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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课  古代商业的发展（二）

1.市的变迁和城市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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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的繁荣也与城市联
系在一起。

古代“城市”≠ 现在“城市”



时期 空间限制 时间限制 政府监管

宋朝

以前

县治以上的城市，一

般在特定的位置设市，

与坊严格分开

按时开市、

闭市

官府设市令或市

长进行严格管理

宋朝
城市中坊和市的界限

被打破

经营时间限

制被打破，

早市、夜市

昼夜相接

交易活动不再受

官府的直接监管

(1)市的变迁



    

  “凡市，以日午
击鼓三百声，而众
以会；日入前七刻，
击钲(zhēng)三百
声，而众以散。”

——《唐六典》



    

  “坊巷桥门及隐僻去
处，俱是铺席买卖”

——南宋《梦粱录》

   “市井经纪之家……
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
更又复开张。如耍闹去
处，通晓不绝。”
——北宋《东京梦华录》

宋
汴
梁
城



(2)城市的发展

①古代的长安、洛阳、开封 、临安、大都等大城市
成为著名的商业中心。
②扬州、成都等一批南方城市成为当时最繁荣的大
都会。

“扬一益二”

主要原因：
丝绸之路的开通、
大运河的开凿、
经济重心逐渐南移



古代城市的演变



    

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主要特点

（3）从地区分布看，政治和经济格局变更影响城市商业活动。

（2）从商业活动看，政府的限制逐渐放松，但“重农抑商”政
策没变。

（1）从城市功能看，对政治中心的依附性渐减，趋向生产性和
商业性。



(3)官府控制下的对外贸易

    

① 概况

时期 表现

西汉

唐朝

两宋

元朝

明清

开通海陆两条丝绸之路

广州成为主要的贸易港口、设市舶使

与几十个国家进行贸易

泉州是当时世界第一大港

中国对外贸易萎缩



    

②主要方式：朝贡贸易

定义：

 特点：

目的：

通过朝贡与赏赐完成交易

厚往薄来、倍偿其价

宣扬国威，加强与海外各国的联系



    

1. 起源早，并且在不断的发展。

中国古代商业发展的总体特点

3. 与农业、手工业的发展紧密关联，作为自然经济的补充存在。

4. 商业繁盛促使了古代都市的兴起。

2. 长期处于封建政府的抑制之下，但控制逐渐减少。



时空观念



本课知识结构



（练习一）右图是北宋纸币铜版拓片,其上文字为

:“除四川外,许于诸路州县公私从便……流转行使。”

这一铜版　

①证实了宋代纸币的发行 ②反映了宋代的印刷技术                                  　　　　　　　　　　　　　       

③是纸币交子的文物材料 ④是商品经济发展的见证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①③④  D.②③④

B

交子



（练习二）右侧宋石刻反映了苏州古城的城市布局。西

北角的“平权坊”和“西市坊”一带，只有坊名，没有

坊门、坊墙。《吴郡志》记载，此处的跨街楼是最热闹

的酒楼，通宵达旦。图文信息说明当时的苏州城

A.市坊界限已被打破  B.草市遍布城内各处

C.商帮大多聚集于此  D.长途贩运贸易兴盛

A

坊和市的界限被打破



（练习三）诗词歌赋既是历代文人墨客咏怀、记游、

言志的文学表现形式,也往往蕴含着丰富的社会历史

内容。下列文句,与商业经济无直接关联的是

A.“九市开场,货别隧分”(《西都赋》)

B.“贝锦斐成,濯色江波”(《蜀都赋》)

C.“经游(营)天下遍,却到长安城”(《估客乐》)

D.“岢峨大舶映云日,贾客千家万家室”(《广州歌》)

B



（练习四）明隆庆年间，有一徽州商人黄汴曾记其所见

的苏州市场：“苏州聚货段匹外，难以尽述，凡人一身

诸行日用物品，从其所欲皆有。”这主要反映了当时

A.地域性商帮的开始出现

B.都市商业十分繁荣

C.全国性的商业中心出现

D.市突破了空间的限制

B



（练习五）明清时代江南地区涌现了一大批以工商业著称

的市镇，时人赞叹“商贾辐辏，百货骈阗，上自帝京，远

连交广，以及海外诸洋，梯航毕至”。这表明明清时期

A.经济重心南移最终完成

B.城市经济职能十分显著

C.商业活动不受政府监管

D.自然经济开始逐步解体

B



    请同学们课后结合教材以及上节课

的笔记，对第3课的内容进行全面的掌握。

    下节课我们将学习新的一课——  

古代的经济政策。



感谢同学们的聆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