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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 年高一上学期 10 月月考历史试题 含答案 (I)

1. 唐代和宋代都有谏官。唐代谏官由宰相荐举，主要评议皇帝得失；宋代谏官由

皇帝选拔，主要评议宰相是非。这说明（ ）。

A. 唐代君主的权力不受制约 B. 唐代以谏官削弱宰相的权力

C. 宋代谏官向宰相和皇帝负责 D. 宋代君主专制的程度高于唐代

2. 下图中秦代砖文为 “ 海内皆臣，岁登成熟，道毋饥人，践此万岁 ” 。其中，

“ 海内皆臣 ” 反映的历史信息主要是（ ）。

A. 交通发达，水陆并用 B. 疆土辽阔，臣民众多

C. 国家一统，皇帝集权 D. 法律严苛，覆盖全国

3. 西周推行 “ 立子以贵不以长，立嫡以长不以贤 ” 的宗法制，其根本目的是

（ ）。

A. 划分血缘关系的亲疏 B. 调解贵族之间的矛盾

C. 维护和巩固政治联系 D. 确立嫡长子继承制度

4. 美国学者费正清说： “ 在一个我们看来特别注重私人关系的社会里，中国的科

举考试却是惊人地大公无私。每当国势鼎盛，科举制度有效施行时，总是尽一切努

力消除科场中的徇私舞弊。 ” 对作者观点理解正确的是

A. 科举制度体现了公平竞争的精神 B. 科举制度背离了传统的伦理道德

C. 科举制度扩大了封建统治的基础 D. 科举制度实现了封建国家的兴盛

5. “ 连中三元 ” 一词来源于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制度。这里的 “ 三元 ” 指

A. 秀才、举人、进士 B. 状元、榜眼、探花

C. 解元、会元、状元 D. 乡试、会试、殿试

6. 加强对官吏的监察是实现吏治清明的重要措施。历史上，下列机构或官职不具

有监察职权的是

A. 御史大夫 B. 刺史

C. 都察院 D. 军机处

7. 《荀子 · 君道》： “ 墙之外，目不见也；里之前，耳不闻也；而人主 ( 君主 )
之守司 ( 官吏 ) ，远者天下，近者境内，不可不略知也。 ” 秦汉是如何践行的

A. 实行科举制 B. 推行郡县制 C. 实行察举制 D. 建立监察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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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说： “ 郡县制建立了近两千年，不能改变。古往今来

上上下下的人都安于这种制度，这是势所必然，若不是由于合理，哪能够如此

呢？ ” 下列对秦始皇废分封、置郡县 “ 势所必然 ” 的理解错误的是

A. 吸取了分封制导致春秋战国诸侯纷争局面的教训

B. 秦灭六国实现统一后的需要

C. 是强化地方独立性的需要

D. 与秦朝所建立的中央集权制度相适应

9. 美籍华人、史学家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一书中写道： “ 从秦国开始的我国

史上的第一次社会政治大转型，发自商鞅，极盛于始皇，而完成于汉武。 ” 这次

大 “ 转型 ” 的主要表现是

A. 世袭制代替禅让制 B. 郡县制代替分封制

C. 行省制代替郡国制 D. 内阁制代替三省制

10. 《左传 · 昭公七年》： “ 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

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 ” 上述材料反映西周社会结构的

基本特点是

A. 严格的等级关系 B. 嫡长子拥有继承特权

C. 通过垄断神权强化王权 D. 血缘纽带和政治关系紧密结合

11. 《左传 · 僖公二十四年》记载： “ 赵姬请逆盾与其母 …… 以盾为才，固请于

公，以为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 ” 又《襄公二十三年》记载： “ 季武子无适子

( 嫡子 ) ，公弥长，而爱悼子，欲立之。 ” 《孔子家语 · 曲礼公西赤问》：

“ 公仪仲子嫡子死而立其弟。 ” 材料涉及的政治制度是

A. 分封制度 B. 宗法制度 C. 郡县制度 D. 监察制度

12. 在某校一次公开课教学中，有这样一道题：谈谈你对古代中国政治制度的认

识。某学生答题要点如下，你认为表述不准确的是

A. 分封制与宗法制互为表里，宗法制在政治制度方面的体现就是分封制

B. 春秋时期，分封制瓦解，出现了 “ 礼崩乐坏 ” 的局面

C. 唐朝皇帝运用中央机构的权力制衡来维护自己的专制统治

D. 内阁的设置实质上恢复了丞相的职权，是明清时期君主专制的重要内容

13. 下图为土司制度的活化石，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 云南德宏南甸宣抚司

署。明清时期的 “ 改土归流 ” 政策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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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土司制度

