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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周口市鹿邑县 2024-2025 学年高二上学期 10 月

月考历史试题

全卷满分 100 分，考试时间 75 分钟。

注意事项：

1.答题前，先将自己的姓名、准考证号填写在试卷和答题卡上，并将条形码粘贴在答题卡

上的指定位置。

2.请按题号顺序在答题卡上各题目的答题区域内作答，写在试卷、草稿纸和答题卡上的非

答题区域均无效。

3.选择题用 2B 铅笔在答题卡上把所选答案的标号涂黑；非选择题用黑色签字笔在答题卡

上作答；字体工整，笔迹清楚。

4.考试结束后，请将试卷和答题卡一并上交。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 16 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48 分。每小题只有一个选项是符合题目

要求的。

1. 公元前 841 年，为反对周厉王的暴虐统治，生活于都城镐京内的“国人”彼此联合，掀起

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最终把周厉王驱逐到了彘地。对此合理的解释是（   ）

A. 君主专权体制遭到破坏 B. 农民起义沉重打击专制王权

C. 原始民主传统约束王权 D. 士大夫阶层的救亡意识强烈

【答案】C

【解析】

本题是单类型单项选择题。据本题主题干的设问词，可知这是原因题。据本题时间信息可

知准确时空是：西周时期（中国）。据材料及所学可知，周厉王的残暴统治引发了国人暴

动，并最终将周厉王驱逐，这说明国人对西周时期的政治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体现了西周

时期原始民主传统对王权有一定程度的制约，C 项正确；据所学知识可知，西周时期，并

未建立专制统治，排除 A 项；国人暴动属于原始民主的体现，不属于农民起义范畴，排除

B 项；结合所学知识可知，国人并不属于士大夫阶层，排除 D 项。故选 C 项。

2. 下表是西汉郡守(部分)的籍贯与任职地情况统计。这种做法（   ）

姓名 籍贯 任职地 姓名 籍贯 任职地

黄霸 淮阳郡 扬州郡、颍川郡 文翁 庐江郡 蜀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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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伯高 京兆 零陵郡 郅都 河东郡 济南郡

李武 颍川郡 东郡 王尊 涿郡 东郡

A. 反映出官吏派遣具有随机性 B. 旨在削弱外朝 影响力

C. 适应了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 D. 源于江南经济得到开发

【答案】C

【解析】

本题是多类型单项选择题。根据次题干的提示词，可知是本质题、目的题、影响题。时空

是：西汉中国。根据统计表可知，西汉郡守的籍贯与任职地不同，这种避免让官员在籍贯

所在地任官的制度，目的是防范结成地方宗派势力，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C 项正确；古

