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简述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的历史背景。 
（2）概述“二一九法令”的主要内容，认识其历史进步性和局限性。 
（3）探讨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对俄国近代化进程的影响。 

第七单元 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 



 
 
 
俄国农奴制 

（一）概念 

       是15世纪下半叶～19世纪上半叶，俄国在以劳役制为主要剥削

形式的地主庄园经济基础上建立的经济、法律制度。农民以奴役
性条件从封建主领得份地，世代使用，但在土地、人身、司法上
依附于地主，处于社会最低层； 
      简单地说，农奴是人身权利受到限制的农民。   

（二）基本特征 

①农奴世代被束缚在土地上，依附于农奴主。 

②农奴主对农奴实行超经济的强制剥削。 

③地租形式主要是劳役地租,辅以少量的实物地租和货币地租。 



（三）发展历程 

1、开始形成： 15C末16C初、封建土地所有
制发展 
2、正式确立 ： 17C中期《法律大全》颁布 
3、发展强化：18C以后历代沙皇强化农奴制 

    农民连同妻子儿女及财产都属
于领主所有……农民永远不能随意
离开主人，如果逃亡，领主有权无
限期追捕，并追回其妻子儿女及其
财产……    

——《法律大全》 

俄国农奴制 



 
 
 

俄国农奴制  

（1）彼得一世：购买 
（2）18C中后期的沙皇：赏赐、扩展 
（3） 19世纪中叶；俄国9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农村
人口一半以上是农奴。（45%以上的人口是农奴） 

彼得一世 

    19世纪上半期的俄国报纸上，曾
经有出售家奴与阉马的广告。有饲养
猪犬和吹笛唱歌等专长的农奴竟与马

匹同列。      



一、历史背景 
（一）改革的必要性 

   年  代 农民起义 

1801年～1810年  83次 

1811年～1820年  124次 

1821年～1830年  156次 

1831年～1840年  143次 

1841年～1850年  351次 

1850年～1861年  591次 

“农奴制是国家脚下的火药库，
尤其是因为军队也是农民编成的，
便是更加危险了。” 
——时任全国警察局长给沙皇的

报告 

政治上：农奴制激化阶级矛盾，威胁沙皇统治 



 
 
 
俄国工业 

国别  人均收入
（卢布） 

铁产量 

（万吨） 

铁路长度
（千米） 

   制度 

俄国     71 26 1606 农奴制和封建专制 

英国 323 385 14603 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 

法国 150   108 9160 资产阶级共和制 

德国 175   40.2 10065 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 

19世纪中期俄国与西方经济比较 

请结合上表思考，19世纪中叶俄国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如何？形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探究：俄国农奴制的存在导致了俄国资本主义经济哪
些条件的缺失？ 

资本 
 

技术 
 

劳动力 
 

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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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自然经济投入，工业资金不足  

劳动力技术水平低    →技术落后 

无人身自由         →自由劳动力 

     生活贫困           →国内市场 

     国际竞争力弱    →国际市场 

     农民骚动    →社会环境 

经济上：农奴制阻碍了俄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 



 
 
 
俄国新思潮 

十
二

月
党
人
起
义 

1、原因：青年军官受西欧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及法国启蒙运动的影响 

2、目的：推翻沙皇专制，废除农奴制，发展资本主义 

3、主要活动：发动起义，结果遭镇压； 

4、影响：对俄国社会影响很大，促进人民的觉醒。 

  1、青年军官：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 



 
 
 
俄国新思潮 

赫尔岑 车尔尼雪夫斯基 

守旧派：自上而下，自愿协调，平缓改革； 
改革派：解放农民，由农民向地主赎取份地； 
激进派：无条件给予农民自由和土地； 

号召俄国
一切进步
力量为农
民解放和
实现民主
而斗争 

非常憎恨沙皇
专制制度，认
为农民革命是
获得解放的唯
一途径，也就
是要推翻农奴
制和沙皇专制 新思潮的内涵是什么？ 

思想上：出现反对农奴制和沙皇专制统治的新思潮 

2、平民知识分子：要求社会变革和思想解放 



材料 恩格斯说：“俄国所面临的是一场生产方式落后的民

族对几个具有现代化生产的民族的无望战争。” 

