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英国
一

内阁制几个主要惯例

的形成和确立的问题

江宗植

内阁制
,

也即责任内阁制
,

是议会制的核心
,

资产阶级政权的一种组织形式
。

自十八世纪上

多期 在英国开始形成以来
,

其主要内容有下列几点
:

(一 ) 由议会下院中多数党组成的一党内阁
,

是内阁的主要组织形式
。

另外
,

内阁的组织形

式还有联合内阁和少数党内阁等
,

(二 )内阁的首脑即首相
,

通常由议会下院中多数党或政党联盟的领袖担任
。

阁员 由他提

名
,

原则上必须是议会两院议员
,

也即所谓相容原则 ,

(三 )首相及由他提名的阁员和非内阁大臣
,

虽 由国王任命
,

但不对国王
,

只对国会负责
,

(四 )内阁内部在大政方针上必须一致
.

内阁如得不到议会下院支持
,

则须辞职
,

或由国王

解散下院
,

重新选举
,

决定去留
。

英国是不成文宪法国家
,

并无一部专门制定的宪法文件
。

其宪法是由历史上不同时期有关

限制王权的有名文件
、

议会通过的宪法性法律
、

以及习惯法和宪法性惯例组成
。

其内阁制便是

主要建立在宪法性惯例之上
.

所谓惯例是从先例沿袭或发展而来
.

从先例发展为惯例
,

往往经

历较长时间
。

一个先例能否成为惯例
,

归根结底从属于统治阶段的需要和根本利益
。

本文之作
,

特就其主要惯例的形成和确立问题作一探讨
。

一
、

多数党内阁是内阁的主要组织形式

从组织形式来说
,

内阁有多数党内阁
、

联合内阁及少数党内阁等类型
.

自十九世纪六十年

代末起
,

多数党内阁成为英国内阁的主要组织形式
。

有必要指出
,

多数党内阁在英国是由一党内阁发展而来
。

我在《关于英国君主立宪的确立

及其沿议会制发展的几个问题 》一文中① ,

曾谈到威廉三世创立了一党内阁的先例
,

不过他当

时所依靠的辉格党并不是多数党
,

只是以后大选才是
。

后来安娜女王加以发展
,

才有大选后任

用多数党人组成内阁的先例
。

这个先例后来又 由沃波尔加以沿袭和发展
,

在客观上为开始形成

的内阁制提供一项基本原则
.

大家知道
,

沃波尔身为辉格党领袖
,

自受命组阁后获得下院多数

议 员的支持
,

至该世纪三 十年代其地位才逐渐动摇
.

在 1 7 3 4 年大选中他丧失 十六席
,

而继

1 7 3 7 年其宫廷主要靠山卡德琳王后去世后
,

又于 1 7 4 1年大选中失去许多议席
,

但他仍控制下

院中的多数
,

先后都继续执政
。

只是次年下院中力量对比出现有利于反对振的重大变化时才辞

职
。

但是
` .

这种在大选后由多数党组阁的组织形式
,

在两党制尚未完全确立
,国主还拥有遴选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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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及决定首相去留大权
, “

政府先改组而后举行大选 ”②仍成为常例的情况下
,

长期未能成为内

阁的主要组织形式
。

统治阶级根据一个时期的情况和自己的主观设想
,

有时采用别的组织形

式
。

如有个时期
,

联合内阁被认为是很理想的
,

其结果并不是如所想像的那样
。

1 8 0 6 年 2 月至

1 8 0 7 年 3 月由托利党和辉格党组成的格伦维尔— 福克斯联合内阁
,

就有
“

荟萃内阁
”
(亦译

为
“
人才内阁

” 、 “
能人内阁处之称

.

但事实上
,

彼此不能齐心共事
,

连身为阁员的福克斯 自己也

说
: “
我们不能同心同德 ”③

。

又如
, 1 8 5 2 年 12 月至 1 8 5 5 年 1 月阿伯丁领导的

,

由皮尔派
、

辉格

党
、 “
梅费尔激进派

”④
.

等组成的所谓
“
群贤内阁

” ,

在组成时还得到维多利亚女王的赞赏
。

她在

给舅父
,

也即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得的信中曾说
,

她确信新政府会获得广大的支持⑤
.

《泰晤士

报 》还把这届联合内阁的组成
,

吹捧为
“
政治千年王国的开端

” ⑥
.

