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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施瑋，1971 年出生。2011 年畢業於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史專業，獲得法學博士學位。主要研究

方向：中國近代法律制度、民法。現任教於安徽巢湖學院，副教授。

提    要

近代中國刑事審判體系是以大陸法系國家刑事審判制度為藍本而構建，其形成也與當時特

定的社會背景相聯繫。在刑事審判制度近代化過程中，引進近代西方法治原則，提倡審判獨立、

公開審判，建立新式法院，選拔培訓新式審判人員。同時在刑事審判中確立了尊重當事人人權、

罪刑法定、證據裁判、控審分離等近代刑事審判基本原則，並以此作為中國近代時期刑事審判

制度的基本理念。

但斯時刑事審判法律淵源的多元化，使得刑事審判活動呈現複雜局面，最高審判機關運用

法律解釋權，通過司法創制的形式確立了大量判例和解釋例，很好解決了審判人員的困惑，並

成為這一時期各級刑事審判機關審判案件的重要法律依據。在制度研究的基礎上，通過適當引

入刑事案例進行實證分析，闡明近代時期刑事審判的實際運行，可以一窺近代西式刑事審判制

度在中國的本土化進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