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三) 

                     

一、选择题：本题共 12小题，每小题 4分，共 48分。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

选项中，只有一项是符合题目要求的。 

1．(2020·辽宁沈阳质监三)春秋战国时期，“官职可以重求，爵禄可以贷

得”。吕不韦这样的大商人，不惜重金作政治交易，成为秦国卿相。不少贵族、

官僚也直接参与经商活动，孜孜求利。上述现象反映出(  ) 

A．“重农抑商”政策实施收效甚微 

B．经商谋利的价值观念成社会主流 

C．商业发展加速贵族等级制度松懈 

D．商业贸易成为政治统治重要支柱 

2．(2020·四川成都三模)西汉盛行比武、斗兽、狩猎等危险、激烈的体育

娱乐活动，数量众多的社会上层分子和文人也亲身参与。由此可见，当时(  ) 

A．军事形势严峻    B．弃文从武成风 

C．贵族引领时尚    D．世风阳刚劲健 

3．(2020·广东深圳二调)图一是汉代画像石中的“羽人”形象，蕴含着羽

化升天的意思；图二是唐代莫高窟“散花飞天”形象。隋唐时披着佛教飞天的大

巾、穿上长裙无羽而飞的“飞天”普遍存在。这说明(  ) 

 

A.宗教与宫廷画结合催生地域特色文化 

B．三教合一促进文人画的形成发展 

C．浪漫主义风格始终是古代艺术的主流 

D．多种文化交流融合推动艺术创新 

4．(2020·江西南昌三模)以下是根据相关著作整理清代江南地区部分生产

资料和生活必需品的物价变化。 



 康熙雍正时期 乾隆嘉庆时期 

土地价格(每亩) 4到 5两 50两 

稻米价格(每升) 6到 7文 30到 40文 

布匹价格(每丈) 30到 40文 100到 200文 

这表明清代这一时期(  ) 

A．物价的变化受世界市场影响颇多 

B．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已难以为继 

C．精耕细作的农业模式进一步完善 

D．新的生产关系的发展导致物价波动 

5．(2020·河北张家口二模)1876年，英国人巴尔福说道：只要中国依赖无

知的官员管理所有涉及兵工厂的事务，只要这些官员怀有私心，只对能迅速增加

自己私利的事物感兴趣，那么中国的相当一部分兵器、弹药，还有战舰，就必须

不断地从欧洲购进。这可以用来说明洋务企业(  ) 

A．对西方产品过度依赖    B．催生了新的生产方式 

C．受到欧美列强的控制    D．管理体制尚存在弊端 

6．(2020·河北石家庄训练二)下图为中国 20世纪初社会习俗变化示意图。

其反映出当时(  ) 

 

A．封建传统等级观念已被废除 

B．新文化运动清除了陋习陈规 

C．追求人格平等成为社会时尚 

D．西学东渐开启东西文明交融 

7．(2020·河南新乡三模)南昌起义军南下失利后，朱德、陈毅率领余部在

江西南部农村进行三次整顿，建立了党支部，规定了部队的组织纪律和群众纪律，

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开展军事训练。这些整顿(  ) 

A．推动了新型人民军队的创建 

B．是中国共产党参与军事斗争的开端 



C．开辟了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 

D．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 

8．(2020·江西南昌三模)1957 年，经济学家顾准提出，“在社会主义，社

会货币、商品不能废除，价值范畴、价值规律应继续存在并发挥作用。因此，为

了提高效率，应以市场价格的自由涨落，即真正的市场规律来自发调节生产。”

该观点体现出当时中国(  ) 

A.经济政策调整促进经济良性发展 

B．已经引发对市场经济理论的初探 

C．城镇职工生活已经达到富足水准 

D．物资供应紧张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9．(2020·河南新乡二模)罗马法规定：“任何官员对罗马人加以死刑、鞭

笞、罚款等处罚时，该公民有权上诉，要求人民裁判。在上诉期间，人民投票表

决之前，官员不得对之施加惩处。”这种规定(  ) 

A．阻碍了司法实践顺利开展 

B．体现出罗马法的严酷 

C．有利于防范官员擅权害民 

D．使公民范围逐渐扩大 

10．(2020·重庆七校三诊)16世纪，西欧各国物价平均上涨 2－4倍多。传

统的解释将其归因于美洲贵金属的大量涌进，后来有研究者提出，其重要因素是

人口快速增长与气候恶劣引起欧洲农业欠收，粮食价格飞涨叠加造成的。据此可

知，关于西欧物价上涨的认识(  ) 

