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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近代中国军阀政治研究》运用组织理论来建立近代中国军阀政治的分析框架，对中国政治发展
重新进行了阐释。
《近代中国军阀政治研究》一书认为，近代中国军阀政治是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特
殊政治形态。
虽然在近代中国军阀政治时期，军人对政治的主导增强了政治竞争的残酷性，政权的分裂导致了权力
的分散和政治的不稳定，但是近代中国军阀政治客观上打击了传统政治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现
代政治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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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凡义，男，湖北襄樊人，在武汉大学先后获得法学学士、政治学硕士、政治学博士学位。
现任教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主要从事比较政治学、环境政治与治理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兼任湖北省
政治学会理事。
在《中国行政管理》、《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国外社会科学》、《武汉大学学报》等学术期刊发
表学术论文20余篇，其中有数篇文章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现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湖北省社科基金项目、武汉市社科基金项目等多项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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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作为组织的军阀：军人干政和派系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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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传统的庇护纽带
 一 血缘关系
 二 师生关系
 三 地缘关系
 四 主辅关系
 第二节 等级效忠的领导体制
 一 我下级的下级不是我的下级
 二 派系化的内部结构
 第三节 军政关系
 一 中央政府中的军政关系
 二 军阀组织中的军政关系
第四章 双重效应：政治衰败和政治发展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近代中国军阀政治研究>>

 第一节 战争角逐和军事现代化
 一 军事技术的现代化
 二 军事体制的现代化
 三 军人的现代化
 第二节 秩序崩溃和有限秩序的重建
 一 暴力秩序
 二 有限秩序
 三 分散治理
 第三节 军人主导和传统社会的解体
 一 打击皇权
 二 破坏传统官僚制
 三 知识分子的边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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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宪政虚化
 二 宪政失败
 第六节 政权分裂和主权的危机
 一 政权的分裂
 二 主权的危机
第五章 中国军阀政治的基本规则
 第一节 第一规则：生存的绝对命令
 一 自然模式与生存本能
 二 生存手段之一：扩充军队
 三 生存手段之二：控制地盘
 四 生存手段之三：汲取财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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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暴力竟争的集体自杀
 第二节 军阀政治的“敌人”
 一 政党组织的崛起
 二 民族主义的高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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