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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中国政治制度史（第2版）》分别叙述了自古以来至1949年中国诸种重要典
章制度的发展变化，同时考察了必然要受到各时期国体和政治体制统率和制约的各种单行制度。
依据政治制度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内涵，梳理和总结了中国政治制度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借以在洞悉政
治制度“来龙”的基础上，把握“去脉”，使新的论述有所依凭，扎实跟进。
《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中国政治制度史（第2版）》在阐述一般规律的同时，重点分析其特殊性；在
叙述制度的同时，重点分析其利弊和特点，进行动态的研究，拓展和丰富政治制度史的内容。
全书内容充实，资料丰富，语言生动，是适用面宽而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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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韦庆远，1928年生。
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教授。
曾先后受聘为中央民族大学、英国牛津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台湾政治大学、香港城市大学、香港珠
海书院客座教授。
主要著作有《清末宪政史》、《明代黄册制度》、《档房论史文编》、《明清史辨析》、《明清史新
析》、《隆庆皇帝大传》、《中国官制史》(合著)、《中国政治制度史》等。
　　柏桦，1953年出生。
现任南开大学法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著作有《中国帝王宫——宫省制度与中国古代政治》、《天子·帝宫·政道——中国古代宫省治
道透析》、《明清州县官群体》、《明代州县政治体制研究》、《中国官制史》(合著)等，发表论
文40余篇。
目前从事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法律制度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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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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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启示 第二章　王权和皇权制度　第一节　王权制度　　一、王权制度的形成过程　　二、王权的体
现形式　　三、对王权的制约　第二节　霸主和集权制度　　一、霸主的出现和体现权力的形式　　
二、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和君权的体现形式　第三节　皇帝制度　　一、王朝的最高首脑——皇帝　
　二、皇帝的名位制度　　三、皇帝的权限和行使方式　第四节　王位、皇位继承和宗室制度　　一
、王位继承——嫡子制度的确立　　二、皇位继承——保护和防范措施　　三、宗室分封——皇权专
制的痼疾　第五节　皇权的变态形式——外戚和宦官擅权    一、后宫制度与外戚政治    二、宫省制度
与宦官政治　第六节　君主专制政体转向君主立宪政体的失败试验　　一、谘议局和资政院　　二、
《钦定宪法大纲》和《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　　三、责任内阁 第三章　中枢辅政制度及运行机制　
第一节　贵族辅政制　　一、夏商周三代的贵族辅政制　　二、秦汉以后早期国家的贵族辅政制　第
二节　宰相开府辅政制　　一、宰相开府辅政制的形成和发展　　二、宰相开府辅政制的运作方式及
特点　第三节　宰相参议辅政制　　一、 帝宫层次与中外朝官　　二、宰相参议辅政制的沿革　第四
节　宰相奉命拟旨辅政制　第五节　清末的责任内阁　第六节　辅政制度的发展规律及其特点 第四章
　中央政务体制及运行机制　第一节　中央政务体制的发展概况　　一、早期国家中央政务体制的初
