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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统法律走向现代法律，是法律文明史的必然趋势。对于自从清末修律以

来中国法和法学的百年发展而言，始终处在一个不断学习、借鉴、吸收、消化外

国法律和外国法治经验的进程之中。中国法的近现代化，与欧美法和日本法律密

不可分，当前中国法律体系中的各项制度、原则和用语，许多都是从欧美以及日

本移植或改变而来，并考虑到中国的国情和文化传统而有所变化，原本来自外域

的法律已然成为现代中国法不可分离的重要的主体部分。而对这一段法律移植的

历史过程进行系统的梳理和描述，反思其得失，探询其规律，更是一个具有相当

理论价值和学术意义的课题。 
本文主旨在于对中国移植外国法的学术史进行横向鸟瞰式的研究。共分四个

部分阐述： 
一、中国移植外国法的学术史研究。 
就研究中国移植外国法问题的著作文献以 1978 年为界分别予以说明。 
第一阶段（1978 年以前）。早在清末时期，主持修律变法的沈家本就已经探

讨并阐述了移植东（日本）西（欧美）法律的基本原则；到了民国时期，一些卓

有成就的法政留学生对影响法律移植效果的东西方法律文化以及技术性方法进

行了深入探讨，诸如吴经熊的《超越东西方》，杨兆龙的《美国之司法制度》、《由

检察制度在各国之发展史论及我国检察制度之存废问题》、瞿同祖的《中国社会

与中国法律》（1947），由于作者都精通现代西方法学思想，故采取西学视角和方

法研析中国法律的内涵、本质与特征，自然对法律文化引进与比较问题卓有建树。

此外，清末民初还有许多外国人直接参与了中国的法律改革和法律移植，同时也

撰写了相当的研究文章和法律建议。其中重要的文献包括：赫德：《局外旁观论》

（1865 年）、《改善中国法律与政务之条陈》（1876 年），丁韪良：《中国古世公法

论略》（1884 年），有贺长雄：《宪法演说》（1913 年）、《共和宪法持久策》（1913
年）、《革命时统治权移转之本末》（1913 年）、《共和宪法上之条约权》（1913 年），

古德诺：《中华民国宪法案之评议》（1913 年），罗炳吉：《中国法律导论》（1930
年）、《中国应当建立统一的法律体系吗？》（1933 年），庞德：《改进中国法律的

初步意见》（1946 年）、《以中国法为基础的比较法和历史》（1946 年）、《论中国

宪法》（1946 年）。 
第二阶段（1978 年至今）。80 年代末开始的比较法学、 
大约在 20 世纪的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中国学术界掀起一股“法律移植/

法律文化”研究的热潮，表现在法学界，就是法律移植、比较法律发展和法律文

化课题的汹涌澎湃。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投身于这一领域的研究当中，以《比较法

研究》杂志于 1988 年创刊和多次国内外法律移植或法律本土化问题研讨会的召

开为契机，有关专著、译著和学术论文纷纷问世。 
二、中国移植外国法相关专题研究 
第一，对法律移植概念及其可实现性问题的研究 
第二、法律移植规律与法律不可移植规律的争论 
第三、关于 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移植外国法的历史过程研究。 
第四、关于法律移植与法治“本土资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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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关于法律全球化理论的研究。 
第六、中国近现代选择与继受西方法律的模式及其原因 
三、中国移植外国法的观念与制度实践研究 
限于篇幅，本文没有对各部门法域的法律移植和继受问题做细致研究，而是

侧重对法律移植的实践进行法治维度的阐述。具体分为法律观念、法律体系、法

律制度、法律原则、法律的概念和术语、教育体制、法律职业等多个方面进行比

较。并特意对当代以来美英法系伴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加深，英美法系有越来越多

的专有概念和法律术语逐渐渗透和进入中国法律制度当中。 
四、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法律移植问题前瞻 
伴随着法学家们对西法东渐研究的日益深入，加之中国大陆自改革开放以来

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快速发展，当前对于引进、移植外国法的态度更加平等、独

立、包容，自觉与世界通行规则相结合成为国家行为的主轴。笔者总结出以下几

个结论，以探讨中国外国法移植问题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 
（一）对移植外国法的研究逐渐从单一的历史爬梳演进到以社会转型和法律

变革为主题的多视角、多学科、多种方法的综合研究。在法律全球化的背景之下，

基于哲学、人类学、文化比较以及社会学、经济学的研究将越来越多，各种理论

成果也会层出不穷。 
（二）在中国移植外国先进法律，将其逐步本土化，使之能够跟上国际法律

发展潮流的进程中，中国留学生和外国法专家过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今后也必

将发挥沟通东西方法律文化的桥梁作用。 
（三）中国近现代选择与继受大陆法系法典化模式不是一种偶然或巧合，而

是中国深厚的传统观念、文化背景、当时的民族境遇、一衣带水的日本的影响，

以及法典化和判例法的特点等诸多因素共同决定的历史必然。 
（四）现代法治作为法的价值理念及相关制度设计的综合体，已成为建立现

代经济、政治、文化的秩序前提和交往基础，是现代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不管

是法律的输出国还是输入国，彼此间法律的交流都不再是单向的和压制接受的，

而是应该相互依赖、相互借鉴，共同构建“异而趋同，同而存异”的法治文明格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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