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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传跃 （１９８４—），男，安徽蚌埠人，讲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民族区域史研究。

编者语：本期栏目有三篇文章，作者分别来自贵州、上海、广西三地。张传跃博士的选题较为新颖。

虽然学界已经对改土为屯多有成果问世，但其中观点难免抵牾，张传跃博士广阅相关文献，成就此文，把

对改土为屯的研究又推进了一步。苏月秋博士的文章是从区域经济史的角度对近代云南的跨国商品贸易进

行的研究，认为云南与东南亚以丝棉贸易为主要特征的跨国区域经济呈现出互补型这一特点，见解独到。

蓝良明的文章是关于明代广西宜山县土司政区设置情况的研究，该文认为宜山县土司政区的设置是明朝政

府对宜山县治理方式的一种调整，不仅有利于该地的社会稳定，还有利于当地族群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

清代改土为屯考辨

张传跃

（遵义师范学院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贵州 遵义５６３０００）

摘要：对清代改土为屯这一政策若干问题主要就如下三方面进行考证和辨析：第一，改土为屯在概念上

应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改屯包括黔东南苗疆、湘西苗疆和川西藏区等地区，狭义上改屯仅限于川

西藏区；第二，在改土为屯与改土归流的关系上学界主要有 “包含说” “过渡说”和 “修正说”三种，

其中 “过渡说”和 “修正说”较为合理；第三，改土为屯是清政府屯田政策体系中的一部分，起到了促

进所推行地区社会稳定与经济文化发展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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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土为屯是清代治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一项
重要政策，在贵州、湖南的苗族聚居区和四川的藏

族聚居区推行后，对当地的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

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而在民族关系史、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