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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交通设施管理研究》

前言

　　交通历来是人民生活及经济建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交通史的研究也是史学研究
的重要课题之一。但是，前人在此方面的研究成果很少.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遣憾。交通设施是构成交通
的重要因素，只有对交通设施进行有效的管理，才能保证交通畅通，从而对国家政治、经济、军事、
外交等方面的发展起到有力的促进作用，因而，交通设施的管理工作意义重大。明代处于中国封建社
会的后期，在交通建设方面较前代有很大的进步，在相关设施的管理上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前代的
史学工作者大都没有注意到这一问题，关于这一方面的研究几乎是处于空白状态。有鉴于此，我们历
史工作者有必要把这一课题的研究开展起来，特别是现在我国正处在交通大发展的时期，“要致富，
先修路”，对历史上的交通设施管理进行考证和总结，无疑亦是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明代交通
设施管理研究》一文，正是进行了这项既有学术价值又有现实意义的重要工作。　　这篇论文共有29
万余字，分为七章，涉及明代交通设施的管理机构、管理人员、交通建设资金、交通建设制度法规以
及明代对交通设施进行的具体管理等内容，并对明代交通设施管理工作作了整体的总结与评价。这些
内容，大体都是在原来学界毫无研究的情况下，经过广泛搜集资料、深入归纳总结而写成的，极具创
新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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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交通设施管理研究》

内容概要

《明代交通设施管理研究》分为七章：第—章绪论，扼要介绍本课题的选题意义、当前学术界的研究
状况以及基本史料、研究思路、论文结构、创新点及不足之处等。第二章从中央和地方两方面介绍明
代对交通设施负有管理职责的机构及主要官员。第三章介绍承担交通设施具体管理工作的夫役的设置
及其组织、待遇等情况。第四章分别从陆路和水路两方面介绍明代用于交通设施建设的经费及其管理
情况。第五章介绍明代颁布的管理交通设施的相关法令及具有法律效力的规章制度。第六章从整体层
面介绍明代对水陆交通设施及其附属设施的管理状况。第七章对明代的交通设施管理进行评价，指出
明代交通设施管理的主要成就，其对明代社会发展的积极意义以及交通设施管理中存在的历史局限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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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艳芳，南开大学博士毕业，师从南开大学著名历史学家、明清史专家南炳文先生攻读博士学位
。现为鲁东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史，曾在《中国地方志》、《齐鲁学刊》
等杂志上发表《明代渡口述略》、《明代总理河道考》等多篇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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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交通设施管理研究》

书籍目录

第一章 绪论一、问题的提出二、选题意义及研究状况三、基本史料及论文结构第二章 明代交通设施
管理机构及主要官员第一节 中央管理机构及主要官员一、工部二、户部三、兵部四、都察院五、都督
府六、锦衣卫七、兵马司八、内臣九、其他官员第二节 地方管理机构及主要官员一、地方抚按二、司
道及其所属第三章 明代交通设施管理夫役第一节 地方里甲首脑一、地方里甲首脑的构成二、地方里
甲首脑在交通设施管理中的作用第二节 常设夫役一、陆路常设夫役二、水路常设夫役第三节 非常设
夫役一、民夫二、军夫第四节 夫役的组织及待遇一、夫役的组织二、夫役的待遇第四章 明代交通设
施建设资金管理第一节 陆路建设资金一、劝募二、捐施三、公帑四、税收五、专设田地六、赋役七、
科派八、其他第二节 水路建设资金一、水路建设专项资金二、水路建设非专项资金第三节 资金管理
一、资金的催征二、资金的预算及申请动支三、资金的使用四、资金的稽核第五章 明代交通设施管理
条例一、申批制度二、人事管理条例三、资金管理条例四、交通设施及其附属设施管理条例第六章 明
代水陆交通设施及附属设施管理第一节 陆路及其附属设施管理一、京城地区的道路及其附属设施管理
二、地方道路及其附属设施管理第二节 水路及其附属设施管理一、通漕水道管理二、其他地方水道管
理三、水道附属设施管理第七章 对明代交通设施管理的评价一、明代交通设施管理的主要成就二、交
通设施管理对明代社会发展的促动三、明代交通设施管理的历史局限性附表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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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交通设施管理研究》

章节摘录

　　北方边境地区军镇与卫所的广泛设立以及与各民族的频繁交往，在加强防御的同时，形成了稠密
的道路交通网络；为加强对南方少数民族的羁縻，明政府采取各种方法，或调用军队，或动员当地土
族，开辟了通往四川、云南、贵州、两广及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的驿路，加强了明朝政府对这些地区
的管辖，同时也使这些地区与中原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密切。经过明初的努力，驿路体系在明代得
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和提高，形成了以南北二京为中心的密集的道路交通网络，驿路干线辐射到四面八
方。　　永乐年间迁都北京，为克服交通运输中的困难，永乐九年，宋礼开通了元代开凿的会通河，
于宁阳修筑堽城坝，引汶水济运，又修复了祥符至中滦一带的黄河故道。陈瑣疏凿清江浦，引水由管
家湖入鸭陈口，与淮河相接，并疏浚仪真、瓜洲二处港口，修治吕梁二洪，开通泰州白塔河，增修高
邮湖堤，疏浚邗沟等。经过明初陈瑣与宋礼等人的努力，贯通南北的京杭大运河真正实现7全线通航
，“自是挽漕京师，大为便利，遂罢海运，而法日益详”。此后，为保障漕运，明政府又投入巨资整
治黄河水患、开凿南阳新河、开通洳河运道、开凿通济新河等等，使运河一线直至明末基本畅通无阻
，每年大约400万石的漕粮及大批军事、商业物资，都通过运河一线输入京师地区，内河漕运成为维系
明王朝统治的经济命脉，运河成为明代商业贸易南北交通的大动脉。　　因水路运输运费低廉的优势
，明代除运河以外的国内长、短途距离的水路交通也得到了显著发展。尤其是河道纵横的江南水乡，
形成了四通八达的水上交通网络，为各地的商贸发展与文化交流提供了便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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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明代交通设施管理研究》涉及明代交通设施的管理机构、管理人员、交通建设资金、交通建设
制度法规以及明代对交通设施进行的具体管理等内容，并对明代交通设施管理工作作了整体的总结与
评价。该著作结构严谨，布局合理，论述步步深入，行文流畅，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说服力，堪称掷
地有声。 《明代交通设施管理研究》一书，既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又有现实工作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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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由南炳文於2009年所寫的序，此書對漕運的研究重新疏理了一遍外，又對驛站展開了深入的研究，
是本不錯的專書兼工具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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