代的官员派遣考虑籍贯回避，而非完全是随机的，排除 A 项；材料统计的是西汉部分郡守

的籍贯与任职地情况，而不是中央官员的情况，排除 B 项；江南经济得到开发是在魏晋南

北朝时期，排除 D 项。故选 C 项。

3. 查理大帝致信教皇：“我的天职是用武力保卫教会，使它不受异教徒的攻击蹂躏，在教

会内部确保教会的纯正信仰。而圣父，你的职责是用祈祷支持我的武力。”这反映了中世纪

西欧（   ）

A. 国王利用教会扩大疆域 B. 教皇权力高于世俗王权

C. 教俗之间的并立与斗争 D. 教权与王权间相互利用

【答案】D

【解析】

本题是单类型单项选择题。据本题主题干的设问词，可知这是本质题。据本题时间信息可

知准确时空是：古代（罗马）。据本题材料概括得出主要结论是：查理大帝给教皇利奥三世

的信显示，世俗国王利用他的统治，保卫教会不受异教徒的攻击，同时，基督教要利用祈

祷（教徒、信仰）的力量，支持国王的统治，可见教权与王权是相互支持与利用的，D 项

正确；材料信息没有显示扩大疆域，排除 A 项；教权与王权是相互支持与利用的，而不是

教权高于王权，排除 B 项；材料说明教俗之间相互支持与利用，而非并立与斗争，排除 C

项。故选 D 项。

4. 下表可以用来说明英国（   ）

时间 文件 成果

的



高级中学名校试卷

3

1215 年 《大宪章》
非经贵族议会的决定，不得征收额外

税金；承认教会自由不受侵犯

1628 年 《权利请愿书》
非经议会同意，国王不得强行征税和

借债

1641 年 《三年法案》
议会三年一届，未经议会同意，不得

强行解散议会或休会

A. 传统政治文明中的民主基因 B. 资产阶级实力薄弱

C. 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渐进性 D. 工人运动走向自觉

【答案】A

【解析】

本题是单类型单项选择题。据本题主题干的设问词，可知这是本质题。据本题时间信息可

知准确时空是：古代、近代英国。根据材料和所学可知，《大宪章》对《权利请愿书》和

《三年法案》的颁布产生了深远影响，《权利请愿书》和《三年法案》逐渐确立了议会在政

治体系中的核心地位，限制了王权，并推动了英国政治向更加民主的方向发展，这体现了

传统政治文明中的民主基因对近代发展的影响，A 项正确；表格中并未直接提及资产阶级

的实力状况，无法得出“资产阶级实力薄弱”这一结论，排除 B 项；《大宪章》是中古时期

的文献，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无关，排除 C 项；表格内容主要关注的是议会与王权之间的

权力斗争，与工人运动无直接关联，排除 D 项。故选 A 项。

5. 下图是 1917 年 6 月 12 日，近代漫画家马星驰在《新闻报》发表的漫画《这把交椅能坐

几人》。漫画中身着各式服装的人员，在来自四方的手臂推动下，全部挤在一张座椅上。这

幅漫画想要表达的主题是（   ）

A. 批评张勋复辟引起政局的乱象 B. 反思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影响

C. 讽刺各方势力争夺权力之激烈 D. 呼吁北洋政府实施民主政治

【答案】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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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本题是单类型单项选择题。据本题主题干的设问词，可知这是正向题。据本题时间信息可

知准确时空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材料“ 1917 年 6 月”可知当时北洋军阀面临着

张勋复辟，漫画中“各式服装的人员”，有头戴皇冠的皇帝，有身着军服的军阀，有身着晚

清服饰的官僚，还有头戴瓜皮帽的士绅，将各路人士欲独揽大权的政治乱象直白地勾勒出

来，漫画《这把交椅能坐几人》的标题，意在讽刺北洋政府内部的权力之争，C 项正确； 

1917 年 6 月，张勋拥清废帝溥仪复辟，但很快失败，段祺瑞回北京任国务总理，政局的乱

象体现的是争夺权力之激烈，排除 A 项；1916 年 3 月，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时间不符

合，排除 B 项；漫画一般具有讽刺意味，“全部挤在一张座椅上”，主要是表达争夺权力，

而不是呼吁北洋政府实施民主政治，排除 D 项。故选 C 项。

6. 1941 年 9 月，在边区参议员的选举中，由于有些群众对“三三制”认识不足，加之对某些

候选人不满意，故开明士绅落选的甚多。于是，西北局和边区政府共同决定，聘请 46 名非

党人士(主要是开明士绅)为边区参议员，使边区参议员的成分基本上符合“三三制”的原

则。这表明当时（   ）

A. “三三制”流于形式 B.  积极维护统一战线

C. 党的工作重心转移 D. 边区民众参政积极性不高

【答案】B

【解析】

本题是单类型单项选择题。据本题主题干的设问词，可知这是本质题。据本题时间信息可

知准确时空是：1941 年（中国）。据本题材料概括得出主要结论是：西北局和边区政府共

同决定聘请非党人士(主要是开明士绅)为边区参议员，使边区参议员的成分基本上符合“三

三制”的原则，“三三制”的原则是 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政权政策，所以材料表明 积

极维护统一战线，B 项正确；该政策落实了“三三制”的原则，排除 A 项；此时党的工作重

心没有转移，排除 C 项；材料强调的是 落实“三三制”的原则，积极维护统一战线，没有

强调边区民众参政积极性，排除 D 项。故选 B 项。

7. 鉴于洋务运动的破产和早期改良派的不足，康有为指出：“若决欲变法，势当全变”“全

变则强，小变仍亡”，同时强调变法“须自制度法律先为改定”。这反映了康有为（   ）

A. 试图突破封建制度的束缚 B. 政治斗争策略趋于缓和

C. 救亡图存策略具有灵活性 D. 理论偏激遭到强烈反对

【答案】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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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本题是单类型单项选择题。根据本题主题干的设问词，可知这是本质题。根据材料时间信

