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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两司行政研究》

内容概要

《清代两司行政研究》由苗月宁所著，清代两司制度肇端于明代，并在其基础上演进而来。在地方行
政事务的处理中，两司上承督抚下启道员，并总管一省行政、司法事务，其职掌和行政关系的演变，
伴随着清王朝发展的整个历史进程。《清代两司行政研究》主要从两大方面进行论述：一是对清代两
司的基本职掌和阶段性职掌的全景性考察。清沿明制，在省级政府设立布政使和按察使，二者在职掌
上不但有固定的基本职掌，而且各个阶段两司职掌也不尽相同。笔者按两司基本职掌和阶段性职掌论
述，并对两司职掌变化的阶段和原因进行分析。另一个是两司与督抚和道员行政关系的演变。清代两
司之所以地位特殊。关键在于二者不但处于省级行政高官的重要地位，而且与督抚和道员之间联系紧
密。清政府在地方事务的处理过程中，适时地调整了两司与督抚、道员之间的职掌，使其相互依赖、
相互制约并在政务的处理中互相合作，保证地方行政体系的有序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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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苗月宁，山东淄博人。2000年毕业于山东烟台师范学院历史系，获历史学学士学位，此后于淄博
十一中从事历史教学工作。2006年于山东大学获得历史学硕士学位，同年考入南开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师从清史专家杜家骥先生.2009年获得博士学位。现为鲁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
清代制度史，曾在《历史档案》、《历史教学》、《齐鲁学刊》、《理论学刊》、《济南大学学报》
等杂志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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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绪论第一节 研究的缘起第二节 学术研究状况第三节 本书的框架及创新之处一 本书框架二 创新
之处第二章 清代两司溯源及其衙署官吏的设置第一节 两司制度溯源一 布政使制度溯源二 按察使制度
溯源（一）按察使制度溯源（二）明代按察司监察职能的转变第二节 清代两司的设置一 直省布政使
司的建置（一）布政使的建置与变化（二）布政使衙门属员设置二 直省按察司的建置（一）按察使的
建置与变化（二）按察使衙门属员设置第三章 清代两司基本职掌第一节 清代布政使的基本职掌一 财
政（一）地丁钱粮和本色钱粮（二）藩库和州县库（三）通省仓谷（四）杂税（五）采买物料的承估
和管理二 民政（一）编审户口（二）兴修事务的估价和勘查（三）捐纳（四）旌奖事宜（五）颁发《
时宪书》三 司法（一）颁发国家律例，兼管地方教化（二）对地方民政、财政案件的审理（三）布政
使的其他司法职能第二节 按察使的基本职掌一 司法（一）徒流案件（二）命盗案件（三）自理案件
和京控案件（四）秋审（五）地方监狱（六）秘密教门（七）律例增删（八）赎锾银两二 驿站三 保
甲第三节 两司共有职掌一 民政（一）布政使办赈（二）按察使办赈二 财政⋯⋯第四章 两司职掌的阶
段性变化第五章 清代两司与上下级之行政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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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清代道制改革的历史意义。　　清代道制的改革和发展和司、道、府、州县四级行政体制
的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经历了康熙朝的调整和发展，乾隆朝的确立和稳定以及光绪朝的新调整，
这样三个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的特点是大规模的裁撤守巡道，尤其是对巡道的裁撤，将道员数量减
少，使道向实体制发展迈进了一大步。第二阶段的特点是通过让道员兼水利、屯田、兵备等衔进一步
减少对道的设置，同时，将道的官品和惩处制度加以确立，道正式成为清代地方的一级行政机构。使
之单位制度化，行政实体化，最终形成司、道、府、州县的四级行政管理体制。第三阶段的特点是将
原来各省所设的守巡道统一为巡警道、劝业道，适应了社会政体“科层制”的发展。　　清代道制改
革有积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一是从理论上看，这是一次在国家治理问题上，国家与地方关系处理，
国家采取什么样的形式管理地方行政为合适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对中国地方行政制度的建设和发展来
说具有理论和实践推动意义。具体来说，其改革与探索实践推动了中国历史上以中央集权、间接层级
管理为特点的四级制地方行政体系的形成。二是从现实上看，道制改革解决了清廷行政的实际问题，
通过道一级中间管理层级的形成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清廷中央的地方管理幅度，并且改善调
整了国家发展与地方发展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地方发展的制度环境。同时也因此而具有合理配置管理
资源的意义。清代对道制的改革，实现了中央对地方的分级管理，调整改善了两司与府之间辖区太广
，“巡历难周”的弊端，提高了行政效率。　　综上所述，清代在康熙、乾隆、光绪年间，在不同的
社会背景之下进行了大规模的道制改革，这些改革适应了社会的发展，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并最终
将道作为一级行政机构固定下来，这是清帝王几代努力的共同结果，也是地方政治制度发展的必然。
同时，道在本身改革的过程中也和两司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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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梳理制度条文花了不少力气，但没探讨出什么问题。全书没啥故事，对几个“转变过程”的归纳
也很潦草。只能算两司研究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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