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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9/2021_2022_2011_E5_9B_

BD_E5_AE_B6_c26_649512.htm 本文是关于历史的2011年国家

公务员考试常识判断考核要点。 2011国考常识判断历史篇 经

济发展 一、历代改革 （一）古代著名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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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8年王莽

改制：王田私属，不许买卖；多次改变币制。改制激化了社

会矛盾，以失败告终。 公元485年北魏孝文帝改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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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周

周世宗改革：采取措施开垦荒田，取消苛捐杂税，重视兴修

水利，整顿军队，严格纪律。后周力量增强，为后来结束分

裂割据局面奠定了基础。 北宋王安石变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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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收入增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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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朝张居正改革

：整顿吏治，加强中央集权，治理黄河，实行“一条鞭法”

，采取军事改革措施。明朝经济状况得以改善，财政收入有

所增加，国防实力增强。改革限制了大官僚地主的既得利益

，最终失败。 （二）近代改革 近代历史上有三次新政，即洋

务运动、百日维新（戊戌变法）、清末新政。 洋务运动发生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通过《天津条约》把侵略势



力由沿海延伸到内地。 戊戌变法发生在《马关条约》签订后

，中国半殖民地化加深，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 清

末新政发生在八国联军侵华之后，《辛丑条约》使中国完全

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三次新政都没有达到预期

的目的。甲午战争的惨败，宣告了标榜“自强”、“求富”

的洋务运动的破产。百日维新如同昙花一现，在封建顽固势

力的反扑下，归于失败。清末新政没有给清朝统治者带来稳

定，反而激化了国内矛盾。但三次新政都有利于民族资本主

义的发展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壮大。 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

亚历山大二世颁布“二一九法令”，禁止买卖农奴，农民通

过赎买获得一些份地。1861年改革是俄国历史的重大转折点

，使俄国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 明治维新：19世纪60

年代日本明治天皇进行改革。政治上废藩置县，废除封建等

级制度，“四民平等”，制定宪法。经济上废除封建领主土

地所有制，确认土地私有，允许土地买卖。文化上生活方式

西化。明治维新使日本成为当时亚洲唯一独立的国家，并逐

步成为列强之一。 二、历代农业经济政策 春秋：公元前594

年，鲁国实行初税亩，对公田征收其收成的十分之一作为税

赋，对公田之外的份田、私田同样根据其实际亩数，收取收

成的十分之一作为赋税。初税亩被认为是我国古代农业税制

的开端。 秦国：公元前356年商鞅变法，废井田，开阡陌；奖

励耕战，禁止弃农经商。 西汉：实行休养生息政策；士兵复

员生产，归还逃亡者田宅；释放奴婢为平民；减轻田租。 东

汉：实行休养生息政策；减轻田租；废除王莽时的苛捐杂税

。 三国：蜀国诸葛亮实行减轻赋税、奖励农耕政策；曹魏重

视保护农桑。 南北朝：485年，北魏颁布均田令，推行均田制



：按性别、年龄把土地分配给农民。这些土地的主要部分只

准使用，不准买卖。受田的农民必须向国家缴纳租税，并服

徭役和兵役。 唐朝：沿用均田制，实行租庸调制。武则天奖

励农业生产。 北宋：形成租佃制，确立劝农制度，对开垦荒

地提供财政支持，推广先进生产技术，组织兴修水利等政策

措施，成功推动农业经济较快发展。 明朝：明初奖励垦荒，

减免赋役，实行屯田；推广植棉。明朝中期宰相张居正推行

一条鞭法：把田赋、徭役和杂税合并起来，折成银两，分摊

到田亩上收取。 清朝：奖励垦荒；宣布“更名田”；实行“

摊丁入亩”：将丁银摊入田赋征收，废除了以前的“人头税

”，使无地农民和其他劳动者摆脱了千百年来的丁役负担；

地主的赋税负担加重，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或缓和了土地兼

并；而少地农民的负担则相对减轻。 1931年春土地革命路线

：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

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

制。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在根据地实行地主减租减息、农民

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 1947年，中共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

