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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近代的联邦主义研究》所论述的联邦主义，就是近代中国人从西方舶来的。
作为抵制中央集权专制统治的一种思想武器，作为在军阀割据、地方分离局势下实现国家统一的一种
构想，无疑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但作为一种国家结构模式、一种价值观念取向，它并不适合中国单一制传统结构和大一统政治文化的
国情，因此，联邦主义一进人中国，就一直存在争议，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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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以来一直从事中国近现代史教学与研究，参与教育部重大委托项目“辛亥革命的百年记忆与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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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当本会讨论宪法大纲之际，固曾提议及此，因国民期望宪法成立之切，本会自不得不以最
速之时间，编成此案，以使国民之希望，对于地方政府之组织，遂付阙如。
固非主张此种问题，不当规定于宪法也。
然时至今日，则地方制度，在宪法上应否规定之一问题，实以由宪法会议提出讨论，较为便利也。
”国民系的主张得到西南各省督军和省议会的拥护。
 研究系反对省制人宪、省长民选。
原进步党人梁启超等人曾主张过联邦制，国统恢复后，该党又走上了依附强权人物的老路，这已为学
术界公认，此不赘述。
1916年8月、9月，梁启超几次接受记者采访，谈到省制问题。
他明确反对省制入宪：“将省制全部规定于宪法，实不相宜”，主张“省制当以单行法，别为规定”
；他也明确反对省长民选：“省长民选，吾数年前即不赞成，至今主张，仍无甚变。
”梁与记者的谈话被《上海日报》、《东方杂志》、《大中华杂志》等报刊多次报道，可见其影响之
大。
在国会中，研究系议员贯彻了梁启超的方针。
如汤化龙声称：“本席对于省制问题乃承认者，对于省制规定于宪法中乃不赞成者。
”孙润宇则强调：“本员系反对省制加入宪法，而主张别以单行法律规定省制者。
”研究系的支持者是北洋派系。
 主张省制入宪的理由是：“（1）由于历史上封建君主之集权专制，形成内重外轻之势，以致袁世凯
敢于帝制自为，千载积习应予纠正。
（2）各省区军人跋扈坐大贪婪虐民，应以宪法申张民权保障法治。
（3）国体既号共和，内外应取平衡，平衡之道，除国权章分列地方权力外，应以省之地位载入国宪
。
（4）中国大一统之基石在省，与各国一般行政区划不同，省既是国家行政单位，又是较高较大的自
治区域，应以国法承认其特殊体制。
（5）省辖境广阔，在具体规画及措施上应付以某些自由展布之权，与国家不唯无损而且有益。
”反对省制入宪的理由是：“（1）省制订人宪法，中央控制力弱，不啻为割据者张目。
（2）腹地边区情况不同，不应硬性规定，一律看待。
（3）宪法修改程序极繁，变动不易，其势不能屡屡厘正，易使国法成为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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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近代的联邦主义研究》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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