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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世纪是中国资产阶级政党兴起和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形成的世纪。
在现代中国，政党的产生和发展对国家的历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发生的最重要的两件大事，一是结束两千年封建帝制和19世纪中叶以来近一个世
纪的殖民地制度，二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
这两件大事都是在政党领导下实现的，这就足以促使我们对百年中国政党的发展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
。
　　一百年来，中国政党实践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探索过多种形式，最终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对人类文明制度的贡献之一，就是在政党制度上，创造并确立
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
研究20世纪中国政党发展的历史，不但可以使我们系统地把握现代以来中国政党发展的历史脉络，从
中认识中国政党发展的规律，还可以得到许多重要的启示，对于21世纪中国政党发展的趋势，能够作
出更好的把握。
　　一、20世纪中国政党产生的社会环境与文化背景　　政党作为政治组织，不是从来就有的。
现代意义上的政党组织是现代世界民主政治发展的产物。
人类社会没有政党存在的历史远比有政党存在的历史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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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世纪是中国资产阶级政党兴起和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形成的世纪。
在现代中国，政党的产生和发展对国家的历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发生的最重要的两件大事，一是结束两千年封建帝制和19世纪中叶以来近一个世
纪的殖民地制度，二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
这两件大事都是在政党领导下实现的，这就足以促使我们对百年中国政党的发展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
。
　　一百年来，中国政党实践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探索过多种形式，最终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对人类文明制度的贡献之一，就是在政党制度上，创造并确立
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
研究20世纪中国政党发展的历史，不但可以使我们系统地把握现代以来中国政党发展的历史脉络，从
中认识中国政党发展的规律，还可以得到许多重要的启示，对于21世纪中国政党发展的趋势，能够作
出更好的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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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46年11月15日，在沸沸扬扬的喧嚣声中，制宪国民大会在南京国民大会堂开幕。
截至当日，国民政府公布代表名单为1580人，已报到代表1420人，到会代表1355人，占应到代表总
数2050人的2／3。
随后，民社党代表等相继到会，最终公布代表为1745人，出席代表为1701人。
　　制宪国民大会的召开，“使中共及第三方面最近在商谈中的协议成为不可能，并且最后破坏了政
协以来的一切决议、停战协定与整军方案，隔断了政协以来和平商谈的道路”②，和平大门就此关闭
。
伴随着国共间的尖锐对立，中间势力力图调和国共，走中间道路的梦想也逐渐成为泡影。
　　2．《中华民国宪法》的制定　　在国民大会开幕式上，蒋介石发表讲话。
他说：“宪法是全国共循的法典，一方面必须有远大的理想，一方面又必须顾及国家现实的情况。
我们的理想，就是国父遗留的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
我们国家的现实，就是国家社会自抗战以来经过长期间的演变和进步。
唯有理想与现实兼顾的宪法，才是适合国情而完善可行的宪法。
”③显然，蒋介石本意是以孙中山遗教为依据，力图以“五五宪草”为蓝本来拟订《中华民国宪法》
的。
　　不过，国内外的形势迫使蒋介石不得不有所顾忌。
为促使民社党参加国民大会，蒋介石不得不在宪法问题上让步。
1946年11月18、19日，国民党与民社党代表张君劢、青年党代表左舜生、社会贤达代表吴经熊等两次
会商，将张君劢草拟的宪法草案略加修改，以政治协商会议商订之宪法草案修正案的名义于11月28日
提交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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