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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代中国乃一过渡时代之中国。
通过政治变革挽救民族危亡和实现民族独立是近代中国变革的主旋律。
近代中国政治变革的主要目标是效仿西方实现立宪政治。
在英、美立宪政治建设过程中，地方自治是立宪政治的基础和必经途径，是立宪政治的基本制度。
　　在近代中国宪政建设过程中，南京国民政府的县自治建设主体多头，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
法规最复杂，过程最曲折，体系最多变。
南京国民政府20世纪30年代的地方自治为抗日战争时期的新县制作了探索和尝试，是实施新县制的基
础。
　英国著名史学家兼政治科学家西莱（Seeley）曾经说过，有历史而无政治科学则无果；有政治科学而
无历史则无根。
本书以县自治建设过程为经，运用政治学理论，对20世纪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的县自治建设理论、自
治规划、自治制度、自治法规、自治过程、自治体系、自治政策演变作一全面、系统、深刻的历史描
述和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多角度分析与评判。
并用历史学的方法，从背景、资料和历史过程中，探索政治制度变迁沿革的线索、原因、法则乃至一
般原理。
　　20世纪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的县自治建设有许多经验和教训值得总结。
政治制度是一个国家文化的体现。
制度背后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特定地域、特定生产方式、特定社会组织长期形成的政治文化的表现形式
。
近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一直处于民族国家与政治国家内在冲突的两难境地。
中国的国际地位、历史和现实国情需要首先建立民族国家，然而，近代中国外来思想和通过政治变革
实现民族独立的理念，使政治变革一直处于集权与分权、专制与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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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地方自治为理论分析框架，描述地方自治在国家权力组织和国家结构中的地位与作用。
在此理论分析框架下，以南京国民政府20世纪30年代县自治建设进程为经，对县自治作政治的、历史
的、社会的、经济的多角度分析。
地方自治作为宪政的基础和一项基本地方制度虽具有普遍意义和价值，但基于个人独立、自由、平等
、权利基础上的西方民主制度与以社会本位和官本位的中国传统不符，与近代中国急需建立“民族国
家”国情不适应；南京国民政府的县自治挫折表明，制度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的全部．制度不是简
单移植可以成功的；制度的建设既要符合时代潮流和民族要求，还要适合民族形式，更需政治系统自
身实践的典范和制度化、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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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地方自治是一种最古老的、最成熟的人民民主生活方式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指
出，有营养不良的小孩，也有早熟的小孩，也有发育不健全的小孩。
在古代氏族中属于此类范畴者甚多，唯希腊人为发育正常的小孩。
每个民族由于地域和社会分工的不同，形成国家的路径不同，所以国家的社会生活、社会组织、统治
方式以及政治体制也不完全一样。
　　人类社会的一切进步都是在一定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取得的。
在古希腊，宪法是国本的意思，是指国家组织。
古希腊的城邦制度影响了古罗马政治体制，希腊公民的权利与罗马的民法神奇地结合起来。
罗马宪政明确认定，人民才是法律的渊源，国家是整个的公民，即公民体，个体公民都可以同样参与
公共生活。
从法律的制定而言，古代希腊与古代罗马，在原则上一切法律的制定权，交给一种公民大会。
而罗马的私法又经罗马帝国带到征服地。
　　盎格鲁-撒克逊是日耳曼人的一个部落。
而原始日耳曼就有自由。
“北欧日耳曼条顿部落有一种古老的民主传统，每年举行一次马克大会（基层大会）来处理部落共同
问题。
早在公元5世纪，条顿人从北欧入侵英国，便把这一传统带到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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