B. 平定西南地区宣慰司的叛乱

C. 取消西南地区的土司衙门，改由朝廷任命的官员统治

D. 对西南地区实行地方土司和中央委派官员共同管理

14. 明史专家吴晗在《朱元璋》一书中曾这样描述我国古代的君臣关系： “ 在宋

以前有三公坐而论道的说法 …… 到宋朝便不然了。从太祖开始，大臣上朝在皇帝

面前无坐处，一坐群站 …… 到了明代，不但不许坐，站着都不行，得跪着说话

了。 ” 君臣关系由坐而站而跪，说明中国古代中央政治制度演变的重要特点是

A. 中央对地方的管理日益加强 B. 皇权日益加强，相权日益削弱

C. 内阁制度日渐成熟 D. 丞相权力日益被分割

15. 假如你是一位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在招收研究生的试卷中，有这样一道题：

谈谈你对明朝废除丞相制度这一政策的理解。某考生答题要点概括如下，你认为其

中不符合历史实际情况的是

A. 丞相制度妨碍了皇权的高度集中 B. 丞相制度必然导致社会的动乱

C. 这一做法使军政大权进一步集中到皇帝手中

D. 废除丞相制度，使君主专制达到了新的高度

16. 下面是某电视专题片中出现的三组镜头，分别反映了不同朝代为解决洪水灾

害，中央政府的运作情况

① 蜀郡洪水为患，丞相与诸卿拿出治理方案，交给皇帝裁决 ②渝州发生洪

灾，中书省按皇帝旨意起草文件，交门下省审核后，再交尚书省，尚书省交工部、

户部办理 ③徐州府爆发洪灾，阁臣据皇帝旨意写成诏书，直送工部、户部执行

赈灾

据所学知识判断，上述历史场景最早出现的朝代分别是

A. 秦、唐、元 B. 汉、宋、明 C. 秦、元、清 D. 秦、唐、明

17. 洪武十二年，明王朝颁布了《大明律》，它规定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

内乱等为 “ 十恶 ” 重罪，属于 “ 常赦所不原 ” ； “ 大臣专擅选官 ”“ 交结朋党

紊乱朝政 ”“ 交结近侍官员 ”“ 擅为更改变乱成法 ” 等列罪条款又为明律所特有。

这些规定

A. 表明皇权专制的继续强化 B. 规范内阁机构的运作程序

C. 协调了君权与相权的关系 D. 解决了中央与地方的矛盾

18. “ 雍正七年（ 1729 年），青海军事兴，始设军机房，领以亲王、大臣，予银

印，印藏内奏事太监处，有事请而用之。 ” 这段材料表明军机处（ ）。

①因军事需要而设置 ②降低了行政效率 ③参与国事决策 ④由皇帝的亲

信组成
A.①③ B.②③ C.①④ D.②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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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 洪武皇帝 …… 希望牢牢将权力抓在自己手中，并试图独自处理国家大事。但

是这样的工作负担被证明是无法承担的，他于是召集一些忠诚的中级官员组成了一

个特别的政府部门 ……” 材料中 “ 中级官员 ” 的主要职能是（ ）。

A. 协理奏章 B. 参与决策

C. 执行政令 D. 监察百官

20. 郡县制是我国古代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下列关于郡县制的表述，正确的有

（ ）。

①郡县制是秦朝统一全国后最早开始实施的 ②郡县官吏由中央任免，不能世

袭 ③郡的最高长官称监御史 ④形成了中央垂直管理地方的形式
A.①②③④ B.①③ C.②④ D.①②④

2 1. 历史记载，公元前 219 年，秦始皇东巡郡县，封泰山，禅梁父，刻石颂秦

德。颂词称 “ 皇帝临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饬。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宾

