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章 南京国民政府的初期统治



第一节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内政外交

一 国民党实施“训政”和南京政府的政治制度
二 编遣会议的流产
三 改订新约运动



国民党训政时期的五院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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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10月3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
议通过了由胡汉民等提出的 中华
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 8日正式公
布实施 确定了训政时期的五院制
度 对由五院组成的国民政府职权
划分有较详细的规定 同日 任命
蒋介石为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
总司令 谭延闿 胡汉民 王宠惠
蔡元培 戴季陶分别为行政 立法
司法 监察 考试五院院长



编遣会议前的中国六大军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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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训政开始后 把“裁兵”作为“为整军理财之第一
要务 ”当时 全国形成了6个军权中心 南京中央

蒋介石 第一集团军 开封中心 冯玉祥 第二集团
军 太原中心 阎锡山 第三集团军 武汉中心 李
宗仁 第四集团军 广州中心 李济深 第八路军
与武汉中心接近 二李辖两广 两湖等地区 沈阳中
心 张学良 东北边防军 辖东北三省 每一中心拥
有大量军队 除南京中央政府外 其余中心 沈阳除
外 均设政治分会 代行中央政府的职权 各中心不
但以军治民 而且以军治党及以军分党 形成地方与
中央分庭抗礼的局面



编遣会议的流产

1929年1月1日编
遣会议在南京召
开 蒋 冯 阎
李等48人出席
编遣会议基本实
现了蒋的“人裁
已不裁”的基本
意图 但编遣方
案遭到冯 阎
李的一致抵制
计划流产



第二节 国民党的派系之争

一 蒋桂战争
二 中原大战和扩大会议
三 约法之争
四 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



国民政府的改订新约运动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奉行“亲睦外交” 在处理“济案” “宁案”
等外事上采取重大让步政策 激起全国人民的反对 为了平
息民怨 发起了“改订新约运动” 运动取得了一定成果 但
国民党称之开创了“外交新纪元” 则言过其实 王正廷时任

国民政府外长



鲁涤平——蒋桂大战的导火索

1929年编遣会议后 蒋 桂两系为争夺湖南 斗争
尖锐 桂系控制的武汉政治分会因蒋介石给湖南省
主席鲁涤平运送军火 便以“潜运军火 阴谋破坏”
为藉口 免去鲁涤平湖南省主席一职 并派兵入湘
赶走鲁涤平 3月26日 蒋介石下令讨伐桂系 取
消各地政治分会 蒋桂战争爆发 最终桂系惨败

鲁涤平 1887-1935



中原大战

1930年3月14日 第二 三 四集团军将领鹿钟麟 商震
黄绍竑等57人联名发表通电要蒋介石立即下野 “以党政
还之国人” 并推举阎锡山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

冯玉祥 李宗仁 张学良为副司令 4月1日 阎锡山在太
原 冯玉祥在陕西潼关 李宗仁在广西桂平分别就任总司
令 副司令职 5月初 阎冯召开郑州会议 作了具体战
争部署 同时蒋也完成了军事部署 5月11日 蒋下达了
对阎冯的总攻击令 中原大战正式爆发 在张学良的大力
支援下 中原大战以蒋介石的胜利而结束 阎锡山退守山
西一隔 冯玉祥地盘全失 西北军全军覆没 余 部 被
东 北 军 改 编



中原大战 视频



和平统一会议

粤方三巨头孙科 胡汉民 汪精卫都是反蒋派
1931年5月 汪精卫在广州召开“非常会议”进行
反蒋活动 九一八事变后 宁粤双方在上海谈
判 达成协议 蒋介石下野 胡汉民 李济深
等恢复自由 广东“非常会议”结束 国民党内宁

粤统一 此图 孙科 左一 胡汉民 左
二 汪精卫 左三 1931年在上海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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