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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文库·哲学社会科学类：民国政制史（套装全2册）》详细介绍了1911年至1936年民国政治
制度的设置和沿革，资料系统、翔实，“只客观地叙述变迁经过，分析法制要点，而不参以赞否之意
见”，对于我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尤其是对中华民国史的研究产生过重大影响。
《中国文库·哲学社会科学类：民国政制史（套装全2册）》由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1年最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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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钱端升，（1900～1990），字寿朋，生于上海。
著名法学家、政治学家、教育家。
曾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的起草工作，任宪法起草委员会顾问。
著有《中国的政府和政治》《比较宪法》（合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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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本书出版说明增订版序序上册第一编　中央政府第一章　临时政府时期（辛亥至民国元年三月）　　
第一节　临时政府之成立　　第二节　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之基本精神　　第三节　临时大总统　　第
一项　临时大总统之选举　　第二项　临时大总统之职权　　第三项　临时大总统之直辖机关　　第
四节　临时参议院　　第一项　临时参议院之构成　　第二项　临时参议院之职权　　第五节　行政
各部　　第一项　部之职权　　第二项　部之组织第二章　临时约法时期（元年三月至二年十一月）
　　第一节　临时约法之基本精神　　第二节　临时大总统　　第一项　临时大总统之职权　　第二
项　临时大总统之直属机关　　第一目　********　　第二目　国史馆　　第三节　临时约法中之参议
院　　第一项　参议院之组织　　第二项　参议院之职权　　第三项　参议院之会议　　第四项　参
议院委员会　　第四节　国务院　　第一项　国务员与国务总理　　第二项　国务会议　　第三项　
国务院及其附属各机关　　第一目　国务院秘书厅　　第二目　法制局　　第三目　铨叙局　　第四
目　印铸局　　第五目　蒙藏事务局　　第六目　临时稽勋局　　第七目　法典编纂会　　第八目　
全国水利局　　第五节　行政各部　　第一项　部之职权⋯⋯第三章　新约法时期（二年十一月至五
年六月）第四章　法统争执时期（五年六月至十三年十一月）第五章　法统放弃时期（十三年十一月
至十七年五月工资）第六章　初期之国民政府（十四年七月至十七年十月）第七章　近年之国民政府
（十七年十月至现今）附录一附录二附录三附录四附录五附录六附录七附录八附录九附录十附录十一
附录十二下册第二编　省制第一章　省行政机关第二章　地方军政机关第三章　省议会第四章　省临
时参议会第五章　省司法机关第六章　特别区域行政机关第七章　省县间之行政组织第三编　县制第
一章　县组织法规沿革第二章　县行政机关第三章　县议会及县参议会第四章　县司法机关第五章　
县之下级组织第六章　各省县组织概略第四编　市制第一章　市组织法规沿革第二章　北京政府时代
之市制第三章　国民政府成立后之市制第四章　各市组织概略参考书目（一）参考书目（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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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节临时政府之成立　　辛亥八月十九日，即阳历十月十日，民军在武昌起义，各省纷纷响应
。
革命之目的，虽同为推翻清室，而各省之间，则缺乏统一组织。
九月十九日（阴历，以下在民元元旦前，均用阴历），由湖北都督府通电各省，请派全权委员，赴鄂
组织临时政府。
然而上海之在当时，实为革命人士之集中点，亦已进行组织政府，九月二十一日，苏督程德全，及浙
督汤寿潜联电沪督陈其美，提议在上海设立临时会议机关，并附有集议方法如次：　　一、各省旧咨
议局，各举代表一人；　　二、各省现时都督府，各派代表一人，均常驻上海；　　三、以江苏省教
育总会为招待所；　　四、两省以上代表到会，即行开议；续到者，随到随与议。
　　九月二十二日，即以江苏都督代表雷奋、沈恩孚，浙江都督府代表姚桐豫、高尔登名义，通电各
省，请派代表来沪；二十五日，依“两省以上，代表到会，即行开议”之规定，在上海开第一次会议
，议决定名为“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
九月三十日，议决承认武昌为民国中央军政府，以鄂军都督执行中央政务。
十月初三日，湖北都督府代表居正、陶凤集到沪与会，表示鄂都督希望各省派全权委员，赴鄂组织临
时政府。
四日，联合会议决各省代表除赴武昌者外，各省仍留一人在沪，赴武昌者，会议组织临时政府，留沪
者，则负通信联络之责。
　　各省代表抵鄂时，汉阳为清军所夺，武昌危殆，于是假汉口英租界顺昌洋行为代表联合会会场，
于十月初十日开第一次会议，推谭人凤为议长。
十二日，议决先行起草“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并推雷奋、马君武、王正廷为起草员。
十三日，即议决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二十一条，即行宣布。
到会签名之代表，计有湘、鄂、桂、苏、浙、闽、皖、直、鲁、豫等十省。
十月十二日，革命军克服南京，十四日，联合会即议决以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
各代表陆续前往南京。
但以总统人选问题，难于解决，直至十一月，临时政府尚未组成。
适孙中山于十一月初六日到沪，于是决定于初十日开选举临时大总统会，内定孙氏为大总统。
及期，到会者奉、直、豫、鲁、晋、陕、苏、皖、赣、闽、浙、粤、桂、湘、鄂、川、滇十七省。
每省一票，孙中山以十六票当选。
十一月十三日为阳历一月一日，代表联合会即议决中华民国纪元，改用阳历。
孙中山于元旦在南京就职，临时政府之组织方告成功。
　　第二节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之基本精神　　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系辛亥十月十三日公布，临时政府则
于十一月十三日即民国元年元旦成立。
元年一月二日，大纲曾经修改，惟大纲中之整个政制，并无多大变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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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国政制史(上下哲学社会科学类)/中国文库》编著者钱瑞升等。
    本书是“世纪文库”之一，书中详细介绍了1911至1936年民国政治制度的设置和沿革，一如作者在
增订版序中所说，“只客观地叙述变迁经过，分析法制要点，而不参以赞否之意见”。
《民国政制史》全本严谨的学术研究的立场，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国政制史>>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