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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台联招历史复习资料 13131313
中国古代制度

任何一种政治、经济制度，都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又随着历史的发展、时代的变迁而发生变化。中国古代政

治、经济制度经历了漫长的发展与变化，但归根结底是由当时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的，是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斗争的

产物。它的确立和变更都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是为维护统治阶级经济利益服务的，是与国家的社会性质和发展相

适应的。

一、 奴隶社会的重要制度：

夏、商、周三代的政治制度以王位世袭制和分封制为特点，经济制度主要是井田制

（一）王位世袭制

1、对王位世袭制代替禅让制的认识：从“天下为家”代替“天下为公”。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是生产力发展和私有制产生的必然结果，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它推动人类社会进入奴

隶制时期。

从阶级斗争的角度看：是阶级对立的产物。

2、禅让制和王位世袭制的不同点：

（1）建立的物质基础不同：

前者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后者生产力水平有了一定发展。

（2）盛行的时代不同：

前者盛行于我国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的时期，即传说中的尧舜禹时期；后者盛行于阶级社会产生以后，一直

到封建社会结束。

（3）所反映的社会状况不同：

前者反映了“天下为公”的社会景象；后者反映了“天下为家”的社会局面。

（4）最高首领的继承方式不同：

前者民主推选；后者世代相袭。

（二）井田制——我国奴隶社会的土地国有制度

1、基本线索：

开始实行（商）——盛行（西周）——瓦解（春秋）——废除（战国）

2、名称来源：

因耕地阡陌纵横，象井字形状，故名。

3、所有制形式：

土地国有制。即一切土地属于国王所有。周王把土地分赐给诸侯臣下，受田者只能世代享用，不得转让与买卖，

并向周王交纳一定贡赋。

4、生产方式：

奴隶主强迫奴隶集体耕种，剥夺奴隶的劳动成果。

5、瓦解的根本原因：生产力的发展，井田制这种生产方式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

（1）铁器的使用、牛耕的出现 ——生产力的发展

（2）私田的出现 ——土地私有制（生产关系）

（3）封建剥削方式（租佃关系）出现

——生产方式、产品分配（生产关系）

（4）井田制逐步瓦解（从鲁国开始）

（三）分封制——西周分封诸侯的政治制度（体现了中央政府与地方的行政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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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实施目的：

巩固奴隶制统治，即所谓“封建诸候”，以蕃屏周。

2、内容：

A、对象和做法：周王把一定的土地和人民，分别授予王族、功臣和先代贵族，建立诸侯国，拱卫王室；

B、被封诸侯的义务：诸侯要服从周王命令（政），贡献财物（经），随从作战（军）。

3、主要诸侯国：

齐、鲁、燕、卫、晋、宋等。

4、作用：

使周朝巩固了统治，扩大了疆域。

5、局限：

夏、商、周虽有王权，实际上处于割据状态。

各封国离心力逐渐增大，成为以后春秋战国纷争割据的根源，导致分封制崩溃。

练习

1、下列关于王位世袭制代替禅让制表达错误的是

A.“家天下”代替“公天下” B.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

C.是人类历史的倒退 D. 中国从此进入文明社会

2、世袭制代替禅让制的根本原因：

A、奴隶制国家的出现 B、私有制的发展

C、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D、两大对立阶级的出现

3、西周分封制和井田制的纽带是

A、王位和权利 B.土地和义务 C. 贡赋和工具 D. 工具和奴隶

4、下列各项关于西周分封制的表述，最准确的一项是

A、反映了中央对地方的统辖关系 B、体现了统治者对奴隶的阶级剥削

C、反映了诸侯与周王的经济关系 D、体现了奴隶主阶级内部等级关系

5、分封制在周朝初期巩固了周朝的统治，发展了周朝的疆域；在后期则造成分裂割据，瓦解了周朝的统治，导致这种

截然不同结果的最主要因素是

A、生产力的发展 B、生产关系的发展

C、诸侯争权夺利 D、井田制的破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