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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进入21世纪，我国的法治进程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体系逐步完善。
云南省建设国际大通道和参与大湄公河流域合作开发，亟需大量的法律人才。
云南省经济发展的同时，促进了云南省的法学教育也得到空前的发展，设置和开办法学专业的高校
比20世纪时增加了数倍，办学规模、教师队伍、学生人数得以大幅增长。
    教材是教学的基础，教材建设是学科建设的重要内容。
为了适应云南省法学教育迅速发展对教材的需要，为了培养一批合格的法律专业人才，为了保障法治
建设所需的人才质量，云南大学出版社决定规划和出版一套体现云南法学教学和教材编写水平的高质
量法学教材，以供法学教育使用。
于是，我们组织了云南大学、昆明理工大学、云南民族大学、云南师范大学、云南省委党校、云南警
官学院、云南财贸学院等高校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法学教师编写法学系列教材。
参与编写本法学系列教材的教师，均从事法学教学或研究多年并有一定理论积淀；每部教材均由各学
校的教授担任主编，并由其组成权威的编写队伍编写；编写体系完整，包括法学专业14门主干课程，
以及各学科选修课程；编写内容既注重学科体系完整，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础知识清晰、正确，
同时也注意吸收和采用近年的研究成果；编写风格体现出体系完整、简明扼要、深入浅出的特点。
本套法学系列教材的服务对象主要为本科学生，也可作为专科学生的教材和研究生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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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一、中国法制史及其研究对象　二、学习中国法制史的目的  三、学习中国法制史的方法第一章
　夏、商的法律制度　第一节　中国法律的起源  　一、夏国家的建立　  二、法律的起源　第二节　
夏朝的法律制度  　一、夏朝的法律指导思想　  二、夏朝法律制度的主要内容  　三、夏朝的司法制度
　第三节　商朝的法律制度　  一、商朝法制的指导思想　  二、商朝法律的主要内容  　三、商朝的司
法制度第二章　西周的法律制度　第一节　西周法制的指导思想　  一、“敬天保民”和“明德慎罚
”  　二、“亲亲”和“尊尊”  　第二节　周礼及其与刑的关系  　一、周公制礼　  二、刑  　三、礼
与刑的关系　第三节　西周法律制度的主要内容  　一、刑事法律规范  　二、民事法律制度　  三、婚
姻、家庭和继承　第四节　司法制度  　一、司法机构　  二、诉讼和审判第三章　春秋战国的法律制
度　第一节　社会大变革时期的政治法律思潮    一、儒家政治法律思想    二、法家政治法律思想    三
、荀子的政治法律思想及其影响    四、墨家政治法律思想    五、道家政治法律思想　第二节　成文法
的公布及各诸侯国的变法改革    一、春秋时期各国立法以及成文法的公布    二、李悝变法及《法经》   
三、商鞅变法　第三节　政治经济新制度的创立  　一、官僚制度的建立　  二、郡县制度的演变　  三
、土地制度的变化第四章　秦朝的法律制度　第一节　秦朝法制的指导思想    一、以“法”为本，“
法”、“术”、“势”综合而治    二、重刑轻罪，以刑去刑　第二节　秦朝的立法概况与法律形式  　
一、秦朝的立法概况　  二、秦朝的主要法律形式  第三节　秦朝法律的主要内容    一、行政法律　⋯
⋯第五章　汉朝的法律制度第六章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法律制度第七章　隋唐的法律制度第八章　两
宋辽金的法律制度第九章　元朝的法律制度第十章　明朝的法律制度第十一章　鸦片战争前清朝的法
律制度第十二章　鸦片战争后清朝的法律制度第十三章　太平天国的法律制度第十四章　中华民国政
府的法律制度第十五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人民民主政权的法律制度参考书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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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绪论中国法制史是法律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通常在大学一年级开设。
下面就谈谈这门课的研究对象和学习目的。
一、中国法制史及其研究对象中国法制史，就是研究中国法律制度的发生、发展及其规律的学科。
中国法制史研究的对象，就是研究中国法律制度的发生、发展及其规律的历史。
学习中国法制史的主要目的，是明确中国历代主要法制的基本内容、主要特点和历史作用，从而探求
其规律性，做到古为今用，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服务。
我们知道，中国法制的历史源远流长。
公元前21世纪建立的夏朝，标志着中国国家的形成，中国法制的雏形相应出现，历经商、周，逐步定
型为宗法制的法律制度。
西周确立的“亲亲”、“尊尊”原则及有关制度，对后世封建法制有深远的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巨变，各大诸侯国相继实行法制改革，公布了第一批成文法，并为此发生论争。
战国时编撰的《法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的封建成文法典。
商鞅变法，改法为律，建立并厉行旨在富国强兵且卓有成效的法制，对此后秦国扫平六国起了重要作
用，并在统一之后推行于全国。
秦始皇统一中国，确立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末。
维护和巩固这种君主专制，成为两千多年来传统法制的出发点和中心任务。
汉初总结秦朝二世而亡的教训，以黄老之道休养生息，也注重儒法合流在法制上的重要意义。
三国两晋南北朝逐步引礼入律，礼律结合，为唐律“一准乎礼”、礼法交融作了长期准备。
封建制度至唐而鼎盛，封建法制也臻于成熟、完备。
唐律不但为后世王朝奉为立法楷模，且被引至东亚诸国。
此后，封建社会进入后期，君主专制制度不断强化，而商品经济在重重抑制下，在宋、明、清各朝有
不同程度的发展，封建法制也愈益缜密，经济立法和民事立法均有进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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