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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二十世纪是中华文化经受空前巨大、深刻、剧烈变革的伟大世纪。
在百年巨变的烈火中，包括法制文明在内的新的中华文明，如“火凤凰”一般获得新生。
大体上讲，二十世纪是中国法制现代化的世纪。
这一个世纪的历程，不仅仅是移植新法、开启民智、会通中西的法制变革的历程，更是整个中华文明
走出传统的困局、与世界接轨并获得新生的历程。
百年曲折坎坷，百年是非成败、得失利弊，值此新旧世纪交替之际，亟待认真而深刻的反省。
这一反省，不仅有助于当代中国法制建设的深入，亦有助于推进新世纪中国民主与法治社会的形成。
这一反省，是一项跨世纪的伟大工程。
作为这一工程的起始或基础，我们应全面系统地检视、总结二十世纪中华法学全部学术成就，并试图
作初步点评。
为此，我们特郑重推出“二十世纪中华法学文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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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自清末颁行《法院编制法》，采用四级三审制，民国因之。
所谓四级三审者，即初级管辖案件，以初级厅为第一审，以地方厅及高等厅为第二第三审；地方管辖
案件，以地方厅为第一审，以高等厅及大理院为第二第三审。
迨民国三年，裁撤初级厅，别附设简易庭于地方厅内，专受理初级案件，所为判决仍上诉于地方厅。
以同一法院，强分之为两级，同一法院之裁判，强名之为两审；四级名实，至此俱亡矣。
民国十六年，国民政府通改地方厅为地方法院，改高等厅为高等法院，改大理院为最高法院，名称虽
改，审级仍旧。
至十九年，中央政治会议议决法院组织法立法原则，始改用三审制，废除初级管辖与地方管辖之分，
明定地方法院为法院之单位，上级为高等法院，再上级为最高法院，级审同数。
简单明了，此实中国司法制度之一大改革也。
《法院组织法》于二十一年十月制定公布，预定于二十四年七月与新民刑诉讼法同时施行。
先期通令各省高等法院，筹备改制事宜，如期筹备完竣施行者，有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
山东、山西、河南、河北、湖南、湖北、陕西、甘肃、宁夏、察哈尔十五省；展期一年施行者，有四
川、贵州、云南、绥远、青海五省；广东、广西两省于政局统一后，亦先后施行。
除新疆一省僻处边远、具有特殊情形外，全国均已施行三级三审新制矣。
所谓三级三审者，以三审为原则，二审为例外。
例外之情形有二：其一，即民刑轻微案件，以高等法院第二审为终审，不得再上诉于最高法院；其二
，即内乱外患及妨害国交罪之刑事案件，其第一审属于高等法院管辖，而以最高法院第二审为终审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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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为什么要重建中国法系:居正法政文选》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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