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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刑事司法改革成败析 

尤志安

    清末刑事司法改革是清末新政的重要举措之一，对中国司法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认真总结

其利弊得失，对于了解中国刑事司法制度的演变是有益的。 

    在改变中国传统刑事司法制度和观念方面，清末的刑事司法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些成就有些是

有形的，有些是无形的；有些是暂时的，有些则是长远的。 

    1.它确立了以司法独立原则为核心的近代刑事司法体制。在中国传统社会，行政与司法是合一的，各级

行政首长同时也就是该级司法长官。而清末刑事司法改革则确立了司法独立原则，以大理院为最高审判机

关的法院机构建立起来，同时建立了检察机关和警察部门。这种司法体制的框架被后世继承和借鉴。 

    2.它确立了以控审分离为核心的现代刑事诉讼程序。中国古代的刑事诉讼程序，原则上实行纠问式的诉

讼方式，起诉和审判主要由审判官承担，没有独立的起诉部门。清末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确立了以检察

官为原告官，法官为审判官的诉讼程序。以此为基础，以审判职能、控诉职能和辩护职能相分离的审判结

构被确定下来，以侦查、起诉、审判、执行相递进的诉讼阶段也被确定下来。这就奠定了现代刑事诉讼程

序的基础。清末刑事司法改革确定的诉讼模式，在当时虽不完善，如辩护制度中尚缺乏专门的律师辩护，

但这种基本框架一直被沿用下来。 

    3.它初步确立了以自由心证原则为核心的近代证据制度。中国古代的证据制度，主要实行以口供为核心

的证据定罪制度，没有被告人的口供和签字画押，原则上不能对被告人定罪。清末的刑事司法改革，基本

上确立了以证据裁判、直接言词和自由心证为原则的证据制度，在这种证据制度之下，被告人的口供所具

有的重要地位受到削弱，近代化的证据制度框架得以确立。 

    4.它引进了以人权保障为核心的现代刑事司法理念。中国传统的刑事司法理念，首重平分止争与社会安

定，而当事人和人民权利的保护则被置于次要地位。因此，在传统的司法过程中，动辄拷打、长期羁押等

残害当事人的事情所在多有。清末的刑事司法改革则引进了以人权保障为核心的刑事司法理念，表现在刑

事诉讼中，首先是确立了审判公开原则，其次是允许被告人为自己辩护，其他如直接言词原则、自由心证

原则等在保护当事人权利方面也起到了重大作用。虽然有些原则在当时并未实施，但在理论上形成了较为

完善的体系。 

    清末刑事司法改革的失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刑事司法改革在清政府手中终止；二是某些制度

未能得以实施。 

    清末刑事司法改革的终止，源于清政府的灭亡。但清政府的灭亡，则又与包括司法改革在内的清末新

政的失败密切相关。清末，中央财政极为困窘，而推行各项新政又亟需大量资金，因而加重人民捐赋、出

卖国家利权等等就成为清廷敛财的重要手段，结果是各种社会矛盾迅速激化，民众起义连年不断，反而加

速了清政权的覆亡。就刑事司法改革而言，经费缺乏也是其失败的原因之一，而人才的缺乏更是其改革难

以为继的巨大障碍。在官制改革之初，即有人认识到，由于科举、捐纳已停，应简官缺，“有日减，无日

增”，且“以目前而论，各衙门司员虽行拥挤，然求其真能办事者亦不多得”，能够为新政所用的人才非

常之少。相比之下，需要掌握专门法律知识、接受过专门法律职业训练的法政人员更是短缺。清末刑事司

法改革面临的这种人、财、物困境，无疑使其进程大大受挫。除了上述困难之外，清政府的三心二意、各

地督抚官僚或明或暗的反对、传统观念和做法的因袭阻碍，也使得改革停滞不前。因而，可以说，在清末

这一特殊的历史环境下推行的刑事司法改革，其前景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一场悲剧。 

    至于清末司法改革中仿照国外所设计的某些制度，从一开始就遭到反对而未能实行的主要原因，则是

因为它与中国的诉讼传统有严重冲突，譬如陪审团制度、律师制度以及职权主义的审判方式的夭折，都是



因为它与传统的思维模式和审判方式严重冲突，一时难以为人们所接受。这样，清末的司法改革，就必然

在传统因素———观念、制度、思维等的作用下，走向与改革者的初衷差距较大的路途，以至形成一种非

中非西的大杂烩。用时人的描述，就是在司法实践中形成了“大率参照外国法律者半，承用向来习惯者亦

半”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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