A．因研究者立场不同而形成差异 

B．缺少了对世界其他地区的观察 

C．随着研究视角拓展而趋于全面 

D．后期学者研究比传统观点可信 

11．(2020·河北张家口二模)1839 年，英国有人说道：当内阁依旧得到国

王和下院支持时，即使上院反对，仍不必辞职。后来，又有人说道：若某议案遭

到上院否决后重新又在下院通过，那么它理应成为法律。这些言论旨在(  ) 

A．限制世袭贵族的政治特权 

B．维护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 



C．提高英国议会决策的效率 

D．阐释内阁集体负责制原则 

12．(2020·山西太原三模)下图为 20世纪六七十年代苏联经济发展情况(年

平均增长率%)。据此可知当时苏联(  ) 

 

A．产业结构失衡加剧    B．农村经济长期停滞不前 

C．经济改革带来混乱    D．国民经济发展动力不足 

二、非选择题：共 52分。13、14题为必考题，每个试题考生都必须作答。

15－17题为选考题，考生根据要求作答。 

(一)必考题：共 37分。 

13．(2020·福建福州质检)(25分)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20世纪以来，甘肃成批出土简牍 10余次，总数达到 7万多枚。简

牍的内容以秦汉行政文书为主，各种簿籍和通行公文系统性很强。簿、籍内容包

括边塞军事机构对兵器、廪食、俸钱等物资的流水账目及会计报告和关于各种人

员的名单。通过簿籍，可以管窥各类机构对文书的书写、审核、校对、存档等细

节。通行公文是各级机构间上传下达的文书，有涉及人事升迁、任免、调动的，

也有关于日常管理值班的。甘肃简牍中还包含大量的律令，涉及军事、治安、边

疆、土地、吏治、养老、赋役等多方面。司法实践中的各类文书透露出执法重要

环节的各种信息，生动反映了西汉中后期至东汉的诉讼程序和司法情况。 

——黄兆宏《“经国之枢机”——甘肃简牍与 

秦汉时期行政体系研究》 

材料二 晚清时期，清朝长期实行的谕旨奏折制度悄然发生变化，新型谕旨

奏折逐渐形成自身的寄发程式与管理制度。通过电寄寄发的谕旨称“电旨”，上

行文书出现电奏，电奏由臣工拟定，交电报局寄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再由总理

各国事务衙门送军机处进呈。历次钦奉电旨、电奏、电信，按月分缮清折咨呈军

机处、总理衙门查核。1906年 10月，皖北遭遇严重水灾，安徽巡抚恩铭向清廷



电奏此情，并请求“拨发藩库银十万两，以资赈抚”，清廷闻后立即寄出电旨允

准。 

——夏维奇《晚清电旨电奏发展述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甘肃简牍所反映秦汉政治的基本特点，

说明甘肃简牍的史料价值。(9分)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晚清时期行政公文出现的变化，分析

变化原因及影响。(16 分) 

14．(2020·辽宁葫芦岛二模)(12分)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 关于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人与自然环境的地位问题，不同学者有不

同的看法。法国史学家布罗代尔指出：“历史的创造者不是地理区域，而是人，

是主宰和发现这些地理区域的人。”美国史学家威廉·克罗农则称：“人类并非创

造历史的唯一演员，其他生物、大自然发展进程等都与人一样具有创造历史的能

力。如果在撰写历史时忽略了这些能力，写出来的肯定是令人遗憾的不完整的历

史。” 

——摘编自梅雪芹《从“人”的角度看环境史家与 

年鉴学派的异同》 

运用世界近代史相关史实，对上述观点进行探讨。(说明：可以评价其中一

个或两个观点，也可以提出自己的新观点，并加以论述；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

合，史实准确，逻辑清晰) 

 (二)选考题：共 15分。请从 3道题中任选一道作答。如果多做，则按所做

的第一题计分。 

15．(2020·山西大同三模)(15分)[历史——选修 1：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 

材料 新中国成立以后，逐渐建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这体制下，

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国营企业上缴的工商税收和利润，国营企业成为政府

机构的附属物，企业和职工失去了发展生产、改善经营管理的积极性。这是我国

经济一度严重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1983 年 4 月，国务院决定实行利改税的第

一步，即税利并存制度。在企业实现利润中，先征收一定比例的所得税和地方税，

然后对税后利润采取多种形式在国家和企业之间进行合理分配。1984年 10月，

中央决定实行第二步利改税，将国营企业应当上交国家财政的利润按 11 种税种

向国家交税，税后利润归企业自己供安排使用，从税利并存逐步过渡到完全的以



税代利。这体现了“国家得大头、企业得中头、个人得小头”的分配原则，比较

好地处理了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盈关系。 

——摘编自刘佐《国营企业“利改税”及其历史意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 20 世纪 80 年代国企“利改税”改革的

背景。(7分)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 20 世纪 80 年代国企“利改税”改革的

