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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胡绳同志倡导和主持下，中国社会科学院组成编委会，从全国每年毕业并通过答辩的社会科学
博士论文中遴选优秀者纳入《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这项
工作已持续了12年。
这12年所出版的论文，代表了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科学各学科博士学位论文水平，较好地实现了本文库
编辑出版的初衷。
　　编辑出版博士文库，既是培养社会科学各学科学术带头人的有效举措，又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积累
，很有意义。
在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之前，我就曾饶有兴趣地看过文库中的部分论文，到社科院以后，也一直关注和
支持文库的出版。
新旧世纪之交，原编委会主任胡绳同志仙逝，社科院希望我主持文库编委会的工作，我同意了。
社会科学博士都是青年社会科学研究人员，青年是国家的未来，青年社科学者是我们社会科学的未来
，我们有责任支持他们更快地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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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元朝政府在总结前朝统治经验的基础上，对云南进行了一元制下多层次的设置。
《元代云南政区设置及相关行政管理研究》就元代在云南的常规行政设置，宣慰司体系的设置，专门
管理机构的设置，土官土司的设置，宗王设置以及南部边疆藩属地区的设置等问题进行了系统而深入
的研究和探讨。
在此基础上，《元代云南政区设置及相关行政管理研究》进一步指出，这种因地制宜，切合实际的设
置不仅使云南在元代发展迅速，更使云南自此成为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深远意义远远大于设置
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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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芳，女，1975年6月出生，2001年云南大学法学院毕业，获硕士学位。
毕业后到云南大学职业与继续教育学院任专职教师至今，讲师。
2007年12月获中国少数民族史专业博士学位。
主要从事少数民族史、少数民族法制史及民族法学研究。
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思想战线》《云南社会科学》等核心刊物发表相关论文数篇。
参与编写论著三本，并参与国家级课题两项，省级课题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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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元代云南行省政区行政设置研究　　行省制是元代在前朝基础上创新出的政治制度，魏源
曾在《圣武记》中评论到：“元代分省建置，惟务侈阔，尽废禹贡分州、唐宋分道之旧。
合河南、河北为一，而黄河之险失；合江南、江北为一，而长江之险失；合湖南、湖北为一，而洞庭
之险失；合浙东、浙西为一，而钱唐之险失；淮东、淮西、汉南、汉北州县错隶，而淮、汉之险失；
汉中隶秦，归州隶楚，又合内江、外江为一，而蜀之险失。
”这样分省的缺陷在于“元、明二季流贼之起也，来无所堵，去无所侦，破一县，一府震；破一府，
一省震；破一省，各直省皆震”。
但更重要的是，也正是由于这样的设置形成了中央政府对地方割据势力的控制，因此“地无常，兵无
常，而藩镇控制之宜并失”①。
这才是行省设置最主要的目的所在。
韩儒林先生所著《元朝史》（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第1版），周良霄先生的《元代史》（上海人民出
版社1993年10月第l版），李治安教授的《元代政治制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3年9月第1版）、《唐
宋元明清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1996年1月第1版）等论著均从宏观的角度论证了元
代行省制设立的原因、作用及其局限性。
　　云南行省建立后，路府州县作为元代行省之下最基本的行政设置在云南也得到了巩固。
据《元史·地理志四》记载：云南行省为路三十七，府二，属府三，属州五十四，属县四十七。
其余甸寨军民等府不在此数。
《新元史·地理志四》中则记载为路四十二，府七，属府三，属州五十六，属县五十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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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元代云南政区设置与相关行政管理研究》选题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元代建立云南行省是民族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本论文提出元代在云南政区的设置和相关行政管理
采取了一种较为灵活和切合实际的做法的论点，并进而论证这种做法收到保持地方稳定发展的效果。
有创新性。
　　作者比较全面深入地掌握历史文献及前人研究成果，引用文献资料丰富翔实可靠。
在论述中提出了自己独到的新见解。
　　——祁庆富　　元代是云南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时期，元代在云南政区的设置及相关行政管理
尚缺乏系统整体的专门研究，文章选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及学术意义。
　　文章对元代中央政府在云南地区的行政设置及相关行政管理进行了全面的梳理、论述并进行了评
析，呈现了该历史的全貌，具有完整性。
文章认为，元朝在云南的行政设置针对了云南的具体情况，因地制宜，切合实际，因而颇有成效。
文章所用资料丰富且具有典型性，论述简明扼要，不少地方具有深入的辨析考证，规律性的总结和归
纳颇有见地。
表现出作者有较高的学术视野，很强的宏观研究和掌控能力，专业基础扎实，理论功底较为深厚。
　　——田敏　　本篇博十论文以元代对云南行政设置流变过程进行系统专题研究，选题具有较好的
拓展性，参考借鉴性也相应比较突出。
　　在具体的研究进程中，作者在收集大量史料、广泛参考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紧紧抓住元
代对云南行政设置经营自身结构的流变线索和发展特性，从行省体制的构建等多个方面，较全面地系
统构合了元代云南行政管理的体系及其特征，较完整地展示了元代云南政区设置的历史风貌和流变特
征，扎扎实实地将元代云南行政史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综观全文，体例结构合理，上下篇章之间的衔接性强，行文线索与元代对云南设置特点之间体现
出了较清晰的整合性。
行文研究中，能依据自身专业素养提出诸多有创见的议论，如“主动设置与内部需要的统一”等创见
，令文章增色不少。
　　——周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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