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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地方督抚与清末新政——晚清权力格局再研究》的内容提要如下；
督抚制度起源于明，形成于清。
作为省级行政长官，地方督抚是介于清朝廷与府厅州县基层政权的中间环节，具有承上启下的运作功
能。
在清末新政中，地方督抚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和影响清廷中央的新政决策，也是在各省推动新政
具体实施的实际主持者，可见其在新政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作用。
与此同时，随着清廷通过新政致力于加强中央集权，地方督抚的权力及其对清廷中央决策的影响力也
在逐渐演变，从而使晚清权力格局发生明显的变化。
辛亥鼎革之际，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变成“内外皆轻”的权力格局，其总体表征是中央与地方权威一
并流失，中央无法控制地方，地方无力效忠中央。
“内外皆轻”
权力格局的形成，其直接后果是清廷中央与地方均不能有效地应对革命，致使清王朝走向覆亡之路；
其另一个严重的后果是掌握军队尤其是新军的军人势力的崛起，出现军人干政，导致民国初年的军阀
政治。

《地方督抚与清末新政——晚清权力格局再研究》由李细珠编写。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地方督抚与清末新政>>

作者简介

　　李细珠，1967年生，湖南安仁人，历史学博士。
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研治晚清民初历史。
出版专著《晚清保守思想的原型——倭仁研究》《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合著《中国近代通史》
，发表论文50余篇。
曾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中国出版政府奖，并入选“新世纪百千
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地方督抚与清末新政>>

书籍目录

前言
第一章 清末地方督抚辖区变革与改制
 第一节 裁撤漕运总督与苏淮分省始末
 第二节 开发蒙疆与察哈尔、热河及绥远建省之议
 第三节 川边改土归流与西康建省之议
 第四节 裁撤云南、湖北、广东巡抚
 第五节 东三省改制及其督抚建置
第二章 清末地方督抚群体结构与人事变迁
 第一节 地方督抚群体结构的统计分析
 第二节 地方督抚人事变迁的统计分析
 第三节 地方督抚的群体特性及其对新政的影响
第三章 地方督抚与清末新政的启动
 第一节 清廷新政上谕探源
 第二节 督抚商议联衔复奏中辍
 第三节 督抚纷起单衔上奏
 第四节 姗姗来迟的江楚会奏
 第五节 各方反应与新政的启动
第四章 地方督抚与吏治改革——以裁革胥役、陋规与捐纳制度为例
 第一节 裁汰胥吏、差役与行政效率问题
 第二节 裁革陋规与行政腐败问题
 第三节 捐纳制度革废与新政经费困境
 第四节 吏治改革与新政进程反思
第五章 地方督抚与立宪思潮及清廷预备立宪之决策
 第一节 地方督抚与日俄战争前后的立宪思潮
 第二节 督抚与五大臣出洋考政
 第三节 督抚与清廷预备立宪之决策
 第四节 各方反应透视
第六章 地方督抚与丙午官制改革——以直督袁世凯、鄂督张之洞为中心
 第一节 直督袁世凯与责任内阁制的提出
 第二节 清廷高层政争与责任内阁制的流产
 第三节 鄂督张之洞对地方官制改革的参与及其影响
 第四节 清廷与地方督抚的紧张关系
第七章 民间舆论压力与地方督抚的尴尬——以浙抚张曾敷与秋瑾案为例
 第一节 秋瑾案激变之肇因
 第二节 民间舆论攻击之要点
 第三节 官府之恐慌及其应对举措
 第四节 张曾欺出处进退之尴尬
 第五节 余论：预备立宪时期民间舆论之发达及其政治影响力
第八章 地方督抚与灾荒、民变及社会控制——以湘抚岑春莫与长沙抢米风潮为例
 第一节 预控不力
 第二节 应变乖方
 第三节 善后失策
 第四节 余论：利益纠葛与机制失灵及其后果
第九章 地方督抚与立宪派在谘议局的政争——以江督张人骏与江苏谘议局为例
 第一节 张人骏对新政的态度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地方督抚与清末新政>>