思考： 

(1)材料中提到的这场战争是指什么战争？“具有现代化生产

的民族”又指哪些国家？ 

      (2)俄国在这场战争中失败了，根本原因何在？这场战争给俄
国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提示：(1)克里米亚战争。英法。 
(2)根本原因：落后的农奴制不能战胜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 
影响：对内：激化俄国社会矛盾，成为俄国农奴制改革的直接原因。 
对外：俄国国际地位一落千丈，大大动摇了俄国在欧洲的霸权地位。   



俄国对外战争——克里米亚战争  

克里木战争（1853—1856）俄国 PK 英国、法国、土耳其 

   ‚克里米亚战争的特
点就是采用原始生产形式
的民族对几个拥有现代生
产民族进行的绝望的搏
斗。‛             -----恩格斯 



俄国对外战争——克里米亚战争  

         当时英、法的大部分军队都已使用新式步枪---有
线膛枪，俄国95℅的士兵仍然使用射程只有300步的拿破仑时
代的旧式火枪—滑膛燧发枪。英、法和土耳其共有作战用的
蒸汽舰281艘，俄国黑海舰队多数为帆船，蒸汽舰只有24艘。
英、法向前线运送物资，在海上使用的是蒸汽机驱动的轮船，
俄国使用的是木牛和木制帆船。俄国的铁路还未修到南部，
俄国军队在国内调动的时间比英、法军队从本国调往战场所
需的时间还要长。 

国家 枪支 战舰 运输工具 运输通道 军用物资 

俄国 滑膛枪 木帆船 牛车马车 泥路 缺乏 

英法 来复枪 汽船 火车 铁路 充足 

军事装备落后、蒸汽动力少、交通运输落后 
俄国在战争中使用的帆船 

英国铁甲舰 
军事上：克里米亚战争惨败，推动了俄国农奴制的改革（直接原因） 



全面认识克里米亚战争 

1．性质：对俄国和英法来说都是争夺中近东霸权地位的、非正义的战

争。对土耳其来说则是反侵略战争，但这无法改变这次战争的非正义性。 

2．实质：是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和落后的农奴制度之间的一场较量。 

        3．对俄国的影响： 

        (1)国际：俄国国际地位一落千丈，大大动摇了俄国在欧洲的霸权地位。 

       (2)国内：进一步加剧了国内矛盾，直接推动了俄国1861年改革。 

 



(二)改革的可能性  

    “与其等农民自下而上起来解放自
己，不如自上而下来解放农民”。 
      ——亚历山大二世（1856年） 

   “继续拖延只会引起更大的灾祸，对
整个国家，特别是对地主会造成有害的、
灾难性的后果。因而宜尽快通过改革方
案”。 
      ——亚历山大二世（1861年） 亚历山大二世 

亚历山大二世认识到惟有变革才能自救，决心改革 



农奴制 

农奴制激化了阶级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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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奴制严重阻碍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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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农奴制改革的背景  

经
济 

思想 



    1858年10月，亚历山大二世提出了准备改革的三条原则： 

（1）要使农民立即感到其生活有所改善； 

（2）使地主立即放心，相信其利益有保障； 

（3）强大的政权一分钟也不能动摇，社会秩序一分钟也不能被

破坏。 

改革的酝酿 

准备工作 

大造舆论：借助报纸舆论宣传，化解改革阻力。 

组织措施：成立各层次的专门委员会（秘密委员会改为农民事务

委员会），讨论、草拟改革方案。 



二、主要内容——“二一九法令” 

