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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第一单元

古代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与特点

【单元学习导言】

农业的产生，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奠定了坚实基础。我国是世界农业起源地之一。古代中国以农

立国，农耕文明长期居于世界先进水平，精耕细作是我国传统农业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伴随着封建

土地私有制的确立，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成为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生产的基

本模式。

农业的发展，促进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中国古代的手工业享誉世界，官营手工业的发达和民

间手工业的发展构成了古代中国手工业的特征。古代商业不断发展，两宋时期，商人打破城市里坊和

市的界限，官府取消了交易时间的限制，商业空前繁荣，对外贸易也得到发展。

“重农抑商”作为我国古代的一项经济政策，对于保护农业生产的发展、抑制富商大贾的势力，以

及维持社会的相对稳定，都起过积极作用。但是，封建社会后期，“抑商”政策也抑制了工商业的正常

发展，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滋长。明清时期为防止倭寇等的侵扰，几度实行“海禁”和“闭关锁国”政

策，使中国错失了由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发展的良机，逐渐落后于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

第１课　发达的古代农业

【课标导向】

知道古代中国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和土地

制度，了解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

【重难点突破】

中国古代小农经济的基本特点和影响

１．特点

（１）以家庭为生产、生活的基本单位，农民占

有少量的生产资料，精耕细作。

（２）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自给自足的自

然经济。

（３）是中国封建社会农业生产的基本模式。

２．影响

（１）有利影响：小农经济之下，农民不同程度

地拥有一定数量的生产资料，拥有一定的生

产自主权，能支配一部分劳动产品，具有生产

积极性。小农经济的发展奠定了我国古代长

期领先世界的物质基础。

（２）不利影响：由于小农经济规模小和条件简

陋，加之封建剥削的沉重，农业始终维持着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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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再生产，顽固地保持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

济形态，自然经济的牢固存在不利于我国商

品经济的发展，它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缓慢

和长期延续的重要原因。随着人口增加和土

地兼并，人地矛盾日益突出。土地的过度开

垦，导致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

【自主学习】

一、早期农业生产的出现

１．出现

（１）中国是世界农业的起源地之一，最早可追

溯到距今一万年左右，距今七八千年前时原

始农业已相当发达。

（２）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种植　　　　　　和

　　　　　　的国家。

２．主要耕作方法：　　　　　　　　　　　　。

３．主要耕作工具：石刀、石斧、石犁。

４．发展

（１）　　　　　的出现和普遍使用，使农业生

产力提高。

（２）商周时期，出现　　　　　农具，人们已

懂得开沟排水、除草培土、　　　　　和治虫

灭害等技术。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殏

殏殏

殏

　　商周时期，虽然出现了青铜农具，但

由于青铜比较珍贵，在农业生产中仍然很

少使用，当时主要的耕作工具仍是木制的

耒耜和石锄、石犁。

（３）西周时期，　　　　　种类更加丰富，有

粟、稻、黍、稷、麦、桑、麻等，后世的主要农作物

多已具备。人们也由经常迁徙走向定居生活。

二、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

１．我国传统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　　　　　，

其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１）开始使用和逐渐推广：春秋战国时期。

（２）改进和进一步推广：两汉时期。赵过推广

　　　　　（两牛三人），后来又出现犁壁。

注：西汉时还出现了播种工具耧车。

（３）完善：隋唐时期。江东地区出现　　　　

　　　　　，安装了犁评。

２．耕作技术的进步：

（１）耕作方法：春秋战国：　　　　　；西汉：

代田法（赵过推行）。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
檪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
檪

殏

殏殏

殏

　　西汉赵过既推广耦犁，又推行代田法。

（２）耕作技术　魏晋南北朝：　　　　　技术

（北方旱地）、耕耙技术（南方水田）。

（３）耕作制度　两汉：一年一熟；宋朝以后，江

南：　　　　　、一年两熟或三熟。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
檪
檪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
檪
檪

