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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古代中国经济的基本形态。鸦片战争后，自然经济开始解体，其标志是（　　）

重农抑商政策的破产 手工棉纺织业的衰败 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 近代民族工业的兴起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对外贸易快速发展，对我国经济结构产生了极大影响，主要表现为（　　）

手工棉纺织业兴起 自然经济完全解体 民族工业的兴起 洋行开始在沿海设立

咸丰时期的广东地方志《顺德县志》载：“昔日女布指土布遍于县市，然自然洋以风火水牛运机成布，舶至

贱售，女工几停其半。”下列对这段材料的分析，不正确的是（　　）

列强在中国倾销商品 中国传统手工业面临破产

中国卷入世界市场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产生

1866年，铁匠方举赞、孙英德在上海虹口创办发昌机器厂，专为美国商人经营的船坞加工、打制船舶零件，

三年后转化为近代企业。发昌机器厂转化为“近代企业”的标志是（　　）

使用车床等机器生产 采用雇佣工人从事生
产

与外国资本联系密切 洋务企业的刺激与诱
导

庄鸿铸认为“如何评价甲午战后帝国主义侵略资本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作用，历来是一个被忽视

的难题。……一方面，封建自然经济基础的进一步瓦解、城乡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帝国主义

性质的侵略和压迫，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不可能有真正的发展前途。”下列对甲午战后，民族工业初步发

展原因的表述正确的是（　　）

①手工棉纺织业衰败，自然经济开始解体

②清政府开始放宽民间设厂的限制

③爱国志士呼吁“设厂自救”“实业救国”

④陈启源在南海创办继昌隆缫丝厂

①③ ②③ ①④ ②④

甲午战争后“中国新式产业发展进入民营化为主阶段”，导致这种现象出现的直接原因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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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运动的诱导 群众反帝爱国运动的推动

清政府放宽对民间设厂的限制 列强放松对中国的经济侵略

民国初年，天津有一首歌谣唱道：“国货日见完美，价目格外克己。普通家常用品，均有国货代替。非系本

所自夸，敢请枉驾试此。国民皆用国货，何惧强邻无理。请君快买国货，勿蹈五分之讥。”下列对此解读正确

的是（　　）

国货因价廉物美比洋货更具竞争力 中国已形成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

国人认为民族独立是经济发展前提 当时提倡国货与抵制日货有关

张謇认为：“救国为目前之急，……譬之树然，教育犹花，海陆军犹果也，而其根本则在实业”。因此他

（　　）

在上海创办发昌机器厂 在南海创办继昌隆缫丝厂

在无锡创办保兴面粉厂 在南通创办大生纱产

据记载：从1900年至1911年间，广州市先后出现了水泥厂、针织厂、火柴厂、造纸厂、自来水厂、电力公

司、机器厂等20个工业门类的工厂共33家，其中有不少还是中国民族工业的“鼻祖”。当时广州市出现以上现

象的主要原因是（　　）

“实业救国”思潮方兴未艾 相对有利的国际和国内形势

广州是外资输入的主要地区 政治革命推动生产关系变革

1912年10月，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正式通过了《服制法》，规定礼服礼帽“料用本国纺织品”。该规定实

质上反映了（　　）

中国民族工业生产水平的落后 西方列强对中国进行商品倾销

政府极力保护民族工业的发展 中国民族工业得到进一步发展

1914-1924年间，中国兴起了一轮新的实业投资热，这被史学家称为继洋务运动后的第二次工业化浪潮。对

这次工业化浪潮说法不正确的是（　　）

是清政府放宽民间限制的结果 受到当时政治革命的推动

仍然没有建立起独立的工业体系 发展与外部国际环境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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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柴大王”刘鸿生回忆说“我在重庆办的中国毛纺织工业部，火柴原料厂及兰州办的毛纺厂，都有官僚