建　　二、两寮六大到文武分职的政务管理体制　　三、三公九卿与中朝官尚书政务管理体制　　四
、公省监台卿卫政务管理体制　　五、以《周礼》为本的政务管理体制　　六、以三省六部为核心的
政务管理体制　　七、诸使差遣负责制的政务管理结构　　八、“因俗而治”的政务管理结构　　九
、以一省制为核心的政务管理体制　　十、以六部为主体的政务管理体制　　十一、晚清的中央政务
管理体制　第二节　中央政务机构的运行机制　　一、相府与诸卿政务系列的运行机制　　二、相府
、尚书诸曹与诸卿政务系列的运行机制　　三、六部与寺监政务系列的运行机制　　四、部院寺监府
政务系列的运行机制　第三节　中央政务管理体制的发展规律及其特点 第五章　地方行政体制及其运
行机制　第一节　历代疆土和地方行政区　第二节　行政区名称的由来及级别变化　第三节　地方行
政管理体制　　一、先秦地方行政管理体制　　二、秦以后的地方行政管理体制　第四节　少数民族
地区管理制度　　一、西域都护和民族校尉　　二、羁縻府州和都护府　　三、土官制度和改土归流
　　四、蒙藏地区的特别管辖 第六章　法律制度　第一节　法规的制定和沿革　　一、古代法规的概
况　　二、清末对法规的修订　第二节　司法行政制度　　一、中央司法行政制度　　二、地方司法
行政制度　　三、司法行政运行机制及特点　第三节　司法审判制度　　一、诉讼制度　　二、拘捕
和证据制度　　三、审判制度　　四、监狱制度　　五、诉讼师与辩护制度 第七章　监察制度　第一
节　监察行政体制　　一、中央直接控制的监察行政体制　　二、各级政府部门的监察行政体制　第
二节　监察的职能　　一、对上的谏诤　　二、对下的监督弹劾　　三、对左右的牵制监督　第三节
　监察的主要方法　　一、检核簿册法　　二、举劾案章法　　三、连坐告密法　　四、遣吏巡行法
　　五、牵制监督法　　六、密查侦缉法　　七、密奏传呈法　第四节　监察制度的特点及其利弊 第
八章　军事制度　第一节　兵役制度　　一、郡县兵役制　　二、谪罪兵役制　　三、招募兵役制　
　四、世袭兵役制　　五、发奴为兵制　　六、民壮兵役制　第二节　军事编制与兵种配制　　一、
军事编制(附表)　　二、兵种配置　　三、军事装备的生产与制造　第三节　军事管理制度　　一、
军事领导与指挥制度　　二、军事后勤供应制度　　三、军事刑罚制度 第九章　财政经济制度　第一
节　财政收支制度　　一、赋税制度　　二、徭役制度　　三、土贡制度　　四、财政的收支与管理
　第二节　财政行政体制　　一、中央财政行政体制　　二、地方财政行政体制　第三节　经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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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先秦国家经济管理体制的形成　　二、秦以后经济管理体制的发展变化 第十章　科技文教卫
生等制度　第一节　科学技术机构和管理制度　　一、天文历象机构和管理制度　　二、技术生产机
构和管理制度　　三、图书管理和研究机构　第二节　文教卫生机构和学校制度　　一、文化教育机
构和管理制度　　二、医药卫生机构和管理制度　　三、教育制度 第十一章　文书玺印符节等制度　
第一节　文书制度　　一、诏敕和奏章　　二、国家机关之间的公文形式　　三、文书工作制度　第
二节　玺印符节制度　　一、玺印制度　　二、符节制度　　三、玺印符节的管理制度 第十二章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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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与主官的关系 第十三章　职官管理制度　第一节　官吏选拔制度　　一、荐举制度　　二、科举制
度　　三、征辟制度　　四、荫袭制度　　五、其他入仕途径　　六、官吏选拔制度的特点　第二节
　任用制度　　一、任用种类　　二、任用方法　　三、任用限制　第三节　考课和奖惩制度　　一
、先秦的考课和奖惩制度　　二、秦以后的考课制度　　三、奖惩制度　第四节　等级和俸禄制度　
　一、等级制度　　二、章服乘舆制度　　三、俸禄制度（附表） 　第五节　休假退休和抚恤制度　
　一、休假制度　　二、退休制度　　三、抚恤制度下编：中华民国政治制度(1912-1949年) 第一章　
中华民国政治制度概论　第一节　中华民国政治制度的发展阶段　第二节　中华民国政治制度的形成
及特点 第二章　政党制度　第一节　民国初年的政党政治　第二节　中国国民党一党专政制　第三节
　国共两党合作制 第三章　议会制度　第一节　参议院（临时参议院）　第二节　变化无常的国会　
第三节　国民参政会与国民大会　　一、国民参政会　　二、政治协商会议　　三、国民党包办的国
