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考复习： 

明清通史梳理 



一、把握高考 
年份 全国卷Ⅰ 全国卷Ⅱ 全国卷Ⅲ 命题角度 

2019 明朝的经济 
明清商业的发
展 

清代租佃制的
发展 

1.明清时
期的君主专
制 和 地 方
(边疆)治理。 
2.明清时
期经济的发
展。 
3.明清时
期的儒家思
想、世俗文
化和传统科
技。 
4.明清时
期的中西比
较(关联)。 
  

2018 
明代朝贡贸易、明
清时期的乡约制度 

明清昆曲的流
行 

明代的文化生
活 

2017 
明代的经济发展与
思想观念、明清时
期的中外关联 

明朝宦官参政、
清朝重农抑商 

郑成功收复台
湾 

2016 
明代地方行政管理、
清代中期人口膨胀 

清代两岸人口
的流动 

明末工商业的
发展对农村租佃
关系的影响、明
清时期救济制度
和英国近代济贫
制度的比较 

2015 
明清经济发展对文
化的影响 

明初迁都对
经济发展的影
响   

  



二、通史梳理 
时间 基础梳理 

明朝 
(1368～
1644年) 

政治：明太祖废丞相、设三司；明成祖设内阁。 
经济：①大兴水利；②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部分民营
手工业超过官营手工业；③商帮、会馆出现，实行海禁
政策，对外贸易受限。 
文化：①王守仁、李贽；②铜活字，李时珍《本草纲目
》；③小说《西游记》等。 

清前期 
(1636～
1840年) 

政治：康熙帝捍卫巩固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主权；议
政王大臣会议、康熙帝设南书房、雍正年间设军机处(
君主专制达到顶峰)。 
经济：①重视河防、海塘建设；②粉彩瓷器；③商业
区相当繁华，但对外贸易受限，闭关锁国政策，“十三
行”统一管理对外贸易。 
文化：①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反君主专制思想
；②《红楼梦》《儒林外史》等小说，京剧形成。 



三、阶段特征 

1、政治：君主专制空前强化。明朝废除丞相、设内阁

，清朝增设军机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空前强化，
严重阻碍了新经济、新思想的发展，反映了封建制度正
在走向衰落。 

2、经济：发展与迟滞。一方面，农耕经济高度发展，

并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经济总量仍然处于世界前列；
另一方面，重农抑商政策和闭关锁国政策严重阻碍了社
会经济的发展，中国已经开始落后于时代发展的潮流。 

3、思想文化：承古萌新。一方面，理学仍然占据统治

地位；另一方面，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文化的兴
起，小说繁荣，京剧形成并发展，文人画占据画坛主流
；进步思想家对君主专制进行猛烈抨击；西学东渐，西
方近代科技开始传入中国。 



四、知识拓展 
（一）明清君主专制强化的特点和影响  

1．特点  

(1)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如监察制度、选官制度、
行省制度等体现了继承性的特点；而内阁、军机
处的设置则是一种新发展。  

(2)君主专制空前强化。主要体现在《大明律》的
制定、特务统治的加强、八股取士的推行、军机
处的设置和文字狱的严酷等方面。 

(3)体现了时代特征。君主专制逐渐达到顶峰，并
且走向反动，反映了我国封建专制制度渐趋衰落
的时代特征。  



2．影响  

(1)积极影响： 

①有利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有利于维护国
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 

②能有效地组织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
设，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③有利于各地区经济、文化的交流、发展。 

 (2)消极影响： 

①经济上，君主专制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阻碍了
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②政治上，专制统治的空前强化剥夺了人民的政治权利
和言论自由，民主思想受到压制和打击。 

③思想文化上，专制统治使知识分子脱离实际，阻碍了
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文化的进步。 

 



