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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太宗即位後勵精圖治，國泰民安，史家美譽為「貞觀之治」。 

- 在政治、經濟、文教、軍事外交上均有作為。 

- 貞觀之治為唐朝第一個治世。 

 

一、政治方面 

1.1 改善三省六部制 

- 唐沿隋制，中央行三省六部制。 

- 三省為中書、門下、尚書，六部為「吏、戶、禮、兵、刑、工」六部。 

- 加設政事堂，三省合議以提高行政效率。 

 

 
 

1.2 地方行政改革 

- 地方行州、縣二級制；州之行政長官為刺史，縣之行政長官為縣令。 

- 天下分十道，為州郡之上監察區，不常設官員，有需要才派官員監查。 

 



 



1.3 任用賢能 

- 唐太宗知人善任，房玄齡、杜如晦二相美譽為「房謀杜斷」。 

- 用人不問出身，唯賢能是用，如魏徵、王珪是李建成舊部；程知節、尉遲敬德為隋末群雄之降將。 

 

1.4 善納諫言 

- 提高諫官權位，如宰相入閣議政，諫官可隨時進諫。 

- 鼓勵臣下進諫，不以言入罪，魏徵、褚逐良、馬周及王珪等大臣均以進諫著名。 

 

1.5 關心吏治 

- 太宗令五品以上的京官在中書省輪流值宿，以隨時詢問民政之事。 

- 派遣黜陟大使巡視全國。 

- 親自挑選都督、刺史等地方官，將其功過紀錄在宮中屏風，作升貶參考。 

 

 

 

 

 

 

 

 

 

 

 

 

 

 



二、經濟方面 

2.1 改良均田制 

- 調整均田制以符合現狀，授田予民，為民制產。 

- 貧窮及無田地者優先授田。 

- 鼓勵地少人多處的平民搬往地廣人稀之處。 

 

2.2 改革稅制 

- 鑑於隋亡，故輕徭薄賦，發展經濟。 

- 稅制使用租庸調制，「租」指田賦，「庸」指力役，「調」指貢物。 

- 減少力役及賦稅，減輕人民負擔。 

- 災荒時開倉賑災，減免災區賦稅。 

 

 

 

 

 

 

 

 

 

 

 

 

 

 

 



三、文教方面 

- 著重文教，在培養及挑選上不遺餘力。 

- 編纂五經，作為科舉及學習的官方指引。 

 

3.1 設館興學 

- 在首都設國子監，下設國子學、太學、四門學、律學、算學及書學，官員及寒門子弟皆可入讀。 

- 設弘文館及祟崇文館，供皇室高官子弟就讀。 

- 地方設州、縣學。 

 

3.2 挑選人才 

- 以科舉制度，挑選人才。 

- 科舉主要分明經、進士兩科。 

- 及第後，經吏部審議才授官。 

 

3.3 修訂五經 

- 五經為科舉及儒學的主要內容，修訂五經意義重大。 

- 令孔穎達等人修訂《五經正義》，統一經學以作官方標準。 

 

 

 

 

 

 

 

 

 



四、軍事外交方面 

- 初唐行府兵制，寓兵於農。 

- 貞觀一朝多次對外用兵，恩威並下，四夷臣服，唐太宗被尊為「天可汗」。 

 

4.1 解決邊患 

- 唐初時外族威脅中原，政權受到影響。 

- 在此情況下，太宗出兵攻討突厥、薛延陀、高昌、焉耆、龜茲、回紇等國。 

- 同時剛柔並濟，如派文成公主和親吐蕃。 

 

4.2 四夷賓服 

- 平定東突厥後，西域諸國首領尊唐太宗為「天可汗」，歸附大唐。 

- 大唐聲威遠播，前往大唐求學、經商者多不勝數，也有不少人定居長安。 

 

 

 

 

 

 

 

 

 

 

 

 

 

 



五、貞觀之治的影響 

5.1 奠唐基業 

- 貞觀之治，完善政制，使國家沿着發展，達到全盛期。 

- 促成了永徵之治、開元盛世的出現，奠定了唐朝二百多年的基業。 

 

 
 



5.2 社會安定 

- 貞觀初年，上承隋末大亂，民生困頓。為政四年後，政治績效漸漸顯著。 

- 政治清明，社會豐饒，夜不閉戶，物價低廉，人民豐衣足食，生活安定。 

 

5.3 文化遠播 

- 大唐聲威遠播，東西交通因而暢通，遂使唐文化東傳日本，南及安南，北達大漠。 

- 唐的典章制度、學術及工藝技術等因而流傳四方。 

 

5.4 政制影響 

- 貞觀時代確立的各項政制，可稱完備，足為後世效法。 

- 六部制、科舉制，自宋沿用至清。 

- 府兵制則成為明代衛所制之參照藍本。 

 

5.5 聲威長久 

- 唐太宗之天可汗，形成制度，數代唐天子皆被尊天可汗。 

- 天可汗派遣唐軍，亦可徵召臣屬國軍隊從征，以維護地區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