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中国古代经济史 

第 1关 古代农业 

1．（2020·全国Ⅰ卷高考·26）北宋时，宋真宗派人到福建取得占城稻三万斛，令江淮两浙
诸路种植，后扩大到北方诸路；宋仁宗时，大、小麦被推广到广南东路惠州等地。南宋
时，“四川田土，无不种麦”。这说明宋代 
A．土地利用效率提高  B．发明翻车提高了生产力 C．区域经济发展均衡  D．民众饮

食结构根本改变 
2．（2019·海南·4）“天子亲耕”缘于《周礼》，明朝在北京永定门内天坛之西建先农坛，

作为皇帝祭祀农神和参与耕作的礼仪场所。清朝从顺治帝开始，直至清末，各代皇帝奉
礼如常，这反映出清朝  
A．与明朝在制度上一脉相承            B．承袭了农耕文明的传统 
C．满洲贵族迅速成为农耕者            D．刻意笼络反清政治势力 

3．（2018·北京·13）南宋初年，“中原士民，扶携南渡，不知其几千万人”，南方地区小麦
价格暴涨，“农获其利，倍于种稻”，小麦在南方大规模种植，南稻北麦的粮食作物分布
格局被打破。对此认识正确的是  
①南迁的北方人民对面食的需求推动小麦种植  ②《农政全书》的刊刻推广了先进的种

植技术 
③稻麦兼种技术的发展为小麦种植提供了条件  ④曲辕犁开始从北方引入，促进生产效

率提高 
A．①②          B．①③           C．①④         D．②③ 

4.（2018·江苏·5）明清时期，江南“桑蚕之利，厚于稼穑，公私赖焉”。在太湖流域，地
主催收田租常不在秋收之后，却在农户蚕丝收获之际，俗称“蚕罢米”。这说明，当时江
南地区  
A．小农经济已经开始瓦解  B．农耕技术呈现衰退趋势 C．农户收入多赖家庭副业  D．地
主剥削程度有所减轻 

5.（2018·海南·3）唐宋时期，南方民众在丘陵山区的坡地开垦耕地，引泉水灌溉，形如
阶梯，被称为山田，也叫梯田。这种做法  
A．推动了美洲农作物的传播 B．加剧了土地兼并 C．适应了南方深入开发需要 D．刺激

了人口南迁 
6.(2017·新课标全国Ⅱ卷·26)北朝时，嗜好奶类制品的北方人常常嘲笑南方人的喝茶习俗。

唐中期，北方城市中， 
“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

据此可知，唐中期  
A．国家统一使南茶开始北运      B．南北方饮食习惯趋于一致 
C．南方经济文化影响力上升       D．南方经济水平已超越北方 

7.（2016·江苏单科·3）《无锡道中赋水车》咏颂：“翻翻联联衔尾鸦，荦荦确确蜕骨蛇„„
天公不念老农泣，唤取阿香推雷车。”这里“水车”的使用  

  A．开启农具自动化的先河  B．提高了农田抗旱的能力 C．标志着灌溉技术的成熟  D．使
农业摆脱自然的束缚 

8.（2016·海南单科·6）北魏时，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总结出一套个体农户农副兼营的
精耕细作农业模式，反复强调农户不要过度扩大耕种面积，“宁可少好，不可多恶”。这
表明  

A．精耕细作的目的是追求农业收益的最大化  B．精耕细作农业遏止了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 
C．个体农户为主体的耕作模式抑制农业的进步 D．人口与土地的尖锐矛盾导致耕作模式

的转变 
9.（2016·新课标全国Ⅰ卷文综·25）图 4为汉代画像砖中的农事图。此图可以用来说明当

时  



 

A个体农户的生产劳作状态 B精耕细作农业的不断发展 C土地公有制下的集体劳作 D大地主
田庄上的生产情形 
10.（2016·新课标全国Ⅱ卷文综·26）宋代，有田产的“主户”只占民户总数 20%左右，

其余大都是四处租种土地的“客户”。导致这种状况的重要因素是  
A．经济严重衰退 B．土地政策调整 C．坊市制度崩溃    D．政府管理失控 

11.（2016·新课标全国Ⅲ卷文综·27）明末有人描述江南农村的变化时说，百年前的雇工
“戴星出入，俗柔顺而主令尊”，如今“骄惰成风，非酒食不能劝”“夏必加下点心，冬
必与早粥”。这一变化反映了  

