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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阶级代议制的确立与发展 



一条主线：欧美资产阶级代
议制的确立和发展 

两种政体形式： 

君主立宪制，民主共和制 

四份文件： 

英：1689《权利法案》（是宪法性文件，不是宪法） 

美：1787年宪法 

德：1871年宪法 

法：1875年宪法 

三种途径： 

资产阶级革命（英法） 

独立战争（美） 

王朝战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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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共和制 

总统制民 
主共和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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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君主，君 
主受宪法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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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权力中心 

英国最典型， 
1945年以来的 
日本亦是如此 

1871—1918年 
的德国，1889 
—1945年的日 

本为此  

现代德国、 
以色列为此 
类型  

美国最典型 
较鲜明的体 
现了三权分 
立的特点  

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
是资本主义国家用宪
法限制君主权力的政
治制度。 

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
资本主义国家权力机
关和国家元首由选举
产生的政权组织形式。
其主要特点在于国家
元首要经过选举产生，
并不得终生任职。 

 代议制分类、最典型的代表： 



★关于近代资产阶级代议制度几点认识： 

2.根本原因： 资本主义经济发展 

1.资产阶级代议制的概念 

 代议制又称议会制，是指由选举产生的代表民意的机关（议会）来行使国家主权的制度。 
  代议制最早产生于英国。随后被欧美和世界上许多国家效法。 

3.本质： 资产阶级内部民主 

4.基本特征： 代议制是一种 

间接民主制 

议会为核心 
两院制（普选） 
分权制衡 
两党政治 5.作用： 

（1）否定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从法律上保障了资
产阶级革命和改革的成果。 
（2）有利于调整资产阶级内部关系，缓和资产阶级
不同集团间的矛盾，稳定了资本主义制度，为资本主
义的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3）扩展到世界其他地区，推动了世界民主化进程. 

   民主最本质的优点，也许在于
能够在既有的经济社会条件下，最
大限度地发挥个人的能动性，使共
同体的大量人口能够亲身参与国家
政治生活，对国家产生一种强烈的
亲和感，不仅使每一个个人而且使
共同体本身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
材料强调，民主（  ） 
A．增强国家认同感                                    
B．成为争权夺利的工具 
C．左右国家的政局                                    
D．保障了公民公平参政 



◆争取民主 

      ①13世纪的斗争 

      ②17世纪的革命 

◆建立民主 

      ——《权利法案》 

◆完善民主 

     ①责任内阁制的形成 

     ②议会选举权的扩大   

     ③政党制度的演变 

英国的制度创新 

英国议会大厦 



一、背景：议会的形成和资产阶级革命 

二、英国君主立宪制的发展过程；  

1.确立：《权利法案》 

2.发展：责任内阁制的形成；            

               （小密室的演变） 

3.完善：1832年议会改革；                         

            （议会选举规则的制定） 

4.强化：‚内阁专横‛格局的出现； 

          （英国议会中的‚第三院‛） 

5.两党制的演变 

三、英国君主立宪制的特点； 

四、英国君主立宪制的作用 

知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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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历史传统：议会的起源和发展 
①13世纪初：《大宪章》——开始限制王权 
 
 
 
 
 
 
 
 
 
 
 
②13世纪中期 ：议会制度基本形成（封建性） 
③14世纪以后：逐渐分为上下两院 
④15世纪末：下院已经有提出财政议案和法律议案的权力  

 

 

 

