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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近代的刑事审判制度肇始于清末新政，历经南京临时政府、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的进一
步发展，形成了一整套较为完善的刑事审判法律体系。
特别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在特定的政治经济形势和社会文化背景之下，随着刑事政策的变化，带动
刑事审判制度的巨大变迁。
既紧跟了20世纪的世界法治发展潮流，又确保了当时的刑事审判有法可依。
同时，刑事审判机构也有相应的调整，按照所处理案件性质分为普通刑事法庭、军事法庭和特种刑事
法庭三类，法庭内部组织涉及合议庭或简易庭。
这些审判机构及组织在审判过程中必然适用到管辖、回避、证据和羁押等四个非常重要的制度，以及
作为刑事审判制度核心组成部分的程序规范。
与今天的刑事审判制度类似，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刑事审判程序规范包括一般程序规范与特别程序规
范，并且，当时的特别程序规范地位一度超过了一般程序规范，成为审判特别刑事案件的重要活动准
则。
然而，刑事审判只有通过相应的监督机制，才能促进刑事法制的良性运行，于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
刑事审判制度体系之中，监督机制占有重要地位。
如今，南京国民政府的刑事审判制度虽已被载入史册，但仍留给后人许多评鉴和研究的空间。
它是特定历史的产物，具有一定的特色与价值可言，当然也有历史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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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从主体的角度来说，任何行为都是其主观支配的话动，主体的主观状态决定了其行为的方
式和内容，越是主体内心中深层的坚定的心理现象，对其行为的支配性就越强。
犯罪学研究表明，人的犯罪行为都是在一定的犯意支配、推动或促使下实施的。
社会心态失衡导致犯罪现象剧增，在许多案件中显示无遗：一是在盲目求富的心态支配下，人们往往
为获得眼前利益而不计后果，偷税、造假、走私、诈骗、抢劫等经济违法犯罪现象层出不穷。
 社会心态和刑事审判具有密切的关联。
社会心态是对于社会现实生活的认识、情感和意向的一种表达，刑事审判活动是现实生活的生动组成
部分，国家对犯罪行为评价所持的标准，直接影响到社会心态。
由此，国家在制定刑事法律和刑事审判活动时也受社会心态的背景影响。
而一个社会，由司法审判而形成的社会心态往往源自于对法官的信赖，这也是法官自身的表现被社会
所接受的标志之一。
日本学者在《法官与社会思想》一文中指出：“我国（日本）社会一般对官员的信赖，今日确已日见
稀薄，而在一般的倾向中，独司法官仍依然维持很厚的信用；其公正廉洁，愈为社会所尊重。
”③在日本社会，法官赢得了社会的信任。
国民政府时期，通过实行严格的司法资格制度和执业培训机制，在一定程度上，纯洁了司法队伍，提
高了司法人员素质。
为公正、效率地行使审判权提供了前提基础。
理论上，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刑事审判由这支训练有素的法官队伍主持和操作，极大地提高了司法的
威信。
④但是，在刑事审判实践中，也有一些不和谐的因素，导致人们对司法的不信任，从而影响了刑事审
判制度的运行和发展。
 （三）国民政府刑事审判的指导思想 每一个统治阶级的立法，除了受经济基础的制约之外，总是要
以某种思想或理论为指导，国民政府的刑事立法也有其指导思想和理论依据。
刑事审判制度作为法律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反映经济基础，接受政治、文化及思想观点的影响。
其中对刑事审判制度具有政策导向性质的官方意识形态，即构成了刑事审判的指导方针，它是刑事审
判立法与司法权威性的基础，刑事审判受此种观点的控制和指导，这在中国近代的刑事审判制度史上
也有明显的表现。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刑事审判的政策指导思想主要有： 1.从“三民主义”到“社会本位” 国民政府时期
，无论立法还是司法方面，都是以“三民主义”为指导方针，宣扬“三民主义”是“最高原则”。
1929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就确定总理主要遗教——《三民主义》、《五
权宪法》、《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及《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为训政时期中华民国最高根本准
则。
就立法而言，曾任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的胡汉民，在《社会生活之进化与三民主义的立法》一文中，
极力宣传“三民主义的立法”是“革命的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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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刑事审判制度的近代嬗变:基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考察》从法理学和法史学的视角，综合运用
历史分析、文本分析及比较分析等方法，较为全面系统地分析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刑事审判法律制
度的设计及运作，揭示了民国时期刑事审判制度现代化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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