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
帝
制
中
國
、
政
黨
國
家
到
憲
政
中
國

中
國
現
代
國
家
建
構
的
三
次
轉
型

總
論

© 2019 香港城市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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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明
清
交
替
到
晚
清
變
局
，
中
國
從
古
典
帝
國
形
態
走
向
現
代
民
族
國
家
轉
變
的
進
程
，
一
波

三
折
。
現
代
國
家
的
生
成
，
成
為
至
今
尚
未
成
型
的
、
未
知
的
政
治
變
遷
。
在
既
成
的
國
家
理
論
脈
絡

中
，
很
難
解
釋
中
國
現
代
國
家
建
構
的
艱
難
困
苦
。
因
為
，
國
家
建
構
的
現
代
範
式
是
現
存
的
，
而
中

國
建
構
現
代
國
家
也
說
不
上
特
別
困
難
，
即
使
外
部
環
境
稍
顯
緊
張
，
亦
不
至
於
引
發
全
面
的
建
國
危

機
。
何
以
中
國
卻
走
過
了
如
此
漫
長
而
曲
折
的
現
代
建
國
歷
程
呢
？
對
此
，
外
部
因
素
的
影
響
固
然
重

要
，
但
中
國
建
構
現
代
國
家
困
境
的
決
定
性
緣
由
，
還
是
只
能
向
內
部
尋
找
。
而
在
進
行
這
樣
的
嘗
試

之
前
，
需
要
先
對
中
國
建
構
現
代
國
家
呈
現
的
國
家
面
相
進
行
清
晰
的
勾
畫
，
以
免
陷
入
事
實
不
清
而

分
析
偏
失
的
窘
境
。

一
、
現
代
中
國
的
四
個
「
國
家
」
面
相

眾
所
周
知
，
﹁
現
代
﹂
的
含
義
具
有
時
間
和
空
間
兩
個
向
度
。
從
時
間
上
來
看
，
自
一
五○

○

年
以

來
的
世
界
史
被
稱
為
﹁
現
代
﹂
世
界
史
。
這
是
因
為
，
從
這
個
時
間
點
算
起
，
人
類
告
別
了
區
域
化
發

展
的
歷
史
，
進
入
了
一
個
全
球
範
圍
互
動
性
發
展
的
階
段
。
而
這
個
時
間
點
，
對
解
釋
西
方
國
家
，
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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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是
西
班
牙
、
葡
萄
牙
、
荷
蘭
和
英
格
蘭
的
歷
史
轉
變
，
更
具
有
決
定
性
效
力
，
但
對
於
其
他
歐
洲
國

