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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要求 考题统计（2021—2023） 备考建议

古代 中国

的农业、手

工业 和商

业

古代中国的农业发展 3年 6考（选择题 2次，非选择题 4次） 3年考查基本平衡，经济

中最重要的是农业问题，

复习时关注史料，尤其现

代三农问题，结合实际进

行问题的拓展延伸

古代中国的手工业 3年 3考（选择题 3次）

古代中国的商业 3年 5考（选择题 4次，非选择题 1次）

古代 中国

的经 济政

策及 经济

现象

经济政策 3年 3考（选择题 2次，非选择题 1次）
经济政策以重农抑商考

查为主，内容结合经济现

象，复习时注重历朝历代

对该政策的制定

经济重心 3年 5考（选择题 5次）

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

慢
3年 1考（选择题 1次）

古代 中国

居住环境、

交通、人口

迁徙 与医

学成就

古代中国居住环境、

交通
3年 2考（选择题 1次，非选择题 1次）

近三年有所涉及，备考中

从实际出发，联系时事政

治内容，注重地图的把

握，提高知识运用能力





考点一 古代中国农业、手工业和商业

知识点 1 古代中国的农业发展

核心提炼 1．古代中国的农业的发展

时间 概况

原始社会
约 1万年前，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磨制石器，大量陶器，原始农业，北粟南稻，锄耕、犁

耕先后出现；饲养家畜，猪、狗

商周

特征：我国奴隶制社会经济发展并走向繁荣的时期。

土地制度：奴隶主土地国有制，不能随意买卖；井田制是土地经营方式；土地掌握在君主和

各级贵族手中，农夫集体耕作。

工具：主要是木、石、骨、蚌等材质的，青铜农具极少。

春秋战国

耕作方式：铁犁牛耕的应用，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

经济形态：小农经济，以家庭为基本单位进行农业生产，还通过家庭手工业补贴家用；

水利：各国重视，如都江堰、郑国渠、芍陂

秦汉

政策：秦以后统治者推行重农抑商政策；

水利工程：西汉修龙首渠；农学：《汜胜之书》、《四民月令》

耕作方式：汉朝以后，铁犁牛耕成为中国传统农业主要耕作方式；

工具：东汉末出现翻车

魏晋南北朝

工具：翻车经马钧改进，广泛使用；

土地制度：北魏至唐朝前期均田制；

区域开发：江南，土地大量开垦，农作物品种增加，产量提高；

劳作方式：坞堡带有庄园经济色彩；

农学：北朝贾思勰《齐民要术》

隋唐

耕作工具：江南地区曲辕犁，耕犁基本定型；

灌溉工具：筒车；

技术体系：秦汉到隋唐时期，逐渐形成北方旱田和南方水田两种精耕细作的农业技术体系

宋元

土地经营方式：一年两熟稻麦复种制相当普遍，也有一年三熟；出现种植固定经济作物的农

户；

作物：宋朝，棉花开始在内地种植，元朝南方植棉逐渐普遍；

边疆开发：进一步，漠北、东北、西北、西南的农业显著进步；

农学：《农书》

明清

外来作物：明朝后期，玉米、甘薯等传入；

经营方式：江南等地区农业的多种经营日益兴盛，广泛种植经济作物，有的还兼营产品初级

加工或相关副业；

农学：徐光启《农政全书》



核心提炼 2．古代中国重要的农书及特点

农书 特点

《汜胜之书》 我国现存最早的农书

《四民月令》 东汉晚期，地主田庄的经营家历

《齐民要术》 北朝，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完整的农书、农本思想；黄河流域下游地区农牧业生产经验、

食品加工与储藏、野生植物的利用、治荒方法等；综合性农书

《农书》 元朝，集北方和南方的农业技术于一体，其中关于农业工具的记载尤为丰富

《农政全书》 总结了清代以前的农业生产技术；贯穿着作者治国治民的“农政”思想；介绍了泰西水利

技术

【难点突破】中国古代政府重视发展农业的措施？

①强调以农立国,视农业为“本业”。

②奖励耕织,劝课农桑,鼓励生产。

③保证农民拥有一定的土地。

④推行休养生息政策,减轻农民负担,轻徭薄赋。

⑤重视兴修水利,治理水患,利于农业的发展。

⑥统治者调整生产关系,改革赋税制度。

【真题研析】

1．（2023·江苏卷）据淮关税收统计，乾隆年间由运河输往江南的大豆、豆饼每年达数百万石之多。此外，

每年由海路从山东半岛和东北输入江南的上千万石粮食中，也有很大一部分是作为手工业原料和农业肥料

的大豆和豆饼。上述史实反映了乾隆年间（ ）

A．江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 B．长途贸易依赖海路运输

C．北方粮食亩产量国内领先 D．商人资本控制了生产领域

【答案】A

【详解】本题是单类型单项选择题。据本题主题干的设问词，可知这是本质题。据本题时间信息可知准确

时空是：清朝（中国）。根据材料“乾隆年间由运河输往江南的大豆、豆饼每年达数百万斤,东北输入的上

千万石粮食中，也有很大一部分是作为手工业原料和农业用粮”可知，清朝时，江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