殏

殏殏

殏

　　宋朝以后，我国的经济重心由北方逐

渐转移到了江浙地区即南方。

３．水利灌溉

（１）水利工程　战国：　　　　　；汉朝：漕

渠、白渠、龙首渠等。

（２）灌溉工具　曹魏：　　　　　；唐朝：　　

　　　；宋朝：高转筒车；明清：风力水车。

三、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

１．商周时期：　　　　　　　　　（井田制）和

集体劳动。

２．小农经济

（１）形成时间：春秋战国时期。

（２）原因：铁犁牛耕技术的出现和推广，提高

了社会生产力；　　　　　确立。

（３）基本特点：

①以　　　　　（家庭）为生产、生活的基本

单位（分散性）。

②男耕女织，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

③　　　　　的自然经济（封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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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地位：是我国传统农业社会生产的　　　

　　　　　　，是两千多年中国封建社会生

存和发展的经济基础。

（５）评价：

①积极作用：农民拥有一定的土地、农具和耕

畜等生产资料，具有生产　　　　　；农民在

有限的土地上，努力提高耕作技术，为我国农

业的精耕细作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②局限性（脆弱性）：因经营规模很小、　　　

　　　　　　的沉重剥削和负担沉重的徭

役，十分脆弱，每遇灾荒瘟疫，多数家庭就会

陷入贫困，失去土地或破产流亡。

【练习检测】

１．中国在世界上最早种植的粮食作物是（　　）

①玉米；②水稻；③粟；④小麦

Ａ．①②　　Ｂ．③④　　Ｃ．②③　　Ｄ．①④

２．随着松土工具耒耜（如下图）的使用，说明当

时我国的农业生产处于（　　）

Ａ．刀耕火种阶段 Ｂ．石器锄耕阶段

Ｃ．青铜器阶段 Ｄ．铁器阶段

３．下列古代农具中，用于播种的是（　　）

Ａ．耧车 Ｂ．翻车 Ｃ．筒车 Ｄ．水排

４．史书记载：“水激轮转，众筒兜下，次第下倾于

岸上……以灌稻田，日夜不息，绝胜人力”这

种提水工具最早出现于

Ａ．东汉 Ｂ．曹魏 Ｃ．唐朝 Ｄ．北宋

５．小农经济的基本特征是（　　）

①个体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②产品主

要满足生活所需和交纳赋税；③生产工具和

生活用品全部自己生产；④是一种自给自足

的自然经济

Ａ．①③④ Ｂ．①②④

Ｃ．②③④ Ｄ．①②③

６．阅读下列图片：

　　　　图一　　　　　　　　　　图二

图三　曲辕犁示意图

请回答：

（１）分别写出图一、图二两张图片的发明朝代

以及名称。图三在什么朝代出现在什么地方？

（２）从三幅图片中你得到了哪些信息？它们

表现了农业生产上的什么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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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课　古代手工业的进步

