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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是一块神奇的土地，具有悠久的历史文明。据史志载:

距今 70 万年的上古时期，已有人类祖先活动的踪迹。从春秋战国以

来，先后有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契丹、女具、蒙古、满、汉

等民族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繁衍和生息，并建有本民族形式各异的

政权组织。历史上的内蒙古，被称为漠南地区，史学家称其为"历

史后院"，此地曾演绎过无数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谱写了探煌的历

史画卷。那横亘着的静卧了千百年的赵长城、秦长城、汉长城、魏

长城、隋长城、金界嚎、明长城和辽上京、元上都、归化城、清衔

署，仿佛滔滔不绝地向人们讲述着中华民族辉煌的文明史。母亲河

一一黄河从这块土地上流淌，滋润着八百里河套平原和黑黝黝的土

默)1\ ，成为瞩目的塞外粮仓，养育着历朝历代生息在这里的芸芸众

生。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撞击、融合和发展，

孕育出独具特色、内涵丰厚的民族历史文化，并成为中华文明的重

要源流之一。

这块土地既神奇又悠久，从战国时期的赵武灵王进入云中郡算

起，迄今已有 23 个世纪了。纵观历史，在清代以前，今日内蒙古地

区从未形成一个完整的行政区划。清代以后，内蒙古地区先后分属

北方各省，隶属于不同性质的各地方政权管辖。直至 1947 年 5 月 1

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内蒙古率先建立 T 全国第一个民族区

域自治政权一一内蒙古自治政府。后来，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

立和中国共产党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内蒙古自治

区才逐步形成现在的 12 个盟市、 101 个旗、县、区(市)的行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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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建制沿革概览

域。 60 多年的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是解决多

民族国家民族问题的根本准则。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的成功建立，

为解决民族问题树立了尤辉的典范，从而推动了各民族的共同进步，

共同繁荣，为社会主义事业奠定了坚实的民族工作基础。

编史修志，功在当代，患及千秋。今天，我们秉承这一宗旨，

认真考证，秉笔直书，编写了这部史志。全书以翔实的文字，展示

了内蒙古地区 2300 多年的建制沿萃的历史轨迹。该书遵循辩证唯物

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本着实事求是、详今略古的原则，

依据新材料、新方法，以平实的文字记述了从战国时期赵武灵王进

入云中郡起，一直到 2003 年内蒙古地区的建制沿革状况，展示了

2300 多年来内蒙古地区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全书共计 50 多万字，

涵盖的内容既广泛又具体，集历史性、地方性、资料性为一休。此

书是一部厚重的宝贵史志，因而具有较高的价值。它是认识内蒙古、

研究内蒙古、建设内蒙古的珍贵资料。真诚地希望它能成为广大读

者的良师益友!

2010 年 12 月

• 2 • 



几例

凡例

一、《内蒙古建制沿革概览》系地方资料丛书。该书本着详今略

古、实事求是的原则，将内蒙古有史记载以来至 2003 年的建制沿革

情况收录入书。

二、本《概览》共设五章。第→章古代内蒙古的建制;第二章

清朝内蒙古的建制;第三章中华民同时期内蒙古的建制;第四章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内蒙古建制;第五章盟市旗县简志。并冠以

综述、凡例，殿以附录。

三、本《概览》收录内容均不作任何评述，以保入志的客观性

与真实性。

四、记述体裁:记、表、附。

五、记述时限:上限为公元前 325 年，下限于 2003 年。

六、记述范围:以内蒙古自治区现在所辖区域为记述范围。

七、语言文字的使用，以 2000 年 10 月 31 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通用语言

文字法》为准;数字和标点符号的使用，以国家技术监督局 1995 年

12 月颁发的《出版物上的数字用法的规定》和《标点符号用法》为

准。

八、为确保本书的严肃性，本书所用的资料、数据，全部出自

各类志书及有关报刊、专著、文史资料等。参考文献详见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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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内蒙古历史悠久，地灵人杰。据考古证实:距今 70 万年的上古

