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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台联考复习资料 
历史综合试卷 （十七）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 30 小题，每小题 2.5 分，共 75 分。在每小题所列的 4 个选项中， 
只有一个是符合题目要求的。 
1、我国最早的历法出现在 （ ） 
A、春秋 B、战国 
C、夏朝 D、商朝 
2、汉初统治者采取修养生息政策的直接原因和根本原因是 （ ） 
A、文治天下，鼓励生产 B、秦亡教训，收买人心 
C、经济困难，稳定天下 D、人心思治，让利于民 
3、士族制度关于士族和庶族的划分所体现的是 （ ） 
A、新旧势力之间的矛盾 B、民族矛盾 
C、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 D、阶级矛盾 
4、《齐民要术》中“齐民”意思是 （ ） 
A、各族人民 B、普通农民 
C、齐国农民 D、北齐农民 
5、王莽改制和王安石变法失败的相同原因是 （ ） 
A、逆历史潮流而动，不得人心 
B、大地主大官僚的反对 
C、民族矛盾激化 
D、没有取得任何成果 
6、导致宋金对峙局面出现的原因是 （ ） 
A、蒙古势力的兴起，牵制了金的许多兵力 
B、南宋向金称臣 
C、金把都城迁到燕京使宋无法控制黄河流域 
D、宋金议和后金获得辽河以北的广大地区 
7、元朝和清朝都加强了对西藏地区的管辖，其相似之处是 （ ） 
A、设立管辖西藏的中央机构 
B、设立驻藏大臣管理西藏 
C、建立中央册封西藏宗教育领的制度 
D、利用当地宗教组织实行统治 
8、英国向中国无耻地走私鸦片，主要是为了 （ ） 
A、扭转对华贸易逆差 
B、争取成为对华第一贸易大国 
C、毒害中国人民 
D、为发动侵略战争寻找借口 
9、中外反动势力勾结的共同基础是 
A、总理衙门的设立 
B、清政府借师助剿 
C、共同镇压中国革命 
D、双方经济利益一致 
10、下列对 19 世纪末帝国主义的侵华特征的表述，最确切的是 （ ） 
A、勒索战争赔款，增开商埠 
B、控制中国海关和内河航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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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以资本输出为主，商品输出为辅 
D、展开投资竞争，掀起瓜分狂潮 
11、武昌起义成功的客观有利时机是 （ ） 
A、四川保路运动发展成反清武装起义   B、20 世纪初展开收回利权的斗争 
C、湖北文学社和共进会的宣传组织工作 D、同盟会成立后革命党人发动的武装起义 
12、中国近代出现史学革命，其实质是 （ ） 
A、介绍西方史学思想和著作   B、探求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C、以资产阶级史学观研究历史 D、确立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 
13、1924 年国共两党合作得以实现的根本原因是 （ ） 
A、国共两党合作有利于壮大革命力量 B、苏联和共产国际对国共两党合作的大力支持 
C、孙中山提出的新三民主义，成为合作的政治基础 D、推翻北洋军阀统治成为两党共同的目标 
14、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的根本目的是 （ ） 
A、为振奋全国人民的抗日精神 B、为打击日寇的气焰 
C、为争取抗日形势的好转     D、提高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信 
15、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出现了一个由民族战争转向国内战争的过渡阶段。这一阶段  
政治斗争的基本内容是（ ） 
A、进行重庆谈判，商讨建国大计 B、召开政协会议，改组国民政府 
C、揭露美蒋阴谋，避免全面内战 D、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 
16、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日益萎缩，其原因不包括 （ ） 
A、劳资矛盾趋于激化 B、帝国主义加紧侵略 C、官僚资本垄断经济 D、国民政府敲诈勒索 
17、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是 
A、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 B、不断解决存在的敌我矛盾 
C、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D、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 
18、新中国第一次以世界五大国之一的地位参加的国际会议是 
A、万隆会议 B、第六届联大特别会议 C、日内瓦会议 D、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 
19、标志着我国基础教育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事件是 
A、新中国成立后对旧教育的彻底改造 B、邓小平提出三个面向 
C、少数民族地区普遍建立中小学     D、《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的颁布 
20、15 世纪发生在欧洲的商业危机是指 
A、商品价格猛涨         B、奥斯曼土耳其控制商路 
C、商品经济冲击自然经济 D、封建制度阻碍商业的发展 
21、圈地运动发展的最根本的因素是 
A、封建地租贬值 B、羊毛需求激增 C、新贵族的出现 D、资本积累的需要 
22、美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下列哪一部门的革新属于世界领先 
A、纺织业 B、动力能源 C、冶金业 D、交通运输业 
23、下列欧洲重大历史事件，导致维也纳体系确定下的欧洲版图发生变化的是 
⑴法国七月革命 ⑵希腊获得独立⑶比利时独立 ⑷英国议会改革 
A、⑴⑵ B、⑵⑶ C、⑶⑷ D、⑴⑷ 
24、日本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与西方的不同在于（ ） 
A、由垄断国家经济命脉而垄断国家政治权利 B、在政府保护下产生垄断 
C、资产阶级政党要求实行垄断             D、自由竞争中产生垄断 
25、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革命运动高涨的最主要的原因是 （ ） 
A、十月革命的影响和鼓舞    B、世界大战带来的灾难和动荡 
C、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和成熟 D、战败国的矛盾空前尖锐 
26、《凡尔赛和约》和《慕尼黑协定》的共同之处是 （ ） 
⑴以牺牲他国利益为代价 ⑵具有反共产主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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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有关赔款问题的决定   ⑷有关处理领土问题的决定 
A、⑴⑶⑷ B、 ⑴⑷ C、⑵⑶⑷ D、⑴⑵⑶⑷ 
27、二战前，在战争策源地的形成过程中，德国不同于日本的是 
A、受到经济危机的严重冲击 B、法西斯势力与日俱增 
C、国内阶级矛盾异常尖锐   D、民族复仇主义思潮泛滥 
28、下列对勃列日涅夫执政 18 年的评价，不正确的是 
A、使苏联的军事和综合国力大为增长     B、使人民生活有很大改善 
C、加强对外政策上的扩张和大国沙文主义 D、后期个人专制作风滋长，政治生活僵化 
29、关于雅尔塔体系叙述正确的是 
A、确立了二战后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B、涉及到欧洲、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地区 
C、既具有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对峙，又具有美苏争霸的性质 D、对历史的发展没起到积极作用 
30、世界经济进入多极化的标志是 
A、西欧的复兴和日本的崛起 B、东亚和东南亚经济的异军突起 
C、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   D、世界形势的总趋势走向缓和 
二、材料解析题：本大题共 3 小题，第 31 题 10 分、第 32 题 12 分、第 33 题 12 分，共 
34 分。要求：分析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回答问题。 
31、以下是雍正帝垦荒的两道上谕： 
材料一：1792 年，雍正帝指出：“向来开垦之弊，自州县以至督抚俱需索陋规，致垦荒之费浮于买价，百姓畏缩不前，往往

