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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七  近代欧美资产阶级代议制的确立与发展 
 

 

 

 

 

 

 

 

 

 

 

 

 

一   英国君主立宪制的确立与完善 

[图解历史] 

 

 

 

 

 

 

 

[知识梳理] 

一、经过 

（一）光荣革命（1688 年）——奠定基础 

1．条件 

①经济基础：17世纪初，英国的资本主义已经有了较大发展。 

②阶级基础：新兴资产阶级和新贵族要求限制王权。 

③根本原因：斯图亚特王朝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2．过程 

1640年，英国爆发革命。议会最终获得胜利，国王查理一世被处死，英国成为共和国。（联系人物“克

伦威尔”） 

复辟后的斯图亚特王朝（查理二世、詹姆士二世）恢复天主教，阻碍了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利益。 

1688年，英国议会邀请玛丽和威廉承袭英国王位，共同统治英国，詹姆士二世出逃，史称“光荣革命”。 

3.影响：标志着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完成，国王的权力由君权神授变为议会给予，为英国君主立宪制的确立

奠定了基础。 

 

【史料研读】“光荣革命的影响” 

史料 “光荣革命……不仅将英国 1640 年以来的革命成果以温和和妥协的方式巩固下来，并且以此

为出发点，奠定了现代英国的基础，开启了现代英国之路。”  

——肖德甫《大国法则》  

有学者认为：（光荣革命）不是一次微不足道的政变，也不是一次建立“平衡宪法”为归宿的政治妥

协，而是议会与国王权力关系史上的决定性转折点——国家权力的重心由国王转移到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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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研读】《权利法案》的影响 

“短短几千个字，却是第一次把国王和贵族之间的权利关系，转化为明确的法律文字。从此以后，英

国国王的权力不再是至高无上的，他只能在法律的限制之下行使权力。”                                              

——《大国崛起·解说词》 

 

（二）《权利法案》（1689 年）——确立 

1.目的：限制王权，扩大议会的权力。 

2.内容：以明确的法律条文，限制国王的权力，保证议会的立法权、财政权和行政监督权等。 

3.影响： 

议会权利高于王权、司法权独立于王权。议会的权力日益超过国王的权力，奠定了君主立宪制的法律

基础，君主立宪制开始确立。 

[要点点拨]《权利法案》有没有确立国王的“统而不治”地位？ 

 

 

 

（三）责任制内阁的形成 （1721）——发展 

1．形成过程 

①光荣革命以后，国王经常在一个秘密的小房间里召开会议，被称之为内阁会议。 

②后来，国王不再出席内阁会议。 

③1721年，下院多数党领袖沃波尔经常主持内阁会议，英国责任制内阁开始逐渐形成。 

2.内阁组建： 

国王任命议会下院多数党领袖——执政党领袖为首相。 

首相是内阁首脑，由其提名内阁成员——各部大臣组织内阁。 

3.运行机制： 

内阁名义上对国王负责，实际是对议会负责。  

首相掌握国家的行政大权，通过议会掌握立法权，实际上掌握了国家大权。 

内阁成员集体负责，在大政方针上保持一致，与首相共进退。 

议会有权通过对政府（内阁）的不信任案，但首相也有权解散议会，重新选举。 

4．影响：国王“统而不治”，君主立宪制最终确立，英国政党制度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 

【画图记忆】英国君主立宪制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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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832 年议会改革 ——完善 

1.原因： 

议会选举仍沿袭旧的选举制度，在选区划分和议席分配方面没有改变（贵族）； 

工业革命后，工业资产阶级要求获得更多的政治权利。（根本原因） 

【史料研读】“1832年议会改革” 

