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关 古代商业 

1．（2020·全国Ⅲ卷高考·24）图 5为不同时期的部分货币，据图可知，其形制变化的共同

原因是 

         

商周贝币               春秋战国布币         汉五铢钱 

图 5 
A．铸铁技术的进步  B．商品交易的需要 C．审美观念的不同   D．国家统一的推动 

2．（2020.1·浙江高考·5）有学者认为：“在建筑和城市规划上，两宋时期更为开放的城市
设计导致了全天候的生活方式的出现。而这相应地促进了本地市场和全国商业的发展”。
这种“更为开放”“全天候”的城市景象表现在 
A．夜市经营实现常态化                B．“市”突破了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 
C．商业活动不再受到官吏的监管        D．原有“市”的管理足以适应新的经济形势 

3．（2020.7·浙江高考·6）南宋有学者记述：“午至鄂渚，泊鹦鹉洲前南市堤下。南市在
城外，沿江数万家，廛闬（街道里巷）甚盛，列肆如栉，酒垆楼栏尤壮丽，外郡未见其
比。盖川、广、荆、襄、淮、浙贸迁之会，货物之至者，无不售，且不问多少，一日可
尽，其盛壮如此。”这反映了“南市”在当时 

    ①突破了政府在空间上的限制            ②已成为独立的商业都会 
    ③具有比较完备的饮食服务设施          ④贸易通宵达旦，往来不绝 

A．①②            B．①③            C．②③            D．③④ 
4.（2019·江苏·4）宋时，太平州当涂县黄池镇“商贾所聚，市井贸易，稍稍繁盛。州县

官凡有需索，皆取办于一镇之内”。据此可知 
A．商税成为政府收入主要来源          B．城市商业活动打破时空限制 

   C．政府积极扶持市镇经济发展          D．宋代市镇经济已经相当发达 
5.（2019·江苏·5）有学者认为，“传统上人们对贫穷抱有道德中立的认知”，但明朝晚期，

“人们越来越怀疑贫穷是短视和懒惰的结果”。这种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是 
A．新兴资产阶级追求财富和物质享受    B．商品经济发展导致社会价值观变化 

   C．贫富分化和道德沦丧现象日益严重    D．反正统思想成为当时社会主流思想 
6.（2019·新课标全国Ⅱ卷·27）研究表明，明代大商人的资本一般为白银数十万两，多者

上百万两。到清代中期，大商人的资本一般在一百万两以上，甚至多达千万两。这表明
清代中期 

A．商人的地位发生根本性改变 B．重农抑商政策明显松弛 C．商业活动的规模进一步扩大 D
白银开始成为流通货币 

7．（2018·海南·4）据记载，南宋初年，杭州的餐饮名店遍布全城，西湖苏堤上一家鱼羹
店味道独特，店主因此得到宋高宗的召见，获赏钱、绢若干。这表明当时 

   A．社会上奢靡之风盛行 B．商人的政治地位提高 C．政府强化了市场管理 D．城市的经
济功能增强 
8．（2018·新课标全国Ⅰ卷·27）图 6中的动物是郑和下西洋时外国使臣随船向明政府贡献

的奇珍异兽。明朝君臣认为，这就是中国传说中的“麒麟”，明成祖隧厚赐外国使臣。
这表明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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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对外交流促使中国传统绘画出现新的类型 B．朝廷用中国文化对朝贡贸易贡品加以

解读 
C．海禁政策的解除促进了对外文化交流 D．外来物品的传入推动了传统观念更新 

9．（2018·北京·15）明中叶以来，松江府（今上海一带）所辖市镇数量如下表所示。 

时间 松江市镇数量 

1550年以前 59 

1551—1722年 113 

1723—1861年 167 

1862—1911年 369 

据此表可以得出①市镇数量增长体现出商人地位上升    ②明清时期松江地区工商业
发展较快 

③市镇增多与近代开放通商口岸有关    ④清政府与民国政府都重视商业发展 
A．①④          B．②③           C．②④         D．①③ 

10．(2017·新课标全国Ⅰ卷·27)明前中期，朝廷在饮食器具使用上有一套严格规定，例如
官员不得使用玉制器皿等。到明后期，连低级官员乃至普通人家也都使用玉制器皿。这
一变化反映了 

