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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九七北京藏学讨论会提要 

 

    一、清朝的治藏政策和驻藏大臣地位和职权的历史演变 

    设置驻藏大臣，是清朝治藏政策的重大转变，即由此前主要依靠西藏僧俗上层人物治理地方。转变

为由中央派遣大臣直接对西藏实行统治。 

    驻藏大臣的地位和职权，在历史上有一个逐步完善和提高的过程，大体可以分为三个历史阶段：从

康熙四十八年设置驻藏大臣(比较流行的说法是在雍正五年)至乾隆十五年平定珠尔墨特那木札勒之乱，

为第一个历史阶段，即监督藏政时期；从乾隆十六年颁布“藏内善后章程”至乾隆五十七年，为第二个

历史阶段．即与达赖共理藏政时期；从乾隆五十八年颁布“二十九条”至清末，为第三个历史阶段，即

主持藏政时期。 

    二、驻藏大臣的地位和职权 

    乾隆五十八年颁布的“二十九条”，总结了设置驻藏大臣以来的历史经验，从法律上确定了驻藏大

臣的地位和职权。后来，又正式载入了《大清会典》和《理藩院则例》，作为驻藏大臣执行公务的法律

依据。 

    “二十九条”、《大清会典》、《理藩院则例》有关驻藏大臣社会地位和职权的规定，说明驻藏大

臣为清代西藏地方的最高军政主管官员，总揽西藏地方的行政、军事、财政、外交等权力，同时，又以

钦差大臣的身份主持对西藏宗教事务的行政管理。 

    三、驻藏大臣不是监督藏政而是主持藏政 

    不少论著认为，驻藏大臣只是监督藏政。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乾隆时期，在击退廓尔喀对西藏的入侵之后，之所以整理藏政、进一步提高驻藏大臣的地位和职

权，是参照了统一新疆之后，以伊犁将军统辖新疆军政的经验，以中央任命的大臣总揽边政。强化中央

政府对边疆民族地区的统治。 

    从法律规定和历史事实来说，驻藏大臣是主持藏政而非监督藏政。 

    也有的研究者认为，乾隆五十八年颁布的“二十九条”规定，驻藏大臣与达赖、班禅平等，是驻藏

大臣监督藏政或与达赖共理藏政的证明。这也不符合历史事实。事实上驻藏大臣的权力，高于达赖。 

    到清朝末年，由于清政府的衰败，驻藏大臣的权力有所削弱，但其法律地位和职权没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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