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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移民史（第6卷）（精）》是目前国内外最完整、系统的中国移民史，论述了自先秦时代
至20世纪40年代发生在中国境内的移民，对其中主要的移民运动，一般都说明其起因、迁移对象、迁
移时间、迁入地、迁出地、迁移路线及方向、定居过程和产生的影响，并尽可能作定量分析，总结其
规律。
全书约260万字，共分6卷：第一卷为全书导论和大事年表。
导论界定移民的定义和全书的研究范围，确定中国移民史的分期、移民的类型和特点，阐述研究中国
移民史的意义，并介绍研究中国移民史的基本，方法和手段。
大事年表则列出自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1949年间可考的主要移民及有关大事。
第二卷至第六卷分别为先秦至南北朝时期、隋唐五代时期、辽宋金元时期、明时期、清和民国时期的
断代论述，均列有大量统计表格和地图。
各卷的后记对相关的学术史和作者的研究方法作简要的说明。
各卷按统一的体例撰写，但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中国移民史（第6卷）（精）》可供历史、人口、地理、社会、经济、文化、民族、地方史等学科
的专业人员，政府有关部门，大专院校的教学和科研人员使用，也可作为相关学科研究生的教材。
第一卷可作移民史概论教材和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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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曹树基，1956年4月出生，江西南昌人。
1982年获江西师范大学历史学学士，1984年获中国农业科学院农学硕士学位，1989年获复旦大学历史
学博士学位。
1984-1986年在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工作，1989-1996年在华东理工大学文化研究所工作
，1996年9月起在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工作；1992年任副教授，1993年曾任美国洛杉矶加州大
学（ucLA）历史系客座教授。
从事中国农业史、中国移、民史、中国人口史和中国传染病流行史的研究，先后在《历史研究》、《
历史地理》等刊物上发表。
论文20余篇，代表作有《对明代初年田土数的新认识》、《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1580-1644年
）》、《湖南人由来新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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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清民国时期的社会和自然环境第一节　疆域和政区一　清代前期的边疆和政区1．东北地区2
．内、外蒙古3．新疆4．青海5．西藏6．沿海岛屿二　鸦片战争后的领土危机1．沙俄对东北领土的掠
夺2．沙俄对西北领土的掠夺3．其他殖民者对中国领土的掠夺4．外蒙分裂三  清代、民国时期的省级
政区第二节　政治和经济一　皇权的加强和崩溃二　经济的发展和新经济因素的出现第三节　人口与
社会一　社会动乱二　人口数量第四节　气候与环境的演变一　气候的变迁二　环境的变迁三  自然
灾害第二章　清兵入关与满族迁移第一节  明代末年东北地区的人口迁移一  女真对辽东的征服和汉人
迁移二　八旗对辽东以外明朝人口的掠夺三　辽东的汉人外迁四　满族人口与人关满族第二节　满洲
八旗的分布一　北京1．满人数量的变化2．满人的居住地3．满人的外徙二　畿辅三　直省四　新疆五
　东北第三节　满洲八旗的生计一　圈地运动1．圈地过程2．土地分配&hellip;&hellip;第三章　西南移
民湖：湖广填四川第四章　西南移民潮：陕南、湘鄂西、黔、滇地区第五章　东南棚民与客家：江西
南部和中部第六章　东南棚民与客家：江西北部第七章　东南棚民与客家：湘东、浙江和皖南第八章
　台湾的移民垦殖第九章　岒南的客家移民第十章　太平天国战后的移民第十一章　北方地区的移民
第十二章　海外移民第十三章　民族人口迁移第十四章　城市化移民第十五章　移民与近代中国卷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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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清民国时期的社会和自然环境　　第二节　政治和经济　　一　皇权的加强与崩溃　　
清朝的建立是边疆少数民族军事征服的胜利。
反映在国家管理的体制上，不可避免地带上了若干民族政治的色彩。
　　清朝初年，中央行政机构如内阁、六部等都仿自明朝，组成这些机构的官员虽由满汉分任，但实
权却在满官手中。
权力最高的议政王大臣会议，由满族贵族所组成，汉人不得参预。
雍正年间（1723&mdash;1735年），清政府设军机处，处理全国的军政大事。
军机处初设时仅仅是一个临时的班子，由满汉大臣共同组成，以后成为处理全国军政大事的常设机构
。
虽然军机处承担的是皇帝秘书的功能，裁决权在皇帝本人，但这一机构的设立却具有两个方面的意义
，一是议政王大臣会议徒具空名，满族贵族的势力被大大削弱，皇帝的权力得到了加强；二是汉族知
识分子进入了皇帝的决策机构，汉人在政治上的地位有所提高。
　　清初的地方行政组织沿袭于明代，只是在行省一级的官吏如布政使、按察使外，每省设有巡抚一
个。
巡抚是总揽一省军政、民政大权的最高官职。
一省、二省或三省又设总督一人，主要负责辖区军政，兼及民政。
清朝的督抚也是满汉分授，知府以下的官吏则全由汉人充任。
　　清朝政府对边疆地区采取了与内地不同的统治方法。
在中央政府中，专设&ldquo;理藩院&rdquo;管辖少数民族地区的行政事务。
理藩院的官吏由满人和蒙人担任，汉人不得介人。
清朝政府还在蒙古、新疆等地设立将军掌边疆军政，又设大臣如参赞大臣、办事大臣，在西藏设驻藏
大臣，他们与理藩院并无隶属关系，而是由皇帝特派，类似内地的督抚，直接听从皇帝的指挥。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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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迄今国内外最完整最系统的中国移民史。
　　本卷主要依据《清录实》及各种官修史书、族谱、地方志、地名志中的资料，对清、民国时期的
移民运动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在这一时期的历次移民运动中，清代前期的对西南地区、东南山区、台湾、岭南以及北方边外地区的
移民构成研究的重点，太平天国战后的移民也是《中国移民史（第6卷）（精）》的重点之一；此外
，《中国移民史（第6卷）（精）》还对各族人口迁移、中国人口的海外迁移及城市化移民等，有详
细的论述。
《中国移民史（第6卷）（精）》采取计量历史学、社会学的基本方法，对清、民国时期移民过程、
移民分布、移民数量都作了详实的考证，并对各地移民社会的性质作了细致的分析。
列有大量统计表格和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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