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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皇之治的措施 

- 「開皇之治」是後人尊稱隋文帝在位期間勵精圖治，所帶來國泰民安的盛世。 

 

1.1 政治方面 

確立三省六部制 

- 隋廢除北周的六官舊制，改行三省六部制。 

- 三省為內史、門下、尚書，相權被分為制定、審核、執行三部分。 

- 尚書省之下為六部，即吏、民、禮、兵、刑、工部。 

- 三省六部制職權分明，提高行政效率。 

 

 



地方政制 

- 把自東漢以來的州、郡、縣地方三級制，改為州、縣二級制。 

- 重新整頓地方單位，提高行政效率。 

 

整頓吏治 

- 整頓吏治，罷免貪官污吏、冗官冗員。 

- 廢徐苛法，只餘下笞、杖、徒、流、死五刑。 

- 改行科舉制，以考試選拔人才。 

 

1.2 經濟方面 

- 整理戶籍，南北朝以來長期動亂，政府無法掌握實際戶口，文帝採用高熲建議，用輸籍法，重新檢查戶口，大索逃戶。 

- 北朝行均田制，由政府按戶口人數及年齡授予田地，增加國家收入，文帝把此制推廣至南方。 

- 文帝在位期間輕徭薄賦，減少力役日數，減免賦稅，以減輕人民負擔。 

- 開設黎陽、河陽、廣通等官倉供軍國之用。 

- 開設義倉作民間儲糧之所，由百姓捐納，荒災時賑濟災民。 

- 方便關中漕運，開鑿了由潼關至首都的廣通渠。 

 

1.3 國防及都城建設 

- 在長安東南面建大興城，以此為新國都。 

- 修建由朔方至靈武的一段長城，鞏固國防。 

- 文帝時在朔方邊塞一帶，築城數十，以防東突厥之入侵。 

 

 

 

 

 



二、開皇之治的影響 

- 政治上加強中央集權，精簡地方行政，提高行政效率。 

- 科舉制的確立改變了門第壟斷仕途的局面。 

- 經濟措施為民制產，令國家收入大增。 

- 倉窖儲糧有助荒年賑飢，文帝末年儲糧足以供國家五、六十年用度。 

- 營造大興城，使本來飽受戰火摧殘之長安，重新成為政治經濟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