民大会　第四节　议会制度的评析 第四章　元首制度　第一节　元首的产生和任期　第二节　元首的
名称和职权　　一、临时大总统  　　二、大总统  　　三、临时总执政  　　四、大元帅  　　五、总
裁会议  　　六、国民政府委员会　　七、国民政府主席　　八、总统  　第三节　中华民国元首制的
特点 第五章　政府体制　第一节　北洋政府的责任内阁与辅政内阁　第二节　南京国民政府五院制　
　一、立法院　　二、行政院　　三、司法院　　四、考试院　　五、监察院　　六、五院制与国民
政府的关系　第三节　中央政务体制及运行机制　　一、总统府与部会政务系列的运行机制　　二、
以党统政的政务系列的运行机制　　三、以部会为主体的政务管理体制　第四节　地方行政制度　　
一、疆土和地方行政区划　　二、地方行政管理体制　　三、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第六章　法律制度　
第一节　中华民国的法规　第二节　司法审判机构　第三节　诉讼审判制度　　一、审级制度　　二
、检察制度　　三、审判制度　　四、监狱制度　第四节　辩护和公证制度　　一、律师制度　　二
、公证制度 第七章　监察、考试与任用制度　第一节　监察制度　　一、监察机构　　二、监察部门
的主要职权　第二节　考试制度　第三节　任用制度　　一、官吏及公务员的等级与任用　　二、官
吏及公务员的资格　　三、官吏及公务员的甄别与考绩　　四、奖惩、抚恤、退休等制度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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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中国政治制度史（第2版）》是我们以前编著出版两部《中国政治制度史》的订正和较大幅度
的充实。
　　此前的两部《中国政治制度史》，是指1989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按朝代顺序编写的版
本，1991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按行政、立法、司法、军事、财政、监察、文教、礼仪等系列单
行制度的发展为线索编写的版本。
这两部主题相同而体裁有别的书籍，在10多年的使用期间，都曾经重印多次，并都曾得到过海内外读
者的殷切关爱，我国台港及日本一些院校有关专业也选用为教材，或指定为必读参考书。
10余年来，读者们曾经给我们提出许多鼓励、批评和修改的意见，有些读者还曾多次来信，甚至要求
会面以表达意见，对于读者诸君的厚意隆情，我们一直铭感在心，他们提出的宝贵意见，也被尽可能
地吸收到本部教材之中。
　　在重新撰写新著的时候，首先碰到的重大问题，就是在上述两种叙述体裁中，选用哪一种更为合
适？
哪一种体裁的表达较为简明，提供的政治制度史知识较为切于实用？
我们对此产生过很大的犹豫。
　　其实，按照朝代顺序的先后，以某一朝代的政治制度作为叙述对象的横切性叙述，与打破朝代间
隔、按照不同专门制度的传承调整和更新的竖切性论述，在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中经常使用，也是并
行不悖的研究方法，各有优长。
以朝代的政治制度为叙述对象，可以更清晰地看到某朝代政治制度的规模和特点；按照专门问题纵向
地论述，则便于看到4 000余年来相关制度的嬗变和利弊兴革，两者之间本来是可以纵横相济，互相参
照和补充的，但是，作为一部篇幅有限的教材，则势难兼顾，必须在两者之中有所侧重。
　　这部《中国政治制度史（第2版）》，我们决定采用以竖切为主，分别叙述自古以来诸种重要典
章制度发展变化的体裁，同时也注意到各种单行制度必然要受到各个时期国体和总的政治体制的统率
和制约，在各单行制度之间又必然存在着横向的紧密联系和协调，不同朝代的统治规模和重要施政措
施也必应在论述单行制度中有充分的体现。
　　之所以做这样的决定，是基于以下考虑：　　第一，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重复。
　　中国自夏商周三代以迄明清，有过记载的曾掌握统治权的所谓正统王朝33个，非正统王朝及农民
起义政权百余个（参见《辞海》所载《中国历代纪元表》）。
特别是在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起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统一朝代以后，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国体、政
