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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世纪40年代中国社会形成了三大政治力量并存的格局：国共两党与中间党派，其中中间党派是介于
国共之间的第三种力量，亦称“第三方面”或“第三势力”。
在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宪政进程中，中间党派几乎参与了所有的重大宪政活动或运动，对推动中国政
治的民主化与宪政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作者从宪政实践和宪政理论两个视角，运用历史学和政治学方法，对中间党派在20世纪40年代的8次重
大宪政参与活动进行了比较详细的阐释，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评述了中间党派的宪政地位、宪政理念
、宪政方案，并分析了新民主主义宪政理论与中间力量、中间党派的内在关联。
中间党派在中国20世纪40年代的宪政建设中发挥了独特作用，对推动中国民主与宪政进程功不可没。
如果仅仅从统一战线角度，从中间党派与国共两党离合角度评价他们的得失是不够全面的，作者主张
还应该从中间党派对中国民主宪政所作贡献的历史维度去评价他们的是非功过，尤其要从具体的语境
中对中间党派在国共对立背景下的宪政立场做出客观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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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间党派与中国20世纪40年代宪政运动》是在本人博士论文《民主、人权与中道--20世纪40年代中
间党派的宪政诉求》基础上略做修改而成。
在2002年至2005年在职攻读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博士期间，我得到了众多师友的帮助和支持，《中间
党派与中国20世纪40年代宪政运动》也是对他们不成敬意的一种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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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常保国，男，1963年生，辽宁铁岭人。
教授，法学博士（法律史专业）。
1987年7月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政治学专业，毕业后留校，先后任学工部（学生处）科长、校团委副书
记。
1994年4月转至政治系专职从事教学工作，先后任政治学教研室主任、政治学研究所支部书记兼研究所
副所长，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分工会（教代会）主席、副院长、常务副院长、MPA教育中心常务副主
任。
2009年12月任学院院长兼MPA教育中心主任，院学位委员会主席，学术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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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人民权利方面。
确保人民享有身体、思想、宗教、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居住、迁徙、通讯之自由，现行
法令有与以上原则抵触者，应分别予以修正或废止之；严禁司法及警察以外任何机关或个人，有拘捕
、审讯及处罚人民之行为，犯者应予惩处；保证妇女在政治上、社会上、教育上、经济上地位之平等
。
3.政治方面。
建设健全之文官制度，用人不分派别；确保司法权之统一与独立，不受政治干涉；积极推行地方自治
，实行由下而上之普选，迅速普遍成立省、县（市）参议会，并实行县长民选；中央与地方之权限，
采均权主义。
四、关于国民大会的争论《大公报》在政协会议结束第二天曾这样评价国民大会问题的地位：“若以
政治协商会议的全部工程比作金字塔，则国大代表问题便是塔尖，然而这个塔尖的工程真是千难万难
”。
[1]在国民大会问题上，国民党与中共、中间党派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由于互不相让，几成僵局，在无
党派人士王云五和中共代表周恩来的斡旋下，各方做出让步，才使国民大会问题达成了协议。
国民党曾于1936年制定了一个国大代表选举法。
该法规定了国大代表应由三部分人构成：①区域和职业代表1200人，由各省、直辖市、各行业选举产
生；②由国民政府负责遴选的代表24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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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在本人博士论文《民主、人权与中道——20世纪40年代中间党派的宪政诉求》基础上略做修改
而成。
在2002年至2005年在职攻读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博士期间，我得到了众多师友的帮助和支持，本书也
是对他们不成敬意的一种回报。
我的导师郭成伟教授对我的学业和博士论文的写作付出了大量心血，并给予了细致的指导。
我的博士论文选题曾三易题目，第一次确定为“汉晋时期儒家思想法典化研究”，后又改为“刑名幕
吏与中国基层官僚制度之运作”，但都因自身在如上两个领域学养的欠缺恐无力完成而放弃了。
最后博士论文题目确定为研究中国20世纪40年代中间党派的宪政活动及其历史贡献。
导师对我最后博士题目的选择给予了高度肯定，认为可以发挥出我原来专业（政治学）的优势且曾先
后十余次对我的写作提出具体的指导意见，这不仅是他授业、解惑的过程，而且使我见证了导师的宽
厚与关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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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间党派与中国20世纪40年代宪政运动》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间党派与中国20世纪40年代宪政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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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