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以下各项，最能代表东汉冶铁技术进步的是：
A、煤成为冶铁燃料           B、水力鼓风冶铁
C、低温炼钢的技术           D、创造灌钢法
2、古代手工业品中质量最好的是：
A、家庭手工业           B、民营手工业  

C、私营手工业           D、官营手工业
3、古代制瓷技术的成熟始于： 

A、商周     B、东汉     C、魏晋      D、隋唐
4、中国丝绸大量外销始于： 

A、西汉     B、东汉     C、元朝     D、唐朝
5 、中国古代手工业三种主要经营形态中突出表达封建经济形态特
征的是       

A．官营手工业       B．民营手工业 

C．家庭手工业       D．工场手工业 

     课前小测



知识三 

 古代商业的开展

 《课程标准》：
  1、概述古代中国商业开展的概貌。
  2、了解古代商业开展的特点。



         学 法 点 拨

               商业开展的根本要素〔表现〕

商人

主体

市场、
城市 
场所

商品
种类

交易
内容

货币

交易
媒介

国内贸易、
对外贸易

交易范围



自主学习:重农抑商下古代商业开展表现

朝代 商人 商运 商品 货币 市场 城市

原始

商周

春秋

战国

秦汉

魏晋

隋唐

宋元

明清



自主学习:重农抑商下古代商业开展表现

朝代 商周 春战 秦汉 隋唐 宋元 明清

商人

特点

商人出现

“工商食官”

官府垄断
商业的局
面

打破官
府垄断
商业的
局面

 巨商  
商人最活
泼的人群
之一

商人
远行
贩运

商帮
形成
(会馆
) 晋
商、
徽商

宗族亲缘组织---地缘组织(会馆)业缘组织(行会)
(1)维护商业利益和自身平安
(2)商品经济的开展
(3)传统重土亲乡观念影响

变化规律
变化原因
影响 促进商品经济开展,有利于各地经济文化交流



《乔家大院》、《晋商》、《徽商》等电影、电视作

品使明清的“商帮”走入人们的视野，对这一特定历史

时期商业群体的特点表述不正确的选项是〔     〕

A．政府大力支持            B．具有地域性

C．长途贩运活动为主        D．白银广泛流通为条件

【解析】重农抑商政策是政府传统的经济政策，故A错误。

A

 课堂检测



朝代 商运(对外贸易) 特点

原始

商周春战

秦汉

隋

唐

宋元

明清

一、重农抑商下的古代商业表现

  对内贸易     地区间-国内商路

两条海上和路上丝绸之路(到达印度)

 大运河的开通

海陆商运兴旺(到达波斯); 长途贩运开展快

两宋海外商运兴旺;

对外贸易税成南宋重要税源;

元朝交通兴旺

  对外贸易

走向
衰落

繁
荣

①
官
府
控
制

②
朝
贡
贸
易

广州成重要港口，政府设市舶使专管对外贸易(客舍、邸店、车坊)

长途贩运开展快;实行海禁和闭关锁国，对
外贸易衰弱；清只特许广州十三行对外贸易



变化规律：

变化原因:

(1)交通; 

(2)国内外交流

   商运----交易范围

由地区性贸易向全国性贸易,国内贸易向对外
贸易扩大



变化规律：

变化原因:
(1)农业和手工业开展; 

(2)国内外交流扩大
(3)交通便利

商品----交易内容

先以贩运、交易地区间的土特产品,经营统治者
所需要的奢侈品为主要内容,后交易普通老百姓所
需要的农副产品以及手工业品

自主学习:重农抑商下古代商业开展表现



朝代 货币

原始

商周

春秋战国

秦汉

隋

唐

宋元

明清

    一、重农抑商下的古代商业表现

  物物交换

  贝币 

  各种金属货币

 秦:半两钱(统一)  汉:五铢钱

   五铢钱

  出现柜坊和飞钱  开元通宝

  交子    世界最早的纸币

 明初:纸币铜钱  明中:白银

变化规律：

形式:

形状：

材质：

流通：

变化原因:

从自然货币到人工

从多样到统一

从金属到纸币到金银

从单一到并行

(1)商品经济开展; 

(2)统一便利交流;



自主学习:重农抑商下古代商业开展表现

朝代 “市”场 城市

原始

商周

春秋

战国

秦汉

魏晋

隋唐

宋元

明清



◆“市”——商品交换的场所

◆“坊”——城市里的居民住宅区

 ◆城市由来：古代的“城”是统治者居住的地方，
是政治中心，“市”是商品交换的场所。以后“城
”、“市”结合，成为社会的中心，商业的繁荣也
就总是与城市联系在一起。

  1、 历史概念
    探究: “市”的形成与开展



自主学习:重农抑商下古代商业开展表现

朝代 市场

原始

商周

春战

秦

汉

魏晋

隋唐

宋元

明清

  出现城市“市井”商业区

 在城市特定的位置设市,法律规定商品买卖明码标价

  专门管理机构,市在城市特定的位置

  民间集市---草市;对草市实行行政管理

 草市(地方商业中心)和夜市繁荣

  商业区繁荣

  “坊” “市”限制被打破;政府不再直接监管
  对草市已经具有较完备的饮食效劳设施.



变化规律：

变化原因:

先在城市后向农村开展;

先有固定时间和地点的限制到打破限制;

从官府设官员进行严格管理到政府不再直
接监管

   市----交易场所

范围：
时间：
管理：



陆游《杂赋》诗“今朝半醉归草市，指点青帘上
酒楼”说明宋代的草市〔 　　〕
A．逐渐演进为相对集中的地方商业中心
B．已经具备比较完备的饮食效劳设施
C．政府对草市的行政管理加强
D．草市开展为乡村集市

B

   课堂检测



自主学习:重农抑商下古代商业开展表现

朝代  城市

原始

商周

春战

秦汉

隋唐

宋元

明清

元大都成为国际性的商业大都会

城镇商业繁荣:苏州和五大名镇(盛泽镇、汉口镇、佛山
镇、景德镇、朱仙镇)

都市出现:赵国邯郸、齐国临淄、楚国郢

长安、洛阳,扬一益二;地区经济中心苏州和湖州

出现著名商业中心—长安、洛阳(五都)



1、古代的大城市：长安、洛阳、开封、临安、大都等。

2、繁荣的南方城市：扬州、成都等

  问题2:为什么会在南方出现这些繁荣的大都会？

   问题3:城市开展有何变化规律？

探究: 城市的开展

由传统的政治性城市逐渐向商业化城市开展，经济职能逐渐增
强。

  问题1:古代城市兴盛的原因?

政治中心;军事重镇;交通枢纽;

丝绸之路的开通;大运河的开通;经济重心南移.



  升华：古代商业在各历史时期开展的表现和特征

阶段

特征

朝代 原始 商周 春秋

战国

秦汉 隋唐 宋元 明清

商人 商人商人 大商人大商人 商帮商帮

商运 国内商路国内商路 开通陆海丝绸之路开通陆海丝绸之路 对外海对外海                海禁海禁

路为主路为主

商品                 奢侈品为主奢侈品为主 农副产品和手工业品

货币 贝币 铁币 飞钱飞钱 纸币纸币 票号票号

地点 都市都市 市镇市镇 大城市大城市

政策 支持支持                     抑商抑商 抑商抑商

锁国锁国

 兴 起  初步
 开展

艰难
开展

进一步

开展
空前
繁荣

 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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