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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清對漢族的統治政策 

滿清以少數民族入主中原，為了維持政權的穩定，針對漢人，同時實行高壓與懷柔政策。 

 

1.1 政策內容 

1.1.1 懷柔政策 

懷柔政策能安撫漢人，減低其對滿清的不滿，有助穩定政權。 

 

安撫遺民 

厚葬明思宗及其皇后、表揚為明犠牲的重臣。 

 

廣納人才 

- 招降明代遺臣、錄用隱居山林、才德可稱者。 

- 恢復科舉制度，以功名利祿籠絡士人。 

 

減免賦稅 

- 廢明末之遼餉、剿餉及練餉。 

- 康熙帝承諾「永不加賦」。 

 

獎勵文教 

- 組織士人編纂《康熙字典》、《古今圖書集成》、《四庫全書》等。 

- 緩和漢族士人的排滿情緒，並藉此銷毀不利於滿族統治的書籍。 

 

 

 

 

 



1.1.2 高壓政策 

高壓政策目的是建立滿清政權的威信，加強政府對漢人的控制，使漢人不敢反抗。 

 

鐵腕手段 

- 大規模殺戮抗清軍民，有「揚州十日」、「嘉定三屠」。 

- 命漢族男子依滿人風俗，厲行「薙髮留辮」，當時有「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的說法。 

 

文化箝制 

- 禁止漢人結社，以防士人聚眾。 

- 屢興文字獄，以壓抑反清思想。 

- 刪改不利統治之典籍。 

  

1.2 政策的成效 

- 對漢族的恩威並施之統治政策運用得宜，削弱漢人的反抗意志及取得漢人合作，有助穩定時局。 

- 士人紛紛為清廷效命，清初便很快步入康雍乾三朝之盛世。 

- 政局穩定，社會繁榮，文化興盛，奠定了清朝穩固國基。 

 

1.3 政策的負面影響 

- 高壓政策深化滿漢矛盾，文字獄窒礙國家思想文化發展，影響深遠。 

 

 

 

 

 

 

 



二、清對邊疆民族的統治政策 

清朝疆域遼闊，如何有效管理眾多邊疆民族成了一大難題。為了維繫滿清的大一統政權，清廷以「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

其宜」為原則，按各地實際情況推行合適的民族政策。 

 

2.1 政策內容 

蒙古族 

- 絕其智而用其力。 

- 軍事：組織蒙古八旗，吸納蒙古騎兵戰鬥力。 

- 政治：行盟旗制，各部族稱旗，設旗長，由中央任命，設理藩院管治，以分散其力量。 

- 文化：鼓勵滿蒙通婚，增強密切關係；禁止蒙人學習漢文及蒙漢通婚，使其難以增進知識。 

- 宗教：鼓勵蒙人信奉喇嘛教。 

回族 

- 輕其教而離其民。 

- 天山南路為回部，天山北路由準噶爾控制，清廷進兵後將兩部合併為「新疆」。 

- 軍政：行伯克制，由中央委派伯克（回部酋長），以及掌握軍政大權的伊犁將軍（新疆最高長官）。 

- 宗教：離間教徒與非教徒，又支持單一宗教派系，破壞回族各教派的內部團結，實行「以回制回」。 

- 禁止回民與漢人交往，使其文化水平無法提升，方便控制。 

藏族 

- 崇其教而抑其政。 

- 政教：冊封達賴、班禪，及派駐藏大臣，共同管理西藏；以「金瓶掣籤」措施控制西藏領袖的任命。 

- 文化：限制藏人與漢人接觸，實行分化。 

 

西南地區 

- 元、明以來，西南地區有苗、瑤、傣等少數民族聚居。 

- 政治：廢除當地酋長世襲之「土司」，改由中央政府派遣三年一任的「流官」管理，稱為「改土歸流」。 

- 對不願改制之少數部族，進行武力鎮壓，以強硬手段推行此政策。 



2.2 政策的成效 

- 清廷的各項民族政策，成功加強了中央對邊疆民族的控制。 

- 鞏固了清廷的統治，有利維繫大一統政權。 

 

2.3 政策的負面影響 

- 分化政策及愚民政策，妨礙邊疆民族經濟文化的進步。 

- 分化政策使各民族之間產生隔閡，削弱國族的團結與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