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4讲 古代中国的经济政策 



一、从秦汉到明清：多种形式的土地私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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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不同时期的土地分配 

历史时期 土地制度的表现 

春秋战国 

汉朝 

曹魏 

南北朝 

唐朝 

宋朝 

明清 

盛行授田制，土地国有、定期重新分配；私有土地少。 

土地私有制占主导，土地兼并严重，豪强地主势力日益膨胀，出现
许多自给自足的大庄园。 

不立田制，不抑兼并，土地兼并严重，租佃制盛行，存在较严重的人
身依附关系。 

前期推行均田制；后期，均田制瓦解，土地基本私有化，土地兼并严重。 

租佃制普及全国，地主佃农人身依附关系松弛。地权分配并非过于集中。 

曹魏时期，为解决军粮供应的困难和安置流民推行屯田制。 
屯田分民屯和军屯两种，屯田区的土地所有权属于封建国家。 

北魏孝文帝改革推行均田制（485-780），国有土地比重大。 



                  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地兼并问题 

2、土地兼并的后果：引发社会阶级矛盾，导致社会动荡 

①激化了兼并者与被兼并者（即地主和农民）之间的矛盾：A、自耕农失去土地后大多数成为依附于地
主的佃农，集团生产下农民缺乏生产的积极性，不利于社会的生产；B、土地集中在大地主手中后，在
利益驱使下地主阶级会哄抬物价，使得农民生存艰难，二者矛盾不断激化，最终可能导致农民起义和政
权崩溃。 
②激化了中央与地方大地产阶级之间的矛盾：A、古代社会中贵族、教派和地方豪强享有赋税的减免权，
依附于其的家奴等也不需纳税。因此，古代社会国家的主要收入为大量的自耕农的土地税收；B、在土
地兼并问题下，大量自耕农丧失土地所有权沦为社会流民或者大地主的佃农，这使得国家原有的纳税户
口减少，其统治基础受到威胁，直接导致了中央对地方大地主的打压和限制，加剧了社会矛盾。 

1、土地兼并的原因及途径 

①根本原因：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出现，使土地的所有权脱离集体掌握在土地所有者个人手中，实际承认
了土地的自由流转和买卖。 
②封建贵族地主的利益纷争：贵族为了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土地是古代重要的财富基础），无视中央
既定的土地限制法令，利用职权甚至是武力压迫自耕农，剥夺其土地所有权。 
③小农经济的脆弱性：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农业生产的个体小农，因国家赋税和徭役、加上遭遇战乱或严
重的自然灾害，会抛弃所有土地前往其他地区谋求生存。农民的原有土地就会落入当权者手中或者被重
新分配，土地所有权随之改变。 
商品经济的发展：随着土地私有制的公开化，土地作为一种社会财富会作为“货币”来进行商品交换，
这实际上也是土地所有权的变更和土地集中兼并现象的表现。 



3、中央对土地兼并问题的政策 
时期 政策 特点 

 

 

西汉 

初期，统治者采取黄老学派“无为而治”来休养生息，对经济
较少干预，民间兼并土地现象不断蔓延 

 
 

强制的方法限制兼并，损害贵族利
益，容易造成被孤立的局面，方案
很容易落空 

董仲舒及（汉哀帝）师丹都提出“限田”，迫于各方压力并未
实施 

王莽时期，欲通过复古改革，效仿井田制实行“王田制”，不
允许土地买卖来解决土地兼并问题，也遭到王公大臣的反对 

 

东汉 
 

豪强地主占有地方大量土地，并招抚大量依附农民
为其耕种土地，逐渐形成庄园经济。 

①统治者对土地兼并采取纵容政策；②庄园经济从东汉兴起，
一直延续到魏晋南北朝；③庄园经济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土

地兼并的危害，战乱时期可以使得失去土地的农民依附于地
主得到生存的空间；但这种模式产生了严重的地方割据现象
且依附于其中的农民地位极低。 

北魏至
唐中期 

 

