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题一 古代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与特点》试卷(答案

在后面)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有 16 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48 分） 

1、商周时期的井田制是一种什么样的土地制度？ 

A、土地私有制 

B、土地公有制 

C、土地均分制 

D、土地租佃制答案：B 

解析：商周时期的井田制是一种土地公有制，土地归国家所有，人民在上面进行耕

种使用。 

2、下列哪一项不属于中国古代手工业的主要形式？ 

A、官营手工业 

B、民营手工业 

C、家庭手工业 

D、个体工商业 

3、题干：以下哪种农业生产方式体现了中国古代农业文化中的“男耕女织”？ 

A. 水稻种植 

B. 玉米种植 

C. 耕牛犁地 



D. 棉花种植 

4、题干：以下哪项政策推出后，使中国封建社会商业发展出现了一次高潮？ 

A.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B. 唐太宗实行科举制 

C. 隋唐时期开放海上丝绸之路 

D. 明太祖废除元朝的行省制度 

5、下列哪一项不是汉代农业发展的表现？ 

A. 铁农具的广泛使用 

B. 牛耕技术的普及 

C. 水利工程的大规模建设 

D. 租佃关系的消失 

6、关于宋代经济的特点，以下说法错误的是： 

A. 商业活动非常活跃，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 

B. 农业生产技术有了显著提高，如推广了稻麦轮作制 

C. 手工业分工更加细密，产品质量显著提升 

D. 政府严格限制海外贸易，实行闭关锁国政策 

7、在古代中国，以下哪一项不是农业社会的基本生产工具？ 

A. 铁犁牛耕 

B. 耧车 

C. 火药 

D. 钱币 

8、以下哪项不是古代中国商业发展的特点？ 



A. 商业活动受到官府的严格管理 

B. 商业活动地域范围扩大 

C. 产生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 

D. 商业发展推动了手工业的发展 

9、西汉时期，盐铁官营政策的推行，主要体现了哪个方面的控制？ 

A、农业 B、手工业 C、商业 D、矿业     10、中国古代货币体系中，由政府统一

铸币的朝代最早的是哪一个？ 

A、秦朝 B、汉朝 C、唐朝 D、宋朝 

11、以下哪个选项不是中国古代小农经济的特点？ 

A. 农业生产以家庭为单位 

B. 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 

C. 发展了大规模的机械化生产 

D. 生产资料主要依靠农民自给自足 

12、以下关于中国古代商业发展的表述，不正确的是？ 

A. 唐代商业活动进入城市，出现了专业市场和夜市 

B. 宋代商业发展进入高峰，出现了“草市” 

C. 明清时期商业繁荣，海外贸易达到鼎盛 

D. 所有古城镇都准许商人在城内自由经商 

13、明朝时期，为了促进农业的发展，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下列哪一项不是明

朝政府所采取的措施？ 

A. 推广双季稻种植 

B. 减轻农民负担，实行赋税改革 



C. 大力发展海外贸易 

D. 鼓励开垦荒地，扩大耕地面积 

14、关于宋代经济发展的特点，以下说法正确的是： 

A. 宋代是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重要时期 

B. 宋代开始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C. 宋代的手工业和商业并不发达 

D. 宋代的货币制度较为落后 

15、题干：中国古代农业经济中，以下哪项不是其基本特点？ 

A. 以小农户个体经营为主 

B. 以铁犁牛耕为主要耕作方式 

C. 以粮食作物为主，经济作物为辅 

D. 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形成“男耕女织”的模式 

16、题干：以下哪项不是中国古代商业发展的主要表现？ 

A. 钱币的流通 

B. 长期存在地方割据现象 

C. 市场规模不断扩大 

D. 商业资本参与农业生产 

二、非选择题（本大题有 4 小题，每小题 13分，共 52分） 

第一题 

【题目】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中国古代农业具有自给自足的特点，许多农户以家庭为单位经营农业生产。



这种小农经济在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经过汉唐的不断完善，到宋元时期终于达到了巅峰。 

材料二：唐宋时期，经济重心逐渐南移，长江下游和太湖流域成为全国最重要的粮

仓。 

材料三：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大量农副产品进入市场。新兴的工商业

市镇兴起，其中江南地区的市镇最为出名，形成了一批拥有数十万甚至百万人口的工商

业大市镇。 

问题： 

1.阅读材料一至材料三，分别说明古代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与特点是什么？并简要

分析小农经济对古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第二题 

题目：分析以下材料，说明中国古代农业经济中形成的精耕细作技术的特点及其产

生的原因。 

材料： 

① 犁耕使用曲柄犁，对土地翻锄较深，施肥更多，能深耕细作。 

② 农民根据不同的土壤和气温条件种植不同的作物，对各类作物的耕作周期、播

种时间、栽培方法等都有精细安排。 

③ 金属材料工具变革，铁犁牛耕广泛使用，提高了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 

④ 农作区规模扩大，生产环节增多，粮食产量提高。 

第三题 

题目背景： 

中国古代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经历了长期的发展，形成了独特的经济结构与特点。

其中，农业始终占据主导地位，手工业和商业也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这种经济结构



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阻碍了向近代经济转型的步伐。 

题目内容： 

根据所学知识，回答下列问题： 

1.请概述古代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10 分）。 

2.试分析古代中国经济的特点及其对后世的影响（10 分）。 

3.结合史实，简述古代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局限性（10 分）。 

答案及解析： 

1.概述古代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10 分） 

2.分析古代中国经济的特点及其对后世的影响（10 分） 

3.结合史实，简述古代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局限性（10 分） 

第四题 

请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以下材料，并回答问题： 

材料一：宋代商业发展迅速，出现了“市”、“坊”分开的现象，商业活动突破了时

间和空间的限制，出现了早市、夜市等。同时，货币经济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纸币“交