但是这届包括有约翰
·

罗素
、

格拉斯通
、

帕默斯顿等人的内阁
,

不仅是意见不和
,

经常争吵
,

而且彼此勾心斗角
,

互相倾轧
。

而

当投人克里米亚战争后
,

则玩忽职守
,

仅因军需品和医药没有供应上所造成的恶果来说
,

英军

死于饥寒交迫
,

及缺少医疗用品者
,

就数以千计⑦
.

这样
,

在全国群情激愤的气氛中
,

阿伯丁 本

人不得不辞职
.

关于这届 内阁
,

迪斯雷利有这么一段评语
: “
这个国家 由一批最有才华的人统治

了两年
。

在他们的任期结束时
,

他们的天才已把这个国家变成了一个衰微破败
、

令人绝望的国

度
”
⑧

。

马克思
、

恩格斯曾精辟地指出
: “

大不列颠可以吹嘘的不只是一个无能的政府
,

但是
,

像
`

群贤
’
内阁这样无能

、

可怜
、

贪婪
、

同时又这样刚俊 自用的 内阁还是从未有过的
.

这个内阁 以滔

滔不绝的胡吹开场
,

满足于一些小事的争论
,

不断遭到失败
,

最后则以蒙受人世间最大的耻辱

而告终
”
⑨

.

十九世纪四 十至六十年代
,

在英国是少数党内阁屡次执政的年份
。

所谓少数党内阁
,

系指

执政的政党在议会下院里并未拥有绝对多数议席
,

或者说只拥有相对多数议席
.

这种情况之所

以产生
,

其中一个原因即两大党中的一个党发生分裂
,

由拥有相对多数议席的另一政党执政
。

如 18 4 6 年 6 月底
,

皮尔内阁由于保守党内部造反垮台
,

则由在下院大约只有二百五十名支持

者的罗素组阁
。

翌年大选时
,

罗素为首的自由党
,

虽然只获三百二十五席
,

未过半数
,

但 由于保

守党分裂为保护关税派和皮尔派
,

前者获两百 二十六席
,

后者得一百零五席
,

也就使罗素为首

的 自由党
,

仍能以相对多数继续执政
.

另一种情况是
,

当一个 内阁因未能获得下院支持垮台
,

国

王沿袭政府先改组而后大选的惯例
,

任命少数党组阁
。

如上述罗素内阁以后的各届内阁
,

除

1 8 5 2 年 12 月至 1 8 5 5 年 l 月的阿伯丁联 合内阁
、

18 5了年重新选举后继任的帕默斯顿 内阁
、

1 8 5 9 年 6 月至 1 8 6 6 年 6 月的 自由党内阁 (帕默斯顿
、

罗素的第二次内阁 )外
,

其余如 1 8 5 5 年 2

月至 1 8 5 7 年议会重新选举前的帕蛾斯 顿内阁
、

保守 党德 比的第一次
、

第二次
、

第三次 内阁

( 1 8 5 2 年 2 月—
1 2 月

、

18 5 8 年 2 月至 1 8 5 9 年 6 月
、

1 8 6 6 年 7 月至 1 8 6 8 年 2 月 )
、

迪斯雷利

的第一次内阁 ( 1 8 6 8 年 2 月至 12 月 )
,

则都是少数党内阁
。

其后
,

1 8 6 8 年 n 月的大选终于结

束了较长时期的少数党内阁屡次执政
.

1 8 6 8 年 11 月的大选结果是这样的
:

在下院总共六百五十八席 中
,

保守党只获两百 七十一

席
,

自由党则获三 百八十七席
,

该党领袖格拉斯通于 1 8 6 8 年 12 月 9 日组成他的第一次内阁
。

自此
,

进人已发展为全国性政党的 自由党和保守党
,

在两党制轨道上运行
,

交替执政时期
。

由多

数党组阁的组织形式
,

也就成为内阁组织的土要形式
。

以后 1 8 85
、

1 8 86
、

1 92 3
、

1 9 2 9 年等虽然

也出现过少数党内阁
,

但只是偶尔而 已
。

联合内阁在英国历史上 尽管声誉不佳
,

但并不妨碍统

治阶级在两次世界大战中
,

把它认为是战时内阁的最适宜组织形式
。

不 过
,

被首相邀请人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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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政党成员
,

应表示愿意合作
,

执行战时政治纲领
。

二
、

首相职位和权力在惯例上的形成和确立

自 1 9 0 2 年起只有下院议员才能担任首相

首相一职
,

在英国长期无法律根据
,

只是沿袭惯例而来
.

