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3讲 古代商业的发展 

课程标准：    
     概述古代中国商业发展的概貌，了解古代中
国商业发展的特点。  



一、古代商业历朝发展概况： 

本课框架 

二、商业活动场所—‚市‛的变迁和城市的发展 

（1）宋前后‚市‛的变迁 

（2）城市的发展 

三、国内商业活动的外延——对外贸易 
 
四、商业活动的媒介——货币发展 



时
期 

                                  古代商业发展的概况 

货币 商业的发展  “市”的变迁          对外贸易的繁荣 

先 

秦 

秦 

汉 

隋 

唐 

宋 

元 

明 

清 

商：贝  
周：骨贝铜贝  

秦；圆形方孔
钱（秦半两）
西汉：五铢钱 

开元通宝 

北宋：出现纸
币交子；元：
纸币盛行 

明：白银成
为主要流通
货币 

原始社会出现物物交换，商
朝善于经商（商人）周朝商
业垄断；春秋战国打破垄断 

国家统一促进商业发展； 

重农抑商政策，商业发展
艰难(受时间、地点限制)                          
①大运河的开通，出现闻名中
外的大都会②海陆丝绸之路繁
荣③农村集市贸易发展；柜坊
飞钱发展，商业仍受限 

①海外商运发展迅速,中国商品远
销海外。经商不受时间和地点限
制，边境贸易、国内贸易、海外
贸易发达② 经济重心的南移完成 

农产品大量进入市场；区域
间长途贩运贸易发展较快；
出现会馆和商帮： 

    

城市出现‚市井‛
商业区 

秦：明码标价；
汉：专门管理
机构长安九市 

①南北朝草市形成，
②唐代草市成为地方
商业中心，夜市繁荣， 

   

     市突破时空限制和市
坊界限；商业活动不
再受官吏直接监管；
草市设施完备 

商业市镇经济
繁荣 

西汉开通丝绸之路，中
外贸易逐渐发展起来 

唐朝广州成为重要外贸
港口，政府设市舶使专
门管理对贸 

海外贸易税收成为南宋国
库重要财源；元朝泉州成
为当时世界第一大港 

朝贡贸易盛行，对外贸易
逐渐萎缩，广州十三行统
一经营管理外贸易 



一、货币的发展演变 
（2007海南）在殷墟贵族墓葬中发现
了许多随葬的贝壳，甲骨文中也有如
图1所示的带‚贝‛的文字。这说明 

A．贝用于占卜   B．贝用于祭祀  
C．贝是装饰品   D．贝是货币 

〖商朝的货币〗 

【答案】D 

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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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
汉 

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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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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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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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社会：天然贝
类商：贝  
周：骨贝铜贝  

秦；圆形方孔钱
（秦半两） 

西汉：五铢钱 

开元通宝 

北宋：出现纸币交
子；南宋白银作为
货币使用增多； 

元：纸币盛行 

明：白银成为主要
流通货币 

〖战国货币流通〗 

【答案】A 

（2011北京）在北京曾经发现一处战国时期的遗址，从
中出土了燕、韩、赵、魏等国铸币3876枚。辽宁、吉林
和内蒙古等地也有燕国货币出土。根据以上信息可以得
出的正确认识有 
①燕国与北方游牧地区有贸易往来  
②各诸侯国的货币可以相互流通 
③诸侯国之间商业贸易往来频繁   
④燕国都城是战国时期唯一的商业中心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①③④ D．①②④ 

 〖知识点解读〗各诸侯国的货币可以同时并存、相互流通；货
币的流通是基于诸侯国之间商业贸易往来频繁这一前提下的；
战国时期出现了多个商业中心，如赵国的邯郸、齐国的临淄等。 



 货币的发展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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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社会：天然贝
类商：贝  
周：骨贝铜贝  

秦；圆形方孔钱
（秦半两） 

西汉：五铢钱 

开元通宝 

北宋：出现纸币交
子；南宋白银作为
货币使用增多； 

元：纸币盛行 

明：白银成为主要
流通货币 

【答案】A 

 〖知识点解读〗五铢钱是中国古铜币名。钱上有‚五
铢‛二篆字，故名。西汉时期的五铢钱，枚重五铢，
形制规整，重量标准，铸造精良。 
   原因：秦朝灭亡后，西汉初期仍使用秦制半两钱，
由于允许民间私铸，钱制较乱，以致出现重仅一克的
荚钱，导致货币失衡，给当时的经济造成一度的混乱。 
   影响：五铢钱是秦汉货币史上的一大转折，实现了
中央对货币铸造权的集中统一，利于加强中央集权。 

〖汉武帝铸造五铢钱〗 
（2017江苏）公元前113年，汉武帝下令禁止郡国和民
间私铸钱币，指定专门官吏负责铸造五铢钱，作为法
定货币。这一举措 
A．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    B．首次实现了国家统一 
C．加重了百姓赋税负担    D．空前强化了君主专制 



 货币的发展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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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社会：天然贝
类商：贝  
周：骨贝铜贝  

