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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讲　英国君主
立宪制的建立历史



代议制的含义?

    代议制政体是一种典型的资产阶级政治统治形式(政体)。在这种

统治形式中，掌握政权的统治阶级组织本阶级成员甚至全体居民选出

他们所信任的一些人作为代表，组成代议机关，代表该国的全体居民

或其中的部分成员，行使国家和社会的立法和行政等重大国事的决策

权和执行权。



1、含义：全体国民选举代表议员，组成议会，行使国家权力，
管理国家事务，是一种代议制民主制度。

[重点概念] 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

2、基本特点：①具有代表民意、行使国家权力的议会；

             ②实行分权与制衡的原则；

             ③实行资产阶级的政党政治；

3、类型：①君主立宪制
         ②民主共和制



[重点概念] 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

君主立宪制：指资本主义国家以世袭君主为国家元首，并

受到宪法限制的政权组织形式。它是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

互相妥协的产物。根据国情不同，又可分为议会制君主立

宪制（英国）、二元制君主立宪制（德国）。

民主共和制：指国家的权力机关和国家元首由选举产生并

有一定任期的政权组织形式。可分为总统制民主共和制

（美国）、议会制民主共和制（法国）。



（1）统一性：

（2）多样性：
法国-议会共和制，权力中心在议会；

美国-总统共和制，权力中心在总统；

英国-议会制君主立宪，权力中心在议会；

德国-二元制君主立宪，权力中心在皇帝与首相；



4、作用：

[重点概念] 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

①资产阶级通过议会对国家实行集体统治，防止了专制独裁，

有利于民主政治的发展；

②资产阶级不同政党在议会中以和平方式解决权益之争，避免

了暴力冲突；



【课标要求】

了解《权利法案》的制定和责任内阁制形成的史实，

理解英国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的特点。



课程标准—
—明考向

命题统计——知重点

英国君主立
宪制的确立

1.光荣革命。(2020·浙江7月选考)

2.两党制。(2019·北京卷)

3.英国君主立宪制的发展完善。(2019·天津高考)

4.《权利法案》体现的政治理念。(2017·海南高考)

5.英国君主立宪制的发展。(2016·全国Ⅰ卷)

6.制度构想与实践（论述题）。(2016·全国Ⅰ卷)

7.英国责任内阁制的确立。(2015·全国Ⅰ卷)

8.光荣革命。(2013·全国Ⅰ卷)



【知识结构】英国君主立宪制的建立

线索1　英国君主立宪制的确立

在 17世纪的英国，议会战胜了国

王，结束了君主专制，代之以建立

在法制原则上、受到议会制约的新

型君主制——君主立宪制。

线索2　责任制内阁的形成及运转

1721年，沃波尔出任英国首相，英

国责任制内阁开始逐渐形成。在英

国下院大选中获胜的多数党领袖为

首相，首相通过国王形式上的任命

即可组阁，内阁全体成员对政府事

务集体负责，并与首相共进退。



主干梳理 认知拓展



主干梳理     巧点妙拨 互动探究     史料研读 高考研析     把握考向 课后作业主干梳理  认知拓展 互动探究  分层突破 高考研析  把握考向 课时作业

一、英国资产阶级革命

（3）导火线：1638年苏格兰人民起义。



【史论归纳】英国宪法尊重传统

    尊重传统是英国宪法的效力源泉。英国宪法是一部典型的

不成文宪法，其中包括为数众多的宪法性法律、宪法惯例以及

宪法判例。这些宪法性法律、惯例和判例具有超出一般法律的

宪法性效力。它们高度稳定，一些著名的宪法性法律，如1215

年的《自由大宪章》、1628年的《权利请愿书》、1689年的

《权利法案》、1701年的《王位继承法》等，历经数百年还一

直是有效的法律文件，其神圣性远非普通的法律可比。而这种

独特状况的出现恰恰是因为英国人对传统极其尊重。



背景

萌芽

构成

权力

认识

《大宪章》
（13世纪）

确立“法律至上”“有限王权”的原则；

立宪政治的基础，英国宪政史上的里程碑。

1265年，贵族、骑士、市民召开会议，成为议会的开端。

上议院-贵族议院 由贵族和教会代表组成。

下议院-平民议院 由乡绅和市民代表组成。

召集权-国王召集，形成英王、上院、下院构成的议会政体

征税权-议会有赞成或拒绝征收新税的权力，限制了王权。

英国议会是欧美议会制的鼻祖，为近代代议制奠定了基础。



主干梳理     巧点妙拨 互动探究     史料研读 高考研析     把握考向 课后作业主干梳理  认知拓展 互动探究  分层突破 高考研析  把握考向 课时作业

