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侨港澳台联考培训中心

北京博飞教育中心 网 址：http://www.pkuzyw.com1

港澳台联招历史复习资料 19191919
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地兼并问题

1、产生原因：

土地兼并是中国古代非常普遍的现象。根源在于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在封建社会，由于土地占有关系不固定，

加之土地买卖盛行，必然导致土地兼并现象的出现。

2、影响：

（1）在政治上，土地兼并直接导致国家财政收入的减少，加剧了社会的贫富悬殊，阶级矛盾尖锐，农民起义爆发，使

一些王朝走向灭亡。

（2）经济上，对农民来讲，造成农民的贫困无力购买手工业品；对地主来讲，封建地租较重，买田置地，影响手工业

的扩大再生产，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

3、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对土地兼并采取了不同的态度。

（1）统治阶级——抑制土地兼并

·原因：

由于国家占有小农的多少，直接决定着国力的强弱，而土地兼并与封建政府的矛盾恰恰在于同国家争夺财源。为

了巩固自己的长久统治都曾实行过一系列抑制兼并的政策。

·表现和结果：

西汉末年王莽实行王田制，违背社会发展规律；

北魏隋唐实行均田制，建立在国家掌握大量荒田的基础上；

王安石变法实行方田均税法，损害了大官僚和大地主的利益遭到反对最后也失败

·无法解决的原因：

根本原因在于土地私有制和土地自由买卖制度的存在。而封建国家往往是在不触动地主土地所有权的条件下，去

争取延缓土地兼并的形势，因此它只能缓和这种形势，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的。

（2）被统治阶级——发动农民起义

·表现：

西汉末年：绿林、赤眉起义

唐末：黄巢起义；

明末：李自成起义过程中提出过“均田免粮”，触及了封建土地所有制

近代：太平天国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要求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革命纲领

·不能解决的原因：

由于农民阶级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这种阶级的局限性，使他们也不能解决土地兼并问题，完成废除封建制

度的任务，实现劳动人民的解放。

中国古代以农立国的思想与重农抑商政策

“农本商末”为历代统治阶级的经济指导思想。商鞅变法的奖励耕战，汉文帝的重农，历朝对统治政策的调整，明清

对资本主义萌芽的压抑，直到清初恢复经济的调整，都是这种政策的体现。

1、原因：

农业是古代决定性的生产部门，由于农业生产的状况直接关系到民之生计和国家的兴衰存亡，因此历代统治者都

把发展农业当作大事来抓，努力督促和组织农业生产。如推广生产技术、兴修水利、掌握农时、分配土地，

并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农民对土地的占有权，督促和鼓励农民努力生产等。与此同时国家在经济政策上一直

奉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即保证经济政策向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方面倾斜。统治者重视农业的原因

（1）有利于安定民生，从而有利于稳定和巩固其统治地位。其规律为：农业发展→立民之欲→安定民生→稳固统

治；或者：农业发展→治民→治国。

（2）农业是国家富强．实力雄厚的源泉，又是国富力强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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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农业的发展，也为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原料和市场。

（4）农业也为战争提供了物质基础。如西汉武帝用兵匈奴，如没有西汉前期农业的发展，钱粮的充足是不可想象

的。

中国封建社会采取这种政策，归根到底是由其经济基础决定的。封建国家的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

种经济的主要部门是农业。农业是古代决定性的生产部门，提供给人们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农业生产的状

况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存亡。为此，历代统治者都把农业当作根本性的大事来抓，采取一系列督促、鼓

励、组织农业生产的措施，在国家经济政策上向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方向倾斜。通过发展农业，封建国家可

以征收稳定的土地税来保证财政收入，还有利于社会稳定，将农民紧紧束缚在土地上。统治者认为，发展

工商业不如经营土地使生活有保障，还会加剧劳动力从土地上流失，造成种种社会问题。因此，重农抑商、

以农立国就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治国主张。

2、含义

重农抑商政策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采用的最基本的经济政策，其主张是重视农业，以农为本，限制工商业的发展。