（二）明代的地方管理体制 

1、发展演变 

①明初地方行政机构改革：废行省，设三司。在地方分设

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分别主管民

政、司法和军事，合称三司。三司鼎立，互不隶属，各自

听命于朝廷，以加强皇权对地方的直接控制。 

②明朝中期，为进一步提高地方行政效率，开始设立巡抚

和总督。巡抚本为临时差遣带有监察性质，后兼地方军政

，也有了相对固定的治所，遂成为一级地方官员。总督因

军事需要而设，后成为一级地方官员，但巡抚与总督都属

于中央系统。 



2、作用 

①三司的设立，削弱了元代行省过大的权力，避免了地方

割据局面的出现，但严重影响了地方行政管理的效力，并

且过于分权与钳制也不利于中央集权的强化。 

②督抚在抑制武臣之专横、维护中央集权、整饬武备、巩

固边防等方面曾经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随着督抚制度的

确立，不仅在地方政治体制方面出现了新的制衡关系，而

且由于督抚的“双层性”，从而使中央和地方之间也出现

了新的权力制衡机制。 

 



（三）明代宦官专权的原因 

1、皇帝的政治需要。明成祖朱棣任用宦官，委以权力

，是因为当年在靖难之役中，燕王朱棣就是与宫内的太

监里应外合取得了胜利，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2、皇帝懒政腐化。明代的皇帝们趋于腐化，沉迷享乐

，不问政事，权柄往往被委以亲信宦官。 

3、牵制内阁的需要。宦官参政以牵制内阁，服务于皇

权专制。 

 



（四）清朝的边疆制度  

概况 影响 

改土归
流 

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废
除土司制度，改派流官
进行统治的措施 

加强中央对少数民族地
区的统治；促进边疆开
发，社会进步 

盟旗制
度 

在内、外蒙古地区，将
蒙古各部划分为旗，合
若干旗为一盟 

削弱蒙古贵族的权力，
加强政府对草原地区的
管理，促进当地发展，
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
发展 

金瓶掣
签 

清乾隆时期正式确立的
认定藏传佛教最高等的
大活佛转世灵童的方式 

对当时的西藏、蒙古和
佛教界产生巨大的影响
和深远意义 



（五）明清时期经济新现象及原因  

1．经济新现象 

(1)地区性商业中心形成，城市地位更加突出，地域分工

明显，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提高。  

(2)东南地区产生资本主义萌芽。  

(3)大宗白银交易盛行；对外贸易中出超明显。  

(4)各地尤其是东南地区商业发达，并涌现出地域性的商

人群体。 

(5)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对人身依附关系的控制逐渐减弱

。人口迅猛增长，人口密集地区的人口逐渐向边地迁徙

，向海外移民的规模逐渐扩大。  



2．原因  

(1)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  

(2)西欧用大量从美洲掠夺的白银换取中国的商品。  

(3)“一条鞭法”和“摊丁入亩”的实行，调节了政府与劳

动者的关系。  

(4)封建政治中心的北迁，促进了北方地区经济的复苏。  



（六）明清时期的白银流通 

1．由民间流通到合法化 

明朝中期，一直流行于民间的白银，终于取代了
明朝政府原来法定的“大明宝钞”，成为通行的
主要货币，市场上的商品，无论大小都以银两作
为计价的标准。 

白银之所以成为主要通货，是商业繁盛，尤其是
棉布、粮食、食盐等日常生活用品的远距离贩销
的结果。反之当白银成为合法通货之后，对于这
种远距离的商货贸易也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明
中叶以后出现了商帮和江南市镇群落，就是在白
银成为通货和计价标准的形式下发展起来的。 



2．外国的白银流入中国 

16世纪下半叶，在新航路开辟的大背景下，美洲作物

传入中国，与此同时，白银也流入中国，其主要渠道

是中国与吕宋(菲律宾)之间的贸易。与此同时，产自

日本的白银也开始输入中国。在16世纪后期到18世纪

初130年的时间里，从南洋运入中国的美洲白银，加

上中日贸易而运入的日本白银，总数达到两亿两的规

模，这必然促进市场繁荣，加速经济的白银化。 



（七）明清之际的进步思想对传统儒学的继承与发展 

1、黄宗羲继承先秦民本思想，批判程朱理学“君为臣纲

”的伦常观，反对君主专制，主张“天下为主，君为客”
和君臣平等。顾炎武继承了先秦儒学经世的传统和孔子“
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思想，批判程朱理学的空谈和脱
离实际，提倡经世致用。王夫之继承“天行有常”的朴素
唯物思想，批判程朱理学唯心主义的天命论、生知论，构
建了新的唯物主义思想体系。 

