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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法律发达史》

内容概要

《非洲法律发达史》主要内容：非洲，这一片美丽而神秘的土地，是最早诞生人类的地方，也是法律
发展最富有特色的地区。
一方面，非洲是最早形成法律的地方。早在公元前3500年前后，在非洲地埃及就已经出现了立法和司
法活动。虽然，这些活动因古代埃及国家的灭亡而不得不中断，但其中的许多制度和原则变成了原住
民的习惯而生存至今。由于非洲国家和民族众多，因而保存至今的各种习惯法也特别丰富繁多。
另一方面，非洲是最早开始移植外国法并予以本土化的地方。自公元前6世纪，随着波斯、希腊、罗
马、阿拉伯等入侵非洲，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法律也持续影响非洲法的发展。尤其是进入近代之后，非
洲成为了英、法、美、德西等殖民国家蚕食的对象，其法律体系，基本上也成为了英美法律和大陆法
系的派生支系。在移植外国法的基础上，非洲法也获得了发展。
此外，如同《非洲法律发达史》在各章中所展示的那样，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非洲各民族国家的
独立和崛起，各国立法和司法改革活动的活路，非洲各国为了解决各自所面临的发展问题，非洲也开
始出现了一些富有特色的制定法，在外贸、投资、农业、环境保护、旅游、卫生、教育等方面创建了
一些对发展中国家具有借鉴意义的法律制度和原则。
针对上述现状，华东政法学院法律史研究中心与湘潭大学法学院合作，共同编写了《非洲法律发达史
》一书，试图填补学术界的这一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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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勤华，男，1955年3月生，上海市人。华东政法学院教授，北京大学法学学士（1982年）和法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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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导论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非洲法的历史发展 第三节 非洲法的概念与非洲的法系问题第一章 古代埃
及法：早期非洲法的辉煌 第一节 古代埃及法的概况与历史沿革 第二节 古代埃及法的具体制度 第三节 
古代埃及法的特点与历史地位第二章 撒哈拉以北：非洲法的伊斯兰化 第一节 伊斯兰教在北非的传播 
第二节 北非伊斯兰教法的本土化 第三节 欧洲殖民冲击下的北非伊斯兰教法第三章 撒哈拉以南：非洲
习惯法 第一节 非洲习惯法概述 第二节 非洲习惯法的维持 第三节 非洲习惯法的内容第四章 近代非洲
法：西化与近代化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近代非洲法律的西方化 第三节 埃塞俄比亚和利比里亚 第四节 
非洲法近代化评说第五章 普通法系在非洲：以英属非洲法为中心 第一节 英国对非洲的殖民侵略 第二
节 英国法在非洲的间接称植 第三节 殖民地时期加纳的法律 第四节 普通法系对非洲本土法律体系的影
响第六章 大际法系在非洲：以法属非洲为中心 第一节 大陆法系国家在非洲的殖民统治 第二节 大陆法
在非洲的移植 第三节 殖民时期的马达加斯加法律 第四节 殖民时期的刚果（金）法律 第五节 葡萄牙法
与非洲习惯法第七章 当代非洲法：现代化与本土化 第一节 当代非洲法综述 第二节 当代非洲主要法律
制度 第三节 对当代非洲法的反思第八章 当代非洲法：普通法系 第一节 非洲普通法系概述 第二节 当
代尼日利亚法第九章 当代非洲法：大陆法系 第一节 非洲大陆法系概述 第二节 埃塞俄比亚法 第三节 
塞内加尔法第十章 当代非洲法：混合法系 第一节 非洲混合法概述 第二节 南非法 第三节 埃及法结语 
全球化背景下的非洲法一体化附录一 非洲国家法律大事年表附录二 关于非洲法的中外文书籍附录三 
关于非洲法的中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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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法律发达史》

编辑推荐

《非洲法律发达史》编辑推荐：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非洲各民族国家的独立和崛起，各国立法和
司法改革活动的活跃。非洲各国为了解决各自所面临的发展问题，非洲也开始出现了一些富有特色的
制定法，在外贸、投资、农业、环境保护、旅游、卫生、教育等方面创建了一些对发展中国家具有借
鉴意义的法律制度和原则。《非洲法律发达史》从非洲法的起源及演变等方面进行了相当全面地介绍
。并且附有非洲大事记，不失为一部介绍优秀的学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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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因为公司在非洲有工程项目，需要了解一下非洲大概的法律环境和法律习惯，而购买的此书。买
后因为时间原因没有从头到尾认真研读，只重点了解了一下工作中需要用到的知识。体裁偏学术，属
于比较正统的论文、学者学说性质，读后可以对非洲的法制史、当前的法律环境有所了解。讲非洲法
律的书太少了，完全不能和欧美国家的相比，这本算是不错的了。
2、这个老版书非常值得抢购啊！为什么不让发表评论啊！
3、书不错，非常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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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法律发达史》