【课标导向】

列举古代中国手工业发展的基本史实，认

识古代中国手工业发展的特征。

【重难点突破】

一、中国古代手工业的三种主要经营形态及各

自在社会中的地位。

１．中国古代手工业的三种主要经营形态：官营

手工业、民营手工业和家庭手工业。

２．在社会中的地位：官营手工业由政府直接经

营，进行集中的大作坊生产。它凭借国家权

力，征调优秀工匠，控制最好的原料，生产不

计成本，产品大多精美。主要生产武器等军

用品和供官府、贵族使用的生活用品。在资

金、人才、技术和经营规模上占绝对优势。民

营手工业由民间私人经营，主要生产供民间

消费的产品。家庭手工业是农户的一种副

业，在漫长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时代，家庭

手工业占相当比重。

二、中国古代手工业发展的主要基本特征

１．历史悠久，长期领先世界（享誉世界）。

２．官营手工业、民营手工业、家庭手工业三种经

营形态并存。

３．生产部门不断增加；技术不断进步；规模不断

扩大、劳动分工越来越细；明清时期还出现了

资本主义萌芽。

４．经济重心南移，与手工业生产布局成相应

变化。

５．不占主导地位（统治地位），占主导地位的是

小农经济（自然经济）。

【自主学习】

一、素称发达的官营手工业

１．历程

（１）夏、商、西周时期：以　　　　　　　为代

表的手工业，由官府垄断。

（２）春秋战国时期：官营手工业继续发展。

（３）　　　　　　　以后：煮盐、冶铁、铸钱等

收归官办。

２．特点

由　　　　　直接经营；集中的大作坊生产；

凭借国家权力征调优秀工匠，生产不计成本；

素称　　　　　，世界领先。

３．表现

（１）冶铸业

①冶铜业：原始社会晚期已掌握冶铜技术；商

周时代，青铜铸造进入繁荣时期，有司母戊

鼎、　　　　、三星堆青铜礼器等精美铜器。

②冶铁业：　　　　　，已有铁器；两汉，高炉

炼铁和炒钢技术、东汉杜诗发明水力鼓风冶

铁工具　　　　　；南北朝，灌钢法。１６世纪

以前一直领先世界。

（２）制瓷业

①商朝：已烧制出原始瓷器。

②　　　　　：烧出成熟的青瓷。

③北朝：烧出成熟的白瓷。

④唐朝：形成　　　　　　两大制瓷体系。

⑤宋朝：制瓷技术大放异彩，瓷窑遍布全国各

地，出现五大瓷窑。

⑥明清：种类丰富，有青花瓷、彩瓷、珐琅彩。

⑦著名瓷都是　　　　　　　　　　　。

（３）丝织业

①中国是世界上最早　　　　　　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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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距今四五千年，已经养蚕，有了丝织品。

③商朝：已有织机，能织多种丝织品。

④西周：生产斜纹提花织物。

⑤西汉：长安的东西织室工人多（代表作：马

王堆出土的　　　　　　　　　）。

⑥唐朝：以轻盈精湛著称，还吸收了　　　　

　　　的织法和图案风格。

⑦宋朝：品种繁多，织锦吸收花鸟画中的写实

风格。

⑧明清：丝织品（尤其是细密精致的缎）超过

前代；在苏州、杭州设织造局。

二、艰难经营的民间手工业

１．种类

（１）家庭手工业：以　　　　　为代表，产品

主要用来交纳贡赋和家庭消费。

（２）民营手工业：产品主要供　　　　　。

２．曲折发展的历程

（１）发展：春秋战国和秦汉。

（２）遭受摧残：魏晋南北朝。

（３）恢复和发展：　　　　　。

（４）艰难发展：两宋以后，城乡所需的日常用

具及用品主要出自民营手工业；

（５）元朝：　　　　　　　　推广先进的棉纺

织技术。

（６）占据主导地位：　　　　　　　　　以

后，民营手工业甚至超过官营手工业；使用的

　　　　　　　　　　，结构复杂而精密，专

门制造精细的丝织品。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
檪
檪
檪
檪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
檪
檪
檪
檪

