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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行政制度的基本范畴应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行政组织与职能。
包括中央和地方的行政体制，各级行政机构的设置及其职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力划分等等。
　　第二，行政决策制度。
主要指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决策机制，包括决策主体、决策程序和方法。
还应包括决策过程中的顾问与幕僚制度、封驳制度、谏议制度等内容。
　　第三，行政执行机制。
指中央与地方各级行政执行机构的体制，行政执行的原则、程序和方法。
　　第四，行政人事制度。
行政人事制度是行政管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特指政府对其工作人员的管理活动，是建立行政组
织并保证其正常运行的基础。
　　人事行政的内容主要体现为政府的人事管理机构通过相应的人事行政制度，对政府人事问题所作
的规划、决策、组织、指挥、协调、控制等管理活动。
包括职官设置、选拔任用、人事考核、人事监察、薪俸制度、休假制度、退休制度等。
　　第五，行政监察制度。
中央和地方行政监察机构的设置、职能，监察立法，监察机构的运行机制，监察官员的选拔与考核等
。
　　第六，司法行政制度。
司法行政制度包括行政立法制度和司法制度两个主要部分。
行政立法是国家行政，亦即国家组织管理活动的基础，国家的组织管理活动如果没有行政立法的支持
和调整，将不可能发挥国家行政的职能作用。
　　行政立法制度，包括国家的立法机构、立法程摩和立法审查等制度，是国家行政制度的重要内容
。
行政司法制度指一个国家的司法组织机构和与之相配套的司法审判程序。
是司法机关及其他的司法性组织的性质、任务、组织体系、组织与活动的原则以及工作制度等方面规
范的总称。
　　第七，财务行政制度。
财务行政是指国家各级政府的财务行政部门、为了履行政府职能，根据国家有关法规和政策以及经济
发展规律，对国家各种资金的收支的管理与监督的行政行为。
包括国家财政机构的设置、管理职能、国家的财政收支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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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一、中国古代行政制度的研究范畴（一）行政的概念（二）中国古代行政制度的基本范畴二、中
国古代行政制度的历史分期三、中国古代行政制度的基本特征（一）集权化特征（二）尊君与重道的
矛盾（三）重国家而轻社会（四）失衡与平衡间的振荡（五）中国古代行政官僚体制的权力制衡第一
章 中国古代行政组织与行政职能。
第一节 先秦时期一、公共行政的起源二、宗族制和世官制三、客卿制和郡县制的出现第二节 秦汉时
期一、中央行政体制（一）皇帝制度：最高行政权力的确立（二）三公九卿制：中央政府体制的确立
二、地方行政体制的确立（一）郡县制（二）编户制第三节 魏晋时期一、中央行政体制二、地方机构
的变化（一）州郡县三级体制的确立（二）魏晋南北朝时期地方政府机构设置（三）西晋封国制度重
现（四）北魏时期的基层组织——坞壁（五）宗主督护制（六）三长制第四节 隋唐时期一、中央行政
体制（一）三省制（二）使职体系的发展（三）中书门下体制的建立（四）唐代中后期中书门下体制
的建立与完善二、地方政府机构（一）隋朝地方政府行政区划（二）盛唐地方政府的等级结构第五节 
两宋时期一、中央行政体制（一）二府、三司与宋代的宰执群体（二）元丰官制改革二、地方政府机
构（一）州县二级建制（二）地方统属节 制关系及地方权力第六节 金元时期一、中央行政体制（一
）一省制（二）宰相及其僚属（三）六部与寺监（四）一省制下的枢密院与御史台二、地方行政体制
（一）金朝的路制⋯⋯第二章 中国古代行政决策与行政执行制度第三章 中国古代人事行政制度第四
章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第五章 中国古代司法行政制度第六章 中国古代财务行政制度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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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这一时期，行政管理学日政贵得人，不贵多官，不如一省便。
”其议遂辍。
①(二)宰相及其僚属金元一省制在宰相设置方面，级别划分较为复杂。
具体而言分为四级：左右丞相(各一员，金从一品，元前期升正一品)，平章政事(金二员，元四员，均
从一品)，左右丞(各一员，正二品)，参知政事(二员，从二品)。
平章和参政实际上也有左、右之分，元朝平章超出二员时，则有为首(第一)、第二、第三等区别。
金朝以左为尊，而元朝则因为蒙古习俗尚右，故右在左上。
丞相和平章合称宰相，左右丞和参政合称执政，今天我们在广义上将其统称为宰相。
与唐宋制度的差异，一是宰相名号杂用前代官名(丞相、丞)和差遣名(平章、参政)，二是宋朝的“执
政”概念中包括枢密院长官，金、元则无。
三是人数较多，金朝宰执定制八人，号称“八府”，元前期亦沿其制，后又增加平章员额，总数达十
人。
但这仅是制度上的规定，实际上往往又超出其数。
②总之，金元一省的真正负责首长，在金主要为尚书左丞相(仅海陵王时期和世宗初年除外)，在元则
一直是中书右丞相。
宰相的职掌，一是辅助皇帝决策，二是监督百官执行政务。
辅助决策的主要方式是省内议政，即宰相每天到省中共同议事，根据统治需要，拟定有关政策、措施
、用人方案，报请皇帝批准。
议政的具体规定，见于元朝中书省初立时所制定的十条“省规”。
由于金朝有关史料阙略，而元初制度基本上都是参照金朝旧制而定，所以这十条“省规”对理解金朝
尚书省的议政制度应当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具体内容：其一，“凡三日一奏事，军国急务不拘此限”。
其二，“置勤政簿一扇，凡公议已定事，详见于簿。
一读一译，不得增减。
言得日标题于逐款之上，还省立检，圆覆定行”。
其三，“圆议定时，首领官先拟定其事，自下而上，相次剖决，议定题押批判。
若事关利害，情见不同者，各具奏禀”。
其四，“圆议时，非定员不与，知本房者不在回避之限。
若事涉机密者，已次请退”。
其五，“同僚赴省，日出为期，停午乃起，旬一日暇，事遇急连不拘此限。
有疾故者须令报知，庶免延待而已”。
其六，“省府官并属官各家，不许受词讼公文”。
其七，“如遇阙员，圆议公选，不得用门下人补充”。
其八，“省府通译史，额定选充，余者不与”。
其九，“奏事上前，宣读通译人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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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部《中国古代行政制度》是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牵头组织编写的“高等学校行政管理专业
系列教材”之一。
全书由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法学院的几位青年教师分别编写完成。
由赵沛教授担任主编，编写了写作纲要并撰写了绪论。
其余章节的写作分工：第一章由牛方玉、王常勋编写，第二章、第六章由马艳朝编写，第三章由孙克
编写，第四章由安丰柱、董斐编写，第五章由王正甲编写。
本教材力图从现代行政学的角度，以现代行政学的框架描述、分析中国古代行政制度的基本体制和运
行机制，尤其是希望通过动态的行政动作过程的描述和分析，了解和把握中国古代行政制度的基本特
征。
尽管我们做了一定的努力，但由于水平所限，其中的缺点和错误一定很多，如果能得到读者的批评和
指正，我们将非常愿意改正和提高。
感谢编辑同志的辛苦工作，他们对本书文稿的严格要求和严谨、负责的工作作风都使我们深受感动并
受益颇多。
感谢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牵头组成的编辑委员会对本系列教材的出版所做的杰出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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