时期，在内蒙古这块神奇的土地上就有人类祖先活动的踪迹，如有

"大窑文化"。从战国时期的赵武灵王进入云中地区算起，迄今已有

23 个世纪了。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历史上的模南地区，即今

日的内蒙古地区，始终是北方游牧民族的生息之地。后来，随着封

建王朝与塞外游牧民族实力的逐步转化而盈虚消涨，分分合合，数

易其领属关系。

纵观历史，在清代以前，今日的内蒙古地区从未形成一个完整

的行政区划。清代以后，内蒙古地区先后分属于北方各省，隶属于

不同性质的各地方政权管辖 o 直至 1947 年 5 月 1 日，在中国共产党

的正确领导下，内蒙古率先建立了全国第一个民族区域自治政权

一一内蒙古自治政府。后来，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中国共

产党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内蒙古自治区才逐步形

成今日的 12 个盟市、 101 个旗县区(市)的行政区域。 60 多年来的

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是解决多民族国家民族

问题的根本准则。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的成功建立，为解决民族

问题树立了光辉的典范，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各民族共同进步、共同

繁荣，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纵观内蒙古地区的历史，内蒙古地区的建制沿革经过 4 个历史

时期，即古代、清代、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其各个历

史时期的建制沿革如下所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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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内蒙古自古以来就是北方游牧民族繁衍生息的摇篮，早在公元

前 21 世纪至公元前 3 世纪，内蒙古地区就分布过一些游牧民族，他

们与中原华夏民族发生过密切关系。据史志载:商夏至春秋时期，

甲骨文中就有"土方"、 "鬼方"之记载，而春秋史书中则记载有

"荤粥"、"捡犹"、"戎"、"狄"等族称。公元前 16 世纪至公元前 11

世纪，辖有今天河南、河北、山东、山西等省的商王朝，曾与北方

的土方、鬼方等民族发生过战争。公元前 770 年至公元前 221 年，

汉文献记载的::If ;方民族有了具体称谓，活动在今内蒙古的北方各游

牧民族主要有 4奴、林胡、楼烦。这些游牧民族都先后建立起自己

的游牧政权。

匈奴是;再一个统一大漠南北的草原游牧民族。匈奴兴起于战国

时期，强盛于秦汉年代，其势力东尽辽河，西至葱岭，北抵贝加尔

湖，南达长城。匈奴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建立了自己的游牧政权

匈奴政权。在匈奴政权机构中，单于为国家最高首领。单于总揽国

家一切军政大权。单于之 τ设左右贤王、左右大将军、左右大都尉、

左右大当户和左、中、右三邹制，单于庭直辖匈奴中部。单于庭在

西汉时期，包括今士默特平原和乌兰察布丘陵地带及以北的阴山北

麓一带。汉匈战争后单于庭北迁摸北。单于之下的左、右贤王是地

方最高长官，有世袭领地，左贤王率匈奴左部辖东部，其地域包括

今锡林郭勒草原东部、呼伦贝尔草原大部和西拉木伦河、老哈河流

域，王庭约在今锡林郭勒中部一带。右贤王率匈奴右部辖西部，其

地域包括今鄂尔多斯高原、黄河以北地区及巴丹吉林沙漠、额济纳

河流域。右贤王庭在上郡正北，约在今鄂尔多斯至巴彦掉尔一带。

汉武帝对匈奴战争后"漠南无王庭"。左右贤王辖区内有左右盖王、

左右大将、左右大当户和左右骨都侯等二十四万户。二十四万户之

下，各设千长、百长、什长、梅小王、相、都尉、当户、且渠等官，

层层相节制。平时率众驻牧生产，骑马训练，管理民政;战时则统

军出战，亦兵亦牧，兵民一体，军政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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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 325 年至公元前 298 年，战国时期的赵国强盛起来。赵

