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朱元璋与明初政治、制度 
 
 
 
 

二、内阁制度与宦官专权 
 
 
 
 

三、经济发展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 

第十一讲 明代的政治与制度 



一、朱元璋与明初政治、制度 

“小明王”与“大明皇帝” 
 
 
 
 
 

醉太平小令：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 
巾千万。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 
见？贼做官，官做贼，混贤愚，哀哉可怜！ 

 
 
 

——《南村辍耕录》卷二三 
 
 
 
 
 
 

1351年，颖州（今安徽省阜阳）白莲教首领刘福通起义。 
“谓〔韩〕山童实宋徽宗八世孙，当为中国主” “以红巾
为号” 
“弥勒佛下生，明王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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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2年，朱元璋投奔郭子兴为 
步卒。 
 
 
 

1355年，韩林儿称“小明王”。 
是年，郭子兴病亡，小明王命 朱
元璋任元帅。 
 
 
 

1356年，朱元璋攻克江南重镇 
集庆（今江苏南京），继续尊 
小明王之正朔，行“高筑墙、 
广积粮、缓称王”之策略，发 
展生产，积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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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明王”与“大明皇帝” 
 
 
 
 

1366年，朱元璋害死小明王，停止使用“龙凤”年 
号。 

 
 
 

1367年，朱元璋击败张士诚、方国珍，南方大局已 
定。朱元璋以“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 
救济斯民”为号，发动北伐。 

 
 
 

1368年正月，朱元璋在应天府（今江苏南京）称帝， 
国号“大明”，建元“洪武”，是为明太祖。同年 八
月，攻克大都，元亡，改大都为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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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祖 → 惠帝 → 成祖 → 仁宗 

洪武 建文 永乐 洪↓熙 

英宗 ← 代宗 ← 英宗 ← 宣宗 

天↓顺 景泰 正统 宣德 

宪宗 → 孝宗 → 武宗 → 世宗 

成化 弘治 正德 嘉↓靖 

熹宗 ← 光宗 ← 神宗 ← 穆宗 

天↓启 泰昌 万历 隆庆 

思宗 明朝帝系 

崇祯 1368-1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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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制度 
 
 
 
 
 

明初沿袭元制 
 
 
 
 

国家立三大府，中书总政事，都督掌军旅， 
御史掌纠察。 

——《明史》卷七三《职官志二》 
 
 
 
 

· 中书省掌行政，为宰相机构，统领六部。 
· 大都督府为最高军事机构。 
· 御史台为中央监察机构。 
· 地方最高级行政区为行中书省，简称行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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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制度 
 
 
 

明代中央机构的组织原则是分权，目的是互相牵制，彼 
此制约，权力集中于皇帝一人之手。 从明初开始，已
有意限制、削弱宰相权力，宰相多不满 员，僚属也大
为削减。同时扩充六部官制。 

 
 
 
 
 
 

《太祖实录》卷一一七 洪武十一年（1378），“胡元
之世，事专中书。凡事必 先关报，然后奏闻。其君又
昏蔽，是致民情不通，寻至 大乱，深为可戒”。 

 
 
 

《明史》卷二《太祖本纪》 洪武十一
年，“奏事毋关白中书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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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制度 
 
 
 

洪武十三年（1380），明太祖以谋反之罪杀中书 
左丞相胡惟庸，宣布废除中书省及丞相，由皇帝 
直接统领六部等具体行政机构。从此，中国历史 
上的宰相制度不复存在。 

 
 
 

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并不曾设立丞相。自秦始置 
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所 
用者多有小人，专权乱政。今我朝罢丞相，……以后子 
孙做皇帝时，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 
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 

 
 
 

——《皇明祖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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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权膨胀 
 
 
 

“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只知尊君，而不知礼臣” 
 
 
 

三代以下待臣之礼，至胜国（元朝）极轻，本 
朝因之，未能复古。 本朝承胜国之后，上下
之分太严。 

——于慎行《榖山笔记》 
 
 