手工业较北方发达，农业产量高，需要较多大豆和豆饼作为手工业原料和农业肥料，因此北方生产的大豆

就大量运输至南方，A项正确；材料还提及了运河运输，不能说明长途贸易依赖海路运输，排除 B项；C

项与史实不符，北方粮食亩产不及南方，排除 C项；材料无法体现商人资本控制了生产领域，排除 D项。

故选 A项。

2．（2023·全国乙卷）孟子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

其时，七十（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这一观点所依托的时代背

景是（ ）

A．休养生息政策的实施 B．井田制度的繁荣

C．农业生产技术的发展 D．商业活动的衰退



【答案】C

【详解】本题是单类型单项选择题。根据主题干设问词可知本题是背景题。时空是：战国时期（中国）。

根据材料可知，材料主要内容是小农生生产生活的景象，这一观点是孟子提出的，孟子生活在战国时期，

结合所学知识可知，孟子能够提出这一观点是因为战国时期出现铁犁牛耕，农业生产技术得到极大发展，

使小农生产取代了井田制下集体生产，C项正确；休养生息政策是源于道家无为而治顺其自然的观点，排除

A项；这一时期井田制走向瓦解，排除 B项；这一时期，工商食官不断崩溃，私营工商业不断发展，商业

活动较之前而言是发展的，排除 D项。故选 C项。

3．（2022·河北卷）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农书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出现，南北朝时期的《齐民要术》系统总结了北方旱作农业精耕细作

的经验，是代表当时中国和世界最高水平的农学经典，宋代的《陈旉农书》第一次总结了南方农业技术的

成就。元代的《农桑辑要》《王祯农书》囊括了南北方农业科学技术的精华，明代的《农政全书》首次增

加屯垦、水利、荒政等内容，并收录了西方水利著作，是传统农学中继承与创新相结合的集大成之作。近

代西方农业科学传入之前，中国农书估计达千种之多，内容涵盖了农业生产的各个方面。

——摘编自卢嘉锡总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

材料二 1900—1903年，罗振玉编纂刊印了《农学丛书》。该丛书汇集了中国古代农书和部分国外农书，

反映了中国传统农学的发展趋向。1924年，万国鼎等人编著的《中国农书目录汇编》是第一部对中国古代

农书进行系统分类编目的著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农业部于 1955年提出整理祖国农业遗产，决定在

南京农学院设立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该研究室成立后，先后编纂出版了《中国农学遗产选集》《氾胜之书

辑释》《陈男农书校注》等书，得到了英国著名科技史专家李约瑟的高度评价：后来、研究室又以古代农

书为主要资料，编写了中国首部综合性农业科技史著作—《中国农学史》。该书的出版引起了国内外学术

界轰动，被誉为农史学科领域的里程碑。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农书编写发展的表现，并分析其发展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清末以来农书整理变化的特点。

【答案】(1)表现：农书出现早，形成农书编写的优良传统；农书数量增多，内容越来越丰富；农书涉及地

域由北方扩大到全国。

原因：农业不断发展：农本思想与重农政策：西方知识传入

(2)从个人行为到国家事业；从资料搜集整理到农学史研究；从学习国外到产生国际影响。

【详解】（1）本题是特点类和原因类材料分析题。第一小问表现，据材料一“农书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出

现”可知，农书出现早，形成农书编写的优良传统；据材料可知，从“南北朝时期的《齐民要术》”到 “宋

代的《陈农书》”、“元代的《农桑辑要》《王祯农书》”、“明代的《农政全书》”，农书数量增多，

且农书内容越来越丰富，如《农政全书》"首次增加屯垦、水利、荒政等内容，并收录了西方水利著作”；

据材料可知，《齐民要术》“总结了北方旱作农业精耕细作的经验”，《陈旉农书》“第一次总结了南方

农业技术的成就，《王祯农书》“寰括了南北方农业科学技术的精华”，农书涉及地域由北方扩大到全国。



第二小问原因，据所学知识可知，中国古代精耕细作农业不断发展，为农书的编写发展奠定了基础；中国

古代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小农经济，封建政府普遍实行重农政策，推动了农本思想在封建社会的影响，

农书的编写正是农本思想和重农政策的体现；据所学知识可知，伴随着新航路开辟，传教士东来，西方的

农业知识传入中国，影响了《农政全书》“收录了西方水利”相关内容。

（2） 本题是特点类材料分析题。据材料“罗振玉编纂刊印了《农学从书》”、“万国鼎等人编著的《中

国农书目录汇编》”“农业部......在南京农学院设立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可知，清末农书整理是个人行为，

新中国成立后，变为国家事业；据材料“汇集了中国古代农书和部分国外农书”、"编写了中国首部综合性

农业科技史著作—《中国农学史》”可知，清末农书整理主要是资料搜集整理，新中国成立后发展到农学

史研究；据材料“该书的出版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轰动，被誉为农史学科领域的里程碑”可知，从学习国

