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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中国，立法作为国家政治的一项专门活动，作为特定国家机构的专门职掌，始自辛亥革命后建立的
民国政府。
在中国古代专制制度下，立法权作为国家统治权的组成部分，被包容在皇权的主体部分——行政权—
—之中。
辛亥革命导致共和政体的建立。
民国政府的政治家们从引进西方国家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机制，到实施立法、司法、行政、考
试、监察五权分立的权能分治体制，均把立法权作为国家政治的重要内容，作为政权体制中的一个独
立方面。
谢振民先生的《中华民国立法史》一书，详细记载了民国元年（1912）年至民国二十五年（1936）的
各项立法活动。
其史料之详尽，阐述之客观，在同类著作中勘称表率。
从1912年到1936年的24年间，中国社会历经磨难，中国政治也经历了曲折、多变的时代。
在政权形式和统治方式上，先后有孙中山的民主共和、袁世凯的帝制自为、宣统皇帝的封建复辟、北
洋派系的军阀专制、蒋介石的一党专政等。
受政治时局的影响，国家立法活动也时断时续。
但就整体而言，基于社会对法律的需要，基于政治家们对于通过法律手段确立社会新秩序、稳定社会
新关系的要求，立法活动仍呈现出由不稳定到稳定、由不正常到正常的发展势态。
正是基于这一基本需要，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的几年中，大规模的立法活动全面展开，迅速形成中
国第一个现代法律体系——六法体系。
中国政府从20世纪初开始启动的中国法律近代化进程，至此基本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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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华民国立法史(套装上下册)》内容简介：在中国，立法作为国家政治的一项专门活动，作为特定
国家机构的专门职掌，始自辛亥革命后建立的民国政府。
在中国古代专制制度下，立法权作为国家统治权的组成部分，被包容在皇权的主体部分——行政权—
—之中。
辛亥革命导致共和政体的建立。
民国政府的政治家们从引进西方国家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机制，到实施立法、司法、行政、考
试、监察五权分立的权能分治体制，均把立法权作为国家政治的重要内容，作为政权体制中的一个独
立方面。

谢振民先生的《中华民国立法史》一书，详细记载了民国元年（1912）年至民国二十五年（1936）的
各项立法活动。
其史料之详尽，阐述之客观，在同类著作中勘称表率。

从1912年到1936年的24年间，中国社会历经磨难，中国政治也经历了曲折、多变的时代。
在政权形式和统治方式上，先后有孙中山的民主共和、袁世凯的帝制自为、宣统皇帝的封建复辟、北
洋派系的军阀专制、蒋介石的一党专政等。
受政治时局的影响，国家立法活动也时断时续。
但就整体而言，基于社会对法律的需要，基于政治家们对于通过法律手段确立社会新秩序、稳定社会
新关系的要求，立法活动仍呈现出由不稳定到稳定、由不正常到正常的发展势态。
正是基于这一基本需要，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的几年中，大规模的立法活动全面展开，迅速形成中
国第一个现代法律体系——六法体系。
中国政府从20世纪初开始启动的中国法律近代化进程，至此基本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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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华民国立法史》上册目录：第一编 绪论第一章 立法之意义第二章 立法之程序第三章 立法之范围
第四章 立法之趋势第五章 中国法制之沿革第六章 中国法制之起源第二编 总论第一章 制定约法时期第
一节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之组织第二节 参议院之成立第三节 优待清室及满蒙回藏条件之议决第四节 临
时政府地点之议定第五节 参议院之波折第六节 参议院法之议决第七节 适用旧有法律之议决第八节 参
议院之改组第九节 参议院之组织与职权第十节 国旗军旗商旗之议定第十一节 国会组织法议员选举法
之议定第十二节 省议会议员选举法及省议会暂行法之议决第十三节 参议院之解散第二章 制定宪法时
期第一节 国会之召集第二节 省议会之召集第三节 国会之组织第四节 国会之职权第五节 国会之政党第
六节 宪法起草委员会之组织第七节 先选总统之定议第八节 袁氏干涉制宪之步骤第九节 议院法之议决
第十节 国民党籍议员之取消第三章 增修约法时期第一节 政治会议之组设第二节 国会议员职务之停止
第三节 各省省议会之解散第四节 约法会议之特设第五节 约法会议之造法第六节 参政院之成立第七节 
