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题一  中外政治制度史



线索梳理1

角度1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演变

时期 中央体制 地方体制

夏商周
时期

世袭制代替禅让制（夏朝） 西周时期，地方实行分封制

秦汉
时期

皇帝制度：皇帝是国家的最高统
治者，总揽全国的一切军政大权
三公九卿制：丞相、太尉、御史
大夫分别掌管行政、军事和监察
事务；在丞相之下设九卿

秦：建立由中央直接管辖的
郡县制
汉：汉武帝颁布“推恩令
”，并建立刺史制度

中外政治制度史线 索1



时期 中央体制 地方体制

隋唐
时期

三省六部制：中书省、门下省和尚
书省；在尚书省之下设六部

唐中期设节度使，逐渐形成
藩镇割据的局面

宋朝 分化事权，削弱相权
派文臣担任各地州县的长官，
实施三年一换的制度；设置
通判以分知州的权力

元朝

中书省：掌管全国的行政事务，下
设六部
枢密院：负责全国的军事事务，调
度全国的军队
御史台：负责监察事务

实行行省制度；根据边疆各
地区的情况，因地制宜地进
行治理

续表



时期 中央体制 地方体制

明清
时期

明：废除丞相制度和中书省，
提升六部的职权；设特务机构
“厂卫”
清：设军机处，撤销议政王大
臣会议

明：取消行中书省，设立
“三司”；分封诸子为王，
驻守各地
清：基本沿袭中原历代王
朝的做法

辛亥革
命后

废除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

·特点：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下的两对基本矛盾：君权与相权，
中央与地方。
·趋势：相权逐渐衰落，皇权日益加强，地方权力不断被削弱。
·一个核心：权利高度集中，皇权至高无上。

续表



角度2  中国近现代政治制度的探索与发展

阶段 时间 探索历程 概况

近代

1898年 戊戌变法

清政府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实行
变法；学习西方的先进政治制度（君主立
宪制）；是中国近代政治制度方面的第一
次探索

1911年 辛亥革命
推翻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宣告了中国两
千多年君主专制制度的终结

1912年
中华民国
建立

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颁布的《中
华民国临时约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
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重要文件，
是辛亥革命的重要成果



续表

阶段 时间 探索历程 概况

近代

1921年
中国共产
党成立

明确了党的奋斗目标（推翻资产阶级政权，

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确

定了党的中心工作（领导和组织工人运动）

，从此中国的革命面貌就焕然一新了

1931—
1945年

抗日战争

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

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斗争，促进了中华

民族的觉醒，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

实现彻底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奠定了重

要基础



续表

阶段 时间 探索历程 概况

近代
1945—
1946年

重庆谈判、政
治协商会议

为中国实现民主统一、和平建国带来
了一线曙光

现代

1949年
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第一届全
体会议召开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召开，
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
政治协商制度正式确立

1949年
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国
历史的新纪元。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
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
治；中国真正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
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续表

阶段 时间 探索历程 概况

现代

1949年
民族区域自

治制度确立

对维护民族团结、巩固祖国统一和促进民

族地区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为实现各民族

共同发展、共同富裕奠定了基础

1954年
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确立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

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奠定了基础

进入改革开

放和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

设新时期后

“一国两制

”

香港、澳门回归祖国是“一国两制”伟大

构想的成功实践；在“和平统一、一国两

制”对台基本方针的指引下，海峡两岸关

系逐步走向缓和并不断向前发展



续表

阶段 时间 探索历程 概况

现代
新时
代

《中华人
民共和国
香港特别
行政区维
护国家安
全法》

进入新时代，中央政府全面准确推进“一国两制”
实践，依照宪法和基本法有效实施对特别行政区的
全面管治权，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
原则，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2020年，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
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推动香港进入由乱到治走
向由治及兴的新阶段

·中国近现代政治制度的演变：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君主立宪制、民主共和
制、社会主义制度。
·重要历史文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等。