外到产生国际影响。

知识点 2 古代中国的手工业

核心提炼 1．古代中国的手工业

时间 概况

原始社会

纺织：山顶洞人已经用骨针缝制兽皮；河姆渡人养蚕缫丝；新石器时代晚期，使用陶纺轮作

为纺线工具；

制陶：最初泥条盘筑，手工控制形状，后来使用坯车制坯，不仅能制成圆形坯件，还能通过

调节转动快慢来控制坯件的薄厚

商周
青铜铸造是手工业生产的主要部门，青铜种类繁多，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化；制骨作坊规模

很大

春秋战国 手工业分工更加细密；战国以后出现大量铁农具范

秦汉
纺织业：汉代使用构造复杂的提花机织出带有精美花纹的丝织品；

冶铸业：东汉，南阳太守杜诗发明了水排，大大提高了冶炼效率

魏晋南北朝

冶铸业：南北朝出现了灌钢法制作的农具；

制瓷业：南朝时，瓷器烧制中出现了匣钵；

庄园经济：坞堡带有庄园经济色彩；

区域开发：南方地区的纺织、矿冶、陶瓷、造船、造纸等行业都有明显进步

隋唐 唐三彩釉色流动自然；唐宋时，瓷器烧制中使用支钉

宋元

纺织业：棉纺织业得到发展；元朝，纺织机成为农耕家庭不可或缺的生产工具；

制瓷业：宋代五大名窑，风格各异；元代，烧制出青花瓷和釉里红；宋元时，瓷器大量出口，

成为中华文明新的物质象征；

矿冶业：北宋时，煤的开采量很大，推动金属冶炼的产量和质量，东京居民普遍使用煤作燃

料；

印刷业：发展迅速，推动文化普及和造纸业的发展

明清
明朝后期，南方一些地区的丝织、榨油、制瓷行业开设工场，使用自由雇佣劳动进行较大规

模的生产



核心提炼 2．古代中国的生产工具

工具 作用

提花机 能够织出带有精美花纹的丝织品

坯车 能制成圆形坯件，而且能通过调节坯车转动的快慢，控制坯件的薄厚

匣钵 能防止瓷器烧制过程中坯件被气体和有害物质污损

支钉 防止瓷器在烧制过程中发生器物粘连

水排 以水力为动力，装置皮囊鼓风，将空气送入冶铁炉，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

【真题研析】

1．（2023·浙江卷 1 月）生产工具的进步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志。河南辉县出土的战国铁犁铧，人们耕