服，亲巡远方黎民，登兹泰山，周览东极 ” 云云。试分析秦始皇封禅的最主要目

的 是（ ）。

A. 刻石颂德，流芳百世 B. 齐鲁未稳，借机加强对其控制

C. 给皇权披上神圣外衣，以示皇权至上 D. 祈求上天保佑国泰民安

2 2. 《通典》记载： “ （汉）文帝十三年，以御史不奉法，下失其职，乃遗丞相

史出刺并督监察御史。 ” 《新唐书 · 百官志》记载：左右丞 “ 掌辩六官之仪，

纠正省内，劾御史举不当者 ” 。《金史》记载： “ 己卯，制纠弹之官知有犯法而

不举者，减犯人罪一等科之，关亲者许回避。 ” 上述材料说明（ ）。

A. 弹劾是中国古代监察的一项重要权力

B.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重视监察官员的素质

C. 中国古代监察机构的权力来自皇权

D.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逐步走向完善与成熟

23 . 宋朝形成了 “ 中书主民，枢密院主兵，三司主财，各不相知 ” 的局面。这反

映出（ ）。

A. 宰相职权范围扩大 B. 专制皇权达到顶峰

C. 君权对相权的制约 D. 中央对地方控制加强

2 4. 《史记集解》记载： “ 秦以前，民皆以金玉为印，龙虎钮，唯其所好。秦以

来，天子独以印称玺，又独以玉，群臣莫敢用。 ” 该材料从本质上反映了

（ ）。

A. 秦朝皇印为玉玺 B. 中央集权制度的萌芽

C. 玉玺为皇帝独用 D. 皇权至上，皇帝独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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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 . 农村常可见到这样的现象，一些年届七旬的老翁，要向三岁稚童称 “ 叔 ”
或 “ 伯 ” 。永定俗谓： “ 白头哥，坐地叔 ” （即对平辈的白头老翁仅呼

“ 哥 ” ，而尚在襁褓中的叔辈，即使上年纪老者也要唤其为叔）。这一现象反映

了宗法制（ ）。

A. 强调血缘纽带 B. 重视尊卑贵贱

C. 以嫡长子继承制为特点 D. 有利于凝聚宗族

26 . 有网友发表帖子讨论科举制时说： “ 自秦以来，科举兴于世，始以八股为

试，学子彻夜秉读。然科举追求功禄，令学子神经麻木，岂真学识耶？ ” 对该帖

最恰当的评价是

A. 对科举制的评价完全正确 B. 仅从追求功禄评价科举制是片面的

C. 关于科举制的史实和评价都有问题

D. 关于科举制和八股取士产生的时间都有错误

2 7. 我国是一个重视制度创新的国度。分封制、郡县制、行省制都对我国的政治

发展产生过深远影响。对于这三种政治制度，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 都是与宗法制互为表里的制度 B. 都加强了中央集权

C. 地方长官都通过任命产生 D. 都曾为统治者的持久统治提供了制度保障

2 8. 美籍华人、史学家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一书中写道： “ 从秦国开始的我

国史上的第一次社会政治大转型，发自商鞅，极盛于始皇，而完成于汉武。 ” 这

次大 “ 转型 ” 的主要表现是

A. 世袭制代替禅让制 B. 郡县制代替分封制

C. 行省制代替郡国制 D. 内阁制代替三省制

2 9. 假如你是一位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在招收研究生的试卷中，有这样一道

题：谈谈你对明朝废除丞相制度这一政策的理解。某考生答题要点概括如下，你认

为其中不符合历史实际情况的是

A. 丞相制度妨碍了皇权的高度集中 B. 丞相制度必然导致社会的动乱

C. 这一做法使军政大权进一步集中到皇帝手中

D. 废除丞相制度，使君主专制达到了新的高度

3 0 . “ 洪武皇帝 …… 希望牢牢将权力抓在自己手中，并试图独自处理国家大事。

但是这样的工作负担被证明是无法承担的，他于是召集一些忠诚的中级官员组成了

一个特别的政府部门 ……” 材料中 “ 中级官员 ” 的主要职能是（ ）。

A. 协理奏章 B. 参与决策 C. 执行政令 D. 监察百官

31 . 郡县制是我国古代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下列关于郡县制的表述，正确的有

