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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清监狱律草案》的立法意义，已有学者从法律角
度进行了研究及论述[1]。实际上《大清监狱律草案》的出台在
清末监狱改良运动中，是非常具有时代特征和历史意义的一
件大事，是改革形式下的产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笔者拟从
史学角度重新审视这部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独立的监狱法典
的背景及意义。

一、《大清监狱律草案》出台的历史背景
19 世纪中叶，以天朝自居的清王朝国门被西方列强的尖

船利炮撞开以后，“祖训不可违”，“祖宗之法不可变”的传统
秩序也开始受到西方文化潮流的巨大冲击而逐渐瓦解，因此
以“政教昌明”的西方国家作为学习榜样，仿行西方宪政，改
革旧的司法制度，以使皇权永固成为了清末的政治改革运动
的基本动力和具体举措。在清末法律大“移植”活动中，以“新
政”和“预备立宪”为目标而着手改良旧的狱政制度，则是整
个法律改良中最为突出的体现。《大清监狱律草案》就是在这
样的时代背景中产生的。

第一，新兴利益集团已经初步形成。19 世纪中叶，随着中
国原有的经济基础遭到破坏，新的社会关系形成，在中央和
地方都形成了新的利益集团。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在“睁眼
看世界”的过程中，深刻领会到西方的文明富强既不在于“船
尖利炮”，也不在于“善机巧，会会计”，而在于其政治法律制
度的进步。“以中国人之才智视西人，安在其不可以相胜也。”[2]因
此，他们首先向西方学习先进的治国思想和科学技术，并仿
行西方先进国家改革君主专政，实行立宪制度。这一批人中，
有相当部分是 19 世纪中叶清王朝动荡形势中逐渐掌权的实
力派，他们大多拥有军权及强大的经济实力，且与“保守派”
相比，有着更为敏锐的洞察力和民族危机感，因而他们提出
了改良政治制度的主张，并成了清末政治改革的砥柱力量。

第二，戊戌变法的政治启蒙为监狱改良奠定了思想基
础。戊戌变法作为中国近代化历史上的一次政治改革尝试，
虽以流血失败的结果而告终，但它对近代社会各领域中的政
治启蒙意义却相当深远。随着时势的变化，原本对政治改良
不理解的人们，包括来自统治阶层内部的人士，也开始重新
审视自己的态度．他们开始认真对待戊戌变法中提出的“西
学”思想，将此作为新一轮政治改良运动的导向。正是如此，
清王朝最终在越来越多的改良呼声的压力下，在 20 世纪初
大规模地、全面得推行新政。

第三，清王朝面临的严重的政治危机。鸦片战争后，随着
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定，清王朝传统法律包括狱制受到了
“挑战”。1843 年英国和清政府订立《中英五口通商章程》，规
定“英人华民交涉词诉一款———其英人如何科罪，由英国议
事章程、法律发给管事官照办。”[3]这是清朝丧失司法主权独
立的开始，随后签定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中国的司法主
权一步部沦丧。从 1844 年开始，英国、法国、俄国、日本等国
家相继在香港、上海、东北、天津等租界设立了监狱，在监狱
章程中对管辖权、监督权、犯人的拘押和处遇以及宗教宣传
都有明确的规定。这无疑是帝国主义列强干涉中国内政、操
纵中国司法的表现。因此，清王朝为了自身的生存需要，不得
不全面进行政治改革，以改变自己的政治形象，缓解日愈积
蓄的民怨以及来自统治阶层内部激进派的强烈不满。

第四，西方国家民主狱制日益影响到我国。19 世纪中叶
以后，随着西方列强侵略和渗透的深入，西方资产阶级的自
由、平等、博爱的法律观念也随之被中国的有识之士所接受，
主张废止死刑、改革肉刑，实行感化教育的刑罚思想不仅在

各国狱制中相继得到体现，也对清末监狱改良运动的兴起，
提供了思想先导和制度范本。其中对清末监狱改良影响最大
的则是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狱制。日本在面临民族生存处在危
机之中，开始仿效德国，全面进行政治和法律改革，从而迅速
扭转旧狱制的腐朽落后局面，这对于清末统治者来说，无疑
是注入了极为有效的强心剂，“日本能撤去领事裁判权，首以
改良监狱为张本”，那么中国监狱理应“一切规模自宜参酌东
西洋办法，以示文明与诸国。”[4]

