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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新疆地处西北边陲，有着悠久的屯垦戍边历史。
自西汉开始，新疆屯田成为历代中央王朝治理新疆政策的主要内容。
至清代，新疆屯垦成为历代中央王朝屯垦戍边的集大成时期。
　　历代王朝在新疆屯垦主要特点，可概括如下：　　一是时间长。
西汉在西域屯垦113年，东汉在西域屯垦128年，魏晋两朝在西域屯垦共96年，十六国和北朝各代在西
域屯垦时间较短，隋朝在西域屯垦时间只有10年，唐朝在西域屯垦有160多年，五代和宋明两朝在西域
没有屯垦，元朝在西域屯垦只有20年，而清朝在西域屯垦，从1716年开始，到1911年清朝崩溃，共经
历了195年，是中国历史上在西域屯垦时间最长的朝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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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疆屯垦管理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是屯垦绩效不断提高的重要前提和保障。
本书以历代新疆屯垦管理制度发展为研究对象，探讨屯垦管理制度的结构和组织形式，分析其发展变
迁的过程、动力及其绩效。
在总结历代新疆屯垦管理制度变革规律的基础上，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相关问题也多有探讨，为当
代兵团的发展提供历史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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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屯田大臣开始于康熙平定准部的西征兵屯田，从各提、镇抽调的绿营屯田兵丁，在屯田期问受其
管理。
屯田大臣一职非定制，而是根据需要，择员委任，在各屯区具体管理屯务，如开垦地亩，分授种子、
农具、耕畜，农事，收缴屯粮等。
新疆最早的屯田大臣是副都统苏尔德，主要负责图呼鲁克、杜尔博尔金、哈喇乌苏等处耕种之事，总
督鄂海，按察使永泰、巡抚永贵等均任过屯田大臣，大多都是干练之人，可见此职的重要；总理屯田
提督、屯镇总兵提督之下设有总兵，总兵下设有副将，副将下设有参将，参将下设有游击，游击下设
有都司，都司下设有守备，守备下设有千总，千总下设有把总，把总下设有外委把总，外委下设有额
外外委，额外外委下是营兵和屯兵。
可见，清政府在新疆的屯垦管理机构可谓是等级森严、上下相制、各司其职。
　　犯屯的管理是兵屯管理形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内地罪犯流放到新疆参加的屯垦。
乾隆三十四年（1769）首批发遣人犯马登科等3户抵达伊犁，被安插在惠远城之北关种地，到四十八年
时伊犁遣犯积有三千数百余名。
清朝在新疆的犯屯，主要有两种形式：兵犯合屯和单独的犯屯。
兵犯合屯是清政府组织屯兵和犯人共同耕作的屯田模式，其目的是利用屯兵加强对罪犯的监督，防止
罪犯逃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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