 第二节 江苏谘议局的开办与张人骏
 第三节 张人骏与江苏谘议局的权限之争
第十章 地方督抚、立宪派与清廷之间的权力博弈——围绕国会请愿与责任内阁制问题的探讨
 第一节 立宪派、地方督抚请愿国会与责任内阁制
 第二节 清廷内部载沣派、奕勖派对国会与责任内阁制的态度
 第三节 清廷关于国会与责任内阁制的决策和地方督抚、立宪派的反响
第十一章 地方督抚平满汉畛域思想与清政府满汉政策的新变化——以光绪三十三年之满汉问题奏议为
中心的探讨
 第一节 地方督抚平满汉畛域言论
 第二节 慈禧太后化除满汉畛域懿旨探源
 第三节 官绅奏议讨论的问题及其应对之策
 第四节 清政府满汉政策的新变化
 第五节 余论：满汉问题的困境
第十二章 清末新政与地方督抚权力的演变——兼论“内外皆轻”权力格局的形成
 第一节 清末新政时期地方督抚实际权力的消长
 第二节 地方督抚干政的影响力与清廷中央集权的实际效力
 第三节 清末“内外皆轻”权力格局的形成
第十三章 辛亥鼎革之际地方督抚的出处抉择——兼论“内外皆轻”权力格局的影响
 第一节 武昌起义以后各省督抚任职概观
 第二节 地方督抚对革命风潮的反应与应对策略
 第三节 地方督抚在民国与清朝之间的出处进退
 第四节 “内外皆轻”的权力格局与清王朝覆灭及民初政治走向
余论 改良与革命的历史选择
附录一 清末新政时期地方督抚履历表
附录二 辛亥独立各省都督任职背景表
主要参考文献
人名索引
后记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地方督抚与清末新政>>

章节摘录

　　其三，改革的时机问题：在宏观决策方面，清政府不能掌握何时改革与如何改革的主动权，而是
处处被动，甚至拖泥带水，终至错失时机。
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已失去两次良机，清末新政又在庚子事变中被迫启动，预备立宪更是被动。
当清末新政发展到预备立宪阶段而走向政治体制变革时，慈禧太后游移持重，摄政王载沣迟疑不决，
处处拖延敷衍，终于功败垂成。
新政开始之初，各处对于变法便是阳奉阴违。
光绪二十九年（1903）四月初五日，调任四川按察使冯煦被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召见。
慈禧太后说：“现在所行新政必须认真举办。
”冯对：“时势至今日，变法自是第一要义。
然臣谓变法必先变心。
前年回銮前，皇太后明降谕旨，叫大小臣工公尔忘私，而瞻循欺蒙者如故；叫实事求是，而因循敷衍
者如故，总由自私自利之心，一成不变其弊，遂至于此。
故臣谓变法必先变心。
”预备立宪初期，官制改革之事闹得沸沸扬扬，不仅遭到地方督抚的反对，而且还引起了立宪派的不
满，他们认为：“政界事反动复反动，竭数月之改革，迄今仍是本来面目。
”“此度改革，不餍吾侪之望，固无待言。
”在他们看来，清廷是在搞拖延战术，没有立宪的诚意。
光绪三十三年（1907）春夏之交，岑春煊在被慈禧太后召对时，也曾提出过“今日中国政治是好是坏
”及“改良是真的还是假的”的疑问。
慈禧太后反问：“改良还有假的，此是何说？
！
”在岑春煊看来，朝廷固然希望“真心改良政治”，但“奉行之人，实有欺蒙朝廷不能认真改良之据
，，，所以有”改良是假的“的说法。
宣统二年（1910）十月初二日，资政院议员汪荣宝在清廷宣布宣统五年召集国会前夕，致书议长溥伦
贝子，力请设法再行提前一年，有谓：“多一日预备，不过多一日敷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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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李细珠编写的《地方督抚与清末新政——晚清权力格局再研究》探讨了地方督抚在清末新政过程中的
思想与活动，尤其是地方督抚对清政府新政决策的参与及其影响，为清末新政史和晚清政治史的研究
提供了一项实证性科研成果，为观察晚清政治史上中央与地方的微妙关系以及晚清政治改革所体现的
中国政治近代化问题提供了一个新视角，还可以为当今改革开放形势下的现代化建设提供理论参考，
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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