息可知准确时空是：近代（中国）。根据材料“若决欲变法，势当全变”和“须自制度法律先

为改定”可知，材料中康有为主张“全面的‘大变’”，结合所学知识可知，近代中国的落后和

无法实现社会转型的重要原因是腐朽的封建政治、经济、文化观念，故全面的大变是符合

历史的潮流的,A 项正确；材料无法看出政治斗争策略的变化，排除 B 项；材料只说明康有

为认为变革要全变，不能体现出其灵活性，排除 C 项；材料未涉及其他人对康有为看法的

评价，排除 D 项。故选 A 项。

8.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 中央置御史大夫，负责监察百官；在地方置监御史，负责监察郡

级官员；郡守派遣都吏，负责监察县乡官吏。由此可知，秦朝（   ）

A. 监察官员位高权重 B. 监察体系较为严密

C. 形成权力制衡机制 D. 特务统治趋向强化

【答案】B

【解析】

本题是单类型单项选择题。据本题主题干的设问词，可知这是推断题。据本题时间信息可

知准确时空是：秦朝（中国）。据材料信息可知，秦朝在中央、地方都设置监察的官员，说

明秦朝监察体系较为严密，B 项正确；监察官员的地位较低，A 项不符合史实，排除 A

项；权力制衡机制在中国古代尚未形成，C 项不符合史实，排除 C 项；材料体现的是监察

制度，不是特务统治，排除 D 项。故选 B 项。

9. 为有效遏制“夹带大观”现象，唐代创立了贡院搜检制度。宋真宗曾规定：“不得怀挟书

策，犯者撵出，殿一举。”清代则更为严厉：“生儒入场，细加搜检。如有怀挟片纸只字

者，先于场前枷号一月，问罪发落，搜检员役知情容隐者同罪。”这一制度的实施（   ）

A. 扭转了吏治腐败局面 B. 反映了主流价值观的变革

C. 以维护皇权为出发点 D. 有利于保证科考的公平性

【答案】D

【解析】

本题是多类型单项选择题 。据本题次题干的提示词，可知这是本质题、目的题、影响题。

据本题时间信息可知准确时空是：唐朝到清时期（中国）。据材料信息可知，唐、宋、清

朝，对于科考作弊现象给予明确的处罚，以此保证考场的清明，从而保证科考的公平性，

D 项正确；材料体现的科举考试考场内作弊的问题，与 A 项无关，排除 A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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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在中国古代，自汉朝以来，主流价值观一直以儒家思想为主流，B 不符合史实，排除

B 项；据材料“为有效遏制“夹带大观”现象”可以体现其整顿考场的目的，C 不符合材料，

排除 C 项。故选 D 项。

10. 1883 年，美国国会通过《彭德尔顿法》，将行政从政治中分离出来，建立政务官和文官

不同的责任体系，把公开考试、择优录用、价值中立确立为美国现代文官制度的基本原

则。这有助于（   ）

A. 实现政治和管理的统一 B. 避免官僚习气的滋生

C. 维护政府工作的稳定性 D. 克服两党制度的弊端

【答案】C

【解析】

本题是单类型单项选择题。据本题次题干的提示词，可知这是影响题。据本题时间信息可

知准确时空是：1883 年（美国）。材料反映了美国规范通过法案规范文官制度，文官政治

中立、任期稳定，择优录用选择高素质人才，这些举措有助于保持政府工作的稳定，C 项

正确。据材料“将行政从政治中分离出来，建立政务官和文官不同的责任体系”可知，文官

制度是实现了政治和管理的分离，排除 A 项；材料内容主要体现了美国通过法案规范文官

制度，有利于保证政府工作的稳定性，没有体现避免官僚习气的滋生，排除 B 项；文官制

度实现了政治和管理的分离，文官在政党之间严格保持中立，而且材料并未提出这一制度

对政党政治的影响，排除 D 项。故选 C 项。

11. 1982 年初，《中共中央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 决定》正式颁布。到 1985 年底，全

国已有近 46 万中青年干部走上县级以上领导岗位。到 1986 年底，全国共有 137 万新中国

成立前参加工作的老干部离休。这（   ）

A. 确立了国家公务员制度 B. 适应了时代发展 人才需求

C. 变革了党管干部的原则 D. 体现了精英政治的治理模式

【答案】B

【解析】

本题是多类型单项选择题。据本题次题干的设问词，可知这是本质题、影响题。据本题时

间信息可知准确时空是：现代中国。结合题干信息“《中共中央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

