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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古代中国的经济政策 

【课程标准】 

了解“重农抑商”“海禁”等政策，理解重农抑商和“海禁”政策的影响； 

【重难点突破】 

1、“重农抑商”“海禁”政策：投影材料引导学生了解其概况，分析其出现原

因。 

2、重农抑商和“海禁”政策的影响：投影材料引导学生分析不同时期的重农

抑商政策、海禁政策的影响 

【教学目标（核心素养的落实）】 

1、唯物史观、时空观：以“重农抑商”政策为例，分析不同时期生产力水平

的不同导致它对社会的不同影响，培养把历史事件放到特定背景下去分析的

习惯和辩证思维能力。 

2、史料实证：在借助教材和补充的文史资料分析重农抑商、海禁政策的过程

中，培养学生提炼材料有效信息，并进行概括的能力。 

3、历史解释：在教学中强化对重农抑商、海禁、闭关锁国、资本主义萌芽等

历史概念的解释，加深学生对历史专有名词和术语等概念的理解。 

【教学过程设计】 

一、导入：投影漫画，引导学生思考为什么人们会歧视经商的行为？由此导

入新课。 

二、重农抑商政策 

引导学生阅读教材和补充材料，分析历朝统治者实行重农抑商政策的原因

（目的）是什么？你觉得其有没有合理性，我们应该如何评价这一政策？ 

【合作探究】重农抑商 

材料一    (雍正帝说)„„朕观四民（指士，农，工，商）之业，士之

外，农为最贵。凡士工商贾，皆赖食于农，故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

末也。今若于器用服玩，争尚华巧，必将多用工匠。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

即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 

材料二   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者(想

要的)，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指流通)，盖皆本也。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 

（1）材料一的观点是什么？理由有哪些？ 

重农抑商；理由：农业为四民提供粮食，是本业；工商业不能生产粮食；工

商业与农业争劳力 ； 

（2）材料二的观点是什么？ 

工商皆本 

【思维拓展】汉代的“惠商”政策 

材料：在西汉中前期，出现了“用贫求富”的热潮。求富最有效的途径

是经商。经商也有经商的学问，商人们把“求利”看做是人生的主要追求目

标，有“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说法。为了求利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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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的经验，有“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

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还有“以末致财，用本守之”等。    

——以上材料摘编自张传玺《简明中国古代史》  

据材料，概括西汉中前期的“求富”观念。 

观念：利润是商人的主要追求目标；经商是实现富裕的最有效途径；购买土

地可以更好地保存财富。 

认识：抑商是基本的经济政策；惠商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阶段性政策；在某些

时期同时存在抑商政策和惠商政策。 

【知识梳理】重农抑商政策 

（1）概念：是指强调发展农耕，限制甚至打击工商业（手工业和商业）。 

（2）目的：保护农业生产和小农经济；巩固封建统治（根本目的）。 

（3）形成和发展： 

1.战国时期，秦国的商鞅变法首倡“重农抑商”政策。 

2.后来的历代封建王朝，都继承并发展重农抑商政策。 

3.明末清初，黄宗羲等思想家反对“重农抑商”，主张“工商皆本”。但

统治者仍然实行重农抑商政策。 

（4）影响（或评价）： 

1.积极：重农抑商政策的实施，保护了农业生产和小农经济；在一定程

度上抑制了富商大贾的势力；有利于稳定社会、巩固封建统治、维护国家统

一等。 

2.消极：阻碍了工商业的发展，使社会经济的活力受到压抑，是造成明

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海禁”与“闭关锁国”政策  （西欧各国从 15 世纪起，纷纷采取重商

主义政策） 

    引导学生阅读教材和补充材料分析，海禁政策的含义、原因和影响。 

【合作探究】海禁”政策的原因 

材料一   以倭寇仍不稍敛足迹，又下令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             

——《明太祖实录》 

材料二  自今以后，各该督抚镇，„„严禁商民船只私自出海，有将一切粮

食货物等项，与逆贼(指郑成功等抗清势力) 贸易者， „„不论官民，俱行

奏闻正法，货物入官。  ——《清世祖实录》卷 

材料三  乾隆皇帝在给英王乔治二世的信中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

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丝帛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

之物，是以加恩体恤。” 

依据材料概括“海禁”政策的原因？根本原因是什么？ 

原因：倭寇的侵扰；对付东南沿海的抗清斗争；中国的虚骄自大； 

根本原因：自然经济的存在 

【知识梳理】海禁政策 

（1）含义：是指明清王朝禁止中国人赴海外经商和限制外国商人到中国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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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的政策。 

（2）概况 

A、明朝：“朝贡”贸易体制；朱元璋“通番禁令” 

B、清朝：顺治帝颁布的“海禁令”“迁海令” 

C、明清：曾实行短暂的具有官方垄断性质的对外开放（江浙闵三海关——广

州一口贸易） 

（3）影响： 

有利——在一定时期内对西方殖民主义的侵略有一定的自卫作用。 

危害——妨碍了海外市场的开拓，抑制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使中国资本主

义萌芽发展缓慢；造成中国与世隔绝。 

三、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的原因？ 

1、政治：君主专制制度、重农抑商、海禁政策； 

2、资金：重农抑商政策使商业资金流向土地（影响了工商业扩大再生产；） 

3、劳动力：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 

4、技术：文化专制（文字狱、八股取士），缺少技术人才、技术革新 

5、国内市场：农民极端贫困，购买力低，国内市场狭小； 

6、国际市场：闭关锁国政策阻碍了国际市场的扩大； 

腐朽的封建制度严重阻碍着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根本） 

 

【板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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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练习] 

( C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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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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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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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 ）4、清人黄遵宪在《蚕客篇》中写道：“国初海禁严，立意比驱鳄。

借端累无辜，此事实大错。” 以下对此诗提到的“国初”之政策所作的分析

不正确的是 

A．直接原因是为了对付东南沿海的抗清斗争 

B．实施该政策后与外国完全断绝往来 

C．其根源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 

D．是重农抑商政策在特定时期特定领域的体现 

（  B ）5、“康熙初年，闽、浙、粤三省沿海郡县，迁民内居，筑界墙、严

海禁，洋舶自此不得入。”这是因为康熙帝认为 

①天朝大国物产丰盈，无需于外国进行贸易     ②倭寇会掠夺沿海地区 

③东南沿海的抗清力量会危及统治             ④可防范英国猖獗的鸦

片走私 

A．①②            B．①③            C．②③         D．②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