贵族宣读“解放”农奴的法令 

1861年3月3日，亚历山大二世登基纪

念日，在这一天，他签著了《农民改

革法令》，在历史上也被称作1861年

2月19日法令。 

思考以下问题：农奴是否获得人身自由？土地所有权归谁所有？农

奴在赎买份地时需要哪些条件？农民能否自由流动？ 



人身自由，享有公民权利 

农民可赎买一块份地 

2、经济上： 

●条件 

 A、要交付赎金 

 B、承担各种义务 

 C、服从地主关于份地的决定 

 D、由村社负责控制农民 

1、政治上： 

•首先现金支付赎金的20%--25% 
•余款在49年内对政府逐步还本付息 
•还清本息后才合法拥有土地 
•付清赎金前，须服劳役，付代役租，
不能随意离开赎地 

3、组织上： 强化村社对农民的管理（由村社负责农民份地赎金和赋税的缴

纳，农民须得到村社的同意才能脱离村社） 

土地仍属地主所有 

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自由劳动力 

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资金 



1858年10月，亚历山大二世提出了准备改革三条原则： 

使农民立即感到其生活有所改善； 

使地主立即放心，相信其利益有保障； 

政权一分钟也不能动摇，社会秩序一分钟也不能被破坏。 

人身自由，享有公民权利 

土地仍属地主所有 

强化村社对农民的管理 

思考：结合‚二一九法令‛内容，你认为它是否符合亚历

山大二世提出的三原则？理由是什么？ 



三、评价 

材料一：据统计，1861年后的30年间，俄国的粮食产量增

加了三分之二。从经济结构来看，改革后，俄国基本上还

是一个靠输出谷物换取外国工业品的农业国，80%左右的

人口仍在村社的份地或地主的土地上从事传统的农业生产，

2/3的国民经济产值来自农业。 

思考：‚二一九法令‛带来了什么影响？ 



材料二:19世纪60～70年代俄国机器制造业统计表 

时间 企业数 
 

工人数（人） 产值（千卢布） 
 

1860年 
 

99 
 

11600 
 

7954 
 1879年 

 
187 
 

42000 
 

51937 
 

材料三:据统计,1860-1890年,俄国的生铁产量增加了2倍,钢产量和棉纺

织业都增加了3倍,而煤炭产量增加超过了19倍,石油产量增加了200多倍.

在此期间,俄国整个工业产量增加了6倍,铁路线增长了35倍多.   

                         ——以上材料节选自<<俄国社会经济史>> 

材料中的数据给我们提供了哪些历史信息？ 



①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促进了俄国农业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②有利于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的发展（自由劳动力、市场、资本等） 

1.进步性 

◆性质：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运动。 

③实现了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 



进步与局限 思考探究：为什么俄国农奴制改革是资产阶级性质的？ 

(1)从背景上看：改革是由于受到世界资本主义发展潮流和工业革命的影响，

在本国的农奴制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发生的。 

(2)从内容上看：改革在法律上废除了农奴制，农民成为自由人，封建的人

身依附关系得以废除；改革还使农民通过赎买获得了一块份地，部分地废

除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部分地实现了农民土地所有制，这均属于资产

阶级性质的变革。 

(3)从作用上看：改革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自由劳动力，扩大了国

内市场，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判断俄国1861年改革的性质不能依据改革者及其主观目的，
而应从其背景、内容和作用方面来判断。 



材料：1861年对农奴制改革的失望者说：‚皇上已经背叛

了人民的希望，他给予人民的自由不是真实的，也不是你

们所梦想的和所需要的——我们不需要沙皇——我们想要

一个实在的人，他理解生活，也理解选择他的人民。‛ 

思考：农奴所需要的究竟是什么？ 

农奴想要的解放：从地主的土地上解脱出来，不再依附于地主，

有自己的土地，经济独立，拥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 



材料：农民付清赎金后，必须得到村社的同意才能脱离村社，如果一个农

民希望到外地找活干，也必须得到村社的书面许可。1877～1878年欧俄部

分的9150万俄亩的私有土地中，有7300万俄亩属于封建地主，占了80%。部

分劳动力仍被束缚在封建经济活动中，依靠封建地租进行生产。农民在改

革中得到的土地，按1861年的土地市价计算仅值5亿多卢布，但到1905年为

止，农民共付出20亿卢布赎金。农民虽付出了高昂的赎金，但得到的土地

比改革前少了，质量也更差了。     

根据下列材料，分析俄国1861年农奴制改革的局限性。 

不彻底性 掠夺性 欺骗性 



农奴制废除后的农民 

“农民获得自由的时候，已经被剥夺得一干二净了。”  

