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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政党与近现代中国社会研究》为了更加清晰地反映此次会议的成果，编者们将人选的论文，按所论
主题分为“中国国民党的性质及组织结构”、“近现代中国政党的演变”、“中共与社会变迁”、“
中共执政理论及能力考察”、“自由主义政党观及其活动”、“世界视野下的中国近现代政党”等六
大部分，一些学者在论文中涉及过去较少研究的内容，一些学者提出了较有新意的论点。从某种意义
上讲，本论文集也代表着本课题当前的研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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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中国国民党的性质及组织结构
略论民初政治生态与同盟会的改组
中国国民党早期军队政工制度的演变：1924—1928
中国国民党“中常会”演变述略：1926—1945
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组织演变述评
“党国”体制下公务员考铨制度的变异：1928—1949
20世纪50年代国民党的改造运动
中国国民党与台湾政党政治
台湾地区政党两岸政策研究
二、近现代中国政党的演变
民国初年中国社会党天津支部案始末
论民国初年河南“组党热”及其影响
从职教派到民建——中国民主党派孕育史的个案考察
陈炯明与致公党
生产人民党探析
党治与宪政的冲突——对抗战时期第一次宪政运动的几点思考
三大势力挤压下的中国民主社会党
百多年来中国政党现代化对中国社会现代化功效分析
三、中共与社会变迁
土地革命时期的上海赤色工会初探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工会述论
中国共产党与革命根据地的社会变迁
地主减租与农民交租问题——中共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减租政策及实践之研究
华北抗日根据地妇女运动与婚外性关系
建国初期干部婚姻问题辨析：以1950—1956年河北省干部群体为例
山东省昌潍专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历史考察：1957一1958
1966—1978年中国党、政府与社会的结构关联：离散与畸变
“无毒中国”在新时期缘何不再——共和国两次禁毒运动结果之异新探
四、中共执政理论及其能力考察
苏维埃时期中国共产党社会建设思想初探
再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国家”观
建国前夕中国共产党对加强执政能力的认识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形成过程
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领导机构沿革概述
中共政党权力监督的理论与实践
中国共产党执政方略的历史实践及其启示
全球化时代中国共产党政治权威的发展
胡乔木晚年对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理论贡献
科学发展观与党的意识形态建设
五、自由主义政党观及其活动
宋教仁民主宪政思想论析
余家菊与国家主义教育思潮
近代社会变迁中的中国农民党
论土地革命时期人权派的
政治主张李腊生游博
张君劢宪政思想及其实践评析——以20世纪30—40年代为中心
民主同盟在1946年之中国政局中的角色、地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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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世界视野下的中国近现代政党
论孙中山与苏俄关系
中共对孙中山与张作霖结盟的态度评析(1921—1925)
汪精卫政治思想的基本理论建构(1925—1931)
建国前影响中共中央制定对美政策的主要因素(1948．11—1949．9)
20世纪50年代中苏军事关系与中苏两党两国关系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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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中国国民党的性质及组织结构略论民初政治生态与同盟会的改组刘景泉议会政治是现代资产阶级
国家政治制度的核心，最早诞生于英国。北京民国政府时代，是中国唯一一个实行过分权主义议会政
治而又没有行得通的时期，尤其是民国初年，伴随着封建帝制的推翻和向西方学习的浪潮，许多希冀
中国复兴的有志之士，亦真亦幻地走上了议会政治之路。同盟会被宋教仁改组为国民党，就是民初这
一政治生态的产物。奇特的政治风景线按照议会政治体制的规定，国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历届
政府的产生均须国会同意并受其制约，这是根据从西方引进有利于资产阶级掌权后权力运用的三权分
立的政体原则订立的，亦即民元《临时约法》的核心所在。但是中华民国成立时的中国资产阶级并没
有掌握权力，重要权力手段完全掌握在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当权派手中。袁世凯的权力来源与依据是暴
力，在这种体制下，地主阶级当权派通过军阀以武力支配国家政治，只有在他认为无须使用暴力也能
取得所需利益时，才会重视议会斗争，组织业余性的所谓政党或朋党争夺议会席位。以孙中山为代表
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也懂得暴力的重要性而对议会斗争不感兴趣，只有一时尚无暴力依靠的在野派和对
暴力不感兴趣的资产阶级自由派，才将议会视作政治生命的唯一来源，组织专业性政党或组合临时性
朋党，争夺议会席位。故而民国初立之际，以议会角力为目的的议会型政党也是林立一时，派系纷呈
，使北京民国政府初期成为中国议会政治表现最活跃、最充分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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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政党与近现代中国社会研究》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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