第五，清政府为改变国际卑微地位的局面，已经开始着
手进行改良狱制改良。清王朝被迫打开国门以后，一直因刑
法过于严酷、监狱黑暗而受到国际普遍抨击。其在国际上的
地位之低，一次又一次地动摇了这个自视极高的天朝大国的
自信心。一个典型的事例是，自第一次 1846 年德国弗兰克孚
尔特监狱改良国际会议开始，到 1930 年第十次国际监狱会
议的召开，清政府仅在华盛顿召开的第八次国际监狱会议受
邀与会。尤其令清政府难堪的是，在这一年召开的“海牙和平
会”上，中国因法律不良被降至三等国。这使当政者强烈地意
识到：中国的法律制度如果继续保持现状，自己将难以图存。
如当时的朝廷大员张之洞、刘坤一、沈家本等就有关监狱立
法的问题相继上奏，呼吁对监狱制度进行改革，并且形成了
以“感化主义”为宗旨的监狱改良理论体系。

二、《大清监狱律草案》的出台及主要内容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清政府逐步认识到监狱与刑法的

相互维系关系，认为“我国现在的狱制亟待改良”，因此，监狱
改良成为“司法所特重”。[5]1906 年，清政府将刑部改为法部，
专门设立典狱司，并着手翻译了西方一些国家和日本的监狱
法规和监狱学专著，派人东渡日本考察审判、监狱改革事宜，
出席第八届国际监狱会议。1908 年，清政府以日本监狱模式
为改良蓝本，正式聘请日本著名监狱学家小河滋次郎起草监
狱法。1910 年《大清监狱律草案》制订完毕。
《大清监狱律草案》共有十四章，二百四十一条，分为总

则、分则两部分。总则对监狱种类、管理体制及基本原则作了
规定。它规定监狱分为三种：徒刑监、拘留场，此两者是“以犯
罪之人，置之执行刑罚之地”，是“实质的”监狱。留置所“乃拘
留判决未定者之处所”，包括未决监、感化场、民事监等，属于
“法制的”监狱。总则还包括监狱的监督权和在监人的待遇等
内容。按中国的历史习惯，“监狱归法部管辖”，监督机关为法
部，监督方法“以巡阅为最善”。每两年巡视一次，法部官吏或
推事、检察官都可巡阅监狱，以达到监督威慑囚犯，总结狱政
成绩的目的。在监人的待遇有：不许伤害在监人的身体。监狱
构造和卫生设施要无害在监人的健康。在监人于狱中若有苦
痛，可向监狱官吏、监督官署或巡阅官吏起诉等。分则部分对
收监、拘禁、管束、作业、教诲及教育、给养、卫生及医药、出生
及死亡、接见及书信、赏罚、保管、特赦、减刑及假释、暂释、释
放做了具体规定。主要有：（1）独居拘禁制度，《草案》第三十
六条规定：“在监者，一切概以独居拘禁为原则”[6]；（2）“作业”
制度，要求犯人在监狱内（未满 18 岁者可在监外）劳动每天 8
至 12 小时，收入上缴国库，以解决监狱经费问题；（3）教诲教
育制度，规定除休息日以外，在监人员至少每十天接受一次
教诲，内容为宗教礼仪和德育；在监者一般要接受教育，每星
期应保证二十四小时的教育时间，内容以学校知识为主；（4）
医疗卫生制度，规定监狱要保持清洁，犯人应经常洗澡、剃
发，衣物要经常消毒等。监狱要有浴室、运动场、医务所、病监
等设施；（5）减少宗室犯人的特权等。

浅析《大清监狱律草案》出台的历史背景及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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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清监狱律草案》的出台是清末监狱改良运动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本文对其产生的历史背景、主要内容

及意义进行了初步分析，认为其奠订了近代文明监狱制度，对中国监狱近代化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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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143页）企业家也不放心把企业交给所谓的职业经理人。
社会信用体系包括规范、约束信用行为的法律体系，促

进企业和个人自觉履行承诺的诚信体系以及帮助债权方判
别交易对象信用状况、违约风险、降低信用交易成本的征信
体系。如果社会信用体系是完善的，家族企业领导者就可以
将家族企业管理权委托给具备专业知识和能力的职业经理
人而无后顾之忧，而职业经理人也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
管理好企业，使企业能在复杂的经济环境下保值、增值。

我国政府虽然已经着手建设自己的信用体系，但由于相
关的法律法规还不健全，市场主体缺乏信用意识，对失信行
为的社会惩戒机制还不完善等等，导致我国的信用体系还很
不完善。政府应尽快解决信用体系建设中的各种问题，争取
早日完善我国的信用体系。

四、完善职业经理人市场
对家族企业进行有效的管理是一项复杂而具有挑战性

的工作，很少有人能完全具备管理企业所需的素质和才能。
随着家族企业规模和经营范围的扩大，企业的管理将变的更
加复杂。在这种情况下，从家族成员中寻找一位或几位出色
的经理人就非常困难。“经理人不仅需要有杰出的领导能力、
交际能力和实际操作能力，还需要有从战略角度进行思考的
能力和创新精神。”[5]

