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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古代行政制度有着数千年的历史渊源，内容丰富，体制完备，在世界行政制度史上占有重要
地位。
本书较为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古代中央到地方行政制度的起源、发展和演变过程，专题叙述与分析了皇
帝制度、中央行政制度、地方行政制度、行政监察制度、官吏选拔制度、官吏管理制度、胥吏制度、
公文制度、教科文卫管理制度，梳理和总结了各项制度的来龙去脉，并对各项制度都进行了简明扼要
的评价。
本书不仅介绍了相关知识，而且从制度史的角度探讨了中国古代行政制度的形成、演变及其若干特点
。
全书内容充实、资料丰富、行文流畅、语言生动，具有较强的可读性。
  本教材主要供高等院校行政管理、公共事业管理等公共管理类专业本科生使用，也可作为MPA学员
及社会各界实际工作人员学习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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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蔡放波：江西九江人，1949年出生。
教授，长期从事政治学、公共管理学教学与研究。
著有《中国行政制度史》（中国科学文化出版社2003年），主编《西方国家政治制度比较》、《当代
世界经济与政治》；合著、参编《中国开放史》、《公共管理学》、《公共事业管理概论》等多部著
作与教材，在《中国行政管理》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并有多篇获优秀论文奖。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行政制度史>>

书籍目录

第1章　绪论　1.1　中国行政制度史的研究对象　1.2　中国古代行政制度的特点和发展阶段　　1.2.1
　中国古代行政制度的特点　　1.2.2　中国行政制度史的分期　1.3　研究中国行政制度史的意义　
　1.3.1　有利于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的行政文化　　　1.3.2　有利于了解行政制度与国家政权、社会
之间的关系　　1.3.3　有利于充实专业知识和完善知识结构　　　1.3.4　有利于推进我国行政体制改
革　　1.4　研究中国行政制度史的方法　　1.4.1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方法　　1.4.2　历史的研究
方法　　1.4.3　比较研究的方法　　1.4.4　学以致用，体用结合的方法　　1.4.5　注意从发展的角度
来学习中国行政制度史　本章小结　关键术语　思考题第2章　夏商周行政制度概述　2.1　夏朝政权
组织的出现　　2.1.1　夏朝的中央政权组织　　2.1.2　夏朝的地方政权机构——方国　　2.1.3　简评
　2.2　商朝内服与外服的职官　　2.2.1　商朝内服的职官——“百僚庶尹”、“殷正百辟”　　2.2.2
　商朝外服的职官——“殷边侯甸”　　2.2.3　简评　2.3　西周的中央行政管理体制与地方管理　
　2.3.1　西周的中央行政管理体制　　2.3.2　西周的地方行政管理体制　　2.3.3　简评　2.4　春秋战
国时期的行政制度　　2.4.1　春秋时期的行政制度　　2.4.2　战国时期的行政制度　　2.4.3　简评　
本章小结　关键术语　思考题第3章　皇帝制度　3.1　皇帝制度的建立与皇权的行使　　3.1.1　皇帝
制度的建立　　3.1.2　皇帝制度的发展变化　　3.1.3　皇权的内容与特点　　3.1.4　皇权的行使方式
　　3.1.5　简评　3.2　皇位继承制度　　3.2.1　皇位继承的原则　　3.2.2　皇位继承制度的弊端　
　3.2.3　统治者所采取的相关防范措施　　3.2.4　简评　3.3　宫殿、陵寝、宗庙制度　　3.3.1　宫殿
制度　　3.3.2　陵寝制度　　3.3.3　宗庙制度　　3.3.4　简评　3.4　皇权的异化——外戚与宦官专权
　　3.4.1　宦官制度　　3.4.2　宦官专权　　3.4.3　外戚制度　　3.4.4　简评　3.5　皇帝制度的特点
与本质　　3.5.1　皇帝制度的特点　　3.5.2　皇帝制度的积极意义　　3.5.3　皇帝制度的本质　
　3.5.4　简评　本章小结　关键术语　思考题第4章　中央行政制度　4.1　秦汉时期的三公九卿制　
　4.1.1　秦代大一统封建国家的三公九卿制　　4.1.2　西汉时期的三公九卿制　　4.1.3　东汉三公九
卿制的变化　　4.1.4　简评　4.2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三省六部制　　4.2.1　魏晋南北朝三省六部
制的萌芽　　4.2.2　隋代三省六部制的确立　　4.2.3　唐代三省六部制的完善　　4.2.4　中晚唐、五
代时期三省六部制的变革　　4.2.5　简评　4.3　宋代的二府三司制和元代的一省制　　4.3.1　宋代的
二府三司制　　4.3.2　元代的一省制与宣政院　　4.3.3　简评　4.4　明清的内阁制与军机处　　4.4.1