一、英国君主立宪制确立的背景 

议会与王权的相对平衡 

 一部影响深远的宪章 

约翰王 《大宪章》  

英国议会的形成——1265年 
司法请愿 决定征税 

制定法律 监督、弹劾官员 

 《大宪章》明确界定了封建贵族和国王的权利和义务。

三点内容影响深远：一是它规定除封建义务所要求的

贡金和赋税外，国王不可征收任何兵役免除税或捐助，

除非得到贵族的一致同意，如果他要征税，应召集教

俗贵族开会讨论。二是规定贵族不经同等人审判不得

逮捕、剥夺财产、处死、宣布不受保护。三是提议由

25名贵族组成御前会议，监督国王对宪章的实施。如

果国王违反了大宪章的诸项条款，贵族有权造反。 

                ——钱乘旦、徐洁明《英国通史》 

       《大宪章》—英国自由的奠基石 
大宪章是英国于1215年英格兰国王和贵族间的协议，用
来限制英国国王（主要是当时的约翰）绝对权力。自13
世纪《大宪章》颁布后，英国逐渐确立起一种有限君主
制的政治体制。到16世纪都铎王朝时期，历代国王登基
都要宣誓尊重法律，没有一位国王敢妄称高于法律之上。 
  《大宪章》的签订确立了‚王在议会‛和‚王在法下‛
的原则，即英王的权力并非是至高无上的，它只能在法
律的约束下行使权力。这实际上也为作为‚限政‛的宪
政开了先河。 

13世纪的斗争 

http://baike.baidu.com/view/356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2308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52192.htm


2、经济基础：16、17世纪英国的资本主义发展 

1.历史传统：议会的起源和发展 

 

 

 

一、英国君主立宪制确立的背景 表现：16世纪都铎王朝积极
拓展海外贸易；制呢业发展起
来，出现圈地运动1588打败西
班牙无敌舰队成为海上强国。 

3.宗教：清教出现（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利益的宗教派别） 
 
 

 
 
 
 
4.思想：反对‚君权神授‛的启蒙思想在不断滋长 
 

议会与王权的矛盾激化 

斗争檄文：《权利请愿书》 
《权利请愿书》是议
会对王权的公然挑战 

未经议会同意不得强行向
人民募购公债或征税；非
依据国家法律或法庭裁决，
不得逮捕任何人或剥夺其
财产；不得根据戒严令任
意逮捕公民. 5.政治前提：英国资产阶级革命（1640—1688) 

   在亨利八世与罗马天主教会决裂后，英国国教成了维护国王统治的工具，教会内部
仍然腐朽不堪。教会内部分虔洁信徒者要求清除国教中天主教的残存因素，被称为清教
徒。他们要求信仰上只以新约圣经为准则，提出和国教不同的教义。清教徒因反对王室
的宗教专制屡遭镇压迫害，于是一部分逃往北美避难。其中第一批从英国出发前往美洲
的清教徒乘坐的就是五月花号。并签署了《五月花号公约》，这是第一份明确表示集体
权利来自每一个个体的公约。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过程 

资产阶级和新贵族 

封建势力 

1688年光荣革命，革命结束（新旧贵族妥协的结果） 



                                   1688光荣革命  

 1830年7月27-29日，法国议会将路易·菲利浦推上最高权力宝座，史称‚光荣三日‛。

‚光荣‛的含义源自英国‚光荣革命‛据此可以推断‚光荣三日‛（  ） 
     A．推翻了拿破仑帝国           B．在法国建立共和国 
     C．没有发生大规模流血冲突     D．第一次建立了君主立宪制 C 
有学者认为：‚(光荣革命)不是一次微不足道的政变，也不是一次以建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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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
‚转折点‛指的是  
   A.通过《权利法案》结束了国王的权力  B．国家权力的重心由国王转移至议会 
   C.议会与国王在国家权力上实现了平衡  D．英国君主立宪制确立 B 

  有学者观点认为，发生在1688年的英国‚光荣革命‛，本质上是资产阶级和新贵族
对封建贵族的一次妥协。对此理解合理的是英国(  ) 

   A．光荣革命终止了国王的权力        B．政治妥协是阶级斗争的最好方式 
   C．资产阶级革命具有不彻底性        D．代议制民主是王权加强的产物 

C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   一场曲折反复的革命   杀了一个王   请了一个王   



启示：民主与专制斗争的残酷性、复杂性和反复性; 
但资本主义最终战胜封建势力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 