决定》正式颁布”，“到 1985 年底，全国已有近 46 万中青年干部走上县级以上领导岗位”，

以及“到 1986 年底，全国共有 137 万新中国成立前参加工作的老干部离休”，可以推断这一

系列措施是为了适应时代发展的人才需求，促进干部队伍的年轻化、知识化，B

的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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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正确；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建立是在此之后的事情，而且题干中并没有提到公务员制度，

排除 A 项；题干中的措施并未变革党管干部的原则，而是对干部任用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排除 C 项；虽然这一措施可能体现了对精英人才的选拔和使用，但题干信息主要强调的是

老干部退休和中青年干部的上岗，而不是精英政治的治理模式，排除 D 项。故选 B 项。

12. 从孟子提出“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到汉代强调“阳为德，阴为刑”，唐代

时提出“制礼以崇敬，立刑以明威”。这体现了古代（   ）

A. 法律的儒家化 B. 法治观念的淡薄

C. 民本思想悠久 D. 德法合治的传统

【答案】D

【解析】

本题是单类型单项选择题。据本题题干的提示词，可知这是本质题，时空是古代中国。材

料中的主张，“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阳为德，阴为刑”，“制礼以崇敬，立

刑以明威”。可知，材料主张即为既有儒家思想，又采用法家思想内涵，将礼法结合，D 项

正确；材料德法结合，并不能说明法律儒家化，排除 A 项；材料体现的是德法结合 而非

法治观念淡薄，排除 B 项；民本思想为重民、为民，材料并不体现，排除 C 项。故选 D

项。

13. 肇始于宋代的乡约是一种在乡村地区开展的道德教化形式，宋明时期是乡约发展的鼎

盛时期，乡约的著述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些乡约的积极组织者和倡导者都是儒者或儒

臣。“宋明乡约”的兴起发展（   ）

A. 体现了士大夫的社会教化理想 B. 保证了基层秩序稳定

C. 反映了当时社会阶级矛盾尖锐 D. 阻滞了国家权力渗透

【答案】B

【解析】

本题是多类型单项选择题 。据本题次题干 提示词，可知这是本质题、影响题。据本题时

间信息可知准确时空是：宋明时期（中国）。据材料信息可知，宋朝以来，儒学人士投身基

层教化，以乡约教化乡里，有利于加强基层社会的治理，保证了基层秩序稳定，B 项正

确；材料体现的是儒学人士的社会教化理想，不是士大夫，排除 A 项；材料没有体现当时

的社会矛盾问题，C 项不符合材料内容，排除 C 项；D 的表述不符合史实，宋以来的乡约

具有了一定的强制性，国家权力对基层管理有强化作用，排除 D 项。故选 B 项。

14. 7—8 世纪，拜占庭帝国出现了诸多“非罗马”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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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同时帝国进行了大量的法律编纂工作。这一时期的法律注重实用性，用多部短小精

悍、简明易行的小型专门律法代替一部大型法典；在立法中强化基督教信仰地位，实现了

法律编纂的全面基督教化。这些做法（   ）

A. 实现了向万民法的过渡 B. 使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

C. 适应了帝国转型的需要 D. 使帝国陷入了严重困境

【答案】C

【解析】

本题是单类型单项选择题。据本题主题干的设问词，可知这是影响题。据本题时间信息可

知准确时空是：7-8 世纪（拜占庭帝国）。据材料信息可知，拜占庭帝国在法制建设方面做

了调整，其调整的目的是维护其帝国的统治，这一系列措施适应了帝国转型的需要，C 项

正确；3 世纪的《卡拉卡拉敕令》实现了向万民法的过渡，A 与材料时间不符合，排除 A

项；392 年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B 与材料时间不符合，排除 B 项；7—8 世纪，拜占庭帝

国处于上升阶段，D 项与史实不符合，排除 D 项。故选 C 项。

15. 将“无休止地赚钱”作为人生的最终目的，在中世纪被普遍认为是龌龊贪婪的做法。但

新教认为，如果财富的获得是在履行天职的劳动中结出的果实，那么它就是上帝赐福的象

征。这表明新教（   ）

A. 鼓励奢侈消费 B. 摧毁了封建宗教束缚

C. 倡导因信称义 D. 适应了资本主义发展

【答案】D

【解析】

本题是单类型单项选择题。据本题主题干的设问词，可知这是本质题。据本题时间信息可

知准确时空是：宗教改革时期（中国）。根据材料“如果这种财富的获得是在履行天职的劳

动中结出的果实，那么它就成为上帝赐福的象征”可知，新教主张通过努力获得财富，并将

财富视为上帝赐福的象征，这意味着新教支持追求财富，这有助于经济发展，适应了资本

主义发展的需要，D 项正确；据所学知识可知，，新教主张通过努力获得财富，提倡节俭，

排除 A 项；新教冲击了天主教会，但没有摧毁封建宗教的束缚，排除 B 项；材料只涉及新

教对努力、财富方面的主张，没有涉及因信称义的内容，排除 C 项。故选 D 项。

16. 下表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制定的部分法律条例。这些法律条例的制定（   ）