【典例】继《大宪章》之后，1297年英国贵族又迫使国王爱德华

一世签署“无同意课税法”，该法规定：“凡贡税或补助金，如未经

本王国大主教、主教、伯爵、男爵、骑士、市民及平民中其他自

由人之惠然同意，则国王或其嗣君不得于本王国内征课之，”这说

明：

•  A．中古欧洲封建制度正式确立

•  B．主权在民原则得到英国社会普遍认可

•  C．等级君主制在英国不断强化

•  D．《大宪章》的理念影响了英国政治趋向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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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君主立宪制的确立提供了政治前提。3.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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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荣革命”

过程（1640-1688）

(1)爆发：1640年，英国爆发革命，资产阶

级和新贵族领导的议会军最终获胜，处死

国王查理一世，英国成为共和国。

(2)复辟：查理二世和詹姆士二世复辟，竭

力恢复旧的统治秩序。

(3)结果：1688年，玛丽和威廉承袭英国王

位，共同统治英国，史称“光荣革命”。

持续性、反复性、曲折性



       光荣革命留下的最深刻遗产是：制度变迁可以用非革命的手
段完成，从此后，英国历史上不再出现重大的暴力冲突，和平和渐
进的改革成为英国历史发展的特色。到光荣革命为止，合适的政治
和社会环境已经在英国形成了，正是在这种环境下，英国率先走向
工业革命，也就从一个文明边缘的小国走向了世界中心，并开创了
一种新的文明。                                     ——摘编
自钱乘旦《英国通史》

①“光荣革命”推翻了封建君主专制，为英国资本主

义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建立开辟了道路。

②避免了过度革命，维护了社会稳定。
③为工业革命的兴起发展奠定了政治基础。

实质：资产阶级、新贵族与封建旧势力妥协的产物
“光荣革命”

意义：



主干梳理     巧点妙拨 互动探究     史料研读 高考研析     把握考向 课后作业主干梳理  认知拓展 互动探究  分层突破 高考研析  把握考向 课时作业

【典例】有学者在谈到英国历史上一重大事件时说：“它
推翻了专制国王，却又表明制度变迁可以用非革命的手段
完成，从此和平和渐进成为英国历史发展的特色。正是在
这种环境下，英国逐渐从一个文明边缘的小国走向世界中
心。”以下对此事件的理解正确的是：
•  A．国王的权力来源发生了变化

•B．奠定了君主立宪制的法律基础

•  C．以暴力的方式完成政权更迭

•D．议会掌握了王位继承的决定权

答案



主干梳理     巧点妙拨 互动探究     史料研读 高考研析     把握考向 课后作业主干梳理  认知拓展 互动探究  分层突破 高考研析  把握考向 课时作业

• (2020·浙江7月选考)历经多次流血和动荡后，“政治上成熟的英国人决意

尝试一下新政体的实验”。托利党和辉格党议员联合起来，进行了一次

“具有历史意义的政治选择”。詹姆士二世的女婿、捍卫欧洲新教思想

的荷兰的威廉亲王受邀前往英国，经过“一场几乎未流血的战斗，信仰

天主教的詹姆士二世不得不放弃王国”。从英国政治文明演进的角度看，

这个“选择”更大的意义在于(　　)

• A．推翻了君主制度

• B．促进了君主立宪制度的形成

• C．催生了民主共和政体

• D．否定了教会高于国家的主张
答案



主干梳理     巧点妙拨 互动探究     史料研读 高考研析     把握考向 课后作业主干梳理  认知拓展 互动探究  分层突破 高考研析  把握考向 课时作业