A．市镇经济与手工业的发展  B．政府积极推行重农政策 C．社会矛盾日益尖锐  D．农业
中人身依附关系强化 
12.（2016·海南单科·8）江南农业经济在东晋南朝、唐后期五代及南宋三个时期得到很大

发展，其共同的原因是  
A．推广普及铁制农具提高生产效率 B．官府组织民众屯田扩大耕地面积 
C．政府改革税制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D．黄河流域人口因动乱大规模南迁 

13.（2015·天津文综·1）“其制两柄上弯，高可三尺„„其所盛种粒，各下通足窍，仍旁
挟两辕，可容一牛，用一人牵，傍一人执耧，且行且摇，种乃自下。”这段话描述的农具
是  

 
14.（2015·江苏单科·4）唐人写淮北多有“稻垄泻泉声”之类的诗句，北宋仍有“水阔人

间熟稻天”的描写。但 1678 年，河道总督的奏疏已是“田地皆成沙土，止产粟米”，两
年后就有人感叹是“沟洫之制，水陆失宜”。淮北农耕变化表明古代农业  

   A．注重作物品种选择  B．需要政府合理作为 C．重视农田生态保护   D．全凭兴修水
利工程 

15.（2015·新课标全国Ⅰ卷文综·24）《吕氏春秋·上农》在描述农耕之利时不无夸张地说：
一个农夫耕种肥沃的土地可以养活九口人，耕种一般的土地也能养活五口人。战国时期
农业收益的增加  

A．促进了个体小农经济的形成               B．抑制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 
C．导致畜力与铁制农具的使用               D．阻碍了大土地所有制的成长 
16.（2015·广东文综·14）史载：明代江南昆山县的农家，“麻缕机织之事，则男子素习焉，

妇人或不如也”，但乡村妇女“凡耕耘、刈获、桔槔之事，与男子共其劳”。这则材料反
映了当时  
A．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   B．资本主义的萌芽 C．男尊女卑的社会秩序  D．官营手工
业的主导地位 

17.（2015·新课标全国Ⅱ卷文综·26）唐宋时期，江南经济迅猛发展，南宋时全国经济重
心已移至江南。促成这一转变的主要动力之一是  
A．坊市制度瓦解   B．土地集中加剧 C．农业技术进步    D．海外贸易拓展 

18.（2015·海南单科·3）西汉初年，皇帝找不到颜色相同的四匹马来驾车，将相大臣甚至
只能乘坐牛车；到汉武帝初，普通百姓也拥有马匹，“阡陌之间成群”。马匹大量增加的
主要原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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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社会稳定经济得到迅速发展         B．西域良马引进与马种改良 
C．游牧民族大规模地移居中原         D．长期和平使战马消耗减少 

19.（2015·新课标全国Ⅰ卷文综·27）表 1呈现的变化反映了  
表 1  河南、江苏两地科举考试状元人数表 

 唐 宋 明 清 

河南 15 16 2 1 

江苏 7 8 17 49 

A．理学的影响力不断扩大  B．经济发展促进文化兴盛 C．中原地区经济急剧衰退   D．政
治重心南移趋势明显 
20.（2014·天津文综·2）《齐民要术》自序：“盖神农为耒耜，以利天下。尧命四子，敬

授民时。舜命后稷，食为政首。„„殷周之盛。《诗》《书》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
这段话主要强调  
A．儒家对农业的重视  B．改进生产工具的意义 C．历法与农业的关系 D．农业技术的

重要性 
21．（2014·福建文综·13）明、清皇帝每年春都要举行一种祭祀仪式。读下图，从中透析

出的核心信息是  
A．皇室祭祀的隆重排场 B．专制君主的权威至上 
C．以农为本的立国理念 D．统一国家的繁荣昌盛 

22．（2014·重庆文综·3）战国秦汉时期，北方一直是全国的经济重心，
但是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经济区独占鳌头的局面不复存在了，原
本落后的江南经济区获得了显著发展，使长期以来的南北经济发展不平
衡性与悬殊性缩小了。这说明魏晋南北朝时期  
A．江南经济发展水平迅速超过北方     B．江南经济开发的新格局初步形成 
C．中原经济区的优势地位不复存在     D．全国的经济重心已经转移到南方 