它由先例到彼例的形成和确立
,

是

和内阁制在英国的形成和确立基本一致的
。

大家知道
, 1 7 1 4 年汉诺威王室人主英伦后

,

国王乔

治一世 自 1 7 1 7 年起 即不主持 内阁会议
.

17 2 1 年他任命辉格党领袖
。

国会下院议员沃波尔为

第一财政大臣兼财政大臣
,

领导内阁
,

掌握管理国家的大权
,

英 国自此有了事实上的第一位首

相
。

由于在他领导内阁期间 ( 1 7 2 1一 1 7 4 2 年 )
,

其内阁已具有 内阁制的许多主要因素
,

一般认为

这一届 内阁
,

是内阁制开始形成的标志
。

但自 1 7 6 0 年乔治三世登基之日起
,

内阁制陷人危机
,

有夭折的危险
.

这位在英国生长的新王
,

登位后即力图恢复其先王失去的王权
.

据载
,

在他当

王储时
,

其母即常教导他要当一个有实权的国王
。 “ G eo

r g e ,

be ` gn 广便是他的母训
。

在这里要

指出的
,

乔治三世要恢复的
,

主要是他先王乔治一世
、

二世时旁落的王权
,

正如阿格指出的
, “ 不

是指在十七世纪失去的
,

是指 自一六八八年以来
, 一滴一点旁落的甸

.

莫尔顿也指出
: “
有人以

为乔治也像斯图亚特王室那样企图摆脱议会的控制
,

其实不然
.

这事可以做到的时代早已过去

了 ”
0

.

我在上面提到的一文中0 曾指出
,

英国在 1 6 8 8 年
“ 光荣革命

”
后确立的君主立宪

,

在形

成议会制前是属于二元制类型
。

那么乔治三世力图恢复其先王旁落的王权
,

其实质便是要恢复

已为议会制所替代的二元制
。 ·

但议会制在英国毕竟是生了根的
.

乔治三世通过
“ 国王之友派 ”

进行的统治遭到广大人民和议会内反对派的不断反对
。

随着他在北美殖民地政策的失败
,

他在

下院控制的席位
,

也 日益减少
.

1 7 8 0 年 4 月
,

下院以两百三十三票对两百一十五票通过的有名

唐宁决议案 (D un
n in gl s : es ol iut on )

,

指出国王权力 已经增大
,

目前还继续在增大
,

应 当予 以缩小

0
.

17 8 2 年 3 月
,

诺斯的 “ 国王之友派 ” 内阁
,

在议会反对派及会外广大群众一再掀起的反对浪

潮袭击下垮台
,

标志乔治三世要恢复 以国王 为政治中心的企图的破产
.

其后
,

内阁制又获生机
。

十九世纪初小皮特再度执政时 ( 1 8 0 4一 1 8 0 6 年 )
,

首相职位和权力
,

作为惯例基本确立下来
。

在

第二次执政前
,

小皮特于 1 8 0 3 年 曾指出设置首相一职的必要性
,

并特别强调
“

权力必须掌握在

通常称为首相的人手里
”
0

.

在再度执政期间
,

他自己基本上也是这样做的
。

但是有必要指出
,

首相职位和权力
,

作为愤例完全确立下来
,

则要至维多利亚女王 中期
。

王权在十八世纪八十年代虽然再度衰落
.

但国王还不完全是虚君
。

从乔治三世在位晚期
,

在他偶尔发病
,

神志还清醒期间起
,

至维多利亚女王在位 ( 1 8 3 7一 1 9 0 1 年 )初期
,

首相对重大间

题的决定
,

仍多次受国王的掣肘
。

如 18 0 1 年在对待解放天主教徒问题上
,

由于乔治三世的坚

决反对
,

迫得小皮特只有辞职
。

又如乔治四世在位期间 ( 1 8 2 0一 1 8 3 0年 )
,

戈德里奇于 1 8 2 7 年

受命组阁
,

提出要由帕默斯顿任财政大臣
,

被国王拒绝
.