（一）奠基：《权利法案》

1.目的：限制王权，扩大议会的权力,维护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利益。

二、英国君主立宪制确立与发展



1689年《权利法案》

《权利法案》限制了国王哪些权力？

立法权

征税权

司法权

军事权

　    第一条    凡未经议会同意，以国王权威停止法律或停止实施之僭越权力，为
非法权力。

　  第四条  凡未经议会准许，借口国王特权，为国王而征收，或供国王使用而征
收金钱，超出议会准许之时限或方式者，皆为非法。

　  第三条  设立审理宗教事务之钦差法庭之指令，以及一切其他同类指令与法庭，
皆为非法而有害。

    第六条  除经议会同意外，平时在本王国内征募或维持常备军，皆属违法。

合作探究：



选举权

言论自由权

集会权

　　　　第八条          议会议员之选举应是自由的。

　　第九条     议会内之演说自由、辩论或议事之自由，不应在议会以外之任何法院或
任何地方，受到弹劾或询问。

　　第十三条    为申雪一切诉冤，并为修正、加强与维护法律起见，议会应时常集会。

《权利法案》保证了议会哪些权力？



《权利法案》颁布前后国王和议会的权力各有什么变化？

英国国王
前：“君权神授”，君主专制

后：法律从各方面限制王权

议会权力
前：仅有提出财政、法律议案的权力

后：法律确立议会权力，议会权力至上



主干梳理     巧点妙拨 互动探究     史料研读 高考研析     把握考向 课后作业主干梳理  认知拓展 互动探究  分层突破 高考研析  把握考向 课时作业

3.意义：否定了君权神授，确立了议会权力至上，奠定了____________的

法律基础。标志着英国君主立宪制的确立，英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立法权从国王转移到议会）

易错提醒：《权利法案》颁布后，国王权力虽受到议会的限制，

但仍有较大的行政权；责任内阁制确立后，英王才失去了行政权，

真正处于“统而不治”的地位。



主干梳理     巧点妙拨 互动探究     史料研读 高考研析     把握考向 课后作业主干梳理  认知拓展 互动探究  分层突破 高考研析  把握考向 课时作业

【问题探究】近代的民主制与古希腊的民主制相同吗？

提示：不同。近代的民主制来源于古希腊的民主制，但古希腊民主的

形式是直接民主制，而近代民主的形式则是代议制，即间接民主制。



主干梳理     巧点妙拨 互动探究     史料研读 高考研析     把握考向 课后作业主干梳理  认知拓展 互动探究  分层突破 高考研析  把握考向 课时作业

【典例】1694年，伦敦商人以股份制的形式建立英格兰银行，贷

给国王巨额军费。为了防止资金被滥用，英格兰银行建立了严格

的信用制度，军费的批文除了要议会通过，还需要英国国王的印

章。由此可知，英格兰银行信用制度建立的背景是：

 A．工业革命的需要           B．君主立宪制的建立

 C．世界市场的形成           D．早期殖民侵略扩张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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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及17世纪末的英国，有学者认为，“从表面看，政权似乎一点

没变，国王依旧，英国仍然是个王国而不是共和国，国王仍然

是国家元首……然而，实际权力结构却彻底发生了变化，国王和

议会的权力互换了位置”。这一“变化”表现在：

•  A．共和国变成了王国        B．责任内阁制形成

•  C．议会权力高于王权        D．国王“统而不治”

•【题源】2022年高考真题·1月选考科目——历史（浙江卷）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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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展：责任内阁制的形成

二、英国君主立宪制确立与发展



• （1）惯例一：

                                                                                

• （2）惯例二：

                                                                      

• （3）惯例三：

国王不出席内阁会议 

下院多数党领袖任首相并组阁（沃波尔
）  

一旦内阁受到下院反对，首相就要辞
职，或解散下院提前大选，由新选出
的下院决定内阁去留。

形成的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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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展：责任内阁制的形成

2.含义：是资本主义国家由内阁总揽国

家行政权力并向议会负责的一种国家政

权组织形式。由于内阁制政府具有对议

会全权负责的特征，故又称议会内阁制。

责任内阁制以议会为权力中心，行政系

统受议会的节制，行政权与立法权合一，

政府(内阁)则对议会负责。

二、英国君主立宪制确立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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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022·山西运城开学考)乔治一世是英国历史上一个比
较特殊的国王，他不是英国人，54岁才因血缘关系入主
英国，成为英国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他不会说英语，成
为英国国王后，仍不愿学习英语。语言障碍使他对国事
漠不关心，从制度建设角度来看，这个“奇迹”的意义
在于(　　)

•A．确立了议会权力高于王权

•B．避免了中央集权制的弊端

•C．有利于君主立宪制的完善

•D．阻断了保皇派复辟的道路

答案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
https://d.book118.com/328017137041006052

https://d.book118.com/3280171370410060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