                                          ——列宁                                                     

    沙皇陛下仁慈，让我获得了自由，

但是为了得到份地养活全家，我变卖了
家里所有能卖的东西才交清了赎金，现
在家里穷的就剩下几面墙可以依靠了！ 



材料：根据所获的资料，1862年一年内，共有400处领地上发生了严重的

农民反抗事件。在193处领地上动用了军队；其中93处领地上的农民起来

暴动，4处领地上的农民袭击了兵士，44处领地上的农民抵抗对罪犯的拘

捕或用暴力释放被捕人员。                        

 ──沙皇政府第三厅1862年的报告书节录 

材料：1863年一年内共有386处领地发生了严重的农民反抗事件。其中有

1/3的领地动用了军队；30处领地上的农民起来暴动；11处领地上的农民

袭击兵士，39处领地上的农民抵抗对罪犯的拘捕或用暴力释放被捕人员。

受惩治者计有1 280人，其中223人交法庭审判，26人被放逐到外省去。   

──沙皇政府第三厅1863年的报告书节录 



①不彻底性：保留了大量封建残余：农民仍受到由地主控制

的村社的严格管理；地主土地所有；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 

②掠夺性：改革实质上是对农民的一次大规模掠夺，农民缴

纳的赎金远远高于当时的地价。 

③欺骗性：改革后农民的土地比原来还少,为了维持生计，不

得不重新接受地主的盘剥和奴役。 

2.局限性 



 

三、19世纪70年代上层建筑的改革 

1．原因：1861年农奴制改革以后，新的生产关系逐步确立，引起了上层建筑的变化 

2．目的：维护贵族和地主的利益，使俄国政治制度适应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变化。 

3．主要措施： 
 
 政治 

(1)内容：建立地方和城市自治机构 
(2)作用：规定了严格的财产资格限制，有利于贵族和资产阶级参政，

促进了资本主义发展 

司法 
(1)内容：废除等级法院，建立统一的各级法院，公开诉讼程序 
(2)评价：贯彻了资产阶级的法律原则，但仍保留着农奴制的烙印 

军事 
(1)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以取代募兵制 
(2)改革军事管理系统，更新军队设备 
(3)设立军校培养人才，提高军队素质 

4.评价： 

(1)维护了贵族和地主阶级的利益。 

(2)为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开辟了道路。 

(3)是继农奴制度废除后俄国由封建君主专制向资产阶级君主专制转变的第一步。 



【概念阐释】 

        近代化是指以近代工业和科学技术为推动力，实现由传统的

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的大转变。具体来说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经济方面：工业化、商品化 

      政治方面：民主化、法治化 

      思想方面：科学化、理性化； 

      社会结构：城市化、都市化 

四、农奴制改革与俄国的近代化 



 
 
 
世界各国近代化的多样性 

1.英法通过革命，美国通过独立战争的途径比较早的走上近代化道路。 

2.德、意通过统一战争，日本通过改革的途径走上近代化。这些国家内部资

源、市场有限，走上对外扩张的发展之路，军国主义特征十分明显。 

3.中国走上了改革与革命并举的近代化道路。 

    俄国近代化指俄国由封建农奴制向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大转变。 



 
 
