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二級 

歷史時期：明 

課題一：明代的君主集權政治 

第二章：明初君主集權措施與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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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太祖的集權政治 

1.1 分封諸王 

- 鑑於元室因孤立而亡，明太祖行封建制度。 

- 先後分封二十五個兒孫為藩王，駐守各軍事要地。 

- 藩王有權帶兵入京，誅除叛逆。 

 



 



 

1.2 廢丞相 

- 明初承元制，設中書省，丞相掌政務之權。 

- 公元 1380 年，明太祖藉丞相胡惟庸謀反案，廢中書省。 

- 由吏、戶、禮、兵、刑、工部分其職權，六部尚書直接聽命皇帝。 

- 另設殿閣大學士為皇帝顧問。 

 

1.3 設三司 

- 為免地方權力過大，太祖廢元代行省制，改為布政使司。 

- 設立承宣佈政使司，掌行政；都指揮使司、掌軍事；提刑按察使司，掌刑法，合稱為「三司」。 

- 三司互不統屬，直接向中央負責，重大事情由皇帝批決。 

 

1.4 殺功臣 

- 太祖擔心功臣會威脅皇權，大殺功臣。 

- 其中以胡惟庸案及藍玉案牽連最大，殺四萬五千多人。 

 

 

 

 

 

 

 

 

 

 

 



1.5 設「特務」 

- 太祖為防範懷有異心的大臣和民眾，以「錦衣衛」兼掌監察刺探之事。 

- 錦衣衛又稱緹騎，原是護衛皇帝的親軍，現被賦予偵辦緝捕的權力。 

- 錦衣衛直屬皇帝，權力凌駕於刑部、大理寺之上。 

 

1.6 辱朝臣 

- 為進一步提高皇帝威嚴，太祖規定官員向皇帝奏事必須跪著對答，稱為「跪對」。 

- 官員若冒犯皇帝，便要在殿堂之上受杖打，稱為「廷杖」。 

- 太祖又大興文字獄，以箝制思想，阻嚇臣民譏諷朝廷。 

 

1.7 割兵權 

- 明太祖建國後，兵制上探用衛所制，於地方設置衛所，戰時出征，平時屯田。 

- 衛所軍官及士兵來自世襲為兵的軍戶，歸五軍都督府管理，不受地方官員管轄。 

- 明太祖分割兵權，由五軍都督府管理兵籍，兵部負責調遣，戰時另設總兵官指揮，各部互相制衡。 

 

 

 

 

 

 

 

 

 

 

 

 



二、明成祖的集權政治 

2.1 靖難之變 

- 明太祖死後，因太子早死，由皇太孫朱允炆繼位，是為「明惠帝」。 

- 惠帝感受到身為皇叔的諸王威脅，於是採納大臣建議，進行削藩。 

- 太祖第四子燕王朱棣坐鎮北平，是諸王中勢力最大。 

- 他不滿削藩，遂於公元 1399 年（建文元年）以「清君側，靖內難」為藉口舉兵南下。 

- 經過三年戰爭，朱棣攻入應天府，惠帝失蹤。 

- 朱棣取得帝位，是為「明成祖」。 

- 燕王朱棣爭奪帝位事件，史稱「靖難之變」。 

 

2.2 天子守邊 

- 成祖鑒於北疆常受蒙古侵擾，決定將統治中心北移，以加強朝廷對北邊防務控制。 

- 公元 1403 年（永樂元年），改北平為順天府，成祖駐驆，稱「行在」，並開如營建北京城。 

- 公元 1420 年（永樂十八年），北京城及皇宮竣工，成祖下令正式遷都。 

- 明成祖在位期間，一共五次親征漠北，蒙古勢力大為削弱。 

 

 

 

 

 

 

 

 

 

 

 



2.3 加強君主集權 

明成祖奪得帝位後，除了沿用太祖之舊制外，也在不同方面加強君主集權。 

 

繼續削藩 

- 明成祖奪得帝位後，繼續實行削藩，翦除各地藩王勢力。 

 

設立內閣 

- 成祖將太祖時備顧問的大學士，入值文淵閣，協助皇帝處理政務。 

- 大學士不是實職官員，只聽從皇帝意思行事，決策權依舊集中在皇帝身上。 

 

重用宦官 

- 成祖能於靖難之變中獲勝，有賴宦官告之朝廷虛實，因此重用宦官。 

- 成祖起用宦官，賜予出使、專征、監軍、鎮守等權力。 

- 成祖又設「東厰」由宦官統領，與錦衣衛一同刺探臣民隱事。 

- 宦官權力來源是皇帝授予，隨時可收回，大權仍在皇帝手中。 

 

 

 

 

 

 

 

 

 

 

 



三、君主集權措施的影響 

2.1 君主獨裁 

- 太祖把民政、軍事、財政等大權，直接控制在皇帝手上。 

- 太祖又從各方面大幅提升君威，形成君主獨裁。 

 

2.2 宦官干政 

- 皇帝集大權於一身，又沒有宰相輔助。 

- 若皇帝英明勤政，尚可應付。 

- 若皇帝昏庸懶惰，身旁宦官有機竊權亂政。 

 

2.3 政風因循 

- 太祖及成祖恣意誅殺大臣，又實行特務政治，官員動輒得咎。 

- 大臣形成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心態，對朝政帶來深遠不良影響。 

 

2.4 宗室相殘 

- 重行封建，藩王因此坐大，種下威脅朝廷的惡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