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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时值当今盛世，我省第一部全面记述民政机构发展史的《河北民政机构沿革》一书，就要与广大民政
工作者见面了。
该书以丰富翔实的史料记载了清初建省以来350多年河北省（原称“直隶省”）民政机构发展的历史，
填补了我省民政事业的一项空白，为我们从事民政工作的同志提供了大量宝贵的历史资料，这对于全
面了解河北省的民政历史，研究和掌握民政工作的发展规律，是大有裨益的。
我国民政工作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
早在原始社会末期和奴隶社会前期，就有了“民政”因素的萌芽，从尧舜禹至秦汉时期的司徒，汉唐
时期的尚书、民曹尚书、民部，到宋、元、明、清（1906年以前）时期的户部，尽管历朝历代未设置
现代意义上的民政机构，但所职掌的内容大多与民政有关。
据史料记载，西周时代就有了诸如领土疆域、行政区划、户口户籍、救灾救济、移民、礼俗、教化、
调节民事纠纷、基层政权等项行政管理事务。
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随着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的嬗变发展，民政工作的内容也在不断地变化之中
。
但变中有恒，一切基本的工作内容始终未曾间断，历代相承，延续至今。
而我国民政机构的形成与发展，直到20世纪初清政府改革官制时，在中国历史上才正式设立民政部，
从而改变了各朝各代由国家各个不同部门或官员分管民政工作的局面。
河北省的民政机构从孕育、萌发、演变到设置专门的民政机构，也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
民国初期，河北省的民政机构基本上沿袭清末旧制，初设布政司，后改称内务，司，又易名为政务厅
。
民国17年（1928年）6月，直隶省改称河北省后，国民党河北省政府才正式设立省民政厅，随后在全省
基本上形成了自上而下的民政机构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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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时值当今盛世，我省第一部全面记述民政机构发展史的《河北民政机构沿革》一书，就要与广大
民政工作者见面了。
该书以丰富翔实的史料记载了清初建省以来350多年河北省（原称“直隶省”）民政机构发展的历史，
填补了我省民政事业的一项空白，为我们从事民政工作的同志提供了大量宝贵的历史资料，这对于全
面了解河北省的民政历史，研究和掌握民政工作的发展规律，是大有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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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许高飞，1959年5月生，河北省无极县人，1978年3月参军，1984年7月毕业于桂林陆军学院。
1988年9月转业到河北省民政厅工作，曾任人事处主任科员、优抚处副处长、区划地名处副处长，现任
河北省地名区划档案资料馆馆长、河北省档案学会理事。
编著有《河北行政区划变更大典》、《河北省民政厅组织机构通览》，主持编纂有《河北省志·地名
志》（副主编）；参与编写有《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河北省志·民政志》、《中国民政事业·
河北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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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我国民政工作历史悠久，源远流长。
早在夏、商时期，国家中枢机构就设有司徒。
两汉时期改为民曹。
隋定名为民部，唐避太宗讳改称户部。
宋、元、明、清仍袭唐制由户部掌理天下户口、钱粮、田土之政令。
到清朝末期，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九月，清政府在统一改革官制时，才正式设置民政部，并成为
全国民政的最高行政首脑机关。
直隶行省（今河北省）自清初顺治二年（1645年）建省后，以直隶为畿辅重地，不曾设有布政使和专
门民政机构，至雍正二年（1724年）直隶总督定制时才改设布政使，官阶从二品，系总督属官，而其
衙署直隶布政使司，则为全省的最高民政机构，掌理全省户口、疆理、财赋、考核地方官吏等事务。
民国元年（1912年）1月1日，辛亥革命胜利，推翻清朝，建立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改清民政部为
内务部。
之后，袁世凯劫夺革命果实，建立北洋政府，但仍沿袭内务部之名称。
当时，直隶省袭清制称布政司。
民国2年（1913年）1月8日，改称内务司。
民国3年（1914年）5月23日，易名为政务厅。
民国17年（1928年）6月28日，南京国民政府明命公布，将直隶省改称为河北省，国民党河北省政府设
民政厅，厅内部机构设若干科。
嗣后，全省各级民政机构随之完善起来，自上而下形成了一个完整独立的民政事务管理体系，这在河
北省民政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
当时，民政工作的重点是：掌理地方行政管理与社会治安管理，督导县政，建立与强化保甲制度，编
练警察，考核、任免地方官吏，管理户籍，土地，卫生，社团及宗教等事务。
但其主要职能则是以警政为主，至于救灾、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及褒扬恤典等民政事务，虽然也采
