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兴二手空调回收 大兴废旧空调回收 大兴中央空调回收
（价格以更新）

产品名称 大兴二手空调回收 大兴废旧空调回收
大兴中央空调回收 （价格以更新）

公司名称 定兴县燕兴废旧物资回收有限公司

价格 300.00/台

规格参数 二手空调:大兴二手空调回收
废旧空调:大兴废旧空调回收
中央空调:大兴中央空调回收

公司地址 河北省保定市定兴县北田乡东韩村（注册地址）

联系电话 18310568721 18310568721

产品详情

北京大兴区二手空调回收，大兴废旧空调回收，大兴中央空调回收，大兴空调制冷设备回收，大兴二手
美的格力空调回收，大兴家具家电电器空调回收。

高价上门回收各种电器、空调、家具、电脑、跑步机、鱼缸并承接拆除业务，上门清理废旧家具各种室
内拆除清运垃圾、清理库存。回收暖气片、我们上门回收，现金交易；

———————具体回收业务范围————————

大兴二手空调回收：各式空调、中央空调、格力空调、挂立式空调、挂机空调、柜式空调、格力、美的
、海尔、TCL、新科、大金、科龙、伊莱克斯、奥克斯、春兰、各种品牌

1。二手电器回收：空调、各种空调、壁挂机、柜机、格力、美的、海尔等各种空调回收、洗衣机、冰箱
、中央空调、冰柜、各种进口音响、各种空调回收

2、空调回收：柜式空调、挂式空调、中央空调、格力空调、美的空调、海尔空调、春兰空调、LG空调
、海信空调、各种大小型空调、品牌空调、杂牌空调、各种空调回收

3、家具回收：仿古家具、实木家具、欧式家具、红木家具、民用家具、办公家具、客房家具、沙发、衣
柜、上下床等、民用家具：单双人床、席梦思床、实木床、上下床、布衣沙发、贵妃沙发、沙发、实木



衣柜、推拉衣柜、双门衣柜、三门衣柜、多门衣柜、各种家具回收暖气片回收

4、办公家具回收、员工位、会议桌、老板台、文件柜、屏风隔断、各种椅子、地毯、鱼缸库存物品等各
种办公家具回收

5、回收废纸，回收废纸，书本，文件纸，印刷纸，铜版纸，合同书，宣传册，特种纸，纸制品，废纸回
收，电脑回收，库存积压，物资回收，

朱佑樘(1470年7月30日―1505年6月8日)，(1487年-1505年在位)，年号弘治，是明朝第九位皇帝，明宪宗朱
见深第三子，生母为孝穆纪太后。

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九月即位，朱佑樘为人宽厚仁慈，躬行节俭，不近声色，勤于政事，重视司法，
大开言路，努力扭转朝政腐败状况，驱逐奸佞，勤于政事，励精图治，任用王恕、刘大夏等为人正直的
大臣，史称"弘治中兴"。虽末年宠信宦官李广，但是立刻改过自新，历代史学家对他评价极高，明朝万
历年间的内阁首辅朱国桢就说:"三代以下，称贤主者，汉文帝、宋仁宗与我明之孝宗皇帝。

弘治十八年(1505年)，朱佑樘驾崩于乾清宫，在位十八年，享年三十六岁，葬泰陵，庙号孝宗，谥号"建
天明道诚纯中正圣文神武至仁大德敬皇帝"。

基本信息本名

朱佑樘

别称

明孝宗、弘治帝

所处时代

明代

民族族群

汉族

出生地



北直隶顺天府(今北京)

出生时间

1470年7月30日(成化六年七月初三)

去世时间

1505年6月8日(弘治十八年五月初七)

主要作品

《问刑条例》、《大明会典》

主要成就

开创"弘治中兴、修《会典》，立制度

在位时间

1487年9月9日-1505年6月8日

庙号

孝宗

谥号

敬皇帝

年号

弘治



陵号

泰陵

前任

朱见深(明宪宗)