均田制 

实际上，该制度就是“限田”的实行，是在王朝刚
刚建立、人口大规模减少的情况下强制实行 

 

 

唐朝后
期 

土地兼并严重，国家税收受到影响；唐德宗建
中元年，推行“两税法”，将原有的地税和户税统
一在夏秋两季征收，交税的多少以土地数量和
财产为依据。 

①此法，减少了对农民的人身控制，使得他们
可以比较自由地选择行业；②同时，政府也默
认了土地兼并现象的存在。 

 

宋代 

“丌立田制”“丌抑兼并”，承认土地兼并的合法性  
 

   由于土地私有制的存在所以不
能从根本上抑制土地兼并 



理解中国古代土地制度的注意事项 

1.中国古代时间跨度大，土地制度
和土地政策繁杂多变，不同朝代、
同一朝代的不同皇帝都有可能不一
样。 

2.由于各种原因，政府的土地政策
不一定能够得到有效实施，实际情
况与官方规定可能出入较大。 

3.中国古代没有绝对意义的土地私
有制，我国历史上土地制度变革的
主线，并非所有制关系上的不断私
有化，而是围绕土地权益在国家、
地主和农民之间不断的利益调节。  

 

易错点 中国古代并没有真正意义上 
的土地私有制 

    秦、汉、唐、明四朝都有大规模
强制迁徙富豪的情况，涉及数万人，
他们的田产一律化为乌有。权势再大
的官僚地主，只要皇帝一声令下，他
的土地就可以被全部没收。这反映了
中国古代(  ) 
A.土地私有权实质上没有法律保障     
B.土地不允许自由买卖 
C.迁徙富豪是整顿吏治的主要手段     
D.土地经营权完全自主 

【易错点拨】中国古代的土地私有制开始形成于春秋战国
时期，它主要有三种形式：君主土地私有制、地主土地私
有制和自耕农土地私有制。 
    秦汉以后，无论哪一种形式的土地私有制，土地归根
到底是受皇帝控制。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地私有制度，不管
是小土地私有制形式还是大土地私有制形式，都不是纯粹
的私有制形式，而是在国家最高所有权支配下的土地私有
制。奴隶社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神圣原则在封建社
会得到继承，并以新的形式与土地私有制结合起来。 



（2019·江苏高考·1）据青铜器铭文，西周中后期，裘卫因经营手工业获得
财富和地位，一位名叫矩的贵族用13块耕地，从裘卫那里换取了在王室仪式上
穿戴的盛服和玉饰。这一记载反映了(  ) 
A．井田制度松动 B．世袭制度解体  C．抑商政策弱化 D．礼乐制度崩坏 

（2018.11·浙江高考·28）文献史料述及西周的土地制度，有“溥天之下，
莫非王土”，以及“有天子存，则诸侯不得专地也”的记载。这反映了(  ) 
A．土地名义上为国家公有              B．土地实际上为周王占有 
C．诸侯贵族将公田据为己有            D．井田制下地权合一的现象 

（2014·海南高考·4）北朝推行均田制，规定年满15岁男子依照制度占有一
定数量的耕地，按户缴纳赋税，并要求男子达到15岁、女子达到13岁，必须嫁
娶，不得拖延。均田制的目的是(  ) 
 A．抵制土地兼并 B．促进人口增长  C．增加财税收入  D．稳定个体小农 

A 

A 

C 



（2014·广东高考·13）唐代某诏令批评当时存在“恣行吞并，莫惧章程”和
“口分永业（国家授予的田地），违法卖买”的现象。这表明当时(  ) 
    A．井田制瓦解               B．均田制受到破坏 
    C．分封制恢复               D．“市”突破空间限制 