秦；圆形方孔钱
（秦半两） 

西汉：五铢钱 

开元通宝 

北宋：出现纸币交
子；南宋白银作为
货币使用增多； 

元：纸币盛行 

明：白银成为主要
流通货币 

【答案】D 

〖唐代柜坊和飞钱〗 
   唐代柜坊又称僦柜、寄附铺、质库、质舍等，所藏物
品主要是钱帛、粟麦、钱，一部分是柜坊自备的资金，
一部分是别人的存款。南宋《武林旧事·游手》把柜坊
放在赌局、诈骗、盗窃等‚游手奸黠‛一类中，官府常
加取缔。据此可知，柜坊(  ) 
   A．弊大于利        B．不利于经济发展  
   C．搞活了民间资本    D．具有多重属性 
   唐朝后期出现了‚食券‛和‚飞钱‛。府兵可在家乡
用粮食交换食券，然后在服役地区用它买食物。‚飞钱‛
亦称‚便换‛‚便钱‛，商人在京城购买政府发放的凭
证，把它们递交给各地方财政部门时，就可以拿到相等
数额的钱。这些现象反映了当时（    ）  
   A.具有交易凭证功能的纸币产生  
   B.政府的重农抑商政策有所松动  
   C.经济的发展催生新的金融业务  
   D.商人的社会地位有了显著提高 
 
 

柜坊飞钱（不是货币） 

【答案】C 

 【知识点解读】唐代专营钱币和贵重物品存放与借贷的
机构称为柜坊,飞钱是中国历史上的一种汇票，既不会‚
飞‛,也不是‚钱‛，实质只是一种汇兑业务，不介入流
通，不行使货币职能。 



 货币的发展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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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社会：天然贝
类商：贝  
周：骨贝铜贝  

秦；圆形方孔钱
（秦半两） 

西汉：五铢钱 

开元通宝 

北宋：出现纸币交
子；南宋白银作为
货币使用增多； 

元：纸币盛行 

明：白银成为主要
流通货币 

〖宋代货币〗 
（2013重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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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全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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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天津）右图是北宋纸币铜版拓片，其上文字为：
‚除四川外，许于诸路州县公私从便……流转行使。‛这
一铜版(  ) 
①证实了宋代纸币的发行 ②反映了宋代的印刷技术 
③是纸币交子的文物材料 ④是商品经济发展的见证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①③④  D．②③④ 
 
 
 
 

柜坊飞钱（不是货币） 

【答案】D 

【答案】A 

【答案】B 



 货币的发展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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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社会：天然贝
类商：贝  
周：骨贝铜贝  

秦；圆形方孔钱
（秦半两） 

西汉：五铢钱 

开元通宝 

北宋：出现纸币交
子；南宋白银作为
货币使用增多； 

元：纸币盛行 

明：白银成为主要
流通货币 

柜坊飞钱（不是货币） 

 〖概念解读〗拓片，指将碑文石刻、青铜器等文物的形
状及其上面的文字、图案拓下来的纸片，是我国一项古
老的传统技艺，是使用宣纸和墨汁，将碑文、器皿上的
文字或图案，清晰地拷贝出来的一种技能。 

  〖知识点解读〗 北宋时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当时通用的铁钱携带极不方便，于是商人们发行一种类
似存款收据的‚交子‛，代替铁钱流通使用，这种‚交
子‛是世界上最早的信用货币。宋仁宗时‚交子‛收归
官办。由政府发行，交子就成了国家发行的纸币。 
 ‚交子‛便利了商业活动的进行，促进了商业的繁荣。 

  注意：纸币在北宋称交子，南宋称会子，元代称为钞。
交子是先由四川商人们自由发行，后宋仁宗时才收归官
办的。纸币的出现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生，
同时与造纸和印刷技术的进步也有关系。 



 货币的发展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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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社会：天然贝
类商：贝  
周：骨贝铜贝  

秦；圆形方孔钱
（秦半两） 

西汉：五铢钱 

开元通宝 

北宋：出现纸币交
子；南宋白银作为
货币使用增多； 

元：纸币盛行 

明：白银成为主要
流通货币 

柜坊飞钱（不是货币） 

                〖明清白银流通〗 
   明隆庆元年（1567年）明穆宗颁令‚凡买卖货物，值
银—钱以上者，银钱兼收。‛这反映了（  ）  
A.白银成为主要流通货币 B.抑商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  
C.白银取得合法货币地位 D.重农抑商并没有得到实施 

  《晚明大变局》一书提到:‚近来人们常说‘晚清大变
局’，殊不知晚明也有大变局—— 它不是中国内部悄悄
发生的，而是有世界背景的。‛，这里的‚晚明大变局‛
主要表现在 （   ） 
A．坊市制度逐渐趋向瓦解 B．白银成为主要流通货币 
C．重农抑商政策不断强化 D．重农抑商政策有所松动 

【答案】C 

【答案】B 

 【知识点解读】明清时期，区域间长途贸易发展，铜钱
的币值较小，不便携带。一条鞭法实施后，赋税和粮饷
统一使用白银，而欧洲从美洲掠夺来的白银通过海上贸
易不断流入中国，使中国选用白银做流通货币成为可能。 



