经济的
更快发展和进行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条件。
1953年6月，中共中央提出了“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
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从此，我国进入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即社会主义改造时期。
这个时期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稳步发展的时期。
一全国范围的普选为了发展我国的民主制度，使各级国家机关更密切、更直接地联系广大人民群众，
以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认为，有必要也有可能进行全国范围的普选
。
1953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选举法》，成立了中央选举委员会。
4月，中央选举委员会发出关于基层选举工作的指示、关于选民资格若干问题的解答，政务院发布了
为准备普选进行全国人口登记的指示、全国人口调查登记办法。
全国共登记选民3．24亿人，后来，参加投票的2．78亿人，占登记选民总数的85．9％，选出基层人大
代表566．9万人。
在此基础上，各地陆续召开了人民代表大会。
7-8月，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先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全国人大代表，加上人民武装部队、国外
华侨选出的全国人大代表，共选出全国人大代表1226人，为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做好了准备
。
我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第一次普选，极大地激发了全国人民当家做主的热情，增进了人民群众的民主
意识，把我国的民主生活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
二确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1951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
这次会议的召开，结束了全国政协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局面，结束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行
使最高国家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等最高国家权力的局面，确立了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
从中央国家机构来讲，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
检察院由全国人大产生，对它负责并向它报告工作；还由它产生国家主席、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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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制史》（修订本）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重点科研项目。
本书新修订本的出版，是参加初版写作和两次修订的各位作者共同劳动的成果。
新修订本写作的具体分工是：第一章：杨一凡、陈寒枫、张群；第二章：陈寒枫、陈晓峰；第三章：
段向坤、桂美桃（第一、二、三、四节），刘明明（第五节），邱少晖（第六节）；第四章：周其华
、林俊辉；第五章：冉昊（第一节），郭站红（第二节），包冰锋（第三节）；第六章：杨延超（第
一节），李雨峰（第二节），张晋楠（第三节），韩剑尘（第四节）；第七章：赵晓耕、沈玮玮（第
一节），李海涛（第二节），许炎（第三节），宋玲（第四节），俞爱群（第五节）；第八章：明辉
、陈文渊；第九章：刘翠霄；第十章：杨福旺（第一、二节），李琳（第三节），郑文明、孟宪科（
第四节）；第十一章：陶永新；第十二章：马韶青；第十三章：袁翔珠；第十四章：蒋传光、王健（
第一、二节），韩剑尘（第三、四节）；第十五章：杨一凡、才媛（第一、二、三、四节），陈寒枫
（第五节）；第十六章：陈寒枫（第一、二、四、五、六节），倪斐（第三节，同陈寒枫合写）；中
华人民共和国法制大事年表：陈寒枫、赵蓉裳、徐佳林。
新修订本全书由杨一凡、陈寒枫、张群统稿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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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制史》是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制史》的修订本，全面系统地阐述了1949
～2009年新中国法制建设和法治发展的基本进程和历史经验。
作者采用总体和部门法史相结合的方法，对我国的宪法制度、行政法律制度、刑事法律制度、民商法
律制度、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经济法律制度、劳动法律制度、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教育与文化法律制
度、科技法律制度、军事法律制度、民族法律制度、地方法制建设、司法制度、涉外法律制度的发展
变化和主要内容以及法律实施情况等．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论述。
书末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制大事年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制史》是我国资深法律史学家牵头主编的研究当代中国法制史的首部专著．具有
较高的学术价值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制史》大事记1998年获第十一届中国图书奖1999年9月获第四届国家图书奖提名
奖1999年9月获中共中央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第七届入选作品奖2000年获中国社会科学
院追加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2009年11月入选新闻出版总署“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项目，即将出版
英文版．走向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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