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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李永贞编著的《清朝则例编纂研究》分五章内容重点对清代则例的编纂进行系
统研究和分析。 **章，律例档案编纂渊源；第二章，清朝则例编纂概论；第三章，清朝
会典与则例编纂；第四章，清朝则例编纂详析；第五章，清朝则例编纂作用。 本书力图
从档案编纂学、史学、法学、考证学等多角度系统地对清代则例进行梳理和研究，以期
有助于研究清朝这一代大王朝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制度等。

内容简介

     《清朝则例编纂研究》由李永贞编著。 《清朝则例编纂研究》内容简介： 在
中国档案文献的编纂过程中，有关政典法令的汇编是从唐朝开始。在清朝，《大清会典
》、《大清会典则例》，清朝各部院的则例等，都是依据档案文献汇编纂修而成，是清
王朝通过立法治理国家、加强专制统治的重要手段。 清朝在会典与则例的编纂制定方面
，确立了一个基本原则：将指导总体的法律制度“律”立为典，具体的实施“细则”定
为则例。其法律效力与法典相同。这样，清代的行政立法就达到了以会典为大纲，以则
例为细目的规范化形式。清代则例的制定与发展，是我国早期行政立法史的一大贡献。

作者简介

     李永贞，女，1968年出生，中共党员，安徽阜阳师范学院副教授，法学硕士，
管理学博士，师从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著名的博士生导师刘耿生先生。主要
从事法学和文献编纂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先后在国内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20余篇，参与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省级、厅级科研项目多项，参编21世纪“十一五”*规划教材一部（



副主编），参编国家司法考试大词典一部（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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