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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_A1_95_E5_A4_8D_E4_c67_474365.htm 第五章 清末及中华民

国时期的法律制度 1.（ ）年颁布的《 》由（ ）编订，是中国

历史上第一个宪法性文件。 2.《 》是清政府于（ ）年颁布的

一部过渡性法典。 3.《 》是清政府于（ ）年公布的一部专门

刑法典，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近代意义上的专门刑法典。

4.《 》是清政府于（ ）年完成的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专门民法

典草案。 5.外国在华领事裁判权正式确立于（ ）年在香港公

布的《 》及随后签订的《 》中。 6.（ ）年通过的《 》第一

次以法律形式宣告废除封建帝制，以美国的国家制度为蓝本

，确立了（ ）政体，规定实行（ ）原则；在其基础上，《 》

将原来的（ ）制改为（ ）制，具有中华民国临时宪法的性质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的法律文件。 7.

（ ）年通过的《 》是北洋政府时期的第一部宪法草案。 8.《 

》又称“ ”，是军阀专制全面确立的标志。 9.《 》俗称（ ）

， 是中国近代史上公布的第一部正式的“宪法”。 10.《 》

是分编草拟分期公布的，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正式颁行的民

法典。 11.“ ”的制定，标志着国民党政府虚伪的“实施宪政

”活动的破产。 12.清末商事立法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

，商事立法主要由（ ）负责；在第二阶段，主要商事法典改

由（ ）主持起草，经（ ）和（ ）审议后请旨颁行。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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