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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的其中一册。
全书共分为六章，内容包括行政督察专员区公署制的历史渊源、国民政府行政督察专员区公署制的建
立及其演变、国民政府行政督察专员区公署制的体制结构与公共管理效能、国民政府行政督察专员区
公署制与中央、省制、县制和地方自治的关系、社会各界对行政督察专员区公署制及相关问题的讨论
、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行政督察专员区公署制的确立、创新和组织演变等，深入浅出、由浅入深，可
供相关读者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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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翁有为(1963-
)，河南台前人，1988年毕业于河南大学，获历史学学士和硕士学位，2006年获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博士
学位。
1988年至今在河南大学任教，现为河南大学校特聘教授，历史文化学院暨法学院教授，《史学月刊》
编辑部教授，主要从事20世纪中国政治法律制度史、思想史和学术史的研究。
主持或承担国家和省部级项目多项，出版著作多部，在《历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党的文
献》、《抗日战争研究》、《文史哲》、《民国档案》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多篇被《新华文
摘》、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等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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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元朝建立后，在忽必烈执政时期模仿汉制陆续建立起全国性的监察系统，设立中央御史台和江南
行御史台、陕西行御史台，三台之下又设二十二道提刑按察司，后改为肃政廉访司。
二十二道肃政廉访司以行省划分为基础，又将各行省分成1-4个不等的道；每道设廉访使2员，正三品
；廉访副使2员，正四品；佥事4员，正五品；其主要监察对象是行省官员，兼及行省以下的地方官吏
。
　　朱元璋建立明政权后，鉴于元朝后期豪强凌世、吏治败坏以致灭亡的历史教训，非常注重监察制
度，特别是地方监察制度的建设。
早在至正十六年（1356年）攻克集庆时，就已设立提刑按察司，以王习古、王德芳为佥事，分巡郡县
。
①吴元年（1367年）十月，正式建立御史台与各道按察司。
各道按察司设按察使（正三品）、副使（正四品）、佥事（正五品），这显然是元肃政廉访司的克隆
版，无论分道方式，还是设官方式，抑或是官员品级，都与之相同。
②　　洪武年间，朱元璋对前代遗留下来的政治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如改行省制为三司制、罢
中书省废除宰相制度等，在中国政治制度史的发展历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中也包括对地方
监察制度的改革。
洪武十四年（1381年），在全国设立53个按察分司，不久之后，可能朱元璋觉得这53个按察分司的监
察并不能深入到王朝统治下的每一个县级单位，于是在次年九月，“特置天下府州县提刑按察分司，
以儒士王存中等五百三十一人为试佥事，人按二县⋯⋯凡官吏贤否、军民利病，皆得廉问纠举”。
③可是，这次大规模的制度改革试验很快就失败了，这些儒士们凭借手中的权力，“所行多违戾”，
起不到监察的效果，于是朱元璋不得不在次年三月，尽“罢天下府州县提刑按察分司”。
　　这次失败的改革使集权欲望极强的朱元璋发现，由中央政府直接负责深入到县一级的地方监察是
不现实的。
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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