时间 法律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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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 年 4 月 《婚姻法》 废除封建婚姻制度

1950 年 6 月 《土地改革法》 废除封建土地制度

1951 年 2 月 《惩治反革命条例》 镇压反革命活动

1952 年 4 月 《惩治贪污条例》 惩治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贪污行为

A. 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B. 促进了三大改造进行

C. 表明中国法制建设进入新时期 D. 巩固了新生民主政权

【答案】D

【解析】

本题是单类型单项选择题。据本题主题干的设问词，可知这是推断题。据本题时间信息可

知准确时空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由题干可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颁布的系

列法律法规涉及妇女解放、农民翻身、镇压反革命和惩治贪污等众多领域,都有利于 1950

年到 1952 年巩固新生民主政权,D 项正确。1956 年完成三大改造才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排除

A 项；题干中的法律法规并未具体涉及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关系,排除 B 项；标志着我国法

制建设进入历史新时期的法律文件是 198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排除 C 项。故选 D

项。

二、非选择题：本大题共 4 小题，共 52 分。

17.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秦汉王朝行政运作特别注重依靠文书，从传世文献和近百年出土的秦汉简牍

看，当时“文书行政”空前发达，官文书在制作、收发、办理、保管等各个环节都有严密的

制度，其种类和数量都甚为可观。一般而言，秦汉特别是汉代官文书可分为三大类：一是

诏、策、敕、玺等皇帝下行文书；二是章、表、奏、议等官吏上行文书；三是一般官府往

来文书。文书承担着庞大帝国各项事务的管理职能，正如王充所云：“汉所以能制九州者，

文书之力也。”

——摘编自郗文倩《秦汉以文书治天下：言“政事”而成“文章”》

材料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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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初期，皇帝颁发谕旨都由内阁宣布，传抄各衙门递发执行。这种传达方式不易保

密，且比较迟缓。到康熙中期，皇帝下达的一些机密谕旨不由内阁发布，而由内廷官员或

亲王、大学士等承办，直接传达给督抚大臣。雍正继位后，经常通过亲信大臣用寄信的方

式秘密传旨，由于寄信是居内廷的军机处发出的，所以称之为廷寄。廷寄谕旨传递到受命

的官员以后，只许受命者本人拆阅，不许别人代拆。受命大臣领旨以后，须将接到廷寄的

时间、承旨寄信者衔名、谕旨的内容以及如何办理的情况，向皇帝复奏明白，以保证皇帝

旨意的落实。

——摘编自孙成德《清朝用“廷寄”传递皇帝的密旨》

（1）根据材料一，概括秦汉文书制度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清代廷寄制度的作用。

【答案】（1）特点：种类丰富，数量繁多；区分皇帝下行文书、官吏上行文书和官府往来文

书；各个环节（制作、收发、办理、保管等）有严密制度；承担管理职能。     

（2）作用：使皇帝旨意能够直达地方，提高行政效率；有利于皇帝对地方的控制，加强中

央集权；有利于保密，使官员间互相牵制，便于皇帝对官员的监督。

【解析】

【小问 1】

本题为特点类材料分析题，时空范围为秦汉时期的中国。根据材料一“当时‘文书行政’空前

发达，官文书在制作、收发、办理、保管等各个环节都有严密的制度”，体现了各个环节有

严密制度；根据材料一“其种类和数量都甚为可观”，说明种类丰富，数量繁多；根据材料

一“秦汉特别是汉代官文书可分为三大类”，体现了区分皇帝下行文书、官吏上行文书和官

府往来文书；根据材料一“文书承担着庞大帝国各项事务的管理职能”可得承担管理职能。

【小问 2】

本题为影响类材料分析题，时空范围为清代时期的中国。根据材料二和所学知识可得提高

行政效率；根据材料二中“这种传达方式不易保密，且比较迟缓。……雍正继位后，经常通

过亲信大臣用寄信的方式秘密传旨……廷寄谕旨传递到受命的官员以后，只许受命者本人

拆阅，不许别人代拆”，可见廷寄制度使皇帝旨意能够快速直达地方，提高了行政效率；根

据材料二，皇帝通过廷寄直接向督抚大臣等传达机密谕旨，使得皇帝能够更直接地控制地

方，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根据材料二，廷寄由内廷发出，只许受命者本人拆阅，有利于