地时把它安装在犁上，用来破土，省力易行。据此可知，战国时期（ ）

A．铁犁铧用灌钢法制成 B．中国人率先掌握了冶铁技术

C．铁农具已经在农业生产中使用 D．铁犁牛耕已经成为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

【答案】C

【详解】根据材料“战国铁犁铧，人们耕地时把它安装在犁上，用来破土，省力易行”可知，铁农具已经

在农业生产中使用，C项正确；灌钢法是南北朝出现，排除 A项；公元前 15世纪小亚细亚赫梯人最早掌握

冶铁技术，排除 B项；材料未涉及牛耕，排除 D项。故选 C项。

2．（2022·河北卷）唐德宗（779—805年在位）时，“上命玉工为带，坠坏一錡（腰带上的饰物），乃私

市以补。及献，上指曰：“‘此何不相类？’工人伏罪……”。在宰相柳浑的坚持下，有司以“误伤乘舆器服”定

罪。据此可知，唐代（ ）

A．三省六部制发生了变化 B．市坊制被打破

C．官私手工业技术有差异 D．法律运行合理

【答案】C

【详解】本题是单类型单项选择题。据本题主题干的设问词，可知这是推断题。据本题时间信息可知准确

时空是：唐朝（中国）。根据材料“上命玉工为带，坠坏一錡（腰带上的饰物），乃私市以补。及献，上

指曰：‘此何不相类？’工人伏罪”结合所学知识可知，唐德宗让做玉的工匠做一腰带，但是坠坏了，于

是从私人手工业者手中获取，而后进贡，说明在当时官私手工业技术有差异，C项正确；材料中描述的是手

工业者，而非三省六部制的变化，排除 A项；市坊制被打破是在宋朝时期，排除 B项；材料描述的是手工

业者，没有体现法律信息，排除 D项。故选 C项。

3．（2022·辽宁卷）目前考古发现的唐代瓷窑遗址有河北的定窑、河南的巩县窑、浙江的越窑、湖南的岳

州窑等数十处，它们或临永济渠、江南河，或临黄河、长江、赣江、湘江、钱塘江等自然河流。这体现了

（ ）

A．南北经济差距的拉大 B．私营手工业占据主导地位

C．水运的重要经济地位 D．瓷器对外贸易规模的扩大

【答案】C



【详解】结合所学知识可知，唐代瓷窑多建在运河或自然河流附近，体现了当时水运的发展及其在经济生

活中的重要地位，C项正确；材料并未体现唐朝南北经济差距的拉大，排除 A项；直到明朝时期，私营手

工业才占据主导地位，排除 B项；唐代瓷窑选址优先运河和自然河流附近，不能说明瓷器对外贸易规模扩

大，排除 D项。故选 C项。

4．（2022·全国甲卷）宋朝海外贸易中，输出的商品主要是丝织品、瓷器、漆器、铁器等，输入的商品以

香料、犀角、象牙、珊瑚、珍珠等为大宗。政府每年从海上进口贸易中获利颇丰。这表明，在宋朝（ ）

A．进口商品成为基本生产资料 B．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

C．外贸成为国家税收主要来源 D．手工业生产较为发达

【答案】D

【详解】宋朝海外贸易中，输出商品多为手工业制成品，而输入产品多为奢侈品，最终政府每年从海上进

口贸易中获利颇丰，意味着当时贸易出口量较大，说明手工业生产较为发达，D项正确；进口商品是奢侈

品，不是基本生产资料，排除 A项；汉代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排除 B项；通过材料无法看出外贸在国家

财政中所占比重，排除 C项。故选 D项。

知识点 3 古代中国的商业

核心提炼 1．古代中国的商业概况

时间 概况

商周 商人：已经出现了商人，商业贸易遍及商朝统治区域和周边地区，商业主要掌握在官府和贵

族手里；

货币：商朝使用贝等天然物作为货币，大约在商朝后期，开始出现铜铸币；

信贷、契约：《周礼》中已经有了借贷纠纷的记载；契约出现

春秋战国 “工商食官”局面被打破；不少工商业主聚集了大量钱财；出现中心城市；货币广泛流通，

各国分别使用布币、刀币、圜钱、蚁鼻钱等多种样式的铜铸币；实物借贷形式已经比较普遍，

并出现了货币信贷

秦汉 货币等：统一货币、车轨、度量衡，促进了全国商品的流通；

契约：汉朝以后，凡涉及买卖、租佃、借贷等财产关系和收养、雇佣、立嗣等人身关系的事

宜，当事人之间几乎都要订立契约；

经济措施：汉武帝收铸币权，盐铁官营，均输、平准，抑制工商业；

对外交往：丝绸之路的开通

魏晋南北朝 当铺开始兴起

隋唐 长安是国际性大都会；信贷业务由存贷款发展到汇兑，出现了类似现代汇票的“飞钱”；当

铺合法；

货币：唐朝“开元通宝

宋元 市场：宋代面向大众的基层市场蓬勃涌现，边境设置榷场进行互市贸易，民间贸易也十分活

跃；



货币：北宋，纸币交子诞生，宋代，交子、会子使用，逐渐取代不少汇兑业务，元朝在全国

范围内将纸币作为单一货币发行，称为“钞”；当铺兼营货币兑换；

外贸：明州到朝、日，海上丝绸之路，外贸税收，市舶司，广州、泉州、明州，丝织品、瓷

器、纸张、茶叶等

明清 商贸网络：长途和大额贸易发展，随着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商品化程度加深，形成全国范围的

商业贸易网络；

商帮：实力雄厚的地域性商人群体；

工商业市镇：大批经济功能为主的工商业市镇出现，并凸显专业分工；

外贸：朝贡贸易体制，1757年起，仅广州一地，公行代理；

货币：明朝，铜钱、纸币并行，明中起，白银成基本支付手段；清朝白银与铜钱兼用；明朝

出现了钱铺，清朝资本性借贷有显著发展，出现了庄票，当铺业务

核心提炼 2．古代中国商业发展的高潮期

时期 概况

战国 商人势力成长，很多大、中都会成为商业贸易中心

唐宋 粮食、茶叶、瓷器等生活必需品，家居用品、鞍辔弓箭、绣作珠翠等日用品成为商品交易的大宗

明清 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农副产品商品化程度加深、专业化程度提高，成为商业发展的新因素

