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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世纪初期，北京民国政府在以收回领事裁判权为目标的司法改革中，基于对司法独立认识的深
化以及对司法官职业重要性的认知，初步构建了司法官的选任机制、激励机制和保障机制。
这三套机制相互联系，密不可分，共同构成比较完整的司法官制度体系。
该制度在造就高素质的新式司法人才、改良司法等方面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同时也奠定了中国近
代司法官制度的基础，为当代司法改革和法官制度建设提供了历史的借鉴。
然而，北京民国政府的政治架构、经济状况、文化底蕴以及社会传统等因素，决定了当时不可能真正
实现司法独立，因此，以司法独立为理论基础的司法官制度在建设中往往遇到意想不到的障碍和尴尬
，并因此而发生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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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毕连芳，（1970-），女，汉族，河北省肥乡县人，河北师范大学法政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历史
学博上。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政治史、法制史，公开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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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一清末司法改革与法官制度的萌芽筹建各级审判、检察厅是司法独立在清末的初步实践。
早在光绪三十三年二月（1907年3月），天津各级审判厅相继创办。
同年五月，清廷下令各省分期筹设审判厅，以实现司法独立，并让京师和东三省先行开办，还选择直
隶和江苏两省先行试办，再向全国逐渐推广。
光绪三十四年八月初一日（1908年8月27日），宪政编查馆与资政院在奏请颁行《钦定宪法大纲》时，
附有“议院未开之前逐年筹备事宜清单”，提出九年预备立宪期内逐年应行筹备事宜，其中提及从第
二年起，由法部和各省督抚开始筹办各省省城审判厅，第六年各级审判厅一律成立。
该清单成为法部和各省在九年预备立宪期间筹办各级审判厅的指导。
在筹设审检厅过程中，一个关键的环节是审检厅的人事问题，对于已经成立或即将成立的各厅推事、
检察官，如何选拔任用、考核奖惩以及提供保障等，成为清廷不可回避的问题。
模仿西方国家建立一套法官制度，势在必行。
按照清末官制，法部主管司法行政，在筹建法官制度过程中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
根据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宪政编查馆奏请的“议院未开之前逐年筹备事宜清单”这一总规划，中
央各部纷纷筹划本部应行筹办事项，并拟订具体办法奏进。
法部于宣统元年二月二十七日（1909年4月17日）奏进《统筹司法行政事宜分期办法折并单》，提出了
本部在预备立宪期内逐年筹备事宜，并对筹建法官制度做出一个宏观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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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历经两年多的写作，书稿终于完成。
在电脑上敲上“后记”两字的时刻，不仅心潮起伏，感慨万千。
笔者天资驽钝，在写作过程中不敢有丝毫懈怠，尤其是选题确定后，为了尽可能占有丰富翔实的文献
资料，遍访了国家图书馆、天津图书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第二历史挡案馆以及南开大学、北京
大学、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京津高校图书馆的古籍阅览室和善本书库。
另外，从本书的选题到资料的收集，直至本书的写作，都竭尽所能。
尽管如此，如果没有广大师友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我也不可能完成这本书的写作。
《北京民国政府司法官制度研究》一书，是在我博士论文基础上完成的，因此，本书的问世，首先要
感谢导师刘景泉教授。
2004年，导师为我提供了在南开大学学习的机会，使我有幸在南开浓郁的学术氛围中不断开拓自己的
视野，提升自己认识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
本书的写作，更是凝结着导师的心血，从题目的选择、框架的搭建、资料的收集、字句的斟酌直至标
点的运用都离不开导师的精心指点。
还要感谢张静教授、江沛教授，他们在开题时提出的许多宝贵意见，对于我完善该书是弥足珍贵的。
姬丽萍、纪亚光两位老师的博士论文，对于开阔我的写作思路也提供了莫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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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北京民国政府司法官制度研究》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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