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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钦定宪法大纲》是清朝政府于1908 年8 月27 日颁布的宪

法文件，由“宪政编查馆”编定。制定、公布“宪法大纲”

是清朝政府“预备立宪”活动的一个重要步骤，《钦定宪法

大纲》也就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宪法”字样的宪法文

件。 《钦定宪法大纲》共23 条，分正文“君上大权”与附录

“臣民权利义务”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君上大权”共14 条

，主要规定了皇帝在立法、行政、司法、军事、宣布战争与

媾和、宣布戒严、召集、开闭、停展集解散议会等方面的绝

对权力，仅仅是将封建皇帝已经具有的独裁权力加以文字化

而已。在“附录”部分，也罗列了一些臣民的权利义务，但

对于每项臣民权利，均以“在法律范围内”作为限制语，并

规定皇帝“得以诏令限制臣民之自由”。 《钦定宪法大纲》

无论在结构形式上还是在条文内容上，都充分体现了“大权

统于朝廷”的精神。清朝政府在其政权日益没落之际，仍企

图用政治欺骗的方式，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披上“宪法”的

外衣，以宪法的形式确认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与地位。《钦

定宪法大纲》的制定与颁布，再次明白的表露出清朝统治集

团的愚昧、顽固，遭到社会各界的强烈批判和反对，清朝政

府陷入更深的危机之中。 2、十九信条 全称《宪法重大信条

十九条》，它是清政府于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后抛出的又一个

宪法性文件，也是清朝统治者立宪骗局最后破产的记录。由

于革命运动和全国局势的压力，《十九信条》在形式上被迫



缩小了皇帝的权力，相对扩大了国会和总理的权力，但它仍

强调“大清帝国皇统万世不易”、“皇帝神圣不可侵犯”。

尤其是它完全着眼于皇帝和国会的关系，对人民的权利只字

未提，更暴露出其虚伪性。正因为如此，清政府抛出《十九

信条》后，并未能挽回清王朝大厦将倾的败局。 3、外国在

华领事裁判权 所谓“在华领事裁判权”，乃是以英国为首的

西方列强在强迫中国与之订立的不平等条约中规定的一种司

法特权。依照这种特权，凡在中国享有领事裁判权的国家，

其在中国的侨民不受中国法律的管辖，不论其发生何种违背

中国法律的违法或犯罪行为，或成为民事刑事诉讼的当事人

时，中国司法机关无权裁判，只能由该国领事或由其设在中

国的司法机构依据其本国法律裁判。故“领事裁判权”也称

“治外法权”。 4、会审公廨 又称会审公堂，是英、美、法

三国驻上海领事馆借小刀会起义之机，要挟清政府同意，在

外国租界内设立的特殊审判机构。即：凡涉及外国人的案件

，必须有领事官员参加会审；凡中国人与外国人间的诉讼，

若被告系有约国人，由其本国领事裁判，若被告为无约国人

，也须有其本国领事陪审，甚至租界内纯中国人之间的争讼

最终也须外国领事观审并操纵判决。在实际上，所谓“会审

”只是空有其名，审判的主动权完全被外国领事所控制，中

国官员往往仅被当作象征性的陪衬。会审公廨制度的确立，

是外国在华领事裁判权的扩充和延伸。 5、观审制度 所谓观

审制度，是西方列强取得在华领事裁判权以后确立的强行干

预中国司法审判的制度。按早期不平等条约的规定，涉外诉

讼一般接受被告一方司法管辖，但观审制度规定，在原告是

外国人，被告是中国人的案件中，原告所属国领官员也有权



前往“观审”，中国承审官应以观审之礼相待。如果观审官

员认为审判、判决有不妥之处，有权提出新证据，再传原证

，甚至参与辩论。这种观审制度是对原有领事裁判权的扩充

，也是对中国司法主权的粗暴践踏。 6、资政院 资政院在清

政府仿行宪政的政权设计中，是作为从预备立宪到正式实施

君主立宪制这一阶段的过渡性机构。资政院成员的产生有两

种方式，即钦定议员或互选议员。其职权有三项，即立法权

、财政议决权和对行政机构的监督权。通过资政院对自身职

权的实施，形成资政院与军机大臣、行政大臣各行其是、相

互制约并共同向君主负责，由君主最后裁定的政权体制

。1910 年资政院开院，在短短一百天的时间里，既出现了传

统力量与其产生对抗的现象，又有其利用有限的权力向传统

政治力量提出挑战的情况，充分展示了资政院作为立宪政体

中的新机构对于传统力量的反叛。 7、谘议局 是清末为预备

立宪而在地方设立的谘议机关，是各地方采集舆论的场所。

谘议局的职权主要有：（1）议决本省应兴应革事项（2）议

决本省财政预算与决算、公债（3）制定、修改本省单行法规

、章程（4）接受本省民众建议、陈情（5）对本省行政机构