继任

朱厚照(明武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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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经历折叠早年经历明孝宗朱佑樘的童年非常坎坷不幸。他的生母纪氏是广西纪姓土司的女儿，纪姓叛
乱平息后，少女纪氏被俘入宫中，管理皇帝私房钱。一次宪宗偶尔经过，见纪氏美貌聪敏，就留宿了一
夜。事后，纪氏怀孕。宠冠后宫的万贵妃知道后，命令一宫女为纪氏堕胎。纪氏的人缘很好，派来的宫
人不忍下手，回报万妃时就谎称是肚内长了瘤子而不是怀孕，万贵妃仍不放心，下令将纪氏贬居冷宫。
纪氏是在万贵妃的阴影下，于冷宫中偷偷生下了朱佑樘，万贵妃得知后又派门监张敏去溺死新皇子，但
张敏却冒着性命危险，帮助纪氏将婴儿秘密藏起来，每日用米粉哺养。被万贵妃排挤废掉的吴皇后也帮
助哺养婴儿。万贵妃曾数次搜查，都未找到。就这样朱佑樘一直吃百家饭长到六岁。

，张敏为宪宗梳头时，宪宗叹息说:"我眼看就要老了，还没有儿子。"张敏连忙伏地说:"万岁已经有儿子了
。"宪宗大吃一惊，忙追问究竟，张敏才说出了真情。宪宗皇帝听了大喜，立即命令去接皇子。当宪宗皇
帝次见到自已那因为长期幽禁，胎发尚未剪、拖至地面的瘦弱的儿子，不禁泪流满面，感慨万千。当天
召集众臣，说出真相。次日，颁诏天下，立朱佑樘为皇太子，并封纪氏为淑妃。但随之纪氏却在宫中暴
亡，门监张敏也吞金自杀。显然，纪妃与张敏之死皆与万贵妃的迫害有直接关系。宪宗的母亲周太后担
心万贵妃会对太子下毒手，就亲自将孙子抱养在自己的仁寿宫内，才使太子安全地生活在宫中。

折叠继位为帝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春，万贵妃病死，宪宗也因悲伤过度于八月去世。皇太子朱佑樘于
九月壬寅日继位。第二年改年号为"弘治"，是为明孝宗。然而宪宗留给18岁太子朱佑樘的，是一个朝政
紊乱，国力凋敝的江山。在这个上天有意安排的千疮百孔的舞台上，孝宗皇帝用自己的宽容与勤奋力挽
狂澜，让明朝得到了中兴。

折叠理性治国由于幼年生活的坎坷，孝宗一直身弱多病。但孝宗却勤于政事，不仅早朝每天必到，而且
重开了午朝，使得大臣有更多的机会协助皇帝办理政务。同时，他又重开了经筵侍讲，向群臣咨询治国
之道。孝宗还开辟了文华殿议政，其作用是在早朝与午朝之余的时间，与内阁共同切磋治国之道，商议
政事。

朱佑樘提倡直言进谏，为人宽厚仁慈，躬行节俭，不近声色，勤于政事，重视司法。孝宗皇帝的勤政终
于得到了回报，弘治朝吏治清明，任贤使能，抑制官宦，勤于务政，倡导节约，与民休息，是明朝历史
上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的和平时期。被史家称为"弘治中兴"。



折叠统治后期由于孝宗多难的童年使得他的身体一直不好，他希望通过佛道之术能改变自己的身体状况
。因此一些奸佞之辈再次混入宫中，再次祸乱朝政。宦官李广就是其中之一，深得孝宗的宠信。后来李
广畏罪自杀，孝宗以为李广家中有天书，命人搜寻，却搜出了李广贪污、受贿的账本，孝宗这才醒悟。
李广事件唤醒了那个沉睡多年的励精图治的孝宗皇帝，他开始了生命中第二个，也是后一个勤政时期。
朱佑樘开始不断反思自己以前的所作所为，重新远佞臣而重用刘大夏、戴珊等贤臣，大力整顿朝纲，可
是过大的工作强度也彻底拖垮了他的身体。

折叠英年早逝大明弘治十八年(1505年)，朱佑樘驾崩于乾清宫，得年仅三十六岁。他在弥留之际召刘健
、李东阳、谢迁等入乾清宫接受顾命，命传位于皇太子朱厚照，并叮嘱诸卿说:"太子人很聪明，但是年龄
还小，又好逸乐，诸卿要好好辅佐他，使他担当起大任，朕死也瞑目了。"后给太子朱厚照的后嘱咐是"
任用贤臣"。

折叠编辑本段为政举措参见词条:弘治中兴

折叠政治铲除奸佞他的治国思路是很开放的，他不拘泥守旧，敢于否定前任的政策，即他的父亲明宪宗
的既定政策，大胆拨乱反正。由于明成化时期，宪宗皇帝宠信佛道，致使许多佞幸小人混入朝中，朱佑
樘诏令朝中不可崇佛信道，将前朝的法王、国师、真人、国子等封号一律革除，处死曾经妖僧继晓，使
文武百官相庆。

