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eneral In
formation]
书名=德国法律发达史
作者=何勤华主编
SS号=1064769
7
页数=530
下载位置=looklo
oklook (200
80222)



封面页
书名页
版权页
前言页
目录页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德国法
的历史发展
        一、日
耳曼部族法时期
        二、法
兰克王国时期
        三、德
意志王国时期
        四、走
向统一时期
        五、德



意志帝国时期
        六、魏
玛共和国时期
        七、法
西斯统治时期
        八、两
个德国并立时期
        九、德
国重新统一时期
    第二节 法律渊
源
        一、欧
洲联盟法
        二、联
邦宪法
        三、联
邦法律和行政法规



        四、州
的法律和法规
        五、习
惯法
        六、判
例
        七、学
说
    第三节 法律教
育和法律职业
        一、法
律教育
        二、法
律职业
    第四节 法学家
的作用
        一、塞



西斯
        二、西
哈鲁德
        三、菲
哈尔德
        四、修
瓦兹恩伯格
        五、卡
尔普查夫
        六、普
芬道夫
        七、胡
果
        八、萨
维尼
        九、普
赫塔



        十、温
德海得
        十一、
耶林
        十二、
祁克
        十三、
拉邦德
        十四、
奥托·迈尔
        十五、
费尔巴哈
        十六、
拉德勃鲁赫
    第五节 德国法
的历史地位
        一、德



国法与英美法
        二、德
国法与法国法
        三、德
国法的历史地位
第二章 宪法
    第一节 德意志
帝国成立以前的立宪活动
        一、1
9世纪前斯德意志邦国的
立宪活动
        二、法
兰克福宪法
        三、普
鲁士宪法
        四、北
德意志联邦宪法



    第二节 187
1年德意志帝国宪法
        一、德
意志帝国宪法的制定
        二、德
意志帝国宪法的主要内容
        三、德
意志帝国政制的运行
    第三节 魏玛宪
法
        一、魏
玛宪法的制定
        二、魏
玛宪法的主要内容
        三、魏
玛宪法体制的实施及崩溃
    第四节 波恩基



本法
        一、波
恩基本法的成立
        二、波
恩基本法的主要内容
        三、1
990年以前对基本法的
修改
    第五节 德意志
民主共和国宪法
    第六节 宪法法
院制度
        一、德
国宪法法院制度的形成
        二、联
邦宪法法院的组织
        三、联



邦宪法法院的职权
        四、联
邦宪法法院的效用
    第七节 两德统
一后宪法制度的发展
        一、统
一后德国的基本政治制度
        二、德
国统一引起的关于制定新
宪法与修改基本法的争论
        三、德
国统一以来对基本法的修
改及其引起的争论
第三章 行政法
    第一节 概述
        一、德
国行政法的概念



        二、德
国行政法的渊源
        三、德
国行政法学的发展
    第二节 行政行
为
        一、行
政行为的概念
        二、行
政行为的分类
        三、行
政行为的程序
        四、行
政行为的无效、撤销和废
止
    第三节 公务员
制度



        一、德
国公务员制度的确立
        二、德
国公务员的录用及管理
        三、德
国公务员的薪俸及其他权
利
        四、德
国公务员的义务及惩戒
    第四节 行政法
院制度
        一、行
政法院制度的形成
        二、行
政法院的组织与结构
        三、行
政法院对案件的审理



        四、行
政法院判决的实施和执行
    第五节 行政赔
偿制度
        一、行
政赔偿制度的历史
        二、《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国家赔
偿法》
        三、德
国的行政赔偿责任
    第六节 德国行
政法领域的新动向
第四章 民商法
    第一节 概述
        一、德
国的民法概念



        二、德
国的商法概念
        三、德
国民法与德国商法的关系
    第二节 190
0年《德国民法典》
        一、制
定德国民法典之争
        二、民
法典的制定及其理论基础
        三、民
法典的基本内容和特点
        四、民
法典的学术成就
        五、《
德国民法典》对《法国民
法典》的继承与发展



    第三节 190
0年《德国商法典》
        一、德
国商法的变迁
        二、1
900年商法典的基本内
容
        三、《
德国商法典》与《德国民
法典》的关系
    第四节 第二次
世界大战前德国民法的发
展演变
        一、帝
政时期
        二、魏
玛共和国时期