核心提炼 3．古代中国的信贷

时期 概况

西周 《周礼》中已经有了借贷纠纷的记载

春秋 实物借贷较普遍，并出现了货币信贷

唐朝 信贷业务由存贷款发展到汇兑（“飞钱”）；当铺成独立金融机构，主营抵押小额贷款，兼营货币

兑换

宋朝 纸币逐渐取代不少汇兑业务；当铺主营抵押小额贷款，兼营货币兑换

明朝 钱铺等新式金融机构盛行起来

清朝 除传统借贷关系外，资本性借贷也有显著发展，出现了庄票；当铺兼营银票、钱票、会票发行及米

谷典当

【难点突破】探究白银货币化现象？

时间：嘉靖年间（16世纪 40年代），白银货币化过程基本完成。1567年，明穆宗制定了“银钱兼使”的

法令，可视作明建立银本位货币体系的证明。

原因：①明代商品经济的发展特别是长途贸易的发展客观上推动了白银和纸币使用；

②由于明代宝钞的发行并无准备金，且投放多回笼少，宝钞在发行之初便出现通货膨胀现象，并且越来越

严重，导致了百姓对宝钞的极不信任并弃而不用；

③万历年间实行“一条鞭法”，“计亩征银”，最终在制度上确立了白银法定货币的地位。

④大量海外白银流入中国为明代白银货币化提供了可能。

影响：①打破了专制政府的货币垄断权，促进了明代国家从实物财政到货币财政的转型；



②切断了通向恶性通胀之路，推动了生产和贸易增长；

③促进了明末市场的繁荣与商品经济的发展；④疯狂的白银掠夺与民众的贫困化。

【真题研析】

1．（2023·全国新课标卷）我国东南沿海某港口，在 15世纪只是一个“结茅而居”的渔村，到 16世纪，已

成为“繁华世界”，“宝货塞途，家家歌舞赛神，钟鼓管弦，连飙响答”，时称“小苏杭”。能够说明这一现象的

是（ ）

A．朝贡贸易繁荣 B．农业生产技术进步

C．白银大量流入 D．海上丝绸之路兴起

【答案】C

【详解】本题是单类型单项选择题。据本题主题干的设问词，可知这是正向题。据本题时间信息可知准确

时空是：15-16世纪（中国）。根据材料可知 16世纪，我国东南沿海某港口贸易增多，商品经济发展，城

市繁荣，结合所学，这一时期，新航路开辟，世界贸易增多，中国手工业产品迅速发展，在对外贸易中占

优势，因此白银大量流入中国，促进了东南沿海港口城市的兴起，C项正确；明朝在朝贡贸易中采取“免征

税”“给予赏赐”等优待政策，“厚往薄来”，加重了政府的财政负担，对东南沿海港口城市兴起作用有

限，排除 A项；材料强调明朝的对外贸易，与农业生产技术进步无关，排除 B项；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

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形成于秦汉，兴于唐宋，衰落于明清时期的海禁、闭关锁国政

策，排除 D项。故选 C项。

2．（2023·浙江卷 1 月）明万历九年（1581），张居正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实行赋役合并，一概折银，

这是中国赋役制度上的重大变革。下列各项中，对张居正推广一条鞭法前所处的经济状况，表述正确的是

（ ）

A．白银已逐渐成为国家财政和民间交易的基本支付手段

B．通过清丈全国土地，土地兼并现象已经得到根本遏制

C．美洲等地白银的大量流入，解决了明朝府库空虚问题

D．商品经济已超越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占据优势地位

【答案】A

【详解】结合所学知识可知，1581年，张居正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时，白银确已逐渐成为国家财政和民间

交易的基本支付手段，A项正确；清丈全国土地并不能从根本上遏制土地兼并现象，排除 B项；白银的大

量流入并未解决当时因逃税、走私等引发的明朝府库空虚问题，排除 C项；明代商品经济并未超越自给自

足的小农经济，占据优势地位依然是自然经济，排除 D项。故选 A项。

3．（2023·江苏卷）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 明太祖朱元璋曾言：“商贾之士皆人民也。”明朝建立之初，他即实行恤商的新法，将税率降

为三十分之一，下诏令官府采购应照时价公平给付。明初虽实行专卖政策，但比元代已大为放松，像盐这

样的专卖品也与商家分利。商人可以贩粮到边境，领盐引回内地取盐。山（西）陕（西）、江淮等地商人

纷纷奔走于各边镇，边地也随之繁荣起来。朱元璋认为“治国以教化为先”，鉴于商贾多不读书，特命儒



士编书教之。随着恤商政策的实施，城市中的商人活跃起来。在他们的带动下，元末遭到破坏的历代名城

逐渐恢复。城市的繁荣带动了娱乐消费需求的不断增长，戏曲、说书等通俗文艺逐渐在民间流行起来。

——摘编自吴慧《中国商业通史简编》

(1)据材料概括明初恤商政策的内容。

(2)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明初恤商政策的影响。

【答案】(1)内容：优恤商贾；减免商税，推动官府公平采购；放松专卖政策；教商贾读书。

(2)影响：促进明朝商品经济发展；推动明初城市繁荣；带动通俗文艺发展。

【详解】（1）本题是特点类材料分析题。时空是明初中国。根据材料“明朝建立之初，他即实行恤商的新

法”可知，推行新法，优恤商贾；根据材料“将税率降为三十分之一，下诏令官府采购应照时价公平给付”

