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国史学家汤因比说:“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活在中国的宋朝。”

中国学者余秋雨说：“我最向往的朝代就是宋朝。”

为什么向往宋朝？



辽宋夏金多民族政权的并立与元朝的统一

【课程标准】

认识辽宋夏金元时期在经济与社会方面的新变化。



生产力提高，农业发展的表现有哪些？

耕种制度：宋朝时一年两熟的稻麦复种制在南方已经相当普

及，有些地方还可以一年三熟，提高了粮食产量。（轮作复

种技术）

经济结构：一些地区出现了固定种植某种经济作物的农户（茶园户、漆户、药户、花

户、果农、蔗农)；农产品商品化提高。

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 ◎北宋自越南引进的良
种——占城稻

棉花的种植和推广：棉花的种植始于宋朝，在元朝得到大力推广，南方植棉逐渐普遍，

带动了棉纺织业的发展。

边疆地区获得进一步开发



手工业发展

纺织：北宋丝织业仍占主要地位，丝织业内部出现织与染的分离。

南宋棉织业开始发展并出现独立经营的机户，以家庭作坊形式进行

商品生产。元代黄道婆改进棉纺织技术（松江成棉纺织中心之一）

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

制瓷业：

宋代：五大名窑（汝哥定钧官）

元朝：青花瓷和釉里红

大量瓷器出口，瓷器成为继丝绸之后的中华文明物质象征之一。
◎元朝青花瓷和青花釉里红
开光镂花罐



燃料：煤炭采掘业与冶铁技术提高，使用焦

炭冶铁，

都城东京居民普遍使用煤作燃料。

           石炭（序）

彭城无石炭。元丰元年十二月，始遣

人访获於州之西南白土镇之北。以冶

铁作兵，犀利胜常云。   ---[北宋]苏轼                                                                                                                                                                               

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

农业发展

粮食增加

人口增加

种植经济作物

多余劳动力

产
品

商业发展

手工业的发展

原料



商业和城市的繁荣

（一）商业繁荣

表现：
边境贸易
纸币
海外贸易 

（二）城市兴盛

表现：
北宋东京和南宋的临安
元朝杭州
元大都



边境贸易

榷场是指辽、宋、西夏、金政权各在接界地点设

置的互市市场。设有官吏监督贸易和收税，商人

在榷场交易需交纳商税和牙钱。榷场的设置，常

因政治关系的变化而兴废，地点也会变化。

辽、宋、西夏、金等政权虽处于对峙状态，但因

生活的需要各政权仍有商业往来。榷场的设置加

强了双方的经济交流，相互学习，促进民族融合。

（一）商业繁荣



2、货币

商业和城市的繁荣

商品流通规模的扩大，导致货币需求量剧增。

北宋开始出现纸币（交子）

元朝在全国范围内将纸币作为主币发行。

◎元代纸币

交 子

  在四川境内流通近80年。“交子”是中国最

早由政府正式发行的纸币，也被认为是世界上

最早使用的纸币。纸币的发行和稳定，能够推

动商品经济的发展，为国家创造了财富，对解

决国家的一时之需有重大作用



海 外 贸 易
北宋英宗时市舶收入年63万贯

南宋前期增至200万贯

(1)外贸税收成为宋元两朝国库的重要财源。建立市舶司管理对外贸易。

(2)大型远洋海船装载丝织品、瓷器等，远销亚非许多国家和地区。

(3)宋代主要外贸港口有广州、泉州、明州等。

(4)元代的泉州成为世界第一大港。

商业和城市的繁荣

◎海上丝绸之路向外运送瓷器时
失事的南宋古船——南海Ⅰ号



商业和城市的繁荣

左图分别是唐长安和北宋
东京城市功能图，仔细读
图，分析城市功能的变化，
以及商业发展的区域变化？

西
市

东
市

坊：居民居住区

城市经济功能增强

由封闭的坊市转变为开

放的街市，商业区域更

为灵活自由，束缚减少。

（二）城市



(1)北宋东京和南宋临安人口多时均超出百万，

市场活跃，交易频繁，娱乐活动丰富多彩。

(2)元朝恢复临安的旧称杭州，被称为“世界最

富丽名贵之城”。

(3)元大都是当时北方最大的经济中心和商品集

散地。

◎元大都城复原平面图◎北宋娱乐场所——瓦子



朝代 特征 规律

三国吴国统治 江南初步开发

古代中国经济重心南移，
一是由北向南从黄河流域
转移到长江流域和江南一
带，二是由内地向沿海逐
渐转移

魏晋南北朝
（永嘉南渡）

江南经济进一步发展

中唐以后
（安史之乱）

南方经济实力渐超北方，出现经济重
心南移趋势

南宋时期
（靖康之变）

经济重心南移完成

元朝 南北经济差距继续扩大

（一）古代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阶段（标志）和规律

经济重心南移



经济重心南移

南方文化影响力上升，教育发展：江浙地区人才集中，科举南北分卷；

区域经济发展的多样性、不平衡性与互补性日益突出。

【历史趣闻】两宋时期的全国Ⅰ、Ⅱ、Ⅲ卷

    北宋后期，科举考试采取南北分卷的制度，特许北方五

路分别考试，单独录取，以维持南北地区间取士人数之大体

均衡。明宣德年间，科举考试正式实行南北分卷录取制度：

应天及苏、松诸府，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广东归入南

卷；顺天、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归入北卷；一些文化较

落后、士子登第困难的地区归入中卷。每录取百人，南卷取

55人，北卷取35人，中卷取10人。

（一）影响

如何认识北宋
科举考试中的
南北分卷做法？



4社会的变化

材料：今世俗之贪鄙者，将娶妇，先问资妆之厚薄；将嫁女，先问聘财之多少。  --司马光《书仪》

从以上四则材料反映宋代社会出现了哪些变化？

①门第观念淡化；②社会成员身份趋于平等；③国家对社会的控制相对松弛

商业
发展

思想观
念变化

政府管理
政策松动

材料：如工商杂类人内有奇才异行、卓然不群者，亦许解送。                 ——《宋会要辑稿·选举》

材料：“仁宗朝，商人、佃农、奴婢均为编户齐民。齐，等也。无有贵贱，谓之齐民。”

                                                                              ——郭尚武《两宋良贱制度的消亡及其影响》

材料：盖至于今，授田之制亡矣。民自以为私相贸易，而官反为之司契券而取其直。凡人诉论

田业，只凭契照为之定夺。                                               ——（南宋）叶适



课堂小结

农业

发展

耕种制度

棉花种植

和推广
经济结构

手工业

发展

制瓷业

纺织业

燃料

商业

城市贸易

贸易场所

海外贸易

边境贸易

货币：纸币

社会变化

官府对贸易的限制减少

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

人身依附减少，雇佣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