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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在1840一1985年湖北地方政治的发展过程中，1949年5月

湖北省人民政府成立是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地方统治权掌握

在地主、官僚资产阶级手中。地方政治发展中的主要问题。一方面

是反动统治阶级内部(满汉地主阶级之间、地方军阀之间、外来势

力与本地势力之间)对湖北地方控制权的争夺；另一方面是广大人

民群众夺取政权的斗争(1921年以后，这一斗争是在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进行的)。湖北省人民政府成立后，结束了地主、官僚资产

阶级的反动统治，人民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成为湖北的主人。此

后。湖北地方政治发展中的主要问题，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如

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t

湖北地方政治制度从1840--1985年经历了三个阶段：1911

年以前为帝制时期；1911年的辛亥革命结束了封建专制的帝制，

仿效西方国家实行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体制；1949年湖北省人民

政府成立后．于1954年确立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根本制度的社

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 ‘．一

。

．。

1911年后湖j匕-地方民主政治得到某种发展‘地方政权机关相

对完善．咨议性机构和立法机构时断时续地在形式上存在。地方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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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机构与司法审判机构逐步分离，近代行政管理体制的出现。县以

下基层政权组织的建立。这反映了中国新生的民族资产阶级在西

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潮的影响下，通过废除帝制实行共和，对湖北地

方政治制度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由于统治集团内部各

种势力不断为争夺湖北地方控制权进行斗争，加之为维护自身统

治而残酷镇压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民主不仅在实质上没有

保证，而且在形式上也残缺不全。

1949年以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湖北人民建立起自己的

政权，并按照社会主义民主原则来建设地方政权。政权掌握在人

民手中，使民主从实质上得到了保证。但由于缺乏经验和左倾错误

对民主形式与民主程序必要性的忽视，湖北地方政权在完善社会

主义民主政治过程中。几经曲折。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后，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点和中国国情出发来完善社会主义

民主政治制度。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使湖北地方政权建设在1980

年以后进入一个新的日趋完善的阶段。
‘

作为地方政治制度组成部分的行政管理体制。随着湖北地方

经济、社会的发展，在1840一1985年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

是在1949年以后．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和社会主义建设引起

的社会诸方面的迅速发展，所有制结构变革后国有企事业的激增，

不仅扩大了地方行政管理的领域。也改变了国家同经济组织和其

他社会组织的关系。这导致在管理体制上出现“政企不分”、“政事

不分”，在管理机构上设置成倍增长。1978年以后，政治体制日趋

民主、完善。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方面的体制改革也相应进行．地

方行政管理体制也出现新的变化，适应新的社会需要。实行“政企

(事)分开”，重视宏观监督与调控。更多地运用法律手段、经济手

段，并相应地调整行政机构设置和内部管理体制，使行政管理向科

学化、现代化、法制化方向发展。 ‘

<湖北省志·政权>卷作为省志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记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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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1985年湖北省地方政权机构及其体制的演变过程，间或涉

及地方政权的活动，但为与省志其他专志相呼应而不重复，记述仅

限于政权机关自身的发展、变化，审判、检察机关设置和同其他地

方政权机关的关系，政府机关政务管理。政权机关是实施阶级统

治的工具。加上这一时期政权机关设置发展的特点，具体的政权机

构，不论从阶级性质上或法律地位上．都难以确指其承袭性。因此

本卷采用断代记述，以纵领横的方法，即分为晚清、民国、人民共和

国成立以来三个历史时期，先综述政权机关变化、发展的整体过

程。及其政治、经济、社会的历史背景，再分期分陈各政权机关的发

展过程，最后记述国家对政府机关的管理。

除上述内容外，本卷还包括有省以下地方政权的概括性记述。

这基于两方面的考虑：湖北省政权机关作为一个整体。并不仅限于

“省”这个层次；尽管省志以外还存在为数众多的市志、县志。但都

限于对一市、一县的记述，难以对这一时期湖北的省以下地方政权

机关t：受展作全面的反映。而这仅能由省志司其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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