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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作者主持的湖南省社科基金课题《近代中国宪法与宪政研究》（编号：04JD12）的结题成果，
也是湖南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湘潭大学法学研究基地的课题成果。
    本书是有关近代中国宪政研究的系列组成部分。
本书遵循科学研究的规律，先对近代中国的宪法、宪政史料从源流上作一番梳理，正本清源，力图再
现历史的真实。
再者，消化史料，进行专题研究。
本书选取的是近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过程中的核心问题，即宪法与宪政问题，试图以此为切入点，着
力于宪法与宪政制度的演变，力图揭示出近代中国宪政发展演进的基本脉络和历史规律。
第三步，从近代宪政实践到当代宪政建设，以史为鉴，体现历史研究的现实价值，为今日中国之民主
政治建设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与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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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夏新华，男，1966年11月生，湖南省武冈市人，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湘潭大学法学院教授，
湘潭大学非洲法律与社会研究中心副主任。
近年出版《法治：实践与超越——借鉴外域法律文化研究》（独著）、《非洲法律文化研究》(独著)
和《非洲法导论》（与洪永红合著）等专著，发表非洲法方面的学术论文30余篇。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近代中国宪法与宪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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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宪预备与程序正当　　二、官制改革与权力分立　　三、地方自治与民权保障　　四、法制改革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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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和启示第四编　法典研究　《临时约法》的非稳定性研究　　一、总统制还是内阁制：《临时约法
》自身条文分析　　二、单一制还是联邦制：《临时约法》未明条文分析　　三、精英化还是大众化
：《临时约法》代表性分析　　四、传统与现代之间：《临时约法》生存背景分析　《五五宪草》研
究　　一、《五五宪草》之背景分析　　二、《五五宪草》之过程分析　　三、《五五宪草》之实体
分析　　四、《五五宪草》之技术分析　　五、《五五宪草》之文化分析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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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编　清末立宪研究　　清末立宪与法制现代化　　庚子事变后，清廷当局认识到必须改变统
治方式，以挽救国势于危难之中，1901年1月29日颁发上谕，宣示改革决心，开始了清末为期10年的改
革，史称“清末新政”。
但初期改革主要限于练兵、筹款和育才三项，对政府根本政治体制的触动不大。
1904至1905年，中国东北地区沦为日俄战争的战场，对晚清中国的立宪运动起了巨大的刺激作用。
日本在战争中最终胜利，当时中国人很自然地把日本人取胜归于日本立宪政治在凝聚民心中的作用，
引发了国人对政府体制改革的思考与期盼。
时人皆日，日俄之战非日本与俄国两国之战，而是立宪与专制的政体之战。
自日本“以小克大，以亚挫欧，赫然违历史公例，非以立宪不立宪解释之，怠为无因之果”。
“及甲辰日俄战起，识者成为之说日，此非日俄之战，而立宪专制二政体之战也。
自海陆交绥而日无不胜，俄无不败。
于是俄国人民，乃群起而为立宪之争。
吾国士大夫亦恍然知专制昏乱之国，不足容于甘祺清命之世，于是立宪之议，主者渐多。
”日俄战争成为触发立宪问题的导火线，于是立宪之议纷起。
从前极少数人的立宪思想，变为多数人的要求。
“在这蜂拥而起的社会舆论里，宪政犹如一个包治百病的神明医手，只要他一　　到，多年卧病不起
的中国便会起死还生。
”改革政府体制，建立立宪政治，这既是“新政”的必然逻辑发展，也是“新政”建设的深化。
中国之有立宪，当以此为元年。
　　历经五大臣海外政治考察和第一次廷臣会议的激烈论争，清廷上层达成了“预备立宪”的共识。
1906年9月1日，清廷宣布“仿行宪政”，日：“⋯⋯时处今日，惟有及时详晰甄核，仿行宪政，大权
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
但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若操切从事，涂饰空文，何以对国民而昭大信。
故廓清积弊，明定责成，必从官制入手，亟应先将官制分别议定，次第开张，并将各项法律详慎厘订
，而又广兴教育，清理财务，整饬武备，普设巡警，使绅民明悉国政，以预备立宪基础。
著内外臣工，切实振兴，力求成效，俟数年后规模粗具，查看情形，参用各国成法，妥议立宪实行期
限，再行宣布天下，视进步之迟速，定期限之远近⋯⋯”预备立宪正式启动，国家进入预备立宪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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