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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法学教材系列丛书：新编法学简明教程》的编写原则是，体例上基
本按照法学二级学科门类（除了军事法学）安排内容，只是把作为二级学科的宪法行政法、民商法、
国际法分拆，增加三章篇幅，构成全书的十二章。
具体内容方面，要求每部分的编写都必须立足我国最新的立法和法治发展成果，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律体系的特点和风貌，重点介绍各学科和各部门法的基本知识和原理，把握重点，要言不烦。
语言表达方面，要求既要注意法律语言的专业性、规范性，又要做到语言简练、流畅，通俗易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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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这是清朝统治者第一次明确提出要修律。
1904年4月，清朝成立了专门机构——修订法律馆，任命沈家本、伍廷芳等为修订法律大臣。
沈家本（1840～1913），字子悖，别号寄籍，归安（今浙江吴兴）人，光绪进士，时为刑部侍郎，精
通刑律并有法律改革思想，主持修订法律馆。
他注意搜罗人才，请人翻译了十几个国家的近30部法典，对古今中外法律加以悉心研究，并延揽各国
专家以助其事。
在此基础上，沈家本提出“参考古今，博稽中外”、以“模范列强为宗旨”的修律指导原则。
 修改《大清律例》是清末修律的重要内容，沈家本建议先修改旧律作为过渡。
1910年9月，颁布了修订法律馆完成的《大清现行刑律》。
该律删削六部之名，将旧律中的民事条款分出，不再科刑，废除酷刑，是一部过渡性法律。
与此同时，沈家本等着手起草新的刑律，聘请日本法学家参与其事。
同年12月颁布了《大清新刑律》。
该律完全打破旧的体系，所确认的主刑有死刑（实行死刑唯一即绞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
、罚金，从刑为褫夺公权和没收；同时，废弃旧律中由官秩、良贱、服制关系所形成的适用刑罚的差
别，首次规定了诸如国交、选举、通讯、交通与妨害卫生等具有时代特点的条文；此外，还删除比附
，并规定实行惩治教育。
在制定新律的过程中，各派势力进行了激烈斗争。
保守派人物劳乃宣、张之洞等攻击新律违背礼教、“有伤伦理”。
修订法律馆被迫作出让步，再度修改若干条文，又在律后附《暂行章程》五条，规定了一些礼教的内
容。
当然，《大清新刑律》仍然是清末修律最重要的成果。
由于清朝不久覆灭，它并未得到实施，但仍对清末民初的法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清末开始起草民律，至1911年8月完成《大清民律草案》，仿照德国民法典分为总则、债权、物权、
亲属、继承五编。
该律规定了诚实与信用原则；以20岁为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成年人，改变了旧律中以丁年为成年的模
糊规定；以妻为限制行为能力人；在中国首次确立了法人制度；明确了物的属性，奴婢不再被视为物
。
在此前后，还起草了《大清商律草案》，以及《商人通则》、《商标注册试办章程》、《破产律》等
。
1906年，起草了《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是旧中国第一部独立的诉讼法草案。
该草案明确划分刑事与民事案件，规定两者按不同规则进行审判，同时出现了“兄弟析产”、“夫妇
分资”、“父子异财”、“命妇到堂供证”等有悖传统伦理的条文，并采取公开审判、陪审和律师制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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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编法学简明教程》具体内容方面，要求每部分的编写都必须立足我国最新的立法和法治发展成果
，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特点和风貌，重点介绍各学科和各部门法的基本知识和原理，把
握重点，要言不烦。
语言表达方面，要求既要注意法律语言的专业性、规范性，又要做到语言简练、流畅，通俗易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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