英国革命过程中对不同政体选择的内在联系 

革命后否定君权，建立共和国 

没有君主统治政局混乱，资产阶级利益受损 接受王朝复辟 

复辟王朝专制统治又使资产阶级不满，于是寻求一种既有
君主又不实行专制统治的政体 

光荣革命，后确立君主立宪政体 

君主专制引发革命 

       英国式道路：光荣革命开始了一个现代的英国。它留下的最深刻的遗

产是：制度变迁可以用非革命的手段来完成，从此后，英国历史上不再出
现重大的暴力冲突，和平和渐进的改革成为英国历史发展的特色。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期间，对于‚国王‛，是废？
是立？英国人有过多次不同的选择…… 

第一次，他们选择了——处死国王； 

第二次，他们选择了——请来国王； 

第三次，他们选择了——“进口”国王； 

适时妥协同样是一种政治智慧。 

规律启迪： 
查理一世被处
死 

查理二世复辟 威廉二世继位 

规律启迪：              

    英国革命期间，议会中有人说： 
‚如果我们击溃了国王99次，他
和他的后代依然是国王；而如果
国王击败我们，哪怕是一次，所
有的人都要被绞死，我们的子孙
一定要沦为奴隶。‛这种思想是
当时革命队伍中相当多的人所共
有的。即无论如何，英国不能没
有国王，而以议会为代表的革命
力量无论如何不能成为国王的阶
下囚。这说明当时英国(  ) 

  A．希望保留君主专制制度                                           
B．君主立宪制有群众基础 

  C．欲为革命披上合法外衣                           
D．工业资产阶级力量弱小 

B 



二、英国君主立宪制的发展历程 

1.确立标志：1689《权利法案》的颁布 

（1）主要内容： 

（2）目的： 限制王权，扩大议会的权力 

（3）结果： 
实际权力转到议会手中，确定了议
会权力高于王权，司法权独立于王
权的原则，奠定君主立宪制的基础。 （4）意义： 

①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议会权力至上的原则 

②统治方式从人治向法治转变 

以明确的条文，限制国王的权力，保
证议会的立法权、财政权等权力，还
可以监督政府和决定重大的经济政策。 

①立法权：国王无权废止法律；  
②财政权：不得侵犯议会的征税权； 
③军事权：不经议会同意国王不得组织常备军；  
④司法权：未按法律程序，不得拘捕臣民； 
⑤言论自由权：国王不得干涉议会的言论自由；   
⑥其他：必须定期召开议会 

1689《权利法案》和1701年《王位继
承法》颁布，君主立宪制在此基础上建立。  

1701年英国《王位继承法》规定：君主的
王位世代相袭，儿子优先于女儿，而女儿
又优先于侄子或者女王位的继承是由议会
来决定的，而非君主本人。这说明 
A．王权受到进一步限
制                             
B．议会权力开始高于王权 
C．事实上确立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地
位     
D．君主立宪制正式形成 



易错角度1  对英国国王‚统而不治‛地位的正确认识 

1694年,英王威廉三世任命支持其对外战事的辉格党人组成第一个一党内阁。而安妮女
王于1710年罢免了不愿停战的辉格党人,任命托利党人组成一党内阁。值得一提的是,在
威廉三世和安妮女王时期,没有一届内阁是议会直接选举的结果。这表明英国当时（  ） 
   A.君主是实,立宪为虚                 B.国王仍握有较大权力 
   C.责任制内阁已经形成                D.君主专制未根本改变 

18世纪中叶,英国政治家麦尔维尔说:倘若某些在职者的观点与君主意见有别,君主虽未
必就责成他们放弃;可若是君主发现其他臣仆能使政府顺利运行,而无须做出牺牲,他必
然有权任命和使用之。这反映出当时英国国王（  ） 
   A.政治权力缺乏必要的限制        B.仍能影响国家的政治生活 
   C.成为内阁事实上的组织者        D.拥有左右政局的实际力量 

【易错点拨】1689年颁布的《权利法案》确立了议会至上的原则,以明确的法律条文
限制了国王的权力,保证议会的立法权、财政权等权力,但国王仍保留了行政权,并非
‚统而不治‛,英国国王真正处于‚统而不治‛的地位是在责任制内阁形成之后。 