2、明清儒学在对传统儒学的批判继承中发展了儒家思想

，构建起了具有时代特色的新思想体系，从而使得儒学更
趋实事求是，与国计民生靠得更近，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
资本主义萌芽时代的要求，具有早期启蒙性质和民主色彩
，影响了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八）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特点及其未发展成为近代科技
的原因 

1、特点 

①科技内容：应用性强，但对事物发展规律的探索不够。 

②研究方法：主要采用传统的典籍整理与经验总结，缺少

实验。  

③科技使用：主要服务于封建农业经济的发展需要，缺乏

将科技转化为生产力并推动科技进一步发展的意识。 

④应用领域：主要集中在与农业有关的农学、天文历法及

医学等领域。 

⑤成就：全面繁荣，多项成就领先世界。 

 



2、原因 

①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限制了生产力的

发展，使科技的发展缺乏足够的动力。 

②封建统治者推行的重农抑商政策与“闭关锁国”政策，

进一步限制了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 

③中国古代君主专制的空前加强、以儒学为主的教育内容

、文化专制统治的肆虐，使人们对中国古代科技缺乏足够

的重视，科技人才短缺。 

④中国古代日益腐朽的封建制度是导致古代科技未能发展

成为近代科技的重要因素。 



（九）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发展对思想文化的影响 

1．对主流思想的冲击 

明末工商业地位日渐突出，“重农抑商”的传统思想受到
挑战，进步思想家提出“工商皆本”的主张，反映了发展
商品经济的要求，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 

2．对书法的影响 

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明代书法呈现平民化、世俗化、个
性化的趋势。 

3．对绘画的影响 

明清时期，城市商品经济繁荣和资本主义萌芽兴起和发展
、传统社会秩序松动和价值观念变化。因此，这一时期出
现了众多风格独特、不拘成法的画家和画派。 

 



4．对文学的影响 

明清时期，一大批新兴工商业市镇兴起，这为通俗文

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市民队伍的壮大使

小说这种文学形式的读者队伍扩大。 

5．对文化教育 

江南地区科举状元人数明显多于北方，小说等文学形

式的成就，南方更为显著。 



（十）明清时期的中国与英国政治制度的差异 

比较项 中国 英国 

政体形
式 

封建君主专制 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 

权力中
心 

君主有无限的权力，
君主意志即国家法律
，臣民必须绝对服从 

君主“统而不治”，议
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
和立法机关 

政府机
构 

内阁和军机处是君主
专制强化的产物，没
有决策权，对皇帝负
责 

英国实行责任制内阁，
内阁对议会负责，是国
家的决策中心 

历史影
响 

君主专制强化，阻碍
历史发展，是中国落
后的政治根源 

促进了资产阶级民主政
治和资本主义的发展 



（十一）明清朝贡贸易 

1、含义：通过朝贡与赏赐完成交易，也就是通过

两国官方使节的往返，以礼物答赠进行交换的贸

易方式。 

2、特点：厚往薄来，倍偿其价。 

3、目的：不在于获取最大的经济效益，而是政治

上要宣扬国威，加强与海外各国的联系，经济上

求购各种异域珍宝特产，以满足统治者对奢侈品

的需求。 



（十二）新航路开辟对明清社会的影响 

1、政治方面：新航路开辟后西方殖民者开始侵扰我国。

一方面中国被迫开始了反侵略的战争，捍卫国家主权，如

郑成功收复台湾；另一方面为抵制西方殖民者在东南沿海

海盗式的骚扰，清政府设置了广州十三行，实行“闭关”

政策，使中国失去了对外贸易的主动权。阻碍了中外经济

文化的交流，阻碍了生产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阻碍

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这是近代中国逐渐落伍的根

源之一。 



2、经济方面：新航路开辟后，原产于美洲的甘薯
等农作物传入我国，甘薯与玉米的种植，大幅度
提高了粮食的产量，有更多的土地种植经济作物
，出现了专业生产区域。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提
高，客观上为清朝人口的迅速增长创造了条件。
白银大量流入中国，推动了“一条鞭法”等赋税
改革。 

3、思想文化方面：伴随着新航路开辟，“西学东
渐”开始，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东来，传播了一
些先进的西方文化，如《坤舆万国全图》。徐光
启等人开始注意吸收西方科技成果，如在《农政
全书》中介绍了欧洲先进的水利技术与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