　明代的内阁制 　　4.4.2　清代的军机处　　4.4.3　简评　4.5　中央行政体制的演变规律及其特点　
本章小结　关键术语　思考题第5章　地方行政制度第6章　监察制度第7章　官吏选拔制度第8章　官
吏管理制度第9章　胥吏制度第10章　公文制度第11章　教科文卫管理制度参考书目后记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行政制度史>>

章节摘录

　　第1章　绪论　　中国行政制度史是以中国历代行政制度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它以现代政治
理论和行政管理理论为指导，以行政制度的历史发展变化为主线，分专题研究中国历史上的君主、中
央行政、地方行政、行政监察、官吏选拔、官吏管理、胥吏、公文以及教科文卫等各方面的制度。
中国行政制度史着重分析历代行政制度对行政管理和社会发展的正负两个方面的影响，从中国行政制
度的产生、发展和变革中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
　　1.1　中国行政制度史的研究对象　　每一门独立存在的学科，都有其研究对象，或者说矛盾的特
殊性。
从广义来说，举凡中国历史上与行政制度相关的政治、经济、法律、军事、思想、文化、社会等部分
，都必然要纳人中国行政制度史的研究内容。
只有将行政制度的研究置放于各个时期社会经济政治总体之内进行，才可能动态地、全面地理解行政
制度，这是深入理解中国行政制度史的必由之路。
　　上述内容覆盖的时间，为夏、商、周三代奴隶制社会时期与秦汉至明清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
封建制国家的行政制度，有些虽然渊源于奴隶制国家，但由于奴隶制及其以前的社会，年代久远，文
献也不足为征，所以本书便把重点放在秦汉至明清这段封建制时代。
至于秦以前的奴隶制时期行政制度，只做简要介绍。
　　众所周知，中国的文明史与巴比伦、埃及、印度等文明古国不同，这些国家曾多次被异族征服，
都遭受过外来文明的侵略，因此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的古老文化都未能完整、独立地保存下来
。
只有在华夏大地上孕育生长的中华文化，一直连绵未断，持续发展。
从传说时代的黄帝开始，直到现在，中华文化传统一直保持着发展的连续性和主体的纯洁性，成为东
方文化的主流。
这就决定了中国行政制度史的时间跨度大，地域辽阔，对象广博，内容丰富完整，对它的研究概括起
来应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历史上的行政管理及其效果，包括行政体制、行政机构设置、
行政权力运行、行政环境、行政文化、行政思想，以及因此产生的各种形式的制度。
这里面既有国家正式制定的典章制度，也有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起到规范和调节作用的传统习惯，以及
调节家族、宗族、乡里内部关系的“家法族规”、“乡规民约”等特殊形式的社会规条，还有各民族
在国家允许范围内的特定民族规范。
这些规范是研究中国行政制度史的基本依据。
通过对这些规范的研究，可以了解历史某一时期、某一政权、某一民族的最基本的行政制度情况，也
可以看到它的因循和发展。
　　第二，中国历史上的国家行政管理状况，包括国家机关的组织结构、形式，职、权、责、利的划
分和运用，以及互相配合、密切相关的职官选拔、职官管理、监察、财政、文教、卫生、礼仪、民族
、文书等制度。
国家行政体制是对全社会进行管理的体系，它包括行政监察、考试、吏治、人事、财政、文教、卫生
、礼仪、民族、文书、职官管理等制度，这些制度既相辅相成，又相互影响和制约，并构成行政制度
的主体，通过国家的强制力来保证运行。
　　第三，中国历史上产生过的行政思想和有关行政的各种学说，也是中国行政制度史的主要内容。
行政思想是属于政治思想史的范畴，但我们在研究中国，行政制度史时，不能脱离思想的指导因素，
尤其是中国古代行政制度，是严格遵照“天人合一”和“三纲五常”的钦定儒家学说作为精神支柱的
，晚清以后，又受到西方君主立宪和共和思想的影响。
脱离这些思想理论，就难以对具体制度的形成、发展和变化做出合理的说明。
可见对行政制度史的研究是离不开思想史内容的，否则，就会变成孤立无据的偶然政治现象，成为无
本之木、无源之水。
　　第四，中国历史上经济制度是研究中国行政制度史不可忽略的内容。
经济制度的根本问题是优化资源配置，以便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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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通过政策、法令、规章等手段，对经济进行干预，如早期国家在制度上实行重农抑商政策，渐渐
变为亦农亦商，政府“凡征粮责之首户，每岁夏初丝出一完；秋初，烟叶上市一完；至冬收获，扫数
全完”。
①制度如能顺应经济的发展，便能够保证国家税源的充足。
相反，如果采取违背经济发展的措施，不尊重农时，或者采取苛捐暴敛、竭泽而渔的手段，就必然会
招致民怨，破坏生产，行政制度也不可能正常地运行。