膏腴荒弃。嗣后各省凡有可肯之处，听民相度地宜，自肯自报，地方官不得勒索，胥吏亦不得阻挠。” 
——《世宗宪皇帝圣训》卷 25 
材料二：1735 年雍正下令指出：“各省开辟荒地……其中多有未实，或由督抚欲以广肯见长，或由地方有司欲以开科之多迎

合上司之意，而其实并未开垦，不过将升科钱粮飞洒于见在地亩之中，名为开荒，实则加赋，非徒无益于地方，并 贻害于

百姓也。” 
——《清朝文南通考》卷 4 
请回答： 
（1）依据材料一指出：到雍正时，清朝的垦荒中出现了哪些不良现象？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3 分） 
（2）材料中反映了清朝垦荒存在着哪一弊端？出现这种弊端的原因是什么？（5 分） 
（3）据材料评价雍正帝的垦荒措施。（2 分） 
32、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当今光（风）气日升，四方毕集，正值国家励精图治之时，朝廷勤求政理之日，每欲以管见所知，指陈时事，上

诸当道，以备刍荛之采。嗣以人微言轻，未敢遽达。……窃尝深为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垒固兵坚，而在于人能

尽其才，地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国之四经，治国之大本也……惟深望于中堂有以玉成其至已。” 
——摘自 1894 年 6 月孙中山《李鸿章书》 
材料二：“……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革命者志在扑满而兴汉，保皇者志在扶

满而臣清，事理相反，背道而驰，相互冲突，相互水火，非一日也。” 
——摘自 1900 年 12 月孙中山《告同乡书》 
材料三：孙中山在比较中俄两国革命时说：“中国革命六年后，俄国才有革命。俄国共产党不仅把世界最大的权威之帝国主

义推翻，而且进而解决世界经济政治诸问题。这种革命真是彻底的成功，皆因其方法良好之故。……中国之革命党经验不多，

遂令反动派得尽其技，没有俄国那种好方法防范反革命派，使其不能从中破坏，故俄国革命虽迟我六年而成功，我虽早六年

而仍失败。” 
请回答： 
（1）材料一反映了当时孙中山的什么主张？说明了什么？（4 分） 
（2）材料二体现了孙中山的怎样的政治主张？（2 分） 
（3）材料三中孙中山提到的中国革命和俄国革命各指的是什么？（2 分） 
（4）材料三中，孙中山总结俄国革命成功、中国革命失败的原因，从本质上看准确吗？为什么？（4 分） 
33、阅读下列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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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不断扩大商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

于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他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供世界各地消费。 
——引自《共产党宣言》 
材料二：大洋洲有我们的牧场，阿根廷和北美西部草原上有我们的牛群，秘鲁送来了他的白银，南非和澳大利亚的黄金流向