家
，
尤
其
非
西
方
國
家
來
說
，
其
解
釋
效
力
就
遞
減
了
。
這
是
由
於
在
一
五○

○

年
這
個
時
間
點
上
，

世
界
上
大
多
數
國
家
依
然
在
既
定
的
歷
史
軌
道
上
，
並
沒
有
出
現
與
古
典
結
構
迥
然
相
異
的
社
會
新
生

結
構
。
而
中
國
，
當
時
正
處
於
明
代
中
晚
期
固
步
自
封
的
衰
變
狀
態
。
一
百
多
年
後
，
自
清
代
起
，
中

國
繼
續
維
持
着
明
朝
以
來
閉
關
鎖
國
的
政
策
，
並
沒
有
邁
出
實
質
性
的
步
伐
。
這
不
是
中
國
獨
獨
落
後

於
現
代
國
家
進
程
的
表
現
，
而
是
世
界
的
總
體
進
程
是
剛
剛
啟
動
的
總
體
狀
態
，
這
決
定
了
所
謂
現
代

化
的
周
邊
國
家
相
對
一
致
的
落
後
處
境
。

從
空
間
上
講
，
現
代
是
一
個
與
傳
統
相
對
應
的
詞
彙
，
用
來
表
示
一
個
誕
生
於
現
代
，
卻
不
同
於

綿
延
千
年
的
古
典
結
構
的
社
會
新
生
結
構
。
它
以
市
場
經
濟
、
立
憲
民
主
政
治
和
國
家—

社
會
分
流
發

展
為
標
誌
，
這
樣
的
國
家
形
態
，
完
全
不
同
於
古
典
國
家
那
種
農
耕
文
明
、
專
制
政
治
和
國
家
通
吃
所

構
成
的
既
定
形
態
。
這
樣
的
國
家
結
構
，
起
自
十
三
世
紀
英
格
蘭
的
地
方
性
知
識
。

1 

但
自
它
誕
生
之

日
起
，
就
具
有
全
球
範
圍
的
適
應
性
。
因
此
，
這
樣
的
國
家
空
間
結
構
，
自
十
六
世
紀
歐
洲
與
其
他
地

區
的
大
分
流
開
始
，
先
是
在
十
八
世
紀
擴
展
到
西
歐
，
然
後
移
於
北
美
，
在
十
九
世
紀
的
中
東
歐
發
生

強
烈
呼
應
，
其
後
於
二
十
世
紀
轉
移
到
亞
洲
、
南
美
與
非
洲
。
經
過
長
達
兩
個
世
紀
的
空
間
變
換
，
它

逐
漸
成
為
當
今
世
界
國
家
建
構
的
主
流
模
式
。

2 

需
要
注
意
的
是
，
這
樣
的
國
家
空
間
結
構
變
換
，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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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簡
單
的
模
仿
，
而
是
創
造
性
追
隨
，
並
在
追
隨
的
過
程
中
，
楔
入
了
各
個
國
家
自
身
的
社
會
歷
史
要

素
。
不
過
，
在
十
八
世
紀
，
它
的
擴
展
僅
僅
是
一
個
歐
洲
過
程
，
其
產
物
就
是
追
隨
﹁
英
格
蘭
奇
跡
﹂

而
成
就
的
﹁
歐
洲
奇
跡
﹂
或
﹁
西
方
奇
跡
﹂
。
今
天
，
在
非
西
方
國
家
建
構
現
代
國
家
的
時
候
，
常
常

以
﹁
反
抗
西
方
﹂
作
為
國
家
建
構
的
政
治
動
員
方
式
，
就
此
看
來
是
一
種
誤
會
。
因
為
現
代
﹁
歐
洲
﹂
、

現
代
﹁
西
方
﹂
都
是
模
仿
英
格
蘭
的
結
果
。
換
言
之
，
它
們
並
沒
有
為
現
代
世
界
建
構
新
型
國
家
垂

範
，
他
們
不
過
是
學
習
英
格
蘭
的
先
行
者
而
已
。
因
此
，
非
西
方
國
家
完
全
不
必
要
在
反
抗
西
方
的
精

神
困
頓
中
尋
求
現
代
國
家
建
構
方
案
。

中
國
為
晚
起
模
仿
現
代
國
家
建
構
模
式
的
國
家
。
如
果
說
十
八
世
紀
馬
嘎
爾
尼
出
使
中
國
，
沒
有

成
功
啟
動
中
國
的
現
代
國
家
轉
型
，

3 

反
映
一
個
制
度
上
停
滯
的
古
典
帝
國
與
一
個
興
起
的
現
代
國
家

之
間
的
巨
大
落
差
，
一
直
到
十
九
世
紀
中
晚
期
，
中
國
才
真
正
體
會
到
國
家
現
代
轉
型
的
必
要
性
、
緊

迫
性
和
決
定
性
。
一
八
四○

年
的
中
英
鴉
片
戰
爭
，
是
別
具
象
徵
意
義
的
事
件
。
古
典
帝
國
不
是
因
為

國
內
生
產
總
值
低
的
緣
故
而
引
致
戰
爭
失
敗
，
而
是
因
為
制
度
績
效
的
衰
變
註
定
了
戰
事
的
失
利
。
古

典
帝
國
國
家
的
整
合
能
力
不
及
新
生
的
現
代
國
家
，
完
全
無
法
與
之
抗
衡
。
此
後
的
中
國
，
從
當
政
者

到
社
會
精
英
階
層
，
才
意
識
到
國
家
結
構
轉
型
是
不
可
避
免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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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國
從
古
典
帝
國
向
現
代
國
家
轉
變
，
一
開
始
就
處
於
一
種
高
度
緊
張
的
政
治
狀
態
。
出
現
這
樣