        三、纳
粹统治时期
    第五节 第二次
世界大战后德国民商法的
发展演变
        一、1
949年基本法对联邦德
国私法的影响
        二、战
后德国民法的变革
        三、战
后德国商法的变革
        四、《
德国民法典》的最新发展
第五章 经济法
    第一节 德国经
济法概述



        一、德
国经济法的社会根源
        二、德
国经济法的法律界定
    第二节 德国经
济法的沿革
        一、德
国经济法的起步
        二、2
0世纪上半叶德国经济法
的发展
    第三节 德国经
济法的新发展
        一、德
国经济法新发展的动因
        二、德
国经济法新发展概况



    第四节 德国经
济法制
        一、《
反对不正当竞争法》
        二、《
反对限制竞争法》
        三、《
德意导联邦银行法》
        四、《
经济稳定与增长促进法》
        五、《
证券交易法》
    第五节 德国劳
动法
        一、德
国劳动法的历史渊源与法
律渊源



        二、德
国劳动法的种类及其机构
设置
        三、德
国劳动法的基本内容
    第六节 德国社
会保障法
        一、德
国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形
成
        二、德
国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内
容
    第七节 德国环
境法
        一、德
国环境法的基本原则



        二、德
国环境法内容简介
        三、德
国环境法的法律救济
第六章 刑法
    第一节 概述
        一、资
本主义刑法的创立与初步
改革
        二、资
产阶级刑法的蜕变
        三、资
产阶级刑法的分立和重建
        四、德
国刑法的重新统一
    第二节 187
1年刑法典



        一、1
871年刑法典的制定
        二、1
871年刑法典的结构和
内容
        三、1
871年刑法典的特征
    第三节 187
1年后德国刑法的变化
        一、刑
法的初步发展(1871
年-1933年)
        二、法
西斯政权统治时期刑法的
蜕变(1933年-19
45年)
        三、战



后刑法的恢复发展(19
45年-1975年)
    第四节 197
5年刑法典
        一、1
975年刑法典的制定
        二、1
975年刑法典的主要内
容
        三、1
975年刑法典的特点
    第五节 197
5年后德国刑法的发展
        一、适
应刑事政策的发展，进一
步贯彻教育刑思想
        二、注



重对经济犯罪的惩罚，形
成独立的经济刑法体系
        三、积
极履行国际义务，加强对
国际性犯罪的惩治
        四、适
应犯罪观念的变化，对堕
胎行为“非犯罪化”
        五、加
强了对环境的刑法保护
        六、颁
布反腐败法，严重贿赂犯
罪
    第六节 德国刑
法理论的进步
        一、康
德、黑格尔的报应刑论



        二、费
尔巴哈的心理强制说
        三、李
斯特的目的刑论
        四、第
一次世界大战后至第二次
世界大战结束时期德国主
要的刑法理论
        五、威
尔哲尔的目的刑法理论
    第七节 德国刑
法理论主要问题简介
        一、刑
法
        二、犯
罪概念
        三、犯



罪构成论
        四、行
为论
        五、因
果关系学说
        六、故
意中的认识错误
        七、过
失中的注意义务
        八、紧
急避险
        九、共
同的犯罪理论
第七章 司法制度
    第一节 法院制
度
        一、德



国法院体制
        二、德
国法院组织
    第二节 诉讼制
度
        一、民
事诉讼制度
        二、刑
事诉讼制度
    第三节 检察制
度
        一、检
察机关组织
        二、检
察机关的职权
        三、检
察机关官员的任免



第八章 涉外经济法
    第一节 概述
        一、德
国对外经济政策与法律
        二、德
国法与欧共体法
    第二节 德国的
贸易法律制度
        一、1
961年的《对外经济法
》
        二、进
口管理制度
        三、出
口管理制度
        四、海
关与关税



    第三节 德国的
投资政策与法律
        一、外
国对德国的投资
        二、德
国对外直接投资
        三、投
资鼓励措施
        四、与
投资有关的法律和法规
        五、中
德贸易关系
    第四节 德国海
外投资保险制度
        一、关
于投资保险的范围
        二、投



资保险的基本内容
    第五节 德国的
外汇政策与国际金融管理
        一、德
国的外汇政策
        二、国
际金融管理
        三、法
兰克福金融市场
    第六节 外国人
在德国的居留与工作许可
        一、进
入德国的签证
        二、工
作许可
        三、外
国人在德国设立公司



        四、外
国公司的纳税问题
    第七节 国际经
济纠纷的解决：诉讼与仲
裁
        一、法
律渊源
        二、国
际私法中的有关规定
        三、关
于承认与执行外国民商事
判决的规定
        四、关
于承认与执行外国的商事
仲裁
附录1 主要参考书目
附录2 德国法律年表