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打败林胡、楼烦部，修筑了赵长城。自代

(今河北省蔚县)傍阴山下，至高厥(今乌拉特中旗狼山)为塞置云

中郡(今托克托县古城村，辖今呼和浩特大青山以南平原地区)、雁

门郡(今凉城县人代郡(辖今丰镇市、兴和县南部地区) ，并将高

厥作为军事要塞。

战国时期，燕、赵、秦等国在今内蒙古部分地区设置了郡县，

并迁入大批中原居民，促进了古代内蒙古地区的经济发展。公元前

221 年，秦统一了六国，结束了战国时期七国争雄局面，统一了中原

地区，建立了秦朝。秦朝建立后，进一步完善了郡县制，在全国设

立了 36 个郡，其中有 8 个郡，即辽西郡、渔阳郡、上谷郡、雁门

郡、云中郡、九原郡、上郡、代郡与今天的内蒙古有关系。

汉袭秦制，公元前 206 年刘邦建立了西汉，称汉高祖。西汉时

期，汉王朝在今内蒙古实行郡县制，从西至东，汉置有张掖、朔方、

五原、云中、定襄、上郡、西河、雁门、代郡、上谷、右北平和辽

西等郡。除郡县外，汉王朝还在内蒙古设置了 5 个属国，以此来安

置附汉的匈奴人。

西晋时期，拓跋鲜卑强大起来。公元 258 年，拓跋部众从阴山

西段的五原向东移至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古城) ，将盛

乐作为扩张基地，并迅速发展。公元 315 年，拓跋鲜卑首领猜卢以

盛乐为北都，平城(今山西大向市)为南都建立政权，自称代王。

其势力范围所及包括今土默特平原、乌兰察布高原、锡林郭勒盟高

原部分地区及晋冀北部地区。公元 386 年，拓跋鲜卑的新首领拓跋

硅在牛}I/ (今呼和浩特市东)大会诸部，即代王位，建元登国，定

都盛乐，即称魏王。

公元 581 年，杨竖建立了隋朝，称隋文帝。隋朝建立后，隋文

帝在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一系列改革。在中央实行兰省六部制，

将地方的州、郡、县三级改为州、县两级，地方官由中央任命，巩

固了中央政权 o 隋王朝在今内蒙古设有 9 郡，分别是:张掖郡、武

威郡、朔方郡、盐川郡、五原郡、榆林郡、定襄郡、马邑郡、雁门

郡。

• 3 



内蒙古建制沿革概览

唐初，唐太宗李世民为安置归附朝廷的突厥人，采取了怀柔策

略。唐王朝在贞观年间，把突厥内附各地的突厥人安置在东起幽州

(今河北省承德地区) ，西至灵州(今宁夏灵武市)沿长城一线的广

大地区。历史上称唐朝设置的这些府州为羁靡府州。在全国沿边内

附的民族地区，先后设置了 800 多个羁靡州府。唐朝在今内蒙古设

置的羁靡府州有 6 个，分别是:安东都护府、东夷都护府、燕然都

护府、瀚海都护府、单于都护府、安北都护府。

唐代在今内蒙古的建制为道、州两级政权。分别是河东道，辖

云内外I ;关内道辖灵州、盐州、夏州、有州、胜州、丰州;陇右道，

辖凉州、甘州、肃州。

北宋时期，居住在北方的民族强盛起来，不断扩张势力范围，

先后建立起本民族政权。

据史志载:辽朝时期，辽在今内蒙古设立了上京道、中京道和

西京道及西南面招讨司，阻卡节度使，设阻卡国大王府，王府下设

若干节度使。并于 1068 年，设置了乌古敌烈统军司。

金朝时期，女真部在今内蒙古设置了西南路招讨司、西北路招

讨司和东北路招讨司。

元王朝在今内蒙古的建制是行省制，包括辽阳行中书省，主要

辖有大宁路、泰宁路、宁昌路 F 中书省辖上都路、大同路、应昌路。

明初地方政权机构沿袭元制，即设立行中书省。元代行中书省

统一管理一省的军政、民政、财政大权，形成相对独立的政体。同

时，地方还设立了掌管军事的都指挥使司和管理司法的提刑按察使

司，这个机构合称三司。各自独立，互相牵制。明代在内蒙古的建

制主要设有:东胜州、云内外|、丰州，属大同府;置官山等处军民

千户所;置忙忽军民千户所;置失宝赤、五花城、斡鲁忽奴燕斯、

瓮吉剌千户所;置泰宁、朵颜、福余 3 卫指挥司;置奴儿干都指挥

使司扶余卫。

(二)

清王朝建立后，根据当时内蒙古的特点，实行了特殊的统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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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和多元的管辖治理体系 o 其基本点有:一是蒙古各盟(部)旗互