取了一些赈灾、救济性措施，举办过一些社会慈善事业，而实际上灾民得到的救灾款甚少，贫民救济
更是有名无实，形同虚设。
民国26年（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采取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在日本侵略军的进
攻下，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致使河北相继沦陷，省政府逃离河北，成为流亡政府，其地方各级政权
也早已土崩瓦解，四处逃散，变成有名无实的空壳政府。
民国27年（1938年）1月1日，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加紧侵略中国，进行殖民化统治，日伪“中华民国临
时政府”在河北建立了傀儡政权，即：日伪“河北省公署”，并设立河北省公署民政厅。
日伪省公署及其民政等机构实行反共反人民的投降卖国政策，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统治河北人民
的工具。
随后，在河北省沦陷区内，日伪各道、市、县也建立傀儡政权，设立了专门民政机构。
其主要的目的是：建立伪政权组织，实行地方自治，开展户口调查，推行保甲制度，搜集抗日情报，
进行殖民教育，为维护日伪的反动统治而服务。
是月15日，中国共产党为了深入敌后，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华北创建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并在河北阜平县成立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
边区行政委员会内部机构初设民政厅，后改设为民政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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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编写《河北民政机构沿革》一书，始于1993年3月。
在此之前，我在厅机关人事处参与编写《河北省志·民政志》的过程中，根据当时搜集到的大量历史
资料，曾多次萌发过要编写一部反映清初建省以来河北省（原称“直隶省”）民政机构沿革的历史资
料书。
但由于编写此书尚属首次，又无经验可取，再加上年代久远，资料匮乏，要全面系统地编写一个部门
、一个系统的机构沿革，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难度相当大，所以此书从初步酝酿到准备编写，花了
近一年多的时间。
在编写过程中，由于自己的工作岗位几次调整变动，时写时停，断断续续，但为了完成编写任务，实
现自己为民政事业做点贡献的夙愿，从未因工作繁忙而放弃。
春去秋来，年复一年，一直编写到今。
可谓是“十年光阴似箭，青年步入中年”。
俗话说：“有志者，事竞成”。
为了完成这部书的编写工作，使资料更加翔实准确，十几年来我先后到省档案馆、省图书馆、省地方
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省地名区划档案资料馆、石家庄市档案馆、石家庄市图书馆等单位认真查阅了
各个时期的民政历史档案，县志、组织史资料、大事记及有关民政史籍，搜集和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
材料，并利用业余时间，反复考证，编纂整理，几易其稿，经过艰苦的不懈努力和辛勤的耕耘，终于
完成了这部书稿的编写任务。
在体验了编写之艰辛，成书之喜悦的同时，心里并不觉得很轻松，唯一感到欣慰的是，现在奉献给广
大民政工作者的毕竟是我省第一部记述河北民政机构沿革的历史资料书，其目的是为了让广大民政工
作者进一步了解民政的发展历史，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孺子牛”精神，坚持以人为本和科学
发展观，热爱民政，奉献民政。
古人云：“读史可以明智，读史可知兴替，读史可以知往鉴今。
”通过深入地学习和研究民政工作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从宏观上把握民政事务的发展过程，了解民
政组织管理的结构形式、职能范围及整体运行机制，“以史为鉴”，更好地为民政事业发展服务。
在编写过程中，始终得到了厅领导的大力支持和鼓励，老厅长尹文儒同志曾多次过问此书的编写工作
，现任厅长夏玉祥同志又为本书作了序。
人事处、区划地名处、计划财务处、地名区划档案资料馆及有关处室的同志和离退休老干部也给予了
热心帮助，特别是各市、县（市、区）民政局在百忙之中，还专门组织人员搜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的档案资料，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
可以说，此书的编写完成凝聚了大家的心血，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也是全省民政系统干部职工共同的
劳动成果，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水平有限，搜集和掌握的资料亦有缺误，难免会有遗漏或差错，敬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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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河北民政机构沿革》是由方志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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