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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新中国60年法制建设”，是一套全面研究与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法制建设走过的道路
、取得的成就与经验的丛书，包括宪法与行政法、民商事法、刑法、司法行政与国际法5个分册。
　　一　　新中国法制，具有与旧中国法制完全不同的性质，是在推翻旧政权统治、打碎旧国家机器
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司法原则的指示》所强调的，在人民民主专
政的政权下，“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应该废除，人民的司法工作不能再以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为依据，而
应该以人民的新的法律为依据”。
这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政权的学说，也符合中国社会变革的实际情况。
　　但是，新中国建立初期的法制并不是仅仅依靠在1949年打碎旧国家机器而突兀建立的。
表现在：第一，作为一个具有深厚法律传统文化的国家，传统法律为新中国法制的若干方面打上了烙
印，而民国时期的行政、民商、诉讼等制度也在客观上对新中国法制具有某些影响；特别是革命根据
地建立的初步法制，可以说是新中国全国范围内法制建设的早期实验。
第二，新中国法制在很多方面学习和借鉴了苏联法制的理论与经验，例如，法律指导思想来源于苏联
的国家与法理论，强调法律的阶级本质与暴力镇压作用；法制以保障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在经济结
构中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为重要任务；程序法中突出国家权
力的地位；法律教育与法学研究基本照搬苏联的理论体系；对外法律交流局限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
义阵营等。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学习苏联法制具有重要意义，它使新中国在诞生的头几年就得
以建立最初步的法制框架，使国家经受住了当时国内外形势的严峻考验，为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发展
并比较顺利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提供了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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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司法行政一词，具有特定的含义。
新中国的司法行政，伴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而出现，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走过了一条漫
长而不平坦的道路，终于迎来成就辉煌的今天。
回顾60年历程，总结其经验教训，对于我们认识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客观规律，进一步推动司
法行政制度的完善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实现依法治国方略，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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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司法行政一词，具有特定的含义。
新中国的司法行政，伴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而出现，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走过了一条漫
长而不平坦的道路，终于迎来成就辉煌的今天。
回顾60年历程，总结其经验教训，对于我们认识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客观规律，进一步推动司
法行政制度的完善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实现依法治国方略，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节新中国司法行政的渊源与创建　　一、司法行政的类别与领域　　在西方各国的古代与中
世纪，司法审判受君主或者教会专断，并且与国家行政管理相互纠缠，也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司法行政
概念。
近代以来西方民主国家的政体，出现过各种形态，一般都包括立法、行政与司法等组成部分。
立法权指国家制定、修改与颁布宪法和法律，建立和完善国家制度的权力，归属于议会；行政权指国
家管理行政事务的权力，归属于政府；司法权指国家行使审判和监督法律实施的权力，归属于法院。
以上三种权力相互平衡、相互制约，实行“三权分立”，构成了西方民主国家的主要权力框架。
其中，司法权的行使直接评判与裁断公民、法人、社会乃至国家机构诸要素之间的关系，直接体现国
家和社会的公正观与价值观，具有特殊的地位。
虽然司法权号称独立，但为了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促使法院正确进行审判，并且落实审判结果，有
效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社会秩序，国家有必要给司法审判以一定的支持和保障。
例如，对法院的机构、人事、财务等行政事务加以管理与监督；又如，起草相关法律法规，对公民进
行法律宣传与教育，指导和管理律师为当事人的辩护、代理工作，指导和管理公证机构确认公民权利
义务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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