（ ）。

①郡县制是秦朝统一全国后最早开始实施的 ②郡县官吏由中央任免，不能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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袭 ③郡的最高长官称监御史 ④形成了中央垂直管理地方的形式
A.①②③④ B.①③ C.②④ D.①②④

32 . 中国古代崇尚 “ 德治 ” ，孝道是政府与民间最推崇的。有史料记载，郭巨

“ 家贫，有子三岁，母减食于之。巨谓妻曰：贫乏不能供母，子又分母之食；盍埋

此子 ” 。郭巨因此而被荐举为孝廉。这一史料反映的是（ ）。

A. 分封制 B. 编户制 C. 察举制 D. 科举制

33. 网上书店介绍易中天《帝国的终结：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批判》一书的内容时

说： “ 这是一个帝国制度不断成熟、完善的过程，它表现为中央集权的不断加

强。秦创郡县制，汉因之；隋创科举制，唐因之；宋创文官制 ( 文臣将兵制 ) ，

明因之；明创阁臣制，清因之。 ” 就此，同学们展开了讨论

甲同学：秦朝建立的中央集权制度奠定了中国古代政治体制的基本模式

乙同学：秦朝开创的郡县制奠定了中国古代管理地方的基础

丙同学：隋朝开始形成的科举制是封建选官制度的一大进步

丁同学：明太祖设置殿阁大学士，标志着内阁的出现

根据所学知识，你认为

A. 乙丙对，甲丁错 B. 甲丙对，乙丁错

C. 甲乙错，丙丁对 D. 甲乙对，丙丁错

34. 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对元朝的行省制度作出了如下评价：

“ （它）就是一个 …… 宰相府的派出所，分驻在这个地方来管事。如是则地方绝

无权，权只在中央。 ” 钱穆把行省称之为 “ 流动的中央政府 ” ，对这句话的理

解最准确的是（ ）。

A. 行省有利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B. 行省不是地方管理机构

C. 行省长官具有很大的独立性 D. 行省不利于中央集权的加强

35. 我国古代民间有 “ 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 的俗语。其中， “ 州官 ”
最早的职能是（ ）。

A. 掌管地方行政事务 B. 代表中央监察地方

C. 管理地方军政大事 D. 总管地方财政收支

评卷人 二、材料解析题 （ 3*10=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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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6. 识读下列图文材料：

材料一

材料二 《荀子》记载西周初年分封 71 国中姬 姓诸侯国比例示意图

材料三 宜侯簋，铸有铭文，记述了周王封宜侯并赏赐祭祀器具、土地和奴隶之

事。

请完成：

（ 1 ）依据上述材料简要概括指出西周分封制的主要特点和作用。 (8)
（ 2 ）依据材料和所学知识说明，后世统治者可以效仿西周分封治国吗？为什

么？ (2)

37 . 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 当代史学家对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国家权力运行的规律作了如 下总结：

皇帝从资历较浅、地位不高的心腹近侍或仆从中选拔一些人来承担政务，逐渐演变

成正式的辅政机构，当这些辅政机构和官员的权力较重时，皇帝又从更为亲宠的近

侍或仆从中另选一些人来承担政务，有意架空原有的辅政机构和官员，剥夺其实

权，仅保留虚衔或使之变为荣誉职称，然后又进行下一轮的循环 …… 每一次循环

的结果，都使得中枢机构原权力更分散，皇帝的权力更加强。这种不断地转移与分

散，是君主专制国家权力运行的基本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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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二 中国的专制主义 …… 用自己的锁链武装了自己，而变得更为凶暴。因

此，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他的原则是恐怖，在最初的那些朝代，疆域没有这么

辽阔，政府的专制的精神也许稍微差些；但是今天的情况正好相反。

——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请回答：

（ 1 ）材料一中所述的 “ 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国家权力运行的规律 ” 反映的是中

央集权制度下的哪一对基本矛盾？根据所学知识，概述西汉、隋唐、宋、元几个时

期中枢权力体系的主要变化？ （ 6 分）

（ 2 ）根据所学知识，明清之际的哪些史实能够反映材料二中 “ 但是今天的情况

正好相反 ” ？对此你如何评价？ （ 4 分）

38 . 在中国古代，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地方制度，阅读下列材料回答相关问题：

