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法制史教程>>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法制史教程>>

13位ISBN编号：9787503619762

10位ISBN编号：7503619767

出版时间：1998-1

出版时间：法律

作者：郑秦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法制史教程>>

内容概要

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法学教育的要求，提高和规范高等法学教育人才培养的质量和规格
，根据法律本、专科教学方案和教学大纲的要求，我们组织有关法学教授、专家和实际部门同志编写
了法律专业和经济法专业基础课和主干课的系列教材。
这批教材可供本科和电大、函授教学选用和参考。
　　作者在编写本书过程中试图作出一些力所能及的矫正。
首先，针对教材的特性，我们在确定体例与撰写方案时明确，选择历史上全国性主要政权的法律制度
为论述范围，以各个时期的法律思想、立法与法律形式、刑事法律、民事经济法律、司法制度等问题
为主线，对于一些非主要政权的法律制度，以及目前存在的争论、尚无定论或影响不大的问题，均予
以省略，以给学生、读者一个简洁、明了的中国法制发展史线索。
其次，力争使所述问题达到论述有据的要求，加强对于注释、引文的查证工作，使所持观点、论据均
能经受考验。
其三，针对大学生的特点，适当增强行文的可读行，同时注意恰当地进行一些法制评述与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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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一章 夏商的法律制度 （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11世纪） 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人类
所依存的国家和法律制度，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
同世界其他各民族一样，中国在形成国家以前，也存在着没有阶级差别、也没有法律的原始社会。
中国传说中的尧舜时代，即是一个“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天下为公”的时代，尚处在“
无制令而民从”、“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的氏族状态。
但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进步，氏族社会内部不可避免产生贫富差距和阶级分化，以公有制为基
础的氏族组织也不可避免地趋于瓦解，向阶级社会及国家型态过渡。
近年来的考古学资料证明，大约在距今六千年前，在中原地区的氏族部落中已出现阶级的分化，在距
今五千年前，在中国辽宁西部已出现具有“国家雏形”的社会组织。
这些重大考古发现均说明，在大约六千年前，居住在中华大地上的先民们已经开始了由原始氏族组织
向国家文明的重要转化。
至公元前21世纪，夏启夺取氏族政权建立夏王朝，中国的国家和法律制度即正式形成。
 第一节 中国法的起源和夏朝的法律制度 一、中国法的起源 从理论与实证考察，中国国家和法起源于
夏朝的建立，其主要依据在于： 第一，夏启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凌驾于全社会之上的帝王。
据历史记载，夏启是部落联盟首领大禹的儿子，在大禹死后，他以暴力手段夺取了政权，把整个社会
都当成自己个人的私产，而成为凌驾一切、控制一切的专制君主。
 第二，夏朝建立后已经开始按地域划分统治区域，初步形成了早期的行政区划。
据史籍记载，夏启在夺取政权以后，进行了一系列征伐战争，把全部统治区域划为“九州”，设“九
牧”为九州的地方行政长官，构筑了早期国家的统治架构。
 第三，夏朝已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国家机器，包括军队、职官及贡赋制度。
夏朝的法律制度，也伴随着国家的正式形成而产生，并得以不断发展。
 中国国家和法的形成，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这就是： 第一，中国在国家形成之初，仍较大程度上
保留了氏族血缘关系，无论在国家组织上还是在思想观念中都带有浓厚的血缘色彩。
也就是说，在中国国家形成之初，在外观上完全具备了国家的各种特征和基本要素，但在统治阶层内
部，仍在一定程度上按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来确定人们的社会地位，并按氏族家长制式的传统统治方
式进行社会组织和国家管理。
这种特点深刻影Ⅱ向到以后几千年中国的政治和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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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等法学教育通用教材:中国法制史教程》的基本任务和目的是研究了解历史上法律制度的发展变迁
，理解并阐释我们的祖先是在何种社会条件下作出这种思考、选择，以及为什么会作出这种而不是那
种思考、选择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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