二、商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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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社会出现物物交换，商
朝善于经商（商人）周朝商
业垄断；春秋战国打破垄断 

国家统一促进商业发展； 

重农抑商政策，商业发展艰
难(受时间、地点限制)                          
①大运河的开通，出现闻名中
外的大都会②海陆丝绸之路繁
荣③农村集市贸易发展；柜坊
飞钱发展，商业仍受限 

①海外商运发展迅速,中国商品远
销海外。经商不受时间和地点限
制，边境贸易、国内贸易、海外
贸易发达② 经济重心的南移完成 
农产品大量进入市场；区域间长
途贩运贸易发展较快；出现会馆
和商帮； 

    

〖秦朝商业〗 
据记载，秦在统一后将原六国的许多大工商业者
迁徙到边远地区，但这些人凭借其技术、经营手
段和财力又很快在当地发展起来。这说明当时 
A．区域间长途贸易较为发达 
B．私营工商业仍有发展空间 
C．重农抑商政策的力度有限 
D．秦朝尚未控制住全国局势 

【答案】B 

〖西汉前期经济恢复〗 
（2017全国）《史记》记载，西汉时期，从事农
牧业、采矿业、手工业和商业的人，通过自己的
努力和智慧而致富，‚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
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这反映了当时 
A．政府实行重农抑商        
B．朝廷注重提高工商业者地位 
C．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      
D．地方豪强地主控制了郡县 

【答案】C 



 商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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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社会出现物物交换，商
朝善于经商（商人）周朝商
业垄断；春秋战国打破垄断 

国家统一促进商业发展； 

重农抑商政策，商业发展艰
难(受时间、地点限制)                          
①大运河的开通，出现闻名中
外的大都会②海陆丝绸之路繁
荣③农村集市贸易发展；柜坊
飞钱发展，商业仍受限 

①海外商运发展迅速,中国商品远
销海外。经商不受时间和地点限
制，边境贸易、国内贸易、海外
贸易发达② 经济重心的南移完成 
农产品大量进入市场；区域间长
途贩运贸易发展较快；出现会馆
和商帮； 

    

〖唐代商业发展〗 
（2014海南）文献与考古表明，唐代中后
期，‚波斯锦‛‚胡锦‛‚番锦‛通过丝
绸之路，不断输入中国，内地也生产‚胡
式锦‛。这表明(  ) 
A．外来文化改变了唐代的社会生活      
B．唐代中后期手工业趋于衰落 
C．外来的丝织技术超过了唐朝          
D．中外文化交流互动日益深入 

【答案】D 



                陆上丝绸之路 

1.发展历程：西汉张骞开通，唐朝全
盛，唐朝以后丝路衰落（格局、战乱、
海路等因素影响）。 
2.范围：中国与中亚、南亚、西亚以
及欧洲、北非。 
3.人员往来：大食、波斯和天竺等国
的商贾、僧侣、使节等。 
4.文明交流：中国向西方输送丝绸、
纸张、瓷器、特有的工艺技术与思想文
化。西方向中国输送物品以及音乐、舞
蹈、绘画、雕塑、建筑艺术、天文、历
算、医药、宗教信仰以及西域的葡萄、
石榴、良马等物种。 
5.意义：中国文化以亚洲诸国为中介，
与世界文化进行交流融合。 

       海上丝绸之路 

1.名称的由来：由于贸易商品以香料、

丝织品和瓷器为大宗，当代中外学者把

宋代的海上商路称为‚海上丝绸之路‛

或‚香料之路‛。 

2.路线：以中国泉州为起点，可通往日

本、高丽、东南亚主要国家、印度、波

斯、阿拉伯乃至非洲。 

3.影响：大量出口丝绸、瓷器、茶叶，

把高产农作物玉米、番薯等引进中国，

不仅使宋朝政府获得了巨额的财政收入；

也给通商各国的文明进程增添了活力，

促进了中华文明的外传。 

 



 商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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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社会出现物物交换，商
朝善于经商（商人）周朝商
业垄断；春秋战国打破垄断 

国家统一促进商业发展； 

重农抑商政策，商业发展艰
难(受时间、地点限制)                          
①大运河的开通，出现闻名中
外的大都会②海陆丝绸之路繁
荣③农村集市贸易发展；柜坊
飞钱发展，商业仍受限 

①海外商运发展迅速,中国商品远
销海外。经商不受时间和地点限
制，边境贸易、国内贸易、海外
贸易发达② 经济重心的南移完成 
农产品大量进入市场；区域间长
途贩运贸易发展较快；出现会馆
和商帮； 

    

〖宋代商业税收〗 

（2015安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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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A 

（2013海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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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A 

 〖易错点解读〗唐朝赋税以实物赋税和货币赋税
为主。北宋政府对商税征收非常重视；南宋时期，
以货币赋税为主，货币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媒介，
这种表面赋税形式的变化，实则反映了宋代商品经
济的发展。 