保密。同时，受命大臣领旨后须向皇帝复奏，便于皇帝对官员的监督，使官员间互相牵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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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英国近代文官制度是借鉴中国古代文官考选制度并将其与资本主义的政治制

度相结合而建立起来的，北洋时期的文官制度则在中国古代文官制度的基础上借鉴了西方

近代文官制度的经验。1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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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英国格莱斯顿委员会颁布的文官改革法令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公开竞争考试、择

优录用的制度。这改变了过去贵族垄断官职的特权，杜绝了营私舞弊的现象，文官的录用

必须依法办事，出身和靠山不再成为当官的唯一条件，个人的才能和勤奋程度成为文官录

用的重要因素。北洋政府时期，一方面推行考试制度作为选拔官吏的重要方式，同时又实

行特擢、任命、甄别甄用等传统的封建用人方式。这虽然满足了民国初年各地对行政人才

的大量需求，但我们要看清的是北洋政府实际上是封建军阀统治，其政权的封建性同样渗

透到文官制度中，造成官场上任人唯亲的公开化、合法化，吏治腐败甚为严重。

——摘编自王菲《北洋时期中英文官制度辨异》

材料二  面对 20 世纪 70 年代英国经济的“滞胀”和政府开支庞大，1979 年上台执政的

保守党党魁撒切尔夫人认为这是文官制度积弊甚深造成的。此时，英国文官队伍总数达

73.2 万人。撒切尔夫人上台后，制定了逐年削减文官总人数的目标，到 1990 年撒切尔夫人

政府结束时，英国文官总数已削减到 56.2 万。1981 年英国文官为增加工资举行了全国性罢

工，撒切尔夫人借机取消文官部，增设文官事务办公室，并由其亲信大臣单独负责，同时

以削减政府开支为由，限制文官工资的增加。另外，撒切尔夫人在批准任命高级文官时，

首先是了解各候选人的政治态度，若支持保守党，往往会得到重用，反之则难以成行。

——摘编自周金昭《英国政府文官制度改革回顾》

（1）根据材料一，指出近代中英两种文官制度的差异，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撒切尔政府时期的文官制度改革。

【答案】（1）差异：英国近代文官制度：以法律形式确立公开竞争考试、择优录用制度；改

变贵族垄断官职特权，杜绝营私舞弊；个人才能和勤奋是录用重要因素。

北洋时期文官制度：一方面推行考试制度，同时又实行特任、任命、甄别甄用等传统封建

用人方式；政权封建性渗透其中，吏治腐败严重。

原因：英国：资本主义发展，民主政治不断完善；借鉴中国古代文官制度经验。北洋时

期：封建军阀统治，封建传统深厚；既要满足行政人才需求，又保留封建用人方式。    

（2）积极：削减文官人数，减少政府开支；取消文官部，增设文官事务办公室，加强对文

官管理；一定程度上整顿吏治。

消极：政治态度成为重用标准，带有政治偏见，影响文官队伍的专业性和公正性。

【解析】

【小问 1】

本题是对比类、背景类材料分析题。时空是近代（中英）。根据材料一“1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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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英国格莱斯顿委员会颁布的文官改革法令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公开竞争考试、择优录