（2012·全国课标卷·24）汉武帝设置十三州刺史以监察地方，并将豪强
大族“田宅逾制”作为重要的监察内容，各地财产达300万钱的豪族被迁
到长安附近集中居住。这表明当时(  ) 
A．政权的政治与经济支柱是豪强大族    
B．政治权力与经济势力出现严重分离 
C．抑制豪强是缓解土地兼并的重要措施  
D．经济手段是巩固专制集权的主要方式 

B 

C 



   材料一 山西巡抚刘与义向雍正皇帝上奏折说道：“山右

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之俊秀者，多入贸易一
途。”雍正皇帝看到山西巡抚的奏章后，批注了这样一段
话：“山右大约商贾居首，其次者犹肯力农，再次者谋入
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 

史 料 研 习 

      材料二 清代沿袭明制设置的钞关，大有增加，计共设户关

26个，工关5个……清代税关对商船户缴税亦极为苛重，全
国又缺乏统一税率，以致各关税吏敢于巧立名目，动辄以商
人违反规定为由，没收财货—《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 

    顺治元年，清政府颁发“迁海令”，将北起山东南至广东
的沿海居民内迁三四十华里，并且将所有沿海船只悉行烧毁，
寸板不许下水。凡溪河装栅，货物不许越界，违者死无赦。                            
-《台湾外纪》 

材料三 (乾隆时人说)近日富商巨贾，抉其重资，多买
田地，或数十顷，或数百顷。—《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 

(1)出现材料一所述现
象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2)材料二反映了清政
府推行的哪些经济政策？ 
 
 
 
(3)材料三揭示了什么
社会现象？ 

 

 商品经济的发展，商
品利润的提高。 

 
大量商业资本流向农业 
(以商致富，以本守之)。 

抑商政策、“海禁”政策。 



二、古代中国的经济政策 

1、国家政策之一——“重农抑商”政策 

2、国家政策之二——“海禁”和闭关锁国政策 



“重农抑商”政策 

含义 强调发展农耕，限制商业和 

手工业的发展。 

（2018·江苏高考·1）被孟子称为“贱丈
夫”的民间商人，最初是不合法的，不能到
城里市场上去交易。他们只能在野外找个土
岗，“以左右望”，获取利益。后来，民间
商人向政府纳过税后就可以在城里的市场上
进行交易了。这一变化反映了(  ) 
A．政府放弃重农抑商政策              
B．民间商人推动商业市镇崛起 
C．政府不再监管商业活动              
D．民间商人可以取得合法地位 

D 

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实行重农抑商政策,“抑
商”的含义是（    ）  
A.取消一切商业活动 
B.限制与外国贸易往来  
C.一切商品均实行专卖  
D.限制私人的商业活动 

D 
〖知识点解读〗抑商不等于灭商，
限制不等于禁绝。 



“重农抑商”政策 

含义 强调发展农耕，限制商业和 

手工业的发展。 

（2012·北京高考·12）秦汉至明代，商人
长期处于社会底层，一个重要原因是统治阶
层认为商人（    ） 
A．不事生产        B．不尊儒
术        C．不敬宗族        D．不纳租
税 

A 原因 

〖知识点解读〗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大都
认为商人不从事工农业生产，不创造产
品，对社会的发展没有贡献，其次是因
为商业的流动性与不稳定性对中央集权
构成威胁，所以贬低商人地位，商人长
期处于社会底层。 

商业的不稳定性，商人流动
性大与强调耕战、加强中央
集权思想发生矛盾 



“重农抑商”政策 

含义 强调发展农耕，限制商业和 

手工业的发展。 

《汉书·食货志》记载：“贾人有市籍，及
家属，皆无得名田，以便农。敢犯令，没人
田货。”该禁令的主要目的是(  ) 
A．限制商人经营范围  B．增加赋税收入 
C．加强商人户籍管理  D．保护小农经济 

