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法制史》学习方法与应试指导（一） PDF转换可能丢

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52/2021_2022__E3_80_8A_

E4_B8_AD_E5_9B_BD_E6_c67_152780.htm 一、课程地位中国

法制史是研究中国法律制度的起源以及中国历史上各种类型

的法律制度的实质、特点、作用及其发展演变过程和规律的

学科。它既是法学体系中的独立学科，也是法学的基础学科

。如此重要的地位自然使中国法制史成了全国高等自学考试

法律专业的必考课目。中国法制的历史源远流长。早在公元

前21世纪，随着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的建立，

中国法制的雏形也就相应地出现。此后，在四千多年漫长的 

历史长河中，尽管朝代兴衰交替不断，但中华民族创制法律

制度的实践活动却从未间断，加之较为封闭的地域环境和独

特的民族文化作用，使中国的法律制度无论是 指导原则，还

是立法体制、基本内容、具体制度以及司法活动等方面，都

形成了鲜明的民族特点和传统，自成体系，几千年的发展变

化沿革清晰，内在规律可循，被 公认为世界五大法系之一。

除了鲜明的民族特点之外，由于中国历史的丰富多彩，中华

民族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又使中国法制的历史内容极 为丰

富。仅就类型而言，四千多年来，在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上

，便先后出现过奴隶制的、封建制的(地主阶级政权和农民政

权两种形态)、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资 本主义的和新民主主义

的等五种法律制度。这种现象在世界各民族的法律发展史上

不说绝无仅有，也是极为少见。它为我们研究、学习人类法

制发展史无疑提供了极 为珍贵的范本。明了上述两点之后，

我们便不难懂得开设中国法制史这门课程的目的和意义：第



一，学习中国法制 史，掌握其基本知识，明了其发展线索和

规律，可以更好地加深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理解，增

强法制观念。法制史与法理学同为基础法学，两者关系极为

密 切。法理学是对法的历史和现实的高度抽象和概括，离开

了法制史的基本知识，法理学便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第二，学习中国法制 史，获得法制方面的国情教育，使我

们能更主动、更自觉地为加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建

设而努力。“观今宜鉴古”，中国古代的法制，为现实法制

建设提供 了许多非常深刻的历史经验教训；新民主主义政权

的法律制度，更是我们现实法律制度的直接来源。因此，学

好中国法制史，了解中华民族为人类法律文化所做出的 杰出

贡献，掌握法律制度的发展线索和规律，不仅可以增强我们

的民族自豪感、更能促使我们自觉地为今天的法制建设而发

奋努力。第三，学 习法制史，还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

现行各部门法学的理论和知识，以便在今后的工作中更好地

贯彻执行法律。尽管中国古代的法典是以刑为主，但细加分

析， 又不难发现其中也包含有行政法、经济法、民法、诉讼

法方面的内容，特别是从清末开始，中国在向西方学习法律

制度的过程中，更是制定了大致完备的各种部门法 典，这些

遗产无疑将成为我们现行的各种部门法的知识元素，所以学

好中国法制史，会帮助我们加深对现行各种部门法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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