作用。(8分) 

16．(2020·山西大同三模)(15分)[历史——选修 3：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 

材料 一战后，依旧是世界上最大殖民国家的英国拒绝接受威尔逊总统的计

划：让国际联盟或者其他国际委员会来仲裁殖民地的未来。英国政府还拒绝承认

自决权。但战争仍改变了英国和英属殖民地之间的关系。战后世界贸易急剧萎缩，

尤其是在 1929 年开始的大萧条期间，这为兴起的独立运动提供了动力。在还没

有完全独立的时候，各自治领就派遣代表签署了《凡尔赛和约》，分别加入国际

联盟。在“英联邦”是这个英国及其自治领的联盟中，每个国家都将是独立的，

只是通过对英国君主的共同效忠团结在一起。协约国建立了“托管制度”来处理

德国的殖民地，通过“托管制度”，英国的帝国疆域增加了 100 万平方英里。英

国通过苏丹、埃及官员和苏伊士运河，保持着对埃及的非正式控制，即使 1922

年埃及名义上获得独立后也是如此。 

——摘编自[美]约翰·梅里曼《欧洲现代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一战后英国殖民统治发生的变化。(7分)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一战后英国殖民统治发生变化的原因。

(8分) 

17．(2020·山西太原三模)(15 分)[历史——选修 4：中外历史人物评说] 

材料 明代思想家李贽(1527－1602)反对“以孔子是非为是非”，以自己的

是非为标准对战国至元代的八百余名历史人物，以及神宗以前明代的四百余名人

物进行了品评。李贽对那些主张因时变革、变法图强，并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

的人物大力颂扬，如称“商君相秦，不过十年，能使秦立致富强、成帝业者”。

对秦始皇，李贽虽然肯定他统一天下，结束战国七雄混战杀伐局面的历史功绩，

但对他在建立中央集权统治后，残酷镇压百姓，荒淫挥霍民脂民膏的行径则痛恨

不已。他还充分肯定武则天治理国家的政治才干，称颂武则天“知人之明”“爱



养人才”，是一个“聪明主”。对五代时期一生历仕四朝十余君的冯道，后人多责

其丧尽廉耻，失去大节。但李贽却认为在五代乱世而朝代兴替如走马灯一般的世

道下，冯道苟活于世的行为是可以理解的。他认为冯道生活俭朴，而且其散财与

人、奖拔善类等行为是有利于民的。明代张居正改革最终失败了，但李贽对他仍

持肯定态度，称张居正是“宰相之杰”，“大有功于社稷者”。 

——摘编自刘锦涛《李贽评价历史人物的特点探析》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李贽评价历史人物的基本原则。(7分)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李贽评价历史人物原则形成的原因。(8

分) 

 

 

 

2021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三) 

                     

一、选择题：本题共 12小题，每小题 4分，共 48分。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

选项中，只有一项是符合题目要求的。 

1．(2020·辽宁沈阳质监三)春秋战国时期，“官职可以重求，爵禄可以贷

得”。吕不韦这样的大商人，不惜重金作政治交易，成为秦国卿相。不少贵族、

官僚也直接参与经商活动，孜孜求利。上述现象反映出(  ) 

A．“重农抑商”政策实施收效甚微 

B．经商谋利的价值观念成社会主流 

C．商业发展加速贵族等级制度松懈 

D．商业贸易成为政治统治重要支柱 

答案 C 

解析 春秋战国时期，商人通过金钱运作可以成为卿相；贵族、官僚也直接

参与经商活动来求利，这一现象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这反映出商业发展加速

贵族等级制度松懈，故 C项正确。“重农抑商”政策效果是明显的，故 A 项错误；

材料体现了经商谋利的价值观念，但还不是社会主流，故 B项错误；政治统治重



要支柱依然是农业，故 D项错误。 

2．(2020·四川成都三模)西汉盛行比武、斗兽、狩猎等危险、激烈的体育

娱乐活动，数量众多的社会上层分子和文人也亲身参与。由此可见，当时(  ) 

A．军事形势严峻    B．弃文从武成风 

C．贵族引领时尚    D．世风阳刚劲健 

答案 D 

解析 西汉时期，人们喜欢通过比武、斗兽、狩猎等危险、激烈的体育娱乐

活动，来展现自己的尚武精神，让自己的勇猛和武力展现出来得到社会的认可，

表明西汉时期社会风气崇尚刚强的气质和意志，故选 D项。西汉初期实行休养生

息，经过文景之治后又形成大一统局面，军事形势并不严峻，排除 A项；“文人

也亲身参与”表明“文武双全”是更高追求，排除 B项；贵族只是“亲身参与”，

没有引领，排除 C项。 

3．(2020·广东深圳二调)图一是汉代画像石中的“羽人”形象，蕴含着羽

化升天的意思；图二是唐代莫高窟“散花飞天”形象。隋唐时披着佛教飞天的大

巾、穿上长裙无羽而飞的“飞天”普遍存在。这说明(  ) 