体一直赓续存在了2 000余年。
前后交替的朝代，在国家机关的设置，基本典章制度的厘定，行政区划的划分，官爵的名号和职权范
围等方面，基本上因袭前代的模式，大同而小异。
如果按朝代顺序逐一平铺直叙，必然无法避免过多的重叠。
我们在既往的著作中，虽然也采取过求同存异，着重论述新兴朝代与前此政权相异，有所更新调整之
处的方法，但总难避免冗赘。
　　第二，为了从动态发展的角度论述中国的政治制度。
　　由于朝代更替频繁，对之逐一顺序论述往往只能停留在制度的因袭，诸如官制的建构形式，法规
条文的规定等外在层面上，只能就典章制度言典章制度，难以鞭辟入里、从实在的运作和实质性的变
化作出准确的说明。
譬如，一般史家都承认秦朝肇建的国家制度对后代产生过重大的影响，所谓“二千年皆秦制”，这样
的说法无疑是有符合历史事实的方面，因为秦代确立了以皇帝作为最高统治者，又设置三公九卿作为
辅助统治的中央行政体制，在全国各地则设立郡县。
这样的政治体制模式确实基本上为以后的朝代经久沿用；但也应看到，不论三公九卿抑或地方郡县制
，在不同朝代亦屡有重要的、实质性的调整，有些方面已与秦代的定制迥异。
又如史家每言“汉承秦制”、“清沿明制”，但细核之，西汉初数帝，虽然沿袭了秦代政制的外壳，
实行中央集权，但文帝刘恒、景帝刘启执行的却是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武帝刘彻更是“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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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儒术”，摒斥法家学说，都与秦始皇推行法家理论执行严刑苛法、租重役繁的做法大异其趣，可谓
形同而神不同；至于满族入关后建立起清王朝，虽然在形式上也仿明官制，沿用《明律》，也移植了
明代的内阁六部及院、寺、监、府等部门，但为确保满族作为统治民族的地位，特设掌握实权的议政
王会议于内阁六部之上，又推行按民族定额分授官缺，八旗驻防全国等制度，清制实际上也是明制的
变型。
制度史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探讨有关制度的沿革和变迁，考察其创立、健全和衰败的过程，研究其
如何而变、为何而变的动因和社会效果，钩深索稳，钩沉实质，于表象中探讨精微，使用前后比较的
方式，似更便于从动态中说明各项政治制度发展的脉络。
　　第三，便于将典章制度纳入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进行考察，便于与历史上出现过的重大事件和
重要人物活动结合考察。
　　任何典章制度都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都必然是培育和植根于一定社会环境，并起到过正负面
不同的作用，它必然与各个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活动密切相关，通过一定的事件和人
物活动以体现出本身的功能。
任何具有旺盛生命力的典章制度的创建和顺畅的推行，都是因为它适应了社会发展的需求，而任何流
为虚文的典章制度只能是已经被甄汰了的、衰败了的死亡制度。
当然也应该考究它们之所以勃兴，或之所以被甄汰，以及难逃衰败的社会根源；为此，就必须有理有
据地说明有关典章制度演变的社会原因和得失经验。
一切典章制度当然要通过一定人物来操作和运用，又必然会凸显在各个时期出现过的重大事件之中，
成为矛盾的聚焦点。
故此，研究中国政治制度史，必应以典章制度及其演变作为基干，精选不同时期不同性质的典型事件
作为筋骨脉络，又以不同类型的政治人物的活动作为血液精神。
政治制度应该与国家历史的整体发展密切攸关，是中国历史发展主流中不可分离的重要部分，应该是
有血有肉、坚厚鲜活，经受过大量历史事实检验和论证的专门史；而不是一部干瘪苍白，仅是历代会
典、百官公卿表或职官志的白话文简释本。
作为一本教材，我们认为，采用专题性分别叙述，在结合中国历史发展方面会存在较为宽广的空间。
　　第四，方便不同专业和不同阅读旨趣的读者，以满足他们对历史知识的不同要求。
　　政治制度作为上层建筑最为重要的一部分，它的覆盖面可谓无所不包，由此也决定了中国政治制
度史宽广的研究内容。
上溯其源，下究其流，涉及军、政、法、财、文，以至民族、民俗等各个方面，历来被认为是研究中
国历史和传统政治的一把必备钥匙。
一本教材要囊括4 000余年政治制度历史发展的各个方面，难度是很大的，我们只能就其主体部分有重
点的扼要论述，即使这样做，全书已逾80万言。
考虑到选用本书作为教材的不同专业人员较多，读者的阅读旨趣也不尽相同，我们建议对于专门攻读
