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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依据广义的政府的概念，在分析传统中国和近代中国政治制度遗产的基
础上，对当代中国主要的政治制度作全面的介绍与分析。
对当代中国主要政治关系的探讨有助加深对当代中国政府过程的理解；有关如何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
主义民主政治、健全和完善中国政治体制的讨论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和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近年来中国政府与政治体制改革的最新成就及学界相关的研究成果在《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中也得
到体现。
《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可作为高等院校政治学、行政管理、公共事业管理、思想政治教育、法学等
专业的教学用书，也可供党政机关公务员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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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与中央政体相对应的地方政治体制，在历史上的重大变革是秦王朝的废分封制改郡县制。
自此至清亡，地方行政长官除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司外，均由皇帝直接任命，概不世袭，并接受考核，
从而形成了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体制，也强化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秦以后的地方行政区划先后有郡县或州县两级制，有州、郡、县或路、府、县三级制，还有省、道、
府、县四级制。
清朝的地方行政区划沿袭明制，实行省、府（盟）、县（旗）三级制。
行省制源于元朝，清朝内地原设18行省（1884-1907年间新疆、台湾、奉天、吉林、黑龙江相继建省）
，但省级机构的设置有别于明朝。
清朝在地方出现了封疆大吏，即总督和巡抚。
总督和巡抚虽在明朝就已出现，但只是作为临时性的差遣。
明初为了削夺地方的权力，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明太祖宣布在省一级实行“三司制”，设立承宣
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分管行政、司法监察和军政，即将一省之权分为三，分别由
朝廷垂直领导。
但不久便发现三司之间难免有相互推诿的现象，于是在明永乐年间始派遣都察院都御史、御史等，到
各地总督漕运。
明中叶以后，相继出现了“总督某地军务兼理粮饷”、“巡抚某地兼管河道”的官名，他们大多是以
监察官身份的临时差遣，但掌有一定的实权。
清朝的总督和巡抚都是法定的封疆大吏，总督为正二品，若加尚书衔为从一品。
总督“掌厘治军民，综制文武，察举官吏，修饬封疆”。
全国共设8个总督，有直隶、两江、两广、陕甘、闽浙（台湾建省后改为闽浙台总督）、湖广、四川
、云贵，1907年又增设了东三省总督。
其中，四川和直隶总督均管一省，兼巡抚，这表明此两省为要地，应采用特殊的制度安排。
两江、闽浙、陕甘总督分别管辖三省，其余分别管两省。
山西、河南、山东三省都在直隶周围，中央可直接监控，故不设总督，由巡抚兼理军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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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几位多年来从事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研究与教学人员集体合作的成果。
闾小波教授负责拟定编撰大纲、体例、统稿，并承担了绪论和第一章撰写任务。
刘庆乐博士撰写第三、十三章，章兴鸣博士撰写第六、七章，祝天智博士撰写第四、九章，李斌博士
撰写第十、十二章，陈家刚博士撰写第二、五章，许敏讲师撰写第八、十一章。
赖静萍博士协助主编统稿，博士研究生王蒙参与了书稿的校对工作。
在本书撰写过程中，一直得到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政治学概论
课题组首席专家张永桃教授的指点与关心，高等教育出版社周亚权副编审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责
任编辑王羽先生对书稿凡疑必责，敬业耐心；本书吸收了学界同仁的研究成果，在此一并表示谢忱。
本书的撰写历时两年，全体撰稿人本着认真负责、严谨求实的态度，数易其稿，相互切磋。
由于学术水平有限，书中的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我们真诚欢迎广大读者、学界同仁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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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是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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