可知，减免商税，推动官府公平采购；根据材料“明初虽实行专卖政策，但比元代已大为放松，像盐这样

的专卖品也与商家分利”可知，放松专卖政策；根据材料“鉴于商贾多不读书，特命儒士编书教之”可知，

教商贾读书。

（2）本题是影响类材料分析题。时空是明初中国。根据材料“城市中的商人活跃起来……历代名城逐渐恢

复”可知，促进明朝商品经济发展，推动明初城市繁荣；根据材料“城市的繁荣带动了娱乐消费需求的不

断增长，戏曲、说书等通俗文艺逐渐在民间流行起来”可知，带动通俗文艺发展。

4．（2023·北京卷）如图是明代经贸示意图（局部）。对图中信息理解正确的是（ ）

①商帮都分布于南方稻作农业区 ②长江中下游农业生产水平总体较高

③海禁阻断了明代海外贸易路线 ④主要外贸港口所在省份都有商帮

A．①③ B．②④ C．①④ D．②③

【答案】B

【详解】本题是组合选择题。时空是：明朝（中国）。根据材料“明代经贸示意图（局部）”结合所学知

识可知，商帮在南方和北方都有分布，南方居多，①与题意不符；长江中下游农业生产力（亩产斤数）较

其他地区高，说明此地农业生产水平总体较高，②符合题意；根据材料信息，此时的海外贸易线路较多，



说明明代海外贸易没有阻断，③不符合题意；根据示意图信息，广州、泉州、福州、宁波等外贸港口所在

省份都有商帮，④符合题意。综上所述，②④符合题意，B项正确；其他选项与题意不符，排除 A项、C

项和 D项。故选 B项。

5．（2022·河北卷）南宋临安城水路沿岸建有塌房数十所，房屋达数千间。塌房主将其租赁给本地铺户及

外来客商存放货物，并向承租者征收保护与管理费用。材料表明，南宋时（ ）

A．经济重心南移完成 B．都市商业繁盛

C．商旅安全有所保障 D．海外贸易发达

【答案】B

【详解】本题是单类型单项选择题。据本题主题干设问词，可知这是本质题。据本题时间信息可知准确时

空是南宋（中国）。南宋的都城建有塌房数一所，房屋数年间，专门租赁给商铺客商存放货物，这表明了

南宋时都市商业的繁盛，B项正确；材料中没有涉及到南方经济与北方经济的对比，不能表明经济重心南移

完成，排除 A项；塌房主向承租者征收的保护与管理费用是用于保护货物的，而不是保护商旅的安全，排

除 C项；材料中的外来客商指的是外地来的客商，而不是专指从海外来的客商，所以不能表明海外贸易发

达，排除 D项。故选 B项。

6．（2022·北京卷）下图的封面形式常见于明代刻本书籍，图中读书的人物为该书编刻者。该图可以佐证明

代（ ）

A．开始出现雕版印刷技术 B．戏曲表演艺术日趋成熟

C．文化产品商品化程度加深 D．士人思想摆脱了专制束缚

【答案】C

【详解】明代刻本书籍的作者将自己刊刻于书中，带有广告效应，说明当时的文化产品商业化程度加深，C

项正确；唐代就出现了雕版印刷，排除 A项；材料内容与戏曲艺术无关，而且元曲出现就意味着戏曲艺术



走向成熟，排除 B项；通过材料无法判断当时士人的思想状况，排除 D项。故选 C项。

7．（2022·湖北卷）唐玄宗针对民间销毁铜钱用于铸造铜器的现象，下诏曰“今天下泉货益少，币帛颇轻，

欲使天下流通，焉可得也”，遂禁止私造铜器，由官府统一收购冶炼出的铜铅锡，杜绝私自买卖。制定该政

策的主要原因是（ ）

A．国家财政的入不敷出 B．铸币材料严重短缺

C．铜铅锡专卖措施失效 D．铜钱流通范围有限

【答案】B

【详解】民间销毁铜钱铸造铜器导致严重钱荒，迫使政府严禁私造铜器、实行铜铅锡国有等，说明其改革

的主要原因是，铸币材料严重短缺，B项正确；唐玄宗时期，财政的入不敷出并非国家强化控制铸币材料的

主要原因，排除 A项；铜铅锡专卖是新政策，并非改革原因，排除 C项；唐代铜钱在全国流通，使用范围

广泛，排除 D项。故选 B项。

1．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重点记载北方农业生产，劝君以农为本，让天下人皆知务农重谷之道，是针

对时代之弊的救世之举。宋代《陈旉农书》则是根据中国农业生产南移的实际而撰写的一部农书。这体现

了（ ）

A．古代农书编写者务实的理念 B．北魏时期统治危机严重

C．重农抑商思想影响农书编撰 D．农业耕种区域不断南移

【答案】A

【详解】根据材料“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重点记载北方农业生产”“宋代《陈旉农书》则是根据中