的
情
形
，
一
方
面
是
因
為
古
典
帝
國
脫
離
了
熟
悉
的
運
行
軌
道
，
不
得
不
急
迫
地
選
擇
關
係
到
國
家
前

途
與
命
運
的
新
運
行
方
式
。
帝
國
慣
性
戛
然
而
止
，
民
族
國
家
的
新
軌
卻
尚
未
鋪
設
。
於
是
，
國
家
當

政
者
一
時
不
知
道
應
怎
樣
籌
劃
國
家
事
務
。
另
一
方
面
，
則
是
因
為
內
外
交
困
的
時
局
，
導
致
整
個
國

家
陷
入
進
退
失
據
的
困
境
。
現
代
化
的
後
發
國
家
，
總
是
無
法
逃
脫
這
樣
的
處
境
。
假
如
中
國
像
英
格

蘭
般
，
信
馬
由
韁
、
慢
條
斯
理
地
集
聚
現
代
化
資
源
，
用
長
達
近
五
個
世
紀
的
時
間
，
緩
慢
地
邁
進
現

代
國
家
的
門
檻
，
那
麼
中
國
的
現
代
國
家
建
構
也
就
會
順
其
自
然
、
水
到
渠
成
。
但
中
國
一
開
始
現
代

建
國
就
不
是
在
英
、
美
的
處
境
中
，
而
是
在
德
、
法
狀
態
裏
。
一
個
在
德
、
法
狀
態
裏
建
構
現
代
國
家

的
政
治
體
，
必
須
應
付
既
有
的
政
治
文
化
遺
產
和
引
進
建
國
原
則
之
間
存
在
的
巨
大
落
差
，
因
此
建
國

的
局
促
感
所
在
多
有
。
為
了
籌
劃
現
代
建
國
的
資
源
，
不
得
不
緊
張
地
應
對
古
今
中
西
等
等
相
互
衝
突

的
因
素
對
國
家
建
構
的
交
錯
性
影
響
。
現
代
建
國
就
此
喪
失
從
容
感
。
時
局
的
張
力
催
迫
着
現
代
建
國

者
，
讓
他
們
不
得
不
在
紛
繁
複
雜
的
建
國
要
素
中
急
驟
地
作
出
抉
擇
，
失
當
也
就
在
所
難
免
。
再
者
，

中
國
建
構
現
代
國
家
是
在
既
定
當
權
者
的
主
導
下
展
開
，
但
建
構
新
型
現
代
國
家
是
一
個
權
力
的
新
生

過
程
，
掌
權
者
很
可
能
會
在
這
轉
變
過
程
中
丟
失
權
力
，
這
就
與
既
定
權
力
結
構
發
生
了
直
接
衝
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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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應
當
建
構
的
國
家
與
既
成
國
家
在
權
力
運
行
上
背
道
而
馳
。
這
樣
的
權
力
處
境
，
至
今
構
成
中
國
建

