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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收集在这个文集中的论文，大多是围绕中国近代社会与制度转型而展开的，其中讨论的重点，是清末
民初的政治制度变革。
当这些文章即将结集拿出来时，自己又突然感到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探讨，还有许多问题自己没有说清
楚，所以又提出两个问题，既是就相关问题补充一些看法，也是就研究心得作一个小结。
第一个问题。
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及其转型社会中制度变迁的特征。
目前，学术界常用“社会转型”一词来概括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中范型的转变。
那么，近代社会转型的内涵是什么？
从社会变迁的角度看，近代以前的中国是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传统社会；自19世纪后半期以后，随着
新机器工业的产生与发展，中国逐步显露出向现代社会即工业社会发展范型转化的征兆。
在这一过程中，新结构逐步产生和壮大，旧结构趋于没落和瓦解，社会呈现出新旧结构交替的景象。
在新旧结构交替的过程中，原有的与旧结构相适应的旧体制也会发生变化，逐步为与新结构相适应的
新体制所取代。
所以，社会转型既是社会变迁过程中新旧结构的转换与过渡，也是新旧体制的更替和交接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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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与制度变迁》内容简介：收集在这个文集中的论文，大多是围绕中国近代社会
与制度转型而展开的，其中讨论的重点，是清末民初的政治制度变革。
当这些文章即将结集拿出来时，自己又突然感到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探讨，还有许多问题自己没有说清
楚，所以又提出两个问题，既是就相关问题补充一些看法，也是就研究心得作一个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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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近代以来，在外部侵略和内部动乱的双重压力下，在封建王朝治乱兴衰的惯性机制支配下，清王朝的
统治权威削弱，组织能力降低，出现严重的衰败化趋势，主要表现为：高度集中的皇权受到外来威胁
。
在专制政体下，皇权既是国家主权的代表，又是中央政府政治权力的核心，皇权、国家主权、中央政
府权力是三位一体的。
近代列强入侵和不平等条约打破了这种权力结构，一系列中外关系的新原则在使中国国家主权丧失的
同时，也造成了对无所不包的皇权的分割：它分割了中国的司法权、制定关税权，甚至还分割了清政
府对财政收入的支配权和对本国领土的军事自保权。
列强特权击破了皇权的权威体系，成为皇权之外的第二权力渠道。
中央政权日益失去对社会的整合能力。
其表现是多方面的，一是在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交织、社会动乱不已的情况下，清政府的社会控制和
协调能力大为降低。
最突出的就是在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事件上，对前者，清政府动以军事镇压，无奈绿营丧失战斗力
，不得已而起用勇营，却又带来造就地方势力的后果，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出现了分散化的倾向。
对后者，清政府行以“招抚”，却招致八国联军侵华，付出了蒙受耻辱的代价。
每一种手段的失败，都意味着中央政权自身力量的削弱。
二是在社会结构变动，新兴社会力量出现，现代化因素增长的情况下，清政府缺乏足够的应变能力。
近代社会的变动，中西文化的冲突，必然会造就新的社会力量并提出自身要求，这些要求往往会使政
府感到难以接受，但也可能成为推动政府主动改革的动力。
19世纪后半期，中国社会中的新要求在经济方面是发展商办企业，在政治方面是设立议院、君民共主
。
但清政府直至甲午战后才稍微放松对民间工商业的控制，而对政治改革要求却迟迟不动，甚至扼杀了
保留清政府及皇权的戊戌改革。
这样做的结果，不仅是使政府失去重整权威的机会，而且造就和扩大了政府的反对力量。
政治腐败导致社会认同危机。
政治体制是社会价值的主要物质载体。
进入近代，清朝政治体制的腐败已到了不可挽救的地步。
表现在体制内部，是政府效能低下，运转不灵，统治者处心积虑所设计的官员权力互相牵制体系，带
来了事权不一，职责不明，政令懈怠的恶果。
表现在官僚身上，是贪污腐化、行贿受贿之风愈演愈烈，贪污官僚层面扩大。
表现在国家对外关系中，是一系列的妥协投降、割地赔款，而最高统治者仅以保住自己的权位为最高
原则。
种种表现证明，清末的政治腐败，不仅仅是个别官员的腐败，而是体制的腐败。
自身的腐败，使清政府彻底丧失了除恶扬善的能力，导致了人民对它的普遍失望，导致整个社会的认
同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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