帕默斯顿在谈到渴见国王的情况时说
:

“
乔治向我表示他对我多么尊重和敬仰

,

他又多么乐意让我在财政部供职
,

假如不是有幸得到

赫雷斯先生的服务的话
,

因为毫无疑问
,

赫雷斯是英国最适合这一职务的人选
。

我点头表示完

全默认
,

并对陛下宽厚和令人欣慰的谈话方式致 以谢意
”
0

。

此外
,

国王对大臣的罢免
,

也施加

过影响
。

如 1 8 5 2 年初
,

帕默斯顿在罗
.

素内阁中被免去外交大臣
,

也和维多利亚女王和其丈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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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干 预有关
。

一般还认为
,

维多利亚女王是英国
“

历史上可 以决定外交政策的最后一位君主
”

0
。

但是
,

也不能夸大这一时期国王 的权力
。

就是在维多利亚女王在位初期
,

她于 1 8 4 0 年 2

月与萨克森— 科堡公国的艾伯特王子结婚后
,

要给她丈夫授予
“

女王之夫 ,’ ( rP in ce c on 的 ro

头衔
,

议会至 1 8 5 7 年才同意
。

又如 1 8 3 9 年女王要保守党领袖皮尔组阁
,

皮尔要女王按惯例将

宫中由辉格党人家属组成的女侍从换成托利党人 的
,

女王在盛怒之下收回成命
。

但是后来

18 4 1 年大选保守党获胜
,

女王不得不更换宫中女侍从
,

由皮尔组阁
。

其后随着女王在政治上 日

趋老练
,

她认识到对待两党
,

至少在表面上应持不偏不倚 的超然态度
。

此外
,

她也基本上做到尊

重宪法性惯例
,

这就使内阁制得以继续发展下去
。

晚年
,

女王回顾 1 8 3 9 年在女待从问题上引

起的
“
寝宫争端 "( t he E冶d c ha m be r Q ue ist on ) 时说

: “
是的

,

我在这问题上显得很激动… … 但我那

时很年轻
,

只有二十岁
,

再也不应重蹈覆辙了
,

不错
,

这是一个错误 生” 0
。

至于女王仍掌握的遴

选首相的大权
,

则 自 1 8 3 2 年议会改革后
,

托利和辉格两党各 自发展为现代意义的政党— 保

守党与自由党
,

也 日益局限于仅就一个党的党魁进行任命
。

而 自 18 6 8 年底开始两党轮流执政

之 日起
,

女王对首相的遴选权
,

则只剩下形式上的任命权
。

自 19 0 2 年 巴尔福任首相之 日起
,

首相概由下 院议员担任 成了惯例
,

而这是和 自由资本主

义发展至帝国主义相适应的
。

虽然从内阁制的形成史来说
,

英国的第一任首相就是来 自下院
,

早在十八世纪 五十年代
,

下院已有政府首脑必须是下院议员的要求L ,

但在土地贵族当权 下
,

这种要求长期未能实现
。

国王在从政党领袖中的大土地所有者和贵族豪门考虑首相人选时
,

虽

然也任命过下院议员
,

但以贵族院议员居多
。

在大土地所有者和贵族豪门中
,

弟兄二人先后任

首相的
,

有亨利
·

佩勒姆和其兄纽卡斯尔公爵托马斯
·

佩勒姆— 霍利斯
。

父子先后出 任首相

的
,

有乔治
·

格伦维尔和格伦维尔勋爵威廉
·

温德姆
、

查塔姆伯 爵威廉
·

皮特和小威廉
·

皮

特
。

而格伦维尔和皮特两大家族还是亲戚
。

老威廉
·

皮特是乔治
·

格伦维尔的妹夫
,

格伦维尔

勋爵的姑父
。

但 自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起情况不断发生变化
。

正如恩格斯指出
:

工业革命
“
把经

济力量的重心完全转移了
。

资产阶级的财富
,

比土地贵族的财富增长得快得多
。

在资产 阶级内

部
,

金融贵族
、

银行家等等
,

愈来愈被工厂主推到后台去了
。

… …仍然留在贵族手 中并且被贵族

用来抵制新工业资产阶级的野心的政治权力
,

已经同新的经济利益不能相容 了
。

于是必须同贵

族进行一次新的斗争 ; 这一斗争的结局只能是新的经济力量的胜利
。

首先
,

在 1 8 3 0 年的法国

革命的刺激下
,

不顾一切抵抗
,

通过了改革法案
。

这使资产阶级在议会里获得了公认的和强大

的地位
。

随后是谷物法的废除
,

这水远确定了资产阶级
、

特别是资产阶级中最活跃的部分即工

厂主对土地贵族的优势
” L

。

与此同时
,

随着这些变化而来的
,

是议会下院社会基础逐步扩大和

地位提高
。

至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
,

格拉斯通
、

迪斯 雷利分别继任 自由党
、

保守党领袖
,

并自

1 8 6 8 年 12 月起开始轮流执政
,

在客观 上则为两党制确立时期
,

政党领袖和内阁首相 由下院议

员担任
,

树立了榜样
。

其后
,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
,

随着 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

义
,

垄断资本为着加强统治
,

控制下院
,

由下院议员出任两党领袖和内阁首相
,

更成为必要
。

这

样
,

自 1 9 0 2 年起
,

首相由下院议员担任
,

也就 成为惯例
。

虽然以后较长时间
,

贵族未能出任首

相
,

但贵族出任首相的道路并没有永远被堵死
。

1 9 6 3 年 7 月
,

议会通过的贵族法 ( P ee r ag e B边 )

终为它辟开了一条通路
,

这便是准许贵族放弃爵位
,

这在 以前是不能允许的
。

这样
,

一个贵族如

要出任首相
,

则必须放弃爵位
,

退出贵族院
,

作为平 民通过竞选
,

进人 下院
,

然后以 多数党党魁



身份出任首相
,

1 9 6 3 年初
,

保守党首相麦克米伦因健康状况不佳要辞职
,

党内提名霍姆勋爵为

保守党领袖和首相
,

霍姆也正是遵循旅弃璐位这条道路
,

通过补缺选举
,

成为下院议员
,

作为亚

历克
·

道路拉斯— 霍姆爵士
,

于是年 10 月攀任为首相 0
.

三
、

对议会负责与相容原则

内阁对议会负责
,

是责任内阁制的一项主要内容
,

系指内阁在施政方面对议会负有法律和

政治责任
.

大家知道
, 1 7 0 1 年《王位继承法 》有一规定

,

即国王行政行为
,

须由有关大臣副署
。

这

也即是说
,

如有违法
,

副署人应负全部法律责任
,

与国王无干
。

虽然这是由
“ 国王不能为非 ”

( T h e

K i n g
anC do

n o w
orn

g ) 的惯例派生而来
,

但实质上是要大臣受议会的监借
,

对议会负法律的责

任
。

所以
,

条文 中特别强调
,

受议会弹勃的大臣
,

国王不得赦免
。

在政治上应负的责任
,

则主要有下列几点
:

( 1) 内阁施政方针政策
,

必须有议会下院多数议员的支持
,

否列应即辞职
,

或解散下院
,

诉

诸选 民
,

重新选举
,

再决定去留
。

首先要指出
,

内阁方针政策如失去下院多数议员的支持
,

在内阁翻形成的初期并不是集体

辞职
。

16 8 8 年
“

光荣革命
” 后

,

随着议会权力的增大
,

即逐渐形成一种俄例
,

大臣如得不到下院

多数议员信任和支持
,

应 自动辞职
。

1 7 4 2 年沃波尔辞职
,

可说是作为首相因未获下院多数议员

支持而辞职的第一人
。

但当时所谓责任
,

只科责个人@
.

所以
,

沃波尔辞职不是集体辞职
.

至于

集休辞职间题
,

历史上因全体大臣受下 院反对而内阁全体辞职者
,

则始 自 17 8 2 年诺斯内阁的

垮台@
.

内阁因在下院失去多数支持而连带负责
,

同时辞职的
,

则始 自 18 3 0 年威灵顿内阁的辞

职。
。

其后
,

特别是自 1 8 3 2 年议会改革后
,

随着托利与辉格两党沿着现代意义的政党发展
,

内

阁因方针政策失去下院多数支持而集休辞职
,

便成为惯例
.

关于另一先例系由小皮特于 1 7 8 4 年创立的
,

即内阁如得不到下院多数议员支持
,

并不辞

职
,

而是解散下院
,

重新选举
,

再决定去留
,

是大家所熟知的
。

这个先例
,

日后沿袭下来
,

也成为

一种惯例
。

( 2 ) 内阁首脑及大 臣对下院议员的质询
,

应负贵答复
.

