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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BE_8B_E7_A1_95_E5_c80_644144.htm 第二节立法活动 一、

战国时期的立法概况 战国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开端，也是

封建法制的初创时期，与七大诸候都开展了变法活动，进行

大量的法制建设工作，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李悝在魏国制定《

法经》以及商鞅对秦国法制的重大改革。 (一)《法经》 1．概

念。（百考试题）《法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的

封建成文法典，它是战国初期魏国李悝在总结春秋以来各国

公布成文法的基础上制定的，在中国封建立法史上具有重要

的历史地位。 2．主要内容。从篇目结构上来看，《法经》

共有六篇：一为《盗法》二为《贼法》三为《网法》四为《

捕法》五为《杂法》六为《具法》。其中《盗法》、《贼法

》是关于惩罚危害国家安全、危害他人及侵犯财产的法律规

定。李悝认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所以将《盗法》和

《贼法》列在法典之首。《网法》也称《囚法》，是关于囚

禁和审判罪犯的法律规定。《捕法》是关于追捕盗、贼及其

他犯罪者的法律规定，《网》《捕》二篇多属诉讼法的范围

。第五篇《杂法》是关于“盗贼”以外的其他犯罪与刑罚的

规定，主要规定了“六禁”，即淫禁，狡禁，城禁，嬉禁，

徙禁，金禁等。第六篇《具法》是关于定罪量刑中从轻从重

等法律原则的规定，起着“具其加减”的作用，相当于近代

法典中的总则部分。 3．历史地位。《法经》作为中国历史

上第一部比较系统、比较完整的封建成文法典，在中国封建

立法上具有重要历史地位。 (二)商鞅变法 1．概述。公元



前359年，继李悝在魏国变法、修《法经》之后，法家著名代

表人物商鞅在秦国也实施了变法改革，这是战国时期封建法

制发展过程中又一次意义重大的法制改革。此次变法以其更

为广泛的内容和更为重大的历史影响而在中国封建法律发展

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笔。史称“商鞅变法”。 2．变法的主

要内容。从法律角度看，商鞅变法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改法为律，扩充法律内容。 （2）运用法律手段推行“

富国强兵”的措施。 （3）用法律手段剥夺旧贵族的特权。 

（4）全国贯彻法家的“以法治国”和“明法重刑”等主张。

3．商鞅变法的历史意义，商鞅变法是一次极为深刻的社会变

革，在浓深和广度上都超过了这一时期其他诸候国的改革。

这次变法不仅给秦国守旧势力以沉重打击，而且为秦国政治

、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秦国的封建法制也

在变法过程中得以迅速发展与完善。 二、秦朝立法概况 （一

）主要法律形式 1．诏令。它是皇帝临时发布的命令，具有

最高的法律效力。 2．律，它是国家大法，秦朝法律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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