構
現
代
國
家
最
直
接
的
權
力
梗
阻
。

但
國
家
的
現
代
轉
變
趨
勢
已
經
不
可
阻
擋
。
原
因
在
於
，
首
先
，
古
典
帝
國
的
運
作
機
制
已
經
不

暢
通
，
需
要
重
新
規
劃
。
如
果
這
樣
的
規
劃
沒
有
遭
遇
先
發
現
代
國
家
的
挑
戰
，
可
能
就
成
為
帝
制
的

自
我
修
復
。
從
總
體
上
看
，
中
國
古
代
帝
制
一
直
處
於
治
亂
循
環
修
復
機
制
的
運
作
定
勢
之
中
。
儘
管

學
者
將
之
命
名
為
超
穩
定
機
制
，
但
其
中
存
在
的
非
結
構
性
變
更
趨
向
，
明
顯
無
法
保
證
古
典
帝
國
一

直
運
行
在
穩
定
的
制
度
平
台
上
。
﹁
超
穩
定
﹂
的
說
法
，
必
須
以
王
朝
的
治
亂
循
環
為
前
提
。
這
樣
，
帝

制
中
國
呈
現
出
兩
種
明
顯
相
互
矛
盾
的
面
目
：
一
方
面
，
是
國
家
的
基
本
結
構
超
穩
定
；
另
一
方
面
，

是
國
家
的
運
作
結
構
以
朝
代
更
替
的
方
式
不
斷
變
換
。

4 

在
封
閉
的
地
理
環
境
中
，
國
家
的
穩
定
與
不

穩
定
悖
謬
地
共
存
。
前
者
，
顯
示
出
帝
制
中
國
的
行
政
創
制
能
力
；
後
者
，
表
現
出
帝
制
中
國
革
命
性

演
進
的
缺
失
。
如
果
國
家
一
旦
遭
遇
一
個
異
質
性
結
構
的
挑
戰
，
它
就
無
法
化
解
驅
使
國
家
崩
潰
的
顛

覆
性
因
素
。
其
次
，
當
源
自
英
格
蘭
的
現
代
國
家
出
現
在
中
國
人
的
政
治
生
活
中
時
，
就
意
味
着
中
國

的
國
家
建
構
有
了
一
個
全
新
的
參
照
。
故
此
，
古
代
中
國
封
閉
的
治
亂
循
環
機
制
，
不
可
能
再
維
持
自

身
的
修
復
結
構
了
。
一
個
封
閉
性
的
國
家
修
復
機
制
，
不
管
治
亂
，
都
運
行
在
同
質
性
的
軌
道
上
。
一

旦
遭
遇
異
質
性
的
國
家
結
構
，
它
就
無
法
將
之
納
入
自
己
的
運
行
軌
道
中
加
以
消
解
，
尤
其
是
這
一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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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
性
的
國
家
結
構
，
表
現
出
強
大
的
國
家
能
力
與
無
法
戰
勝
的
特
質
的
話
，
古
典
帝
制
與
之
的
競
爭
，

就
必
然
敗
下
陣
來
。
舊
制
的
結
構
衰
朽
與
新
制
的
績
效
高
企
，
構
成
中
國
古
典
帝
制
急
速
衰
變
的
雙
重

動
力
。從

靜
態
的
橫
切
面
角
度
審
視
，
晚
清
以
來
展
現
出
的
轉
軌
中
國
面
目
，
呈
現
出
四
個
面
相
：
一
是

帝
制
中
國
，
二
是
民
族
國
家
，
三
是
政
黨
國
家
，
四
是
憲
政
國
家
。
這
四
個
面
相
以
不
同
的
形
態
呈
現

出
來
，
構
成
中
國
轉
向
現
代
國
家
的
國
家
形
態
選
項
。
如
果
暫
不
區
分
這
四
個
國
家
形
態
在
中
國
建
構

現
代
國
家
過
程
中
的
重
要
性
差
異
，
以
及
各
自
佔
據
一
個
怎
樣
的
轉
型
國
家
位
置
的
話
，
可
以
先
行
描

述
這
四
個
國
家
面
相
的
形
式
結
構
。

第
一
，
帝
制
中
國
︵im

perial C
hina

︶
是
現
代
中
國
轉
變
的
基
座
。
不
過
從
晚
清
變
局
開
始
，
帝

制
中
國
就
不
再
是
規
範
意
義
上
的
古
代
帝
制
形
式
。
那
種
穩
定
地
建
立
在
農
耕
文
明
基
礎
上
、
依
靠
高

度
集
中
的
皇
權
和
行
之
有
效
的
官
僚
機
制
支
撐
的
制
度
體
系
，
在
國
家
權
力
以
皇
權
相
權
統
治
上
層
社

會
、
以
紳
權
整
合
基
層
社
會
的
結
構
中
，
不
再
能
順
暢
運
作
。
帝
制
中
國
承
受
工
業
文
明
的
強
大
壓

力
，
國
家
當
權
者
受
到
現
代
立
憲
民
主
建
國
效
力
的
強
烈
吸
引
，
國
家
所
賴
以
運
作
的
社
會
機
制
出
現

空
前
劇
烈
的
變
化
。
帝
制
轉
型
，
勢
不
可
免
。
因
此
，
晚
清
的
帝
制
中
國
可
以
說
是
處
在
巨
變
前
夜
的

特
殊
國
家
形
態
，
而
不
是
依
照
既
有
軌
道
運
行
、
井
然
有
序
的
古
典
帝
制
體
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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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
民
族
國
家
︵nation state