A．君主专制统治逐渐加强 B．经济发展冲击等级秩序 C．市民兴起瓦解传统伦理   D．低
级官员易染奢靡风气 
11．(2017·新课标全国Ⅱ卷·24)图 5为春秋战国之际局部示意图。当时，范蠡在陶、子贡

在曹鲁之间经商成为巨富，这一现象反映了 

 

A．区域位置影响商贸发展 B争霸战争促进经济交往 C．交通条件决定地方经济状况 D．城市
规模扩大推动商业繁荣 
12.(2017·天津卷·2)史载，清代“朱仙镇，天下四大镇之一也。食货富于南而输于北，由

佛山镇至汉口镇„„由汉口镇至朱仙镇„„朱仙镇最为繁夥，景德镇则窑器居多耳”。其
中朱仙镇和景德镇位于右图中 

 
A．①②          B．①③            C．②③           D．②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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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016·天津文综·4）除四大发明外，从中国传到欧洲的东西还有很多，如船尾舵、马
镫等器物，菊花、柠檬、柑橘等水果和植物。柑橘至今在荷兰和德国还被称为“中国苹
果”。这些东西传到欧洲主要通过 
A．中国商人      B．阿拉伯人 C．马可·波罗等欧洲人   D．奥斯曼土耳其人 

14.（2016·北京文综·15）黄崇德是 16世纪一位典型徽商。最初他只是经营棉布、粮食等，
后获得政府许可，转而从事利润更大的食盐贸易，积累了巨额财富，用于购田置地。这
说明当时 
①农产品大量进入商品流通领域       ②农本思想依然占主导地位 
③政府放弃对食盐贸易的控制     ④商人社会地位显著提高 
A．①②          B．②③ C．②④          D．①④ 

15.（2016·新课标全国Ⅱ卷文综·27）福建各地族谱中有大量关于入台族裔回乡请祖先牌
位赴台的记载，此类现象在清乾隆年间骤然增多。这说明乾隆年间 
A．族谱编修顺应了移民的需求       B．大陆移民已在台湾安居繁衍 
C．内地宗族开始整体迁移台湾     D．两岸居民正常往来受到阻碍 

16.（2015·北京文综·14）唐代长安的商业店铺主要集中在东西两市。按规定，“诸行有
正铺者，不得于铺前更造偏铺”。南宋都城中的商业活动散布于城内各处，据记载约有
“四百十四行”。上述材料可以佐证，南宋时期 
A．私营商业已居主导地位 B．坊市制度已经瓦解 C．商业发展已超过农业 D．资本

主义萌芽已出现 
17.（2015·安徽文综·14）北宋仁宗年间，贩卖婺州罗帛的沈赞沿路偷税，在富阳境内被

县民蒋泽等人捉到。经杭州官府裁决，没收其货物一百八十二匹。蒋泽等人因此获得赏
钱。这说明 
A．官府重视商税收入 B．杭州丝织业比婺州发达 C．江南商业环境恶劣   D．农本商
末观念根深蒂固 

18.（2015·海南单科·6）元朝时，大规模的漕粮海运前所未有，海外贸易繁荣，泉州还被
誉为“世界第一大港”。这反映出当时 
A．重农抑商政策废止 B．造船航海技术进步 C．内河航运严重不畅  D．陆上丝绸之路受

阻 
19.（2015·新课标全国Ⅱ卷文综·27）明成祖朱棣认为，北京“山川形胜，足以控四夷，

制天下”，将都城从南京迁至北京。这一举措客观上 
A．推动了国家政治统一进程 B促进了跨区域贸易的繁荣 C．抑制了区域性商帮的形成 D．改
变了南北经济文化格局 
20.（2014·全国新课标卷Ⅱ文综·26）北宋中期，“蜀民以铁钱重，私为券，谓之交子，以

便贸易，富民十六户主之。其后，富者资稍衰，不能偿所负，争讼数起”。这表明交子 
A．具有民间交易凭证功能   B．产生于民间的商业纠纷 C．提高了富商的社会地位 D．促进
了经济重心的南移 
21．（2014·海南单科·7）明中后期介绍商路、商业信息的书籍大量出现，徽商黄汴的《天

下水陆路程》记载了全国 143条水陆交通路线的里程。这说明 
A．社会经济发展促成知识结构的更新   B．印刷技术的进步促进了商业的繁荣 
C．商业类书籍为士子科举的必读书目   D．商人成为知识的主要生产和传播者 