 

A.宗教与宫廷画结合催生地域特色文化 

B．三教合一促进文人画的形成发展 

C．浪漫主义风格始终是古代艺术的主流 

D．多种文化交流融合推动艺术创新 

答案 D 

解析 材料“羽化升天”反映出道家的影响，“披着佛教飞天的大巾”反映

出佛教的影响，体现出多种文化交流融合推动艺术创新，故选 D项。材料没有反

映出这些画像属于特定地域的文化，排除 A项；材料画像属于宗教画，与注重写

意的文人画无关，排除 B项；材料画像属于浪漫主义风格，但是没有体现出其主

流地位，排除 C项。 



4．(2020·江西南昌三模)以下是根据相关著作整理清代江南地区部分生产

资料和生活必需品的物价变化。 

 康熙雍正时期 乾隆嘉庆时期 

土地价格(每亩) 4到 5两 50两 

稻米价格(每升) 6到 7文 30到 40文 

布匹价格(每丈) 30到 40文 100到 200文 

这表明清代这一时期(  ) 

A．物价的变化受世界市场影响颇多 

B．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已难以为继 

C．精耕细作的农业模式进一步完善 

D．新的生产关系的发展导致物价波动 

答案 B 

解析 由表格内容可知，从康熙雍正时期到乾隆嘉庆时期，土地、稻米和布

匹价格都出现大幅上涨，这种现象的出现对人们日常生活和经济发展带来了沉重

的负担，说明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故选 B项。此时中国处于闭关锁国

时期，因此物价的变化受世界市场影响不大，排除 A项；表格中出现的现象实际

上是对精耕细作的农业模式造成了破坏，不利于其进一步完善，排除 C项；此时

的中国新的生产关系始终没有得到发展，排除 D项。 

5．(2020·河北张家口二模)1876年，英国人巴尔福说道：只要中国依赖无

知的官员管理所有涉及兵工厂的事务，只要这些官员怀有私心，只对能迅速增加

自己私利的事物感兴趣，那么中国的相当一部分兵器、弹药，还有战舰，就必须

不断地从欧洲购进。这可以用来说明洋务企业(  ) 

A．对西方产品过度依赖    B．催生了新的生产方式 

C．受到欧美列强的控制    D．管理体制尚存在弊端 

答案 D 

解析 材料反映了洋务企业依靠怀有私心的无知官员进行衙门式的管理，不

利于企业发展，说明洋务企业管理体制尚存在弊端，故选 D项。材料主要说明管

理洋务企业的官员不具备相应条件，无法真正落实洋务运动学习西方先进器物的

目标，主要在于批判落后的制度，而不是对西方产品的依赖，排除 A项；材料批

判落后的制度，而没有体现催生新的生产方式，排除 B项；材料未反映洋务企业



受列强控制，排除 C 项。 

6．(2020·河北石家庄训练二)下图为中国 20世纪初社会习俗变化示意图。

其反映出当时(  ) 

 

A．封建传统等级观念已被废除 

B．新文化运动清除了陋习陈规 

C．追求人格平等成为社会时尚 

D．西学东渐开启东西文明交融 

答案 C 

解析 图片反映了中国 20 世纪初社会习俗的变迁，等级身份的“老

爷”“奴才”的称呼改为“先生”，体现了人格平等，故选 C项。A 项中“已被

废除”表述太绝对，不符合史实，排除；B项中“清除了”不符合史实，排除；

D项错在“开启”，早在明朝已经开始西学东渐，排除。 

7．(2020·河南新乡三模)南昌起义军南下失利后，朱德、陈毅率领余部在

江西南部农村进行三次整顿，建立了党支部，规定了部队的组织纪律和群众纪律，

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开展军事训练。这些整顿(  ) 

A．推动了新型人民军队的创建 

B．是中国共产党参与军事斗争的开端 

C．开辟了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 

D．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 

答案 A 

解析 由材料“建立了党支部，规定了部队的组织纪律和群众纪律，进行思

想政治教育，开展军事训练”可知，这些整顿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

推动了新型人民军队的创建，故选 A项。南昌起义是中共独立领导武装力量进行

军事斗争的开端，而这些整顿是发生在南昌起义之后的，排除 B项；开辟工农武

装割据道路的标志是毛泽东领导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排除 C项；

中共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是 1935 年遵义会议的召开，排除 D项。 



8．(2020·江西南昌三模)1957 年，经济学家顾准提出，“在社会主义，社

会货币、商品不能废除，价值范畴、价值规律应继续存在并发挥作用。因此，为

了提高效率，应以市场价格的自由涨落，即真正的市场规律来自发调节生产。”