︶
是
晚
清
到
民
國
演
進
過
程
中
呈
現
的
現
代
中
國
國
家
形
態
。

民
族
國
家
是
現
代
國
家
的
規
範
形
態
︵norm

ative form

︶
。
從
起
源
上
講
，
它
是
西
歐
基
督
教
統
一
帝

國
分
崩
離
析
的
產
物
。
就
結
構
上
看
，
它
是
一
個
民
族
主
體
致
力
建
構
主
權
政
治
的
結
果
。
在
這
兩
方

面
，
與
帝
制
中
國
的
經
典
結
構
都
相
差
甚
遠—

帝
制
中
國
沒
有
遭
遇
過
政
治
與
宗
教
兩
種
力
量
來

塑
造
國
家
權
力
體
系
的
強
勁
拉
鋸
，
也
沒
有
遭
遇
過
政
治
民
族
對
國
家
權
力
的
強
烈
訴
求
。
中
國
古
代

一
直
在
政
治
與
道
德
兩
種
力
量
合
力
塑
造
文
明
國
家
的
軌
道
上
行
走
，
也
一
直
依
賴
不
同
族
群
對
漢
民

族
的
文
化
認
同
以
維
繫
國
家
機
制
。
在
大
一
統
的
古
代
國
家
機
制
中
，
族
群—

民
族
的
獨
立
自
決
從

來
沒
有
構
成
國
家
解
體
的
重
大
危
機
。
只
是
在
民
族
國
家
這
種
現
代
國
家
形
態
興
起
以
後
，
中
國
才
遭

遇
民
族
這
一
歷
史—

語
言—
文
化
共
同
體
與
國
家
這
一
政
治—

經
濟—

社
會
共
同
體
的
差
異
性
組
合

難
題
。
因
此
，
當
中
國
啟
動
民
族
國
家
建
構
進
程
的
時
候
，
漢
族
的
建
國
者
一
開
始
完
全
是
以
族
群

︵ethnic group

︶
的
觀
念
應
對
國
族
︵nation
︶
的
建
構
挑
戰
。
孫
中
山
早
期
提
出
的
建
國
口
號
，
﹁
驅
除

韃
虜
，
恢
復
中
華
，
創
立
民
國
，
平
均
地
權
﹂

5 
就
是
一
個
很
好
的
例
子
。
倒
是
處
在
族
群
政
治
挑
戰

漩
渦
中
並
由
少
數
民
族
建
構
的
晚
清
政
權
，
以
對
付
政
權
危
機
的
方
式
提
出
了
國
族
建
構
的
問
題
。
﹁
五

族
共
和
﹂
的
跨
民
族
︵
族
群
︶
之
國
族
建
構
，
作
為
中
國
建
構
現
代
民
族
國
家
的
理
念
被
提
出
來
。



9｜總論　作者簡介 

© 2019 香港城市大學

第
三
，
政
黨
國
家
︵party state

︶
是
民
國
建
立
以
後
坐
實
的
中
國
主
流
國
家
形
態
。
所
謂
政
黨
國

家
，
就
是
一
個
執
掌
國
家
權
力
的
政
黨
全
面
控
制
國
家
的
國
家
形
態
。
這
國
家
形
態
，
無
疑
屬
於
典
型

的
現
代
形
態
。
中
華
民
國
建
立
之
初
，
新
生
民
國
與
晚
清
皇
帝
達
成
政
治
協
議
，
嘗
試
實
行
民
族
國

家
機
制
。
但
由
於
皇
權
復
辟
失
敗
後
引
發
軍
閥
統
治
，
結
果
國
家
陷
入
沒
有
統
一
中
央
權
力
的
混
亂
狀

態
，
革
命
風
雲
再
起
。
為
了
有
效
組
織
革
命
，
並
且
以
革
命
建
國
，
革
命
黨
將
自
己
與
國
家
的
關
係
處

理
先
於
和
高
於
國
家
。
政
黨
國
家
由
此
成
為
中
國
建
構
民
族
國
家
的
轉
變
形
態
，
同
時
也
成
為
絕
對
主

導
中
國
現
代
國
家
建
構
的
主
流
國
家
形
式
。
在
整
個
二
十
世
紀
的
中
國
的
現
代
國
家
建
構
過
程
中
，
上

半
葉
由
中
國
國
民
黨
建
立
起
中
國
第
一
個
政
黨
國
家
建
制
，
但
這
政
黨
國
家
建
構
並
不
是
嚴
格
和
