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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依据政治制度的基本原理和内涵，梳理和总结了中国政治制度形成与发展的过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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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的观点得以系统。
全书以王权和皇权制度、中华民国的权力结构和元首制、中枢辅政制度及其运行机制、中央政务体制
及其运行机制、地方行政体制及其运行机制、法律制度、监察制度、军事制度、财经科技文教等制度
、文书玺印符节等制度、行政辅助人员制度、职官管理制度等为题，分别叙述自传说时代到l949年中
国历史上各种制度的发展变化，在考察制度内涵及特点的同时，分析其在整体政治制度中所发挥的效
能。
全书内容充实，资料丰富，观点新颖，语言生动，并有“尔雅学术视频”相配套，是适用广泛且具有
很高学术价值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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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柏桦，1953年出生。
历史学博士(中国)、文学博士(日本)，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与法学院双聘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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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国志官名集释》、 《明代州县政治体制研究》、 《明清州县官群体》、《中国政治制度史教学
参考资料》、
《中国官制史》(合著)等，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
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中华大典·政治典·元明清分典》等多项课题研究。
目前从事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法律制度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政治制度史>>

书籍目录

第一章　中国政治制度的形成和发展
　第一节　原始社会出现的政治制度萌芽
　第二节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发展历程
　第三节　中国近代的政治制度
　第四节　中华民国的政治制度
第二章　王权和皇权制度
 第一节　王权制度
 第二节　霸主和集权制度
 第三节　皇帝制度
 第四节　王位、皇位继承和宗室制度
 第五节　后宫与宦官制度
第三章　 中华民国的权力结构和元首制
　第一节　君主专制政体转向君主立宪政体的失败试验
　第二节　政党制度
　第三节　议会制度
　第四节　中华民国元首制度
第四章　中枢辅政制度及其运行机制
 第一节　贵族辅政制
 第二节　宰相开府辅政制
 第三节　宰相参议辅政制
 第四节　宰相奉命拟旨辅政制
　第五节　责任内阁与辅政内阁
　第六节　五院辅政制
　第七节　辅政制度的发展规律及特点
第五章　中央政务体制及其运行机制
　第一节　中央政务体制的发展概况
　第二节　中央政务体制的运行机制
　第三节　中央政务管理体制的发展规律及特点
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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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秦地方行政管理体制
　第三节　秦以后的地方行政管理体制
　第四节　中华民国地方行政管理体制
　第五节　少数民族地区管理制度
第七章　法律制度
　第一节　司法行政制度
　第二节　司法审判制度
　第三节　辩护和检察制度
第八章　监察制度
　第一节　监察行政体制
　第二节　监察的职能
　第三节　监察制度的特点及利弊
第九章　军事制度
　第一节　兵役制度
　第二节　军事编制与兵种配置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政治制度史>>

　第三节　军事管理制度
第十章　财经科技文教等制度
　第一节　财政收支制度
　第二节　财政行政体制
　第三节　经济制度
　第四节　科技机构和管理制度
　第五节　文教卫生机构和学校制度
第十一章　文书玺印符节　等制度
　第一节　文书制度
　第二节　玺印制度
　第三节　符节　制度
第十二章　行政辅助人员制度
 第一节　胥吏制度
 第二节　幕僚制度
 第三节　长随家人
 第四节　行政辅助人员与主官的关系
第十三章　职官管理制度
　第一节　官吏选拔制度
　第二节　任用制度
　第三节　考课和奖惩制度
　第四节　等级和俸禄制度
　第五节　休假退休和抚恤制度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政治制度史>>

章节摘录

版权页：“古人皆食禽兽肉。
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稆，教民耕种，神之化之，使
民宜之，故谓之神农氏”（《白虎通义·号》）。
定居使先民们有了比较安定的生活条件，人口自然也增加了。
人口的增加，又必然会导致食物的不足，开发新的食物资源便成为先民们关切的问题。
传说中的“神农尝百草”，就是先民们寻找和开发新的食物资源的实践过程。
经过探索，先民们了解到各种不同作物的生长习性，开始进行栽培，在栽培过程中又发明和使用农具
，这正是人类发展的一个重要历程。
先民们在三四万年间的生存过程中，跨越了野蛮时代，从人类的初级阶段走向高级阶段，蒙昧晦暗的
上古历史已经出现一线文明的曙光。
五帝虽然也是处于传说时代，但是古代的文献对他们的事迹叙述较多，又有考古发现可以证实的内容
，这就使人们有条件去探寻这段历史的痕迹，探索中国古代走向文明社会的轨迹。
司马迁《史记》之首便是《五帝本纪》，他以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为五帝，没有把炎帝列
入其中，但炎帝却是这段传说历史中颇具影响的人物。
中国原始社会末期的部族分野，大致有三大集团，一个是华夏集团，分别由三个亚集团组成，即黄帝
和炎帝两大分支；近东方的华夏、东夷混合集团的高阳氏（颛顼）、有虞氏（舜）、商人支系；接近
南方，与苗蛮集团融合的祝融氏等支系。
另一个是东夷集团，由太嗥、少嗥、蚩尤等部组成。
还有一个苗蛮集团，由三苗、伏羲、女娲、獾兜等部族组成。
①这三大集团先后形成大联盟或大酋邦，传说中的黄帝时期有黄河流域下游的太嗥、少嗥部落联盟或
酋邦，黄河中上游的黄帝、炎帝部落联盟或酋邦，黄河以南的苗蛮部落联盟或酋邦。
这些联盟或酋邦之间及内部经常进行战争，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在黄河流域形成陶唐氏、有虞氏、有
夏氏的部落联盟或酋邦，尧、舜、禹相继为首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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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政治制度史(第3版)》：21世纪政治学系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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