该观点体现出当时中国(  ) 

A.经济政策调整促进经济良性发展 

B．已经引发对市场经济理论的初探 

C．城镇职工生活已经达到富足水准 

D．物资供应紧张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答案 B 

解析 顾准的观点承认市场和价值规律的作用，主张利用市场规律调节生

产，这种观点是对市场经济理论的初探，B项正确。1957年国家的经济政策并未

发生变化，而且逐渐走向“左”倾，最终引发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排除 A 项；1957 年国家“一五”计划刚刚结束，城镇职工生活水平并未达到富

足水平，排除 C 项；1957 年我国依然实行计划经济，说明当时物资供应依然紧

张，排除 D项。 

9．(2020·河南新乡二模)罗马法规定：“任何官员对罗马人加以死刑、鞭

笞、罚款等处罚时，该公民有权上诉，要求人民裁判。在上诉期间，人民投票表

决之前，官员不得对之施加惩处。”这种规定(  ) 

A．阻碍了司法实践顺利开展 

B．体现出罗马法的严酷 

C．有利于防范官员擅权害民 

D．使公民范围逐渐扩大 

答案 C 

解析 根据材料“该公民有权上诉，要求人民裁判。在上诉期间，人民投票

表决之前，官员不得对之施加惩处”可知，罗马法之下官员并不具有绝对权威，

故选 C项。罗马法的这种规定有利于保障公民权益，并不会阻碍司法实践顺利开

展，排除 A项；材料体现出罗马法的灵活性，并非严酷，排除 B项；材料只是提

到公民上诉的相关规定，与公民范围无关，排除 D项。 

10．(2020·重庆七校三诊)16世纪，西欧各国物价平均上涨 2－4倍多。传

统的解释将其归因于美洲贵金属的大量涌进，后来有研究者提出，其重要因素是



人口快速增长与气候恶劣引起欧洲农业欠收，粮食价格飞涨叠加造成的。据此可

知，关于西欧物价上涨的认识(  ) 

A．因研究者立场不同而形成差异 

B．缺少了对世界其他地区的观察 

C．随着研究视角拓展而趋于全面 

D．后期学者研究比传统观点可信 

答案 C 

解析 由材料可知，对于 16 世纪西欧物价上涨的认识，传统观点归因于美

洲贵金属的大量涌进，后来的研究者则认识到了人口增长和农业欠收的影响。这

表明，对这一问题的认识随着研究视角拓展而趋于全面，故选 C项。材料未提到

研究立场，排除 A项；B项与材料主旨无关，排除；D项说法太绝对，排除。 

11．(2020·河北张家口二模)1839 年，英国有人说道：当内阁依旧得到国

王和下院支持时，即使上院反对，仍不必辞职。后来，又有人说道：若某议案遭

到上院否决后重新又在下院通过，那么它理应成为法律。这些言论旨在(  ) 

A．限制世袭贵族的政治特权 

B．维护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 

C．提高英国议会决策的效率 

D．阐释内阁集体负责制原则 

答案 A 

解析 英国上院为贵族，但若下院支持，即使上院反对，内阁也不必辞职，

议案仍可通过，这反映了贵族特权受到限制，故这些言论旨在限制世袭贵族的政

治特权，故选 A项。垄断组织在 19世纪末 20 世纪初出现，排除 B项；材料中讨

论上院与下院出现分歧时的解决办法，不能体现对决策效率的影响，排除 C项；

内阁对议会负责，上下两院都属于议会组成部分，排除 D项。 

12．(2020·山西太原三模)下图为 20世纪六七十年代苏联经济发展情况(年

平均增长率%)。据此可知当时苏联(  ) 



 

A．产业结构失衡加剧    B．农村经济长期停滞不前 

C．经济改革带来混乱    D．国民经济发展动力不足 

答案 D 

解析 根据柱状图可以看出，从 19 世纪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苏联的社会

总产值增长率在下降，结合所学知识可知，当时依然是计划经济体制，说明当时

国民经济发展动力不足，D项正确。柱状图反映的是增长率情况，而非农业和工

业总产值，因此不能得出失衡加剧，排除 A项；从柱状图来看，当时农业依然在

发展，只是增长率放缓，因此不能认为农村经济长期停滞不前，排除 B项；通过

材料无法判断这是经济改革的结果，排除 C项。 

二、非选择题：共 52分。13、14题为必考题，每个试题考生都必须作答。

15－17题为选考题，考生根据要求作答。 

(一)必考题：共 37分。 

13．(2020·福建福州质检)(25分)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20世纪以来，甘肃成批出土简牍 10余次，总数达到 7万多枚。简

