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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央大学法学院于二十五年秋有行政研究室之设，招致各大学毕业生若干人，在政治系诸教授指
导之下，从事于中国行政之研究。
惟是此项工作，至大且繁；问题既多，又俱非简易。
研究每一问题，必法律与实施并重，而历史之演进，尤为必要之基础。
苟欲将无数之行政问题作一有系统之研究，举凡历史的演进，法律的规定，与乎实际的状况，一一尽
述，良非某一学系或某一研究所所能胜任，更非五六人所能尽其事。
必多数研究机关，多数研究人员，积多年分工合作之共同研究，始可稍获眉目。
故中大法学院于设立行政研究室之始，初不敢自期于短期内能有若何成绩。
同人之所愿努力者，即在三四年内，能将民国各种行政问题，择其较重要，较易知，较与前代（即民
国以前）无关连者，一一加以研究。
如能有成，然后再研究较艰难而与前代较多关连之诸问题。
行有余力，则更及较不重要之问题。
凡他处已经研究得有成绩之问题，则同人当力避重复。
　　根于上述计划，同人等乃有民国政制史之试作。
民国政制包含甚广；在各种问题未有个别研究以前，本无从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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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世纪文库”之一，书中详细介绍了1911至1936年民国政治制度的设置和沿革，一如作者在增
订版序中所说，“只客观地叙述变迁经过，分析法制要点，而不参以赞否之意见”。
 全书全本严谨的学术研究的立场，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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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钱端升（1900年-1990年），中国法学家，政治学家，教育学家。
1900年2月25日生于上海，1990年1月21日卒于北京。

1919年，钱端升毕业于清华留美预备学堂，赴美国北达科他州立大学和哈佛大学研究院留学。
1924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历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京中央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教授、
政治系主任、法学院院长以及天津《益世报》主笔等职务。
1952年负责筹建北京政法学院并担任第一任院长。
1954年他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的起草工作，任宪法起草委员会顾问。
历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代表，第二、三、四、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二、五届全国
委员会常委，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案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中国教育工会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副会长，中国教育工
会北京市委员会主席等职。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担任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常务委员会委员、法律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外交部法律顾问、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参议委员会常委、中国政治学会名誉会长、中国法
学会名誉会长、欧美同学会名誉会长、中国国际法学会顾问、国际问题研究所顾问等职。
还是《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编辑委员会顾问。
198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著有《中国的政府和政治》(英文)、《民国政制史》(与人合著)和《比较宪法》（与人合著）等。
从事教育工作近70年，培育了大批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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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临时政府时期（辛亥至民国元年三月）　　第一节　临时政府之成立　　辛亥八月十九
日，即阳历十月十日，民军在武昌起义，各省纷纷响应。
革命之目的，虽同为推翻清室，而各省之间，则缺乏统一组织。
九月十九日（阴历，以下在民元元旦前，均用阴历），由湖北都督府通电各省，请派全权委员，赴鄂
组织临时政府。
然而上海之在当时，实为革命人士之集中点，亦已进行组织政府，九月二十一日，苏督程德全，及浙
督汤寿潜联电沪督陈其美，提议在上海设立临时会议机关，并附有集议方法如次：　　一、各省旧咨
议局，各举代表一人；　　二、各省现时都督府，各派代表一人，均常驻上海；　　三、以江苏省教
育总会为招待所；　　四、两省以上代表到会，即行开议；续到者，随到随与议。
　　九月二十二日，即以江苏都督代表雷奋、沈恩孚，浙江都督府代表姚桐豫、高尔登名义，通电各
省，请派代表来沪；二十五日，依“两省以上，代表到会，即行开议”之规定，在上海开第一次会议
，议决定名为“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
九月三十日，议决承认武昌为民国中央军政府，以鄂军都督执行中央政务。
十月初三日，湖北都督府代表居正、陶凤集到沪与会，表示鄂都督希望各省派全权委员，赴鄂组织临
时政府。
四日，联合会议决各省代表除赴武昌者外，各省仍留一人在沪，赴武昌者，会议组织临时政府，留沪
者，则负通信联络之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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