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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港澳台联考 

历史重要结论总汇（1） 

中国古代史   
一、原因（根源） 因素 关键 条件 
1．造成北京人过群居生活的主要原因：生产能力低下 
2．私有制产生的直接原因：生产的发展使产品有了剩余 
3．出现私有制的根本原因：生产力的发展 
4．氏族公社由母系发展为父系的主要原因：男子在生产中取得支配地位 

5．夏朝出现“家天下”局面的根本原因：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6．春秋时期是我国社会发生剧烈变化时期的根本原因：生产力显著提高 

7．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现象出现的根本原因：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产生 w.w.w.k.s.5.u.c.o.m 

8．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霸主的主要原因：实行管仲改革，齐国经济实力强大 

9．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开展变法运动的根本原因：封建土地私有制的产生与发展 

10 战国时期，战争不断，而社会经济仍得以发展的根本原因：封建生产关系确立 

11．战国时期，封建之取代奴隶制的直接原因：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改革 

12．法家思想在战国受到统治者重视的主要原因：有利于统治者加强统治 

13．商鞅变法取得成功的 根本原因：顺应时代的发展趋势 

14．秦国之所以能够统一中国的 主要原因：经济实力 强 

15．迫使陈胜等人在大泽乡起义的主要原因：法律严酷、误期当斩 

16．楚汉相争中刘邦取胜的主观原因：争取民心归顺，军事策略正确 

17．汉高祖采取休养生息政策的客观原因：社会十分贫困 

18．汉初统治者采取宽舒政策的直接原因：秦王的教训 

19．西汉初年统治者实行“和亲”政策的 主要原因：经济军事力量薄弱 

20．西周和汉初实行分封制都出现“事与愿违”的现象，其根本原因在于：生产力提高，经济发展，诸侯势力增强 

21．汉武帝能实行“大一统”的根本原因：封建经济的发展 

22．东汉黄巾起义的根本原因：外戚、宦官交替专权，政治黑暗 

23．东汉末年开始出现军阀集团割据局面的根源：封建的自然经济形态 

24．曹操能够统一北方地区的决定性条件：注重农业，保证军粮供应 

25．赤壁之战中孙刘联军取胜的 主要原因：孙刘结盟抗曹 

26．三国鼎立局面出现的根本原因：三个相对独立的经济区域发展成均势 

27．东吴时代江南文化发展的主要原因：中原战乱，北方人士南迁 

28．东汉到西晋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大量内迁的主要原因：  中原文化先进 

29．西晋时期能够形成统一局面的主要原因  北方经济恢复和发展，实力增强，南方衰落 

30．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成风，佛道盛行，造成这一现象 重要的原因  社会动荡不安 

31．西晋统一为时短暂的根本原因  腐朽的门阀掌权，皇族争权夺利 

32．北魏孝文帝改革中推行了许多汉化政策，这些政策能够推广的根本原因  北方出现民族大融合的趋势 

33．祖逖北伐收复中原努力失败的主要原因  朝廷没有给予有力支持 

34．司马睿能够在江南建立东晋的主要原因  得到士族地主的支 

35．淝水之战前秦战败的 重要原因  前秦统治不得人心 

36．前秦败于淝水之战的主观原因  军心离散，缺乏斗志 

37．祖逖北伐、淝水之战都未能完成统一的共同原因  缺乏统一的经济基础 

38．对淝水之战的胜负起决定作用的因素  人心的向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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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导致北魏实行均田制的根本原因  先进经济形态的影响 