廷杖之刑，亦自太祖始矣。……公卿之辱，前 
此未有。 

——《明史》卷九五《刑法志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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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书之政，分于六部” 
 
 
 

六部分割了原来宰相的 
权力，成为皇帝之下中 
央处理政务的最高一级 
机构。在政务运行中， 
六部除重大事务需要奏 
请皇帝批准外，日常事 
务可以自行处理。 

皇帝 
 
 
 
 
 
 
 
 

吏 户 礼 兵 刑 工 
部 部 部 部 部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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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迁官之法：从七以下属吏部，正七以上属 
中书，三品以上非有司所与夺，由中书取进 
止。 
 
 
 

——《元史》卷八三《选举志三》 
 
 
 
 
 

今制，四品以上及在京堂上五品官、在外方 
面官，皆具职名，取自上裁；五品以下及在 
外四品、非方面者，则先定其职任，然后奏 
闻。 
 
 
 

——《大学衍义补》卷一○《正百官·公铨选之法》 



朱元璋与明初政治、制度 

行政制度 

府 县 

15 

洪武九年（1376），废行中书省 

承宣布政使司 民政、财政 

省 都指挥使司 军政 

提刑按察使司 监察、司法 

都司 

按察司 

布政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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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行都指挥使司夜巡铜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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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察制度 
 
 
 
 
 
 

监察机构——都察院 
 
 
 
 

洪武十三年（1380），罢御史台，洪武十五年， 
置都察院。长官是左右都御史，下设十三道监察 
御史，“事得专达，都御史不得预知也”。 设六
科给事中，分工对六部进行对口行政监察。 监察
御史和六科给事中合称“科道官”，共一百 六、
七十人，又被称为“言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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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察制度 
 
 
 
 

诏旨必由六科，诸司始得奏行。 
——《明史》卷二一五《骆问礼传》 

 
 

明代虽罢门下省长官，而独存六科给事中，以 
掌封驳之任，旨必下科，其有不便，给事中驳 
正到部，谓之科参（若曰抄出驳之，抄出寝之 
是也），六部之官无敢抗参而自行者，故给事 
中之品卑而权特重。万历之时，九重渊默，泰 
昌以后，国论纷纭，而维持禁止，往往赖抄参 
之力。 

——《日知录》卷九《封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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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察制度 
 
 
 

考选之例，优者授给事中，次者御史，又次者 
以部曹用。……进士十九，举贡才十一。 

——《明史》卷七一《选举志三》 
呼翰林、吏部、科、道为四衙门，以其极清华 
之选也。 

——《万历野获编》卷一○ 
 
 
 

凡风宪官吏受财，及于所按治去处求索借贷人 
财物，若卖买多取价利及受馈送之类，各加其 
余官吏罪二等。 

 
 
 

——《大明律》卷二三《刑律六· 受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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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制度 

大都督府 五军都督府 

我朝内外卫兵分隶五府，乃高皇帝定万世太平之 
计，俾免前代强臣握兵之害，其为圣子神孙虑至 
深远，其法制甚周密也。 
 
 
 

——《春明梦余录》卷三一《戎政府》 

洪  

武  

十  

三  

年  

左军都督府 
右军都督府 
中军都督府 
前军都督府 

总揽军旅、军政。 军政、军旅分开。 后军都督府 

兵部掌军政，都 督府统领军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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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所制度 

五军都督府分领天下卫所 一般5600人设一卫，长官为指挥使
（正三品）， 下辖5千户所；每千户1120人，长官为正千户 
（正五品），下辖10百户所。 
自卫指挥使以下其官多世袭，卫所军士更是父 子相继，世
代不得脱籍。 卫所制有唐府兵制寓兵于农，兵农合一的色
彩。 

军事制度 

五军都督府 

都指挥使司 

卫指挥使司 

千户所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百户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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