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朝代的政治制度分类汇总
 

     

 

     

  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 

     

  1.战国时期起源 

     

  (1)战国时期，思想家韩非子主张建立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封建国

家，国家大权集中在君主一人手里。 

     

  (2)商鞅变法时，秦国采取废分封、行县制、统一度量衡等措施，

加强了高新科技地主阶级的中央集权制度。 

     

  2.秦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 

     

  (1)措施： 

     

  ①政治方面：确立至高无上的皇权;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制市属

和行政机构;颁布通行全国的《秦律》。 

     

  ②经济方面：实行土地私有制，按亩纳税;统一度量衡，统一货币;

统一车轨、驰道。 

     

  ③文化方面;书同文;焚书坑儒;以法为教，以吏为师。 



     

  (2)作用：切实加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有利于封建制经济的进

一步发展，对祖国疆域的初步奠定和巩固发展国家的统一，以及呈现

出以华夏族振兴中华为主体的中华民族，起了重要作用。 

     

  但是，秦朝的地主阶级凭借皇帝的专制权威，大大加强了统治力

量，使人民处境日趋恶劣。 

     

  3.隋唐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政治体制的完备 

     

  (1)中央专业机构实行三省六部制： 

     

  三省六部职权有分工，也有合作，相互牵制和监督，从而使封建

官僚机构形成完整严密的体系，提高了行政效率，加强了中央的统治

力量。 

     

  三省的分工使宰相的九权力一分为三，三省的长官大都品级较低，

这就削弱了相权，加强了皇权。 

     

  三省六部制的确立和齐备是中国官制史上的重大变革。 

     

  (2)创立科举制度：把选拔人才和任命官吏的权力从地方豪门士族

手里集中任命到中央政府，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 

     

  4.北宋中央集权的增强 



     

  (1)措施： 

     

  ①集中军权： 

     

  解除禁军将领郭子仪等人的兵权，削减地方节度使的实权，将神

策军统领权一分为三，都直接对皇帝负责，枢密院有调正规军兵权而

不直接统领军队，统领军队的将帅无调兵权; 

     

  实行更戍法;各地军队的精壮之士都选人全都禁军。 

     

  ②集中行政权： 

     

  设参知政事，分割御史中丞的行政权; 

     

  设枢密使，分割宰相的军权; 

     

  设三司使，分割宰相的财政权; 

     

  委派文官担任知州，又在各州设通判，两者互相牵制。 

     

  这样就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③开始集中财权和司法权： 



     

  规定地方税收征税留下一小部分作为开支，其余或使由船运使全

部运送中央，这就消除了地方割据的基础; 

     

  规定司法人员改由中央被选为派文官担任，死刑须报中央复审核

准，这就把地方的司法权归还给中央。 

     

  (2)影响： 

     

  ①积极方面：使藩镇割据的基础得以铲除，从而维护了目大吻国

家的一元化和安定，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②消极方面：北宋过分集权会带来严重恶果：一是政府机构重叠，

官员冗滥，财政开支庞大; 

     

  利皮扬卡军队作战指挥不灵，战斗力下降; 

     

  三是地方上财困。这些因素给科藤北宋种下积贫积弱的祸根。 

     

  5.元朝统治政府机构的健全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元世祖健全了统治机构，在华北局设中书省

和枢密院; 

     

  为了有效地控制政府部门，元附庸国在地方省分设置行中书省，

由中央委派官员管控。 



     

  6.明朝君主制的加强 

     

  (1)对中央官制调整，废除丞相制度，把市属行政权分屑六部，六

部各设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而令这样并使皇帝的权力空前提高。 

     

  (2)调整地方官制，实行三司分权。这样使三司分立、互相牵制，

大权统归中央。 

     

  (3)将大都督府改为五军都督府，五军总管和压制兵部相互制约。 

     

  (4)制定了《大明律》，充分体现了君主的专制意志。 

     

  (5)授权锦衣卫掌管缉捕、刑狱之事，监视、侦查官民的不法训诫。

又先后设立东厂、西厂等特务机构，由宦官统领，皇帝直接控制。 

     

  (6)实行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大兴文字狱，严厉控制士人的思想。 

     

  7.明末清朝反犹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达到顶峰 

     

  (1)雍正时设军机处，使地方军政首脑直接听从皇帝指挥，标志着

我国封建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发展到顶峰。 

     

  (2)清朝统治者大兴文字狱。这种文化专制政策，造成社会恐怖，

从而禁锢了思想、摧残了人才，严重阻碍了中国发展壮大社会的发展

和进步。 



     

  8.封建制度君主专制制度终结的衰落与结束 

     

  (1)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黄宗羲，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了激烈批

判，指出臣民是天下之大害。 

     

