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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A_AC_E5_AE_89_E9_c80_203671.htm 第四节 南京国民政

府法律制度 一、立法概况 法律体系与“六法全书” 南京国民

政府建立之初，即开始仿照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律体系样式，

来建构中国以法典为核心的法律体系。1928年至1937年期间

，国民政府先后公布实施了六个门类的法律法规：宪法(《训

政时期约法》)、民法、民事诉讼法、刑法、刑事诉讼法、行

政法，建立起国民政府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以这些大类法

规中的基本法典(行政法除外)为中心，各有一整套的关系法

规，即低位阶的法律、条例、通则、规程、规则、细则、办

法、纲要、标准、准则以及判例、解释例等不同层次和性质

的法律，组成一个严密的层次分明的法律系统。南京国民政

府采取以法典为纲、以相关法规为目的方式，将法典及相关

法规汇编成《六法全书》。《六法全书》的编纂标志着南京

国民政府六法体系的建构完成，实现了法律形式上的近代化

。长期以来，人们在习惯上把南京国民政府的法律制度简称

为“六法全书”或“六法”。从规范上来说，六法体系包括

以下几个层次： 1．基本法典。构成六法体系的核心的是宪

法、民法、刑法和程序法等基本法典(行政法例外)。这些基

本法典构成了国民党政权法律体系的骨架。 2．关系法规。

是指围绕基本法典而制定的低位阶法规，如条例、细则、办

法等等。这些关系法规，作为一种补充，与各自的基本法典

一起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法律部门。 3．判例、解释例。构成

六法体系的另一重要层次的是最高法院依照法定程序作成的



判例和司法院大法官会议作出的解释例和决议。把判例和解

释例作为重要的法律渊源，是南京国民政府对北洋政府法律

遗产的继承和发展。它们是成文法的重要补充，可以对成文

法加以引申或进行实质意义上的修正。最高法院的判决例，

经“采为判例，纳入判例要旨”，并报司法院核定者，具有

法律效力。若最高法院各庭之间就某一判例有争议，则由司

法院之变更判例会议作出决定。司法院大法官会议则拥有解

释宪法、法律的权力，其作出的解释例或决议，具有与宪法

或法律同等的效力。（北京安通学校提供） 二、宪法性文件

与宪法 (一)《训政纲领》 《训政纲领》于1928年10月由国民

党中央常务会议通过，是国民党政权进入“训政”时期以后

的纲领性文件，规定在“训政时期”，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

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领导国民行使“政权”。在其闭会期

间，则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政权。国民政 府从属于

国民党中央机关。在国民党与人民的关系上，体现了“训政

保姆论”的精神，即国民党是人民党政治保姆，训练幼稚的

国民如何行使政权。 《训政纲领》的特点是，确认国民党为

最高“训政”者，把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及国民党中央执行

委员会规定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把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变

为政府直接领导机关，从而建立了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质为

蒋介石个人独裁的政治制度。 (二)《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

》 《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于1931年5月5日由蒋介石集团

包办的“国民会议”制定，同年6月1日由南京国民政府公布

施行，共8章，89条。主要内容是：(1) 以根本法的形式确认

《训政纲领》的“党治”原则，建立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国家

制度；(2)规定“五院制”的政府组织形式；(3)罗列一系列公



民“权利”与“自由”；(4)利用国家的名义，发展官僚资本

。从其内容可以看出，《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是蒋介石

集团为巩固其独裁统治的需要而制定的。用根本法的形式确

立国民党一党专制和蒋介石个人独裁的政治制度，乃是该约

法的突出特点。 (三)“五五宪草” 1932年底，迫于各方面的

压力，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宣布准备“制宪”。次年1月，由

国民政府立法院组成宪法起草委员会负责宪法的起草工作，

完成后于1936年5月5日经国民党中央审查和蒋介石批准，由

政府公布。故这部《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又称“五五宪草”