                                   1689《权利法案》 

（2017·海南高考·16）1689年，英国议会决定拥戴威廉和玛丽为英国国王和女王，
同时选派代表将王冠连同《权利宣言》（《权利法案》的初稿）一起呈献给二人，
并当面宣读，威廉和玛丽心照不宣地全部接受。这一事件所体现的政治理念是 

   A．天赋人权      B．民主共和    C．君主立宪      D．权力制衡 
 
（2016·新课标全国Ⅰ卷高考·33）1702年英国国王威廉三世去世，安妮女王即位。
当时议会内部存在两个党派，安妮厌恶占多数席位的辉格党，于是解除了辉格党
人的行政要职，代之以托利党人。这说明在当时英国(  ) 

  A．议会无权制约国王          B．君主立宪制尚未完善 
  C．内阁制已基本确立          D．《权利法案》遭到破坏 

c 

B 

《权利法案》标志英国君主立宪制建立,权力中心由国王转
向议会，但国王依旧有行政权，君主立宪制还不够完善。 



二、英国君主立宪制的发展历程 

1.确立标志：1689《权利法案》的颁布 

2.发展： 责任内阁制的形成---英国君主立宪制的核心 

 （1）内阁的含义：内阁原来是指国王召集亲信大臣商议国家机
密的秘密小房间，后来指决议国家大事的最高行政班子。 
（2）责任内阁制的形成和发展 

   
光荣革命后，内阁成为国王直辖的最高行政机关 

汉诺威王朝时，国王不出席会议成为惯例 

1721年，沃波尔开创组建内阁的先例 

18世纪中叶，英国责任内阁制形成并得以完善 

19世纪70年代以后，内阁权利不断膨胀，成为英
国议会中的“第三院”，凌驾于议会之上 

概念解读：责任内阁制 

    责任内阁制是资本主义国家
由内阁总揽国家行政权力并向议
会负责的一种国家政权组织形式
。由于内阁制政府具有对议会全
权负责的特征，故又称议会内阁
制。责任内阁制以议会(国会)为
权力核心，行政系统受议会的节
制，行政权与立法权合一，政府
(内阁)则对议会负责。 

选民普
选 

下议
院 

首
相 

内
阁 

内阁的产生: 



议
会
下
院 

对议会集体负责 

监督内阁，从而控制行政 

形
式
任
命 

不
对
国
王

负
责 

首相 
女王 

内阁与首相在政治
上共进退 

        首相：政府首脑，拥
有行政、立法等国家大
权，有权提名内阁成员 

        国王：国家元首，英
联邦首脑，但‚统而不
治‛，在对外交往中代
表国家 

        内阁：是国家政府，阁员
保持一致并集体负责，与首
相共进退，对议会负责 

        议会：国家权力中心，
最高立法机关，内阁由议
会产生，两者互相制衡 

英国政府的权力分配 

现代英国君主立宪制度是君主：上院贵族和下院民主三种政
治势力博弈与妥协的结果。如图是其结构示意图，对图中信
息解读正确的是  
A．首相是国家元首    B．国家的权力中心是首相 
C．国王是政府首脑   D．内阁全体成员对议会负责 

内阁（政府） 



国王与议会的关系 

在1649年1月27日宣判查理一世死刑的国王审判委员会会议上，愿意出席法庭的只占全
体成员的一半(共135人，67人出席)，而且费了好大力量才使他们一致同意。在判决书
上同意签字的仅有52个人。这说明英国 （  ） 
  A.有制约王权的历史传统     B.王权与议会的矛盾激烈  
  C.有尊重传统的社会心理     D.君主立宪制下王权受限 

1694年，英国议会通过《三年法案》，规定议会至少三年召开一次，每届议会不得超
过三年。1707年，议会又通过《任职法案》，规定凡是议员得到国王任命或从国王那
里领取俸禄后，就失去了议员资格。这些规定旨在（  ） 
 A.建立二元制君主立宪制               B.防止国王在议会培植势力  
 C.维护工业资产阶级利益               D.确保内阁有效的行使权力 