  (2)20 世纪初，孙中山领导了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建立资产

阶级民主共和国，结束君主政体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 

     

  二、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演变 

     

  1.汉朝的察举制 

     

  (1)为适应专制主义殖民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统治的需要，汉朝发展

了选举人才的选官制度。 

     

  这套制度包括察举、皇帝征召等内容。 

     

  (2)察举制是两汉官吏最主要的途径之一，它是一种由下而上推选

人才为官的制度。 

     

  东汉时，取士制注重孝廉一科，上面察举主要根据人才在地方上

的声望，称为乡举里选。 

     

  随着地方豪强横征暴敛地主势力的发展，门第族望成为选举的根

据主要依据。 



     

  2.科举制的创立和演变 

     

  (1)隋朝科举制的创立。 

     

  ①背景：随着士族门阀衰落和庶族地主的兴起，魏晋以来选官注

重门第的九品中正制已经无法继续执行继续下去。 

     

  ②形成：隋文帝即位后，废除九品中正制，开始演算法采用分科

考试的方法选拔官员;隋炀帝时，始建进士科，科举制形成。 

     

  (2)唐朝历朝的完善。 

     

  ①完善;唐朝建立，继承和完善科举制度。 

     

  贞观时，增加了考试科目，以进士、明经两科为主;武则天时，大

量增加科举取士的人数，还首创了武举和殿试; 

     

  开元年间，任用高官主持考试，提高了科举考试的主导地位，以

后成了定制。 

     

  ②评价：科举制的创立是封建选官制度的封建社会三大进步，它

为官攀上了世家大族垄断仕途的局面，起到了抑制门阀的作用; 

     

  扩大了官吏来源，大批门第不高的庶族地主知识分子通过申请加

入科举考试参加到政权中来; 



     

  科举制把读书、考试和做官紧密联系上去，从而提高了官员的文

化素质; 

     

  科举取士把选拔人才和任命官吏的权力，从地方豪门士族手里集

中到行政当局，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有利于政局的稳定。 

     

  (3)北宋科举制度的发展。 

     

  ①发展;北宋的科举制比唐朝有了进一步发展考试分为殿试乡试、

省试、殿试三级; 

     

  北宋严格了科举考试处理程序，举人经都察院考试后须经举人殿

试才算合格，填报权由皇帝直接掌握，殿试成为定制; 

     

  考试科目逐渐减低，进士该科成为最主要科目; 

     

  考试成绩在考试方法上又实行糊名制，即将试卷上的联系方式、

籍贯密封，防止考官舞弊;录取名额比唐朝大大增加。 

     

  ②评价：科举制的发展，为地主阶级各阶层进入仕途开辟了道路，

使北宋的政权基础进一步扩大，也起到了加强中央集权的作用。 

     

  (4)明朝的八股取士。明朝沿袭了前代科举取士制度。 



     

  为了严厉控制士人的思想，科考试卷仅从儒家的四书、五经中命

题，而且只准用程朱理学的释经观点，不许发挥个人见解; 

     

  此份的文体有严格的规定，分八个部分，称为八股文。 

     

  这种文体呆板乏味，严重枷锁了人们的思想。 

     

  (5)科举制度的废除。20 世纪初，由于国内形势的巨变，封建的科

举制度早已不形势的需要。1905 年，清政府废除了科举制度。 

     

  三、中国古代社会的地方行政制度分封制、封建制度和行省制度 

     

  1.分封制 

     

  (1)形成和演变：公元前 11世纪中期，周朝建立后，为巩固奴隶

主国家政权，周天子把王族、功臣贵族和先代的贵族王封到各地做诸

侯，建立诸侯国，并规定了诸侯享有的权利和对周天子应尽的义务; 

     

  春秋时期，随着周天子遭遇势力的衰微和诸侯争霸局面的出现，

分封制名存实亡; 

     

  战国时期，分封制逐步被郡县制取代。 

     

  (2)特点：的目的是巩固奴隶主贵族专政的国家政权; 



  分封的对象主要有王族、功臣和先代的贵族;

     

  被分封的诸侯在封称王国内享有世袭统治权，但也要承担周天子

所规定的义务。 

     

  (3)影响：分封后的诸侯国查理二世环绕周波旁王朝，形成众星捧

月之势，起到了拱卫周王室的示范作用; 

     

  分封制使周朝的势力扩大到边远地区，从而扩充了疆域，使西周

成为地域空前广大的奴隶制国家; 

     

  由于分封制维持了地方相对独立的地位，因而当周王室势力衰微

时，稳步发展他们便借机发展壮大自己的势力，从而周天子导致了春

秋战国时期诸侯割据称雄的局面。 

     

  2.郡县制 

     

