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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邓小平的改革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又一次革命。
过去20多年的改革开放已经给中国带来革命性变化。
这种革命性变化不仅体现在经济、政治等层面的现实生活上，而且还表现在因现实的变迁而带来的理
论上的创新和发展以及由此而来的政治学学科建设上的成就方面。
在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已经让位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由经济变革带来的政治体制上的变化
也是有目共睹的。
首先，在民主法制建设上，人治正在走向法治，政治的制度化正在加强，其中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终身
制的废除和退休制度的形成。
其次，在国家结构上，过去在计划经济时期的简单的单一制已经转变为更加复杂的国家结构关系。
中央与地方、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有了更多的市场经济特征。
再次，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上，过去是“大政府（国家），小社会”，现在正向“大政府（国家
），大社会”的方向变化。
民闻社会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社会自由越来越多。
最后，在意识形态上，过去那种对待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封闭、激进而又教条的态度已经转变
为开放、理性而又灵活的态度，因而形成了}J导改革开放事业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和和谐社会构想。
所有这些变革，都是我们在20多年前所无法想象的。
当然，在政治进步的同时，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回避。
那就是迫切需要建立一套约束政府权力、使人民群众的真实意愿和利益诉求能够得到顺畅表达的机制
，以便从根本上保证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这些问题的解决，不仅需要实际工作者在体制创新方面的实践，更需要政治学学科的发展和政治学专
业人才的智慧与理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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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论述了中国从前封建时代直至晚清的政治制度史。
作者运用制度主义、历史主义的方法研究了这一历史时空的政治组织的构架、政治文化的变迁、政治
运作的规则和机制的变化以及社会权力结构的变化理路。
既勾勒了中国政治制度史的概观，又彰显了中国政治制度的特色和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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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鸣，作为中国人民大学的博士省导师，他个性鲜明，社会责任感使然，以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深刻的
人文关怀关注天下事，并以文人悲悯的情怀为当下人物事件揭下虚华假面，其独立特行的观点为蒙蒙
大众指点万千丑态，真相豁然，真知毕然。
张鸣教授的主要著作还有《武夫治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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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如果把政治理解为族群之间的交往和争斗以及族群内的公共事务，那么在国家产生之前，也可
以有政治，但我们一般还是把政治视为国家产生以后的事情，而将国家出现前原始人的事务交给人类
学家去处理。
鉴于此，作为中国政治制度史的开端，我们首先关注的是中国国家起源的问题，其次我们还将讨论中
国早期国家的形态和过程。
一、国家起源的假说国家起源的学说，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契约说、冲突说、贸易说、水利灌溉说、战
争说和圣人造福说，下面简单分述之。
1.契约说这种说法认为，在国家产生之前，人们处于自然状态，为了避免自然状态的混乱和生活的不
便，人们自动在某种契约下集合起来，形成组织，组成国家和政府。
将自身的权力让渡给国家。
霍布斯是契约理论的最早阐述者，洛克和休谟完善和丰富了这种假说，认为国家的出现是为了维护人
们的私有财产权，政府的权力是由人民让渡的，也可以由人民来收回。
契约说的核心是人们在自然状态下，是可以沟通和合作的，由沟通和合作，通过达成契约，产生了国
家。
2.冲突说冲突说强调人在自然状态下的冲突，由冲突导致了强制。
冲突说的最早萌芽是卢梭，他在《社会契约论》中提到，在国家产生之前，人已经分为穷人和富人，
富人为了结束由于财产占有不公平导致的人与人之间的“战争状态”，创建了国家与政府，使之为富
人服务。
而马克思、恩格斯则将这种冲突说强化到了阶级斗争的境地，认为人从原始社会走出来，是因为生产
力的发展导致了社会剩余的出现，结果社会分化出了阶级，一个阶级可以占有另一个阶级的产品，为
了维持这种状态，于是产生了国家机器，因此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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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历时三年多的煎熬，总算是把这本《中国政治制度史导论》磨出来了。
如鱼饮水，冷暖自知，说起来真是一言难尽。
虽然做学人的时间不算长，但好歹也写过七八本所谓的专著，但恰是这本教材让我花了最多的工夫。
书到半途，几次动心想要放弃，无奈领导和出版社都不允许，只好硬着头皮写下去。
杀青时，回首过来的日子，心中五味。
写完之后，遗憾多多，好在这只是一本粗浅的“导论”。
翻阅再三，再想改得好点未免有点力不从心，就这样交了差。
在这里，首先要感谢出版社徐莉、李艳辉女士的督催（编辑出版肯定要费她们更多的心血），其次要
感谢张小劲先生的严令威逼。
还要感谢中央民族大学李俊清先生为我把关，避免了我出更多的丑。
最后要感谢我的女儿张心远，她是我这本教材毛坯状态的读者，如果没有她的挑剔，这本教材的文字
很难说会是个什么样子。
2010年再次修订，改了个别不当的词句，添加了少许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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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政治制度史导论(第2版)》：21世纪政治学系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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