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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58/2021_2022__E6_88_90_E

4_BA_BA_E9_AB_98_E8_c66_158055.htm （一） 经济制度及赋

税制度： 1.井田制：（西周时期的土地国有制度） 2.由公田

到私田：（齐国“相地而衰征”、鲁国“初税亩”） 3. 西汉

时期：编户齐民制度（人头税的开始） 4. 隋朝沿用北魏以来

的租调制，以庸代役的制度开始部分实行 5. 唐朝前期：租庸

调制；唐朝后期：两税法 6. 北宋王安石变法中的：方田均税

法和募役法 7. 明朝“一条鞭法”1581年张居正 8. 康熙“更名

田”：“滋生人丁，永不加赋” 9. 雍正帝推行“摊丁入亩”

征收“地丁银” （二） 经济发展概况： 1. 农业 ⑴农作物：

①商周时期：“五谷”；②两汉时期：稻麦成为主要粮食作

物；③茶叶在唐代已经成为生活必需品，唐中期政府开始征

收茶税；④北宋时期从越南引进水稻良种占城稻；⑤明朝棉

花种植由江南推向江北，国外引进高产农作物新品种玉米和

甘薯；⑥清代前期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扩大，形成了一些专

业生产区域。 ⑵工具：①商周时期：木、石、骨、蚌（少量

青铜农具）；②春秋时期：铁农具出现；战国时期：铁农具

使用范围扩大（铁器时代的到来标志我国社会生产力的显著

提高）；③两汉时期：铁农具使用广泛（西域和珠江流域）

；④曹魏时，马钧改进了翻车，用于灌溉；⑤唐朝时期：创

制新的灌溉工具筒车；曲辕犁便于水田耕作；⑥北宋时期：

尖头犁铧、人力操作的踏犁。 ⑶耕作技术：①商周时期：粪

肥、草木灰、绿肥；②春秋战国时期：牛犁耕并推广（农业

技术史上农用动力的一次革命）；③两汉时期：耕犁装犁壁



翻土碎土，早欧洲千年；西汉赵过发明播种耧车；二牛抬杆

的牛耕法推广 *；④唐朝围湖造田和向山要田对自然生态平衡

有所影响。 ⑷水利工程：①春秋战国时期：桔槔（中原）芍

陂（楚孙叔敖）都江郾（战国秦李冰）郑国渠（战国）；②

两汉时期：黄河流域灌溉渠；江淮江汉陂池；东南排水筑堤

；西北坎儿井 *；③隋朝时期用运河灌溉；④唐朝派专职官员

管理水利工程。 2. 手工业 ⑴青铜铸造：商周手工业的主要部

门 ⑵冶铁业：①春秋战国：铸铁柔化处理技术是世界冶铁史

上的一大成就，比欧洲早两千多年。②西汉：煤成为冶铁燃

料、淬火技术。③东汉：杜诗发明水排，用水力鼓风冶铁；

低温炼钢技术发明推广。④北魏相州以制造军刀著称；百炼

钢技术成熟：“灌钢法”。⑤唐朝时冶铸业已普遍采用了切

削、抛光、焊接等工艺。⑥北宋时期，煤的开采量很大，煤

还广泛用于冶铁炼钢。 ⑶陶瓷业：①商周原始瓷器是我国陶

瓷发展史上的一次飞跃；②魏晋南北朝：南方盛产青瓷、北

方创制出白瓷；③唐朝的唐三彩；青瓷中的秘色瓷；刑窑的

白瓷：“南青北白”；④北宋制瓷业水平超过前代：定、汝

、哥、官、钧窑是著名的五大瓷窑；江西景德镇以生产青白

瓷著称；⑤元朝时，景德镇成为全国著名的制瓷中心。 ⑷漆

器：①原始社会河姆渡遗址：红漆碗；②商周达到较高水平

；周朝漆工艺用于车制造；③战国漆工艺夹技术；④两汉时

期：“万人之功”。 ⑸纺织业：①战国：长沙楚墓出土的麻

布；②西汉：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素纱禅衣；东汉：新疆地

区种植棉花；③曹魏的纺织业中心襄邑、洛阳；吴国培育出

“八辈之蚕”；蜀汉蜀锦；④北宋丝织品产地以两浙和四川

为中心；⑤棉纺织业在南宋时扩展到江南，棉纺织业的兴起



