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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佟德元，1982 年生，遼寧瀋陽人，歷史學博士，贛南師範學院歷史文化旅遊學院，中央蘇區研

究中心講師。2009 年於遼寧大學歷史學院中國近現代史專業取得歷史學碩士學位。2012 年於南

京大學歷史系中國近現代史專業取得歷史學博士學位，並師從高華教授和申曉雲教授從事民國

史研究。在《史林》、《安徽史學》等期刊發表學術論文近 10 篇，部分論文被人大複印資料全文

轉戴，現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項目多項。

提    要

在北洋各大派系中，唯有奉系橫跨北洋和國民黨兩個時期。因此將以體制轉型為時代背景

的張學良時期的奉系地方政權作為本書的研究對象，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在本書中，筆者以

大量檔案史料為基礎，進行實證，並輔以多學科的研究方法，力求從隱沒在故紙堆中的一個個

歷史碎片中去探尋和還原前人所未曾發現的一些歷史面相。

在東北易幟前後，企圖控制東北的主要有三股政治力量。除了實際控制東北的奉系外，還

有試圖控制東北的國民黨及國民政府，和已經在東北擁有巨大權益的以日蘇兩國為代表的外國

勢力。因此在易幟後的東北，實際形成了「國民黨、國民政府──奉系──日、蘇」這樣一個中

央與地方、中國與外國的三方關係。在這個三方關係框架下，筆者主要討論了以下幾個問題：

一是張學良時期奉系地方政權的運作機制及與東北地方政府的關係。皇姑屯事件後奉系建

立了一個以張學良為核心的標榜「主權在民」、「三權分立」等原則，而實際上行「以軍代

政」、「以軍管政」的東北保安政權。易幟後，東北政委會成立，奉系地方政權雖然經歷了體制

轉型，但實際實行的仍是軍人專政。而且東北政委會對東北地方政府的控制仍沿用著張作霖時

期既有的傳統手段，其統治基礎並沒有鬆動的迹象。可見奉系仍舊殘留著諸多舊軍閥的傳統與

因子，而這種傳承的根深蒂固的特性又勢必將使國民黨的黨治體制難於順利地在東北建立起來。

二是奉系地方政權與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關係。易幟後的奉系與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在統一

的前提下，維持著「分治合作」的格局。在行政上，即除了形式上的統一外，東北及中原大戰

後成為奉系地盤的冀察平津等省市仍為奉系實際控制著。在黨務上，國奉雙方在黨權上進行了

爭奪，使得國民黨在東北出現「官黨」和「秘黨」的雙重面相。與此同時，奉系也積極調整與

國民黨及國民政府的關係，如盡量按照國民政府的法律法規對東北進行改革，以完成去北洋化。

三是奉系地方政權的外交權問題及其對日蘇外交政策與影響。與東北內政問題始終交織著

國民黨和日蘇等外國勢力兩方面因素一樣，東北外交問題也同樣存在國民黨、奉系、日蘇三方

雙邊關係的矛盾交織。國民政府雖然在為統一外交權而努力，但奉系地方政權始終擁有實際外

交權。由於受到國民政府的掣肘，以及在對日和對蘇外交問題上所面臨的情況不同，使得奉系

在是否與何時使用實際外交權的問題上出現搖擺和失誤，導致對外關係處理不當，並最終導致

奉系苦心經營多年的東北完全喪失，而奉系也開始走向末路。



四是「政治分會──政務委員會」制度的形成、發展及其影響。政治分會制度和政務委員

會制度均發端於國民黨北伐期間，而以東北易幟為契機，政治分會制度被賦予新的生命，與原

政務委員會制度融合，形成新的政務委員會制度。至此，「政治分會──政務委員會」制度形

成。在北洋時代向國民黨時代轉變過程中，在國民黨由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過程中，這一地方

政治制度對於國民黨穩定地方實力派，建立國民黨的正統地位，實現統一和應付華北危局均起

到了重要作用。

通過本書的研究，筆者發現面對時代轉變和體制轉型，面對國民黨、國民政府以及日蘇對

東北的不同利益要求，奉系及其地方政權有著強烈的生存空間和政治空間的雙重訴求，並在這

種要求與訴求的較量與博弈中，奉系及其地方政權不斷演變、蛻變，直至走向解體和消亡；而

面對國家統一與整合的時代要求，國民黨則將政務委員會這一臨時性、過渡性的制度最終升格

為正式性、常設性的制度，使得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中國始終維持著統一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