22．（2014·福建文综·14）乾隆以后，“关东每岁有商船二三千只至于上海”，“载豆、麦、
杂粟，一岁三运以为常”。据此，判断有误的是 
A．商品经济繁荣 B．长途贩运发达 C．区域经济发展 D．抑商政策改变 

23.（2014·江苏单科·2）唐前期规定“诸非州县之所不得置市”。后期则规定：“中县户满
三千以上，置市令一人、史二人，其不满三千户以上者，并不得置市官。若要路须置，
旧来交易繁者，听依三千户法置”。由此可见唐后期 
A．市的建置制度已有所调整           B．县不满三千户绝不许设市 

   C．市的交易不再受官府监管            D．只有州县所在地才许设市 
24.（2014·山东文综）唐宋时期，户籍中出现了茶户、桑户、药户、漆户、蚕户等许多新

的称谓。这反映出当时 
A．自然经济开始解体                 B．传统农业生产衰退 
C．农业生产商品化程度提高           D．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加强 

25.（2014·全国新课标卷Ⅰ文综·27）据记载，清初实施海禁前，“市井贸易，咸有外国货



物，民间行使多以外国银钱，因而各省流行，所在皆有”。这一记载表明当时 
A．中国在对外贸易中处于优势地位     B．外来货币干扰了中国资本市场 
C．自然经济受到进口货物的冲击       D．民间贸易发展冲击清廷的统治 

26．（2013·重庆文综·4）宋代文献记载，真宗时，“诏商旅自京［携]便钱至诸州者，所在
即给付，无得稽滞。按，太祖开宝三年置便钱务（机构），许民入钱左藏（国库），给以
券，于诸州便换。”文中“便钱”是 
A．自由流通的支票 B．中国最早的纸币 C．国家发行的债券  D．兑换货币的凭证 

27．（2013·江苏单科·4）清前期《望江南百调》唱道：“扬州好，侨寓半官场，购买园亭
宾亦主，经营盐、典仕而商，富贵不归乡。”材料反映了 

 A．仕商身份界限完全打破   B．商业发展改变社会风气 C．地方商业均由官员经营   D．政
府摒弃传统抑商政策 
28．（2013·全国新课标卷Ⅱ文综·26）明朝有人描述在广东大庾岭所见：“盖北货过南者，

悉皆金帛轻细之物；南货过北者，悉皆盐铁粗重之类。过南者月无百驮，过北者日有数
千。”这表明当时 
A．岭南经济发展程度高于北方   B．岭南是商人活动的主要地区 
C．以物易物是商贸的主要方式   D．区域差异造成长途贸易兴盛 

29．（2013·海南单科·5）唐初征收赋税时，钱币与绢布、粮食并收，财政收入以贯、匹、
石等为单位计算；到南宋时，赋税征收以钱币为主体，以“贯”为单位计算。这表明南
宋 

   A．商品经济快速发展  B．农业手工业地位下降 C．重农抑商政策松弛  D．经济控制逐
步加强 

30．（2012·福建文综·14）《隋都城图》题记：“畦分棋布，闾巷皆中绳墨，坊有墉（墙），
墉有门，逋亡奸伪无所容足。而朝廷官寺、民居市区不复相参，亦一代之精制也。”由此
可见，隋都城的设计重在 

A．打破市坊的空间界限 B．便利居民的交通出行 C．加强官府的严格控制 D．促进城市的商
业活动 
31．（2012·安徽文综·14）北宋东京（今开封）“通宵不绝”的夜市和“终日居此，不觉抵

暮”的瓦子（文娱场所）里，随处可见流连忘返的市民身影。这一生活图景表明 
A．商业活动不受时间限制 B．市已经遍布城内各处 C．文娱场所多由官府经营 D．坊和
市已没有区别  
32．（2012·全国课标·26）明后期松江人何良俊记述：“（正德）以前，百姓十一在官，十

九在田„„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昔日原无游手之人，今去农而游手趁食
（谋生）者又十之二三也。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分去农。“据此可知 

A．工商业的发展造成了农业的衰退   B．工商业的发展导致了社会结构的变动 
C．财富分配不均引起贫富分化加剧   D．无业游民增加促成了工商业的发展 
33．（2012·天津文综·1）马可·波罗在描述中国某港口时说：“亚历山大或他港运载胡椒