牍的内容以秦汉行政文书为主，各种簿籍和通行公文系统性很强。簿、籍内容包

括边塞军事机构对兵器、廪食、俸钱等物资的流水账目及会计报告和关于各种人

员的名单。通过簿籍，可以管窥各类机构对文书的书写、审核、校对、存档等细

节。通行公文是各级机构间上传下达的文书，有涉及人事升迁、任免、调动的，

也有关于日常管理值班的。甘肃简牍中还包含大量的律令，涉及军事、治安、边

疆、土地、吏治、养老、赋役等多方面。司法实践中的各类文书透露出执法重要

环节的各种信息，生动反映了西汉中后期至东汉的诉讼程序和司法情况。 

——黄兆宏《“经国之枢机”——甘肃简牍与 

秦汉时期行政体系研究》 

材料二 晚清时期，清朝长期实行的谕旨奏折制度悄然发生变化，新型谕旨

奏折逐渐形成自身的寄发程式与管理制度。通过电寄寄发的谕旨称“电旨”，上



行文书出现电奏，电奏由臣工拟定，交电报局寄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再由总理

各国事务衙门送军机处进呈。历次钦奉电旨、电奏、电信，按月分缮清折咨呈军

机处、总理衙门查核。1906年 10月，皖北遭遇严重水灾，安徽巡抚恩铭向清廷

电奏此情，并请求“拨发藩库银十万两，以资赈抚”，清廷闻后立即寄出电旨允

准。 

——夏维奇《晚清电旨电奏发展述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甘肃简牍所反映秦汉政治的基本特点，

说明甘肃简牍的史料价值。(9分)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晚清时期行政公文出现的变化，分析

变化原因及影响。(16 分) 

答案 (1)特点：实行文书行政制度(以文书实施行政管理)；形成系统的官

僚管理制度；法制完备。(4分，答出其中两点即可) 

价值：真实记载了秦汉行政系统、经济管理系统、邮驿系统、法制系统的运

作细节；展示了秦汉时期行政体系构建与日常管理的基本形态；为相关领域的学

术研究提供了真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有助于了解更为丰富生动的秦汉社会面

相。(5分，答出其中三点即可) 

(2)变化：出现新型文书种类(电旨、电奏、电信)；寄发程式与行政公文管

理机构变化(总理衙门、军机处)；公文传递方式的多元化；形成总署代奏原则和

汇奏核复原则。(6分，答出其中三点即可) 

原因：内部统治的需要；西方外来的影响；军国要务与赈灾等急务的需要；

近代通讯技术的发展。(4分) 

影响：提高了行政决策与理事效率；有利于安抚人心，缓和社会矛盾，巩固

政权；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与中国社会的近代化。(6分) 

解析 第(1)问，第一小问，根据材料一“简牍的内容以秦汉行政文书为主，

各种簿籍和通行公文系统性很强”“通行公文是各级机构间上传下达的文书，有

涉及人事升迁、任免、调动的，也有关于日常管理值班的”“甘肃简牍中还包含

大量的律令，涉及军事、治安、边疆、土地、吏治、养老、赋役等多方面”分析

即可。第二小问，根据材料一并结合史料价值的相关知识说明即可。第(2)问，

第一小问，根据材料二“通过电寄寄发的谕旨称‘电旨’，上行文书出现电奏，

电奏由臣工拟定，交电报局寄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再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送军



机处进呈。历次钦奉电旨、电奏、电信，按月分缮清折咨呈军机处、总理衙门查

核”，可从行政公文的形式、传递方式、寄发程式与行政公文管理机构、管理方

法等方面总结概括即可。第二小问，由新式奏折的电旨、电奏、电谕形式，寄发

程式与行政公文管理机构增加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电报属于西方科技；再根据

材料二“1906年 10月，皖北遭遇严重水灾，安徽巡抚恩铭向清廷电奏此情”分

析即可。第三小问，由材料二晚清新式行政公文出现电旨、电奏、电谕形式，安

徽巡抚奏折的内容，清政府实行电旨、电谕推动新式公文发展，分析即可。 

14．(2020·辽宁葫芦岛二模)(12分)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 关于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人与自然环境的地位问题，不同学者有不

同的看法。法国史学家布罗代尔指出：“历史的创造者不是地理区域，而是人，

是主宰和发现这些地理区域的人。”美国史学家威廉·克罗农则称：“人类并非创

造历史的唯一演员，其他生物、大自然发展进程等都与人一样具有创造历史的能

力。如果在撰写历史时忽略了这些能力，写出来的肯定是令人遗憾的不完整的历

史。” 