 
一、经济近代化：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 

1.农业近代化 

农村社会分
化加剧 

采用新的生产技术，更新农业生产结构 

农民 

雇佣劳动力 

地主 

使用雇佣劳动力， 

经营资本主义农业 

表
现 农

业
资
本
家 

结果： 19世纪

80年代，资本

主义农业逐渐

成为俄国农业

的主要成分。 

富农 

劳动对象 生产工具 劳动者 产品分配 

封建农业 小块土地 简单农具 农奴 自给自足 

资本主义农业 规模化生产 机械化生产 雇佣劳动力 进入市场 

农业：实现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渡转变 



2.工业近代化 

表现： 

①改革增加了自由劳动力，扩大了国内市场 

②沙皇政府扶植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 

③19世纪后期，主要工业部门完成了从手工工场向机器工厂的过

渡。石油、机器制造等新兴工业部门兴起 

工业：19世纪末主要工业部门完成从手工工场向机器工厂过渡 



思考：结合教材及材料，俄国经济近代化过程中还存在哪些问题？ 

①总体水平仍远远落后于美国和西欧；②对外国尤其是法国资本依赖严重；

③地区发展很不平衡。 

    19世纪末,俄国基本上还是个农业国家,农业人口仍占全国人口的六

分之五,出口以谷物为主,进口几乎全是工业品,工业总产值在国民经济中

占41%,1913年,俄国工业总产值居世界第五位。 

    长期内部积累的缺乏，使俄国经济对外国资本的依赖十分明显。从19

世纪70年代起，法国就向俄国大量投资，1887年法国借款5亿法郎给俄国，

1888～1889年，俄国又在法国发行19亿法郎的公债；到1906年，俄国向法

国借款已达79亿法郎之巨。20世纪初，外国资本大量涌入俄国，沙俄政府

为弥补资金亏空而大借外债，一战前，俄国外债总额达40亿卢布。 



 
 
 
二、政治近代化：出现民主化气息 

领域 措施 评价 

 
政治 

 
司法 

军事 

 
教育 

参照西方资产阶级代议制，建立了
地方和城市自治机构；地主、富农、
资产阶级进入自治机构。 

有利于政治的民主化 ;有财产
限制；权力上有限制，实权掌
握在沙皇任命的行政官员手中。 

废除了等级审判制度，建立了陪审
制度和律师制度，实行公开审判。 

有利于法制化的发展; 

农村仍按旧制度审理案件。 
 

缩短服役年限，实行普遍义务兵役
制，建立西方式的军事管理体制。 

促进军队的近代化 

鼓励社会和个人办学，扩大大学的
自主权，允许引进西方书籍。 

推动教育近代化 



进步意义：客观上促进了西

方资产阶级思想在俄国的传

播，变革愿望日益强烈。 

局限：仍是封建君主专制国

家（保留大量封建残余） 



 
 
 
亚历山大二世遇刺 

1880年，他的豪华餐厅被炸毁，当时仅由于

半小时之差，使他幸免于难； 

1879年又有人要炸他的专列，但炸弹未爆； 

他差点未能逃脱1866年的那次暗杀； 

1873年，有人向他开了五枪； 

        他呼喊：“是什么使这些无耻之徒反对我呢？为什么他们像追猎野

兽一样追捕我呢？” 



 
 
 
亚历山大二世遇刺 

   1881年3月13日，民粹派派遣的

刺客，埋伏冬宫拐角，将炸弹投向经

过的沙皇马车，把沙皇的卫兵炸成重

伤。沙皇以为逃过一劫，他从马车里

出来，想察看伤者的伤情并说几句安

慰的话，这时又一颗炸弹飞了过来，

沙皇倒在血泊中，终因流血过多而死。

他的改革成了他被杀的重要诱因，这

也许是他始料不及的。 

亚历山大二世遇刺 

亚历山大二世遗容 



 
 
 
亚历山大二世遇刺 

思考改革后俄国社会又出现了哪些新的社会矛盾？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矛盾？ 

2、表现： 

资产阶级：既不满政治上无权，又要依附地主阶级； 

农民阶级：受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双重压迫，反抗不断； 

平民知识分子：走上民主革命的道路，形成民粹派 

1、原因：改革保留了大量的农奴制残余，阻碍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

新矛盾不断产生 



 
 
 
亚历山大二世遇刺 

改革走向何方？ 

    列宁说：‚1861年诞生了1905年。第一次‘伟

大的’资产阶级改革的农奴制性质使发展受到阻碍，

使农民遭到无数极其恶劣的痛苦和折磨，但是它不能

改变发展的方向，不能防止1905年的资产阶级革命。‛ 

探究：农奴制改革后为什么革命不可避免?

（为什么要革命、为什么能革命） 



 
 
 
亚历山大二世遇刺 

1.农奴制改革的局限性：农奴制残余存在、沙皇专制仍然保留激化社会矛盾。 

2.农奴制改革促进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为以后的革命准备了经济条件和

阶级基础：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力量的不断壮大。 

‚改革延缓了革命到来，但不能消除革命。‛——列宁 

农奴制改革后革命不可避免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