完
整

意
義
上
的
黨
國
建
制
。
因
為
中
國
國
民
黨
還
沒
有
成
為
組
織
嚴
密
、
紀
律
嚴
明
、
目
標
明
確
、
掌
控
國

家
、
絕
無
對
手
的
超
級
政
黨
︵super party

︶
6

，
因
此
它
還
不
足
以
成
為
真
正
、
全
面
且
強
而
有
力
地

控
制
國
家
權
力
的
政
黨
。
一
旦
遭
遇
另
一
個
比
其
組
織
更
有
效
的
政
黨
，
並
真
正
屬
於
超
級
政
黨
及
致

力
於
建
構
國
家
的
黨
派
，
中
國
國
民
黨
就
會
敗
下
陣
來
。
二
十
世
紀
下
半
葉
，
中
國
的
第
二
個
政
黨
國

家
形
態
，
就
是
這
樣
獲
得
了
自
己
出
台
的
歷
史
機
會
。
建
構
中
國
第
二
個
政
黨
國
家
實
體
的
黨
派
，
是

人
類
歷
史
上
空
前
龐
大
且
有
效
的
超
級
政
黨
，
其
全
面
的
行
政
化
組
織
建
制
，
足
以
控
制
整
個
國
家
，

使
中
國
成
為
成
熟
形
態
的
政
黨
國
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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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
憲
政
國
家
︵constitutional state

︶
是
中
國
建
構
現
代
國
家
的
追
求
模
式
。
顧
名
思
義
，
憲

政
國
家
就
是
﹁
以
憲
治
國
﹂
的
國
家
。
一
方
面
，
國
家
運
作
在
一
部
支
持
人
民
主
權
原
則
、
公
民
認
同

的
國
家
基
本
法
即
憲
法
基
礎
上
。
另
一
方
面
，
國
家
哲
學
是
一
套
權
利
哲
學
，
公
民
權
利
足
以
限
制
和

規
範
國
家
權
力
。
再
者
，
國
家
權
力
被
分
權
制
衡
所
約
束
和
規
範
，
根
據
依
法
行
政
的
原
則
有
效
地
運

行
，
從
而
有
力
地
限
制
暴
政

7

。
民
族
國
家
作
為
現
代
國
家
的
基
本
結
構
，
在
規
範
下
，
一
般
採
用
憲

政
的
政
體
運
行
結
構
。
民
族
國
家
與
憲
政
國
家
就
此
有
了
高
度
的
重
合
。
但
現
代
民
族
國
家
也
不
全
然

是
憲
政
國
家
，
採
用
專
制
政
體
的
民
族
國
家
也
不
在
少
數
。
只
不
過
中
國
的
現
代
建
國
者
，
不
論
是
晚

清
的
憲
制
改
革
者
、
民
國
的
創
制
者
，
還
是
人
民
共
和
國
的
建
國
領
袖
，
都
曾
經
承
諾
建
國
的
憲
制
原

則
。
晚
清
的
改
革
雖
然
失
敗
，
但
憲
制
的
建
國
理
念
卻
被
確
立
起
來
；
民
國
設
定
的
建
國
過
程
，
也
將

憲
政
作
為
軍
政
、
訓
政
之
後
的
建
國
定
制
；
人
民
共
和
國
在
建
國
過
程
最
為
緊
張
的
關
頭
，
一
再
強
調

立
憲
民
主
對
國
家
建
構
的
不
易
作
用
。
憲
政
，
雖
然
不
是
中
國
建
構
現
代
國
家
的
落
定
形
態
，
但
是
中

國
現
代
建
國
的
目
標
。
台
灣
地
區
政
制
的
近
期
發
展
，
就
證
明
了
中
國
建
構
憲
政
國
家
形
式
，
不
是
空

中
樓
閣
；
大
陸
地
區
的
政
治
也
趨
向
於
立
憲
民
主
政
體
發
展
，
兩
者
皆
為
進
步
的
證
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