23．（2013·安徽文综·12）下图是据有关资料绘制的汉唐间安徽境内水利兴修统计示意图。
它反映了这一时期  

    

A．安徽农业生产居全国领先水平       B．安徽农业生产总体呈发展态势 
C．长江流域为农业生产重要区域       D．我国经济重心已经转移到南方 

24．（2013·海南单科·1）商代甲骨卜辞中，有大量“受禾”、“求年”、“有足雨”的内容。
这反映了当时  

   A．农业生产已是重要的经济活动       B．农业的收成与祭祀活动密切相关 
   C．巫师是农业生产的重要组织者       D．自然环境恶化影响农业生产 
25．（2013·海南单科·8）右图反映的是  

A．“小国寡民”的生活图景     B．小农经济的生产形式 
C．儒教“夫为妻纲”的伦理观念 D．“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关系 

26.（2013·江苏单科·1）现代考古在秦、魏等国故地出土了许多生铁铸造的农具。
1950～1951年河南辉县发掘了 5座大型魏墓，1号墓出土铁器 65件，其中农具占 58
件，包括钁、锄、铲、镰、犁铧等一整套铁农具。材料说明战国时期  

   A．生铁铸造由魏国独断经营          B．成套铁农具有利农业精耕细作 
   C．铁制农具成为随葬必备品          D．铁制农具最早出现于河南辉县 
27.（2013·全国新课标卷Ⅱ文综·25）汉唐制定土地法规，限制私有大土地的发展，宋代

一改此法，“不抑兼并”。据此可知宋代  
A．中央集权弱化   B．流民问题严重 C．土地兼并缓和     D．自耕小农衰退 

28.（2012·浙江文综·14）史籍记载，东汉南阳樊氏“能治田，殖至三百顷。广起庐舍，
高楼连阁，波陂灌注，竹木成林，六畜放牧，鱼蠃梨果，檀棘桑麻，闭门成市，兵弩器械，
资至百万。”下列关于樊氏庄园的说法，错误的是  
A．庄园经济力量强大  B．自给自足程度很高 C．草市交易十分发达  D．生产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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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 
29．（2012·安徽文综·15）据有关统计资料，元朝岁收粮赋，河南江北行省占全国总额的

21．39%，江浙行省占 37．10%，江西行省占 9．56%，湖广行省点 6．97%。结合图 4 分
析，正确的是  

 
图 4  元朝行省图 

A．长江中下游地区粮赋总额约占全国的 3/4    B．长江以南各行省粮赋总额占全国一
半以上 
C．长江以北各行省经济均落后于江南各行省 D．我国的经济重心开始向长江以南地区转
移 

30．（2012·海南单科·1）《礼记·月令》载，每年正月周天子亲率臣下耕作，称为“藉田”；
三月王后亲率嫔妃举行采桑养蚕仪式，称为“亲蚕”。后来，历代皇帝、皇后不断举行这
样的仪式。这反映了 

A．周代制度在后代被严格奉行       B．古代政治制度变迁异常缓慢 
C．重农抑商从周代始一直推行       D．农桑是古代社会经济的主体 

31．（2011·山东文综·10）图 4 描绘了汉代农民使用四齿钉耙耕作的场景。它
反映出当时  
A．开始使用铁器 
B．注重精耕细作 
C．尚未推广牛耕 
D．雇佣关系盛行 

32．（2011·全国新课标文综·25）下图是依据《隋书·食货志》等制作的南北朝时期各地
区货币使用情况示意图。该图反映出  

 

A．长江流域经济水平总体上高于黄河流域 B．河西走廊与岭南地区经济发展速度最快 
C．黄河流域的丝织业迅速发展        D．长江流域经济发展相对稳定 

33．（2011·海南单科·5）徐光启《农政全书》载，“今北土之吉贝（棉花）贱而布贵，南
方反是：吉贝则泛舟而鬻诸南，布则泛舟而鬻诸北”。这说明当时  

A．商业是棉纺织发展的前提 B．商人买贱卖贵伤害了农业 C．北方农业生产比南方发达 D
南方经济较北方更有优势 
34．（2010·天津文综·1）图 1到图 2的变化，反映我国古代农业生产中  



 

                     图 1                        图 2 

A．铁犁牛耕的出现     B．耕犁技术的成熟 C．精耕细作的开始  D．单位亩产量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