40．形成陶潜田园诗风格的思想根源  对现实不满 

41．东晋至南朝末，朝代更替频繁，政局不稳的 主要原因  大将拥兵夺权 

42．公元 5世纪晚期，北方农民的生产和生活较为稳定的 主要原因  政府大力推行均田制 

43．魏晋南北朝时期江南农业迅速发展的 主要原因  北方劳动人民南迁 

44．中国古代民族融合的基本原因  各族人民长期的经济文化交流 

45．隋朝开凿大运河 重要的客观原因  江南地区经济日益重要 

46．隋唐以来的历朝统治都沿袭使用科举制度，其根本原因在于  科举制度有利于巩固专制地位 

47．隋唐时期，中华文化光辉灿烂，光照四邻，这时文化发达的 根本原因  国家强盛，经济繁荣 

48．唐太宗能够纳谏的主要原因  接受隋亡教训 

49．唐朝对外关系出现前所未有盛况的根本原因  经济、文化世界领先 

50．促使唐朝扬州繁荣至极的直接原因  交通枢纽地位 

51．唐朝中期，均田制无法实行的主要原因  封建大土地所有制经济发展 

52．唐朝中期以后土地兼并严重，政府五田可授，其根源在于  封建经济得到发展 

53．唐朝募兵之取代府兵制的根本原因  均田制的破坏 

54．唐朝中期藩镇权力过大的根本原因  军事制度的缺陷 

55．安史之乱之前，唐朝政府腐败的直接原因  唐玄宗不理政事，重用坏人 

56．唐朝爆发安史之乱的 根本原因  均田制破坏导致军事制度缺陷 

57．唐朝两税法得以实施的 主要原因  它适应了封建庄园经济的发展 

58．两税法是我国古代赋税制度重大变化，其主要原因在于  它改变了征税标准 

59．唐末和东汉末农民起义的相同原因  宦官专权 w.w.w.k.s.5.u.c.o.m 

60．导致唐朝灭亡的直接原因  藩镇割据 

61．导致贞观之治出现 主要的经济条件     农民有一定的土地和生产时间 

62．“文景之治”和“贞观之治”局面出现的 主要的原因     轻揺薄赋，重视农业 

63．中国古代经济重心逐渐自北向南转移的主要原因     北方多次战乱 

64．形成五代十国分裂局面的根源  唐末潘镇割据的延续 

65．五代十国时期，南方经济发展迅速的前提条件  社会安危 

66．北宋时期出现纸币的根本原因  商业活动频繁 

67．导致南宋与金对峙局面的原因  绍兴与议后，金获得淮河以北广大地区 

68．南宋同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商业往来，其重要原因在于     造船技术大有提高 

69．导致北宋中期财政危机的根源  宋太祖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 

70．五代两宋以后我国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以海陆为主的直接原因     五代两宋时期战乱导致西北陆路贸易中断 

71．元朝政府发展长江口至直沽之间海运的主要原因  全国经济重心在江南 

72．元朝时民族融合进一步的加强主要的原因  国家的统一 

73．明朝中后期，江南一些地方产生资本主萌芽的 主要条件     商品经济空前繁荣 

74．明朝后期，宦官专权十分严重，导致这一历史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     封建专制制度存在 

75．郑和下西洋得以顺利进行和完成的主要原因     农工商发达，国力强盛    

76．商鞅主张“重农抑商”，黄宗羲主张“工商皆本”，形成这两种不同观点的根源   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 
 77．明清时期产生反封建民主思想的主要原因   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 
78．清朝前期资本主义萌芽缓慢发展的根本原因   封建制度日趋腐朽 
79．土尔扈特回归祖国的根本原因 强烈的民族意识的驱使 w.w.w.k.s.5.u.c.o.m 

80．清乾嘉期间崇实学风消失的主要原因   文网严密，人心自危 
81．“重农抑商”政策得以长久实行的根本原因   适应了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需要 
82．造成近代中西科学技术差距的根本原因 不同性质的生产关系的作用 
83．史学界之所以肯定武则天的主要原因 她统治时期社会经济继续发展 
84．元朝的松江成为棉纺业中心的主要原因   黄道婆改革面纺织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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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促使原始社会人类过定居生活的直接原因   原始农业的发展 
二、目的 目标 意图 用意 
1．齐恒公提出“尊王攘夷”口号的主要目的   提高齐国地位 
2．秦朝修筑万里长城的直接目的   抵御匈奴南下 
3．商鞅变法推行“重农抑商”政策的主要目的 奠定对外战争的物质基础 
4．周初统治者实行封建制的主要目的   巩固奴隶主国家政策 
5．汗初实行款舒政策的根本目的   稳定统治 
6．汉武帝颁布“推恩令”的根本目的   加强中央集权 
7．汉武帝颁布“推恩令”的直接目的   分割王国的封地 
8．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其目的在于   维护统一的中央集权 
9．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的目的   联络大月氏 
10．北魏孝文帝改革实行均田制的直接目的   保证北魏政府财政收入 
11．北魏孝文帝改革的根本目的   巩固对黄河流域人民的统治 
12．北魏孝文帝改革的主观目的   接受汉族先进文化 
13．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的根本目的   加强对黄河流域的控制 
14．隋唐实行科学举制的 主要目的   扩大统治阶级的统治基础 
15．唐政府规定农民可以纳绢代役的主要目的   保证农民的生产时间 
16．唐太宗注意用人纳谏的根本目的   维护统治地位 
17．唐朝后期实行两税法的主要目的   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 
18．五代十国很多政权比较重视发展生产的目的   保存实力 
19．宋太祖即位后，采取“杯酒释兵权”的直接目的   防止“陈桥兵变”重演 
20．元朝重视国内陆路水路交通，其主要目的在于   有效的管辖空前辽阔的疆域 
21．元朝政府大力发展漕运和海运的主要目的 解决大都的粮食供应问题 
22．元朝政府重视国内陆路水陆交通，其直接目的在于   取得南方粮食供应 
23．秦朝“焚书坑儒”、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明朝的“八股文”、清朝大兴“文字狱”其本质目的在于   强化思想