D 
原因 商业的不稳定性，商人流动

性大与强调耕战、加强中央
集权思想发生矛盾 

目的 《吕氏春秋》载：“古代圣王引导他的百姓
从事农业，不仅是为了地理的出产，而且是
为了陶冶他们的心志，持重就会很少私下发
表议论，很少私下发表议论，国家的法制就
能确立，民力就能专一。”据此可知，古代
统治者“重农”意在（   ）  
 A．加强农业管理 B．限制人口流动  
 C．灌输法制观念 D．强化社会管理 

D 

目的之一：维护专制主义国家政权的经济
基础。 

目的之二：维护政治稳定（将农民束缚在土
地上，有利于安定人心，保障国家安全，维
护政治稳定，巩固君主的地位） 

维护经济基础和政治稳定 



“重农抑商”政策 

含义 强调发展农耕，限制商业和 

手工业的发展。 

刘邦即位之初曾下令：“贾人不得衣丝乘
车”，其夫人吕后当政时强调：“市井之子
孙不得为官仕吏”。这说明西汉初年对商人
实行的政策是(    ) 
 A．休养生息   B．限制商人     

 C．禁止经商   D．反腐倡廉  

B 
原因 商业的不稳定性，商人流动

性大与强调耕战、加强中央
集权思想发生矛盾 

目的 
“金宝庐舍，转瞬灰烬，惟有田者，岿然而
独无恙。故上自绅富，下至委巷工贾胥吏之
俦，赢十百金，即莫不志在良田。”这一观
念的形成（    ） 
①是重农抑商政策的结果 ②反映了自然经济
的主体地位③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④反映了
商品经济的繁荣 
  A．①③④      B．①②③       
  C．①②④      D．②③④  

B 

维护经济基础和政治稳定 

发展历程 

战国兴起 

西汉全面控制工商业，打击私商 

中唐以后重农抑商政策有所松动 

明清严格限制商人活动、重征商税、
实行海禁、严格限制民间贸易 



“重农抑商”政策 

含义 强调发展农耕，限制商业和 

手工业的发展。 

汉武帝时规定：“商人财产每2000钱，抽税
一算（120钱）；经营手工业者的财产，凡
4000钱抽一算；……商人之车，则征收二算
；船5丈以上者，每船抽税一算。”这个政策
的直接目的是（    ） 
 A打击富商大贾 B．降低商人的经济地位 
 C打击地方割据势力D强化国家对经济的控制  

A 原因 商业的不稳定性，商人流动
性大与强调耕战、加强中央
集权思想发生矛盾 

目的 唐以前均规定“工商不得入仕”；唐后期规
定工商业者改业三年之后可以入仕；宋代规
定“如工商杂类人内有奇才异行、卓然不群
者，亦许解送。”上述材料反映了 
 A．科举取士逐步取消了身份职业限制        
 B．科举取士促进社会重学风气形成 
 C．科举成为宋代文人入仕的主要途径        
 D．唐宋时期工商业者社会地位逐渐提高   

D 

维护经济基础和政治稳定 

发展历程 

战国兴起 

西汉全面控制工商业，打击私商 

中唐以后重农抑商政策有所松动 

明清严格限制商人活动、重征商税、
实行海禁、严格限制民间贸易 



“重农抑商”政策 

含义 强调发展农耕，限制商业和 

手工业的发展。 

原因 商业的不稳定性，商人流动
性大与强调耕战、加强中央
集权思想发生矛盾 

目的 维护经济基础和政治稳定 

发展历程 

战国兴起 

西汉全面控制工商业，打击私商 

中唐以后重农抑商政策有所松动 

明清严格限制商人活动、重征商税、
实行海禁、严格限制民间贸易 

       重农抑商政策——雍正的保守传承 

   

“农为天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
“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亩之中少
一耕稼之人”，因此要在“平日留心劝导，
使民知本业之为贵”。 
                                                                                