国农业生产南移的实际而撰写的一部农书”并结合所学可知，北魏时期中国的经济重心在北方，所以贾思

勰重点记载北方农业生产；宋代经济重心南移逐渐完成，《陈旉农书》根据中国农业生产南移的实际而撰

写农书，这体现了古代农书编写者务实的理念，A项正确；BCD三项材料信息均无法体现，排除 BCD项。

故选 A项。

2．南宋陈勇《农书》记载：“早田刈获才毕，随即耕治晒暴，加粪壅培，而种豆麦蔬茹，以熟土壤而肥沃

之，以省来岁功役；且其收，又足以助岁计也。”这一现象（ ）

A．反映了农业精耕细作的特点 B．得益于南方农业经济发展

C．说明生产方式发生质的变化 D．推动了北方人口大量南迁

【答案】A

【详解】本题是单类型单项选择题。据本题主题干的设问词，可知这是本质题。据本题时间信息可知准确

时空是：南宋（中国）。根据“早田刈获才毕，随即耕治晒暴，加粪壅培，而种豆麦蔬茹，以熟土壤而肥

沃之，以省来岁功役”分析可知，南宋时，通过“晒暴”“加粪”以及调整种植结构来提高土地利用率，

提升产量，这体现了精耕细作的特点，A项正确；材料主要体现精耕细作的特点，并不能说明是南方经济



发展促进的，排除 B项；材料并未体现生产方式发生变化，排除 C项；材料不能体现北方人口大量南迁的

效果，排除 D项。故选 A项。

3．南北朝中期以前百工需要长期服役。南齐建武元年（公元 494年），齐明帝诏曰：“细作中署、材官、

车府，凡诸工，可悉开番假，递令休息。”这一变化（ ）

A．为民营手工业发展提供一定条件 B．使手工业管理法的体系更严密

C．体现了政府加强了对工匠的管理 D．反映统治者大力倡导由奢入俭

【答案】A

【详解】本题是多类型单项选择题。据本题次题干的提示词，可知这是本质题、推断题、影响题。据本题

时间信息可知准确时空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据材料“南北朝中期以前百工需要长期服役”，而南齐

时，“凡诸工，可悉开番假，递令休息”，并结合所学可知，政府对工匠的人身控制有所放松，这就为民

营手工业发展提供一定条件，A项正确；材料不涉及“手工业管理法体系”，“手工业管理法的体系更严

密”也不符合史实，排除 B项；材料体现的是政府放松对工匠的控制，不是”加强”，排除 C项；材料只

体现了政府放松对工匠的控制，不能说明统治者大力倡导由奢入俭，排除 D项。故选 A项。

4．如表反映了北宋时期南北地区生产部门的对比情况。据此可以得出，北宋时期（ ）

生产部门 南北地区状况

农业
粮食产量南方高于北方，但两税的见催额却是北方高于南方；经济作物桑、蚕、麻

的生产重心仍在北方

手工业 煤铁、纺织业、陶瓷业、酿酒业、建筑业等项目，北方胜于南方，盐、造纸

畜牧业和渔业 北方畜牧业极为发达，渔业南方胜过北方

A．区域经济发展各具特色 B．经济重心尚未出现南移趋势

C．商业发展受到政府抑制 D．南北经济交流缺乏现实基础

【答案】A

【详解】本体为单类型单项选择题。根据设问可知，这是推断题。时空范围为宋代（中国）。题干从农业

与手工业两方面分析南方与北方经济发展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区域经济发展各具特色，A项正确；

结合所学知识可知，北宋时期，南宋时期完成南移过程，排除 B项；材料没有提到政府对于当时商业的抑

制情况，而且宋代实行宽松的抑商政策，排除 C项；南北方经济发展各有所长，这正是两地交流的物质基

础，排除 D项。故选 A项。

5．春秋战国时期，以陶朱公范蠢、儒商鼻祖子贡、慧眼识人的吕不韦等为代表的富商巨贾走到历史前台，

带动了中国商业发展史上的第一次飞跃。据此可推知，当时中国（ ）

A．商人成长为独立的社会阶层 B．商业经营方式发生重大变化

C．地域性的商人群体商帮形成 D．儒学兴起带动了商业的繁荣

【答案】B



【详解】本题是单类型单项选择题。据本题主题干的设问词，可知这是推论题。据本题时间信息可知准确

时空是：春秋（中国）。根据“以陶朱公范蠢、儒商鼻祖子贡、慧眼识人的吕不韦等为代表的富商巨贾走

到历史前台，带动了中国商业发展史上的第一次飞跃”可得出春秋时期出现了私商，打破了工商食官制度，

商业经营方式发生重大变化，B项正确；春秋时期商人并没有成长为独立的社会阶层，排除 A项；C项是

在明清时期，排除 C项；儒学与 商业的发展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排除 D项。故选 B项。

