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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大學法學院 
2013—2014 學年 

 
中文法學士課程日班 

 
 

法制史 
 

授課教師：魏丹  
 

教學內容簡介： 
 法制史這一課程作為法學的基礎科目，主要教授歷史上不

同類型的法律文化的產生、演變、特點及其對人類社會經濟、政

治、文化發展所起的作用。 
首先簡要介紹中國古代儒家和法家政治法律思想和中國法

律的近代化進程，其次講授澳門歷史上四百餘年的政治變遷和法

律制度的發展。最後，本科目教授歐洲法制的發展脈絡和大陸法

系的形成原因。 
 

 
第一編 中國法律思想史概論 
 
第一章 導論 

1. 法的詞義 
2. 法制史的概念、學科特點 
3. 中國法律思想史的歷史發展 

 
第二章 中國古代關於法律及社會的思想 

1. 中國古代社會對傳統法律思想形成的影響 
2. 禮治思想 

2.1 神權法思想的產生和演變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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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宗法思想   
2.3 禮治思想的起源 
  2.3.1 禮的概念和淵源（周公制禮） 
  2.3.2 禮的作用 
  2.3.3 禮的性質，禮與刑的關係 
  2.3.4 禮的基本原則 
  2.3.5 禮不下庶人與刑不上大夫 

3. 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的法律思想 
3.1 概述變革時期的特點和百家爭鳴的原因 
3.2 儒家的法律思想 
  3.2.1 儒家思想的形成和代表人物 
  3.2.2 儒家思想的共性及主要內容 
   3.2.2.1 禮治論（正名，家的思想，倫

理思想，等級思想） 
   3.2.2.2 德治論（仁政的道德感化與國

家在維持社會秩序的輔助作用） 
   3.2.2.3 人治論（聖賢決定禮法，聖賢

的典範作用）   
3.3 法家的法律思想 
  3.3.1 法家的興起和代表人物 
  3.3.2 法家的法律觀 
   3.3.2.1 法律的本質特徵 
   3.3.2.2 法律的起源 
   3.3.2.3 法律的作用 
  3.3.3 法家推行法治的理論 
 
    

第三章  中國近現代的法律及政治思想 
1. 晚清時期的法律變革 
2. 晚清各種社會階層的政治和法律主張 
3. 大陸法系在中國的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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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編  澳門法制史概論 
 
第一章  緒論 

1. 海外屬地法律的特性 
2. 法律淵源 
 

第二章 葡萄牙帝國及其政治行政結構 
1. 葡萄牙帝國的特點 
2. 海上帝國的政治行政結構 

2.1 政治行政結構的特點及原因 
2.2 政治行政結構的模式 
  
 

第三章 澳門的法律與正義（十六至二十世紀） 
1 葡國在澳門的行政結構模式 
2 澳門法律和司法的多軌制 
 2.1 華洋共處分治時期 
 2.2 葡殖民管治時期 

 
 
第三編   歐洲法律文化史概論 
 
第一章 緒論：古希臘、古羅馬的法律傳統 

 
第二章 共同法的形成 

1. 歐洲各法律統一化的誘因 
  1.1 羅馬傳統 
   1.1.1 古典羅馬法，拜占廷法和世俗羅馬法 
   1.1.2 羅馬法的繼受 
   1.1.3 羅馬法在地方立法中的影響 
  1.2 教會法 
   1.2.1 教會法的傳統 
   1.2.2 教會法在共同法中的地位 
   1.2.3 教會法作為世俗法有效性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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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繼受的法和傳統的法 
2. 結果：一種多元化的法律秩序 
  2.1 教會法和民法 

  2.2 共同法和諸王國的法律 
       2.3 諸王國的法律及低級實體的法律 

  2.4 共同法與特權 
  2.5 先前的法律和後來的法律 

  2.6 判別“多重可變視角”中衝突的法則 
3. 法律科學化的統一：中世紀法學傳統的各種學派 
   
 

第四章 近現代歐洲法學流派：自然法論，理性法論，法學

個人主義和契約論 
1. 自然法論 

  1.1 湯瑪斯經院哲學的自然法論 
  1.2 理性自然法學 
  1.3 現代理性法論 

2. 自然法論諸學派 
 2.1 個人主義自然法學派 

  2.2 客觀自然法論的傳統 
  2.3 法典編纂的觀念 

3. 法律實踐 
4. 理性法及其餘響 
 

第五章 法典化運動和民法法系形成 
1. 政治背景 
2. 方法論學說的重大論題 
3. 19 世紀的古典學派 

3.1 注釋學派，法條主義的起源 
3.2 德國歷史法學派，機體論與傳統主義 
3.3 德國歷史法學派，形式主義或潘德克頓法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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