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传统官僚政治中的权力制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传统官僚政治中的权力制约机制>>

13位ISBN编号：9787301166826

10位ISBN编号：7301166826

出版时间：2010-3

出版时间：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孙季萍，冯勇　著

页数：431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传统官僚政治中的权力制约�>>

前言

　　对于官员，中国古代各个时期大都不曾放松管束和约制。
早在西周初年，周公旦已对掌权者提出了“人无于水鉴，当于民鉴”的告诫，他提醒统治者，要关心
民众的疾苦，重视民众的呼声，要以民众的喜怒为好恶，以民心向背为政权安危的标尺。
周公之后，随着春秋战国官僚政体的建立，权力及权力制约问题的重要性日益受到各诸侯国家的重视
，应时而生的诸子百家理论对权力制约问题多有涉及。
法家从“人性自利”的观点出发，强调君主运用“法”、“术”相结合的手段控制驾驭百官臣下；儒
家相信人性中的善端，相信人的道德自觉和内心的自我约束，提出以道德的力量实现对当权者的规制
；道家则以“天道”为依据，对政治权力的是与非、善与恶加以评说，要求统治者“则天而行”，“
无为而治”⋯⋯　　诸子理论各成一家，亦各有所偏，秦汉帝国建立以后，各家理论在相互对立和攻
讦之后走向了融合，两千年帝制政治中，儒、法、道、墨各家学说相互补充，共同参与了王朝“治道
”的设计与谋划，在权力制约机制建设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各家理论的影响。
　　考察秦汉以后的中国传统政治，权力制约建制覆盖了权力组织——权力运行——权力评价——权
力问责各个方面，道德约束、制度规范、权术制约在这一系列环节中全面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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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旨在全面梳理中国传统官僚政治中的权力制约机制，总结其内在逻辑及理性基础，分析其有效价
值及局限，以期为现代权力制约建制提供一些启示。
本书由导论、正文、结语三部分组成。
导论：权力制约的意旨——阐述权力制约的一般原理；正文：中国传统官僚政治中权力制约的理论与
实践——详细分析、解读古代中国人的权力制约思想，探究其在帝制政治中的具体运用，以权力配置
、权力运行、权力问责三大主题为线索，系统研究古代中国人运用法律、道德、权术等手段防范权力
异化的具体措施；结语：中国传统权力制约机制的结构及价值分析——宏观总结传统中国权力制约机
制的运作机理及其有效性、盲点、误区，并通过东西方权力制约历史的比较，探索权力制约的一般规
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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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对权力形成了有效的道德制约。
在道德手段之外，制度化的控权措施亦十分详备。
例如，在职官选任上，历代都强调严格标准、严格权限、严格程序：秦汉有察举制，魏晋有九品中正
制，隋唐以后有科举制。
为保证官吏在任勤政，各个时期又有严明的考课制度：秦汉有“上计”制、部门考课制，唐有“四善
二十七最”之法，宋有磨勘制，明清有京察、大计之法。
为了随时发现和纠举官员违失犯罪，秦汉以后，规范化、系统化的监察制度建立起来，台谏并立，百
官公卿，大政小情，无所不察，无所不纠。
在以上正式的国家制度之外，古代一些时期又将“权术”手段运用于权力监控，行“特务政治”，官
员的一言一行，都被纳入监督视野。
　　所以说，在中国传统官僚政治中，官员们受到了来自制度与非制度方面的多层制约，甚至尊贵为
皇帝者，他的意志也时时受到各方力量的牵制和左右，不能为所欲为。
历史上有关宋太祖畏惧史官，明神宗无奈于御史等记载，都是明证。
广泛而多样化的制约方式下，中国历史上产生了大量的循官廉吏，他们秉持儒家君子之风，为官一任
，造福一方，为江山社稷和民众安宁尽心操劳，青史留名。
　　但是，翻阅史书，在清官循吏令人荡气回肠的故事背后，我们又可以看到太多贪官庸吏的误国殃
民之举，历代奸臣弄权、贪污纳贿、蠹政厉民者充斥官场，贪庸怠惰之间，这些王朝的“护卫者”转
而成为王朝的“掘墓人”，葬送了江山社稷的前程。
　　传统政治中的权力制约机制为什么会失效？
问题的关键，在于权力制约机制自身以及该机制所赖以建立的制度基础。
　　从整体上看，中国传统政治中的权力制约机制呈现封闭的、自上而下的线性模式：权力制约排除
了任何外来力量的参与，它是一种“体制内”的自我检视，是单一性的“自体监督”模式；不仅如此
，在这一制约系统内部，制约者与被制约者之间是一种不可循环、不可逆转的单向关系，作为权力制
约唯一动力源的皇帝，高居权力金字塔顶端，不受任何制度化的约束。
这样一种缺乏“异体”参与的自上而下的制约机制，造成了制约动力的不足和理性的缺乏，也造成了
某些权力环节的虚监、漏监，它是一个内部协调成本大，整体功能低下，难以有效运转的“死系统”
。
　　这一难以有效运转的制约机制是由中国古代专制政治的现实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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