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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政治制度史就是研究和叙述政治制度的专门史。
由于政治制度涉及到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组成部分，政治制度史是一门建立在各有关学科基础上的交
叉学科。
它既是历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又是政治学的重要分支。
它既是一门交叉学科，又是历史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文献学等有关学科有关内容的综合学科
，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
但是，中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至今还存在着较多的认识分歧，而且未展开讨论，只是
各人在论著中各抒己见。
属于中国政治制度史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现代政治制度史也是这样。
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确定中国现代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和教学重点：第一，了解中国现代史上各种制度的
产生、演变和消失，从成败得失中得出可供借鉴的历史经验。
虽然史学的研究范围应包括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但是由于人类历史非常复杂，不可能把什么都叙述
出来和写进教材中，给学生和社会什么样的历史观以认识历史，就值得考虑。
由于史学的功能是资治、教育和察往知来，那么就应结合这些功能，根据今天社会的需要进行取舍，
进行选择。
研究和叙述政治制度史就必须达到两个目的，即不但要指明各个时期的政治制度是什么，还要指明为
什么是这样，以便总结经验教训。
第二，与时俱进，反映有关最新研究成果和发展水平。
中国政治制度史是介于历史学、政治学之间的一门交叉学科，而中国现代政治制度史作为中国现代史
的一个专门史，虽然研究起步较晚，但近几年来出现了一系列丰硕成果，对中国现代史和政治学、法
学等有关学科的研究有了较大的拓宽，反映了学术界非常重视从政治制度研究的角度为社会发展和政
治体制改革提供借鉴。
中国现代政治制度史的教学，不但应反映有关领域的发展前沿，而且必须与此相适应，与时俱进。
结合这两个方面，中国现代政治制度史要以国家政体和国际法上所承认的中央政权为主，围绕着1912
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一阶段的两大基本演变轨迹，即资产阶级政治制度从建立
到消亡、人民民主的政治制度从产生到成为新中国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其研究和教学的内容应包括
如下几个方面： 1.政治首脑和政治领袖的有关制度，如北洋军阀时期的总统制和内阁制、国民政府的
主席制和行政院长负责制，以及政治首脑和政治领袖的产生方式、法律地位和实际地位、改选规律、
行为规范、权力范围及运用方式、所受到的制约等等。
2.国家政体形态与政体机制，如国民党政府的训政体制、五院制和国家机构的运转程序、规则、惯例
等等。
3.行政制度、立法制度、司法制度、公务员制度、监察制度和军事制度等各项制度，讲述它们是如何
规定和推行的，结果又怎样。
4.国家政权的层级机构和层级权力关系，包括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各个方面，如省政府合署办公制度、
行政督察专员制、新县制等，以及中央与地方的互相制约、中央的派出机构及其权力范围等。
5.政治行为制度，包括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两方面，如政治决策的方式与程序、各方人士和各种机构在
政治决策中的功能与地位、政策的执行情况和效果等等。
总之，中国现代政治制度史的教学要力争反映中国现代史上政治和政治制度的发展演变进程，不仅要
讲述某一项制度的真伪，而且要说明各项制度之间的因果关系和选择关系；不仅要说明制度的表象，
而且要说明其本质；不仅要让学生知道是“什么”，而且要让学生明白“为什么”，从而把握中国现
代政治制度的发展线索，从中认识和了解当今社会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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