不统属，予以分割统治;二是对同一地域的蒙汉民族予以分治，即

旗管蒙民、县(府厅州)管汉民(包括回族) ，旗县并存体制交叉重

叠 o 内蒙古的外藩蒙古盟旗，分别由各地的将军、都统统辖。内属

蒙古各旗(部) ，归各地都统、副都统管辖。而分布在内蒙古各地

"镇守一方"的将军、都统、副都统，属八旗军职，他们对外灌蒙古

盟旗，只有"镇抚"、监督、承转和统辖的军事之责，或奉旨查办盟

旗重大事务，并元直接管辖治理之权 o 而分布在内蒙古各地的汉族

人，则由各邻省设在内蒙古境内的府州县管辖。基于这种体制，清

代内蒙古的建制包括盟、旗、道、州、厅、县、驻防将军、都统、

总管。其各自的设置情况如下所述。

一、盟的设置

清王朝在外藩蒙古实行会盟制度，即由若干个旗组成一个盟。

盟的蒙古语名称是楚古勒干，意义为聚会、会盟。盟的名称一般以

会盟的地点命名。

内札萨克蒙古的 6 个盟分别是哲里木盟、卓索图盟、昭乌达盟、

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

哲里木盟下辖 10 个旗，即科尔沁左右翼各 3 旗，郭尔罗斯前后

2 旗，扎费特旗、杜尔伯特旗。其分布区域为今兴安盟、通辽市大

部、黑龙江省西南部，吉林省西部和辽宁省北部沿边地区。会盟地

点在科尔沁右翼中旗境内的哲里木山。

卓索图盟下辖 5 个旗，即喀喇沁左中右 3 旗和土默特左右 2 旗。

其大体区域为今赤峰市南和辽宁省西北部。会盟地点在土默特右旗

境内的卓索罔河畔(今辽宁省北票市境内)。

昭乌达盟下辖 11 个旗，即巴林左右 2 旗、翁牛特左右 2 旗、扎

鲁特左右 2 旗、敖汉、奈曼、阿鲁科尔沁、克什克腾及喀尔喀左翼

旗。其大体区域为今赤峰市大部和通辽市西北部。会盟地点在翁牛

特左旗(今翁牛特旗)境内的昭乌达。

锡林郭勒盟下辖 10 个旗，即乌珠穆沁、浩济特、苏尼特、阿巴

嘎、阿巴哈纳尔各左右 2 旗。分布地域为今锡林郭勒盟大部。会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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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在阿巴嘎左旗和阿巴哈纳尔左旗的锡林郭勒河畔(今锡林浩特

市境内)。蒙古语郭勒即河的意思。

乌兰察布盟下辖 6 个旗，即四子部落旗、喀尔喀右翼(即达尔

罕)旗、茂明安旗和乌拉特左、中、右 3 旗(也称东公、中公、西

公旗)。分布地域为今乌拉特中旗、后旗，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四

子部落旗及乌拉特前旗的大部分地区。会盟地点在四子部落旗的乌

兰察布(今四子王旗的西河子乡与东八号乡交界处的乌兰察布，今

称白彦敖包)。

伊克昭盟下辖 7 个旗，即鄂尔多斯左翼 3 旗和右翼 4 个旗。分

布地域未变。会盟地点在鄂尔多斯左翼中(郡王)旗境内的伊克昭

(约今伊金霍洛旗境内)。

内蒙古不会盟的旗有:呼伦贝尔地区的各总管旗，察哈尔左翼、

右翼各总管旗，归化城土默特总管旗，阿拉善二札萨克旗。

二、道、州、厅、县的设置

雍正元年(1723 年) ，清廷在内蒙古西部地区始设汉民和蒙汉交

涉的归化城理事同知厅，隶属山西大同府，不久又改隶朔平府。乾

隆元年(1736 年) ，由归化城理事同知厅分设托克托、和林格尔、清

水河 3 个协理通判厅。乾隆四年(1739 年九设绥远城厅(粮饷厅) ; 

分设萨拉齐协理通判厅。乾隆六年(1741 年) ，山西省在归化城设立

归绥道，管辖归化城、绥远城和上述各厅。乾隆十五年 0750 年) , 

清廷又在察哈尔右翼地区增设分别隶属于山西大同府和朔平府的丰

镇厅和宁远厅(今凉城)。光绪十年(1884 年) ，丰镇、宁远 2 厅亦

划属归绥道。光绪二十丸年(1903 年)设兴和厅、陶林厅、五原厅、

武川厅。光绪 30 年(1904 年)设东胜厅。

多伦诺尔厅

雍正年间，清延在察哈尔左翼沿边地区先后设立张家口、多伦

诺尔、独石口 3 个厅，隶属直隶省口北道，合称口外 3 厅，其中多

伦诺尔厅在今内蒙古境内。

多伦诺尔理事同知厅(治所今多伦县)设于雍正十年(1732

年)。光绪七年(1881 年) ，理事同知厅改为抚民同知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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