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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冲突与转型：近现代中国的法律变革》从中国近代法制向西方学习的历史事实，对我国近代法
制变革进行了深入研究。
全书分为三个部分，冲突与回应部分对中国近代法制的形成作出了历史背景分析和思想根源分析，得
出法制近代化是历史的必然。
在法律体系：在冲突中构建部分，作者对各部门法的形成及当时的现状进行了详细分析，在司法制度
：在冲突中转型部分，分析了中国司法制度近代化的历程，对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有重要借鉴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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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　言
第一编　冲突与回应
　第一章　西学东渐：中西方法律冲突的背景及过程
　　第一节　天朝由盛转衰
　　第二节　西方的崛起
　　第三节　资本的扩张与掠夺：西学东渐的原因
　　第四节　文化的传播与渗透：西学东渐的过程
　第二章　西方法律文化的冲击与传统中国法的命运
　　第一节　西方法律文化的渗透
　　第二节　领事裁判权与华洋诉讼：西方法律制度的强制介入
　　第三节　传统中国法的命运
　第三章　冲突中的法文化抉择
　　第一节　魏源到康有为：思想家的情结
　　第二节　太平天国：法律的乌托邦
　　第三节　洋务运动：物质文明的困惑
　　第四节　戊戌维新：变法的尝试及局限性
　　第五节　师夷变法：中国的抉择　　第二编　法律体系：在冲突中构建
　第四章　走向宪政之路：以“预备立宪”为开端
　　第一节　仿行宪政的道路
　　第二节　民主共和的早期实践
　　第三节　宪政与专制的博弈
　　第四节　形式化宪政的确立
　第五章　从官制改革到行政法制的形成
　　第一节　从洋务内阁到《行政纲目》——行政权初立
　　第二节　《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依法行政的初步要求
　　第三节　依法行政的艰难跋涉
　　第四节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南京国民政府
　第六章　刑法的变革和发展
　　第一节　近现代刑法的变革进程
　　第二节　法律文化冲突对刑法转型的影响
　　第三节　刑法发展中的价值变迁
　　第四节　刑法形式的发展
　　第五节　特别法：近现代刑法发展中的毒瘤
　第七章　民法的形成与演进
　　第一节　从《大清民律草案》到《中华民国民法》
　　第二节　中国近现代民法对域外法律的移植
　　第三节　中国近现代民法对传统法文化的固守
　　第四节　传统民法与继受民法的冲突与整合
　第八章　交易的自由：商事法律的确立
　　第一节　从《大清商律草案》到《民国商事规则》
　　第二节　中国近现代商事法律的继受
　　第三节　中国近现代商事法律对传统的固守
　　第四节　商事法律的本土化问题　　
　第九章　程序的意义：诉讼法制的转型
　　第一节　从《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到中华民国诉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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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中国近现代诉讼法律的继受
　　第三节　中国近现代诉讼法律对传统的固守
　　第四节　中国诉讼法制转型的问题与价值
第三编　司法制度：在冲突中转型
　第十章　近现代中国司法制度的构造
　　第一节　领事裁判权下的中西司法制度的冲突
　　第二节　清末官制改革中的司法机构架设
　　第三节　近现代中国司法制度的发展
　　第四节　司法制度构造中的冲突与融合
　第十一章　法院的创设及运作
　　第一节　从大理院到法院——近现代审判机构的变迁
　　第二节　审判组织管理的法制化
　　第三节　审判制度的移植
　第十二章　检察权的分立和行使
　　第一节　近现代检察机构的出现及其发展
　　第二节　近现代检察权能的构造
　　第三节　近现代检察权行使的方式
　　第四节　检察机构对近现代司法制度发展的意义
　第十三章　律师制度的形成与发展
　　第一节　从讼师到律师
　　第二节　近现代律师制度的发展阶段
　　第三节　近现代律师制度的内容变迁
　　第四节　近现代律师制度的意义
　第十四章　监狱制度的变革
　　第一节　新式监狱——近现代监狱制度的建立
　　第二节　近现代监狱制度的内容
　　第三节　近现代监狱制度的意义
第四编　法律观念：在冲突中变革
　第十五章　从君主专制到民主共和
　　第一节　君主专制的没落
　　第二节　民主共和思想的初兴
　　第三节　民主共和的制度实践
　　第四节　民主共和制度的历史局限
　第十六章　从家族本位到社会本位
　　第一节　家族主义法律观的形成
　　第二节　家族主义与近代社会的冲突
　　第三节　家族本位立法观与社会本位立法观的抉择
　　第四节　社会本位法律观的确立
　第十七章　权利意识的觉醒
　　第一节　中国古代权利结构及权利观
　　第二节　近代西方权利观的输入与中国传统权利观的冲突
　　第三节　权利观念在近现代中国的觉醒
　第十八章　权力制约理念的兴起
　　第一节　重新认识权力
　　第二节　近现代中国权力制约的理论主张
　　第三节　近现代中国权力制约的实践
　　第四节　近现代权力制约理论检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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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九章　司法独立思想的确立
　　第一节　司法独立：近代鼓吹
　　第二节　司法独立：实践路径
　　第三节　司法独立：发展阶段与障碍分析
　　第四节　司法独立：启示与评价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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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从观念的层面看，民智的觉醒为立宪提供了思想条件　　1894年甲午战争的失败，又一次在中
国朝野敲响了警钟。
洋务派积三十年心血经营的军事实力，非但不能御敌于国门之外，反而使国人饱受丧权辱国之欺。
甲午战争的教训警醒国人中的有识之士：光有先进的器物不足以救国，强大的国家需要先进的制度。
1895年的公车上书特别是1898年的戊戌变法，就是中国人试图为构建先进的政治制度而作出的努力。
　　1898年6月11日到9月21日的103天，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为“百日维新”。
在这一百多天的时间里，光绪皇帝在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的支持下，陆续下达了几十件有关改革
的诏令。
这些诏令的内容涉及关于经济、政治、文教、军事等所有的国务要政。
虽然戊戌变法最终以失败告终，但它在思想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戊戌维新变法，是近代中国谋求政治体制改革的先导，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的以资产阶级君主立
宪制替代君主专制制度的呼声。
受戊戌变法的影响，“立宪”成为这一时期中国的流行词语。
在思想领域，立宪主张又有民间的立宪主张和官僚的立宪主张之分。
　　资产阶级立宪派以张謇①为代表。
1901年，张謇编著了《变法平议》一书，开始从事立宪活动。
在该著作中，张謇主张效法日本，‘设置议政院和府县议会。
1904年，他又和赵凤昌刻了《日本宪法》送到内廷，希望清政府能够制定宪法，在中国实行宪政。
②此外，维新变法失败后流亡海外的梁启超和康有为，分别于1901年和1902年撰写了《立宪法议》和
《公民自治篇》等文章，倡导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
受立宪主张的影响，国内的诸多报刊如《大公报》、《新民从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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