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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中国历史上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的二十年是一个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时期,在西方挑战的持续冲
击下,在民族危机的强大压力下,中国人开始自觉地通过体制创新来谋求国家富强,此后中国便进入大规
模变革的历史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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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萧功秦:
湖南衡阳人，1981年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
现为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交大政治学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当代中国政治思潮，当代中国转型政治，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理论与比较。
二十世纪中国政治史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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