资本的投资。我原来在上海是大老板，到重庆却成了大老板的伙计。”此材料说明他的排挤和打击主要来自

（　　）

外国资本 官僚资本 封建官府 地主阶级

漫画家张乐平笔下的三毛形象，在近代上海家喻户晓。如图说的是20世纪40年代

后期，三毛流浪到上海，看到橱窗中的商品标价，他非常困惑。造成他困惑的原因是

（　　）

《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签订，美国商品大量输入中国

国民政府滥发纸币，导致恶性通货膨胀

抗日战争爆发，商品奇缺，物价飞涨

进口洋娃娃供不应求，定价昂贵

茅盾在小说《春蚕》中写道：“洋鬼子怎样就骗了钱去，老通宝不很明白……河里更有了小火轮船以后，

他自己田里生出来的东西就一天一天不值钱，而镇上的东西却一天一天贵起来。”这段材料从根本上反映了

（　　）

商品经济对小农经济的冲击 农民阶级的愚昧落后

自然经济已经退居次要地位 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有学者认为中国近代社会风俗的阶段性发展特点是：洋务早期，风气初开；清朝末年，天下移风；民国初

年，飙转豹变。这一特点也可以用来描述近代中国（　　）

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大众传媒的变迁 思想领域的变化 民主政治的发展

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在 1895 年后，私人民族企业设厂数量猛增，截止到 1913 年，新创办的资本在万元以上的 私人民

族企业是官办企业的 5.5 倍，总投资额也远远超过了官办企业。在 1895-1913 年这一阶段，随着外国在华投

资的大幅增加，民族企业面临的竞争压力与日俱增。1914 年以后，受一战影响，部 分外资撤出中国市场，为

民族工业的发展腾出了空间。进入 20 世纪以后，一些企业开始通过兼并 和联合的方式来扩张企业规模，提

升市场竞争力，继而在清末民初之际形成了一批实力雄厚的企业 集团，如荣氏集团、大生集团等。

--据于素云、张俊华《中国近代经济史》等整理

材料二：1946 年以后，美国与南京国民政府签订了一系列条约和协定，从而攫取了在华经商、设厂、开矿等

种种特权。当时美国通过中国官僚资本家，把中国市场变成了美货的独占市场。廉价的美国 商品，战后大量

涌入中国，泛滥于中国市场，成了淹没中国民营工业产品的“国际狂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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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钦《湖南近现代工业史》

（1）根据材料一分析清末民初之际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发展的特点。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荣氏集团”、“大

生集团”的创始人。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指出“一系列条约和协定”的其中一个。说明这些条约和协定对中国 民族工业

发展的消极影响。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由一个独立自主的封建帝国沦为西方列强共同支配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

家。随着西方列强侵略的加深，近代中国经济结构发生变动。阅读材料，回答下列问题

材料一 辅佐秦始皇治国的李斯的经济思想，在其石刻当中，可以窥见一斑。琅琊刻石言：“勤劳本事，上农

除末，黔首是富。”石门刻石云：“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钱穆《中国经济史》

材料二 琼州附近的文昌，在1882年，由于廉价的印度棉纱的大量进口，使得本地的手工纺织业破产了。“文

昌女工既失其纺纱职业便转入织布”了。又1893年《益闻录》记载：江苏睢宁县，也由于“洋纱盛行，村人均

有抱布之乐，户户织棉，轧轧机声”。

--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

材料三 1887年，他（严信原）在宁波北门外湾头，创设了通久源机器轧花厂。初创时，资本5万两，从日本购

入蒸汽发动机、锅炉和40台新式轧花机，雇用工人三四百人，并聘用日本工程师和技师……到1897年，据9月

21日《中外日报》称，该厂“开设有年，生意亦畅，现因新添纺织机器，所有前次所用女工，不敷工作，因此

招募女工……闻近日女工向该厂报名者颇多”，这表明该厂发展较为顺利，以后续有扩大。

--赵世培等编《浙江近代史》

材料四 1872年8月，李鸿章饬令朱其昂筹办轮船招商事宜。朱其昂提出“由官设立商局招徕”。李鸿章也认

为“应仍官督商办，由官总其大纲，察其利弊，而听该商董自立条议，悦服从商，冀为中土开此风气，渐收利

权”。

--李侃等主编《中国近代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指出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生产的基本模式和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对待农

业、手工业、商业的基本态度（政策）。

（2）根据材料二，说明文昌、睢宁等地手工纺织业破产的原因。

（3）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通久源机器轧花厂是什么性质的企业？这种性质的企业当时主要分

布在哪些地区？这类型企业主要特征有哪些？

（4）据材料指出中国近代经济结构变动的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