因此，从家族外寻找称职的经理人担任公司的 CEO 或
其他关键领导职务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如果家族企业家只有
一名子女或虽然有几名子女但他们都对经营企业没有兴趣
或没有能力经营的情况下，在家族外寻找称职的职业经理人
是唯一的选择。

职业经理人是职业化的企业家，他本身并不创建企业，
而是依靠出售自己的专业性的知识和技能实现自我的价值。
由于职业经理人在我国是一个新兴的职业，职业经理人市场
的发育还很不完善。其一是人才的缺乏。在我国，很难找到既
有专业知识又有实践经验的职业经理人。目前，企业的管理
岗位上的人员很多是没有专业知识的，还是仅凭借一种冒险

精神来进行决策。高校培养的工商管理硕士理论较丰富，但
缺乏实践经验。在我国，仅靠市场或企业来培养企业高级管
理人才是不够的，政府应该创造条件大力培养企业高级管理
人才，充实职业经理人队伍。其二是家族企业与职业经理人
间缺乏信任。家族企业家对职业经理人缺乏了解，而职业经
理人也没有形成强有力的道德约束机制，市场也没有形成有
效的信任机制。家族企业家对职业经理人的忠诚度持怀疑态
度，而职业经理人由于缺乏激励机制频频发生“叛逃”事件。
这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造成了一定的危害。政府
应该发挥作用，通过立法或者其他方式来完善职业经理人市
场的各个方面，促进职业经理人市场的健康发展。

综上所述，政府应充分发挥其职能，积极引导对家族企
业传承理论的理论研究，加强对家族企业家的培训，完善社
会信用体系和职业经理人市场，在家族企业的传承中发挥重
要指导的作用和服务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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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清监狱律草案》出台的意义
《大清监狱律草案》是清政府为了挽救危亡危机，进行狱

制改良，屈从西方强势压迫形势下的产物。因而，它在设范立
制时难脱中西狱之间的平衡，成为既有监狱理论原则，又带
有传统狱制特色，深深打上了其时代的烙印。然而，作为我国
历史上第一部独立的监狱法典，以近代民主监狱理论为基
础，以教育改造为原则，为改革中国近代以前重刑主义之下
的狱政展开了前景。

首先，《大清监狱律草案》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保障人权
的原则和尊重受刑人法律地位的态度。它所颁布的一系列法
律明确规定了受刑人的权利，主要有：不服监狱处置的申诉
权、拒绝监狱虐待权、要求正常的生活待遇权、保护身体健康
权、定期接见与通信权、请求奖赏权等。例如，在监者受下级
官吏虐待，可以告诉监狱长，监狱长必须迅速批阅“申诉书”，
并迅速向下传达。如果监狱长不处理，则交给监狱处置，不服
处置者，可以向督监官署或巡问官吏进行口头、书面的申诉，
若再不服，允许其向法部控告，但法部的裁决具有最终处分
效力。此外，还确立了收监文书条件，目的是保护人民权利，
强调“监狱为独立机关，自有独立作用，非有适法文书，不受
审判厅之指挥。”[7]

其次，监狱改良时期提出的许多律法采用了当时流行的
监狱行刑理论、原则、体系和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传统
监狱制度的解体，为中国监狱制度的近代化提供了蓝本。
《大清监狱律草案》是我国第一部监狱法典，虽然它未来

得及颁行，但它从法律上废止了几千年旧监狱陋规，制订了
近代文明的监狱制度，加速了清朝监狱的近代化。《大清监狱
律草案》完成后，在宣统帝退位之前，清廷还相应起草了实施
细则及其他监狱单行法规，如《大清狱则草案》、《监狱看守教
练草案》和《监狱看守考试规则》等，从而确立了监狱法典作
为一个独立的自成体系的部门法的地位，揭开了中国监狱发
展史上崭新的一页。由于《草案》在理论上源于近代资产阶级

教育刑论，在体例结构和内容上模仿资本主义国家监狱法，
因此被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继承。《大清监狱律草案》成为
民国时期法政学堂监狱专科课程的教材和制定监狱法典的蓝
本。北洋政府 1913 年 12 月颁布的《中华民国监狱规则》，国民
党政府 1928 年 10 月颁布的《监狱规则》以及 1946 年公布的
《监狱条例》等法律，基本上是《大清监狱律草案》的翻版。

总之，《大清监狱律草案》的出台既是中国传统狱制不适
应时代，又是西方司法狱政制度和思想传入中国，与中国传
统政治法律制度和思想发生碰撞和融合的结果。同时，它又
与启蒙和救亡运动联系在一起。它的出台促使了中国狱制逐
渐开始向近代监狱转型。尽管这一监狱法典由于武昌起义的
成功而未能颁布实行，但作为一种制度变革的产物，《大清监
狱律草案》的出台是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它为以后中国
监狱制度近代化的建设提供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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