一船赴诸基督教国，乃至此刺桐港者，则有船舶百余。”“刺桐”是指 
A．泉州       B．广州       C．扬州       D．庆元 
34．（2012·江苏单科·1）以下关于“市”的材料中，最符合右图场景的是 

 
A．“„„立九市，其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东。”B．“凡江淮草市，尽近水际。” 
C．“千竹夜市喧”；“蛮声喧夜市”。D．“大街两边民户铺席„„约十余里。” 

35．（2012·海南单科·7）明初规定，生员须穿玉色衣服，加饰青黑色边条。明后期江南
读书人则崇尚“妇人红紫之服”，有人作诗云：“昨日到城郭，归来泪满襟。遍身女衣
者，尽是读书人。”这一变化直接反映了 
A．理学思想的影响  B．专制制度的松弛 C．市民阶层的兴起  D．社会风尚的变化 



36．（2011·天津文综·2）宋人诗云：“东家打麦声彭魄，西家缫丝雪能白。„„东家麦饭
香扑扑，西家卖丝籴新谷。”计中反映了宋代 

A．产品商品化程度提高  B．手工业仅在乡村发展 C．开始出现独立的手工业家庭 D．手工
业者脱离农业生产 
37．（2011·浙江文综·15）清乾隆年间苏州《吴县永禁官吏占用钱江（杭州）会馆碑》记

载：“商贾捐资，建会馆，所以便往还而通贸易，或存货于斯，或客栖于斯，诚为集商经
营交易时不可缺之所”。下列说法中错误的是 
A．该碑文反映出苏杭之间的商贸联系  B．会馆为商人出资建造的地方商业中心 
C．会馆为旅居异乡的同乡商人所组建  D．会馆为同一地域商人活动的重要场所 

38．（2011·海南单科·3）下列各项史料中，能够反映南宋都城临安面貌的是 
A．（崇仁坊北街）一街辐辏，遂倾两市，昼夜喧呼，灯火不绝。 
B．有大市，自余（其余）小市十余所。大市备置官司，税敛既重，时甚苦之。 
C．酒楼歌馆，直至四鼓方静，而五鼓朝马将动，其有趁早市者，复起开张，无论四时皆
然。 
D．郭（廓）城绕宫城南，悉筑为坊，坊开巷。坊大者容四五百家，小者六七十家。 

39．（2010·福建）明代《闽部疏》载：“凡福之紬（绸）丝┅┅福漳之桔，福兴之荔枝，泉
漳之糖，顺昌之纸，无日不走分水岭及浦城之小关，下吴越如流水。其航大海而去者尤不可
计，皆衣被天下。”材料反映明代福建 
A．海陆交通十分发达    B．商品经济活跃 C．成为全国经贸中心    D．出现资本主义萌
芽 
40．（2010·辽宁、湖南、宁夏文综·27） 

表 2  明代洪武至弘治年间（1368——1505）徽州祁门土地买卖契约情况表 

时间 使用通货类别及契约张数 

洪武年间至永乐年间 宝钞 23、银 1、布 1 

宣德年间至景泰年间 宝钞 4、银 27、布 42、稻谷 4 

天顺年间至弘治年间 银 52、稻谷 1 

表 2反映了 
A．宝钞在民间的信用降低 B．社会经济大幅度衰退 C．生活资料均可作为支付手段 D．白银
始终是主要流通货币 
41.（2009·辽宁、宁夏文综·26）据《东京梦华录》等记载，宋代都城多见“当街列床凳，

堆垛冰雪”出售凉食和专向客商出租铺席宅舍等现象。这反映了 
A．生活习俗改变  B．经商方式不受限制 C．官府鼓励经商   D．城市商业功能增强 

42.（2007·海南历史·4）唐朝政府规定，凡不是州治、县治的地方，禁止设置商品交易市
场。这表明 
A．乡村地区没有设置市场的必要       B．城市是商品交换的唯一场所 
C．政府力图控制民间商业活动         D．州治、县冶具备设立市场的条件 

43．（2007·海南历史·7）明代张居正说：“商不得通有无以利农，则农病；农不得力本穑
以资商，则商病。故商农之势，常若权衡。”这种农商并重的言论 

A．反映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B 表现了重农抑商政策的瓦解 C 表明政府十分重视商业      D

代表了士大夫对商业的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