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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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105198.htm 战国时期（公元

前475 年－公元前221 年）：中国封建制度的确立阶段 ★政治

：继春秋时期封建生产关系在经济基础领域得以确立后，战

国时期的上层建筑也发生明显变化。在新兴地主阶段推动下

，各诸侯国先后开展了变法运动，历经 100 多年，新的封建

制度终于在各国确立。来源：www.examda.com 在各国变法中

，秦国的商鞅变法最彻底。它彻底废除了井田制，而代之土

地私有制；又废除分封制，代之以另一种政治制度以县制为

代表的中央集权制。中国奴隶社会的两种最典型的制度分别

为封建社会中两种最典型的制度所取代。来源

：www.examda.com ★经济：封建经济初步繁荣，农业、手工

业和商业均获得一定发展，并互相推动。 ★文化：战国时期

的思想、科技和文学艺术均取得突出成就。最能反映时代特

点的当属意识形态领域的“百家争鸣”现象。这是特定的历

史时代的产物。战国时期社会经历着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

的巨大变革。奴隶制的统治基础井田制彻底崩溃，封建生产

关系在各国先后确立，各诸侯国兴起变法运动，封建地主阶

级的集权政治代替了奴隶主的集权政治。百家争鸣正是在观

念形态上反映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中的这些巨大变革；战

国时期封建经济的飞跃发展，为“百家争鸣”的出现提供了

物质基础。 自然科学的许多领域在古代世界处于领先地位，

人们认识自然和征服自然的能力有所提高，这为古代的唯物

论和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提供了许多新鲜的思想素材；春秋战



国以来，私学兴起，打破了奴隶主贵族垄断教育局面，培养

出大批知识分子；诸侯纷争，社会动荡，为知识分子流动和

思想自由创造了社会环境，活跃了战国时期的学术空气，造

就了一批有见解的思想家；战国时社会变革也促使阶级关系

变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复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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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