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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年政党政治兴衰初探

[ 作者 ] 卢向国 

[ 单位 ] 中共河南省委党校 

[ 摘要 ] 民国初年是中国政治发展史上第一次政党政治的试验期，当时出现了政党林立的局面，但当时的政党潮流又是病态的和畸形的。

政治格局经过一党独大、三党鼎立和两党对峙三个阶段后，政党政治迅速地走向衰败。宋教仁被杀是民初政党政治由盛入衰的转折点，而

国民党被解散、国会停开则标志着民初政党政治的彻底破产。这次政党政治试验的失败，是由当时一些特定的因素造成的。它的失败留给

后人的思索是深远的，它引导着人们更加深入地去思考政治制度与国情、政治制度与世界潮流、政治制度与国运兴衰的关系，对今天的中

国政治仍不乏启发意义。  

[ 关键词 ] 政党政治;衰败;原因;启示

       所谓“政党政治”，是指一国之内各阶级阶层运用政党作为参政工具的政治形态。它产生于近代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随后流传到

全世界。中国在20世纪前半期有过四次政党政治高潮，即民国初年、五四时期、30年代初期和抗战胜利后。这四次高潮的背景不同，特点

各异。民国初年是中国政治发展史上第一次政党政治的试验期，其结果是夭折了。这一次夭折留给人们的思索是深远的。本文拟从政治社

会学的角度，厘清民初政党政治兴起与衰败的基本情况，并对其夭折原因作一个初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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