材料   民主政治框架乃空中楼阁，缺乏群众基础，只有一群高高在上的贵族享受权力的盛宴；对于

人民来说，连民主的气味也很难嗅到。 

2.内容：选举资格、选区确定、议席分配（详见 P120） 

3.作用：工业资产阶级获得更多的政治权利，为工业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保障。 

[史料拓展]英国民主政治的继续 

材料  

渐变 1：1832年议会改革降低了候选人和选民财产资格的限制，新兴工业资产阶级进入议会。 

渐变 2：19世纪后半期，英国又进行了两次议会改革，成年男子获得了普选权。 

渐变 3：20世纪初，非贵族出身议员在下院中首次超过半数，是民主化的又一里程碑。 

渐变 4：1918年议会通过《人民代表法》，30岁以上有一定财产的妇女首次获得选举权。 

渐变 5：1928年法律赋予成年女子和男子拥有一样的选举权。 

——整理自钱乘旦《英国通史》 

根据材料，概括英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主要趋势。 

 

 

二、英国君主立宪制的特点 

1.国王是国家元首，但“统而不治”，只是国家统一、权力的象征。 

2.议会是国家权力的中心，拥有立法权。 

3.首相拥有行政权，是政府首脑。实行责任内阁制，首相和内阁对议会负责。 

4.是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三者融为一体的混合物。 

 

三、英国君主立宪制确立的意义 

⑴对英国： 

①政治：使资产阶级不同集团间的权益之争，在议会中得以和平的方式实现，即避免了暴力冲突，稳定

了社会秩序，也避免了独裁统治，有利于促进资产阶级民主。 

②经济：为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③趋势：使英国走上资产阶级政治民主化的道路，代表了历史发展的趋势，是历史的一大进步。 

⑵对世界：为世界上很多国家树立了一种新模式，被很多资本主义国家采用。 

 

【巧学巧记】用“一、二、三”概括英国君主立宪制的确立与发展 

一条主线：议会权力的不断扩大(即代议制的确立、发展、完善)。 

二个趋势：国王权力逐渐被削弱，议会权力不断增强。 

三个转移：立法权由国王转到议会；行政权由国王转到内阁；政治权利由贵族转到工业资产阶级，并下移

到公民。 

【拓展探究】英国代议制的发展特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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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美国 1787 年宪法 

[知识梳理] 

一、背景 

1.必要性：邦联制之下存在大量问题。 

独立之初的美国是一个松散的邦联制国家，社会动荡，经济落后，国家安全受到威胁。资产阶级迫

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 

2.可能性：受启蒙思想的影响，华盛顿等人希望建立一个统一而强大的共和制国家。(联系人物华盛顿) 

二、内容 

1.实行联邦制 

①内容：联邦政府权力高于各州权力，拥有政、经、军和外交大权，各州在不违背宪法的前提下制定地方

法律，有一定的自治权。 

②特点：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相结合 

③作用： 

既避免了邦联制的松散，又防止了中央过度集权，同时，发挥了地方的积极性； 

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相结合，有利于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史料研读】联邦制  

史料一 联邦的权力是各州赋予的；而各州的权力是保留的。联邦的地位高于州的地位……联邦宪法

是全国最高的法律，各州的宪法和法律都必须服从联邦的宪法和法律，不得与联邦宪法和法律相抵触。  

史料二 联邦和各州各有自己的政府班底和立法。州政府的官员由各州自行选举产生，联邦政府无权

任命州长或州级官员。  

2. 构建国家权力机构：确定三权分立的共和体制，国会掌握立法权，总统掌握行政权，最高法院掌握司

法权。 

 
三、理解“制约与平衡” 

含义：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三者相互独立，又彼此牵制。 

1.立法权——国会 

国会：参议员由各州议会选出，每州 2名，任期 6年；众议员由各州按人口比例直接选出，任期 2年。 

立法权归国会，由参议院、众议院构成；国会拥有宣战权；参议院对总统的任命官员、与外国缔结的条约

有审判权；国会可用 2/3的多数推翻总统对国会法案的否决；众议院对包括总统在内的所有文官有弹劾权。 

2.行政权－－总统 

总统：由国民间接选举产生，是国家元首、军队总司令、政府首脑。掌握最高行政权，只对宪法负责，

对国会通过的法律实行否决权。 

3.司法权——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有最高审判权，对法律有最高司法解释权；有权审查行政或立法行为；最高法院大法官由总

统任命，终身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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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一议]有人说：美国政体体现的“三权分立”并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它和中国儿童游戏中的“剪子、

石头、布”同一原理，即一物降一物。这种说法对吗？ 

 