在人事安排上，朱佑樘完全来了一次大换血，他对前朝的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及奸佞小人如侍郎李
孜省、太监梁芳、万贵妃的弟弟万喜等人，毫不手软地做了处理，将内阁首辅万安罢官，将梁芳下狱，
将李孜省流放，同时，罢免右通政任杰侍郎蒯钢等千余人。但他并没有大开杀戒，史家对他的此举多有
称颂文。

重用贤良朱佑樘勤谨一生，处处以人为本。他将四品以上官员名单贴在宫内文华殿壁墙上，平时熟记，
做到心中有数，意在掌握官员动态，不受蒙蔽。他每天上朝听政，除早朝外，还恢复早已废弃的晚朝制
度，他常披阅奏章到很晚，从来不允许太监代批奏章。有，仁寿宫起火，人慌马乱的救火，忙了一夜，
朱佑樘没合一会眼，因此他没去上朝，就特地派人到朝堂向众大臣说明原因，向众臣请假。

在用人准则上，朱佑樘遵从唯贤唯德，大量重用贤才之士，这样，形成"弘治朝中多君子"的太平盛世局
面。他制定了严格的官吏考核制度，提拔选调官员以政绩为主。

待臣宽厚朱佑樘待臣下很宽厚，能推心置腹，从未鞭打过大臣，因此，君臣之间亲密无间，形同一家人
。对臣下宽厚平和，京官夜返家中时，必派铺军执灯传送，这些事虽不算大，但作为一个封建皇帝能如
此曲体臣下，确属相当不易了。这样，一大批以廉洁、勤奋、有事业心、以国为家的贤臣得以有机会施
展才干，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良臣大集合。朱佑樘还广开言路，虚心纳谏。每天的早晚朝之外，还每天
两次在平台召见有关大臣议事，称为"平台召见"的朝参新方式。

严管宦官鉴于前朝宦官专权乱政的教训，孝宗对宦官严加管束，东厂、锦衣卫再不敢任意行事，只能奉
守本职，因而几任锦衣指挥大致都能持法公允，用刑宽松。这是明中后期其他朝代所罕见的现象。



废除苛法朱佑樘更正律制，对刑罚运用十分慎重。1500年，制定《问刑条例》，1502年，编成《大明会
典》，删除了原《大明律》中多项残暴的法令。他命内外慎刑狱，任用的执法官吏比较贤明公正。

任用官吏主要官吏内阁刘吉、徐溥、刘健、丘浚、李东阳、谢迁文臣吏部尚书王恕、耿裕、屠滽、倪岳
、马文升户部尚书周洪谟、韩文、周经、佀钟、叶淇礼部尚书傅瀚、徐琼、张升兵部尚书余子俊、马文
升、刘大夏刑部尚书闵珪、白昂、彭韶、何乔新工部尚书徐贯、刘璋、曾鉴两都御史史琳、戴珊、李蕙
、王宗彝宦官何鼎、蒋琮、李广折叠经济轻徭薄赋朱佑樘体恤民生，善待百姓，他常常减免地方的赋税
。地方官奏报因灾情免赋的要求，他都无一例外地下旨同意。免税粮之外，他还给贫民麦种、牛种。他
还禁止宗室、勋戚奏请田土及受人投献，禁止势力人家侵夺民利。有一次，朱佑樘特地派遣手下人送羊
送酒到黄河工地上，犒劳治理黄河的刘大夏及河工人员。

兴修水利明孝宗在内政治道上主要的措施是大力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繁荣经济。弘治二年(1489年)五
月，开封黄河决口，孝宗命户部左侍郎白昂领5万人修治。弘治五年(1492年)，苏松河道淤塞，泛滥成灾
。孝宗命工部侍郎徐贯主持治理，历时近三年方告完成。从此，苏松消除了水患，再度成为鱼米之乡。

力求节俭孝宗力求节俭，诏减皇宫的开支与供奉，不大兴土木，主张节约费用，缓解人民负担。他屡次
下诏，禁止宗室、勋戚侵占民田，鱼肉百姓;还多次下诏减免一些地方的夏税、秋税。这些都十分有利于
缓和社会矛盾和社会危机。正统、成化年间，农民起义不断，有几次声势还相当大，而弘治一朝却几乎
没有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孝宗"恭俭有制，勤政爱民"，其中可能有溢美之词，不过，与前后几朝相比，弘治时期的朝政的确算是
清明的。