重农抑商政策在古代中国运行数千年， 
根源是什么？ 

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据主导地位 



“重农抑商”政策 

含义 强调发展农耕，限制商业和 

手工业的发展。 

原因 商业的不稳定性，商人流动
性大与强调耕战、加强中央
集权思想发生矛盾 

目的 维护经济基础和政治稳定 

发展历程 

影响 

消极影响：封建社会的后期起消极作用为主。  
 ① 社会经济活力受到压抑。 
 ② 新的经济因素和生产方式的萌芽长期得

不到正常发育（资本主义萌芽）。 

积极作用：封建社会的前期起积极作用为主。 
 ① 稳定农业人口，推动农业发展。  
 ② 加强控制农民，保障国家安全，维护阶

级基础（巩固统治）。 
 ③ 打击富商，强化国家对经济的控制（稳

定封建经济）。 



◆这是清代北京前门商业区，
画面展现了清朝商品经济的空
前繁荣和城市生活的丰富多彩，
有同学认为这与重农抑商政策
相违背，因此该画是假的。根
据所学知识，你认为该画是否
真实地反映了清朝经济状况？ 

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清朝经济状况。 

理由：清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并不与重农抑商政策相违背，这
是封建政府为增加财政收入巩固统治的政策调整，同时也是
商品经济自身发展的结果。 



（2012·福建高考卷·15）《司马光奏议》载，“夫农、工、商贾者，财之
所自来也。……公家之利，舍其细而取其大，散诸近而取诸远则商贾流通矣，
农、工商贾皆乐其业而安其富，则公家何求而不获乎？”在这里司马光(  ) 
  A．坚持“重农抑商”政策          B．指出促进商业流通的重要性    
  C．提出“农本商末”观点          D．说明保持社会稳定的必要性 
 

B 

（2019·北京高考·14）据《梦溪笔谈》记载，张咏任崇阳知县时，因
“民不务耕织”而唯以植茶获利，遂下令将茶树全部砍掉，改种桑麻。有
人入市买菜，他怒斥：“汝村民皆有土田，何不自种而费钱买菜？”这反
映出，宋代(  ) 
A．官府垄断茶利，商业环境恶劣   B．农副产品较少，货币使用率低 
C．地方官员固守重农抑商的思想   D．商人社会地位较以往愈加低下 

C 

“重农抑商”观念 



（2018·江苏高考·1）被孟子称为“贱丈夫”的民间商人，最初是不合法
的，不能到城里市场上去交易。他们只能在野外找个土岗，“以左右望”，
获取利益。后来，民间商人向政府纳过税后就可以在城里的市场上进行交
易了。这一变化反映了(  ) 
   A．政府放弃重农抑商政策     B．民间商人推动商业市镇崛起 
   C．政府不再监管商业活动     D．民间商人可以取得合法地位 

D 

（2018·海南高考·5）明中后期，有人议论，“商亦无害，但学者不
当自为之，或命子弟，或托亲戚皆可”，否则一家老小都没有办法养活。
这一议论反映了(  ) 
   A．农本思想被否定      B．重商主义盛行  
   C．传统义利观废弛      D．抑商观念削弱 D 



（2013·浙江高考·16）唐文宗太和六年（832年），宰相王涯上奏：“商
人乘马，前代所禁。近日得以恣其乘骑，雕鞍银镫，装饰焕烂，从以童骑，
骋以康庄，此最为僭越。伏请切令禁断。”以下对当时商人地位的判断，错
误的是(  )                   
   A．经济地位优越               B．政治地位低下 
   C．遭受全社会的鄙视           D．实际上没有自由民的平等地位 

C 

（2017.4·浙江高考·7）清初两淮和两浙的盐商家庭总共不及1000家，
而到乾隆末年，盐商家庭却已产生了280余名进士，占全国进士总数的
1．88%。这一现象反映了(  ) 
  A．商人谋求转变社会地位          B．盐商经济实力迅速提高 
  C．士贵商贱观念已被打破          D．商人得到政府优厚待遇 