纲》，规定：没收地主土地，废除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实

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按农村人口平均分配土地。 1950

年，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1952年底

，全国基本上完成了土地改革，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到了

土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村普遍实行了联产

承包责任制。2007年出台的《物权法》确定农村耕地承包期

限为30年。 2006年，我国废除了农业税。 三、生产工具发展

历程 夏朝：用木制耒耜播种，用石刀、蚌镰收割庄稼。 商周

：制造和使用青铜器。 春秋战国：铁器用于农业生产，出现



牛耕。 西汉：普遍使用铁农具、耦耕，出现马耕，使用犁耕

法，用耧车播种。 东汉：杜诗发明“水排”，鼓风冶铁。毕

岚创造龙骨水车，是流传最久远的农用水车。 三国：曹魏马

钧完善翻车，用以灌溉、排涝。 唐朝：创制曲辕犁、筒车。 

元朝：黄道婆改进棉纺织工具。 三次科技革命比较表 四、水

利工程 1.灌溉工程 秦国蜀守李冰在成都附近的岷江流域修建

综合性的防洪灌溉工程都江堰。 郑国在秦国咸阳附近开凿了

郑国渠，灌溉田地400万亩。 汉武帝时，在关中郑国渠上游南

岸凿了六道辅助渠道六辅渠，又开凿了白渠。 2.运河工程 秦

政府为解决运军粮的困难，派史禄开凿灵渠，沟通湘水、漓

水。 隋炀帝于605年下令开凿京杭大运河，加强南北交通，促

进南北经济文化交流。 元世祖时，为解决运粮困难，开凿会

通河、通惠河、胶莱运河。 五、对外贸易 秦汉丝绸之路与海

上丝绸之路的兴起： （1）丝绸之路 西汉时中国同西亚和欧

洲的通商关系开始发展，中国的丝和丝织品，经“丝绸之路

”运到西亚、大秦。丝绸之路的路线，由西汉都城长安出发

，经过河西走廊，然后分为两条路线： 一条由阳关，经鄯善

，沿昆仑山北麓西行，过莎车，西逾葱岭，出大月氏，至安

息，西通犁（今埃及亚历山大）。另一条出玉门关，经楼兰

、商昌、龟兹，沿天山南麓西行，出疏勒，西逾葱岭，过大

宛，经撒马尔罕，至马什哈德（伊朗），西通欧洲。 另据专

家考证，在浙江良渚遗址出土的距今5000年的玉琮，及河南

殷墟出土的商代玉器，其皆为新疆和田玉及青海昆仑玉，可

见中国东西部经贸交流的历史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期。 丝绸之

路上保留至今的文明遗迹有甘肃的阳关、莫高窟，新疆的高

昌故城、交河故城、楼兰遗址等。 （2）海上丝绸之路 秦汉



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初步形成。西汉朝廷派出绎使率领的

船队，沿着民间贸易开发的海上航线，到达中南半岛，南洋

群岛，印度东南海岸和斯里兰卡等地。海上丝路起于秦汉，

兴于隋唐，盛于宋元，明初达到顶峰，明中叶因海禁而衰落

。海上丝路的重要起点有番禺（今广州）、登州（今烟台）

、扬州、明州（今宁波）、泉州、刘家港等。 唐代对外贸易

兴盛。唐都长安是亚洲经济文化中心。对外贸易经陆路和海

路与亚洲、欧洲各国往来。唐政府在广州设市舶使管理对外

贸易。这一时期贸易的重点是亚洲，交往对象主要是朝鲜、

日本、天竺、波斯、大食等。 南宋造船业进步，罗盘针应用

于航海，对外贸易大大发展，对外贸易东达日本、朝鲜，西

至非洲一些国家。元朝对外贸易更加繁荣 意大利人马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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