英国学者贝蒂·肯波认为，1689年到1832年英国国王与议会的权力关系经历了‚确
定关系‛—‚保持均衡‛—‚均衡关系遭到破坏‛的演进过程。这一过程(   ) 
A．固守了传统的君权观念                        B．体现了理性选择的特征 
C．妨碍了资本力量的壮大                        D．违背了革命斗争的初衷 



（2012·海南高考卷·11）1841年，英国辉格党政府首相墨尔本在一次内阁会议上就
阁员之间的意见分歧表态说：‚我实际上不在乎哪一个好，我在乎的是，不管我们对
外说什么，我们要说同样的话。‛后因托利党在议会选举中获得多数，墨尔本内阁辞
职。这反映出，当时英国(  ) 
A．内部意见一致是内阁制主要原则     B．首相与普通阁员享有平等权力 
C．内阁集体责任制基本成形           D．政党之间的斗争决定内阁政策 

内阁与议会的关系 

（2019·北京高考·22）1924年，英国保守党和自由党对工党政府提出了谴责动议，
工党政府将它视为不信任案。按照英国政治体制，政府接下来可以(  ) 
    A．否决谴责动议，继续执政           B．要求解散议会，重新大选 
    C．将谴责动议提交国王裁决           D．向最高法院提起违宪诉讼 

  2019年9月，英国议会反对硬脱欧的议员计划通过项法案迫使首相将英国脱欧推迟
到2020年1月，首相则在11月宣布解散议会，提前大选。材料反映了英国（   ） 
   A．坚持延期‚脱欧‛                                B．国王‚统而不治‛ 
   C．内阁由议会选举产生                            D．议会和内阁相互制约 

内阁与首相的关系 



英国君主立宪制的特点 

从议会与国王、内阁的关系中看出英国
政府权力变化情况。 

1.国王失去了行政权； 
2.议会取得了对行政权力的监督控制权； 
3.行使最高行政权，并受议会监督控制的
机关是内阁 

“最年轻的英国首相” 
    1782年秋，诺思—福克斯内阁因议会
通过不信任案，被迫集体辞职。24岁的小
皮特上台组阁，再遭议会不信任。小皮特
要求国王解散议会重新选举，结果获得新
议会的支持。这又开创了一个先例，即：
内阁在失去了议会多数信任时，还可以解
散议会，重新选举，直接诉诸选民的裁决。  

内阁与议会关系：内阁由议会选举产生，
对议会负责；议会对内阁进行监督；议会
可以通过对内阁的不信任案，内阁可以解
散下院提前大选。 

1、国王统而不治（国家元首、最高权力象
征） 
2、议会权力至上（实行代议制,掌握立法
权，是权力中心） 
3、内阁制为核心（掌握行政大权）  
4、三制合一 
(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的混合体) 
5、具有连续性、渐进性和创新性 



二、英国君主立宪制的发展历程 
1.确立标志：1689《权利法案》的颁布 

2.发展： 责任内阁制的形成 

3.完善： 1832年议会改革---选举权扩大 
背景：工业革命的深入和经济的发展， 

工商业资产阶级壮大 
内容： 降低财产资格限制；取消衰 

败选区；重新分配议席 
作用：为英国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保障。 

局限：工人、贫民的政治权利仍然受到种种限制。 

工业革命改变了英国的社会状况，
经济持续增长，中等阶级和工人阶
级力量壮大对现存的政治制度形成
重大的压力。中等阶级要求变革，
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的政治地位与
经济地位不相称，希望在‚有产‛
的同时也要‚有权‛。于是，英国
(  ) 
A．发生了‚光荣革命‛ 
B．颁布了《权利法案》               
C．形成了责任内阁制度 
D．改革议会选举制度                         议会选举权进一步扩大 

