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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法制史教程》以时间为主线，对中国古代的刑事、民事、经济、行政法律和司法制度作了客观
的描述，对中国法律近代化的过程进行了认真思考，力求做到内容精练、重点突出、材料准确、言之
有据。

《中国法制史教程》利用现存的传世法典、历代文献典籍和最新出土的考古资料，充分吸收和借鉴法
史学界的研究成果撰写而成，大体上反映了目前中国法制史学科教学和科研的前沿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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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中国古代法的起源与夏商法律制度
  第一节  中国古代法的起源
  第二节  夏商法律制度
第二章  西周法律制度
  第一节  立法思想和立法概况
  第二节  法律内容
  第三节  司法制度
第三章  春秋战国法律制度
  第一节  社会结构的变动与法律思想的争鸣
  第二节  春秋时期成文法的公布
  第三节  战国时期的法制改革
  第四节  春秋战国时期的司法制度
第四章  秦代法律制度
  第一节  立法思想和立法概况
  第二节  刑事法律
  第三节  民事经济法律
  第四节  行政法律
  第五节  司法制度
第五章  两汉法律制度
  第一节  立法思想和立法概况
  第二节  刑事法律
  第三节  民事经济法律
  第四节  行政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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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立法思想和立法概况
  第二节  刑事法律
  第三节  民事和行政法律
  第四节  司法制度
第七章  隋唐五代法律制度
  第一节  隋代法律制度
  第二节  唐朝立法思想和立法概况
  第三节  刑事法律
  第四节  民事经济法律
  第五节  行政法律
  第六节  司法制度
  第七节  五代时期的法律
第八章  宋朝法律制度
  第一节  立法思想和立法概况
  第二节  刑事法律
  第三节  民事经济法律
  第四节  行政法律
  第五节  司法制度
第九章  辽、西夏、金、元法律制度
  第一节  辽代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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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西夏法律
  第三节  金代法律
  第四节  元朝法律
第十章  明朝法律制度
  第一节  立法思想和立法概况
  第二节  刑事法律
  第三节  民事经济法律
  第四节  行政法制
  第五节  司法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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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刑事法律
  第三节  民事经济法律
  第四节  司法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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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预备立宪
  第二节  修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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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南京临时政府法律制度
  第一节  宪法性文件
  第二节  其他法令
第十四章  北洋政府法律制度
  第一节  立法思想和立法概况
  第二节  法律内容
第十五章  南京国民政府法律制度
  第一节  立法思想和立法概况
  第二节  法律内容
  第三节  司法制度
第十六章  革命根据地法律制度
  第一节  立法概况
  第二节  土地革命时期的法律制度
  第三节  抗日战争时期的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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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1.土地税汉朝的土地税称为田租，征收的标准是按土地数量征收一定比例的实物税。
西汉建国后，高祖“轻田租，什五而税一”。
汉文帝时，赐民“田租之半”，定税率为三十税一。
农民在缴纳田租时，也要缴纳刍藁税，主要用于饲养国家牧场的马牛牲畜。
汉代对刍藁税的征收非常重视，对征税的数量一一记录在案，湖北江陵凤凰山10号汉墓出土的汉简对
征收刍藁税的情况就有明确的记载。
2.人头税汉代的人头税主要有算赋和口赋两种。
汉高祖四年（公元前203年），“初为算赋”，规定民年十五岁以上至五十六岁，每人均需缴纳一算（
一百二十钱），此后成为定制。
汉朝采取了重农抑商的政策，对于商贾和奴婢，加倍征收入头税，据《汉书·惠帝纪》注引应劭日：
“唯贾人与奴婢倍算”，即征收二算（二百四十钱）。
为了鼓励生育，惠帝时对于女子十五以上至三十岁不嫁者，征收五算。
东汉章帝时，凡民间生男孩者，免除三年算赋；已怀孕者，赏赐三斛谷粮，免除丈夫一年的算赋。
口赋是对未成年人征收的人头税。
汉武帝以前，每人二十钱，汉武帝时，由于财政紧张，增加了三钱，据《汉书·昭帝纪》注引如淳日
：“民年七岁至十四岁出口赋钱，人二十三钱。
二十钱以食天子，其三钱者，武帝加口钱以补车骑马。
”汉昭帝、宣帝时，曾下诏“减天下口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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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法制史教程》内容介绍：中国法制史以历史上的刑事、民事、经济、行政、诉讼等各类法律制
度以及近代立宪制度的演进为主要线索，学生通过系统学习，能深刻领悟，批判地继承中华民族丰富
的法律遗产，提高自身的法学理论素养，更好地为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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