6．宋代城市中的行会是由同行业者组成的社会组织，行会的领导者通常由具有相应的经济实力的商人——

行老担任。行老的主要任务是管理本行的商品价格制定和商品质量监督等。这说明，宋代行会（ ）

A．加强了政府对商业的管控 B．使城市经济中形成行业垄断

C．提升了商业经营的自主性 D．加快了经济结构转型的速度

【答案】C

【详解】本题是单类型单项选择题。据本题主题干的设问词，可知这是本质题。据本题时间信息可知准确

时空是：宋代（中国）。根据材料"由同行业者组成的社会组织"并结合所学知识可知，行会是对城市同行业

者进行管理的民间机构，属于商人的自我管理机构，这提升了商业经营的自主性，C项正确；材料主要体现

的是民间商业管理机构的职能，未涉及政府对商业的态度，排除 A项；材料主要体现的是民间商业管理机

构的职能，没有行业垄断的相关信息，排除 B项；商业管理机构的成立与经济结构转型没有必然关系，排

除 D项。故选 C项。

7．如图安史之乱后唐代长安城商业分布示意图，阴影部分为“市”以外的商业区域。说明当（ ）

A．经济遭到重大破坏 B．商业活动日趋突破坊市功能的界限

C．官府对交易场所的限制更加严格 D．草市数量增加，坊的数量减少

【答案】B

【详解】本题是单类型单项选择题。根据主题干的设问词，可知是本质题。时空是：唐代（中国）。从唐

代长安城商业分布示意图可知，长安城的娱乐场所、饮食服务业、零售与服务业等分布在“市”以外的地

区，结合所学，唐朝前期实行商业区（市）和居住区（坊）分开的制度，商业活动集中在东市和西市，唐

朝后期“市”以外出现了诸多商业区域，表明当时商业活动日趋突破坊市功能的限制，B项正确；“市”以

外的商业区域出现，一定程度上体现商业和经济发展，排除 A项；“市”以外的商业区域出现，体现的是



政府对商业监管相对放松，排除 C项；草市是在州县城以外的水陆交通要道，或关津驿站所在之地形成的

集市，题干中的商业区域不属于草市，排除 D项。故选 B项。

8．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明代种植较广的经济作物，首推棉花和桑树，江南和华北都形成了大面积植棉区，蚕桑业测集

中在长江三角洲地区；闽、粤等地大力发展甘蔗、荔枝、龙眼等经济作物。在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不断扩大

和城镇发展导致的非农业人口增长趋势的促动下，粮食生产也逐步纳入市场网络，出现了粮食生产中心的

移动。如江南原为粮食率裕地区，但到明代中后期由于棉桑等作物的广泛种植，致使粮食严重匮乏，只得

从湖广、四川等大量输入。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二 明中后期，江南表面看似活跃的商业活动及手工业生产实则后继无力，仅以维持个体家庭基本

本温饱为目的、重复简单再生产而已。凡此，导致明代失去“社会变迁”的物质基础与制度创新及技术革

新重要基地。

——摘编自赵玉田《环境与民生：明代灾区社会研究》

(1)根据材料一，概括明代中后期经济发展的表现。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代中后期工商业经济发展“后继无力”的原因。

【答案】(1)表现：经济作物广泛种植；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提高；农业生产呈现区域化分工；粮食生产中心

转移。

(2)原因：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传统小农经济占据压倒优势；农民贫困，国内市场狭小；日益僵化的专制

统治；实施重农抑商政策；实施海禁政策；传统社会观念的影响。

【详解】（1）本题是特点类材料分析题。时空为明朝的中国。根据材料“首推棉花和桑树，江南和华北都

形成了大面积植棉区，蚕桑业测集中在长江三角洲地区；闽、粤等地大力发展甘蔗、荔枝、龙眼等经济作

物”可知经济作物广泛种植；根据材料“在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和城镇发展导致的非农业人口增长

趋势的促动下，粮食生产也逐步纳入市场网络”可知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提高；农业生产呈现区域化分工；

根据材料“出现了粮食生产中心的移动”可知粮食生产中心转移。

（2）本题是原因类材料分析题。时空为明朝的中国。根据材料“仅以维持个体家庭基本本温饱为目的、重

复简单再生产而已”可知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传统小农经济占据压倒优势；农民贫困，国内市场狭小；

结合明朝中后期的政治、政策和思想等方面的因素可知日益僵化的专制统治；实施重农抑商政策；实施海

禁政策；传统社会观念的影响。

考点二 古代中国的经济政策及经济现象

知识点 1 经济政策

核心提炼 1．重农抑商



原因：①自然经济发展的要求：从根本上说，是自然经济下社会生产力低下的必然产物。

②封建统治的需要：将农民紧紧束缚在土地上，有利于社会安定，封建国家可以通过征收稳定的赋税保证

财政收入。

③工商业自身缺陷:工商业不能提供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其发展又会加剧劳动力从土地上的流失，造成种种

社会问题。

时期 发展情况 评价

战国 商鞅变法，首倡“重农抑商”(内容) 积极作用：

封建社会初期，有利于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

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巩固新兴的封建地

主阶级政权(社会稳定)。

消极作用：

封建社会后期，严重阻碍了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

萌芽的发展，导致中国的落后。

西汉 全面控制工商业，汉武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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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宋

元

中唐以来：出现松动(鼓励外贸、官商分利)

明清 固守重农抑商政策

核心提炼 2.“海禁”与“闭关锁国”

海禁 闭关锁国

原因 倭患猖獗 对付东南沿海的抗清斗争

根源 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

目的 维护封建统治

内容 禁止国人出海贸易；对内防范 限制外商来华贸易；对外消极防卫

影响

局限性（主要影响）：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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滋长。

②使中国与世界隔绝，逐渐落后于世界潮流。

③使封建自然经济长期延续，从而助长了封建统治者固步自封、夜郎自大。

积极性： 一定程度上对外来侵略有自卫作用，保护封建自然经济。

【难点突破】重农抑商政策和明清闭关政策的比较？

(1)相同点

都是在社会转型时期采取的政策，

目的都是维护封建统治；

内容上都限制和压制商品经济的发展，都阻碍了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2)不同点

①时代不同：

前者最初实施于战国时期，后贯穿于整个封建社会；

后者实施于封建社会衰落时期。

②目的不同：

前者压制商人势力，以维护封建统治基础，发展地主经济；

后者防止外来殖民势力，以维护封建体制，巩固封建经济。

【真题研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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