殏

殏殏

殏

　　明中叶以前，在全社会手工业生产

中，官营手工业占据主导地位；此后，民营

手工业占据主导地位。

３．明清资本主义的萌芽和缓慢发展

（１）原因：社会生产力和　　　　　的发展。

（２）出现：

①时间：　　　　　中后期。

②地点和部门：江南的一些手工业部门，如苏

州和杭州的丝织业部门。

③标志：“　　　　　　　　　（早期资本家）

出资，机工（雇佣工人）出力”。

④性质：　　　　　　　　　的关系即资本

主义生产关系。

（３）清朝时期，继续缓慢发展。

三、中国古代手工业享誉世界

１．地位

长期领先世界，产品不仅供国内消费，而且远

销亚、非、欧许多国家，广受欢迎和赞誉。素

有“　　　　　　”和“　　　　　　”之称。

２．外销

（１）西汉开始：中国丝绸通过“　　　　　”远

销亚洲、欧洲。

（２）　　　　　起，中国瓷器大量输出国外，

远达欧洲、非洲。

（３）明清：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瓷器对外的销

量更大，明代烧制了带有　　　　　　　　

和梵文装饰图案的瓷器。清代还根据欧洲商

人的订单，专门烧制　　　　　　　　　　

和鱼缸等。

３．影响

从　　　　　　　　　开始，欧洲国家陆续

生产瓷器。

【练习检测】

１．《国语·晋语》中说：“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

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该材料说明西周时

期（　　）

Ａ．手工业开始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

Ｂ．民营手工业得到迅速发展

Ｃ．家庭手工业是主要经营形态

Ｄ．手工业被官府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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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下列手工业在我国形成的先后顺序是（　　）

①制瓷业；②丝织业；③冶铁业；④棉纺织业

Ａ．②③①④　　　　　Ｂ．③②④①

Ｃ．③②①④ Ｄ．②④③①

３．南北朝时期，我国冶金技术取得的最重要成

就是（　　）

Ａ．炒钢技术 Ｂ．水排

Ｃ．灌钢法 Ｄ．高炉炼铁

４．汉乐府《孔雀东南飞》中焦仲卿妻：“十三能织

素，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她身上的打扮

是“妾有绣腰糯”，她床上的装饰是“红罗夏斗

帐，四角垂香囊。香帘六七寸，碧绿青丝绳”。

这些描述主要反映了（　　）

Ａ．中国古代男尊女卑思想严重，女子备受压

迫，日夜劳作

Ｂ．汉代吏治腐败，焦仲卿为普通少吏，家里竟

可以布置得如此富丽堂皇

Ｃ．汉代丝织业生产的普及和发达程度

Ｄ．汉代家庭手工业在手工业生产中占据主导

地位

５．从下列各项找出最能代表我国古代手工业生

产水平长期领先于世界的一组（　　）

①青铜器；②瓷器；③丝织品；④电灯泡

Ａ．①②③④ Ｂ．①②③

Ｃ．①④ Ｄ．②③

６．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　昔圣王之处士也，使就闲燕；处工，

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

———《国语·齐语》

材料二　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匹妇蚕之，

则老者足以衣帛矣。

──《孟子·尽心上》

材料三　苏州东城比户习，“专其业者不啻万

家”，大多“雇人工织”，按件计酬。

──清《长洲县志》

请回答：

（１）以上三则材料分别反映了我国古代手工

业中哪三种主要经营形态？

（２）材料一所反映的手工业经营形态中，主要

特点是什么？

（３）材料二反映出的经营形态的最主要特点

是什么？

（４）材料三反映出手工业部门出现了什么新

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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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课　古代商业的发展

