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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清朝是我国封建社会最后的一个朝代，通过研究四川省档案馆珍藏的清代巴县衙门档案，有利于
我们知晓清代四川地区的刑事司法制度，即刑事司法主体、刑事诉讼制度、刑事证据制度和实践、刑
事审判制度，进而对清代四川地区的法律传统有所了解。

　　纵观目前国内外情况，随着史料发掘的深入，国内外学者投入了相当多的精力开展有关清代司法
制度研究，相关著作逐渐出现，但从总体上看，这些成果偏重于对清代中央司法制度的研究，对地方
司法档案的深入挖掘与整体把握不够，至于以一个地方档案为视角进行的研究更是少见。
而廖斌、蒋铁初编著的这本《清代四川地区刑事司法制度研究——以巴县司法档案为例》通过对清代
四川地区的刑事司法制度进行研究，有利于弥补法学界特别是诉讼法学和法史学研究中的薄弱环节，
因而，具有很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价值。

　　此外，对于清朝四川地区刑事司法制度进行研究，不仅有利于明清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和法律制度
、也有利于反思中国法制史和刑事诉讼法发展进程中的缺陷和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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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廖斌，1964年9月生，四川泸州市人，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博士。
西南科技大学法学院教授、四川省学术带头人后备人选。
现任西南科技大学法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法学院院长，兼任四川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一四川
省犯罪防控研究中心主任。
主要学术兼职有：中国法学教育研究会理事、中国犯罪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高校知识产权研究会
常务理事、四川省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四川省民商经济法研究会常务理事、北京市法学会应用法学
研究所研究员。
1986年7月开始从事高等法学教育，任教以来主要著作存《社区建设与犯罪防控》、《黑社会犯罪解读
》、《公司法专题比较研究》、《证券法释解》、《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条文释义》等十余本，翻
译出版了美国学者Freda
Adler、Gerhard
O.W.Mueller等教授合著的《Criminology》(中文译名：《遏制犯罪》)一书。
从教以来在《政法论坛》、《现代法学》、《法学评论》、《人民司法》、《法律科学》、《四川大
学学报》、《社会科学研究》、《财经科学》、《经济学家》、《中央财经大学学报》等各类学术期
刊上发表论文100余篇。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清代四川地区刑事司法制度的变迁与演进)一项，主研国家社科基金军事学项
目(反恐怖主义行动涉法问题研究)一项；先后主持国防科工委项目(国防科研与生产立法研究)、四川
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社区建设与犯罪防控问题研究)、四川省科技厅项目(四川省生态屏障建设与
环境法制研究)、北京市法学会(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与和谐社会构建问题研究)、四川省教育厅、司法
厅等国家和省部级、厅级重点研究项目20余项；获省、市、厅级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二、三等奖共
计9项。
2001年到加拿大劳伦丁大学作访问学者并与加方教授合作完成了加拿大政府国际开发署资助项目“中
加远程教育法学本科专业课程设计”的课题研究。
现在主要研究方向经济刑法、刑事政策、犯罪学。
蒋铁初，男，汉族，1969年生，江苏涟水人。
2000年进人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学习，2003年获法学博士学位，同年至浙江财经学院法学院任教
，2006年进入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
现为浙江财经学院法学院副教授，九三学社浙江省社史工作委员会委员。
出版专著《中国近代证据制度研究》，在《现代法学》、《法律适用》等刊物上发表专业论文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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