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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课  古代的经济政策

1.土地制度的演变

原始社会：土地为氏族公社所有

(1)土地公有制

(2)土地国有制

夏、商、西周时期：井田制

“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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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背景：春秋时期，井田制遭到破坏

(3)封建土地私有制

②确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变法

公元前594年，
鲁国“初税亩”

“废井田，开阡陌”



③弊端——土地兼并

(3)封建土地私有制

史料　“至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
制，除井田，民得买卖。富者田连阡陌，
贫者亡(无)立锥之地。”         

——《汉书·食货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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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土地兼并图示
官僚地主通过各种手段

兼并农民甚至国家的土

地，地主土地私有制不

断扩大，自耕农和国家

所有的土地逐渐减少。



北魏至唐朝前期：均田制
明朝：按人丁和田亩的多寡收取赋税

古代中国抑制兼并的措施

       起到鼓励农民垦荒的作用，但不能真正
阻止土地兼并



古代中国土地制度演变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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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农抑商”

——国家鼓励男耕女织的农业生产，限制工商业的发展

(1)原因

商业与农业争夺劳动力、影响农业生产甚至危及
封建政权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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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农抑商”

(2)目的

保护农业生产和小农经济，确保赋役征派和地租
征收，巩固封建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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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农抑商”

(3)确立与发展

①战国：商鞅首倡

       禁止弃农经商，未经允许从商者罚作
奴隶；国家控制山泽之利，实行盐铁专卖，
限制商人的经营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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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农抑商”

(3)确立与发展

②西汉：向工商业者加重征税

       高祖(刘邦)乃命贾人(商人)不得衣丝乘车。
重租税以困辱之。……市井之子孙(商人子弟)
亦不得仕宦为吏。

——司马迁《史记·平准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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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农抑商”

(3)确立与发展

③明清：向工商业者加重征税
    “凡士工商贾，皆食于农，以故农为
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

——《清实录》(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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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海禁”与“闭关锁国”

(1)明朝“海禁”

       人民不得擅自出海与外国互市，对外
贸易只能在官方主持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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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海禁”与“闭关锁国”

(2)清朝“闭关锁国”

       只开广州一处对外通商，规定由政府
特许的广州“十三行”统一经营对外贸易

       使中国与世界隔绝，中国逐渐
落后于世界潮流



“重农抑商”与“海禁”、“闭关锁国”政策关系图示



时空观念



本课知识结构



单元知识结构



（练习一）春秋前期，管仲采取“相地而衰征”；鲁

国实行“初税亩”，不论“公田”“私田”都按田亩

收税。其主要历史影响是

A.加速了土地私有化

B.促进了商品经济发展

C.抑制了土地的兼并

D.打击了豪强地主势力

A

承认私田合法



（练习二）唐朝均田制规定了占田的最高限额，如贞观年

间，泽州(今山西晋城市)刺史长孙顺德以“前刺史张长贵、

赵士达并占境内膏腴之田数十顷，顺德并劾而追夺，分给

贫户”。这说明唐朝均田制

A.对土地买卖的限制有所松动

B.通过授田把小农固定在土地上

C.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土地兼并

D.平均分配土地以缩小贫富差距

C

抑制土地兼并



（练习三）汉文帝说：“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

也。”宋代李觏说：“民之大命，谷米也。”这两句话都体

现了中国古代的

A.闭关锁国政策  B.君主专制

C.重农思想  D.重商主义

C



（练习四）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八月，朝廷派员至沿

海各省“立界”筑垣墙，派兵戍守。《福州府志》记载，

乾隆年间，在福建宁州“每处悬一碑曰：敢出界者斩！”

当时清政府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

A.避免海难发生 B.防止鸦片走私

C.杜绝西方思潮 D.严控对外联系

D



（练习五）乾隆曾写下一首诗：“间年外域有人来，宁可

求全关不开；人事天时诚极盛，盈虚默念惧增哉”。乾隆

帝这一思想的深远影响是

A.使中国落后于世界发展潮流

B.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国家安全

C.阻碍了古代小农经济的发展

D.抑制了明清时期的社会转型

A

闭关锁国



    请同学们课后结合教材内容，对课

堂笔记进行整理补充。

    下节课大家将学习到新的单元。



感谢同学们的聆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