用的制度”得出，英国近代文官制度：以法律形式确立公开竞争考试、择优录用制度；根据

材料一“改变了过去贵族垄断官职的特权，杜绝了营私舞弊的现象”得出，改变贵族垄断官

职特权，杜绝营私舞弊；根据材料一“出身和靠山不再成为当官的唯一条件，个人的才能和

勤奋程度成为文官录用的重要因素”得出，个人才能和勤奋是录用重要因素；根据材料一

“一方面推行考试制度作为选拔官吏的重要方式，同时又实行特擢、任命、甄别甄用等传统

的封建用人方式”得出，北洋时期文官制度：一方面推行考试制度，同时又实行特任、任

命、甄别甄用等传统封建用人方式；根据材料一“政权的封建性同样渗透到文官制度中，造

成官场上任人唯亲的公开化、合法化，吏治腐败甚为严重”得出，政权封建性渗透其中，吏

治腐败严重。

原因：根据材料一“英国近代文官制度是借鉴中国古代文官考选制度并将其与资本主义的政

治制度相结合而建立起来的”得出，英国文官制度借鉴中国古代文官制度经验；结合所学知

识还可得出，英国文官制度的发展受资本主义发展，民主政治不断完善的影响；根据材料

一“我们要看清的是北洋政府实际上是封建军阀统治”得出，封建军阀统治，封建传统深

厚；根据所学知识可知，北洋时期文官制度既要满足行政人才需求，又保留封建用人方

式。

【小问 2】

本题是影响类材料分析题。时空是 20 世纪 70 至 90 年代（英国）。积极影响：根据材料二

“撒切尔夫人上台后，制定了逐年削减文官总人数的目标，到 1990 年撒切尔夫人政府结束

时，英国文官总数已削减到 56.2 万”得出，削减文官人数，减少政府开支；根据材料二“撒

切尔夫人借机取消文官部，增设文官事务办公室”得出，取消文官部，增设文官事务办公

室，加强对文官管理；根据材料二“撒切尔夫人在批准任命高级文官时，首先是了解各候选

人的政治态度，若支持保守党，往往会得到重用，反之则难以成行”得出，一定程度上整顿

吏治。

消极影响：根据材料二“撒切尔夫人在批准任命高级文官时，首先是了解各候选人的政治态

度，若支持保守党，往往会得到重用，反之则难以成行”和所学知识可知，撒切尔政府时期

的文官制度改革政治态度成为重用标准，带有政治偏见，影响文官队伍的专业性和公正

性。

19.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中华法系”专指中华文明史上形成的、以调整社会关系、构建社会秩序、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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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国家统治为目的的中国古代法律。它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四个历史阶段：先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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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奠基，秦汉魏晋南北朝——初步建立，隋唐——体系成熟，宋元明清——制度完

备。……中央层面的最高决策权，最高执行权，最高立法权，最高司法权，均掌握在以皇

帝为首的朝廷统治集团手中，统一行使。作为国家主流思想的正统儒学，关注人与社会，

注重精神引导，根据人性的善恶，确定道德的主导作用；另一方面，基于个体与社会的关

系，构建有效的规范体系与管理机制，从而实现道德法律共同治理。从西周统治者关于“敬

天保民”思想的提出，到孔孟关于“仁政”理论的形成，汉唐明清政治家、思想家都注重民心

所向。中华法系在法律指导思想与具体制度实施方面，也全面体现“民为邦本”的民本主义

原则。

——摘编自朱勇《中华法系的形成与特征》

材料二  新中国 70 年立法，经历了不平凡的发展历程，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大

体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新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初创和曲折发展时期(1949-1977 年)、改革开

放以来民主法制恢复和快速发展时期(1978-2011 年)、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法治中

国时期(2012-2050 年)。展望未来，我们要把改革取得巨大成就而激发出来的满腔热情转化

到实际工作中去。一方面，要大力加强法治建设，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高度，更好地用

法律保护人、尊重人、规范人；另一方面，要发扬我们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不断提高人

们的道德素养和法律意识、法律文化，并将之转化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不竭动力。

——摘编自冯玉军《70 年法治建设波澜壮阔》

（1）根据材料一，概括古代中华法系的特征。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新中国 70 年立法的启示。

【答案】（1）特征：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以皇帝为首的朝廷统治集团掌握最高立法权；儒

法结合，德主刑辅；注重民心所向，体现民本主义原则。    

（2）启示：要与时俱进，不断健全和完善法律体系；立法要体现人文关怀，保护人民的合

法权益；加强法治建设，同时注重道德建设，提高人们的法律意识；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党

在立法中的领导核心作用。

【解析】

【小问 1】

本题是特点类材料分析题。时空是古代中国。据材料一“它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四个历史阶

段：先秦——理论奠基，秦汉魏晋南北朝——初步建立，隋唐——体系成熟，宋元明清—

—制度完备”可得出古代中华法系的特征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据“中央层面的最高决策

权，最高执行权，最高立法权，最高司法权，均掌握在以皇帝为首的朝廷统治集团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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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行使”可得出特征是以皇帝为首的朝廷统治集团掌握最高立法权；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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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8061004116007001

https://d.book118.com/828061004116007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