 商业的发展 

先
秦 

秦
汉 

隋
唐 

宋
元 

明
清 

原始社会出现物物交换，商
朝善于经商（商人）周朝商
业垄断；春秋战国打破垄断 

国家统一促进商业发展； 

重农抑商政策，商业发展艰
难(受时间、地点限制)                          
①大运河的开通，出现闻名中
外的大都会②海陆丝绸之路繁
荣③农村集市贸易发展；柜坊
飞钱发展，商业仍受限 

①海外商运发展迅速,中国商品远
销海外。经商不受时间和地点限
制，边境贸易、国内贸易、海外
贸易发达② 经济重心的南移完成 
农产品大量进入市场；区域间长
途贩运贸易发展较快；出现会馆
和商帮； 

    

〖农产品商品化〗 
 
（2017海南）明清时期，在江南、华南的
一些地区，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扩大，传
统的粮食生产比重降低。这一现象表明，
明清时期上述地区 
  A．农业生产出现衰退       
  B．人口变动导致粮食需求减少 
  C．普通农户收益锐减       
  D．农产品商品化趋势明显 

【答案】D 



〖区域长途贸易〗 
（2015全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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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全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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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全国）明中后期，大运河流经的东昌府是山东最重要的棉花产区
，所产棉花多由江淮商人坐地收揽，沿运河运至江南，而后返销棉布。
这一现象产生的主要因素是(  ) 
    A．交通方式的变革       B．土地制度的调整 
    C．货币制度的改变       D．地区经济的差异 
 
 

【答案】B 

【答案】D 

【答案】D 



〖对点例解：会馆〗 

扬州古老的东关街剪刀巷2～6号北端墙角嵌着‚山陕会馆地基
北墙界址‛碑刻，是山西、陕西盐商商帮在扬州设置会所的有
力见证。对此碑刻解读最有可能不符合史实的是（  ）  
  A．该碑刻反应出区域之间的商贸联系   
  B．会馆是功能完善的地方性商业中心  
  C．会馆为旅居异地的乡谊商人所组建   
  D．会馆为地域性商人活动的重要场所 

B 

  【知识点解读】明清时期的会馆是由同乡或同业组成的封建性团体，早期时
期的会馆以地域关系作为基础，是一种同乡组织，与工商业者绝少关系。明中
叶以后会馆制度开始从单纯的同乡组织向工商业组织发展．明代后期工商性质
的会馆虽占很大比重，但仍保持着浓厚的地域观念，是同乡行帮会馆．即使到
了清代后期，突破地域界限的行业性会馆仍然只是相当个别的。此时出现的一
些超地域的行业组织，大多以同业公会的面目出现． 



〖地域性商人群体〗 

    有利的环境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进而促进了专业分工，全国内形成了专门化的
商品生产、运输、销售基地，商品交换的市场范围扩大，远途贸易增多，促进了商业
网络的形成......囿于商品运输及信息传递还不便宜，而产业分工需要在有效的市场
半径中进行合作......为获取最大的净利润，商人需要最大程度地知晓经济信息，计
算支出成本与总利润，权衡买卖得失，理性决定经济活动。 
                             ——乔亦婷《从亲缘、地缘、业缘角度论古今商帮》 

据材料分析，哪些因素导致明清之际出现地域性的商人群体。 

农业的不断发展 

剩余农产品出售 

农产品商品化 

经济作物的大规
模种植 

专业分工的加强 专业市镇的出现 

商业经营方式的转变 商人对更多利润的追求 



〖地域性商人群体〗 

    有利的环境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进而促进了专业分工，全国内形成了专门化的
商品生产、运输、销售基地，商品交换的市场范围扩大，远途贸易增多，促进了商业
网络的形成......囿于商品运输及信息传递还不便宜，而产业分工需要在有效的市场
半径中进行合作......为获取最大的净利润，商人需要最大程度地知晓经济信息，计
算支出成本与总利润，权衡买卖得失，理性决定经济活动。 
                             ——乔亦婷《从亲缘、地缘、业缘角度论古今商帮》 

 〖知识点解读〗 明清时期，农产
品大量进入市场；由于商业竞争加
剧，区域商人群体形成。实力最强
的如徽州（新安）—徽商、山西
（山右）—晋商等。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阶
段 

徽
商 

经营盐业
致富 

经营茶叶、
木材、粮食 

典当、走出
国门 

晋
商 

经营盐业
致富 

经营丝绸、
铁器、茶叶、
棉花、木材 

票号、走出
国门 



1)具有地域性：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 
2)诚信真善、义利并举、深受儒家文化影响。 
3)具有开拓性，积极创新，努力进取。 
4)具有阶段性，主要兴盛于明清时期。 
5)具有时代局限性，明清商帮根植于自然经济，无法发展为近代商业。 
 

明清商帮 

商帮的含义: 商帮是地域性的商人集团，以血缘、乡谊为纽带，深受儒家义利观的 
影响，积极拓展市场。 

商帮的特点: 

（2016北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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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A 



中国古代商业的特点 
(1)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和不平衡性。 
(2)抑商政策,商人社会地位低下,商
业发展历程艰难曲折。 
(3)受制于农业的发展。 
(4)政府对商业的控制逐渐减弱。 
(5)城市的经济职能逐步增强。 