标志着棉布逐渐代替了麻布，成为主要衣被原料；⑥元朝民

间棉纺能手黄道婆；松江成为全国棉纺织业的中心。 ⑹煮盐

酿酒业：①春秋战国：山西池盐、山东海盐、四川井盐；②

春秋战国：用由造酒，这是我国古代酿造技术的重要发明；

③汉代：池盐、海盐、井盐；汉武帝实行盐铁专卖制度。 ⑺

造船业：①秦汉造船业发展迅速；②唐朝时期：中国能制造

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船“海上霸王”；能造使用推进器的战

舰，这是最早使用机械动力的轮船雏形；③北宋造船技术在

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万石船”；南宋的明、泉、广州是造

船业中心。 ⑻造纸业：①西汉前期的纸（甘肃天水放马滩绘

有地图的纸）是目前世界上所知最早的纸；②105年，东汉蔡

伦改进造纸术“蔡侯纸”；③魏晋南北朝时期，纸成为主要

的书写材料。北方的洛阳、长安，南方的建业、扬州都是有

名的造纸中心。 3. 商业 ⑴城市：①春秋战国：齐国临淄、楚

国郢等；②两汉时期：城市都设有专供贸易的“市”；匈奴

“远驱牛马与汉会市”；两汉时期“五都”：长安、洛阳、

成都、邯郸、临淄、宛；③隋唐时期，长安和洛阳是全国的

政治、文化中心，全国的商业大都会；长江流域的商业都市

以扬州、成都为东西两个中心；唐后期，扬州成为全国最繁

华的工商业城市“天下之盛，扬为首”“扬一益二”；④元

朝的都市以大都、杭州和泉州最为著名。 （2）交通：a） 夏

朝：“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b） 商周：施舍

；邮驿传递制度；c） 隋朝：开凿大运河；d） 隋唐时期交通

要道上还有接待客商的私家店肆，备有“驿驴”；以运河、

长江为主的水运也很方便；e） 元朝的交通运输业：陆路横跨

欧亚的丝绸之路；海上南北海运的开通、内河航运开凿了会



通河、通惠河 . ⑶货币：a） 商朝用贝作为货币；b） 秦朝：

统一货币圆形方孔钱（秦半两）；c） 两汉时期：汉承秦制，

以黄金和铜钱为主币（五铢钱）；d） 隋仍铸五铢钱；e） 唐

高祖行“开元通宝钱”，以后货币以它为范式。 ⑷商业：a）

商朝重视商业：“商人”；b） 唐朝：有交易场所-市，市中

有邸店和柜枋（我国最早的银行雏形），市的买卖时间有限

定；唐后期城市里有夜市、农村里有草市；胡商遍布各大都

会；c） 北宋时大城市的商业活动突破坊和市的界限，营业时

间也不受限制“瓦子”；东京是最大的商业都会：“交子”

纸币的推广反映了商业的高度发展；d） 南宋的商业城市以

临安最为繁荣；辽的南京是抽业繁盛的城市；中都是金的商

业中心；边境的互市贸易；e） 明清时期国内市场扩大，大量

农产品和手工业品投放市场；北京和南京是全国性商贸城市

；商品经济向农村延伸，江浙地区以工商业著称的市镇兴起

。 4. 江南经济的开发：（原因） ⑴ 魏晋南北朝时期江南农业

得到开发，使南北经济趋于平衡，为经济重心的南移打下了

基础。 ⑵安史之乱后，我国的经济重心开始南移 ⑶五代时全

国的经济重心继续南移 ⑷南宋时全国的经济重心已经由北方

移到南方，江浙地区长期成为全国的经济重心“苏湖熟，天

下足” 5. 明清时期时期新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萌芽出现但发

展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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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