统一 
三、特点   特征   表现   标志 
1．新石器时代的主要特点   普遍使用磨制石器 
2．人类社会组织发展到氏族公社时期的标志   按血源关系组成稳定的群体 
3．春秋时期 显著的政府特点   诸侯争霸，分封制崩溃 
4．春秋时期，社会生产力显著提高的标志   铁器的使用 
5．秦建立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本质特征   皇权至高无上 
6．标志秦朝灭亡的直接事件   偏师绕道，刘邦进京 
7．东汉和前代比，其政治上的突出特点   豪强地主享有特权 
8．十六国时期结束的标志   北魏统一黄河流城 
9．南北朝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突出特点   北方少数民族学会农业生产，南北经济发展趋向平衡 
10．南朝政权更替的特点   武将夺权 w.w.w.k.s.5.u.c.o.m 

11．唐朝设置节度使之后，国内政治形式的特点   内轻外重局面形成 
12．五代时北方五个朝代更替的共同特点   军事将领篡权自立 
13．北宋加强中央集权的 突出特点   消弱地方势力 
14．明朝加强专制的突出特点   设立厂卫特务机构 
15．一条鞭法不同于两税法的 具历史意义的特点   赋税折银征收 
16．明朝中后期，江南一些地方出现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其特点在于   机户拥有资金、织机，开设机房，为佣工

人进行生产 
17．明朝时，我国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其本质特征在于   雇佣劳动关系出现 
18．明清文化具有新时代特征，这主要指   反封建民主思想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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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李自成起义把农民战争发展到一个新水平的标志   触及土地制度 
20．清朝前期我国民族关系的主要特点   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与反对外来侵略联系、在一起 
四、实质   本质   性质 
1．韩非子“法治”思想的实质   法律是君主治理天下的工具 
2．楚汉战争的性质   封建统治者争夺权位的斗争 
3．我国南北朝时期的南北对峙的实质   民主政权的对立 
4．南北朝时期和宋元时期的民族融合过程，以经济发展角度讲实质上就是   少数民族农业化的过程 
5．隋朝开创科举制，从实质上说是   网罗人才，扩大统治基础的需要 
6．科举制的实行，从本质上反映了   封建制度日臻完善，当时社会经济发展，阶级关系变动 
7．唐初实行租庸调制和中期实行两税法的相同实质   封建生产关系的局部调整 
8．“安史之乱”的实质   地方割据势力同中央政府争夺 高治权 
五、意义   作用   影响   结局   结果 
1．官渡之战、赤壁之战、肥水之战的相似作用   对当时政治格局的演变起了决定作用 
2．北魏孝文帝改革，对北方内迁各族 重要的影响   加速向封建生产关系的转化 
3．隋唐三省六部制完善了自秦以来的中央集权制度，其积极意义在于   中央机构有明确的分工和制度，提高工作效率 
4．唐朝两税法的直接作用   缓解中央政府的财政困难 
5．两税法实行后，影响 深的作用   削弱了农民对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 
6．隋朝大运河发挥的主要作用   促进南北经济交流 
7．北宋派转运使到各地管理地方财政的主要作用   使地方失去割据的经济条件 
8．澶渊之盟的 大影响   双方维持了一个世纪的和平友好往来的局面 
9．王安石变法的突出效果   一定程度上扭转了济贫济弱的局面 
10．元朝时期开凿运河的主要作用   解决了元大都的粮食供应问题 
11．八股取士的直接作用   培养皇帝的忠实奴仆 
12．明朝后期该用银两收税对社会 深刻的影响   促进了农业产品和手工产品的商品化 13．清朝设置台湾政府的 重

要的意义   维护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