【课标导向】

概述古代中国商业发展的概貌，了解古代

中国商业发展的特点。

【重难点突破】

中国古代商业发展的主要特点

１．商业产生之后不断发展，到宋元时期空前

繁荣。

２．国内贸易、边境贸易和对外贸易全面繁荣。

３．古代金融发达，类似于银行的柜坊、类似于汇

票的飞钱和纸币很早就出现了。

４．商业活动不断打破地点限制和时间限制，政

府对商业的控制逐渐减少。

５．重农抑商政策长期实行，商人的社会政治地

位低下。

【自主学习】

一、重农抑商下的古代商业

１．先秦

（１）商朝人以善于经商著称，后世将从事商业

活动的人称为“　　　　　”。

（２）　　　　　时期官府控制商业的局面被

打破，出现许多商品市场和大商人。

２．秦汉

（１）原因：秦汉以来，统治者多推行　　　　

　　　　政策，经商受到时间、地点的限制。

（２）表现：商业发展比较艰难，总体水平不高，

但还是得到一定发展。

３．隋唐

（１）原因：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大运河的开

通，有利于商业流通。

（２）表现：都市商业繁荣，　　　　　　　贸

易发展，柜坊和飞钱问世。

４．宋元

（１）原因：两宋时期商业环境相对宽松；元朝

交通发达，国家空前统一。

（２）表现：两宋时期商品种类迅速增加，出现

世界上最早的纸币“　　　　　　　　　”；

商税收入成为政府重要财源；元朝商业繁荣，

　　　　　　　　成为国际性商业大都会。

５．明清

（１）原因：小农经济与市场的联系日益密切，

城镇商业呈现繁荣景象。

（２）表现：棉花、茶叶、甘蔗、染料等农副产品

大量进入市场；区域间长途贩运贸易发展较

快；货币作用越来越大，出现地域性的商人群

体，叫做“　　　　　”，其中人数最多、实力

最强的是　　　　　和　　　　　。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
檪
檪
檪
檪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
檪
檪
檪
檪

殏

殏殏

殏

　　古代使用的货币主要有：贝（商朝）、

半两钱（秦）、五铢钱（汉）、开元通宝（唐）、

交子（宋）、白银（明清）。

二、市的变迁和城市的发展

１．市的变迁

（１）宋朝以前：县治以上的城市，在特定位置

设市，用于货物聚集和商品交易；市四周有围

墙与民居严格分开；官府设　　　　　　　

　　　　　进行严格管理；按时开市闭市。

（２）宋朝时期：城市中　　　　和　　　　的

界限被打破；城郊乡村的“　　　　　　　　

　　　　”更加普遍；出现汉口镇、　　　　

　　　　、景德镇、朱仙镇四大商业名镇；旧

时日中为市的　　　　　　　　　限制被打

破；交易活动不再受官府直接监管。

２．城市的发展

（１）长安、　　　　　、开封、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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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等大城市，既是不同时期的政治中心、军事

重镇，也是著名的商业中心。

（２）丝绸之路的开通、　　　　　　　的开

凿、　　　　　　　的逐渐南移，催生了一批

城市的兴起繁荣。

（３）南方经济的发展，使扬州、成都等一批南

方城市成为当时最繁华的大都会，以致出现

了“　　　　　　　　　”的说法。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殏

殏殏

殏

　　古代的城市与现在的城市不同，“城”