下院议员的质询
,

内阁首脑及大臣应予答复
,

是议会对内阁进行监督
,

和内阁对议会负责

的一种休现
。

这是从十九世纪初起逐渐形成的惯例
,

其后正式列为议会开会程序的一项内容
。

质询时间 ( uQ se o o n iT m e) 为星期一至星期四下午二点半至三点半
。

有关大臣对议员的质询
,

除

应议员要求给予当场答复者外
,

其余则在另外安排的时间内进行答复
。

首相答复质询的时间是

每星期二
、

四下午
,

自三时一刻开婚
、但首相及大臣们对议员的质询

,

有时以模棱两可之词加以

搪塞
,

或以 “ 事关国家机密
” 为借口 ,

拒绝回答
,

则不免使答复流于形式
。

( 3) 内阁成员在大政方针上意见应一致
。

在讨论时可以各抒所见
,

但一经决定
,

便须 口经一

致
,

共同承担责任
。

如仍坚持已见
,

不福服从者
,

则应辞职
。

大家知道
,

在沃波尔主持内阁时
,

其姻亲唐森不服从他的对外政策
,

被迫辞职
,

可说是这一

惯例的一个发端
.

十九世纪上半期
,

首相梅尔本子爵威廉
·

拉姆继承这一原则
,

在其内阁讨论

谷物法时
,

就对其同僚说
: “ 现在

,

是降低还是不降低谷物价格 ?我们怎么说
,间题倒不大

,

但是
,

请注意
,

我们必须统厂 口径
”
0

.

以后因不愿服从首相决定而辞职
, 或因位自违反规定而被免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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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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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

都不乏其人
。

如 1 8 8 7 年财政大臣兰道夫
·

丘吉尔因不赞同索尔兹伯里首相及海陆两部所

要求的军费
,

就提出辞职⑥
。

又如撒切尔夫人第三次 内阁内
,

因与她对外政策发生分歧而辞职

的
,

就有财政大臣劳森 ( 19 8 9 年 10 月 )和 副首相杰弗里
·

豪 ( 1 9 9 0年 n 月 )
。

因未经其他大臣

同意
,

擅自发表重要文件而被免职的
,

有 1 9 2 2年被免去印度大臣的孟塔古 O
。

为着便于议会对内阁进行监督
,

英国内阁的组成
,

是采用相容原则
。

相容 ( C o m aP t ib u i t y )或不相容 ( U n e o m p a t ib i li t y )
,

是许多 国家内阁组成的一项原则
。

所谓不

相容原则
,

即指内阁成员不得同时是国会议员
,

也即是说
,

这二者身分是被认为不相容的
。

实行

这项原则的有美
、

法等
.

所谓相容原则
,

即指政府大臣与议会议员身分是相容的
,

政府大臣必须

是议会的两院议员
。

英国则是实行这项原则的主要国家
。

其他的还有加拿大
、

澳大利亚
、

新西

兰等0
.

本来英国在 1 7 0 1 年曾决定要实行不相容原则
。

大家知道
,

这一年的 `王位继承法 》即有一

项规定
,

政府中大臣不得身为议员
,

其 目的是想 防止国王通过封官拉拢议员
。

但这项规定还未

付诸实施
,

统治阶级就觉察它不利于议会对政府的监督
,

自 1 7 0 5 年起即不止一次地通过法案
,

对之加以修正
。

而在 19 2 6 年
,

议会则通过法案
,

统统废除以前种种规定
,

使议员得不受任何条

件约束充任政府大臣成为惯例
。

但是
,

如果大臣人选不是议员
,

则允许先任大臣
,

然后短期内通过补缺选举取得议员身分
。

如果未选上
,

则通过 国王的加封
,

成为贵族院议员
。

不过又仍有例外
,

如格拉斯通 1 8 4 5一 1 8 4 6

年间不是议员
,

竟任殖 民大臣达九个月之久O
。

英国妇女由于获得选举权和有权当选为议会议员
,

为时较晚
,

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

才

有第一位女议员和女内阁大臣
。

英国妇女选举权的获得
,

及其有权当选为议会议员
,

是 自 1 7 9 2

年以来
,

妇女运动先驱玛丽
·

胡尔斯通克拉弗 ( M a r y W o l l s t o n e e r a f t 1 7 5 9一 17 9 7 ) 及其后继者长

期斗争的结果
.

她曾说
,

选举权是天赋给妇女的权利
,

假使人类有半数没有选举权
,

那么 民主政

治是笑话
,

不成其为民主政治了L
.

19 18 年
,

英国妇女有条件地获得选举权
,

这便是三十岁以

上的妇女
,

如她们或其丈夫在地方选举有投票资格者有选举权
。

同年
,

妇女也有权被选 为议会

议员
.

