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权、国权与联邦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民权、国权与联邦制>>

13位ISBN编号：9787542639806

10位ISBN编号：7542639803

出版时间：2012-9

出版时间：上海三联书店

作者：文红玉

页数：280

字数：260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权、国权与联邦制>>

内容概要

民权与国权是近代中国政治变迁中的两大基本课题，同时也是追求政治现代化的基本内容。
由于西方的入侵，近代中国作为一个主权
国家独立地位的丧失，使得构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而非传统的”天下国家”的任务变得尤为迫切。
为了建设一个独立富强的国家，国人开
始了争取国权的历程。
在此过程中，人们又逐渐认识到，国权和民权是分不开的。
西方国家之所以强大，是因为人民强大。
于是，从争国
权又追寻到争民权的问题。
国权与民权遂成为中国近代政治变迁中的两大基本课题，也直接或间接影响到近代中国历史中重大政
治事件的
发生和政治思想的生成。
联邦主义作为应对重大危机的手段，同样是在这一背景下开始走上近代中国政治与思想舞台的。
《民权、国权与联邦制
》旨在以政治变迁为背景，通过分析联邦主义与政治变迁之间的复杂关系，考察近
代以来中国联邦制与单一制的话语演绎，进而分析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国化进程中的联邦主义。
 《民权、国权与联邦制》由文红玉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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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文红玉，女，1974年出生，湖北秭归人。
1996年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本科毕业，1999年华中师范大学政法学院硕士毕业。
同年赴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任教至今。
期间2003至2006年考取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理论专业博士，获博士学位。
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近现代中国政治发展。
近五年来，在《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中共党史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等国家期刊
上发表文章十余篇。
获教育部课题、湖北社科基金和校自主创新基金项目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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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近代中国政治变迁的基本目标：争取民权与争取国权
 第二节 传统中央集权体制的危机与近代中国联邦主义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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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中央集权体制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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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关于近代中国联邦主义的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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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清末各派对联邦制的宣传和认识
  一、改良派：立宪君主制政体下的联邦制
  二、革命党人：共和制政体下的联邦制
  三、作为替代方案的清末地方自治运动
 第二节 辛亥革命期间短暂的联邦热潮
  一、从理论主张到部分实践的联邦构想
  二、联邦构想的放弃
 第三节 反袁斗争：联邦思想的再起再落
  一、反袁斗争中联邦思想的泛起
  二、代表人物和代表刊物
  三、袁世凯的去世与联邦思想的沉寂
 第四节 实践中的联邦制：联省自治运动
  一、联省自治思想
  二、联省自治运动的兴起
  三、联省自治运动的终结
 第五节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关于联邦制的思考
  一、中共早期人物对联邦制的关注
  二、中共二大的主张
  三、从1922年至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的联邦主张
 第六节 近代中国联邦主义演变的特点
  一、联邦主义理论研究的贫乏
  二、联邦主义者态度的游移不定
  三、联邦主义与近代中国政治发展总趋势的相悖性
  四、马克思主义语境下的联邦话语
第三章 联邦主义在近代中国破产的原因
 第一节 联邦思想的理论局限和认识误区
  一、联邦制实现条件的限制
  二、近代中国联邦主义者的认识缺陷
 第二节 近代中国联邦实践中的扭曲
  一、近代中国政治变迁下思想的多元性
  二、接纳和拒斥的频繁出现
  三、联省实践所托非人
  四、联省自治的理想与军阀割据的现实之间的背离
 第三节 来自传统的阻力与排斥
 第四节 国情的制约
  一、民权国权的基本目标与联邦制的紧张
  二、现代性与民族性的错位
  三、集权要求与分权现状的冲突
  四、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滞后
余论：马克思主义国家结构学说中国化视域下的联邦主义
  一、联邦主义在中国近代政治发展史上的地位与价值
   1.推动了近代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
   2.传播了现代民权与国权观念
   3.对当今中国政治发展的启发
  二、新中国成立之初新的国家结构形式的形成和发展
  三、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变迁与启示
   1.1978—1992年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体制转轨过程中的放权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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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92年至今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完善体制改革进程中的不断磨合阶段
   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变迁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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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文红玉编写的这本《民权、国权与联邦制》旨在以近代以来中国的政治变迁为背景，通过分析联邦主
义与中国近代政治变迁之间的复杂关系，探讨联邦主义在中国的兴起、实践及其最终失败的原因。
    本书主要研究的时间段从清末民初至20世纪2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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