经济成就明代历朝国家赋税收入，洪武、永乐、宣德三朝为高峰。正统年间，由于将江南重赋官田改依
民田起科，赋税收入锐减至二千六百余万石。从此以后，景泰、天顺、成化始终徘徊于二千五百万至二
千六百万石之间，而弘治朝却增至二千七百万石，成为明中叶赋入高峰。其实这不仅是赋税的增加，人
口也一直在比较稳定地增长，从弘治元年(1488年)至弘治八年(1495年)，人户由9113630户增至10100279户
，至弘治十四年(1501年)更增至10408831户，弘治十七年(1504年)达10508935户，人口数则由弘治元年(148
8年)的50207934口，增至弘治十七年(1504年)的60105835口。

弘治中兴弘治元年(1488年)，他采纳大臣的建议，开设大小经筵。这一制度是在正统初年制定的，大经
筵，每月逢二、十二、廿二日举行，主要是一种礼仪;小经筵又称日讲，君臣之间不拘礼节，从容问答，
是重要的辅政方式。大小经筵制度，在宪宗朝时一度废置。孝宗开始坚持日讲，同时，又在早朝之外，
另设午朝，每天两次视朝，接受百官面陈国事。孝宗勤政图治的做法，与他父亲的怠于朝政形成鲜明的
对照。

由于孝宗锐意求治，朝廷上下，文武百官纷纷上言，或痛陈时弊，或广进方略。马文升上时政十五事，
包括选贤能、禁贪污、正刑狱、广储积、恤士人、节费用、抚四裔、整武备等诸多方面，孝宗无不大为
赞赏，一一付诸实施，这对弘治朝兴利除弊起了积极的作用。

折叠军事维护统一朱佑樘重视军事，极力维护国家统一。他在位时期，明军先后三次收复哈密，其中第
三次也是规模大的一次武力收复。羽奴思统治国吐鲁番地区后，开始与明朝争夺对哈密地区的控制权。1
488年，朱佑樘令罕慎袭封哈密忠顺王，"给金印，冠服"，对新疆的实际控制。同年，羽奴思之子阿黑麻



躬至哈密城下，诱罕慎盟，执杀之，复据其城，而遣使到明朝入贡。明朝识破其诡计，只得献还哈密金
印。1493年，阿黑麻再次攻占哈密，令其尊长牙兰守护哈密，并不时抢掠沙州等地威胁各卫归顺，为患
不已。1497年，明马文升前往平抚，汇同河西诸卫及诸部落族数千人，袭哈密城，牙兰等人逃跑，哈密
收复。当时朝廷中有人主张放弃哈密，但朱佑樘主张坚决出兵收复哈密，并立即委派马文升为元帅，大
败吐鲁番军，收复了哈密。

爱护武将他爱护武将，如马文升在兵部尚书任上，一次就罢免了三十多名不合格的军将，得罪了许多人
，朱佑樘坚定地支持马文升整军，甚至还特地派一些大内侍卫保护马文升。他下令命任何人不得役使团
营军士。对鞑靼小王子、火筛的反复多次入侵，均进行有效打击，使其败走。的战役有:1488年都指挥廖
冰击败小王子于兰州。1497年甘肃总兵官刘宁败小王子于凉州、1500年甘肃参将杨翥败小王子于黑山、1
503年朱晖袭小王子于河套。

和平政策朱佑樘奉行和平政策，采取积极防御抗战的战略。特别是鞑靼小王子，时战时和，不时侵扰明
境。朱佑樘统治期间，对鞑靼小王子、火筛等的多次入侵只是采取抗战驱赶之策，没有劳师远征，没有
深入沙漠主动出攻击小王子、火筛老巢，更没有主动对邻国发动大规模征战。对此，史家褒贬不一。但
其他邻邦或属国如安南、暹罗、乌斯藏、琉球、占城、撒马儿罕、火剌札、爪哇、日本等，则不定期来
明朝入贡。

振兴军备明代自正统以来，军事武备逐渐走向衰落，京军疲惫，边防松弛。为振兴军备，明孝宗依靠以
马文升为主要代表的朝臣，在京军整顿与边备守御上做了种种努力，采取一系列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提
高了军队战斗力，多少改变了边备空虚的弱态，为"弘治中兴"赢得了相对安定的外部环境。但因积弊年
深日久，弘治一朝的军队和边防问题依旧百弊丛生，这些小修小补更加难以扭转明朝军事力量日益衰落
的趋势。

