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题二  中外经济发展史



内容梳理

角度1  中国古代农业的发展

时期 类别 概况

原始农

耕时期

生产工具
河姆渡人的农业工具以骨耜最为典型；半坡人

制造骨器、角器等生产工具，用以开垦土地

农作物 河姆渡人主要种植水稻，半坡人主要种植粟

中国经济的发展内 容1



春秋战国

时期

生产工具

铁制农具和牛耕的使用，是春秋时期农业生产力

水平提高的重要标志；战国时期，铁制工具和牛

耕的使用进一步推广

政策

秦国的商鞅变法规定，废除井田制，允许土地自

由买卖；鼓励耕织，生产粮食、布帛多的人可免

除徭役；统一度量衡

水利工程

战国后期，秦国蜀郡郡守李冰主持修建的都江堰，

是一座综合性的水利枢纽，发挥出防洪、灌溉、

水运等多方面的作用。建成之后，成都平原成为

沃野，被称为“天府之国”

续表



秦汉时期

生产工具 汉代出现播种工具耧车，提高了劳动效率

政策

(1)汉高祖采取轻徭薄赋的政策，注重农业生产

(2)汉文帝和汉景帝注重农业生产，提倡以农为本，

要求各级官吏关心农桑，进一步减轻赋税和徭役

水利工程
秦始皇派人开凿了灵渠，沟通湘江和漓江，把长

江和珠江两大水系连接起来

续表



三国两晋

南北朝

生产工具 魏国的马钧制成提水工具翻车，既轻巧，又便于操作

政策

(1)三国时,曹魏重视农业生产，大力兴修水利

(2)西晋末年以来,江南地区的农业得到极大发展，推

广和改进犁耕，实行精耕细作，推广多种比较先进的

生产技术，实行农业多种经营

隋朝 水利工程
隋炀帝时开通了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加强了南北地区

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

唐朝
生产工具 曲辕犁(大大提高了耕作的效率和质量)、筒车(提高了

灌溉效率)

政策 减轻人民的劳役负担，鼓励发展农业生产

续表



宋朝

生产工具
发明了拔秧工具秧马，既可减轻弯腰曲背之苦，又能

提高劳动效率

农作物

引进了越南的优良品种占城稻；南方各地普遍种植茶

树；南宋后期，棉花种植区已向北推进到江淮和川蜀

一带

明朝 农作物
引进了原产于美洲的玉米、甘薯、马铃薯、花生和向

日葵等

清朝
农作物

改良新品种，推广玉米、甘薯等高产作物，经济作物

的种植也有了较大的发展

政策 十分重视农业生产，大力推行垦荒政策

续表



角度2  中国古代手工业的发展

时期 类别 概况

原始农

耕时期
陶瓷业

河姆渡人会制作陶器，典型代表是河姆渡猪纹陶

钵；半坡人会制作彩陶，典型代表是人面鱼纹彩

陶盆

商周

时期
金属冶炼业

青铜铸造业高度发展，典型代表有司母戊鼎(迄今

世界上出土的最重的青铜器)和四羊方尊

唐朝

纺织业
纺织业品种繁多，尤以丝织工艺水平最高，其中

最著名的是蜀锦

陶瓷业
陶瓷器生产水平很高，典型代表是越窑青瓷、邢

窑白瓷、唐三彩



宋朝

纺织业

北宋时，四川、江浙地区的丝织生产发达；南宋

后期，棉纺织业兴起，海南岛已有比较先进的棉

纺织工具

陶瓷业

河北定窑、河南汝窑；北宋兴起的江西景德镇,后

来发展成为著名的瓷都；南宋时，江南地区已成

为我国制瓷业中心

造船业

广州、泉州、明州的造船业，都有很高的水平，

在当时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南宋时的海船配备

了指南针

续表



明朝
纺织业

棉纺织业在明代已从南方推向北方；苏州是明代

的丝织业中心

陶瓷业 景德镇是全国的制瓷中心

清朝
纺织业 出现了比较成熟的手工业工场

陶瓷业 品种繁多，产品精良

续表



角度3  中国古代商业的发展

时期 概况

秦朝 统一货币(圆形方孔半两钱)，统一度量衡

汉朝

汉武帝统一铸造五铢钱，实行盐铁官营、专卖;西汉开通丝绸

之路(陆上、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东西方往来的大动脉，

对于中国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贸易与文化交流，起到了极大

的促进作用

唐朝

都城长安居住人口达百万，既是当时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

交往的中心，也是一座国际性的大都会(有商业区市和居民区

坊，市坊分开)