②1867年议会改革——部分城市工人获得选举权 

①1832年议会改革——工业资产阶级获得更多的议席 

③1886年议会改革——60%的成年男性获得选举权 

④1969年——年满18岁的公民均拥有选举权（普选权） 

19世纪英国的三次议会改革与
经济基础的发展演变相适应   



易错角度2  1832年议会改革后,获益最大的是工业资产阶级而非工人阶级 

   1832年的英国议会改革,一方面通过给予工业资产阶级和上层中产阶级选举权,赢得
了新兴社会阶层的忠诚;另一方面,成功地抵制了来自中下阶层的压力,令工人阶级的激
进运动陷入孤立境地。这反映出当时的英国(  ) 
A.民主政治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    B.工人的经济状况没有改变 
C.工业革命的开展助推社会进步    D.社会阶层裂痕进一步拉大 

   19世纪30年代初,英国工业资本家弗莱尔说:五十年前我们不需要议会代表,现在我们
需要了。因为那时我们几乎完全为国内消费而生产……现在却大不同了,我们现在为整个
世界生产,假如我们没有自己的议员来促进和扩大我们的贸易,我们商业的伟大纪元就要
结束了。材料反映的主旨是(   ) 
A.要求政府重视正在进行的工业革命      B.英国的工业无产阶级已经登上历史舞台 
C.当时议会中的议员主要是工业资产阶级的代表 D.工业资产阶级要求扩大自身政治权利 

【易错点拨】1832年的议会改革降低了选举资格,扩大了选民的范围,工业资产阶级
获得选举权,但从议席的重新分配来看,主要是满足了工业资产阶级的政治露求,在争
取议会改革的斗争中工人阶级仍被排斥在选举权之外。 



3.完善： 1832年议会改革--选举权扩大 

4.强化： 
表现：内阁权力膨胀，凌驾于议会之上， 
成为议会中的‚第三院‛。 

5.两党制的演变：两党竞争，轮流执政 
——自由党、保守党 
（1832议会改革后） 

——工党、保守党 

（20世纪初） 

辉格党、托利党 
（1679） 

二、英国君主立宪制的发展历程 

1.确立标志：1689《权利法案》的颁布 

2.发展： 责任内阁制的形成 

内阁专横（19世纪末） 

原因：第二次工业革命与垄断资本主义 
的产生 

工党标志——红玫瑰 

英国保守党 

Conservative Party，
Great Britain         

下表为英国政府议案在议会被修正情况统
计，材料表明这一时期英国（ ） 
 
 
 
 
 
A.内阁对议会的影响力增强  
B.议会上院势力明显衰落 
C.分权制衡的原则逐渐丧失  
D.统治阶级政策趋于一致 



   英格兰民族的聪明智慧最大程度地表现为英国的政制。他所说的政制
就是英国的宪政。英国人最早发明了这种政治制度，它既可以有效地治理
人群，又可以对统治集团加以制约，对政府权力加以限制。英国是世界上
最老资格的宪政国家，英国的宪政经验是最具示范意义的。 
  工业革命为什么首先在英国发生?其根本的因素是：‚光荣革命后英国
建立了一个合适的政治制度，这个制度保证社会有宽松、平和的环境，让
人们追求个人的目标，最大程度地发挥创造能力。‛所以，英国领先世界
的最大优势不是海外贸易，不是科学，也不是地理位置，而是宪政。 

  ---------《英国式道路》钱秉旦 结合以上材料，试从国内、国际两方面概括英国君主立宪制的作用。 

三.英国君主立宪制的影响 

国内：①为英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②使英国走上政治民主化的道路，避免了专制独裁统治 
③使资产阶级有效地掌握政权，保证了社会稳定 

国际：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为许多国家权立君主立宪制的模式 



1.演变的特点： 

（1）连续性：从《大宪章》到《权

利法案》，从英国的内阁到责任制内阁，
都体现了连续性特点； 

（2）渐进性：英国君主立宪制在17

世纪末形成，以后逐渐发展完善，实
现了全面的民主化； 

（3）创新性：如内阁本是国王召集

的咨询行政机构，革命后内阁作为国
王的私人会议的成分减弱，内阁逐渐
独立行事，于是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
责任制内阁。 