　　第五，中国古代官吏制度是中国古代行政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关于官吏，列宁在《论国家》的讲演中曾有过十分精辟的论述。
他说：“国家一直是从社会中分化出来的一种机构，一直是由一批专门从事管理、几乎专门从事管理
或主要从事管理的人组成的。
人分为被管理者和专门的管理者，后者居于社会之上，称为统治者，称为国家代表。
”①显然，这批“居于社会之上”的“统治者”和“国家代表”，就是官吏。
官吏是行政制度的具体实施者，没有官吏，行政权力无法行使，行政制度无法实施，行政目标也就不
可能实现。
中国古代官吏制度则不仅包括中国古代各朝官吏的设置与沿革情况，还包括中国古代官吏的选举、任
用、考核、奖惩、监察、待遇、致仕等管理方面的内容。
在行政制度运用过程中，有关官员的人品、才能和作风，必然直接关系着制度执行的公正和效率，并
且影响着行政制度的贯彻执行和社会效果，决定着这一制度的成败。
因此，不了解古代的官吏制度就不可能真正理解中国古代的行政制度。
　　上述几个方面，既相辅相成，又相互影响和制约，构成研究中国行政制度史的主体。
中国行政制度史作为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一个分支，其特点就在于处在行政学与历史学双重交叉之中，
既有行政学的特点，又有史学的性质。
也就是说，中国行政制度史既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一种专门史，同时又是行政学领域中的一个重要
的基础学科。
　　中国行政制度史的研究对象从狭义上说，是中国历代中央行政制度和地方行政制度的沿革演变历
史，以及有关国家行政管理的各种典章制度。
中央行政制度包括历代君主制度、宰相制度、中央行政管理体制、监察制度四个方面的内容。
地方行政制度包括历代地方各级行政管理制度、少数民族地区行政机构的设置与管理。
此外，历代的官吏管理制度、胥吏制度、公文制度也是中国行政制度史研究的对象。
这是本书介绍的主要内容。
在编写体例上，目前国内大多有关中国行政制度史的著作和教材之中，都以不同王朝为主体，作为一
个独立的论述阶段和研究主体，分述本王朝的君主制度、职官制度、地方制度、监察制度等。
这样的体例当然有其必要性，因为便于对不同朝代做全面、综合性的观察和分析，但由于中国历史上
存在漫长的君主专制统治，后起的王朝往往在国家体制和各方面的规章上沿袭前代，大同而小异，所
谓“中国自数千年以来，皆停顿时代也”。
①分朝代叙述它们的行政制度，往往难以避免重复冗赘。
为避免这样的缺点，本书将古代各种专门制度分别作为专题叙述，精简其重复之处，突出其已发生嬗
变，重点叙述它的发展变动，有异于前代之处。
当然，又不能割断其嬗变的渊源和影响，使两种论述中国行政制度史的著作体例互资参考，互为补充
。
为此，本书即按照历代的皇帝制度、中央行政制度、地方行政制度、行政监察制度、官吏选拔制度、
官吏管理制度、胥吏制度、公文制度、教科文卫管理制度的专题编写。
　　1.2　中国古代行政制度的特点和发展阶段　　研究中国行政制度史，除了必须认识它与世界各国
行政制度史的发展历史具有相同或相近的规律外，还应该特别注意到中国特殊的国情和中国行政制度
史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性。
中国有确凿史料记载的行政制度已存在了近4000年，在这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中国行政制度沿革大体
清晰，内容特点也很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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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中国古代行政管理在自己独有的环境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特点。
　　1.2.1　中国古代行政制度的特点　　1.行政管理权高度集中于君主一人，形成了大统一王朝的中
央集权体制　　中国古代的国家，经历了奴隶主专政和封建主专政两个阶段。
这两个时期的行政管理虽有许多不同之处，但是其共同特点是行政管理权集中于君主之手，是一种个
人集权的管理体制：在奴隶制国家里，行政活动以王权为中心，以王权为最高权威，王与国家两位一
体。
夏、商、周虽然以天子为天下共主，但由于实行的分封制实际上是一种小国寡民的社会，各级封君的
专制权力在空间范围上受到限制，仅对统治区内的直接统治部分享有完整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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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行政制度史》主要供高等院校行政管理、公共事业管理等公共管理类专业本科生使用，也
可作为MPA学员及社会各界实际工作人员学习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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