子”在四川地区开始流通。 

材料二：明清时期，中国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一

条鞭法”和“摊丁入亩”等税制改革。此外，明清时期的商业活动逐渐形成了以江南地

区为中心的商业网络。 

问题： 

1.结合材料一，分析宋代商业发展的特点。 

2.结合材料二，说明明清时期商业发展的原因。 

3.比较宋代和明清时期商业发展的异同。 



《专题一 古代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与特点》试卷及答

案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有 16 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48 分） 

1、商周时期的井田制是一种什么样的土地制度？ 

A、土地私有制 

B、土地公有制 

C、土地均分制 

D、土地租佃制答案：B 

解析：商周时期的井田制是一种土地公有制，土地归国家所有，人民在上面进行耕

种使用。 

2、下列哪一项不属于中国古代手工业的主要形式？ 

A、官营手工业 

B、民营手工业 

C、家庭手工业 

D、个体工商业 

答案：D 

解析：中国古代手工业主要形式有官营手工业、民营手工业和家庭手工业三种，个

体工商业不属于手工业的主要形式，它是一个更广泛的概念范畴。 

3、题干：以下哪种农业生产方式体现了中国古代农业文化中的“男耕女织”？ 

A. 水稻种植 



B. 玉米种植 

C. 耕牛犁地 

D. 棉花种植 

答案：A 

解析：中国古代农业生产中，“男耕女织”是指男子主要从事耕作，女子主要从事

纺织。其中水稻种植对劳动力需求较高，需要男子进行耕作，女子则负责纺织，符合“男

耕女织”的特点。而玉米种植在明代才开始传入中国，不符合题目年代背景；耕牛犁地

虽然需要男子参与，但并不能体现“女织”的特点；棉花种植对女子的纺织技能也有一

定要求，但不如水稻种植典型。因此，答案为 A。 

4、题干：以下哪项政策推出后，使中国封建社会商业发展出现了一次高潮？  

A.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B. 唐太宗实行科举制 

C. 隋唐时期开放海上丝绸之路 

D. 明太祖废除元朝的行省制度 

答案：C 

解析：隋唐时期，中国封建社会商业发展出现了一次高潮，这主要得益于当时开放

的海上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的开放使得中外商品交换更加便捷，促进了国内外的商业发

展。而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为了加强封建专制，与商业发展关系不大；唐太宗

实行科举制主要是选拔官员，对商业发展影响有限；明太祖废除元朝的行省制度主要是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与商业发展关系也不大。因此，答案为 C。 

5、下列哪一项不是汉代农业发展的表现？ 

A. 铁农具的广泛使用 



B. 牛耕技术的普及 

C. 水利工程的大规模建设 

D. 租佃关系的消失 

答案：D 

解析： 汉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初期，这一时期农业得到了较大的发展，铁农具的广

泛使用、牛耕技术的普及以及水利工程的大规模建设都是其重要表现。而租佃关系在汉

代并未消失，反而有所发展，成为地主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因此，D项不符合汉

代农业发展的实际情况。 

6、关于宋代经济的特点，以下说法错误的是： 

A. 商业活动非常活跃，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 

B. 农业生产技术有了显著提高，如推广了稻麦轮作制 

C. 手工业分工更加细密，产品质量显著提升 

D. 政府严格限制海外贸易，实行闭关锁国政策 

答案：D 

解析：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时期之一，商业繁荣，不仅国内商

品经济活跃，而且对外贸易也十分发达。宋代并没有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相反，宋朝政

府对海外贸易采取了开放的态度，鼓励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往来。因此，D项表述有误。 

7、在古代中国，以下哪一项不是农业社会的基本生产工具？  

A. 铁犁牛耕 

B. 耧车 

C. 火药 

D. 钱币 



答案：C 

解析：火药是古代中国的一项重要发明，主要用于军事领域，而非农业生产工具。

铁犁牛耕和耧车都是农业社会的基本生产工具，而钱币是商品经济中的交易媒介，不属

于生产工具。因此，选项 C是正确答案。 

8、以下哪项不是古代中国商业发展的特点？ 

A. 商业活动受到官府的严格管理 

B. 商业活动地域范围扩大 

C. 产生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 

D. 商业发展推动了手工业的发展 

答案：A 

解析：古代中国的商业活动虽然受到官府的一定程度的监管，但并不是严格管理，

商业活动在古代中国是逐渐发展和扩大的。选项B、C和 D都是古代中国商业发展的特

点：商业活动地域范围扩大、产生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以及商业发展推动了

手工业的发展。因此，选项A是正确答案。 

9、西汉时期，盐铁官营政策的推行，主要体现了哪个方面的控制？ 

A、农业 B、手工业 C、商业 D、矿业 

答案：C 

解析：西汉时期的盐铁官营政策，主要是为了加强中央对重要资源的控制，限制私

商的自由发展，加强对经济的管理，故主要体现的是对商业的控制。 

10、中国古代货币体系中，由政府统一铸币的朝代最早的是哪一个？ 

A、秦朝 B、汉朝 C、唐朝 D、宋朝 

答案：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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