中国政治制度史课程的本科高年级学生，特别是硕博研究生，以及有意全面了解中国政治制度史知识
的读者，可以系统、全面地修习本书，以取得必要的基本知识；而对于其他不同专业和不同阅读兴趣
的读者，则可以参阅与本人专业密切相关和感兴趣的部分。
　　我们深知，要编写一部史料翔实，评论精当，体系完整，简明扼要而又具有较高质量的中国政治
制度史，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学术工程。
中国历史上形成过浩如烟海的有关政治制度的典章、法则、条例，保存着大量围绕政治制度兴革利弊
的评议和著作，涌现过许多为创建和改革完善不同时期政制作出过贡献的卓越人物，凭借或运用当时
的典章制度演出过一幕又一幕震撼一时的事件。
3 000多年来，我们的先人，包括一些帝王将相、在朝或在野的官僚及政论家，都相继发表过有关议论
和见解，有些议论和见解是十分深刻和精辟的，曾经引发过持久和激烈的论战。
凡此，都是我们应该郑重对待的思想财富和珍贵遗产。
自20世纪初，运用新的史学和政治学理论方法，将研究中国政治制度史引入新的历史阶段，至三四十
年代则已经蔚成风气，但其后由于战乱和其他原因，曾有过较长期万马齐喑的沉寂。
值得庆幸的是，自改革开放以来，历史学界和政治学界重新着手对中国政治制度史进行系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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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在重大理论问题方面有所突破之外，在研究方法上也有所创新，并关注到域外有关的研究，在注意
吸收域外研究成果的同时，与域外的同行保持切磋沟通，使这门重要的学科再度进入繁荣发展的时期
。
20多年来，鸿篇杰作迭出，各种专题性的论著更是百花齐放、姹紫嫣红。
我们深以能加入这样的序列为荣幸，并且愿意追随海内外学人之后，作出自己微薄的贡献。
　　我们也深知，中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质量要得到持续的提高，必须分阶段、分专题进行探索，然
后再加以综合。
为此，在原有两部教材出版之后，我们并不敢因此怠懒，一直继续在做一些专题研究。
中国历史上的官员，向来是拥有大小不同特权的人物，而官场从来就是集中诸种矛盾冲突之所，至于
官箴官风更是历来备受注目的重大问题,官制无疑更是政制的核心之一。
为此，我们曾花几年的时间和精力，完成了《中国官制史》的写作（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1年）。
我们研究工作较集中在明清两代，除先后出版了《清末宪政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
《明代州县政治体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明清州县官群体》（天津人民出版
社,2003年）等专题书籍之外，还就明清州县衙门的架构和职能，就清朝内务府的特殊地位和特别功能
，就清代的回避制度和陋规等也写作了一些论文。
柏桦还以十年磨一剑的功夫，广泛收集古今中外有关中国政治制度史的论著和资料，初步建构成《中
国政治制度参考资料库》，经过初步遴选编纂，于本书之后稍晚一些时间再出版《中国政治制度史教
学参考资料》一书。
这些初步的成果，都将汇聚到新编的教材中。
我们之所以汇报上述工作，绝不是敝帚自珍，而是为了便于自我检讨和接受同行读者诸君的检验和批
评。
同时也是为了说明，中国政治制度史学术研究的繁荣，必须靠分工合力以及持久不懈的耕耘，甚至是
若干代人的持久努力。
学术建设从来就是艰巨和具体的，我们不过是恰逢其会，有幸承前启后，做一些披沙拣金的具体工作
，深愿能为中国政治制度史这样的重大学术工程增添一砖一瓦。
今后我们仍将继续探索前行，愿与海内外同行和读者诸君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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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政治制度史》在阐述一般规律的同时，重点分析其特殊性；在叙述制度的同时，重点分析其利
弊和特点，进行动态的研究，拓展和丰富政治制度史的内容。
全书内容充实，资料丰富，语言生动，是适用面宽而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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