——摘编自梅雪芹《从“人”的角度看环境史家与 

年鉴学派的异同》 

运用世界近代史相关史实，对上述观点进行探讨。(说明：可以评价其中一

个或两个观点，也可以提出自己的新观点，并加以论述；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

合，史实准确，逻辑清晰) 

答案 (示例)评价：人是历史的创造者，但人类历史的发展不能忽视自然环

境的影响。(2分) 

论述：历史是人创造的，人类进步是历史的推动力。文艺复兴、宗教改革、

启蒙运动等反映了人文主义的发展，突出人的作用和能动性，体现了人的思想的

不断解放，有力地推动了社会转型；文艺复兴运动中，人文主义者提倡冒险进取

精神，西欧的航海家们正是在此精神的鼓舞下开辟了新航路，使世界日益联结成

为一个整体；美国独立战争以及法国大革命，更是充分证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

造者；两次工业革命中，发明家们进行科研创新和技术发明，使人类社会生产力

获得巨大进步。 

世界近代史中，在人类改造社会、改造自然的过程中，自然环境与人类历史

的关系更加密切。新航路开辟及早期殖民扩张所带来的物种、人种交流等行为，



对美洲大陆自然环境的变化产生了重大影响，而这一变化又改变了对美洲社会的

发展轨迹；工业革命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以及自然环境对人类的报复，则更加说明

了自然环境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不容忽视。(8分) 

总之，在研究人类历史时，不能把“人”和“自然”两大因素割裂开来，应

进行综合评判。(2分) 

解析 本题是开放型试题。解题的思维过程是：首先，认真阅读材料，提取

一个或两个观点，也可以提出自己的新观点，观点必须明确；然后，运用世界近

代史相关史实，对该观点进行探讨，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史实准确，逻辑

清晰。“观点”，根据材料信息“人类并非创造历史的唯一演员，其他生物、大自

然发展进程等都与人一样具有创造历史的能力”得出：人是历史的创造者，但人

类历史的发展不能忽视自然环境的影响。“论证”，结合所学知识从文艺复兴、新

航路开辟、两次工业革命的积极作用和对自然的消极作用等角度辩证分析。 

(二)选考题：共 15 分。请从 3 道题中任选一道作答。如果多做，则按所做

的第一题计分。 

15．(2020·山西大同三模)(15分)[历史——选修 1：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 

材料 新中国成立以后，逐渐建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这体制下，

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国营企业上缴的工商税收和利润，国营企业成为政府

机构的附属物，企业和职工失去了发展生产、改善经营管理的积极性。这是我国

经济一度严重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1983 年 4 月，国务院决定实行利改税的第

一步，即税利并存制度。在企业实现利润中，先征收一定比例的所得税和地方税，

然后对税后利润采取多种形式在国家和企业之间进行合理分配。1984年 10月，

中央决定实行第二步利改税，将国营企业应当上交国家财政的利润按 11 种税种

向国家交税，税后利润归企业自己供安排使用，从税利并存逐步过渡到完全的以

税代利。这体现了“国家得大头、企业得中头、个人得小头”的分配原则，比较

好地处理了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盈关系。 

——摘编自刘佐《国营企业“利改税”及其历史意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 20 世纪 80 年代国企“利改税”改革的

背景。(7分)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 20 世纪 80 年代国企“利改税”改革的

作用。(8分) 



答案 (1)计划经济体制逐渐僵化；国企弊端丛生；国民经济亟需恢复和发

展；改革开放的逐步展开。(7分，任答三点) 

(2)增强了企业活力，推动国企健康发展；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改善了

职工的待遇；推动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促进了国民经济的稳步发展。(8 分，

任答四点) 

解析 第(1)问，根据材料“新中国成立以后，逐渐建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

济体制。在这体制下，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国营企业上缴的工商税收和利

润，国营企业成为政府机构的附属物，企业和职工失去了发展生产、改善经营管

理的积极性”并结合所学知识可以从计划经济体制逐渐僵化、国企弊端丛生、国

民经济亟需恢复和发展、改革开放的逐步展开进行分析。第(2)问，根据材料“将

国营企业应当上交国家……三者之间的利盈关系”并结合所学从增强了企业活

力，推动国企健康发展；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改善了职工的待遇；推动了城

市经济体制改革；促进了国民经济的稳步发展等方面作答。 

16．(2020·山西大同三模)(15分)[历史——选修 3：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 

