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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教材:简明中国政治制度史(套装共2册)》深入浅出地阐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之前四千多年问中国政治制度发生、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
内容包括中国早期国家产生的途径、特征及其对后代的影响，传统专制社会中皇权高度集中的发展轨
迹，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转变的历史类型和各自特点及其转换的历史原因，政府监察制度的发生、发
展及其历史沿革，军事制度、法律制度的历史演变，国家官吏管理机制，近代政治制度的转型过渡等
。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教材:简明中国政治制度史(套装共2册)》与时俱进，汲取学术界最新研究成果，
设计新颖，简明扼要，论述精当，是一部不经见的实用教材。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教材:简明中国政治制度史(套装共2册)》既可作为广播电视大学行政管理专业的
必修课教材，也可作为高等院校政治学专业、历史学专业的教科书，还可供其他专业的学生选用和社
会读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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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高华，历史学家，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1960年7月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历史研
究所任研究实习员。
后评为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
曾任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研究室副主任、副所长、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系主任。
1990年获人事部“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1992年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1992年评为博士生导师。
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元史研究会会长、中亚文化协会副会长、中外关系史学会
副会长、国家社科规划中围史组成员、中国史学会理事（1988年至今）。
现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史哲学部委员、中国元史研究会顾问、中国海外交通史
研究会会长。
为联合同教科文组织《中亚文明史》编委会委员、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外国人研究员、京都
大学文学部访问学者。
主要研究方向为元代史，兼攻明代史、中国绘画史、中外关系史。
第八届、第九届全国政协常委。
著有《陈高华文集》、《元大都》、《元史研究论稿》、《元史研究新论》、《明代哈密吐鲁番资料
汇编》、《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元代卷》等多部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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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简明中国政治制度史》目录： 第一章中国早期国家的政治制度（上）——夏商 第一节中国的氏族
社会和前国家形态 一、氏族和氏族社会 二、中国法律的产生 三、中国前国家社会状况 第二节夏朝的
政治制度 一、夏朝的建立 二、神权、宗法权和王权 三、王廷中央与诸侯 四、行政体制 五、军事制度 
六、法律制度 第三节商朝的政治制度 一、社会构成与王权 二、行政体制 三、军事制度 四、法律制度 
第二章 中国早期国家的政治制度（下） ——西周春秋 第一节周初的政治形势及分封制和宗法制 一、
周初的政治形势与“明德” 二、周朝的分封制和宗法制 第二节王权和中枢决策体制 第三节中央和地
方行政系统 第四节军事制度 第五节司法制度 第三章 君主专制主义政治制度的形成（上） ——战国 第
一节战国的政治形势与各国变法运动 一、战国的政治形势 二、各大国的变法运动和政治改革 第二节
封建君主集权制的初立及其构成 一、专制主义官僚制度的初建 二、地方行政机构的设置和发展 三、
授田制和赋役制度 第三节军事制度 第四节法律制度 第四章 君主专制主义政治制度的形威（中） ——
秦 第一节皇帝制度 第二节中央和地方行政系统 第三节军事制度 第四节法律制度 第五节人事制度 第五
章 君主专制主义政治制度的形成（下） ——两汉 第一节两汉政治制度的特点 第二节皇帝制度与中枢
决策系统的运行 一、皇帝制度的基本特点 二、皇权实现的方式——中枢决策 三、皇位继承和后宫制
度 ⋯⋯ 第六章君主专制主义政治审度的发展、完善（上）——魏晋南北朝 第七章君主专制主义政治
制度的发展、完善（中）——隋唐五代 第八章君主专（下）主义政治制度的发展、完善（下）——末
辽金元 第九章君主专制主义政治制度的进一步强化——明朝 第十章君主专制主义政治利度的极端化
和瓦解——清朝 第十一章近代共和制政治嗣度——中华民国 ⋯⋯ 《中国政治制度史课程形成性考核
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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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2.宫殿、陵寝 隋、唐两代皆以长安为都城，又以洛阳为陪都，称东都。
两京宫殿的建设，在吸取汉魏以来宫殿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多有发展。
 京师长安是隋唐的政治中心，在隋朝已具相当规模，至唐朝，继续发展，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
之一。
全城东西长9 721米，南北宽8 651.7米，为齐整的长方形。
城分三部分。
北边为宫城，宫城正中间是太极宫，是皇帝听政和居住的宫殿；太极宫西为掖庭宫，是后妃们居住的
地方；太极宫东是太子居住的东宫。
宫城的正门叫“承天门”，门外有一条横贯东西、宽200余米的大街。
街南是皇城，城内有太庙、太社和各军政机关。
皇城正门叫“朱雀门”。
在皇城左右稍南，有东、西二市，是著名的商业区。
皇城之南，划分为108个里坊，是包括贵族官僚私邸在内的居民住宅区。
由宫城承天门起，穿过皇城朱雀门，通达长安城南门，有一条直贯南北、长达7 000余米的大街，叫“
承天门大街”，又叫“天街”。
朱雀门南边一段也叫“朱雀门大街”。
这条大街是皇帝出巡和百官上朝的主要干道。
长安城的这种建置，体现了封建帝王“南面称尊”的指导思想。
 唐初，皇帝主要在长安宫城活动。
每有重大国务活动，“则御承天门以听政”（《唐六典》，卷7，《工部郎中》），宫门外的南北、
东西交会的大街成为集会的广场。
宫城内太极宫里有座大殿，叫太极殿，是百官朔望朝（每月初一、十五日举行的较大朝会）之所。
殿东侧有门下省等重署。
西侧有中书省等官署。
殿北有两仪门，门内有两仪殿，是常朝（五品以上职事官和某些特定官员每天或隔日朝见皇帝）之所
。
这种在不同的地点接见不同的人物、处理不同事务的做法，反映了皇帝办公制度进一步严密化和皇权
的至高无上。
 唐高宗时，因长安宫城地处卑湿，遂在宫城玄武门外东北建大明宫。
宫之南部有含元、宣政、紫宸等殿，为朝见百官之所。
北部则是皇帝、后妃居住游宴之所。
高宗以后的皇帝多在此居住、视事。
时人称宫城内的太极宫为“西内”，称大明宫为“东内”。
唐玄宗时，又建兴庆宫，地处皇城正东，大明宫正南，又称“南内”。
还在骊山下修华清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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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教材:简明中国政治制度史(套装共2册)》借鉴了行政管理学和政治学的一些概念
，把中国政治制度史的重点放在决策系统和行政管理方面的运行机制方面，而对其他的内容，诸如财
政制度、礼仪制度等则不作详细的叙述。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教材:简明中国政治制度史(套装共2册)》主要叙述了统一王朝的政治制度，而对
地方政权的政治制度基本上不予涉及。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教材:简明中国政治制度史(套装共2册)》在具体叙述某一政治制度时，选择其发
展成熟时期详写，而对其他时期则略写或不写。
其四，对于争议较大的问题，采取一般的意见，在书中不加辩证或在注中作简要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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