A 



“海禁”与闭关锁国政策 

含义 

“海禁”是禁止国人出海贸易，但欢

迎外国人来华贸易，只是要求必须
在官方的主持下进行。 

海禁 闭关锁国 

“闭关锁国”既禁止国人出海贸易
也限制外商来华贸易。 

严格限制 绝对禁止 

海禁主要是对内的防范（明清有别） 

闭关锁国则主要是对外的消极防卫 
措施 

原因 表现 影响 

明
朝
海
禁 

明太祖担
心流亡海
上的敌对
势力勾结
倭寇危及
统治 

人民不得擅
自出海与外
国互市，对
外贸易只在
官方主持下
进行 

（1）从暂时、局
部来看：在一定程
度上也抵制了西方
殖民侵略； 
（2）从长远、全
局来看：妨碍海外
市场的开拓，抑制
资本的原始积累，
阻碍资本主义萌芽
的成长；导致中国
落伍于世界。 

清
代
闭
关
锁
国 

对付东南
沿海的抗
清斗争 

厉行海禁，
禁止官民私
自出海，又
将沿海居民
内迁数十里 



（2012·海南单科卷·26）（12分）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回答问题。 
材料一   明朝初年，曾与朱元璋争夺政权的张士诚、方国珍之余部，入海为盗，且“每诱岛倭入掠”

《皇明祖训》记朱元璋认为，日本、安南（今越南）、暹罗（今泰国）等15国，“限山隔水，僻在
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朝廷“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禁海民私通海外
诸国”。 ——摘编自李金明《明代海外贸易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明初实行海禁政策的背景。（4分） 

背景：明廷敌对势力残余利用大海继续对抗 ；倭寇侵扰；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统治者
（朱元璋）对海外诸国的轻视。（4分） 

考向跟踪 

材料二   实行海禁，滨海人民被“断其生路”，“于是所在连结为乱，溃裂以出”。嘉靖年间
（1522～1566年），东南沿海一带出现颇有实力的海寇、海商集团，走私贸易兴盛，“海禁愈严，
贼伙愈盛”。有识之士认识到“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隆庆年间（1567～1572
年），因福建巡抚涂泽民之请，明廷“准贩东西二洋”。福建漳州月港兴起，“农贾杂半，走洋如
适市”“闽人以其地近，且饶富”，商贩或移居于吕宋（今菲律宾）者甚众。学者估计，隆庆开禁
后输入中国的白银至少1亿两左右，促成了税收等政策的改变。 

                                                ——摘编自晁中辰《明代海禁与海外贸易》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明中后期海禁政策调整的原因及其影响。（8分） 

 

 
原因：敌对势力消亡； 影响沿海百姓生计；严禁政策已不合时宜。 
影响：开禁促成 了海上贸易发展；有利于沿海百姓的生计，海外移民；加速白银内
流，促成制度变革。（8分） 



福建士绅蓝鼎元道:“南洋未禁之先，闽广家给人足。游手无赖，亦为欲
富所驱，尽入番岛，鲜有在家饥寒，窃劫为非之患。既禁之后，百货不
通，民生日蹙。……沿海居民，富者贫，穷者困。”据此可知（  ） 
A．海禁政策阻碍中西经济交流          B．海禁不利于资本主义萌芽
发展 
C．海禁导致沿海民生凋敝                  D．海禁带来了中国的贫
穷落后 

“海禁”与闭关锁国政策的实施 

C 

嘉靖年间(1522—1566年)实行“海禁”，滨海人民被“断其生路”，
“于是所在连结为乱”。有识之士发现“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
转而为寇”。材料主要说明“海禁”政策（  ） 
  A．有一定的合理性                                    B．影响
了沿海百姓生计 
  C．妨碍了外贸发展                                    D．激化
了民间经济纠纷 