 知识点小结 

古代商业发展的影响 

1.明清时期，江南城镇附近农户不事农
耕，‚尽逐绫绸之利‛，渐成风尚，城
镇中‚络纬机杼之声通宵彻夜‛。这反
映出当时江南地区（  ）   
 A. 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   
 B. 家庭手工业注重面向市场   
 C. 世俗拜金主义之风盛行   
 D. 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迅速 

B 

2.乾隆《吴江县志》载明末周灿诗：‚水乡成一
市，罗绮走中原。尚利民风薄，多金商贾尊。人
家勤织作，机杼彻黄昏。‛诗中‚人家‛‚机杼
彻黄昏‛是因为(  )   
A．水上集市不受时空限制       
B．家庭纺织工勤奋‚走中原‛   
C．重农抑商政策发生变化       
D．尊富崇利意识蔚然成风尚 

D 

3.（2019江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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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1）推动了农业、手工业和城市的
发展； 
（2）促进了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
对自然经济起了破坏作用，同时也是
对传统的重农抑商观念的挑战 
（3）使市民的生活观念、价值观念
发生了变化。 



中国古代商业的特点 
(1)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和不平衡性。 
(2)抑商政策,商人社会地位低下,商
业发展历程艰难曲折。 
(3)受制于农业的发展。 
(4)政府对商业的控制逐渐减弱。 
(5)城市的经济职能逐步增强。 

 知识点小结 

古代商业发展的影响 

B 

 （1）推动了农业、手工业和城市的
发展； 
（2）促进了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
对自然经济起了破坏作用，同时也是
对传统的重农抑商观念的挑战 
（3）使市民的生活观念、价值观念
发生了变化。 

明朝‚商人之互相合作,共同经营之情形已屡
见不鲜，但始终无发展为股份公司、取得财团
法人地位之趋向‛……执商业资本之牛耳的徽
商、晋商,其汇兑业务的运转全赖个人操守及
道德观念，‚亦不能与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以民
法及公司法之作保障者相提并论‛。据此可证

实（   ）  
  A.明朝商业近代经济因子的缺失  
  B.明朝商业发展没有法律保障  
  C.传统儒家思想制约商业的发展  
  D.商业发展深受商人素质影响 

古代商业始终没有发展为现代商业的原因 

A 



三、市的发展和变迁 

先
秦 

秦
汉 

隋
唐 

宋
元 

明
清 

城市出现‚市井‛
商业区 

秦：明码标价；汉：专
门管理机构长安九市 

①南北朝草市形成，
②唐代草市成为地方
商业中心，夜市繁荣， 

     市突破时空限制和市
坊界限；商业活动不
再受官吏直接监管；
草市设施完备 

商业市镇经济繁荣 

‚市,买卖之所也‛。——《说文》 

‚城，郭也，都邑之地，筑此以资保障者也‛。 
                                     ——《礼记》 
‚城，所以盛民也‛。——《说文》 

   古代的‚城‛是统治者居住的地方，是政

治中心，军事重镇； 

古代的‚市‛则是货物聚集和商品交易的场所 

1.城市的由来： 

2.城市的发展： 

在汉语中‚城市‛是‚城‛与‚市‛的结合。在中国的
历史上，‚城‛与‚市‛的关系经历了5个演变阶段：有
城无市，城中有市，城区即市区，城在市中和有市无城。
其贯穿历史演变的原因主要是(  )   
A.古代中央集权制度的发展   
B.坊市制度废除   
C.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与繁荣   
D.工业革命推动 