和“市”最初是分开的。“城”是政治中心、

军事重镇或交通要塞等，而“市”则为商品

交易和贸易区。后来“城”和“市”才合二

为一，城市的商业功能也日渐显露。

三、官府控制下的对外贸易

１．元朝以前对外贸易一度繁荣

（１）西汉：开通陆地和海上两条　　　　　。

（２）唐朝：　　　　　成为重要的外贸港口，

政府设有　　　　　，专管对外贸易。

（３）宋朝：同亚非很多国家进行贸易，　　　

　　成为南宋国库重要财源。

（４）元朝：　　　　　被誉为当时世界第一大

港；在主要港口先后设七个市舶司。

２．形式———朝贡贸易

（１）特点：官府控制，通过朝贡与赏赐完成交

易；“厚往薄来”“倍偿其价”，不计较经济效益

（政治目的大于经济目的）。

（２）目的：宣扬　　　　，加强与海外各国的

联系，满足统治者对异域　　　　的需求。

３．清朝渐趋萎缩

（１）原因：统治者实行海禁和“　　　　”政策。

（２）表现：规定由政府特许的广州“　　　　

　　　　　”统一经营对外贸易；出口商品仅

占市场商品总量的３％左右。

【练习检测】

１．下列时代，商业主要由官府控制的是（　　）

①商朝②西周③春秋④战国

Ａ．①②　　　　　　　Ｂ．③④

Ｃ．①②③ Ｄ．①②③④

２．下列关于“交子”的说法，不正确的是（　　）

Ａ．世界上最早的纸币

Ｂ．首先出现于四川地区

Ｃ．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

Ｄ．由北宋中央政府发行

３．北宋东京城与唐朝长安城最大的不同是

（　　）

Ａ．打破了坊市界限 Ｂ．商业繁荣

Ｃ．出现了“夜市” Ｄ．手工业发达

４．“边城暮雨雁飞低，芦笋初生渐欲齐。无数铃

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唐朝人张籍的

这首诗反映的社会现象是（　　）

Ａ．张骞出使西域时的西行骆驼队

Ｂ．丝绸之路开通后，丝和丝织品大量西运

Ｃ．安史之乱后丝绸之路因战乱时断时续

Ｄ．长安城各地商人来来往往商业繁荣

５．下列历史文物，对研究我国古代商业具有重

要意义的是（　　）

①半坡人面网纹盆；②敦煌莫高窟壁画；③嵌

错赏功宴乐铜壶；④《清明上河图》

Ａ．①②③④ Ｂ．①②④

Ｃ．②③④ Ｄ．②④

６．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　“海客乘天风，将船远行役。譬如云

中鸟，一去无踪迹。”

———唐·李白《估客乐》

“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如今不

似时平日，犹自笙歌彻夜闻。”

———唐·王建

《十五夜望月寄杜郎中时会琴客》








































































8



材料二　“今夜半醉归草市，指点青帘上酒楼。”

———宋·陆游《杂赋》

材料三　“尔来盗贼往往有，劫杀贾客沉其艘。”

———宋·王安石

材料四　老农家贫在山住，耕种山田三四亩。

苗疏税多不得食，输入官仓化为土。

岁暮锄犁旁空室，呼儿登山收橡实。

西江贾客珠百锺，船中养犬长食肉。

———唐·张籍《野老歌》

材料五　大妇弓弹中妇绩，绿鬓小妇当窗织，

莫辞劳，吴中贾来价正高。

———乾隆时《南江县志·棉布谣》

请回答：

（１）依据材料一至三，概括唐宋商业发展的状况。

（２）依据材料四，指出该诗所记录的社会政治

经济现实。

（３）材料五表现出了哪些历史现象？它与唐

宋时期相比最大的不同点是什么？











































第４课　古代的经济政策

【课标导向】

知道古代中国土地制度。了解“重农抑商”

“海禁”等政策及其影响，分析中国资本主义萌

芽发展缓慢的原因。

【重难点突破】

一、“重农抑商”政策的内容、目的和评价

１．内容

重农抑商政策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采用的最

基本的经济政策，其核心内容是主张重视农

业生产和小农经济，严格限制工商业的发展。

２．目的：直接目的是确保赋役的征派和地租的

征收，根本目的是巩固封建统治。

３．评价

（１）积极作用：在封建社会初期，有利于促进

社会经济的发展，巩固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

政权；促进了农业的发展，有利于社会稳定。

（２）消极作用：阻碍了工商业的发展，妨碍商

业资本发展和向手工业资本转化，严重地妨

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滋长；维护了农业和家

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妨

碍自由劳动力的形成、国内市场的扩大和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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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积累；限制了社会经济的平衡发展，导致

经济结构过分单一；为扩大耕地面积，人为地

毁林开荒、围湖造田，导致了环境的恶化；从

根本上造成了中国社会的落后，这也是造成

近代中国落后于西方的重要经济原因。

二、“闭关锁国”政策的含义、原因和评价

１．含义：明清政府实行的严格限制对外交通、贸

易的外交政策，包括对来华外人的商务活动、

居留期限、华夷交往等做出限制，实行“禁

海”。需要注意的是，“严格限制”对外交往不

等同于“绝对禁止”一切对外交往。

２．原因

（１）自给自足、落后闭塞的封建自然经济是

“闭关锁国”政策推行的根本原因。

（２）明中期倭寇侵扰我国东南沿海和西方殖

民者向东方殖民扩张是明清统治者实行“闭

关锁国”政策的客观原因。

（３）清朝统治者民族狭隘性的表现。清朝统

治者企图通过“海禁”“闭关”，将国内汉人与

外界完全隔绝，以防他们内外联结，形成反清

力量。

３．评价

（１）积极作用：清政府试图通过“闭关政策”，

对内加固自身的统治，对外进行民族“自卫”。

这种消极防御手段，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对外

侵略的日益迫近和愈加狂暴，曾起到过一定

的民族自卫作用。

（２）消极作用：它妨碍海外市场的开拓，抑制

资本的原始积累，阻碍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阻碍了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中国长期与世界

