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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得知建平同志的新著《清末直隶宪政改革研究》即将付梓，非常高兴2003年秋，建平南下求学，
数年间，不论是课堂上师生间的虚心求教、讨论辩驳，还是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式的刻
苦攻读、潜心钻研，她的勤奋好学，给我和她的师兄弟妹们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
因此，当建平如期以优秀的成绩圆满完成学业，获得学位时，我们大家都由衷地为她感到高兴。
　　建平的这本书是在其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在中国政治制度发展史上，清末宪政改革是中国传统君主专制政治向近代民主政治转型的重要一环，
也是近代中国政治改革的一次重要尝试。
当年清政府为了摆脱内外交困的多重危机，希图效法西方国家和日本，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以政
治改革来实现王朝的自救， 但事与愿违，姗姗来迟的“新政”改革不仅已无力回天，而且还戏剧般地
成为清王朝崩溃前的最后一曲挽歌。
正因为如此，百年来不论是社会，还是学界，只要稍以较为冷静的态度对清来这场“ 新政”改革加以
审视，在褒贬不一之余，总会生出些许百感交集之感慨。
当然，无论如何，尽管清政府推动宪政改革的主观动机并不高尚，但改革所带来的客观效果，诸如立
宪政治的试行、行政改革的滥觞、司法独立的尝试、地方自治的提出，各省谘议局的设立以及国民参
政意识的高涨等等，却对日后的中国社会政治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因而，清末宪政改革一直以来都是近代史学界研究关注的重大课题。
建平同志在学　　界前辈研究的基础上，选取直隶地区为具体个案，深入探讨这一特定区域内，社会
各阶层在宪政改革大背景下所进行的一系列变革政制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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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系统收集有关史料和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清末直隶宪政改革的社会背景和直隶行政
体制改革、司法改革、地方自治与政治参与、顺直谘议局的议政实践与社会改革等宪政内容，进行了
细致的考察和分析，探讨了社会各种势力在宪政改革中的角色和作用，揭示了清末直隶宪政改革的特
点和影响。
这一研究成果对于深化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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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建平，女，1965年生，河北灵寿人，历史学博士，现为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主要从
事中国近代史研究。
曾在《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世界宗教研究》、《史学月刊》、《历史档案》、《中国边疆史地研
究》、《满族研究》、《北方论丛》、《历史教学》、《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
文20余篇，并参与《河北经济史》、《晚清直隶总督与辖区经济开发》等学术专著多部，参与省级课
题《清季北洋势力的崛起与直隶的社会变动》等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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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论　　清末宪政改革是中国政治向近代转型的一场重要政治实践活动，是中国由传统君
主专制政治向近代民主政治转型的重要标志。
它不仅引发了国人政治参与的又一次浪潮，而且通过这次宪政实践，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逐渐合
拢，为辛亥革命后民国政权的建立积累了一定的政治经验。
　　从目前的研究成果看，法学、政治学、历史学等多个学科的学者对宪政的研究都有广泛涉足，随
着我国法制化进程的推进，学界对宪政的研究将会更加关注。
民主宪政建设离不开固有的文化传统，为此，我们回顾历史，从源头上厘清我国宪政发展的轨迹，探
讨和考察宪政发展过程中的艰辛与曲折，刨获与失落，这对于我国当代宪政建设无疑会有相当的助益
。
　　20世纪初，面临内忧外患的逼人形势，清政府意识到变革上层建筑的重要性和紧迫性，1901年，
清廷宣布实行“新政”。
随着“新政”的发展,1905年旨在改革传统政制的清末宪政改革，在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的喧闹声中拉
开帷幕。
可以说，清末宪政改革是近代中国政治制度发生根本性变革的开始。
引起这场改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就外部原因而言，随着西方三权分立学说、法治理念、自由、平等
、人权等思想的大量输入，国人的政治意识逐渐发生了变化，封建君主专制政治受到了怀疑和挑战。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小而强的日本打败了大而弱的俄国，国人普遍认为这是立宪政体与专制政体之
间的较量。
日本之所以获胜是因为实行“明治维新”，建立了君主立宪政体，使它迅速走上强国之路。
在这种认知框架下，朝野上下吁请立宪的呼声日益高涨，促使清廷进入宪政改革的运作。
就内部原因而言，晚清以来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使国人救亡图存的意识越来越强烈。
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逐渐发生了变化，皇权至上的封建专制政治结构与资本主
义生产关系之间产生了难以调和的矛盾。
而随着国内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新兴资产阶级的力量逐渐壮大，要求登上政治舞台的愿望也越来越
强烈。
戊戌维新时期，以康有为为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提出了一系列变革政治的主张，表达了新兴资产阶级
积极参与朝政的政治诉求。
维新变法虽然失败了，但为清末宪政改革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和政治基础。
以1906年下诏“预备立宪”为标志，清政府在踌躇与徘徊中最终选择了仿行宪政。
那么，在这次仿行宪政过程中，作为省级宪政改革的发展轨迹、实施程度及其社会影响究竟如何？
与清廷整个宪政改革又是怎样的互动关系？
这确是值得学术界认真探讨的问题。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清末直隶宪政改革研究>>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