C 



 说明：北宋时期，商品经济得到较
大发展，城市商业活动、市民文化
流行，出现了娱乐的瓦肆、商业区
等。 

北宋东京城平面示意图 唐长安城平面示意图 

比较唐朝和北宋都城示意图，你能得出

什么信息？并对此进行说明。 

【信息一】这两座城市的政府所在地都在城
市的中央,向南都有宽敞的大道与城外相连,
这种建筑格局反映了我国古代皇权至上、权
力集中的政治理念。 

【信息二】唐朝长安城格局规范整齐，
呈现棋盘状封闭式格局；而北宋东京
城市布局则不十分规范整齐，呈现开
放式格局。 

【信息三】唐朝坊与市分开，商业区固
定在特定区域，而北宋坊和市的界限
被打破。 

【信息四】唐朝长安城布局以政治、军
事因素为主，商业功能并不突出，而
北宋东京的商业、文化功能更突出。 



战
国 

商业城市开始兴起 

侧重政治军事功能 
汉
代 

长安和五都 
（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 

唐
代 

长安、洛阳最为繁荣，扬州、杭州、
湖州发达 

由政治开始转向经济 

宋
代 

汴京（开封）、临安 经济功能超过政治功能 

清
代 

苏州和四大名镇（汉口镇、佛山镇、
景德镇、朱仙镇） 

市镇经济兴起 

严格控制阶段： 
政治、军事功能
突出，受封建政
府的严格控制，
实行严格的坊市

分离制度。 

放松阶段： 
城市分布遍及南
北，经济功能突
出，坊市制度被

打破。 

古代城市的发展 

思考 ：唐宋以后为什么会在南方出现这些繁荣的大都会？ 

丝绸之路的开通、大运河的开凿、经济重心的逐渐南移以及南方经济的发展。 



◆“市”——商品交换的场所 ◆“坊”——城市里的居民住宅区 

历史概念：坊市制度 

古代‚市‛的基本形态 

(1)‚市‛是指城市中集中贸易的地点或场所，前期有时间和地域上的限

制，同时受到官吏的直接监管，这种情况到宋朝时发生改变。 

(2)‚草市‛主要是指在农村交通便利的地方自然形成的民间集市，打破

了‚市‛的地域限制。南北朝出现;唐朝发展;宋朝更加普遍 

(3)‚夜市‛打破了政府对‚市‛的时间限制。 

(4)‚晓市‛即早市，也打破了政府对‚市‛的时间限制。 

 



〖知识点解读〗草市 

天涯同此路，人语各殊方。 
草市迎江货，津桥税海商。 
     ——王建《汴路即事》 

六朝时开始形成；受行政管理； 

唐代逐渐演进为相对集中的地方商业中心 

宋代‚草市‛也更加普遍、已具有比较完
备的饮食服务设施、商业名镇。 

发展历程 

相对于官市而言，远离城镇、
交通便利、自然形成的民间集
市，在当时是不合法的市集。 

特点 

是对官办贸易的有益补充，
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古代商品
经济的发展。 

意义 

〖草市对城市的推动作用〗 

南宋前期的鄂州，因是江防重地，故城市
建筑规模不大。但由于商业发展的需要，
在城外发展起了南市。这个南市‚列肆如
栉‛，使鄂州成为一大都会。各地州县也
有类似鄂州的现象。这类现象的出现表明 
（   ） 
A．市场交易不受政府监管  
B．南宋政府推行抑商政策  
C．城市坊市制度逐渐瓦解  
D．草市发展助推城市繁荣 

D 



〖市的变迁和城市的发展〗 

（2017海南）‚唐初，兵之戍边者，大曰军，小曰守捉，曰城，曰镇‛，镇将只掌
防戍守御。宋代，诸镇‚置于管下火烟繁盛处，设监官，管火禁或兼酒税之事‛。
镇的功能变化反映了(  ) 
   A．商品经济的发展             B．坊市制度被逐渐打破 
   C．地方行政机构权力扩大       D．边患问题得到解决 
（2015北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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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安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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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A 

【答案】B 

【答案】A 



类型与
功能 

空间的
分布 

人口的
结构 

网络与
体系 

流动的
趋势 

水陆交通发达与开辟，新兴城

市大都以经济商业职能为主。 

商品经济发达的地区，

各级城市、市镇市场网

络体系逐渐形成。 

由北向南转移，南北呈现

明显差异；内部空间打破

坊市界限。 

经济商业服务性人口比重明

显加大；市民阶层初步形成。 

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

和集中的趋势加快。 

知识拓展：由唐入宋的城市变化 



中国古代某一时期‚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
有农业革命、商业革命、金融革命，还有
信息革命、能源革命。那时租佃关系日益
普遍……街市制取代坊市制，一批商业名
镇开始兴起，城市的经济文化职能显著增
强。‛这一时期是（  ）  
  A．秦汉时期    B．隋唐时期  
  C．两宋时期    D．明清时期 C 

【知识点解读】宋代商业革命表现： 
农业革命：租佃关系日益普遍。 
信息革命：活字印刷术的发明。 
金融革命：出现最早的纸币——交子。 
商业革命：打破时空限制，街市制取代坊市
制，城市经济文化职能增强。 
能源革命：煤在生产生活中的使用日益普遍。 

【知识链接：唐宋变革论：】 

  是由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在1910年提出，
其论证中国的中世结束于唐代，近世开端
于宋代的‚唐宋变革论‛被欧美学者称为
‚内藤假说‛。所谓‚近世‛就是贵族势
力的衰落，平民社会的崛起。据此，内藤
湖南认为宋代政治上科举制的发展完善，
门阀势力的衰落；经济上政府不抑兼并，
土地私有制深入发展、商品经济发展、市
民阶层兴起、纸币出现；思想上市民文化
的兴起都体现了宋代平民社会的特征。 

关于唐宋变革论，最初由日本国学者内藤
湖南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提出，经过
一百多年的学界充分研究与探讨，东亚各
国学界对此已经形成基本认识，即承认唐
宋间历史进程的巨大飞跃，但是否真正属
于变革，尚需进一步的研究。 



三、市的发展和变迁 

先
秦 

秦
汉 

隋
唐 

宋
元 

明
清 

城市出现‚市井‛
商业区 

秦：明码标价；汉：专
门管理机构长安九市 

①南北朝草市形成，
②唐代草市成为地方
商业中心，夜市繁荣， 

     市突破时空限制和市
坊界限；商业活动不
再受官吏直接监管；
草市设施完备 

商业市镇经济繁荣 

〖政府监管市场的发展〗 

唐代在两京及州县以上地方置‚市‛，设‚市令‛、
‚丞‛，到宋代发展为在京城及地方路府州县镇市置
‚税务‛来管理市场。这些变化说明宋代政府（    ）  
A.不再直接监管市场交易  B.扩大税收以解决财政困难  
C.摒弃传统重农抑商政策  D.通过征税来直接监管市场 