这样
, 1 91 9 年便有第一位议会女议员阿斯特夫人 (L ad y A s t or )L ; 1 9 2 9 年有第一位任内

阁成员的女大臣帮的尔非尔特女士 (M is s M a r s a r e t B o n id f ie l d ) @
。

1 9 7 9 年 5 月—
1 9 9 0 年 1 1

月
,

撒切尔夫人是英国的第一位女首相
。

综上所述
,

英国是不成文宪法的国家
,

在不成文宪法 中
,

惯例占有相当大的部分
,

也正是上

述的许多惯例
,

构成了英国宪法有关政权组织形式的主要内容
。

大家知道
,

十七世纪英 国资产

阶级革命最后是 以 1 6 8 8 年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妥协而结束的
。

英国的宪法也打上 了这个阶

级妥协的烙印
.

马克思写道
: “

不列颠宪法其实只是非正式执政的
、

但实际上统治着资产阶级社

会一切决定性领域的资产阶级和正式执政的土地贵族之间的 由来 已久的
、

过时的
、

陈腐的妥

协
。

在 16 88 年
`

光荣
’
革命 以后最先参加妥协的只有一个资产阶级派别— 金融贵族

。

18 3 1 年

的改革法案使另一派
,

即英国人称为
“ nI 川 oc r ac y ”

的工业资产阶级巨头也参加了妥协
。

1 8 31 年

以来的立法史就是一部向工业资产阶级让步 (从新济贫法 到废除谷物法
,

从废除谷物法到实行

地产遗产税 )的历史
”
@

.

从作为议会制核心的内阁制的形成和发展及其蜕变来看
,

内阁制基本上可分为两个时期
:

一个是它的开始形成和发展时期 ;另 一个是它的蜕变时期
,

或者说是 以首相为首的内阁专横时

·

5 8
·



期
,

而这两个时期
,

是与 自由资本主义及其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相适应的
.

在第一个时期
,

自沃

波尔内阁 ( 1 72 1一 1 7 4 2 年 )起
,

是 内阁制开始形成和发展时期
.

特别是 自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第

一次议会改革法案通过后
,

下院 日益成为国家权力重心
,

是整个资产阶级通过议会直接参加政

治统治时期
,

是议会制及其核心内阁制的鼎盛时期
。

内阁基本听命于议会
,

是这一时期的主要

特征
。

其后
,

随着工业猫权的丧失
,

自由资本主义 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
,

及其进人帝国主义时

期
,

英国国内阶级矛盾尖锐化
,

在外投身于争夺殖民地和重新分割世界的激烈斗争 中
,

统治阶

级要求排除议会干扰
,

把国家权力集中于以首相为首的代理人手里
,

议会地位因之发生变化
,

日益处于内阁控制之下
,

其原先拥有 的权力遭到削减
。

这也就进人以首相为首的内阁专横时

期
。

1 8 7 5 年迪斯雷利首相未经征求议会意见
,

搜 自决定从埃及购买苏伊士运河公 司将近半数

股票
,

可说是内阁制开始蜕变的一个标志
。

议会受内阁控制
,

首相及其内阁则听命于垄断资本
,

正是内阁制进人第二时期后的主要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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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88 页 ) 对调动职工积极性起了很好的和用
。

积极地运用惩罚是一条很有价值的管理原则
,

管理者立足于人的缺点管理 人
,

人往往会产

生更多的缺点
,

立足于惩罚管理人
,

使用惩罚的必要性以乎就越大
·

相反产足于人的优点和长

处管理人
,

使用奖励的可能性就会提高
,

看来
,

你对人的缺点有兴趣
,

人就会倾 向于表现缺点 ,

你对人 优点有兴趣
,

人就会力求表现出更多的优点
.

在很大程度上
,

可以说一个群休的特性是

管理者的期待和与这种期待相适应的管理方式产生的必然结果
.

尽管合理运用惩罚是重要的
,

但当代管理并不迷信惩罚的管理功能
。

管理的艺术就在于通

过合理运用惩罚逐步促使职工形成行为的内部调控机制
,

从而最终尽可能少的使用惩罚
。

如果

职工 的行为不是出于惩罚的威胁
,

而是出于责任
.

挑战
、

兴趣
、

发展
、

丈就
,

发挥才能等内部动机

时
,

管理也就成熟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