精彩书评

1、昨天lipingbaba豆油说写写非洲。于是今天就着老本行，浅谈一下为什么非洲目前法律会如此混乱
，以及非洲法律该如何改革。 　　 　　 首先阐明,这里所说的非洲法律制度,乃法学界采取通说的黑非
洲.非洲的法律制度直到如今依然是以杂乱无序的状态存在着.一个国家能够同时有部落社会、宗教主
义社会以及民主社会的法律并存其中，和当地的生存状态一样，被爱好探索的法学家们称为五彩缤纷
的奇观。但这并非什么需要骄傲的事，如今的黑非洲依然战乱不断、问题不断，法律在维持社会稳定
的方面所尽的作用并未得到很好的体现。而非洲的经济一直得不到很好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
其极不健全的法律制度。 　　 　　 Africa来自拉丁文Aprica或希腊文Aphrike.意思为阳光灿烂之地,无寒
之地.非洲如今虽然以贫穷著称,但在过去,这块土地的无寒气候给在非洲生活的人类带来了丰富的食物
供应.而在非洲，对于土地的改造并不像亚洲或欧洲的平原一般的便利。于是乎，丰富的食物以及难以
改造的土地使得非洲人在推动社会生产力及生产发展方面的惰性。使得非洲长期处于部落制度的环境
下。其法律制度，自然也是与部落制相称。而部落文明的遗根，也是局限着非洲如今发展的原因之一
。 　　 　　 第一、非洲的部落文明相比较起其他地区的部落文明，在民事制度方面有很大的先进性
，根据西方法学家Orde-Browne的观点，非洲习惯法“与其说属于刑法性质的，还不如说是属于民法
性质的，几乎所有最严重、最特别的犯罪都是采用类似于仲裁而不是惩罚的制度进行处理”。这与大
部分法学家关于“法典设立的越早，其刑事立法就越详细、越完备”是不完全相反的。这正代表了非
洲部落内部制度在当时的先进性。这使得非洲人即便是在如今仍然愿意遵守某些部落的法律制度，而
排斥所谓的民主先进的法律制度。 　　 　　 第二、非洲的部落文明没有经过很好的消化，并没有完
全被取代。非洲在公元7世纪伊斯兰教派入侵北非开始，其自身的法律制度就开始受到外来的影响，
但是因为其自身制度某种程度的理性，使得伊斯兰教派也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非洲部落制度的习惯法
。而16世纪20年代开始，非洲被西方列强作为殖民地的乐土不断瓜分。当时的非洲大部分地方尚处于
部落社会，对于社会制度的强制性跃进使得非洲大部分人民并没有将西方所带来的法律作为必须的生
活规则，而只是一个暂时承受的外来物。而其本身部落内部的约束则依然植根于非洲人的生活当中。
在殖民地内部，为了更好的进行统治，英属及法属殖民地并反对非洲习惯法，只要不过分残忍或影响
到殖民地利益则采取默许的态度。这致使非洲的法律制度至今仍然处于没有原则的状态，也致使法律
没有深入人心，社会在日常生活中仍然没有先进民主的概念作为指导。这一点与中国有一定相似性，
因为草草的越过资本主义社会而进入共产主义这种让人不知所措的制度，使得人民对于个人权利以及
民主的具体内涵没有充分的认识，在行使法律上导致了法益与社会公益的不一致。 　　 　　 第三、
非洲的一直以部落为利益集团的基本单位，而非家庭或者个人。这使得社会之间一直拥有部落利己主
义的倾向。所谓部族利己主义，就是试图最大限度地维护自身利益不被侵犯，同时为谋取本部族更多
利益而不惜牺牲其他部族利益或国家整体利益。现代法学以个人以及国家为两个基本构成，而非洲社
会的部落利己主义恰恰是与现代法学背道而弛，再加上非洲拥有大量虔诚的伊斯兰教徒，使得非洲即
使在现代，依然不以法律为社会活动的准石；使得非洲的法制建设形同虚设，同时也使得战争被部落
或者教派所操纵。这也是非洲走向法制的最为困难的障碍。 　　 　　 而如今，非洲虽然摆脱了殖民
地的枷锁，成为了独立的国家，继承了殖民主义者留下的法律遗产。原宗主国的法律不但作为殖民地
欧洲人的属人法继续实施，在许多领域也作为共同法被独立各国确认和实施，只是废弃了一些违反国
家主权或带有歧视性和殖民主义色彩的条款。独立之初，非洲国家大都搬用了原宗主国的政体，原英
属殖民地国家一般采用所谓的“威斯敏斯特”式议会制，而多数原法属殖民地国家则仿照法国实行总
统制。但因为历史以及社会制度原因，套在黑非州身上的部落的烙印至今尚未消除，甚至乎许多国家
为了目前的稳定，在成文法及程序法上认可了许多部落的习惯法。加之部落矛盾，大国插手、政权基
础薄弱，人为的失误等因素，致使非洲国家政局动乱，政权更迭频繁，法制遭到践踏。非洲人的法律
意识不单没有增强，反而进入了混乱的状态。若果在封建制度下就宣称其公民人人平等，无异于将人
人平等的观点在该社会中变得扭曲。在目前，非洲的商法制度上与国际很大程度上进行了接轨，但民
法上却仍然处于蒙昧状态，许多国家仍然容许习惯法作为审判依据存在，这使得非洲当地人民的民事
法律观念至今仍然淡薄，法制观念不能深入人心，使得在社会活动方面有大量的阻碍。只有改革民法
，将部落习惯完完全剔除，方能够使非洲与其他各洲平起平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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