2、政策发展过程

重农抑商政策产生于春秋战国时代，春秋时期齐国管仲的四民分居定业论，士农工商，商为末，已有抑商之意，

但还没有形成明确的抑商政策。到战国时期，最早由李悝在魏国的改革内容中有所体现，随后商鞍在秦国

的变法中将重农抑商政策第一次明确提出（奖励耕战、禁止弃农经商），并以此作为大力推行农战方针的基

本内容付诸实施。以后中国历代统治者都将其作为治国的典范。历代封建统治者都打着重视农业的幌子，

抑制商业的发展，给中国商业发展戴上了沉重的枷锁。

3、表现：

（1）设置管理农业的机构

中国古代国家十分重视对农业的管理，历代设立了一系列管理农业的机构，如：

秦九卿中的"治粟内史"（掌管农政谷物、租税、赋税、财政收入和支出）、"少府"（主管皇室财政）；

西汉改秦"治粟内史"为"大司农"

东汉及其后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沿设大司农（或改称司农寺）、"少府"等。

在隋唐的三省六部制中，户部即类似于今天的财政部和农业部，

以后历经宋、元、明、清，户部一直作为管理财政和农政的重要机构而存留。

（2）推广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

中国古代王朝十分重视科技兴农，推广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如：

西汉时期，汉武帝以赵过为搜粟都附推行"代田法"，改大片土地的休耕轮种为同一块土地中小块轮番耕种，从而

改原始的粗耕农业为精耕农业。导致土地单位面积产量大增。

东汉年间，政府又在代田法的基础上，推行了"区田法"，该法缩小了代田法的经营范围，以高度集约的方法使大

田种植园田化。

秦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农业技术上比较突出的成就，是基本解决了旱作地区农业生产中的主要矛盾，即春

旱多风同春种的矛盾。而汉政府所推行的代田法和区田法，以及魏晋之际形成的耕一耙一耱这一套耕作措施，由于其

还具有增强植物耐风耐旱能力的作用，因而成为解决当时旱作地区农业生产中主要矛盾的有效方法。

隋唐以后，历代封建政府在推行先进的技术方面，也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效果。我国很早就开辟了提高单位面积产

量和扩大耕地面积这样两条发展农业的途径。在此基础上，人们综合而又辩证地运用土、肥、水等因素，更进一步运

用复种、轮作、间作、混作、套作等措施，使作物生产逐渐朝着人们所希望的方向发展，并形成了"一岁数熟"，从而

开辟了以复种技术争取全年总产量增加的第三条途径。这是我国农业生产技术发展上的主要特色。

3、实质

封建统治者长期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其实质是保护地主阶级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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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目的：

巩固封建专制统治。

3、作用（评价重农抑商政策，要注意它的历史阶段性。前期以积极为主，后期以消极为主。）

重农抑商政策在封建社会初期对当时农业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对新兴地主阶级政权的巩固起到了积极作用（以

商鞅变法可以说明：商软变法积极推行农战方针，采用各种手段实行重农抑商政策，鼓励发展农业生产，队而促进了

秦国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为后来秦始皇统一六国奠定了物质基础。西汉初期实行重农抑商政策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

极性，有利于汉初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保证了农业劳动力，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有利于稳定封建统治秩序，巩固封建统治。

后期：对明清初期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4、局限

阻碍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产品的流通和交易又是必然的，到了明清时期随着生产力

的发展，商品经济的活跃，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出现，而在这时统治阶级依然坚持重农抑商的政策，把商农发展对

立起来，并在重农抑商政策思想的指导下推行一系列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措施，从而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

违反了经济发展规律，这样就失去了其产生之初的进步性。

阻碍了工商业的正常发展，致使整个封建经济发展不够充分，自然经济长期延续，这是近代中国落伍于西方的重

要经济原因之一。历史表明，农工商都为“本”，国家才会富强。

导致经济结构的过分单一化；

导致环境的恶化。

讨论：两汉统治者实行“重农抑商”政策，为何工商业还能出现辉煌成就？

7、古代中国的重农抑商政策和法国路易十四的重商主义政策都很著名，试从目的、原因、内容、影响等方面比较它们

的不同点。

重 农 抑 商 重 商 主 义

目的

原因

内容

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