 

[拓展探究]美国如何把“总统关在笼子里”？ 

 

 

 [拓展探究]1787年宪法体现的原则？ 

 

 

 

四、评价 

1.积极性： 

①1787 年宪法是第一步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成文宪法。  

②权力结构中体现了“分权与制衡”原则，避免了绝对权力的出现，一定程度上保护了资产阶级民主。 

③促进了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2.局限性：如保留了黑人奴隶制度，带有种族歧视和压迫的烙印；  

[拓展探究]美国 1787年宪法是如何协调中央与地方、南方与北方、大州与小州之间的矛盾？ 

中央与地方： 

 

南方与北方 

 

大州与小州 

 

【比较归纳】 

2016年7月特蕾莎·梅出任英国新首相，2016年11月美国也完成了新

总统的更迭。同是资产阶级代议制，他们确有明显不同，我们来做了比较。

美国 英国

政体

国家元首

元首权力

国家权力核心

政府首脑

政府对谁负责

政府官员

执政党

相同点

民选总统

最高行政权

总统

选民

总统

总统任命

赢得总统大选

世袭英王

统而不治

议会

首相

议会

议会产生

赢得下院选举

民主共和制 君主立宪制

都是资产阶级代议制，体现了分权与制衡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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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近代资产阶级代议制 

1.代议制的概念——公民通过选举产生代表组成议会，讨论决定国家大事，形式上代表民意行使国家权力

的一种民主制度和政权组织形式。（间接民主） 

2.代议制确立的原因：资本主义经济的兴起与发展（根本）；17、18世纪启蒙思想提供了理论基础； 

3.类型：君主立宪（英国 1689《权利法案》）和民主共和（美国 1787年宪法） 

4.经过：17、18世纪确立，19世纪中后期在欧洲扩展（德国君主立宪、法国民主共和），后扩展到亚洲

及其他地区（日本 1868年明治维新君主立宪） 

5.代议制的特征——选举和议会立法（间接民主）；分权与制衡；政党政治 

6.代议制的本质——是指资产阶级通过控制议会，掌握立法权，法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资产阶级内部

的民主） 

7.代议制的作用——缓和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从而保证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8.资本主义国家政体出现差异的原因：各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历史传统不同；国情不同；走上

资本主义道路的方式不同等。 

 

 

 

专题八 解放人类的阳光大道 
 

一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知识梳理] 

一 、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条件 

1.经济基础（根本）：工业革命推动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 

2.社会基础：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明显暴露出来，周期性经济危机爆发。 

3.阶级基础：欧洲三大工人运动的发生  

4.思想基础（来源）：德意志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英法的空想社会主义。 

5.主观条件：马克思、恩格斯的勤奋努力 

二、诞生标志及内容 

标志：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注意时间，工业革命后） 

主要内容： 

 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阐明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明确指出阶级斗争在阶级社会中推动历史发展的重要作用. 揭示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用暴力推翻资

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政权。（无产阶级专政学说） 

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 

 

【图说历史】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三、认识马克思主义产生的重大意义 

1.《共产党宣言》的问世,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2.从此,无产阶级的斗争有了科学理论的指导,社会主义运动更加蓬勃发展起来。（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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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空想社会主义有根本的区别即是否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规律） 

【史料探究】《共产党宣言》的基本观点及意义 

史料一 ……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首先产

生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史料二 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

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

手中，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1)据史料一，分析《共产党宣言》揭示了什么问题？  

 

 

(2)史料二中所提及的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什么？其使命的核心内容是什么？  

 

 

 

二  巴黎公社的成立 

1.背景 

民族矛盾：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法国战败，法兰西第二帝国跨台。 

阶级矛盾: 法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反动统治,准备以武力解散巴黎人民的武装。 

（从原因来看是当时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具有偶然性，不是无产阶级具备了成熟的革命条件，当时资本

主义正处于上升阶段，故巴黎公社革命失败是必然的） 

【史料】巴黎公社 

史料 巴黎公社是特殊条件下的一个城市的起义，也就具有自发性、偶然性，并不是生产关系阻碍了

生产力发展的结果。——马克思  

 

