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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9_AB_98_c65_544419.htm 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 1.

历史 专制主义是指中央的决策方式，具体说就是皇帝的个人

专断独裁；中央集权指全国各种军、政、财权归属中央，地

方完全由中央管理和控制，充分执行中央的政令。 (1)战国时

期初步形成。法家代表韩非提出建立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国

家的主张。新兴地主阶级从加强专政和保护封建经济发展的

需要，初步确立了君主集权的政治体制。 (2)秦朝正式建立。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把专制主义的决策方式和中央集权的政

治制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正式建立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

政治制度。 (3)西汉巩固。汉景帝、汉武帝解决了王国分权割

据的问题。汉武帝又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

政策，找到了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制度所需要的理论

基础。从此封建专制主义政治制度基本定型并得以巩固。 (4)

隋唐完善。实行三省六部制，克服了君权与相权的矛盾；实

行科举制，提高了行政效率，扩大了统治基础，使专制主义

中央集权制度进一步完善。 (5)北宋加强。北宋初年，大力加

强中央集权，解决了藩镇割据和武将争权的问题，中央集权

制度进一步加强。 (6)元朝新发展。为了加强封建统治和对辽

阔疆域的管辖，在中央设中书省，地方实行行省制度。这是

加强中央集权的新举措。 (7)明清达到顶峰。明朝中央废丞相

，权分六部；地方废行省，设三司；还设立特务机构，实行

八股取士。清朝沿用明制，增设军机处，大兴文字狱。明清

时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达到了顶峰。 2.政治 (1)运用政治



与经济的辩证关系分析理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专制主

义中央集权制度根源于封建经济，由封建经济所决定。地主

阶级运用这一制度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 (2)运用一分为二的

观点认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影响。既要看到它对历史发

展的进步作用，又要看到它对历史发展的消极作用。 (3)运用

矛盾的主次方面原理认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封建社会

上升时期其积极作用是主要的，封建社会的衰落阶段其消极

作用是主要的。 (4)运用对立统一的观点认识专制主义中央集

权制度存在的两对基本矛盾(皇权与相权的矛盾、中央与地方

的矛盾，以及这两对矛盾总的发展趋势)。 (5)联系我国现今

国家机构的设置，掌握我国中央机构的职权。 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是我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国家主席是我国最高国家权

力机关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是最高国

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 最高人民法

院是最高审判机关。人民法院是国家审判机关，属于司法机

关体系。 最高人民检察院是最高国家检察机关，人民检察院

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 中央军事委员会是我国最高的军事领

导机关，领导全国武装力量。 (6)理解我国国家机构的组织和

活动与历史上的国家机构的组织和活动有着本质的不同；并

掌握我国国家机构的组织和活动原则：民主集中制原则、对

人民负责原则、依法治国原则。 [相关新闻] 2009年高考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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