《唐会要·卷八十六》记载：‚六年七月敕：如闻十六宅
置宫市以来，成弊既久，须有改移。自今以后，所出市一
物以上，并依三宫直市，不得令损刻百姓。‛这说明唐代 
 A．重农抑商政策松动   B．政府加强市场管理  
 C．着手打破坊市界限   D．商品经济高度发达 B 

A 

【知识点解读】政府对商业的控制主要从时间和空间上进
行。宋代以来坊市界限被打破不代表政府不再监管，而是
不再直接监管；也不代表重农抑商政府的摒弃，充其量只
能说明管理模式的变化，重农抑商力度的放松。当商业的
发展影响统治基础时，重农抑商的力度又再加强。 



三、市的发展和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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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市镇经济繁荣 

        〖市镇经济〗 

A.市镇经济的繁荣出现在明清时期 
B.市镇贸易中出现市场专业化趋向 
C.时空限制的突破是市镇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 
D.商品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市镇经济的兴起 

   景德镇已成为‚烟火逾十万家‛的瓷器最大产地；佛
山镇，因‚工擅炉冶之巧，四远商贩恒辐辏‛，民庐达万
余家；朱仙镇，为通往开封的水陆转运点，逐步发展为商
业大镇；汉口镇，因其地当江汉交汇之处，商贾日盛，成
为长江中下游第一大埠。据此分析下列关于市镇经济的说
法不正确的是（   ） 

C 

【解析】四大商业市镇的发展是商品经济繁荣的结果，而
时空限制的突破并不是主要原因，故C项史实错误，D项史
实正确。由于是反向选择题，故正确答案为C项。 



市的变迁和城市的发展 

古代城市发展规律及其时代特征: 

◆政治性城市逐渐向商业化城市发展 

◆农村人口不断走向城市城市规模大 

◆明朝中后期江南出现资本主义萌芽 

◆商品经济发展专业化城市逐渐形成 

◆市民的生活和观念逐渐的产生变化 

市民阶层概念:‚市民阶层‛主要是指平
民等级中的商人与手工业者。 
  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日益发达,以商贾
和百工为主体的市民阶层逐渐壮大,社会
影响日益扩大。 

社会
风气 

仕途未明而弃儒经商者比比皆
是，进一步导致传统地位等级
的松动 

个性
解放 

反抗封建礼教束缚，提出‚经
世致用‛的思想 

价值
体系 

市民阶层的思想意识具有‚对
友谊和忠义的崇拜‛‚劝善戒
恶的道德观‛等特点。市民阶
层已开始构建自己的价值体系 

世俗
文化 

戏曲、小说等‚杂书‛的消费
成为江南地区的一种时尚 

市民
意识 

市民享乐意识、自主意识与商
业意识觉醒。生活方式与价值
观念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
，给传统社会注入了新的活力 



探究：商品经济冲击下的思想观念和生活百态 

  原来妇女是‚悔作商人妇‛，今是‚宁嫁与商人‛ （择偶观） 

‚晋绅之家女（婚嫁），唯财是计，不问非类‛ （择婿观） 
‚奴富至数百万，初晋绅皆丑之，而今乐与之为朋‛ （择友观） 
‚徽州风俗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科第反而在次者‛ （择业观） 
‚没钱人亦欺，有钱鬼也怕‛ （金钱观） 
‚嘉、隆以来，豪门贵室，导奢导淫，长奸长傲，伦教荡然，纲常已矣‛ （价值观） 
‚昨日到城郭，归来泪满襟。遍身女衣者，尽是读书人。‛ （服饰观） 
《金瓶梅》中的孟玉楼丧夫后要改嫁，亲戚及乡邻都赞同，‚少女嫩妇的，你拦着不
教他嫁人，留着他做什么?‛ （贞节观） 

【唯物史观】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 



四、官府控制下的对外贸易 

〖汉代丝绸之路〗 
（2014重庆）汉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远至今中亚阿姆河流域，受到渴望与汉通使往
来的大宛等国的欢迎。其间，汉设置河西四郡，打通了与西域的直接交通。张骞在出
使过程中所获得的信息对打开丝绸之路和建立中国与西方的联系起到了关键作用。据
此可知，张骞出使西域的功绩是(  ) 
   A．开辟了沟通中西的丝绸之路         B．建立了汉朝与西方的联系 
   C．确立了汉朝对西域的管辖权         D．开启了中国与中亚的交往 
（2015浙江）‚丝绸之路‛是古代沟通东西方文明的桥梁。下列说法不正确的是   
   A．汉唐以来‚海上丝绸之路‛被称为‚瓷路‛ 
   B．罗马为中心的地中海地区称中国为‚丝国‛ 
   C．明清政府的严格管理限制了丝路商贸繁荣 
   D．15世纪以前的丝路贸易不具有全球化意义 
 

