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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6_B3_95_c80_545719.htm 简述《大清新刑律》的特点。 

【答案要点】大清新刑律原称《钦定大清刑律》，由清政府

于1911年1月25日颁布，原定宣统五年施行，但因清朝灭亡而

未及施行。它是清末法制改革中制定的最重要的新型法典之

一，具有以下一些特点（百考试题祝你好运！）： (1)《大清

新刑律》是一部近现代意义上的新式法典。在编篡体例上，

法典采取了近代西方刑法典的模式，分为总则和和分则两个

部分，在内容上，不再纳入民法、诉讼法等方面的内容，突

破了传统法典诸法合体的形式，是一部纯粹的刑法典。 (2)新

刑律在刑罚上抛弃了传统的封建五刑制度，采用新的刑罚制

度，将刑罚分为主刑和从刑；主刑包括罚金、拘役、徒刑、

死刑，从刑则包括褫夺公权和没收。 (3)新刑律在一定程度上

抛弃了传统的刑法思想和原则，采纳了西方近代刑事法律思

想原则和术语。如采纳罪刑法定而删除比附制，用法律面前

人人平等原则代替封建等级特权，删除了八议、十恶等罪名

，引进了缓刑、假释、正当防卫等制度和术语。 (4)《大清新

刑律》的《暂行章程》中，保留了不少传统的刑法规则。新

刑律修订过程中，礼教派对其进行了多次的诘难，从而引发

礼、法之争。新刑律是两派妥协的产物。因此，在刑律中，

保存了许多封建性的东西。如，在新刑律正文后增补具有浓

厚宗法伦理色彩的《暂行章程》五条，其中保留了一些亲属

相犯之类的封建性条款。 【考点分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

清末修律时的刑事立法。 【注意】要注意区分《大清新刑律



》和《大清现行刑律》。《大清新刑律》是一部仿照资本主

义国家刑法体例，掺和中国封建旧律修订而成的一部近现代

法典。虽然，出于国情和统治阶级利益的考虑，其中保存着

不少的传统刑法的原则和内容，但它的颁布，标志着中国封

建法律体系的开始瓦解，是清末修律的代表作。它对中国的

法律近代化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民国初年，北洋政府还

批准援用此法典。《大清现行刑律》是1910年5月颁布，于大

清新刑律制定施行之前暂行适用的过渡性法典。它是由修订

法律馆(起先是由刑部)在《大清律例》的基础上作局部删改

调整而成，共36卷，389条，附例1327条，并附有《禁烟条例

》12条和《秋审条例》165条。现行刑改变了按吏、户、礼、

兵、刑、工六部分目的体例，将律文分为三十门，并将如继

承、户婚、田宅等纯属民事的条款分出来，不再科刑，以示

民、刑区分。同时以罚金、徒、流、遣、死代替原来的五笞

、杖、徒、流、死五刑，并废除了了凌迟、枭首、戮尸、缘

坐、刺字等酷刑。但总体说来，现行刑律只是对《大清律例

》所作的局部和形式上的修改，它还保留了诸法合体，律例

合编的体例以及诸如“十恶”等封建法律内容，因此，它并

不是一部近代意义的刑法典。 请运用中国法制史的理论和知

识对下列材料进行分析，并回答问题： 诸同居，若大功以上

亲及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

相为隐；部曲、奴婢为主隐，皆勿论。其小功以下相隐，减

凡人三等。若犯谋叛以上者，不用此律。 《唐律疏议名例》 

问题： (1)这段文字反映了唐律的什么原则？其历史渊源是什

么？ (2)适用这一法律原则时有何例外？为什么？ (3)唐律这

一规定的立法宗旨是什么？ 【答案要点】 (1)文字反映的是唐



律同居相隐不为罪的法律原则或亲属犯罪容隐或亲属相隐原

则。 即在一定的血亲范围内，法律规定允许互相隐罪甚至向

亲属泄露案情，通风报信，使犯罪者得以逃亡，而不予以制

裁或减轻处罚，同样，部曲、奴婢，虽无服，也要为主人隐

罪。 这一原则是以儒家的“父子相隐”思想为渊源，是对汉

代“亲亲得相首匿”原则的继承和发展。 (2)唐律规定“若犯

谋叛以上者，不用此律”。即谋反、谋大逆、谋叛等三种政

治性的严重犯罪，不得适用此律。 原因在于谋反、谋大逆、

谋叛等不是一般犯罪，而是直接危及国家统治和政权巩固的

重大犯罪。因此，在忠、孝不能两全时，维护封建统治便被

置于首要地位，亲情必须让位于法律。 (3)唐律这一规定，是

儒家学说入律和唐律以礼为准绳的突出表现，其宗旨是在不

危及国家统治秩序的前提下以法律来维护封建纲常伦理和封

建家长制。 【考点分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唐代的刑法原

则。孔子曾经提出“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的仁

孝思想。汉代儒家思想定为一尊之后，直接把这一思想引入

律典之中，“亲亲得相首匿”便成为汉代定罪量刑的原则。

汉宣帝地节四年规定：“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

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

，皆上请廷尉以闻”。这一原则为以后历代封建法典所继承

，到唐代扩大了相隐的范围，发展成为同居相隐不为罪的原

则。 【注意】以家族本位、重视伦理道德是中华法系的重要

特征。秦汉时期，封建家族伦理法开始形成，到隋唐走向完

备。《唐律疏议》完成了引礼入法的进程，实现了礼法的高

度融合，是家族伦理法成熟的标志。无论其立法精神、立法

原则，还是其法律条文的内容、司法实践，都体现了强烈的



家族本位的特征。对此考生应予以高度注意。 编辑特别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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