角度3  世界古代政治制度的演变

时期 国家 政治制度 概况

古代
希腊
罗马
时期

雅典 民主政体

公元前6—前4世纪，雅典城邦的公民直
接参与国家管理，公民大会是最高权力
机构，具有立法、司法等多种职能。外
邦人、奴隶、妇女没有任何政治权利

罗马共
和国

共和政体
元老院掌握国家统治的决策权，执政官
主持日常政务，公民大会是形式上的最
高权力机关

罗马
帝国

君主政体——
元首制

公元前27年，屋大维首创“元首制”这
一政治形式，掌握了最高统治实权，元
首享有独尊地位



续表

时期 国家 政治制度 概况

中世
纪欧
洲

法兰克

王国

封君封

臣制度

是以土地的封赐为纽带而形成的封建制度，

11世纪在西欧已经普遍存在；有着严格的等

级性，而且权利、义务交织在一起，有一定

的契约意义

法国
等级君

主制

等级君主制时期，司法和军事等方面的权力

逐渐集中到中央，等级代表会议主要掌握国

家赋税的批准权和分摊权，市民阶层的利益

和要求开始受到重视



续表

时期 国家 政治制度 概况

中世

纪欧

洲

英国
议会君

主制

13世纪末，英格兰基本确立议会制度。议会由

上下两院构成，上院由贵族组成，下院由骑士

和平民代表组成，征税权掌握在议会手中；在

议会君主制下，议会行使国家最高权力，君主

是国家权力的象征

·特点：国家的制度具有差异性和延续性。

·局限性：民主只存在于少部分人之中。



角度4  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

阶段 时间 事件 概况

萌芽

14—

17世

纪

文艺复兴运动

（思想）

文艺复兴是一场反对教会“神权至上”和

提倡人文主义的新文化运动，促进了人们

思想的大解放，为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产

生和发展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

新航路的开辟

（经济）

欧洲大西洋沿岸工商业经济繁荣起来，促

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时，欧洲与亚洲、

非洲、美洲之间建立起了直接的商业联系，

往来日益密切。世界开始连为一个整体，

世界的观念也从此逐步确立起来



续表

阶段 时间 事件 概况

萌芽
14—
17世
纪

早期殖民掠夺
（经济）

以“三角贸易”为代表的早期殖民掠夺在客
观上有助于欧洲殖民国家的资本原始积累，
有助于世界市场逐渐形成

初步
确立

17—
18世
纪

英国资产
阶级革命

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1688年，
英国发生“光荣革命”，资产阶级革命结束。
1689年，议会通过了《权利法案》。此后，
英国议会的权力日益超过国王，君主立宪制
逐渐形成。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封建君
主专制，为英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开辟了道路，
并对世界近代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续表

阶段 时间 事件 概况

初步

确立

17—

18世

纪

美国独立

战争

1775年，美国独立战争爆发。1783年，英国被

迫承认美国独立。美国独立战争既是一次民族

解放战争，也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英

国的殖民统治，实现了国家独立，为资本主义

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法国大

革命

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摧毁了法国的君主

统治，传播了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思想，促进了

资本主义的发展



续表

阶段 时间 事件 概况

巩固
与
扩展

18世纪
60年代
—

19世纪
60年代

第一次工

业革命

工业革命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水平，人

类进入“蒸汽时代”；进入19世纪，传统的

手工工场逐渐被大工厂替代，现代工厂制度

最终确立

俄国农奴

制改革

1861年，亚历山大二世颁布了废除农奴制的

法令。这次改革是俄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

折点，废除了农奴制，推动俄国走上了发展

资本主义的道路



续表

阶段 时间 事件 概况

巩固
与
扩展

18世纪
60年代
—

19世纪
60年代

美国南北

战争

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以北方获胜告终，避

免了美国分裂。经过这场战争，美国维护了

国家统一，废除了奴隶制，清除了资本主义

发展的最大障碍，为以后经济的迅速发展创

造了条件

日本明治

维新

1868年开始的明治维新成为日本历史的重大

转折点。通过明治维新，日本迅速走上了发

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实现了富国强兵



续表

阶段 时间 事件 概况

成熟

19世纪

六七十

年代—

20世纪

初

第二

次工

业革

命

第二次工业革命以电力的广泛应用为核心和主

要标志。发电机、电动机等的发明和使用，电

力的广泛应用及取代蒸汽机成为工业生产和社

会生活的主要能源，推动人类社会进入“电气

时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向垄断资本主义即

帝国主义阶段过渡，掀起瓜分世界狂潮，资本

主义世界市场最终形成



续表

阶段 时间 事件 概况

调整

发展

20世纪

30年代

以后

罗斯

福新

政

1933年，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宣布实施新政，

采用国家干预手段来扭转经济形势。罗斯福整顿

金融体系，加强对工业的计划指导，调整农业政

策，推行“以工代赈”，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使

美国度过了经济危机，使资本主义制度得到调整

巩固和发展，开创了资本主义国家干预经济的先

河，对资本主义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续表

阶段 时间 事件 概况

进一步

发展

20世纪90年

代以后

美国出现

“新经济

”

美国出现了以全球化和信息化为

特征的“新经济”，美国的经济

进一步发展

·共同点：资本主义不断发展。

·过程：资本主义制度战胜封建制度。



角度1  封建性质的改革

中外历史上的重大改革线索2

时间 国家 目的 事件 影响

公元前
356年
开始

 中国
（秦国）

实现富国强兵，
在兼并战争中
取胜

商鞅变法
使秦国的国力大为增强，提
高了军队的战斗力，为以后
秦国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

5世
纪末

 中国
（北魏）

学习和接受汉
族的先进文化，
加强对北方的
控制

北魏孝文
帝改革

促进了民族交融，增强了北
魏的实力



续表

时间 国家 目的 事件 影响

7世纪 日本

学习中国的先

进文化，促进

日本的发展

大化改新
使日本发展成为一个中央集

权制的封建国家

8世纪

前期

法兰克

王国

改革以前的土

地分封形式，

巩固统治

西欧封

君封臣

制改革

在封建贵族内部形成了严格

的等级制度

11世纪 北宋
摆脱统治危机，

实现富国强兵

王安石

变法
政府的财政收入有所增加



续表

时间 国家 目的 事件 影响

18世
纪初

俄国
改变落后面貌，
实现富国强兵

彼得
一世
改革

俄国的经济、军事实力大大增强，
开启了俄国近代化的进程；农奴
制进一步强化，后来成为俄国社
会发展的障碍

19世纪
60—90
年代

  中国
（清朝）

利用西方先进
技术，强兵富
国，维护清王
朝的统治

洋务
运动

洋务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近
代化运动，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
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对外国资
本的入侵起到了一定的抵制作用；
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

相同点 都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都是统治阶级自上而下进行的改革



角度2  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

时间 国家 背景 目的 人物及事件 影响

1861年 俄国

农奴制

严重制

约了俄

国的经

济发展

摆脱农

奴制危

机，维

护沙皇

统治

亚历山大二世

俄国农奴制改革

废除了农奴制，促

使社会的各个方面

出现了新的气象，

推动俄国走上了发

展资本主义的道路；

农奴制的残余仍然

存在，影响着俄国

经济与社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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