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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发生在20世纪20年的湖南省宪自治运动乃至“联省自治”运动，实质上是在中国探索和追求联邦
主义的政治体制。
民初湖南省宪自治运动旨在国家分裂的背景下寻求中国省级层面局部实行地方自治——联省自治——
国家统一，最终实现国家层面的宪政。
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为背景的新世纪，实现宪政、保障人权是国人政治生活的重
大主题。
《民初湖南省宪自治研究》以史鉴今，其经验与教训对当今中国宪政事业的借鉴价值，显然是不言而
喻的。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初湖南省宪自治研究>>

作者简介

　　丁德昌，男，1971年5月出生，湖南省常德人，法学博士。
湖南文理学院法学院副教授。
在《法学论坛》、《行政论坛》、《求索》、《江汉论坛》、《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等核心和省
级期刊上发表论文三十多篇，其中《村民自治的异化及其法律治理》于2007年1月被《高等学校文科学
术文摘》全文转摘。
主编或副主编编著5部。
主持省部级课题2项，参与省部级课题5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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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政制之争：审查会与学者的回应　　学者制定的省宪草案在审查会内部和社会上引起强烈
的反响和争论。
省宪草案中规定的省长责任内阁制引起审查会内部强烈的论争。
在审查中，关于政制的采用大体分为两派。
以王克家为首的审查员包括朱侣云、胡曜和杨守康等主张合议制。
主张合议制的审查员为了增强声势，组织“省宪研究会”，会员约有三四十人。
①在省宪审查预备会上，合议派代表陶圣烈认为，政治改良视潮流而定，近世趋重民治，应以全民参
政为目标。
批评省长制，“与近世潮流相反，而以合议欺人。
”因为“草案称省长未虚位，而规定统帅军队，任免文武官吏，解散省议会，权力之大，莫与伦比。
”审查员成先杰从宪法的真谛在于限制政府权力着眼，认为草案条文，是“由代议制退化为独裁制，
违反进化原则。
”并且认为，“内阁制须以政党为基础，政党强固，内阁亦固。
英法都是采用内阁制，英有大政党，而结果良。
法无大政党，而结果烈。
”他坚决反对内阁制，认为“中国九年内阁制，成效如此，湖南已无实验余地。
”②　　王克家认为，“湖南作为中华民国自治省中的一个，依省的组织，应废除省长，保留省务院
。
”王克家认为省长制有很多弊端，归结起来主要有：　　其一，省务院长和厅长的副署权虚置，“省
长有任免文武官吏全权，省务员即为省长任免之僚属，而僚属迎合长官，副署安有价值？
”其二，省议会的同意权虚设，“原案省议会对于院长之同意，限三日内不置可否，即为默认，且否
决不得逾二次。
此种同意权，何异虚设？
”其三，原案有省长包庇之嫌，“原案议会不信任省务员，非省务员辞职，即省长解散省议会，实授
省长纵庇僚属之罪。
”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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