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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8_AD_E5_8E_86_E5_c65_105207.htm 《中国古代史》第二

章 ☆如何认识秦朝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必要性和进

步性？ 秦朝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既是巩固统一的需要

，也是维护封建经济基础的需要。一方面，秦建立在灭六国

的基础上，秦把一切从中央到地方的大权集中于皇帝一人手

中，有利于加快对原六国的控制，避免地方权力膨胀威胁中

央，这有利于统一，也是巩固统一的需要。 另一方面，封建

的个体小农经济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维护国家的统一

和社会的安定，保证小农经济的生产和再生产；封建地主经

济也需要建立中央集权制来保护他们的土地所有制，镇压农

民的反抗，维护封建经济的基础。因此，秦朝建立的中央集

权制度，相对于战国以前分封诸侯制是一个历史的大进步，

它巩固了国家的统一，也维护了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来源

：www.examda.com ☆对焚书坑儒的认识来源

：www.examda.com 焚书坑儒的实质是文化专制，它表明秦朝

不仅要取缔与当局政策相抵触的不同政见，在政治上不准“

以古非今”；而且要在学术上严禁产生不同政见的思想渊源

“私学”，即以儒家为主的诸子学说在民间的流行，而进一

步确立法家学说的官学地位，实现学术思想的统一，以巩固

秦政权。 焚书坑儒虽对巩固维护统一的封建集权新制度有一

定的积极作用，但在整体上看却适得其反，因为不同学派、

学术观点不是单靠行政高压手段所能统一的。焚书坑儒这种

野蛮做法造成了当权者与知识阶层的严重对立，加深了社会



矛盾，开创了封建皇权摧残文化、迫害知识阶层的先例，给

我国古代文化造成了巨大损失。 同时用来巩固统一的法家思

想也有很大的局限性。秦始皇没有认识到守成与进取不同，

应变换指导思想，采取不同的统治手段，反而日益迷信法家

学说，一味强调法治，结果愈益加强了对人民的压迫剥削，

导致阶级矛盾激化，秦旋即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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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