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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清末民初刑诉法典化研究》反映了中国古代刑事诉讼法律规范的历史演化过程及其社会影响，真实
客观地分析了1840年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增封建社会后，有志振兴中华的仁人志士积极引进以罪刊法定
主义为核心的刑诉理念，推动了刊事诉讼法的理论转型。
客观地分析了清末政府制定的《大清刊事民事诉讼法（草案）》、《大清刊事诉讼律（草案）》，开
创了中国刑事诉讼法近代代经先河的历史进程及其功能作用，分析评价了北洋政府对清末刊事诉讼法
的乞讨造与推进，以及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制定《中华民国刊事诉讼法》，最
终完成刊诉法典化的过程及其社会交果。
本书通过对刑诉法典化路径、模式、经验教训和典化规律的研究，不仅为当前修改刊诉法提供了有益
的历史供鉴，也填补了这一领域的学术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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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郭成伟，男，1946年生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流动站研究指导教师，国务院特
殊津贴专家，曾担任校科研处处长，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及项目与成果评审委员会主任，兼任董必武法
律思想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法律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法制史研究会副会长等职。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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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一、中国古代法典化发展历程    二、清末修订刊诉法（草案）——奠定司法独立的始基    三、
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刑事诉讼制度——开启刑诉民方化的先河    四、《中华民国刑事诉讼法》的
制定——法典化的实现与实施上篇 因史回顾  第一章 法典化的渊源——夏、商、西周制定不予公布的
刑书    第一节 “明德慎罚”、“以德配天”的指导原则    第二节 制定不予公布的刑书       一、修订《
九刑》       二、修订《吕刑》    第三节 西击刑事司法组织    第四节 刑事诉讼制度       一、起诉制度       
二、证据制度       三、审判制度       四、判决的执行  第二章 秦汉社会转型与法典化运动    第一节 秦代
法典化运动       一、立法指导思想       二、主要法律形式    第二节 汉代法典化运动       一、立法指导思想
      二、制定法律    第三节 司法机构的变化       一、皇帝主掌全国审判大权        二、廷尉作为中央司法长
官，负责审理全国重要案件       三、地方司法机构       四、司法原则的变化       五、诉讼审判制度       六
、司法监察制度       七、法律实施状况  第三章 封建法典化的第一次高潮——隋唐的刑事立法和司法    
第一节 隋朝的刑事立法和司法       一、刑事立法概况       二、《开皇律》的主要成就    第二节 唐朝刑事
立法       一、刑事立法指导思想       二、主要法律形式及其相互关系⋯⋯  第四章 封建法典化的第二次
高潮——明清时期的刑事立法和司法下篇 刑诉法的近代化  第五章 思想转型与理论引进  第六章 刑事
诉讼法典化动因  第七章 刑事诉讼法典化进程  第八章 刑诉法典的结构  第九章 刑诉法典施行  第十章 
刑事诉讼法典化的价值与经验参考书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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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是一部浸透作者心力的学术力作。
该书从历史回顾人手，研究中国刑；诉讼法的法典化的过程，总结其经验教训，以及基本规律等，研
究西学东渐的影响，研究其形成的动因，其法典结构、内容，以及其操作实施等。
从这样一个角度，进行专门的学术研究，尚属罕见。
其研究成果，带有开拓和创新的重要意义。
当作者将这一项研究计划和撰写工作跟我说明后，我表示支持与肯定。
这部书史料翔实，论证充分，可为当前的诉讼法制研究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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