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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有一个中国主权影响不到的地方，叫“租界”。自从 1842 年中英签订《南京条约》

之后，中国开辟了商港，外国取得了以领事裁判权为代表的各种不平等条约的特权。以此为

契机，上海出现了“华洋杂居”的租界。尤其在上海公共租界，以英国人为首的工部局承担

了租界的自治，以及治安维持，保护租界外国人的生命及其财产的安全。因此，上海这一城

市发展为东亚的商业贸易中心，中国民族企业也在外国特权和西欧近代法的保护下，呈现出

非常显著的成长。在此上海租界里，于十九世纪中叶成立了中外合作法院会审公廨，其中由

中国和外国会审官(法官)共同处理在租界里发生的华洋诉讼以及中国人之间的民事案件。在

以往的研究中，往往将会审公廨视为“帝国主义侵略的象征”，但在同时也给予其“促进中

国法制近代化的近代式法院”的评价。总得来说，由于缺乏相关史料，迄今为止，有关会审

公廨的研究仍然不是很充分。然而，涉及到各个国家利益博弈的上海租界，关于会审公廨的

问题不仅不能忽视，更是具有当代意义的重要课题。 

1911 年，会审公廨的控制权从中国当局移动到驻沪领事团。此后，以在会审公廨最具影

响力的英国会审官为中心，进行了会审公廨的改组，同时也制定了会审公廨诉讼律（Rules of 

Procedure）。由此，作为被告的中国人一律必须接受严格的诉讼程序。但，在事实上，英国

会审官按照以往的公廨惯例，考虑到中国人社会的特殊情况而决定诉讼程序。譬如，由于会

审公廨与上海总商会(上海有代表性的华商团体)有密切合作关系，如果上海总商会的会员成

为被告，会审公廨允许“会员特别优待权”而免除此人的拘留和交保义务，并由总商会替会

员承担责任，以便保持商人的体面。 

同时，这一诉讼律是由领事团考虑到公共租界的国际性而编纂的，与案件有利害的其他

各国会审官也可以出庭。由此，不熟悉公廨惯例的会审官在主导决定诉讼程序的时候，往往

发生了各种问题。 

进而，为了抗拒公廨过于严格的诉讼程序，一些中国人在葡萄牙、西班牙等外国领事馆登

录，取得外国藉而利用“不平等条约特权”的领事裁判权，逃避公廨的审判以及逮捕、拘留

命令。会审公廨最终也无法完全把握这类中国人。换言之，在当时的中国人眼中，毕竟外国

领事馆是给予自己庇护的一个机关。就此意义而言，在由会审公廨主导的上海租界里，从清

代继承而来的基本社会框架仍无实质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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