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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A_AC_E5_AE_89_E9_c80_203672.htm 第三节 清代法律制

度 一、立法概况 (一)《大清律例》 《大清律例》于乾隆五

年(1740年)正式颁行天下。在此以前，顺治朝曾颁布过《大清

律集解附例》，雍正朝颁布过《大清律集解》。清朝律典由

清初简单地袭用明律，经过近百年时间，几经修订，终至完

备成熟，这个过程反映了清朝统治者对于制定一部统一法典

的重要性的认识和对于司法实践经验的不断总结，也标志着

满族统治者吸纳汉文化，探索统治策略的复杂过程的基本完

成。 《大清律例》的结构形式、体例、篇目与《大明律》基

本相同，共分名例律、吏律、户律、礼律、兵律、刑律、工

律七篇，律文四百余条，附例一千余条。自乾隆年间修订完

成后，《大清律例》成为清朝的基本法典，尤其是律文部分

基本定型，极少修订，后世各朝只是对律文之后的“附例”

予以增修。 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部封建成文法典，《大清

律例》是以《大明律》为蓝本完成的，它完全可以说是中国

传统封建法典的集大成者。汉、唐以来确立的封建法律的基

本精神、主要制度在《大清律例》中都得到了充分体现；同

时，《大清律例》的制定又充分考虑了清代的政治实践和政

治特色，在一些具体制度上对前代法律有所发展和变化。 （

二）《大清会典》 为了规范国家机关的组织、活动，加强行

政管理，提高官吏的统治效能，清政府仿效明代，编制自己

的会典，先后出现了《康熙会典》、《雍正会典》、《乾隆

会典》、《嘉庆会典》、《光绪会典》，合称“五朝会典”



，统称《大清会典》。 在内容上，《大清会典》同样是记载

主要国家机关的职掌、事例、活动规则与有关的制度，在编

纂上一直遵循“以典为纲，以则例为目”的原则。典、例分

别编辑遂成固定体例。“会典”所载，一般为国家基本制度

，少有变动；具体的变更，则在增修则例中完成。《大清会

典》是清朝行政立法的总汇，不仅是中国封建时代行政立法

的完备形态，也是清朝立法上的重要成就。 （三）则例 则例

是清朝针对中央各部门的职责、办事规程而制定的基本规则

，是规范各部院政务活动、保障其正常运转的行政规则。则

例为数众多，可以视为清政府的行政法规，是清代法律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则例自康熙朝开始制定，主要分为两类：

一般则例和特别则例。一般则例是针对部院一般行政事项而

定，清朝几乎每个中央主要行政机关都编有则例，如《刑部

现行则例》、《钦定吏部则例》、《钦定户部则例》、《钦

定礼部则例》、《理藩院则例》、《钦定台规》等。特别则

例是指就各部所管辖的特定事项而制定的行政规章，如《钦

定八旗则例》、《兵部督捕则例》等。此外，有些衙门内部

还有关于办事、手续章程及官员违制如何处罚的专门则例，

如《六部处分则例》、《吏部处分则例》等。则例作为重要

法律形式之一，是清朝的一项创造，在国家行政管理方面起

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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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