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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它的特色源于它的历史。从近往远推，它首先源
于1949年的政协会议，史称"新政协会议"；"新政协会议"又源于"旧政协会议"，也就是1946年的政协会
议。在1946年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上，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国民主同盟以及无党派贤达人士
等国内政治力量，在外部势力的推动下（主要是美国），通过协商谈判，达成了旨在实现"政治民主化
、军队国家化"的五项协议。其宪政形态表现为：改组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在中国通过一部民主的
宪法，建立一个两院国会制、责任内阁制和省自治制度的宪政国家。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该方案没
有能够实现。当然，要弄清楚以上问题，又必须追溯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的国共重庆谈判，以及在抗
战后期兴起的宪政运动，共产党和国民党关于联合政府的谈判。本文着重研究1945年前后的这段中国
宪政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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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谈不上是特别深刻的论文，但不少史料分析不错。中国曾经或许已站在宪政之门，但令人扼腕地
拐向了内战定胜负，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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