材料 一战后，依旧是世界上最大殖民国家的英国拒绝接受威尔逊总统的计

划：让国际联盟或者其他国际委员会来仲裁殖民地的未来。英国政府还拒绝承认

自决权。但战争仍改变了英国和英属殖民地之间的关系。战后世界贸易急剧萎缩，

尤其是在 1929 年开始的大萧条期间，这为兴起的独立运动提供了动力。在还没

有完全独立的时候，各自治领就派遣代表签署了《凡尔赛和约》，分别加入国际

联盟。在“英联邦”是这个英国及其自治领的联盟中，每个国家都将是独立的，

只是通过对英国君主的共同效忠团结在一起。协约国建立了“托管制度”来处理

德国的殖民地，通过“托管制度”，英国的帝国疆域增加了 100 万平方英里。英

国通过苏丹、埃及官员和苏伊士运河，保持着对埃及的非正式控制，即使 1922

年埃及名义上获得独立后也是如此。 

——摘编自[美]约翰·梅里曼《欧洲现代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一战后英国殖民统治发生的变化。(7分)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一战后英国殖民统治发生变化的原因。

(8分) 

答案 (1)自治领走向独立；通过瓜分战败国而获得殖民地；由直接统治变

为间接控制。(7分) 



(2)一战后殖民地民族独立运动高涨；一战削弱了英国的实力；《凡尔赛和约》

的影响；1929年爆发的经济危机的影响。(8分) 

解析 第(1)问，根据“每个国家都将是独立的”得出，自治领走向独立；

根据“通过‘托管制度’，英国的帝国疆域增加了 100万平方英里”得出，通过

瓜分战败国而获得殖民地；根据“英国通过苏丹、埃及官员和苏伊士运河，保持

着对埃及的非正式控制”得出，由直接统治变为间接控制。第(2)问，根据“战

争仍改变了英国和英属殖民地之间的关系”得出，一战后殖民地民族独立运动高

涨；根据“战后世界贸易急剧萎缩”得出，一战削弱了英国的实力；根据“各自

治领就派遣代表签署了《凡尔赛和约》，分别加入国际联盟”得出，《凡尔赛和约》

的影响；根据“1929 年开始的大萧条”得出，1929年爆发的经济危机的影响。 

17．(2020·山西太原三模)(15 分)[历史——选修 4：中外历史人物评说] 

材料 明代思想家李贽(1527－1602)反对“以孔子是非为是非”，以自己的

是非为标准对战国至元代的八百余名历史人物，以及神宗以前明代的四百余名人

物进行了品评。李贽对那些主张因时变革、变法图强，并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

的人物大力颂扬，如称“商君相秦，不过十年，能使秦立致富强、成帝业者”。

对秦始皇，李贽虽然肯定他统一天下，结束战国七雄混战杀伐局面的历史功绩，

但对他在建立中央集权统治后，残酷镇压百姓，荒淫挥霍民脂民膏的行径则痛恨

不已。他还充分肯定武则天治理国家的政治才干，称颂武则天“知人之明”“爱

养人才”，是一个“聪明主”。对五代时期一生历仕四朝十余君的冯道，后人多责

其丧尽廉耻，失去大节。但李贽却认为在五代乱世而朝代兴替如走马灯一般的世

道下，冯道苟活于世的行为是可以理解的。他认为冯道生活俭朴，而且其散财与

人、奖拔善类等行为是有利于民的。明代张居正改革最终失败了，但李贽对他仍

持肯定态度，称张居正是“宰相之杰”，“大有功于社稷者”。 

——摘编自刘锦涛《李贽评价历史人物的特点探析》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李贽评价历史人物的基本原则。(7分)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李贽评价历史人物原则形成的原因。(8

分) 

答案 (1)与时俱进；一分为二；关注百姓利益；看重实际效果；回到历史

当时，“同情地理解”历史人物(能够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正确认识历史人物)；不

以成败论英雄。(7分，任答三点) 



(2)明朝中后期君主专制强化，政治腐败；程朱理学空谈义理，逐渐僵化；

民本和功利思想的影响；李贽学识渊博；李贽独立思考的史学素养。(8 分，任

答四点) 

解析 第(1)问，根据材料“对那些主张因时变革、变法图强，并在历史上

起过进步作用的人物大力颂扬”“对秦始皇，李贽虽然肯定他统一天下，结束战

国七雄混战杀伐局面的历史功绩，但对他在建立中央集权统治后，残酷镇压百姓，

荒淫挥霍民脂民膏的行径则痛恨不已”“他认为冯道生活俭朴，而且其散财与人、

奖拔善类等行为是有利于民的”“冯道苟活于世的行为是可以理解的”“明代张居

正改革最终失败了，但李贽对他仍持肯定态度，称张居正是“‘宰相之杰’，‘大

有功于社稷者’”概括即可。第(2)问，根据材料并结合其生活的时代背景，可从

明朝中后期君主专制强化，政治腐败；程朱理学空谈义理，逐渐僵化；民本和功

利思想的影响；李贽学识渊博；李贽独立思考的史学素养等角度概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