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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9_AB_98_c65_544410.htm 六、历代经济政策 1.历史 纵观

中国古代经济发展史，统治者如能推行休养生息政策及发展

生产的政策，就能调动人民群众生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就

能促进古代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 (1)秦国：废井田，开阡

陌；奖励耕战，禁止弃农经商。 (2)秦朝：统一货币、度量衡

。 (3)唐朝：沿用均田制，实行租庸调制。武则天奖励农业生

产。 (4)清朝：宣布“更名田”；实行“摊丁入亩”。 2.政治

(1)运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关系的原理分析认识古代的经

济政策：历代经济政策是对农村生产关系的调整，当这种调

整与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时，则促进当时生产的发展

，推动社会进步。 (2)运用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的辩证关系分

析认识历代经济政策：从动机上看是为发展封建经济，维护

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但在效果上则有利于社会稳定和经济

发展，推动社会进步，符合人民和国家利益，因此应当给予

充分肯定。 (3)联系：“十一五”期间，我国实施加强农业基

础地位、努力增加农民收入的相关政策。理解我国农业政策

的得当与稳定农业发展的重大意义。 (4)联系党中央、国务院

提出的税费改革，理解税费改革体现的政治、经济、哲学原

理。 农村税费改革体现的政治与经济的辩证关系；体现国家

的对内职能；体现党和国家依法治国的原则；体现党的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国家机关对人民负责的组织活

动的原则。 农村税费改革体现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体现

税、费作为国家财政收入形式的区别与不同；体现国家宏观



调控职能。 农村税费改革体现了物质和意识的辩证关系的原

理；体现了事物是普遍联系的原理；体现了矛盾的普遍性与

特殊性的辩证关系的原理；体现了实践是检验认识正确与否

的唯一标准的原理。 [相关新闻] 2009年高考历史中国古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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