折叠编辑本段历史评价折叠总评朱佑樘此人人品，提倡一夫一妻制。一生无大作为，但是很稳定，不胡
来，比较勤政，尊敬大臣，做了很多为民的善政。这样的皇帝虽然不能名声远扬，但是能够让自己的子
民真正享受安乐了。

他也是明代中叶励精图治的明君。朱佑樘的政绩诚然卓越，但让人感动的，是他的宽厚仁慈，不管对谁
，他都是宽厚对待，甚至包括他的仇人。

折叠史书评价《明史》:明有天下，传世十六，太祖、成祖而外，可称者仁宗、宣宗、孝宗而已。仁、宣
之际，国势初张，纲纪修立，淳朴未漓。至成化以来，号为太平无事，而晏安则易耽怠玩，富盛则渐启
骄奢。孝宗独能恭俭有制，勤政爱民，兢兢于保泰持盈之道，用使朝序清宁，民物康阜。《易》曰:"无平
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知此道者，其惟孝宗乎!

折叠历代评价李维桢:体貌大臣，开广言路，节用爱人，休息乎无为。近者歌讴而乐之，远者竭蹶而趋之
。德泽上昭天，下漏泉。至于今父老称弘治之盛，虽汉文、宋仁，何以加焉!

查继佐:"帝业几于光昌矣。群贤辐辏，任用得宜，暖阁商量，尤堪口法。斥妖淫，辟冗异，停采献，罢传
升，革仓差，正抽分，种种明断外，尤莫难于孝穆、孝肃之别祀，万贵妃之免议，于肃愍之旌功。所谓
情而安之于义，又列辟之所不能忘也。升遐之日，万姓哀号，岂偶然哉!若夫待外戚过厚，赐予颇滥，冗
员尚多，中贵太盛，囗或移心斋醮，纷费囗，盖积渐者久，未能遽革也。夫果深有得于《太极》、《西



铭》诸图书，即何难骑龙而上仙哉!"。

朱国桢:"三代以下，称贤主者，汉文帝、宋仁宗与我明之孝宗皇帝。"

谷应泰:"人主在襁褓，则有阿姆之臣;稍长，则有戏弄之臣;成人，则有嬖幸之臣;即位，则有面谀之臣。千
金之子，性习骄佚，万乘之尊，求适意快志，恶闻己过，宜也。"

谈迁:"虽寿宁之戚，天下艳之，然宠如窦宪，尚难泌水之园;骄即武安，未请考工之宅。则帝心之端可知
矣。"

邓元锡:"闻诸父老言，敬皇帝之世，太平有象也。君臣恭和、海内雍安。兆氓益殷炽阜裕，学士争游情于
三代两汉之文。洋洋巍巍，斯为盛。语曰:日中必礟，即欲为国家建治平无疆之统，斯千载一时矣。"

曾国藩:"自古英哲非常之君，往往得人鼎盛。若汉之武帝，唐之文皇，宋之仁宗，元之世祖，明之孝宗。
其时皆异材勃起，俊彦云屯，焜耀简编。"

白寿彝:在明中后期，如孝宗那样始终"勤求治理，置亮弼之辅，召敢言之臣，求方正之士，绝嬖幸之门"
的皇帝可说是的。无怪乎史家将其与汉文帝、宋仁宗并称。而孝宗一朝，由于政治清明，相对而言，社
会矛盾也相对得到缓和，其时农民起义也较前朝后代少得多。然而，弘治时期毕竟处于明中后期阶段，
前几朝积累下来的问题已严重地显现出来。

当年明月:"朱佑樘是一个好皇帝，也是一个好人。"

李梦之:评价历史人物，必须将其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看其所作所为是否解放了社会生产力，
是否推动了社会发展，是否起了进步作用。弘治当然不同于太祖、太宗的创业，他是守成之君。作为封
建皇帝，其政策出发点是维护封建统治，而其政权的基础是地主阶级，他还要依靠多数地主的支持，因
此，他的改良，或者说是新政，只能是修修补补，而不可能是根本性的变革。再加上他个人性格的因素
，使这些修修补补，也受一定程度的限制。但是，作为守成之君，他已经较好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

朱子彦:有明一代，孝宗皇帝是一个颇有作为的君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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