宋朝

坊市界限被打破，经商不再受限制，出现了早市和夜市；乡镇出

现草市；北宋前期，四川地区出现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

开封城内出现了娱乐兼营商业的场所——瓦子；宋朝鼓励海外贸

易，在主要港口设立市舶司加以管理，海外贸易范围广

元朝 海上丝绸之路进入鼎盛时期

明朝
北京和南京是全国性的商贸城市，还出现了数十座较大的商业城

市；出现了有名的商帮，如山西的晋商、安徽的徽商

清朝

形成了商业网；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严格限制对外贸易，只开放

广州一处作为对外通商口岸，并规定由朝廷特许的“广州十三行

”统一经营对外贸易

续表



世界市场与全球化内 容2

阶段
特征

标志性
事件

概况 影响

雏形
初现

新航路
的开辟
(15、16

世纪)

(1)1487年，迪亚士的船队沿非洲西海
岸南下，在第二年到达非洲的好望角
(2)1497年，达·伽马从葡萄牙出发，
绕过好望角，溯非洲东海岸北上，横
渡印度洋，1498年到达印度西海岸
(3)1492年，哥伦布“发现”了古巴和
海地，开辟了通往美洲的新航路
(4)1519—1522年，麦哲伦船队完成了
环球航行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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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世界开始连为
一个整体，世界
的观念也从此逐
步确立起来



初步

形成

早期殖

民掠夺

(17—18

世纪

中期)

英国成为最大的殖民帝国：组建垄

断性的贸易公司，发展海外贸易；

在印度、北美拓展殖民地；与荷兰、

法国进行殖民争夺；形成以贩卖黑

奴为中心的“三角贸易”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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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给殖民地人民带

来了深重的灾难；欧

洲文化传到殖民地，

对殖民地社会的发展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续表



进一步

拓展

第一次

工业

革命(18

世纪

60年代

—19

世纪中

期)

(1)1765年，哈格里夫斯发明了“

珍妮机”

(2)1785年，瓦特改进的蒸汽机投

入使用

(3)1807年，美国人富尔顿发明了

汽船

(4)1825年，英国人斯蒂芬森设计

的蒸汽机车试车成功

(1)极大地提高了社会

生产力水平 

(2)为资本主义制度战

胜封建制度、进一步

扩大以西方资本主义

为核心的世界市场，

奠定了物质基础

(3)加重了对不发达地

区的掠夺和剥削

续表



最终

形成

第二次

工业革

命(19世

纪六

七十年

代—20

世纪初)

(1)发明了发电机、电动机等，电力

得到广泛应用

(2)内燃机的发明和使用，汽车和飞

机研制成功，石油成为主要的能源

(3)制成化肥、染料等合成材料

(4)电话、电报等通信工具的发明

(1)促进了生产力的发

展，极大地改善了人

们的生活

(2)各国进一步争夺殖

民地，划分势力范围，

开拓国外市场，世界

基本被瓜分完毕，世

界市场最终形成

续表



发展

趋势

经济全

球化

趋势(当

今)

(1)区域集团化是经济全球

化的重要步骤和组成部分

(2)第三次科技革命是经济

全球化的根本动力

(3)跨国公司在经济全球化

中起着主要作用

(1)经济全球化促进了生产要

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提高

了世界范围内资源配置的效率，

推动了各国生产力的发展

(2)发达国家是最大的获利者

(3)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经济

全球化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应

抓住机遇，趋利避害，迎接经

济全球化的时代发展趋势

续表



综合提升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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