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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国前期总统制度研究（1912-1928）》将尽量全面、系统地论述民国前期的总统制度，在此基
础上，从总统职能定位、宪政、公共政策运行等比较多的视角来分析、评论民国前期的总统制度；同
时，把制度放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进行考察，并且适当进行中外国家元首制度比较，对总统、议会、
内阁要辩证地分析长短，这样才能比较全面、客观一些。
另外，争取对制度、人物、思想意识做一些立体性的结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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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董洪亮，1966年出生，河南省滑县人。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历史学博士。
　　1990年研究生毕业考入中国教育报社，1995年调入人民日报社，从事新闻工作20多年，出版有新
闻作品集《中国教育：观察与思考——一个教育记者20年的知行漫记》。
其间，借调国家教委办公厅新闻办公室工作8个月；挂职担任河南省永城市市委常委、政府副市长1年
，被考评为优秀挂职干部；参加2011年“博士服务团”，挂职担任贵州省黔西南州州长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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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一、选题的旨趣二、相关研究状况三、研究思路和框架第一章 民国前期总统制实施的背景一、民
主共和制度成为世界潮流（一）民主概念及制度的演变（二）美国总统制的创设及流布二、清末国人
追求民主政治的思考和探索（一）洋务运动时期有识之士对西方政治制度的关注和介绍（二）戊戌变
法前后维新派对立宪政治体制的宣传和探索（三）20世纪初年国人关于民主政治制度的论争第二章 民
国前期总统制的构建和基本内容一、民国前期总统制的确立及调整（一）在争论中采用总统制（二）
总统制确立的标志（三）《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对总统制的修改二、总统的产生方法和程序（一）总
统由选举产生制度的法理依据（二）总统产生方法的常态：民主选举和依法继任、代理（三）总统产
生方法的异态：武力胁迫和黑金贿选三、总统的就职仪式及就职宣言（一）总统就职礼仪（二）总统
就职宣言评析四、总统的职权和公文程式（一）总统的基本职权（二）总统职权的演变（三）总统的
公文程式五、总统府的机构（一）总统府机构——总统制的组织体现（二）总统府机构的损益微调六
、总统的待遇（一）总统在职时的待遇（二）总统的葬仪及哀荣第三章 总统与议会、内阁的关系一、
总统与议会的关系（一）法律条文中关于总统与议会关系的表述及其变化（二）政治运作中总统与议
会关系典型案例述论二、总统与内阁的关系（一）法律文本中关于总统与内阁关系的规定（二）总统
大权独揽：实践中总统与内阁关系类型一（三）总统柔弱、内阁强势：实践中总统与内阁关系类型二
（四）总统与内阁平分秋色：实践中总统与内阁关系类型三第四章 总统制的流变一、临时执政府体制
及其与总统制的异同二、安国军政府体制及其与总统制的异同三、南方的非常大总统制等体制及其与
总统制的异同结语　西方政治制度与中国国情参考书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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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这样的大势下，慈禧太后就派五大臣出国考察日本和欧美的政治制度。
五大臣是载泽（镇国公）、戴鸿慈（户部侍郎）、端方（湖南巡抚）、尚其亨（山东布政使）、李盛
铎（顺天府丞）。
1905年12月至1906年7月间，他们分两路先后考察、游历美、德、俄、英、法、日等国，回国后上奏朝
廷支持君主立宪改革。
这坚定了慈禧太后变革的决心，她遂于1906年9月1日发布诏书，决定向欧美学习，预备行宪政，本着
“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改官制、修法律、兴教育、理财政、整武备、设巡警等，根据预
备情况，数年后再“妥议立宪实行期限”。
　　但是，清政府的预备立宪缺乏诚意。
以官制改革为例，1906年改革中央官制，中央11部只是增加了邮传部，其余10部中，3部沿用旧名，7
部名实有所变易；1907年改革地方官制，增设巡警、劝业两道，分设审判机构，拟逐步推行地方自治
，但是，范围仅限于东北三省和直隶、江苏的部分地方。
此外，清末的宪政改革主要内容还有：在中央成立资政院；进行具有近代性质的法律修改；推行地方
自治等。
　　这些细微的修补措施与社会的期望相差太远，于是，1907年下半年，国外华人和国内各省及北京
都出现了大规模的国会请愿运动。
慈禧和清廷被迫于1908年8月公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和9年筹备规划的清单，要求各省在1909年内都
要建立咨议局。
依据清廷1908年公布的《咨议局章程》和《议员选举章程》，到1909年10月，除新疆外，各省咨议局
均按时成立并召开第一届会议。
　　与在朝者的被动应对举措不同，广大在野者一方面继续传播民主思想，一方面就民主政治制度改
革展开了论争，其中革命党和立宪派的分歧最为引人注目。
简言之，立宪派主张先开明专制再君主立宪，革命派则主张民主共和或称为民权立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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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国时期总统制是近代中国政治制度现代化的重要表现。
中外学者在研究民国史、民国政府与政治、民国政治制度史、民国政治史、民国政治发展、民国民主
与民主化、民国现代化、民国宪政、民国法制史以及人物传记时，对民国总统制有所涉及。
鉴于此，需要更加明确地把民国时期总统制作为研究对象，在更为广阔的税域里对它进行社会生态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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