材料 一 与分封制相适应，商周的官员选拔采用 “ 世卿世禄制 ” 。三代（夏

商周）时期治理国家的统治者是贵族， …… 从诸侯到士，根据出身的高低贵贱来

兼任政府职务，世代为官。

春秋时期，随着兼并战争的进行，秦、楚等国都在新占领的地方上设立县和郡，作

为新的行政建制。一般县在中心区域，郡在边远地区。郡县的长官，不再是世袭领

主，而是由君主委派官员直接管理。郡县长官由君主任免，对君主负责，成为中国

历史上最早的取代贵族领主的职业官僚。

——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十 五讲》

材料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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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三 明朝在各省实行三司分治的制度。三司即承宣布政使司（简称布政

司）、提刑按察使司（简称按察司）和都指挥使司（简称都司），在职能上，布政

司掌理民政，按察司掌理监察地方官员和刑名司法，都司则管卫所军政。这三个部

门的设立，既是行政上的分工，也是对地方权力形成制约的制度安排。其目的在于

加强中央对地方的垂直管理。

—— 摘编自袁行霈等主编《中华文明史》

请回答：

（ 1 ）依据材料一，比较分封制与郡县制在任用 管理人员上的本质区别，由此

分析郡县制取代分封制在这方面的重要意义。 （ 4 分）

（ 2 ）材料二反映了什么朝代的什么制度？此种制度有何历史意义？图中 A 处

所示的地区属于哪个行政机构管辖？ （ 4 分）

（ 3 ）依据材料三指出明朝在地方行政制度上的特点。 （ 2 分）

和认识。

高一历史 参考答案

一、单选题

1. 答案： D
解析： 唐宋两代谏官在选拔途径与评议对象上的变化，反映了相权不断削弱、君

权日益加强的发展趋势，故 D 项符合题意； A 、 B 、 C 三项均不能全面体现

题干材料中的信息。

2. 答案： C
解析： 秦朝建立了统一的大帝国，实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故 C 项符合题

意； A 、 B 、 D 三项均与图文材料中的有效信息不符。

3. 答案： C
解析： 西周宗法制按照血缘宗族关系分配政治权力，最终目的是强化以周王室为

核心的政治联系，故 C 项符合题意； A 、 B 两项是宗法制的直接目的， D 项

是宗法制的核心内容。

4. 答案： A
解析： 注意材料中 “ 惊人地大公无私 ” 等信息，可知材料的观点重在强调科举

制的公平性，故选 A 项。

5. 答案： C
解析： “ 三元 ” 指的是解元、会元、状元。



深圳小学家长群:254317299 深圳初中家长群：90482695 深圳高中家长群：175743089

更多资料详见: http://sz.jiajiaoban.com/ 咨询电话：4000-121-121

6. 答案： D
解析： 秦朝御史大夫负责监察系统；都察院负责监察事务；御史台为元朝最高监

察机关；军机处是清朝时期的中央机构，只负责传达皇帝旨意，不具有监察职能，

故选 D 项。

7. 答案： D
解析： 材料反映了君主对官员的监察和控制，秦在中央设御史大夫，负责监察百

官，汉在地方设刺史，代表中央监察地方，故选 D 项。

8. 答案： C
解析： 秦始皇推行郡县制的目的是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防止地方分裂，不可

能是强化地方的独立性，故选 C 项。

9. 答案： B
解析： 春秋战国开始实行郡县制，秦统一全国后在全国范围内废分封，推行郡县

制，汉武帝时通过削弱诸侯国的势力，最终确立了郡县制在地方的统治。

10. 答案： A
解析： 材料中 “ 人有十等 ” ，表明各个等级之间存在臣属关系，等级森严，故

选 A 项。

11. 答案： B
解析： 由题中材料 “ 公仪仲子嫡子死而立其弟 ” 可知该政治制度的核心内容为

嫡长子继承制，故该政治制度应为宗法制。

12. 答案： D
解析： 内阁的设置实质上并不是恢复了丞相的职权，明朝内阁始终不是法定的中

央一级的行政机构或决策机构，只是为皇帝提供顾问的内侍机构。 A 、 B 、 C
三项的说法都是正确的。

13. 答案： C
解析： 明清时期的 “ 改土归流 ” 政策是指在少数民族地区废除土司制度，实行

流官统治的政治措施，故选 C 项。

14. 答案： B
解析： 题中的关键词是 “ 君臣关系 ” ，大臣从原来坐着到后来站着到最后跪

着，说明大臣的地位下降了，而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君主专制加强了。

15. 答案： B
解析： 皇权、相权之争虽然贯穿了整个封建社会，但是丞相制度与社会动乱之间

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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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答案： D
解析： 从郡、丞相、诸卿和皇帝裁决可判断第一个是秦朝；从中书省和门下省之

