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課題：北宋的統治政策  
 
1. 軍事方面 

為防止武將叛變，宋太祖趙匡胤藉宴會解除諸禁軍將領的兵權，史稱此事為「杯酒釋兵權」。 
 

宋太祖為杜絕武將擁兵拔扈，遂實行重文輕武的政策，把兵權交由文人統領，又把領兵權*和練兵

權*分開。(*答案位置可以互換) 
 

宋太祖還下令，把地方精壯的士兵調至中央，稱為「禁軍」，而質素較差的士兵則留在地方，稱為

「廂軍」。 
 

宋代更實行「更戍法」，即派駐邊境戍守的禁軍每 3 / 三年更換一次，以防止兵將在地方建立勢力。 
 
上述政策雖然可以防範武將坐大，但你認為有沒有缺點?\ 
宋代由文人領軍，文人未必通曉軍事策略，這便減低了軍隊的戰鬥力；「廂軍」質素低落，令地方

的守衛能力下降；宋代的軍隊經常更換統帥，出現「將不知兵」的現象，統帥不熟悉士兵的能力，

不能協調，令戰鬥力下降。 
 
2. 行政方面 

宋太祖把相權分割為三部份，分別是中書省 (掌管政務)、樞密院 (掌管軍事)、三司 (掌管財政，

下設鹽鐵司*、戶部司*和度支司* )。這三個機構互不統屬，各自直接向皇帝負責。(*答案位置可以

互換) 
 

宋太祖三分相權，你知道他想防止的是甚麼問題嗎? 
宋太祖想防止的是相權過大的問題。 

 

你覺得這個方法有沒有缺點?  

有，由於三個機構互不統屬，會令行政效率降低。 

 

宋太祖設立知州為地方長官，另置通判一職，負責監察知州。 

 

 



你認為宋太祖為甚麼要在地方上設置兩個長官? 

他希望防止地方官員勢力過大，故此設立兩個長官，收彼此監察、牽制之效。 
 

為防止地方積聚資財，宋太祖在各地置轉運使，負責管理地方財政，除必要的開支外，所有剩餘部

份需收歸中央。 
 

你認為宋代規定地方要把剩餘的資財上繳中央，對地方有甚麼影響? 

這會令地方財政處於疲弱之勢，難有建設，而且遇上中央有事故，地方亦難以支援。 
 
 
 

~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