B 



顺治十八年，湖广道御史李之芳上疏说：“山贼、海寇何代无之？但当制驭
有方，使民获宁宇，未关堂堂天朝迁民避贼也。”“海民一旦迁之，鸿雁兴
嗟，室家靡定。或浮海而遁，去此归彼，是以民予敌。”李之芳的上疏（  ） 
A．针对当时明朝政府推行的海禁政策 B．是对政府厉行海禁政策的积极响
应 
C．认识到海禁是一种消极的防御政策 D．表明当时大多数官员反对海禁政
策 

C 

福建抗倭的名将谭纶（1520-1577）说：“闽人滨海而居，非往来海中则不
得食，自通番禁严，而附近海洋渔贩，一切不通，故民贫而盗愈起。”这
表明谭纶主张（   ）   
  A. 清除侨寇残余势力    B. 开放海禁政策   
  C. 对福建人剿抚并重    D. 采取富民政策 B 
康熙二十三年平定台湾后，即开放海禁，翌年设立江(上海)、浙(宁波)、闽
(漳州)、粤(广州)四海关。乾隆二十二年起清廷实行“独口通商”政策，将
国内与西洋各国的贸易集中于粤海关一口。据此可知，清朝（  ） 
  A．康熙时期放弃了“海禁”政策            B．“海禁”政策一度有所
放松 
  C．政府一直厉行“海禁”政策                D．乾隆时期积极开放对
外贸易 

B 



1、明朝: 海禁 松弛 海禁 开禁 

洪武时：
严禁与
外洋番
人贸易 

洪武后：严
禁与渐松弛，
郑和下西洋
为高潮 

嘉靖时：厉
行海禁，防
倭寇之患 

万历时：始
开海禁，允
许海外贸易 

2、清朝 海禁 设关 闭关 

清初：隔离抗
清武装，内迁
沿海居民 

台湾统一：
始设四海关
通商贸易 

乾陵中期：实
行闭关，仅留
广州通商 

明清“海禁”与“闭关锁国” 



据某学者统计，明代从洪武到嘉靖200年间主要实行“海禁”，隆庆、万
历以后部分“开禁”，“海禁”时间是“开禁”的3倍；清代前期196年，
39年“闭关”，157年基本开放，其中1757—1840年实行广州一口通商的
“半闭关”。明清时期的“海禁”和“闭关”（  ） 
A．扼杀了对外贸易推动经济进步的可能性  B．旨在保护民族经济的发展 
C．推动了国内各地区长途贩运贸易的兴起  D．反映出经济状况逐渐恶化 

A 

某学者认为，清代朝廷屡施“海禁”，即使允许海外通商，也把它当作
“朝贡贸易”或是“恩及夷邦”的皇威体现。官方控制的外贸只是被动的
待客上门交换，非官方的私人贸易成为“非法”的走私行为或限量限品种
的有限交易。这反映出，清代“海禁”（   ） 
A．适应了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                B．旨在维护国内正常的
商业贸易 
C．以稳定农业为根本的出发点                D．迟滞了中国向近代社
会的转型 

D 

“海禁”与闭关锁国政策的影响 



比较“重农抑商”政策和“海禁”政策

“海禁”政策 “重农抑商”政策 比较项 

有一定的自卫作用，但不利于
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使中国
长期与世界隔绝，限制了中国
与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使中
国逐渐落后于世界潮流 

前期对古代农业的发展有
利，后来阻碍了生产力的
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成
长 

不同点 

阻碍了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相同点 

影
响 

禁止国人出海贸易，严格限制
外商来华贸易 

严格控制国内市场和商业
活动 

不同点 

压制商品经济的发展 相同点 
内
容 

防御外来殖民势力，维护封建
体制 

压制商人势力，维护封建
统治基础，发展地主经济 

不同点 

维护封建统治 相同点 
目
的 

明清时期 
战国时期开始实行，贯穿
整个封建社会 

实施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