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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责任内阁制的形成 

18 世纪，“首相”产生，国王逐渐退出内阁，成为“统而不治”的虚君。第一任首相：1721 年

沃波尔。国王权力的逐渐削弱。（国王的行政权逐渐转移给议会）维多利亚女王时期（它的

时限常被定义为 1837 年—1901 年），让在议会选举中取得多数席位的政党组阁，该党的领

袖就是理所当然的首相。19 世纪中期，责任内阁制度确立。（国王“统而不治”，是国家元首，

保留形式上的行政权。如形式上任命首相等重要官员。） 

4、君主立宪制下英国国王、议会、内阁的地位和关系 

（1）国王处于“统而不治”的地位，但仍是世袭的国家元首、立法机关的一部分、联合王国

武装部队总司令、英国国教的世俗领袖和英联邦的元首 

（2）议会中的上院，保留尊严和荣誉，权力相当有限；下院享有立法权、财政权和对政府

监督等一切大权，是政治权力中心。 

（3）内阁通过控制下院的本党议员控制下院、宣布提前大选等。内阁首脑是首相，拥有行

政和立法大权，事实上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最高决策者和领导者，拥有各部大臣和主教的提

名权、高级文官的任免权，内阁会议的主持权、各项重大政策的决策权等。 

（4）内在关系：责任内阁制下，首相由国王任命在下院大选中获胜的多数党领袖担任，阁

员和政府成员由首相提名，国王批准组成；内阁名义上对国王负责，实际上对议会或首相负

责。 

5、明清时期内阁与英国内阁的不同 

明清内阁不是法定的中央行政或决策机构，只是皇帝的内侍机构，阁臣职权大小依皇帝旨意

而定，一般无实权。明清的内阁是皇权专制强化的产物，它加强了君主的绝对权力，保证君

主对全国的统治，进一步巩固了皇权至高无上的地位。 

英国的内阁是依法建立的中央机构，是国家立法机关-议会组织的行政机构（即政府），它只

是听命于议会，而不听命于君主。君主只是国家元首的形式代表，而行政权力在政府首脑-

首相或总理的手上。 

最本质的不同：性质不同，中国明清时期内阁是君主专制空前强化，是皇帝绝对专制独裁的

工具；英国内阁属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民主政治。 

 

二、变式训练 

4．1784 年，英国首相小威廉•皮特试图通过改革来抑制国王乔治三世专权倾向，当时有不

少议员被国王收买，皮特下令解散下院重新选举议会。他的改革得到新议会的大力支持，皮

特得以继续主持内阁 17 年。材料表明（  ） 



A．英国内阁不再对议会负责           B．首相取代国王的元首地位 

C．工业资产阶级的作用加强           D．行政制衡立法机制的运用 

5．1742 年沃波尔因失去议会的支持而辞职，他这行为开创了内阁得不到议会信任时必须

辞职的先例。1784 年皮特首相遭到议会下院反对时，提请国王解散下院，提前大选，获胜

后乃继续任职，他的做法也成为惯例。这说明英国（  ） 

A．国王处于统而不治的地位           B．当时君主立宪制尚未真正确立 

C．内阁和议会实行分权制衡           D．政治制度在渐进性变革中发展 

6． “光荣革命”后，英国国王的收入主要是继承下来的王室的岁收，这笔款项每年约有 70

万镑，但为了应付国王宫廷和民政管理的费用，仍不够宽裕。从 1690 年起，议会对政府的

经费都规定了专门的用途，不能随意挪用。同时还设立了一个委员会来审查政府的开支。这

表明（  ） 

A．英国国王的收入非常少             B．英王仍然掌握行政大权 

C． 英王没有支配收入权力             D．议会限制国王财政大权 

 

三、课后练习   

详见 4 月选择题专项训练 5，（13 班自主安排开放性试题训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