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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对先秦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政治制度发生、发展、变化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
内容包括中国国家产生的途径、特征及其对后代的影响；国家元首制度的发展轨迹；中央政府与地方
政府转变的历史类型和各自特点及其转换的历史原因；政府监察制度的发生、发展及其历史沿革；历
史上国家官吏管理机制，即选官制、官编制、考课制、致仕制等制度；历史上有作为的管理者的治国
方法等。
与其他的同类教材比较，本书更注意从政治学和历史学理论相结合角度出发，侧重在史料分析的基础
上，对历史上的政治制度进行深层次的剖析并给予规律性的认识，在基础理论方面提出了一些新见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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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国家起源的途径和特征　　国家起源思想是政治学的根本理论，亦是中国政治制度史深入
探索的前提。
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古代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
在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不需要国家，而且根本不知国家和国家权力为何物的社会”，这就是原始
社会。
　　第一节 氏族公社及其原始民主制　　国家产生前的社会形态是原始社会。
原始社会分为原始群与氏族公社两个阶段。
原始群是原始社会的第一个阶段，氏族公社是原始社会的第二个阶段。
前者是后者的必要准备，后者是前者的必然趋势。
前者与本书宗旨关系不大，故此不赘述。
　　氏族公社的基本结构　　原始群发展到氏族公社，归根结底是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
氏族公社是原始社会比较典型的社会组织形式。
它是由母系氏族公社和父系氏族公社所构成，并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同族内部禁止通婚的人们的集团
。
而氏族公社的基本结构即是构成氏族公社主要要素及其相互关系。
　　1.母系氏族公社的基本结构　　大约距今10万年到4万-5万年以前，人们的生产活动，由狩猎扩到
渔捞。
这就要求他们比较牢固地结合在一起，使原来那种不稳定的松散的原始群组织，逐渐被一种固定的生
产集体所代替。
这样，社会组织就相应地由原始人群转化为氏族公社组织。
公元前4万～5万年左右，即在山顶洞人时期，我国进入了母系氏族社会阶段。
大约在六七千年以前，历史上所称的仰韶文化标志着我国以母系为中心的氏族公社已经发展到繁荣阶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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