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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战争党争与宪争》运用博弈论的研究方法，以抗战时期宪政运动为研究对象，将其放在抗战时期战
争、党争与政争相互交织的特殊背景下，通过对各派政治力量复杂的博弈互动的分析，透析各派政治
力量在其宪政话语背后的利益诉求、博弈策略和博弈效果。
在此基础之上，评析了抗战时期宪政运动对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推动作用及其限度，以及运动中所展
示的近代政治家的政治智慧，探讨了抗战时期宪政运动对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启示意义。

《战争党争与宪争》由祝天智编著。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战争党争与宪争>>

作者简介

祝天智
(1975-)，男，山东定陶人，徐州师范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1997年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获历史学学士学位，2000年毕业于中国矿业大学，获法学硕士学位
，2006年毕业于南京大学，获政治学博士学位。
近年来，主持教育部课题和江苏省社科规划课题各1项，省厅级课题2项，作为主要参加者参与国家社
科基金课题2项。
在《中国行政管理》、《天津社会科学》、《江苏社会科学》、《二十一世纪》等刊物发表论文30余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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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孙中山的训政理念及国民党对它的“继承”
　　(二)作为弱势独裁的国民党训政体制及其合法性危机
　　(三)国民党的宪政许诺及其困境
　二　国共妥协与有限合作
　　(一)国共妥协和有限合作机制的建立
　　(二)国共有限合作机制对抗战时期宪政运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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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中间党派的宪政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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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一届四次国民参政会上的博弈与宪政运动高潮的骤然兴起
　二　中间党派对宪政的推动及其宪政设计
　　(一)中间党派对宪政的推动
　　(二)中间党派的宪政设计：“期成宪草”与“五五宪草”之比较
　三　共产党对第一次宪政运动高潮的因应及其宪政设计
　　(一)共产党对宪政运动高潮的因应
　　(二)新民主主义宪政与“五五宪草”之比较
　四　本章小结
第四章　宪政运动的回潮与中间党派的聚合化
　一　国民党控制的加强与宪政运动的回潮
　　(一)国民党控制的加强
　　(二)第一次宪政运动的回潮
　二　国共策略的调整与摩擦的加剧
　　(一)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与国共策略的调整
　　(二)国共摩擦的加剧
　三　中间党派的聚合化
　　(一)统一建国同志会：中间党派聚合的第一步
　　(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中间党派的聚合化
　四　本章小结
第五章　第二次宪政运动高潮
　一　国共摩擦的再起与国民党“立宪”程序的重启
　二　人权和法治：中间党派的宪政追求
　　(一)争取言论和身体自由的抗争
　　(二)争取法治的努力
　三　从旁观到参与：共产党策略的转变
　四　政治文化的冲突与公共舆论的多元化
　　(一)国民党：“没有了国民党，那就是没有了中国”
　　(二)共产党：“新民主主义宪政就是三民主义宪政”
　　(三)中间党派：“中国需要真正民主政治”
　五　本章小结
第六章　“联合政府”口号的提出和宪政运动之转向
　一　国内外局势的发展和政治格局的转换
　　(一)国民党的军事溃败与政治危机
　　(二)美国插手国共关系并向国民党施压
　　(三)中共的壮大与国共实力之消长
　二　“联合政府”的提出：中共策略的调整
　三　国民党的对策：加快制宪步伐与主导制宪过程
　四　中间党派的策略：政治民主化与军队国家化并举
　五　各派围绕“联合政府”的博弈：从国共谈判到政治协商会议
　六　本章小结
第七章　宪政运动之终结
　一　国民党的策略：“戡乱”与“制宪”、“行宪”并举
　二　共产党的对策：抵制与“解放”齐进
　三　中间党派之两极化
　四　政治秩序的重组与宪政运动的终结
　五　本章小结
第八章　结论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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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结论
　　(一)抗战时期宪政运动对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推动
　　(二)抗战时期宪政运动何以未达立宪之目的
　二　启示
主要参考文献
　一　民国时期的报刊
　二　资料汇编和资料集
　三　相关人物的年谱、日记、传记、著作及文集
　四　相关中文研究论著
　五　相关译著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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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 一届四次国民参政会上的博弈与宪政运动的兴起　　从抗战全面爆发到1939年，国内国际政治
局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国内，国共关系蜜月期逝去而走向新的相互防范和敌视阶段；蒋介石不仅在
国民党内最终确立了其最高领袖地位，而且在全国树立了其抗战领袖的地位；国内舆论发生了有利于
国民党的转变：纷纷要求加强团结和统一，在蒋介石和国民党的领导下进行抗战。
在国际关系中，随着日军进攻势头的减缓，尤其是英、美开始向国民政府提供军事援助，国际形势也
发生了有利于国民党的变化。
以上国内和国际形势的变化促成了国民党博弈策略的转变，并进而引发国内其他政治势力博弈策略的
转变。
政治局势的变化和各派政治势力博弈策略的转变直接促成了第一次宪政运动高潮的兴起。
　　（一）政治局势的变化与国共博弈策略的调整　　1.国内国际政治局势的变化　　国内政治局势
最重要的变化是国共关系蜜月期的结束。
从1937年国共合作的建立到1938年年底是抗战时期国共关系最融洽的阶段。
在这一阶段，尽管双方都没有彻底放弃对对方的戒备态度，但都以抗战为重，与对方积极配合，在政
治和军事上进行了有效的合作。
　　就国民党来说，一方面由于在这一阶段日本的进攻势头十分凌厉，对国民党政权构成了严重威胁
；另一方面由于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力量悬殊，而且中共明确承认服从国民党领导，因此，为了利用共
产党的力量抗击日军，更为了通过共产党争取苏联的大量军事援助，国民党基本信守了其在五届三中
全会上做出的“引为同志，而竭诚容纳”①的诺言。
在军事上，从1937年8月中旬起，国民政府已根据中共要求开始向八路军发放开拔费，增加月费及米津
合计60万元左右，提供几乎全军的军毯、军服、棉衣、皮衣、皮帽、钢盔、干粮袋、水壶、行军锅、
防毒面具、雨衣，以及必备之兵工器材、爆破器材、通讯器材和卫生器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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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抗战时期宪政运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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