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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05/2021_2022__E5_B0_81_E

5_BB_BA_E7_A4_BE_E4_c65_105190.htm 五代十国辽宋夏金元

时期（907 －1368 年）：这一时期的特点是从分裂割据若干

民族政权并立逐步走向统一，民族融合进一步加强。在经济

上，重心南移，封建生产方式逐步向边疆地区扩展，封建经

济继续发展。来源：www.examda.com ★政治：本阶段的政治

局面经历了封建国家的再度分裂局部统一民族政权的并立全

国重新统一的过程。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是唐朝后期藩镇割

据的继续和扩大，北宋结束分裂割据局面，但在全国的版图

上还存在着辽、大理等发展政权，后来更陆续出现了西夏和

金。因此北宋只是局部统一的朝代，而区别于大一统的汉唐

。北宋亡后，又出现了南宋与金的对峙。直至1279 年，元政

权凭借其强大的武力使全国重新归于统一。 本阶段是我国封

建社会中央集权制度的强化阶段。主要体现在北宋和元朝加

强中央集权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北宋建立后，宋太祖为巩

固统治，本着“强干弱枝”的指导思想，解除中央和地方大

将的兵权，使地方行政权和财政权分开，又在中央组织强大

的禁军。这些措施避免了地方分裂的再现，使北宋在政治上

出现了稳定的局面，有利于经济文化的发展。但又导致官僚

机构的膨胀和军队数量的激增，造成北宋政权长期积贫积弱

的局面。 至北宋中期，已出现严重的财政、政治和边防危机

。为缓和矛盾，富国强兵，宋神宗任命王安石进行变法。他

制定了青苗法、募役法、农田水利法、方田均税法和保甲法

等措施，力图限制官僚地主对农民的剥削，缓解土地兼并，



缓和阶级矛盾，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但由于用人不当，特

别是新法损害了官僚地主的利益，削弱了北宋政权的统治基

础，遭到特权阶层的反对，新法没有成功。 元朝统一全国后

，为有效治理广阔的国土，实行行省制，初步奠定了后世省

区的规模，并通过宣政院和澎湖巡检司等机构，有效地保证

了中央对包括西藏、台湾在内的广大边疆地区的管辖，进一

步强化了中央集权。 ★经济：本阶段，在农业和手工业繁荣

的基础上，商品经济获得显著发展。商业活动范围逐步扩大

，已打破了唐朝“市”、“坊”的界限；货币种类繁多，尤

其是北宋在四川地区出现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在民

族政权的边境上，还兴起了“榷场”贸易。 本阶段南方经济

持续发展。南宋时，太湖流域流传着“苏湖熟，天下足”的

谚语，表明江南的农业生产已经超过北方，完全取代了北方

经济重心的地位。至元朝，为解决"南粮北运"的问题，还大

力兴办漕运和开辟了规模空前的海运，足以说明南方经济的

重要地位。 本阶段中国古代纺织业结构也开始发生变化。南

宋时，棉花种植推广，棉纺织工艺水平提高。到元朝棉花种

植地区进一步扩大，棉纺织业逐渐取代丝织业成为纺织业的

重心。 ★民族关系：本阶段民族政权长期并存，战争连绵。

尽管这些战争给人民带来灾难，但客观上促进了民族间的交

流。这突出表现在战后的议和活动上，例如北宋和辽订立的

“澶渊之盟”，有利于满足各族人民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增

进了各族人民的友谊，加强了边疆地区同中原地区的经济文

化交流，促进了边疆地区的开发，因此和平共处仍是本阶段

民族关系的主流。特别是元朝统一后，又一次出现了民族大

融合的现象，并出现了汉族外迁、形成新民族等新特点。 ★



对外关系：本阶段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的重心发生明显变化。

由于汉族政权相对弱小，控制区域有限，与外国的内陆贸易

受阻，"丝绸之路"不复畅通。南宋时期，由于政府大力扶植

，加之造船技术的进步，经济繁荣等便利条件，海路成为对

外交流、贸易的重心。元朝时期，陆路交通和海上贸易均很

发达，再次出现了对外交往繁荣发达的情况。 ★文化：宋元

文化高度繁荣，继续领先于世界，在天文历法、史学、文学

艺术等领域取得突出成就。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活字印刷术

、火药和指南针这三大发明均在本阶段外传，为人类文明的

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