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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法律制度以国家强制力指导、强制人们遵守为基本特征，以强化国家权力支配者
的统治或管理为直接目的，发挥的规范人们地为，调节社会各方面利益，维系一不定期社会的存续等
作用。
    司法制度是人类社会法律体系中，以实现立法目的、规范执法行为、解决法律纠纷和事件为职能，
通过诉讼、检控和裁判展开的落实法律的制度。
    与西方各国的文化发展不同，上下五千年中华文化形成发展的历史进程，是以黄河和长江两河流域
最适宜自然农业存续的环境为中心辐射展开的。
    任何一种法律文化、法律体系及其司法制度，在有限的时空中，都必然经历由萌芽、发展壮大以盛
行，再到衰亡的过程。
适应自给自足的自然农业经济政治存续的中国古代的法律文化、法律体系及其司法制度，在以近代工
业文明为基础崛起的西方资本主义的殖民扩张面前，相形见绌，无法抗衡。
    近代中国司法制度的演变，与其赖以生存的法律文化和法律体系一样，在接受与自己传统完全不同
的西方先进法律文化及其法律制度的近现代化道路上，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
    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社会的主流思想随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讨论的不
断深入而不断得到解放。
    鉴于笔者的局限，本书按照时空顺序，对1902年以来至1999年间中国近现代司法审判和检察制度的
演进史实，进行探索。
对1997年以后中国司法审判和检察罐的各种改革举措，笔者不在本书涉及。
之所以这样考虑，原因有三。
    其一，1997年开始，中国司法审判制度和检察制度有了一些大的改革。
    其二，由于各级审判、检察机关的首长或负责人推行司法改革，主要受功利的驱动，所以近年展开
的司法审判和检察改革，与现实政治需要密切相关，既有长远的战略考虑，也有临时的策略考虑。
如何从司法制度演进上把握，让笔者为难。
    其三，作为发展国家，作为“虚骄自尊”、重标榜轻落实的文化传统的国家，作为政治体制独特的
国家，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许多问题。
    本书系统地研究了我国近现代审判检察制度的演变。
作者按清末、民国、根据地人民民主政权及新中国的时间脉络，详细地介绍了有关各个时期的民、刑
、行等方面的审判与检察制度。
特别是通过展现新中国成立后，审判检察制度的发展，表明“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重要性与必要
性。
在建构与完善的基础上，提出改革的方向与目标，即学习、借鉴古今中外审判检察制度的精华，结合
中国国情，完善我国审判检察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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