伦敦，印度人和中国人为我们种茶，而我们的咖啡、白糖和香料种植园遍布东印度群岛。 
——引自 19 世纪一位英国经济学家的记述 
请回答： 
（1）材料中的“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的直接动力和根本原因是什么？（2 分） 
（2）材料二说明英国对殖民地掠夺的特点是什么？结合材料一说明资本主义入侵广大亚非拉地区造成的后果。（4 分） 
（3）英俄对外扩张的方式有何不同？（6 分） 
三、问答题：本大题共 3 小题，第 34 题 14 分、第 35 题 15 分、第 36 题 12 分，共 41 
分。 
34、试以对外交通、对外经贸和中外政治文化交往等方面的史实比较汉唐时期的不同特征。（10 分）分析其不同的原因。（4
分） 

35、试述新中国成立前后 10 年，我国民族工业各呈现何种状况？试分析原因。这 20 年民族工业发展的历史说明了什么道理？

（15 分） 

36、比较第二次工业革命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不同点并指出其相同影响。（12 分） 

 
历史试卷参考答案（17） 

一、选择题： 
1、C 2、C 3、C 4、B 5、B 6、D 7、D 8、A 9、C 
10、C 11、A 12、C 13、D 14、C 15、D 16、A 17、C  
18、C 19、D 20、B 21、D 22、D 23、B 24、B 25、B 
26、B 27、D 28、B 29、C 30、C 
二、材料解析题： 
31、（1）不良影响；垦荒费用高于地价；百姓对垦荒畏缩不前；肥沃的土地被抛弃。原因是官吏在垦荒过程中对百姓进行

勒索。（3 分） 
（2）官吏谎报垦荒数字，把增加的征税数额分摊到垦户头上，加重了垦荒农民的负担。出现这种弊端的原因是清政府把垦

荒的成绩作为对地方官奖惩的标准，某些官员为了升官发财，故谎报垦荒数额。（5 分） 
（3）雍正帝重视垦荒，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应给予肯定。（2 分） 
32、（1）学习西方，变法图强，说明孙中山这时对清政府抱有幻想，他的思想还没有转变到资产阶级革命上来。（4 分） 
（2）主张进行资产阶级革命，推翻清政府，反对保皇。（2 分） 
（3）辛亥革命，十月革命。（2 分） 
（4）不准确。不是方法问题。俄国革命成功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革命。辛亥革命失败的根

本原因是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局限性。（4 分） 
33、（1）直接动力是利润，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要求。（2 分） 
（2）特点：掠夺初级产品，包括原料、农副产品、以及黄金、白银等重金属。后果：使广大亚非拉地区更加落后，从而成

为资本主义经济的附庸。（4 分） 
（3）英国殖民扩张的主要方式是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以武力为依托在世界各地进行经济扩张，把其侵略地区纳入资本主

义体系之中。（3 分） 
俄国的侵略方式是凭借其军事力量对周边地区蚕食鲸吞，将其直接并入自己的版图。（3 分） 
三、问答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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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不同特点：A 汉代以陆路为主，唐朝水陆并举。西汉张骞沟通西域后，“丝绸之路”开通，中国同西亚欧洲的商

贸关系开始发展起来。唐朝丝绸之路仍是中西重要商道，而且新辟了登州、扬州东至朝、日；广州至西亚、欧洲的海上商道。

（4 分）B 汉代以商贸为主；唐朝使臣，商贸交往，文化交往全面开展。西汉没有使 臣交往。唐朝与朝鲜、日本、印度、大

食都互有使者往来通好。（4 分）C 汉代以丝和丝织品为主；唐代丝绸、瓷器、纸张、茶叶等贸易大为增多。（2 分）D 汉

代贸易具有单向性；唐代贸易具有双向性，不仅传播文化，而且广泛吸收各国经济文化成果促进唐朝繁荣。（2 分） 
（2）原因：汉代江南经济较为落后，还不具备打开海上商路的条件。唐朝疆域广大，国力强盛，经济文化处于世界先进地

位，经济重心逐渐南移，造船业发达。因此，中外交往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2 分） 
35、前 10 年：（1）状况：民族工业处于严重萎缩状态，至解放前夕，民族工业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 
（2）原因：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对占领区的殖民统治和疯狂经济掠夺，使民族工业根本没有生存和发展的条件；解放战

争时期美国商品涌入中国市场对民族工业是摧毁性的打击；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利用政治特权，垄断经济命脉，肆意

掠夺，压制民族工业的发展；战争破坏。（8 分） 
后 10 年： 
（1）状况：新中国没收了帝国主义在华企业和官僚资本，建立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对民族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1953—
1957 国家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进行了工业化基本建设，建成一批新型工业基地，工业建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2）说明：民族工业在这 20 年的兴衰荣辱，充分说明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和发展中国。（7 分） 
36、不同点：（1）第三次科技革命对生产力的推动作用更大，科技转化为生产力速度更快。 
（2）第三次科技革命中，科学和技术的结合更密切。 
（3）科学技术领域间的相互渗透，相互促进更加明显。（6 分） 
相同影响： 
（1）推动了生产力的迅速发展。 
（2）促进社会经济结构和生活结构的变化。 
（3）推动了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调整。（6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