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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蒋介石与中国集权政治研究（1931-1937）》介绍了“九一八”事变后
至“七七”事变前，国民政府处于内忧外患的艰难时期。
为应对危机，蒋
介石力谋政治革新。
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个人集权政治模式初步形成。
这种政治模式有其独特的运行模式与发展路径。
《蒋介石与中国集权政治研究（1931-1937）》系统研究“蒋介石与中国集权政治”，可
深入反思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及其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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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大禹，1972年生，湖南新化人，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浙江大学历史系博士后出站。
湖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湖南省“新世纪121人才工程”第三层次人选，湖南省青年骨干
教师培养对象。
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政治史、中华民国史、国共关系史等方面的研究。
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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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一、问题的提出、研究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二、学术史的回顾与研究现状
三、研究的方法与框架
第一章 中国集权政治的渊源
第一节 集权政治的理论阐释
一、集权与中央集权
二、极权与独裁政治
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集权政治的论述
第二节 中国集权政治的沿革与重建诉求
一、古代君主专制时代的集权沿革
二、晚清集权政治制度的变革
三、民初集权制度的解构
四、训政初期国民政府的权威缺失
第三节 世界经济大萧条的政治应对
一、各国政治体制的集权应对
二、法西斯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第二章 “九一八”后蒋介石的艰难抉择
第一节 宁粤冲突、和解与制度变迁
一、宁粤对峙的动因与焦点
二、宁粤和解过程中的政治诉求
三、宁粤政治态度的制度实现
第二节 抗日与剿共：蒋介石的两难选择
——以处理热河危机为中心
一、热河危机初期：抗日优先于“剿共”
二、热河沦陷时：抗日与“剿共”两难
三、塘沽协定签订：对日停战与集中“剿共”
四、抗日与“剿共”两难选择之原因
第三节 国民党的政治分野与党建的滞后
一、国民党的政治分野
二、蒋介石与国民党的党建
第三章 蒋介石党政军权力的集中
第一节 蒋介石个人集权的形成
——以五全大会前后为中心
一、五全大会召开前的政治背景
二、五全大会的政治与人事变化
三、个人集权的特征与路径
第二节 国民政府权力困境中的军事因素
一、行政院与军事委员会的关系
二、保甲制度推行的程序考察
三、行政院行使权力陷入困境之原因
第四章 集权政治的权力运行模式
第一节 国民政府中央权力在各部的运行
——以内政部为例
一、内政部的权责与人事更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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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九一八”后蒋介石对内政部的吏治理念
三、内政部在权力运行路径中的地位
第二节 国民政府中央权力在各省的运行
——以何键主政的湖南省为例
一、省市的制度与权责规定
二、中央政府在湖南省的权力运行
三、何键主持湘政的态度
第三节 秘密组织与个人集权政治
——以力行社为例
一、中国传统集权政治中的秘密组织
二、“九一八”后蒋介石与力行社的成立
三、力行社的人事与活动
四、力行社的发展
第五章 蒋介石个人集权政治的外部支持
第一节 个人集权政治的舆论支持
——以《时代公论》为中心的考察
一、《时代公论》的创刊
二、《时代公论》对集权政治的主张
三、其他媒体的集权政治主张
四、舆论界支持集权政治的原因与作用
第二节 舆论空间与集权政治的关系（1931-1935）
——以《独立评论》与《时代公论》相对照
一、《独立评论》与《时代公论》的创刊
二、《独立评论》与《时代公论》对集权政治的态度
三、舆论与权威人物集权意愿的同向性
四、个人集权的加速与舆论空间的缩小
第三节 宋美龄的政治参与对蒋介石个人集权的影响
一、宋美龄政治参与的机遇：蒋宋联姻初期的相互需求
二、宋美龄政治参与的特质：以“贤内助”到“政治人”
三、宋美龄政治参与的效能：加速蒋个人集权的形成
第六章 集权政治的制度空间与政治文化
第一节 责任内阁制的制度空间
一、党治模式下的责任内阁制
二、军事权威建立的集权政治
三、蒋介石个人权威确立的制度空间
第二节 个人集权政治形成的政治文化
一、传统政治文化的惯性遗留与民主政治的艰难成长
二、传统政治文化的复活与政治权威的替代
三、集权政治的形成与民主政治发展的受阻
第七章 现代化视角下集权政治的效能
第一节 中央权威的重构与抗战准备
一、中央权威的重构与政治现代化推进
二、国防建设的加强与抗战准备的加速
第二节 蒋介石的人才方略与困境
一、人才选任的专家政治理念
二、集权需求与裙带风特征的实践
三、选人目的与任人方式的两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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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政治形态的艰难转型
一、攘外与权威领袖的艰难确立
二、兼职与树立个人威权的人治模式
三、个人集权政治并未走向独裁政治
余论 集权政治的合理性与路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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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刘大禹所著的《蒋介石与中国集权政治研究(1931-1937)》基于《蒋介石日记》等原始档案文献资料，
探讨“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在政治上进行危机应对的手段与方式。
作者认为，至“七七”事变前，蒋介石的个人集权政治模式初步形成。
集权政治在树立政府权威、推进国防建设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本书的出版，将使读者深入了解蒋介石推进政治现代化与抗战准备等方面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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