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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政治制度史》原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政治制度通史》（1-10卷）的第一阶段的
研究成果。
初版印行于1991年。
由于本书着力于历代中央决策体制及政体运行机制的探索，并以此为轴心铺陈各单项政治制度，力求
在内容的广度与深度方面能有所突破，使之在跨学科研究的基础上更贴近政治学的规范，因而受到了
不同学科读者的广泛欢迎，学术界，的师友们也给予了许多热情的鼓励和支持，先后荣获第七届北方
十五省市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图书奖（199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届（1977-1991）优秀科研
成果奖（1992年）。
此次应读者的要求进行修订，主要做了以下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对原书进行了一次彻底的勘误，核对
了所有征引资料，纠正了原来排印上的错误；二是增写了“中华民国时期的政治制度”和“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治制度”两章，进一步充实了本书的内容，使之更加名副其实。
修订本《中国政治制度史》遵从原来的编纂原则，对于历史上的各种政治制度，一般在朝代开创时详
细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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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政治制度历史之绵长、体系之完备、经验之丰富、影响之深远，是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和民族所
无与匹畴的。
本书综合政治学、历史学、法学、民族学等多学科学术成果，全面解说中国政治制度其结构形式及运
行机制历时几千年的演变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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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白钢，男，1940年1月生于江苏，现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
著有《中国皇帝》《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政治制度通史》《选举与治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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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7）报刊资料类：民国时期有不少政治制度方面的文件，散见于各种报刊，如《东方杂志》、《浙
江潮》、《国闻周报》、《国民日报》等等，不胜枚举。
关于这一时期人民民主制度的史料，除存于中央档案馆的档案资料外，已经成书的有：《中央革命根
据地史料选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抗日根据地政策条例汇集》
、《陕甘宁边区重要政策法令汇编》、《华北人民政府法令汇编》、《东北行政导报》等。
此外《毛泽东选集》中，有不少论及人民民主制度的内容，是研究革命根据地政治制度的必读文献。
总之，几千年来，中国历代均有重视政治制度著录的优良传统，其数量之大，内容之丰富，在世界上
是仅见的。
但是，一般地讲，历代著录政治制度的专门文献，偏重于官制，而关于各种政治制度机制运转的材料
，则散见于其他史料之中。
这就为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增加了困难。
它要求研究者不能只把目光拘囿于专门文献上，而.要开阔视野，注意从其他史料中搜集政治制度史的
材料，此其一。
其二，历代关于政治制度的考索，也侧重于官制的演变，诚然，这是我们对历代政治制度史进行科学
研究时所必不可缺少的。
但是，历代关于官制的考索，只是对政治制度史某些侧面作静态的考证，并非政治制度史研究内容的
全部。
我们要写成动态的、有立体感的政治制度史，就需要对前人考察成果加以批判地继承，或者叫扬弃。
既不能囫囵吞枣，全盘移植，也不能视而不见，不予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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