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 关 秦朝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 

1．（2019·新课标全国Ⅱ卷·24）战国后期，秦国建造了一批大型水利工程，如郑国渠、都江堰等，一些至今仍在 
发挥作用。这些工程能够在秦国完成，主要是因为 
A．公田制度逐渐完善  B．铁制生产工具普及    C．交通运输网络通畅      D．国家组织能力强大 
2．(2017·北京卷·12)2016 年，在北京市通州区发掘出汉代渔阳郡路县城址和 800余座战国至汉代墓葬，出土了 
钱币及大量陶屋、陶仓等随葬品。这些考古发现，有助于研究:①秦汉时期郡县的设置状况  ②本区域古代农业发展 
状况③汉代手工业和商业发展情况  ④大运河对本区域交通的影响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②③④        D．①③④ 
3．（2015·江苏单科·2）据秦琅邪石刻，皇帝之土，西涉流沙，东有东海。但西汉学者编写的《淮南子》等书说 
颛顼帝即已“西济于流沙”，大禹“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更有“纣之地，左东海，右流沙”。上述差异最能 
说明  A．《淮南子》等书以传说贬抑秦始皇     B．年代久远导致历史记述莫衷一是 
     C．历史材料的运用首先要辨别真伪       D．石刻与文献形成证据链印证历史 
4.（2015·海南单科·2）《三国志》称秦始皇“罢侯置守，设官分职，不与古同”。这是指秦朝实行了 

A．郡县制       B．分封制       C．井田制       D．宗法制 
5.（2013·北京文综·12）四川省博物馆藏有一块文字残缺的《九域守令图》石碑，其中一段碑文是：“至于□国，

天下分而为七。□并四海，变易古制，始为□县，更□、□分裂，至□灭陈，天下方合为一。”“□”处缺失的文
字应该是 
A．周        B．秦        C．汉        D．唐 
6．（2012·海南单科·3）秦灭六国后，秦王赢政兼采古史及传说中的“三皇”、“五帝”之名而称“皇帝”，

其首要目的是 
A．宣扬托古改制   B．承袭华夏传统   C．突出个人功业   D．标榜君权神授 

7.（2011·海南单科·1）秦统一后，“废封建，立郡县”，确立专制集权制度，但皇帝之子、弟封王，一直延续到
明清。“分王子弟，以为屏藩”，是历代分封子弟的主要理由。血缘分封长期存在说明 
A．分封制有利于政权长期稳定         B．血缘分封是中央集权的基础 
C．分王子弟是皇权的一种体现         D．周代制度受到历代政权推崇 

8．（2010·安徽文综·14）柳宗元认为，秦末农民起义“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西汉七国之乱“有叛国而
无叛郡”，“秦制之得亦明矣”。下列哪种说法最符合材料原意 
A．郡县制与秦末农民战争没有关系     B．七国之乱因汉初分封而爆发 
C．郡县制有利于中央集权统治         D．郡县制取代分封制是历史的必然 

9．（2010·辽宁、湖南、宁夏文综·25）柳宗元在《封建论》中评价秦始皇废封建、行郡县说：“其为制，公之大者
也„„公天下之端自始皇。”郡县制为“公天下”之开端，主要体现在 

A．百姓不再是封君的属民 B．更有利于皇帝集权 C．制度法令的统一   D．依据才干政绩任免官吏 

 

 

 

 

 

1-5 DACAB 6-9 CCC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