隔绝，逐渐落后于世界潮流；使封建自然经济

长期延续，从而助长了封建统治者的故步自

封、夜郎自大。

４．启示：中国只有实行对外开放，才能发展进

步，才能超越世界先进的国家。

【自主学习】

一、土地制度的演变———由公有到私有

１．原始社会：土地属于　　　　　所有。

２．奴隶社会（夏、商、西周）：土地国有（一切土地

属于　　　　　），即“　　　　　”。

（１）基本特点：

①国王把　　　　层层分封，受封者世代享

用，不能转让与买卖，并要向国王交纳贡赋。

②庶民和奴隶在贵族封地上耕种，遭受着残

酷剥削和奴役。

③耕地十分规整，成方块状，形同“井”字，被

称为“井田”。

（２）瓦解

①春秋时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井田以外的

荒地被大量开垦为　　　　　。

②周室衰微，兼并战争频繁，诸侯视自己疆域

内的土地为私产，土地转让关系进一步发展。

③在井田耕作的劳动力不断减少。

④税制改革。以公元前５９４年，鲁国首先规

定：不论公田、私田，都要　　　　　。其他

诸侯国也相继进行税制改革，这实际上承认

了　　　　的合法性。到战国时期，各诸侯

国先后进行变法。秦国的　　　　，废除井

田制，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封建土地私有制。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
檪
檪
檪
檪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
檪
檪
檪
檪

殏

殏殏

殏

　　井田制的发展历程：开始实行（夏）→

发展（商）→鼎盛（西周）→瓦解（春秋）→

废除（战国）。

３．封建社会：封建土地私有制

（１）发展途径：地主依靠政治经济特权进行土

地兼并，造成社会两极分化。

（２）抑制土地兼并

①目的：维护　　　　　，巩固封建统治。

②措施：北魏至唐朝前期实行　　　　　；明

朝政府丈量全国土地，按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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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寡收取赋税。

③结果：起到鼓励农民垦荒的作用，但不能真

正阻止　　　　　。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殏

殏殏

殏

ａ．封建土地私有制分为地主土地私有制、

国有土地所有制、农民土地所有制三种主

要形式。其中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占主

要地位，是封建生产关系的基础。封建土

地国有制的具体形式包括均田制等。农

民土地所有制虽不占支配地位，却广泛而

分散，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建立和长

期存在的基础。

ｂ．历代封建政府采取抑制土地兼并的措

施都不能真正阻止土地兼并，其根源就在

于封建土地私有制。

二、“重农抑商”

１．原因

（１）根本原因：小农经济（自然经济）是封建社

会的统治基础；统治者为保护农业生产和小

农经济，确保赋役征派和地租征收，巩固　　

　　　。

（２）直接原因：商业与农业争夺　　　　、影

响　　　　甚至危及封建统治等问题。

２．主要表现

（１）战国：商鞅首倡“重农抑商”，提出　　　

　　　是本业，工商业是　　　　　　。

（２）西汉：　　　　　推行货币官铸、盐铁酒

专卖、官营贩运、物价管理、向工商业者加重

征税等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富商大贾

的势力。

（３）明清：政府依然固守“重农抑商”（“重本抑

末”）政策，继续实行　　　　　制度，加征民

营商业的商税。

３．影响

（１）积极影响：保护和促进了农业的发展，有

利于社会稳定，进而促进了整个社会经济的

发展，巩固了封建地主阶级统治。

（２）消极影响：破坏了　　　　　的正当经

营，妨碍商业资本发展和向手工业资本转化，

严重地阻碍了　　　　　的滋长。从根本上

造成了中国社会的落后，是造成近代中国落

后于西方的重要经济原因。

三、“海禁”与“闭关锁国”