。该宪法草案共8章148条，因时局变化未付诸议决，但却成

为《中华民国宪法》的蓝本。 (四)1947年《中华民国宪法》

1946年11月，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和政协决议，非法召

开国民大会，于12月25日通过《中华民国宪法》，1947年1月1

日公布，12月25日施行。该法共14章， 175条。基本精神与《

训政时期约法》和“五五宪草”一脉相承，但碍于政协通过

的“宪法修改原则”十二条(即实行国会制、内阁制、省自治

、司法独立、保护人民权利等)的重大影响，又不得不在具体

条文上有所变动。 《中华民国宪法》的主要内容包括：第一

，依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确定国体与政体。第二，规定国民

大会为全国最高政权机关，但对其职权加以限制。第三，形

式上采用总统制，但总统的权力受立法院、行政院、监察院

的制约。第四，规定人民各项民主自由权利及必要的宪法义

务。第五，采取中央与地方分权体制，形式上赋予省、县两

级地方政府以自治权。（北京安 通学校提供） 如果单纯从宪

法条文看，《中华民国宪法》可以算得上当时实际上最为民

主的宪法之一。但是形式上的民主却是服务于国民党一党专



制和蒋介石个人独裁的工具。1948年5月10日，国民政府颁布

《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以“戡乱”为由，将宪法规定

的紧急处分和宣告戒严总统权力不再置于立法院的限制之下

。至于“戡乱时期”何时结束，须由总统宣告。这样，专制

独裁的宪法遮羞布很快被撕掉。 三、刑事立法 《中华民国刑

法》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以北洋政府《暂行新刑律》和改

定的第二次刑法草案为基础，于1928年3月公布了第一部《中

华民国刑法》，通称“旧刑法”。1935年1月1日公布修订第

二部《中华民国刑法》，通称“新刑法”。与旧刑法相比，

新刑法吸收了西方最新的刑法理论和立法经验，作了较大规

模的修改：由“客观主义”改为“侧重于主观主义”，强调

犯罪性质而非客观后果；由“报应主义”，改为“侧重于防

卫社会主义”，强调“保全与教育机能”，从而引进保安处

分制度。 新刑法分总则、分则两编，共357条。总则12章是法

例、刑事责任、未遂犯、共犯、刑、累犯、数罪并罚、刑之

酌科及加减、缓刑、假释、时效、保安处分。分则35章则规

定各种罪名及刑罚。新刑法的主要特点是： 其一，继受西方

国家通行的刑事法律原则，并注重采纳与中国宗法伦理原则

相适应的法律制度。在立法原则方面，继受了罪刑法定、罪

刑相适应以及刑罚人道主义等原则；在罪名体系和刑罚制度

方面，一准西方国家通行良规。同时，为了适应中国传统法

律的宗法伦理精神，刑法典还注重吸纳西方刑事立法中对亲

属犯罪的特别规定，如对侵害直系尊亲属的犯罪行为，采取

加重处罚原则。 其二，在时间效力上取“从新从轻主义”，

但保安处分取“从新主义”和裁判后的“附条件从新主义”

。在空间效力上以属地主义为主，属人主义为辅，兼取特定



犯罪的保护主义和世界主义。 其三，采取社会防卫主义，增

设保安处分。刑罚分主刑、从刑，分别为死刑、无期徒刑、

有期徒刑和褫夺公权、没收。保安处分增设为新刑法典中的

专门一章，是西方国家社会防卫主义主流刑法思想和立法实

践影响中国的体现。保安处分是用以补充或替代刑罚预防犯

罪、维护社会秩序的强制性措施，其适用对象是未成年的少

年犯及有犯罪或妨碍社会秩序嫌疑之人。有拘禁(拘于一定场

所感化教育)和非拘禁(监视、限制活动自由)两种方式。作为

刑罚的补充，保安处分有其合理性。但是南京国民政府为维

护专制统治，将这一制度法西斯化，使其成为任意惩治政治

犯的主要工具。 四、民事立法 《中华民国民法》的制定与颁

行 （北京安通学校提供） 《中华民国民法》是分编草拟分期

公布的。总则编于1929年5月公布；债及物权两编于同年11月

公布；亲属和继承两编于1930年12月公布。民法典沿袭《大

清民律草案》和北洋政府《民法草案》，采德国民法编制体

例结构。第一编总则分法例、人、物、法律行为、期日及期

间、消灭时效、权利之行使，共七章；第二编债分通则、各

种之债，共二章；第三编物权分通则、所有权、地上权、永

佃权、地役权、抵押权、质权、典权、留置权、占有，共十

章；第四编亲属分通则、婚姻、父母子女、监护、扶养、家

、亲属会议，共七章；第五编继承分遗产继承人、遗产之继

承、遗嘱，共三章。法典由5编29章1225条组成，是中国历史

上第一部正式颁行的民法典。该法典主要内容和特点有四个

方面： 1．采用社会本位的立法原则。即在民法的基本价值

方面摒弃个人主义，转而注重社会公共利益，对私人所有权

、契约自由、遗产继承加以一定的限制，确立无过失损害赔



偿责任。国民政府民法典采取社会本位，名义上是为了消除

个人自由主义的弊害、注重社会公益，实则是国民党政权为

限制人民自由权利、国家干预私权制造借口。 2．在具体制

度上，将外国民法之最新学理、最新立法例加以吸纳、整合

，萃成本国民法。民法典以旧民律草案为基础作了大量修正

。参照苏联、德国、日本、瑞士等国民法，表现出新的历史

条件下继受法与固有法结合的特点。 其三，采取民商合一的

编纂体例。 其四，重在维护私有财产所有权及地主土地经营

权。尤以物权编规定最详，占法典全部29章中的10章，即1

／3强。对所有权的取得、保护，土地所有权及经营权均详细

规定。主旨在保护地主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权益。 其五，婚

姻家庭制度体现浓厚封建色彩。肯定包办买卖婚姻及封建习

惯，维护夫妻间不平等和封建家长制。如夫妻财产由夫管理

，子女从父姓，家置家长，双方合意的买卖婚姻有效等等。 

综括而言，民法典前三编引进了德国、日本、瑞士民法的大

量条文，后两编带有较多的封建色彩。另一方面，南京国民

政府虽然制定了形式上先进的民法典，却并未真正解决民生

问题。因为无论是民法典，还是各项民事单行法，都是为维

护有产者的权利，从未切实推行过“耕者有其田”、“节制

大资本”的社会改革政策。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