附录页


	封面页�
	书名页�
	版权页�
	前言页�
	目录页�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德国法的历史发展�
	一、日耳曼部族法时期�
	二、法兰克王国时期�
	三、德意志王国时期�
	四、走向统一时期�
	五、德意志帝国时期�
	六、魏玛共和国时期�
	七、法西斯统治时期�
	八、两个德国并立时期�
	九、德国重新统一时期�

	第二节 法律渊源�
	一、欧洲联盟法�
	二、联邦宪法�
	三、联邦法律和行政法规�
	四、州的法律和法规�
	五、习惯法�
	六、判例�
	七、学说�

	第三节 法律教育和法律职业�
	一、法律教育�
	二、法律职业�

	第四节 法学家的作用�
	一、塞西斯�
	二、西哈鲁德�
	三、菲哈尔德�
	四、修瓦兹恩伯格�
	五、卡尔普查夫�
	六、普芬道夫�
	七、胡果�
	八、萨维尼�
	九、普赫塔�
	十、温德海得�
	十一、耶林�
	十二、祁克�
	十三、拉邦德�
	十四、奥托·迈尔�
	十五、费尔巴哈�
	十六、拉德勃鲁赫�

	第五节 德国法的历史地位�
	一、德国法与英美法�
	二、德国法与法国法�
	三、德国法的历史地位�


	第二章 宪法�
	第一节 德意志帝国成立以前的立宪活动�
	一、19世纪前斯德意志邦国的立宪活动�
	二、法兰克福宪法�
	三、普鲁士宪法�
	四、北德意志联邦宪法�

	第二节 1871年德意志帝国宪法�
	一、德意志帝国宪法的制定�
	二、德意志帝国宪法的主要内容�
	三、德意志帝国政制的运行�

	第三节 魏玛宪法�
	一、魏玛宪法的制定�
	二、魏玛宪法的主要内容�
	三、魏玛宪法体制的实施及崩溃�

	第四节 波恩基本法�
	一、波恩基本法的成立�
	二、波恩基本法的主要内容�
	三、1990年以前对基本法的修改�

	第五节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宪法�
	第六节 宪法法院制度�
	一、德国宪法法院制度的形成�
	二、联邦宪法法院的组织�
	三、联邦宪法法院的职权�
	四、联邦宪法法院的效用�

	第七节 两德统一后宪法制度的发展�
	一、统一后德国的基本政治制度�
	二、德国统一引起的关于制定新宪法与修改基本法的争论�
	三、德国统一以来对基本法的修改及其引起的争论�


	第三章 行政法�
	第一节 概述�
	一、德国行政法的概念�
	二、德国行政法的渊源�
	三、德国行政法学的发展�

	第二节 行政行为�
	一、行政行为的概念�
	二、行政行为的分类�
	三、行政行为的程序�
	四、行政行为的无效、撤销和废止�

	第三节 公务员制度�
	一、德国公务员制度的确立�
	二、德国公务员的录用及管理�
	三、德国公务员的薪俸及其他权利�
	四、德国公务员的义务及惩戒�

	第四节 行政法院制度�
	一、行政法院制度的形成�
	二、行政法院的组织与结构�
	三、行政法院对案件的审理�
	四、行政法院判决的实施和执行�

	第五节 行政赔偿制度�
	一、行政赔偿制度的历史�
	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国家赔偿法》�
	三、德国的行政赔偿责任�

	第六节 德国行政法领域的新动向�

	第四章 民商法�
	第一节 概述�
	一、德国的民法概念�
	二、德国的商法概念�
	三、德国民法与德国商法的关系�

	第二节 1900年《德国民法典》�
	一、制定德国民法典之争�
	二、民法典的制定及其理论基础�
	三、民法典的基本内容和特点�
	四、民法典的学术成就�
	五、《德国民法典》对《法国民法典》的继承与发展�

	第三节 1900年《德国商法典》�
	一、德国商法的变迁�
	二、1900年商法典的基本内容�
	三、《德国商法典》与《德国民法典》的关系�

	第四节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德国民法的发展演变�
	一、帝政时期�
	二、魏玛共和国时期�
	三、纳粹统治时期�

	第五节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民商法的发展演变�
	一、1949年基本法对联邦德国私法的影响�
	二、战后德国民法的变革�
	三、战后德国商法的变革�
	四、《德国民法典》的最新发展�


	第五章 经济法�
	第一节 德国经济法概述�
	一、德国经济法的社会根源�
	二、德国经济法的法律界定�

	第二节 德国经济法的沿革�
	一、德国经济法的起步�
	二、20世纪上半叶德国经济法的发展�

	第三节 德国经济法的新发展�
	一、德国经济法新发展的动因�
	二、德国经济法新发展概况�

	第四节 德国经济法制�
	一、《反对不正当竞争法》�
	二、《反对限制竞争法》�
	三、《德意导联邦银行法》�
	四、《经济稳定与增长促进法》�
	五、《证券交易法》�

	第五节 德国劳动法�
	一、德国劳动法的历史渊源与法律渊源�
	二、德国劳动法的种类及其机构设置�
	三、德国劳动法的基本内容�

	第六节 德国社会保障法�
	一、德国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形成�
	二、德国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内容�

	第七节 德国环境法�
	一、德国环境法的基本原则�
	二、德国环境法内容简介�
	三、德国环境法的法律救济�


	第六章 刑法�
	第一节 概述�
	一、资本主义刑法的创立与初步改革�
	二、资产阶级刑法的蜕变�
	三、资产阶级刑法的分立和重建�
	四、德国刑法的重新统一�

	第二节 1871年刑法典�
	一、1871年刑法典的制定�
	二、1871年刑法典的结构和内容�
	三、1871年刑法典的特征�

	第三节 1871年后德国刑法的变化�
	一、刑法的初步发展(1871年-1933年)�
	二、法西斯政权统治时期刑法的蜕变(1933年-1945年)�
	三、战后刑法的恢复发展(1945年-1975年)�

	第四节 1975年刑法典�
	一、1975年刑法典的制定�
	二、1975年刑法典的主要内容�
	三、1975年刑法典的特点�

	第五节 1975年后德国刑法的发展�
	一、适应刑事政策的发展，进一步贯彻教育刑思想�
	二、注重对经济犯罪的惩罚，形成独立的经济刑法体系�
	三、积极履行国际义务，加强对国际性犯罪的惩治�
	四、适应犯罪观念的变化，对堕胎行为“非犯罪化”�
	五、加强了对环境的刑法保护�
	六、颁布反腐败法，严重贿赂犯罪�

	第六节 德国刑法理论的进步�
	一、康德、黑格尔的报应刑论�
	二、费尔巴哈的心理强制说�
	三、李斯特的目的刑论�
	四、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期德国主要的刑法理论�
	五、威尔哲尔的目的刑法理论�

	第七节 德国刑法理论主要问题简介�
	一、刑法�
	二、犯罪概念�
	三、犯罪构成论�
	四、行为论�
	五、因果关系学说�
	六、故意中的认识错误�
	七、过失中的注意义务�
	八、紧急避险�
	九、共同的犯罪理论�


	第七章 司法制度�
	第一节 法院制度�
	一、德国法院体制�
	二、德国法院组织�

	第二节 诉讼制度�
	一、民事诉讼制度�
	二、刑事诉讼制度�

	第三节 检察制度�
	一、检察机关组织�
	二、检察机关的职权�
	三、检察机关官员的任免�


	第八章 涉外经济法�
	第一节 概述�
	一、德国对外经济政策与法律�
	二、德国法与欧共体法�

	第二节 德国的贸易法律制度�
	一、1961年的《对外经济法》�
	二、进口管理制度�
	三、出口管理制度�
	四、海关与关税�

	第三节 德国的投资政策与法律�
	一、外国对德国的投资�
	二、德国对外直接投资�
	三、投资鼓励措施�
	四、与投资有关的法律和法规�
	五、中德贸易关系�

	第四节 德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
	一、关于投资保险的范围�
	二、投资保险的基本内容�

	第五节 德国的外汇政策与国际金融管理�
	一、德国的外汇政策�
	二、国际金融管理�
	三、法兰克福金融市场�

	第六节 外国人在德国的居留与工作许可�
	一、进入德国的签证�
	二、工作许可�
	三、外国人在德国设立公司�
	四、外国公司的纳税问题�

	第七节 国际经济纠纷的解决：诉讼与仲裁�
	一、法律渊源�
	二、国际私法中的有关规定�
	三、关于承认与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的规定�
	四、关于承认与执行外国的商事仲裁�


	附录1 主要参考书目�
	附录2 德国法律年表�
	附录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