实施有限的监察权。谘议局行使职责，始终处于督抚的监督

控制之下，虽有某些西方宪政体制中地方议会的功能，但又

受到地方行政权力的多种干预，实际上谘议局不能行使依法

应享有的权力。 8、清末的主要变法活动 （1） 进行以“预备

立宪”为中心的宪政活动，炮制出《钦定宪法大纲》、《宪

法重大信条十九条》等宪法文件。 （2） 初步改革法律旧制

，如删除律内重法，取消满汉差别，颁行《大清现行刑律》

。 （3） 制定新律，这是清末变法修律的重心。 （4） 改革



司法体制，初步建立现代意义上的司法体制和司法制度。 9

、清末变法修律的特点及影响 特点： （1） 在修律宗旨和基

本方针上，即存在根本矛盾。 （2） 内容上，清末修订的法

律表现出封建专制主义的传统与近代资本主义最新法律成果

的奇怪混合。 （3） 由于保守势力的顽固阻挠，在变法修律

的过程中一直充斥着改革与守旧的矛盾与冲突。 影响： 1） 

清末变法修律直接导致了中华法系的解体。 2） 清末变法修

律为中国法律的近代化奠定了初步基础。 3） 清末变法修律

活动在客观上促进了西方近、现代法律思想、法律观念的引

进和传播。 10、清末官制改革 （1） 以巡警为民政之一端，

着改为民政部。 （2） 户部改为度支部。 （3） 将太常、光

禄、鸿胪三寺并入礼部。 （4） 将兵部改为陆军部，并将太

仆寺、练兵处并入。 （5） 将刑部改为法部，责任司法。 （6

） 大理寺改为大理院，专掌审判。 （7） 将工部并入商部，

改称农工商部。 （8） 轮船、铁路、电线、邮政应设专司，

着名为邮传部。 （9） 将理藩院改为理藩部。 （10） 原已设

立的外务部、吏部仍旧。 11、《大清现行刑律》的变化 （1

） 改律名为“现行刑律”，并突出“刑律”二字，以示与旧

律之不同及对新潮流的跟进。 （2） 取消了旧律按吏、户、

礼、兵、刑、工六部名称而分的六律总目，除保留“名例”

作为总则以外，将各条按其性质分隶三十门，以示在体例上

的改进。 （3） 基于需要对律例条款进行调整、删节。 （4）

废除了一些残酷的刑罚方法，确立了罚金（10 等）、徒刑（1

－3 年，5 等）、流刑（3 等）、遣刑（2 等）、死刑（2 等）

新的刑罚体系。 （5） 增加了一些新的罪名。 12、《大清新

刑律》的变化 （1）《大清新刑律》抛弃了以往“诸法合体



”的编纂形式，明确地将涉及罪名与刑罚及其运用等专属刑

法范畴的条文作为法典的唯一内容，与罪名、刑罚无关的其

他法律条款被排除在新刑法之外。 （2）《大清新刑律》在

体例结构上也抛弃了以往旧律以名例、吏律、户律、礼律、

兵律、刑律、工律分类编纂的陈旧形式，改而采用西方近代

以来刑法分总则、分则两编，下设各章，逐条罗列的方式。 

（3）《大清新刑律》确立了新的刑罚体系，分主刑、从刑两

种。主刑包括：死刑（仅绞刑一种）、无期徒刑、有期徒刑

、拘留、罚金。从刑包括褫夺公权和没收财产两种。 （4）

《大清新刑律》采用了大量的西方资产阶级的刑法原则和近

、现代刑法学的通用术语。如采用罪行法定主义原则、取消

比附原则、采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取消了“八议”等

特权制度。 13、礼法之争 所谓“礼法之争”，是指在清末变

法修律过程中，以张之洞、劳乃宣为代表的“礼教派”与以

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为代表的“法理派”围绕《大清新刑律

》等新式法典的修订而产生的理论争执，主要集中在以下几

个问题： （1） 关于“干名犯义”条存废问题 （2） 关于“

存留养亲”制度 （3） 关于“无夫奸”及“亲属相奸”等问

题 （4） 关于“子孙违反教令”问题 （5） 关于子孙卑幼能

否对尊长行使正当防卫权的问题 14、司法机构的调整 （1） 

改刑部为法部，专掌全国司法行政事务，不再承担任何审判

职能，以示将行政与司法分立，同时，按察使司改为提法使

司，负责地方司法行政工作及地方司法监督。 （2） 改大理

寺为大理院，作为全国最高审判机关，在地方分别设立高等

审判厅、地方审判厅、初级审判厅等审判机构，初步建立起

一套新的司法系统。 （3） 在各级审判厅内设置相应的检察



厅，实行审检合署制度。检察厅负责对刑事案件的侦查、提

起公诉、实行审判监督，同时还可以参与民事案件的审理，

充当诉讼当事人或公益代表人。 （4） 设立警察机构。在中

央，先设巡警部，后改为民政部。在京师，设内外城巡警总

厅。各省则设巡警道，各厅、州、县则按奏定官制通则，设

警务长，并各分区官若干员，办理本管巡警事务。 （5） 建

立新式监狱，并改良狱政管理制度。 抓紧时间，好好复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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