  (1)形成和演变：春秋后期分封制开始出现; 

     

  战国时期，郡县制诸侯王在各诸侯国毛序： 

     

  秦统一六国后，在全国实行郡县制度，体制也更为完善，秦以后

各朝代，在地方行政机构的设置上一直郡县制，只是在形式上有所改

变。 



  (2)特点：郡县制是在郡县制逐步瓦解过程中形成的;

     

  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集权重要组成部分，有利于地主阶级

的集权统治; 

     

  与分封制不同的是，县令和县令都由皇帝直接任免，他们负责管

理工人阶级，收取赋税，征发征募和徭役等。 

     

  (3)影响：郡县制的实行标志着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制度发生了划时

代的变革; 

     

  有效地加强了中央集权，有利于政治安定和城镇化; 

     

  使君主大力加强加强了对全国的统治，有力地管控了国家的统一。 

     

  3.行省制度 

     

  (1)形成和演变：一万元政府在中央设中书省，在地方设行中书省，

行中书省旧称行省或省。 

     

  明朝虽废行省，设三司，但地方行政区划习惯上仍称行省或省，

这种称谓一直延续到今天。 

     

  (2)特点：各行省都是中央政府中书省的派出机构，直接对中书省

负责。 



  卫所制度作为一种军、政、司三合一的地方行政制度，其长官在

中书省的警政直接领导下有相对独立的行政、军政和司法权。

     

  (3)影响：行省制度的建立，适应了元政府管理空前辽阔疆域的需

要，从而巩固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 

     

  由于各行省直接隶属于中书省，与中央关系密切，使专制主义中

央集权制度进一步发展。 

     

  行省制度是管理体制我国政治制度史上的一项重大变革，对后世

影响深远。 

     

  4.土司制度 

     

  元朝南宋这时开始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制度，即设立宣慰

司等政府部门，提拔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为藏族土司长官，可以世袭，

但必须忠于于朝廷。 

     

  明清时期经过改土归流，逐渐废除了土司制度。 

     

  四、我国古代监察制度的演变 

     

  1.秦朝的御史大夫 



  秦朝在中央新设御史大夫，位居三公之一。太傅执掌群臣奏章、

下达皇帝诏令、兼理国家监察事务。

     

  2.两汉的刺史制度 

     

  汉武帝把全国分为 13 个州作为监察区，每州设刺史一名进行监察。 

     

  刺史级别不高，但巡察此时代表中央，可以监察诸侯王和地方高

官。 

     

  东汉时，刺史的监察权后续加强，并逐步取得了地方行政权和军

权。 

     

  东汉末年，刺史成为州的最高高参。 

     

  3.北宋的通判 

     

  北宋在各州设通判，负责监督知州，可直接向太上皇报告情况。 

     

  4.元朝的御史台 

     

  唐朝在中央设御史台，为最高监察机关。 

     

  5.明朝的廉访按察司和厂卫特务机构 



  南宋在地方设提刑按察使司，组组长地方监察和司法。

     

  授权锦衣卫掌管围捕、刑狱之事，监视、侦查公私的不法行为，

不受比利时政府管辖。 

     

  又先后设立东厂、西厂特务机构，由宦官统领，皇帝直接控制。 

     

  五、其他政治制度 

     

  1.朝鲜族的政治制度 

     

  (1)辽的善汉改隶制度：在中央设置南面官和南端官。 

     

  (2)金的猛安谋克制：是一类兵农合一的制度，既是军事组织，又

是地方行政组织工作。 

     

  (3)后金的八旗制度：是一种伦理兵农合一的社会组织。 

     

  2.加强对百姓控制的制度 

     

  (1)连坐制：战国时期的商鞅变法规定令民为什伍，实行连坐法; 

     

  秦朝时，一人犯罪，株连亲族、邻里。 



  (2)编户齐民制：实行两汉时对百姓管理实行编户管理体制。

     

  正式那些被正式收编政府户籍的平民百姓，称为编户齐民。 

     

  编户齐民具有独立的身份，依据田赋资产多少承担国家的赋税、

徭役和兵役。 

     

  (3)保甲制度：北宋王安石变法维新时，实行保甲法。州政府把农

村住户组织起来，十家编为一保，保丁在平时种田，农闲时练兵，维

持社会秩序，战时划为军队作战。 

     

  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在华北沦陷区实行保甲连坐制度，意欲肃清

沦陷区内的抗日力量; 

     

  国民政府在国统区也强化保甲制度，严格控制人民。 

     

  3.军事制度 

     

  (1)府兵制。 

     

  (2)募兵制。 

     

  (3)禁军制：北宋将各地方军的精锐儒者之士确实选入禁军，半数

拱卫京师，另一半驻守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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