【答案】D 

【答案】A 

1.西汉：开通了陆地和海上两条丝绸之路。 



（2008北京）下图是一张未完成的中国古代对外交通路线示意图。根据所学知识，
可以判断与该图对应的朝代是（ ） 

A．西汉    B．唐朝    C．清朝    D．清朝 

【答案】B 

 〖试题解析〗此题注重考查学生识图能力。注意左下
角图例，然后读图。很容易看出当时陆路交通线，从长安
出发，向东可到达今天的朝鲜，向西经陆上‚丝绸之路‛
可以通往今天的印度、伊朗、阿拉伯以至欧非许多国家。
海路方面，从登州、扬州出发，可到达今天的韩国、日本
；从广州出发，经海上‚丝绸之路‛可到达波斯湾。这符
合唐朝对外交通情况，答案为B。 

2.唐朝在广州设市舶使，专管对外贸易  



（2017浙江）日本所藏中国宋代提举两浙路市舶司‚公凭‛（官方文书）记载：泉
州客商李充‚自己船一只‛‚往日本国‛，随船货物有象眼四十匹、生绢十匹、白
绫二十匹及大量瓷器。该史料反映了宋代 
   A．商贸活动不再受到官府的监管     B．中日之间官民互惠贸易的繁荣 
   C．‚朝贡‛贸易体制尚未发展起来   D．‚海上丝绸之路‛商品外销情况 
（2017上海）‚市舶之利，颇助国用‛这种现象的发生得益于(  ) 
   A．张骞出使西域          B．遣唐使节来华 
   C．海上丝路繁荣          D．朝贡贸易推行 

【答案】D 

【答案】C 

〖易错点解读〗市舶司是宋、元及明初在各海港设立的管理海上对外贸易的机构，
朝贡贸易属于官方贸易，不在市舶司管辖的范围之内；张骞出使西域是在汉代，开
辟的是沟通中西的陆上丝绸之路；宋高宗说‚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
招徕远人‛，印证了南宋海上丝路的繁荣。 

3.两宋：中国同东南亚、南亚、阿拉伯半岛以及非洲的几十个国家进行贸易。 

海外贸易税收甚至成为南宋国库重要财源 
 



4.元朝时，泉州是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被誉为当时世界第一大港。 

（2015海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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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题解析〗我国古代一直实行重农抑商政策，故A项错误；北宋时，指南针
用于航海，航海技术进步，故B项正确；漕运指的是内河航运，与海外贸易无关，
故C项错误；陆上丝绸之路受阻材料未体现且不符合史实，故D项错误。 



5.明清时期，统治者实行海禁和闭关锁国政策，中国对外贸易渐趋萎缩。 

〖朝贡贸易〗 

（2011上海）有人认为，中国古代某种对外贸易‚在下只是些和平民众
小规模的商贩活动，在上只是政府借以表示中国文化传播之—种光荣礼
节而已。‛下列符合这一认识的经济活动是 
  A．汉朝的丝绸之路   B．宋朝的海上丝绸之路 
  C．明朝的朝贡贸易   D．晚清的中英鸦片贸易 
 
（2015上海）以下哪项表述是对‚朝贡贸易‛的准确理解？ 
  A．朝贡贸易展示了天朝威仪 B．朝贡国可来华自由贸易 
  C．各朝贡国贡期一致      D．政府在朝贡贸易中获利甚多 
 

【答案】C 

【答案】A 



    〖知识点解读〗 朝贡贸易就是中国政府与海外诸国官方的朝贡和赏
赐关系。其特点是:由官府控制,私人和民间组织禁止参与;通过朝贡与赏
赐完成交易占重要地位。其目的不在于获取最大的经济效益,而是要宣扬
国威,加强与海外各国的联系,满足统治者对异域珍宝特产的需求。 

（2018全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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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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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题解析〗图中的动物是长颈鹿，而明朝君臣则认为这是传说中的麒麟，麒麟
在传统中国被视为祥瑞之物，这说明明朝君臣在用传统文化解读朝贡贸易的贡品，故B
项正确；图中属于古代绘画中的动物画，属于传统的绘画类型，故A项错误；明朝初年
，东南沿海倭患严重，下令实行海禁，禁止官民私自出海，故C项错误；材料体现的观
念仍然是‚天朝上国‛的观念，故D项错误。 

【答案】B 



中国古代对外贸易的五个特点：  

①先陆路贸易，后海路贸易 
   唐朝以前以陆路交通为主；唐朝时海陆贸易并重，宋元明清，陆
路贸易下降，海路贸易地位上升。 
②外贸政策由开放到闭关 
③官方贸易不以营利为主 
④对外贸易与文化交流同步进行 
⑤外贸促进了民族融合（波斯、阿拉伯商人定居，互通婚姻，在元朝
时形成了新的民族——回族。）  

中国古代对外贸易发展的条件：  

1、国家强盛，先进的政治、文化、经济是对外贸易发展的社会基础。
2、发达的交通，先进的工具（造船、航海技术）是客观条件。  
3、政府的政策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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