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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生产是人类重要的经济活动，也是人类得以延续的物质基础，深刻影响着人类历史发展

的进程。生产工具的进步和劳作方式的变革，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志，也是人类历史

演进的强大动力。商业贸易经历了从地域性到整体性、全球性的发展过程，伴随着商业贸易

的发展，人们的日常生活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具有时代发展的特色。古今中外人类居住形

式与居住环境发展变化的过程折射出人类社会从原始文明到农业文明再到工业文明不断演变

的特点。交通运输及医疗与公共卫生是当今社会民众关心的热点问题。

微专题 1　劳动方式的历史演变

1．使用原始的、粗笨的手工工具进行的集体劳动。

(1)原始社会：氏族内部的集体劳动。原始社会初期，使用石制、木制、骨制等原始工具，生

产规模局限在氏族内部，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分工，劳动在集体中共同进行。

(2)奴隶社会：大规模使用奴隶的集体劳动。奴隶社会生产力水平较低，剩余产品很少，因而

需要大规模使用奴隶进行以简单协作为主的集体生产。

2．使用比较专门化、比较完善的手工工具进行的个体劳动。

(1)原始社会后期，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为个人或家庭单独生产产品提供了可能；出现了以

交换为目的的商品生产，生产冲出血缘氏族的狭小范围，各氏族、部落之间的经济联系加强。

(2)奴隶社会存在大量的小私有制的个体生产。封建社会初期，个体生产继续发展，并最终在

社会生产过程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3．以机器系统为主，有着严密分工和协作的社会化劳动。

(1)封建社会末期，手工工场出现，生产分成若干环节。精细的分工协作导致劳动工具和工人

的专门化，加强了生产过程的集体性，为机器大生产的出现创造了直接的技术前提。

(2)大机器的使用和推广把生产过程的社会公共性质推向了全新阶段，工人和工人、车间和车

间成为一个整体，而且生产过程中每一部门几乎都要和社会上其他生产部门发生这样或那样

的联系。

微专题 2　近代西欧的商业革命与工业革命的关系

1．商业革命推动了技术革新和组织形式的改进。为了满足不断扩大的市场需求，手工工场必

须要改善其组织形式、进行技术革新，这为工业革命开展积累了技术。

2．商业革命为工业革命提供了必需的大量资金。商业革命期间，通过殖民掠夺和海外贸易，



欧洲赚取了丰厚的利润，这为工业革命开展提供了资金。

3．商业革命刺激了人文主义的发展，渴望得到财富的观念成为社会思潮，这为工业革命开展

提供了精神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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