１．原因

（１）根本原因：自给自足的　　　　　（自然

经济）占主导地位。

（２）直接原因：

①明朝初期东南沿海　　　　　猖獗。

②清初要对付东南沿海的　　　　　。

③清政府甚至认为，天朝大国物产丰盈，无所

不有，无需与外国进行　　　　　。

２．表现

（１）明朝：　　　　　实行“海禁”，规定人民

不得擅自出海与外国互市，对外贸易只能在

官方主持下进行。

（２）清朝：禁止官民私自出海，沿海居民内迁

数十里、不许人民片板下海，实行“　　　　

　　　　　　”。

（３）明清统治者虽曾开放海禁，但基本实行　

　　　　政策。

３．影响

（１）积极：保护了自然经济；一定程度上起到

了民族自卫作用。

（２）消极：妨碍　　　　的开拓，抑制资本的

原始积累，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滋长；使中

国与世界隔绝，逐渐落后于　　　　　　　。

“海禁”与“闭关锁国”并不是说和海外完全没

有商品贸易、人员往来，而是对其严加限制。

比如，清政府只开广州一处对外通商，规定由

政府特许的广州“十三行”统一经营对外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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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检测】

１．《诗经·小雅·北山》载：“普天之下，莫非王

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反映出当时实行

的主要土地制度是（　　）

Ａ．氏族公社所有制　　Ｂ．井田制

Ｃ．均田制 Ｄ．农民土地所有制

２．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２９日下午召开的第十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１９次会议经过表决决定，废止

１９５８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

例》，这意味着在中国已经实行了２６００年的

农民种粮交税的历史将从２００６年１月１日起

结束。为此，２００６年２月２２日国家邮政局发

行《全面取消农业税》纪念邮票一枚（右图）。

我国征收农业税的最早记载

可上溯到（　　）

Ａ．西周

Ｂ．春秋

Ｃ．战国

Ｄ．秦朝

３．下列有关“重农抑商”政策的表述，不正确的

是（　　）

Ａ．其目的是维护宗法制度和分封制度

Ｂ．商鞅变法明确规定了“重农抑商”的政策

Ｃ．重视发展农耕，限制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

Ｄ．中国古代历朝大都执行“重农抑商”的政策

４．关于清朝闭关政策的说法不正确的是（　　）

Ａ．其阻碍了中国手工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

Ｂ．其目的在于维护国内商品市场

Ｃ．是对外商加以种种限制的政策

Ｄ．其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相适应

５．实行重农抑商和闭关锁国政策产生的影响是

（　　）

①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②强化了自

给自足的自然经济；③造成了中国的日益落

后；④加速了小农经济的解体

Ａ．①②③ Ｂ．②③④

Ｃ．①③④ Ｄ．①②③④

６．材料一　商藉农而立，农赖商而行。

———宋·陈亮

材料二　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

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想要的），商又使其愿

出于途者（指流通），盖皆本也。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财计三》）

材料三　清雍正帝说：“我国家休养生息，数十

年来，户口日繁，而土地只有此数，非率天下农

民竭力耕耘，兼收倍获，欲家室盈宁，必不可

得……朕观四民（指士、农、工、商）之业，士之

外，农为最贵。凡士工商贾，皆赖食于农，以故

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

———摘自《大清会典事例》

请回答：

（１）材料一中陈亮的观点是否正确，说明了

什么？

（２）从材料二、三中分别归纳黄宗羲和雍正帝

的观点，并作简要评价。

（３）今天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我们应如

何正确看待农、工、商三者的关系？








































































单元检测

１．中国传统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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