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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国社会的文明与进步不仅取决于该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也取决于该国社会法制化的发展，而
一国法制化的发展与高等法学教育之间的直接联系，使得世界各国在其法制化进程中，对于本国的法
学高等教育都不能不给予高度的重视。
法律作为一门专业性和时代性都很强的科学，就法学高等教育的角度而言，不仅需要一大批法律专家
和学者对于有关专业问题的深入研究，更需要具有普适性高等法学教育的发展和推动，而在高等法学
教育中，就所谓“传道、授业、解惑”的角度上看，法学教材的编辑不能不说是法学教育诸多环节中
十分重要的一环。
，换言之，作为高等法学教育基本依托的法学教材建设，以及法学教材的质量与法学教育水准之间的
密切联系，使得法学教材的建设成为了高等法学教育中，一项不容忽视且必须予以高度重视的问题。
我国东部地区人杰地灵，物产丰富，改革开放以来不仅是社会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也是文化教
育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伴随我国法学教育改革前进的步伐，高等法学教育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就。
然而，就法学教材的建设而言，却存在一定程度的不足。
其具体表现就是，至今没有出版一套较为全面的反映和体现东部法学教育特征的高等法学教材。
而无论是就历史的发展还是现实需要的角度上看，东部不仅在中国近代意义的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上
，曾经有过自己的辉煌。
而且，就现实东部的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而言，编辑一套针对东部法学教育的特点，能够体现东部
法学教育特色，以及充分适应东部高等法学教育需要的法学教材，也具有十分显著的现实意义，申言
之，针对东部法学教育的具体情况，编辑一套能够体现东部法学教育特色，以及充分适应东部高等法
学教育需要的法学教材，不仅是东部地区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需要，也是社会高等法学教育的现实
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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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是21世纪东部法学系列教材之一，也是高等学校法学专业14门核心课程教材之一，本教材由部
分高校法律史学科教师和研究人员依据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编写的《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教
学基本要求》，参考借鉴本学科前辈学者多年来教学科研的成果，并结合东部法学教育的特点共同编
写而成，可作为高等学校法学专业以及历史学社会学等相关专业学科教学与学习之用。
全书共分早期法制、封建法制(上)、封建法制(下)和近现代法制等四部分。
特别注意到了东部法学教育，以及法学本科教学的特点，有的放矢的针对法学高等教育中本科学生的
特点，将教学内容、教学提问，以及案例教学结合起来，使教材不仅具有新颖性、学术性，也具有较
大的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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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随着专制集权制的发展，与国家行政机构制衡的皇帝侍从机构开始参政，原来只在内廷掌管图书、秘
籍、奏章的尚书，由于他们接触皇帝的机会多，又多是皇帝的心腹，于是皇帝渐渐委以处理军国大事
的重任。
由尚书、中书、侍中等组成“中朝”，决策国家大事。
随后建立尚书台、在主管尚书令之下设尚书仆射、尚书丞、尚书郎等职。
东汉光武帝时，尚书台组织日益庞大，增设常侍曹、二千石槽、户曹、三公曹、男主客曹等六曹，分
管中央和地方的人事、社会治安、司法审判、外交和土木工程等，从此三公形同虚设，而尚书台却成
了“出纳王命，敷奏万机”的主要行政机关。
尚书台的建立是封建体制的一个重要发展，终汉之世宦官外戚借此秉政专权、后期政治日益腐败。
（三）地方行政管理体制汉初因袭秦制，在地方上实行郡县两级制。
后因刘邦担心重蹈“亡秦孤立之败”，汉初还分封了许多王国与侯国，将刘氏之弟封为诸侯。
从而形成了郡县制与封国制并存的局面。
起初，全国共有五十郡，而诸侯封地则达三十九郡。
封国在各方面有很大的独立性，形成地方割据势力，并联合起来与中央抗衡，严重影响着封建中央集
权的专制统治。
至景帝时终于爆发了“七国之乱”。
叛乱平息以后，景帝继续实行“削藩”政策，削弱各封国军事、财政权力，使封国地位降同郡县，使
中央对地方管理的权限有明显加强。
西汉设郡县两级机构。
郡是中央直属的地方机构，在所辖县内负责督促农业生产，征收徭役赋税、考核官吏、举荐人才，负
责本郡的司法镇压和组织军队。
郡的行政长官为郡守。
郡守全家除军赋外免除一切徭役，郡守可以任免所属官吏，有权处理本郡兵刑钱粮等事物。
县是郡下一级的行政机构，县的行政长官称令或长，下设县丞掌管司法审判，设尉掌管军事。
县以下设乡、里、亭。
为了维护统治秩序，汉时建立了什伍编制的户籍制度。
户籍不仅详细地登记着居民的年龄、性别、社会关系、土地财产等内容，而且对居民的身高、肤色等
外部特征均有详细记载。
户籍由官府掌管，每年核实一次。
通过户籍制度把农民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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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法制史(第2版)》是21世纪东部法学系列教材之一，也是高等学校法学专业14门核心课程教材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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