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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71/2021_2022_2009_E5_B9_

B4_E9_AB_98_c65_571981.htm 三、古代著名的改革 1.历史 古

代历史上无数次革新与变法实践表明，改革是社会发展的强

大动力。因此，也可以说人类的文明史也是一部改革史。 (1)

春秋时期齐国管仲改革：改革内政，发展生产，改革军制，

使齐国强盛，齐桓公确立霸业。公元前356年，秦国商鞅变法

：废井田，开阡陌；废除特权，奖励耕战；建立县制。秦国

封建经济得到发展，国家实力增强，为秦统一全国创造了条

件。 (2)北魏孝文帝改革：公元485年颁布均田令，实行汉化

政策。改革促进了北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加速了北方少数

民族封建化进程，促进了北方民族融合。 (3)王安石变法：青

苗法、募役法、农田水利法、方田均税法、保甲法。兴修水

利，发展了农业，政府的收入也增加了一些，军事力量也有

所增强。但是新法触犯了大地主的利益，遭到他们的反对而

失败。 2.政治 (1)对于历史上的改革和变法的评价要坚持如下

标准：坚持社会发展的标准；坚持历史的标准；以马克思主

义哲学为指导思想，坚持阶级斗争的观点；重视历史发展必

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注意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之间的关系

；改革的成败不能以改革者个人的结局来做判断，而应视改

革的积极作用是否得以维持。 (2)运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

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分析理解古代的改革变法。 (3)

王安石变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却被废除，表明改革的复杂

性与曲折性的道理。 (4)理解我国古代的改革与现今的改革有

着本质上的不同。 (5)联系有关时事，了解如何推进国有企业



的改革和发展以及深化农业改革和发展农村经济，进而掌握

改革对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大现实意义。 [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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