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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统一专制集权国家的建立 一、强化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来

源：www.examda.com 秦统一后，在原各国政权机构的基础上

，调整、完善、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机器。这种政治

制度主要有以下几项基本内容： 1、皇帝至高无上 2、以丞相

为首的官僚制来源：www.examda.com 3、郡县制 4、军队和法

律 在湖北云梦发现的秦简，使我们知道了自秦孝公至秦王政

时期陆续修成的秦律的部分内容。 二、巩固统一的措施 1、

令黔首自实田 2、统一文字、货币和度量衡 3、修驰道 4、迁

豪销兵 5、焚书坑儒 秦始皇最重要的历史功绩是建立了历史

上第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对中国古代文明的高度发展产

生了深远影响。但他同时又是一个暴君。这不单是个人品质

问题，映他所代表的政治力量刚刚走上历史的前台，经验不

足，对人民的力量缺乏认识，盲目夸大主观的作用，崇尚暴

力，迷信权力，以为能一口吞尽天下，一时做尽万世事。这

是由于他们在政治上尚处于幼年，未遭遇底层人民的打击，

还很不成熟。秦始皇作为有贡献的政治家，功在首位，过当

其次。 第二节 汉承秦制与“文景之治” 约法三章 秦朝灭亡

后，战争性质改变。项羽和刘邦展开争夺最高统治权的“楚

汉战争”。刘邦为争取关中父老支持，废秦苛法，约法三章

：“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 汉初稳定社会秩序的措施 

一、“兵皆罢归家”，“以有功劳行田宅”。 二、号召在战

乱中流亡山泽的人各归本土，恢复故爵、田宅。 三、以饥饿



自卖为奴婢的人，一律免为庶人。 四、抑制商人，不许他们

衣丝、操兵器、乘车骑马，不许他们做宫，加倍征收他们的

算赋，以限制商人对农民的兼并。 五、减轻田租，十五税一

。 六、命丞相萧何制定较秦法缓和的九章律，代替临时颀行

的约法三章。 2、汉承秦制 政治制度上“汉承秦制”，又略

有改变。中央仍是皇帝制和以丞相为首的官僚制，地方上实

行“郡国并行制”。刘邦先后诛杀和废除楚汉战争分封的大

部分异姓诸侯王，分封了九个同姓诸侯王。另一些地区仍实

行郡县制。 军队以南北军为中央常备军，此外还有郡县预备

军。 在《秦律》基础上，西汉萧何制定《九章律》。 3、赋

役制度 主要包括田赋、口赋、算赋、献费、兵役、力役等。

社会一部分阶层享有优复特权。 三、黄老之学与文景之治 1

、逆取而顺守 汉初君臣总结秦二世而速亡的教训，陆贾说：

“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秦任刑法

不变，卒灭。”秦只用刑罚不重教化是其失败的主要原因。

2、黄老之学 原齐国稷下学宫一派，主张“无为而治”。所

谓“无为”并不是一味消极的完全无所作为，而是顺应自然

。它与老、庄思想不同，而是一种维护统一的政治体制的学

说。汉初六十年，它是政治上的指导思想，主张刑德并用，

教化先行，顺民之情，与之休息。陆贾《新语》是其代表作

。 3、文景之治 黄老无为政治体现在政策上就是文、景时期

一系列的政策调整，包括：A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 年）下

诏全免田租；景帝元年（公元前156 年）复收田租之半，即三

十税一，并成为汉朝定制；B厉行节俭；C对匈奴实行和亲

；D在法律方面也有一些改革，如废除肉刑等酷刑。结果农

业生产得到恢复，国家经济实力增强，人民生活改善，巩固



了统治秩序，号称“文景之治”。 4、平定“七国之乱” 刘

邦为拱卫中央而分封同姓诸侯王，结果却适得其反，它们反

而变成了离心离德的独立王国，甚至勾结外族企图夺取皇位

。文帝时贾谊建议“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景帝时晁错建议

“削藩”。不久，吴王刘濞联合楚、赵、胶东、胶西、淄川

、济南反叛，被周亚夫平定。景帝进一步削弱诸侯王权力，

诸侯王只能衣食租税，不得过问政事。王国地位已与郡县趋

同，至汉武帝采取“推恩令”等措施，中央集权得到进一步

加强，王国割据势力荡然无存。 第三节 汉武帝与西汉的强盛 

汉武帝统治的五十余年（公元前140前87 年），是西汉王朝的

鼎盛时期，也是封建制度下中华民族的一个蓬勃发展时期。

在经济繁荣、府库充溢的基础上，汉武帝在政治、经济、军

事等方面采取了许多措施，改革了一些制度，以适应封建统

一国家的需要。 汉武帝即位时国势强大，但仍面临诸多社会

矛盾，于是进一步采取措施加强中央集权。 一、继续打击地

方割据势力 1.颁布“推恩令”。 2.“作左官之律，设附益之

法”； 3.严行“酎金律”； 4.用酷吏诛豪强； 5.设十三部（

州）剌史。 二、加强中央集权 1削弱丞相权力，“内外朝”

的形成； 2建立新选官制度，察举制和征辟制； 3扩充南、北

军； 4法律条文更严密繁苛。 三、集中财权 1改革币制；五铢

钱。 2盐铁官营；盐铁 3均输、平准； 4算缗和告缗。 四、独

尊儒术 实行文化专制主义，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

术”的建议，抛弃黄老无为，实行有为政治。新的思想方针

：A强调“大一统”；B强调“君权神授”；C强调“刑德并

用”；D强调“纲常伦理”。在具体政策上，提出“更化”

、“限田”等 对汉武帝的简单评价 列宁说：“判断历史功绩



，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有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

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有没有提供新的东西。” 秦始皇所创

立的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经过汉武帝的发展

才巩固下来的。随着各民族的日趋融合，以汉族人民为主体

的中华民族已经形成。汉武帝所开辟的疆域，为我们今天这

样一个东方大国奠定了基础。汉武帝是对中华民族有杰出贡

献的伟大人物。汉武帝所创设的各种制度和政策，不管以后

有多大消极作用，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强化中央集权，

符合国家要求统一，人民要求安居乐业的时代潮流，为灿烂

中华文明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他曾对卫青说：“汉家庶事草

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

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

袭亡秦之迹也”。他在征和四年（89年）断然罢逐为他求仙

药而伤民糜费的方士，拒绝在轮台（今新疆轮台）屯田远戍

，并且下诏自责，“深陈既往之悔”，申明“当今务在禁苛

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养马者得免徭役）以补缺

，毋乏武备而已”。同时，他还命赵过推行代田法，改进农

具，以示鼓励农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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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