2.概况 

成立: 1871年3月28日, 巴黎人民自己的政权——巴黎公社成立 

性质：无产阶级政权。 

措施: ①政治：摧毁旧国家机器，建立新国家机构（普选）；②经济：没收逃亡资本家的工厂归工人合作

社管理（体现生产资料公有制），实行八小时工作日。 

 

3.意义 

①是无产阶级建立政权的第一次伟大尝试；（注意只是尝试没有成功） 

②虽不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的，但巴黎公社的实践，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

级专政的学说。（注意受马克思主义影响但不是马克思主义指导） 

③为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提供宝贵经验教训 

性质：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性质的政权，无产阶级建立政权的第一次伟大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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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俄国的十月革命 

【图解历史 】十月革命的历程  

 

【知识梳理】 

一、二月革命 

时间：1917年3月（俄历二月）；革命任务：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沙皇专制制度 

性质：无产阶级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就是反帝反封建,可联

系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 

结果：推翻了沙皇罗曼诺夫王朝，形成了工兵代表苏维埃政府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

（后者掌握实际权力）。 

【史料探究】二月革命 

史料 1917年3月，即俄历二月，彼得格勒的女工高呼“打倒战争！”“要面包！”等口号，举行示威游

行。各工厂的男工也加入游行队伍。参加示威和罢工的人数不断增加。沙皇政府派军警开枪镇压，工人们

奋起反抗。起义工人得到了士兵的支持，起义迅速发展。代表革命的红旗代替沙俄的白蓝红三色旗在首都

上空飘扬。正在前线指挥俄军的沙皇尼古拉二世，被迫于3月15日宣布退位。  

 

二、“四月提纲”和彼得格勒武装起义 

1.《四月提纲》： 

概况：1917年4月，列宁发表《四月提纲》； 

内容： 

①提出了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任务；（关注两种性质革命的异同） 

②明确提出“不给临时政府以任何支持”和“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争取以和平方式取得政权。（注意

夺权方式，和平方式而非暴力革命，七月事件后决定暴力革命） 

意义：《四月提纲》为俄国革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拓展探究】《四月提纲》 

史料 俄国当前形势的特点是从革命的第一阶段向革命的第二阶段过渡。第一阶段由于无产阶级的觉

悟和组织程度不够，政权落到了资产阶级手中；第二阶段则应当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手中。  

——“四月提纲”  

思考(1)史料中的“革命第一阶段”和“革命第二阶段”各是什么性质的革命？各自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2)“革命第一阶段”是如何完成的？“革命第二阶段”又是如何完成的？  

 

 

  

(3)“四月提纲”的发表有何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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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彼得格勒武装起义 

概况：1917年11月6日（俄历10月）彼得格勒武装起义爆发。11月7日，“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一声炮响，占

领冬宫，标志着彼得格勒武装起义取得胜利。 

（注意彼得格勒武装起义不完全等于十月革命，注意中俄两国革命道路的不同） 

结果：颁布《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工农苏维埃政府，宣告了世界上第一个社

会主义国家的诞生。 

 

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的比较

[表格比较]

项目 二月革命 十月革命

性质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

对象 沙皇专制统治 资产阶级临时政府

力量 资产阶级参加并起积极作用 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参与

结果
推翻沙皇专制统治，形成两

个政权并存的局面

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世

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两者的

联系

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紧密相连，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

俄国革命由二月革命过渡到十月革命，从而形成了急剧发展

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三、认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的历史意义 

1.性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取得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以建立体现社会公正和平等的社

会制度为目的。（注意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比较） 

2.对俄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俄国社会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注意巴

黎公社革命与十月革命结果的不同） 

3.对国际：将社会主义理论变为现实，开创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新局面。 

是世界现代史的开端。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统治，鼓舞了国际无产阶级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

放斗争。 

联系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后期李大钊等人传播马克思主义，开始走俄国人的路。 

 

4.理论：是马列主义的革命理论的伟大实践的胜利。 

 

 

【易错提醒】  

判断革命的性质主要依据它的革命任务。 

以反封建为主要任务的革命无论由哪个阶级领导，都属于资产阶级革命。 

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专制统治，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