表1为英国议会两院关系演变时间表，表中
这些法案的出台表明  

1932年《议会法》取消了贵族院
对平民院议院的提名权；重新规
定了选民财产资格的限制  
1911年《议会法》确定了平民院
的财政立法权  
1949年《议会法》规定财政议院
只能由平民院提出，贵族院不得
对它进行修改和否定  

 
A．平民院控制了立法权和行政权            
B．贵族院的人员构成发生了变化 
C．权力转移以和平渐进方式进行            
D．英国贵族的政治特权丧失殆尽 

英国君主立宪制演变的特点及趋势 重难点突破：  



英国在政治上一方面‚乐于遵循、服从某些古
板陈旧的、约定俗成的习惯法和规定‛，另一
方面‚注重保持自身，善辟蹊径，自成体系，
在政治制度的建设中造就自己的风格特点‛。
这主要体现了英国政治制度的特点是（  ）  
A.民主制与君主制相结合      
B.在传统的基础上创新      
C.根植于悠久的历史传统      
D.传统向现代渐进发展 

1.演变的特点： 

（1）连续性：从《大宪章》到《权

利法案》，从英国的内阁到责任制内阁，
都体现了连续性特点； 

（2）渐进性：英国君主立宪制在17

世纪末形成，以后逐渐发展完善，实
现了全面的民主化； 

（3）创新性：如内阁本是国王召集

的咨询行政机构，革命后内阁作为国
王的私人会议的成分减弱，内阁逐渐
独立行事，于是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
责任制内阁。 

英国君主立宪制 
演变特点及趋势 

重难点突破：  

英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呈现出鲜明的灵活性特
点,结合史实予以说明。 

   灵活性：不受单一成文法的限制，根据形势
发展不断进行调整以适应时代需要。如工业革命
后随着阶级关系的变化实行议会改革，适时调整
选举权范围；再如通过一系列惯例，促成内阁制
的形成与完善等。 



    由温和开始，继而是一个不断激化的过程，过了一个临界点之后便开始退潮
并进入反动时期，其间将发生激进与保守之间的反复较量，最后回到起点，并实
现最初的成果。‛英国革命呈现出这一规律性现象的根源在于（    ） 
  A.专制王权同议会矛盾尖锐     B.革命派动员发动群众不力  
  C.克伦威尔与专制王权妥协     D.工场手工业的生产力水平 

英国君主立宪制的发展演变呈现上述特点的根源 

2.演变的趋势： 

（1）立法权由国王转移到议会；行政权力由国王转移到内阁；
国王权力逐渐削弱，议会权力不断增强； 

（2）行政权力由贵族民族转移到工业资产阶级民主，并下移
到公民民主。 



英国君主立宪制演变的启示 

1.革命是推动进步的重要动因，适时妥协
也是一种社会进步； 

2.政治制度需要在传承中不断创新； 

3.政治制度的创新需要依据国情、尊重传统； 

4.政治制度的创新，能推动社会进步， 
影响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方向。 

(2017•江苏单科)1832年，在两次否
决改革法案后，英国议会上院第三
次表决时，国王以增加上院贵族人
数相威胁，加上强大的民意压力，
反对派议员接受国王的劝告，采用
缺席的方式回避了投票，使法案得
以通过。改革法案的通过表 

 
A．国王仍拥有重要的政治权力 
B．上院在议会中有决定性作用 
C．保守势力最后时刻做出让步 
D．君主立宪制在英国开始形成 

重难点突破二：  



本课小结 

1.一条主线 

2.两个趋势 

3.三个转移 

：英国君主立宪制的确 
  立、发展、完善过程 

：君主权力逐渐削弱 
  议会权力不断增强 

：立法权由国王到议会 
  行政权由国王到内阁 

政治权利由贵族民主 
工业资产阶级民主 公民民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