参政院之立法第八节 立法院之筹备第九节 国民会议之筹备第十节 君宪运动之始末第四章 审议宪法时
期第一节 恢复约法之争议第二节 国会之恢复第三节 政党之分合第四节 中华民国宪法草案重要之修正
第五节 对德奥宣战案之延搁第六节 军人威胁国会之经过第七节 国会之解散第五章 法统分裂时期第一
节 两院议员之集会第二节 护法国会之政党第三节 护法政府之成立第四节 护法政府之改组第五节 临时
参议院之召集第六节 国会组织法及议员选举法之修改第七节 新国会之召集第八节 新新议员之选举第
九节 省宪运动之演进第六章 恢复法统时期第一节 法统之恢复第二节 法统之争执第三节 国会组织法之
修改第四节 政变之发生第五节 国会议员之南下第六节 议员任期之延长第七节 制宪贿选之并进第八节 
贿选制宪之反响第九节 清室优待条件之修正第七章 废弃法统时期第一节 临时执政府之成立第二节 法
统之废弃第三节 善后会议之召集第四节 中国国民党之主张第五节 临时参政院之设立第六节 国民代表
会议之筹备第七节 国宪起草委员会之召集第八节 护宪护法之告终第八章 递嬗党治时期第一节 中国国
民党之略历第二节 中国国民党之改组第三节 中国国民党之组织第四节 中央执行委员会之组织第五节 
中央政治会议之组织第六节 国民政府之创立第七节 党治初期之立法第九章 实施训政时期第一节 五中
全会之开幕第二节 训政方案之确定第三节 立法院之成立第四节 立法院之组织第五节 立法院之职权第
六节 立法院之特质第七节 立法院议事之规则第八节 重要法律之编纂第九节 现行法规之整理第十节 立
法工作之分配第十一节 立法程序纲领之制定第十二节 立法院历届改组及工作之概略第十三节 扩大会
议之举行第四节 国民会议之召集⋯⋯第十章 宪政开始时期第三编 各论第一章 宪法第二章 行政法（上
）第三章 行政法（下）《中华民国立法史》下册目录：第四章 自治法第一节 清季各地方自治章程第
二节 谘议局章程、谘议局议员选举章程、省议会暂行法、省议会议员选举法(附省参事会条例)第三节 
地方自治试行条例第四节 县自治法(附市自治制乡自治制)第五节 特别市组织法、市组织法第六节 县组
织法第七节 县组织法、县组织法施行法第八节 乡镇自治施行法、区自治施行法第九节 市组织法第十
节 乡镇坊自治职员选举及罢免法第十一节 县参议会组织法、市参议会组织法县参议员选举法、市参
议员选举法第十二节 县自治法市自治法(附施行法)第十三节 县保卫团法第四节 蒙古盟部旗组织法第五
章 民法第一节 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第二节 民律第一次草案第三节 民律第二次草案第四节 亲属法草案
、继承法草案第五节 民法第一编：总则(附施行法)⋯⋯第六章 商法第七章 刑法第八章 诉讼法第九章 
劳工法第十章 土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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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租赁契约之继续  以所有建筑物为目的，承租他人之土地，于租赁契约期间届满尚有建筑物存在
者，承租人对于该土地有优先承租之权，如承租人继续使用其土地，而出租人于期满后3个月内不提
出异议者，视为依原契约之条件订立新约。
五、土地重划及于土地权利之关系土地重划后分配于土地所有权人之地段，自决定之日起，视为其原
有之土地。
因土地重划，致地上权、永佃权或地役权不能达其设定之目的者，地上权人永佃权人、或地役权人得
抛弃其权利，对于土地所有权人请求相当之补偿。
土地上所存之地役权，于重划后仍存于原有土地之上，但地役权人已无行使其权利之利益者，其地役
权消灭。
因土地重划，地役权人有能享受与从前相同之利益者，得于保存其利益之限度内，请求设定地役权。
承租因土地重划不能达租赁之目的者，承租人得终止契约。
因土地重划，致妨害承租地之原使用者，承租人得请求租金之相当减额；致增加承租地利用之价值者
，出租人得请求租金之相当增额，但承租人得终止契约而免其义务；此规定并于地上权、永佃权及地
役权准用之。
六、特别征费之条件  因改良地区，就其土地享受改良利益之程度特别征费者，其办法由主管地政机
关拟定，送请市县政府审核后，提送市县人民代表机关议决之。
特别征费以建筑道路或开浚河渠为限。
为特别征费时，按事业为一地方全部及局部之利益，或仅为局部之利益，得使受益人负担事业举办所
必需费用之一部或全部，并按土地之面积，土地与道路或河渠毗连之宽度及距离，以定受益人之负担
金额，但其事业系为一地方之全部利益者，不得为特别征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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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华民国立法史(套装上下册)》：20世纪中华法学文丛(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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