间的关系可判断第二个是唐朝；由阁臣、诏书直送六部可以判断第三个是明朝。

17. 答案： A
解析： 从材料中 “ 大臣专擅选官 ”“ 交结朋党紊乱朝政 ”“ 交结近侍官员 ” 等内

容可以看出，《大明律》对明朝大臣作了种种限制 ，而且这些条款还是明律所特

有，由此分析，明朝皇权专制与过去朝代相比，又得到继续强化。

18. 答案： C
解析： “ 青海军事兴，始设军机房 ” 说明 ① 正确；由 “ 领以亲王、大臣，予

银印，印藏内奏事太监处 ” 可知 ④ 正确。材料没涉及军机处的办事程序和行政

效率，不能得出 ②③ 的结论。

19. 答案： A
解析： 从 “ 洪武皇帝 …… 独自处理国家大事 ” 可以判断这指的是明初废除宰相

制度，君主专制权力进一步增强。此后组成的 “ 特别的政府部门 ” 指的是协助皇

帝处理政事的殿阁大学士，他们不参与决策，也不负责执行政令和监察百官，只是

协助皇帝处理奏章。

20. 答案： C
解析： 郡县制在春秋时就已经实行，郡的最高长官叫郡守，郡守由中 央直接任

命，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故选 C 项。 21—25CDCDA 26---30CDBBA 31C 32C

33. 答案： B
解析： 郡县制最早出现在春秋时期，故乙的说法错误；内阁出现于明成祖时期，

不是明太祖时期，故丁的说法错误。

34. 答案： A
解析： 元朝全国最高的行政机关是中书省，行省是中书省派出的地方行政机构。

“ 流动的中央政府 ” 说明行省严格受中央控制，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 B 项不符

合行省的性质； C 项不能体现 “ 流动的中央政府 ” 的特点； D 项表述与行省的

作用相反。

35. 答案： B

二、材料解析题

3 6. 答案： （ 1 ）主要特点：从分封对象看，同姓亲族属于分封主体，其他被

封的有功臣、殷商旧族等；从封地分布看，同姓亲族居于富庶和战略要地；从分封

内容看，除土地外，还有大量的物资、人口和武装等。主要作用：加强了西周对占

领地区的统治，有利于稳定当时的政治秩序。

（ 2 ）观点：不能。原因：分封制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不能维持政治关系的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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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伴随着诸侯国势力的发展，容易出现强国兼并弱国的形势，从而削弱最高统

治者的权威。

解析： 第（ 1 ）问中的 “ 主要特点 ” 可依据材料中 “ 周公长子伯禽封国

鲁 ”“ 赏赐祭祀器具、土地和奴隶之事 ” 等信息，从分封对象、封地分布、分封

内容等 方面归纳； “ 主要作用 ” 可结合分封制的目的进行说明。第（ 2 ）问属

于观点阐释题，应注意从分封制的基础、发展趋势等角度入手思考，从而判断观点

的正确与否 ，但组织答案时应先说明观点再说明理由。

3 7 . 答案： （ 1 ）皇权与相权的矛盾。

西汉：设置中朝，限制丞相权力；隋唐：实行三省六部制，分割相权，加强皇权；

宋：设置中书门下、枢密院与三司，进一步分割相权，强化皇权；元：实行一省

制，设中书省。

（ 2 ）明朝废除丞相，设置内阁，专制皇权发展到新高度；清朝设置军机处，专

制皇权发展到顶峰。

明清之际专制皇权的不断强化有利于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巩固，社会稳定，提高决

策效率；但皇权的极度膨胀，又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最终导致中国落后

于西方。

38 . 答案： （ 1 ）区别：分封制根据出身的高低贵贱来兼任政府职务，实行世

卿世禄制；郡县制实行郡县长官由君主任免，对君主负责（ “ 选贤任能 ” ）。

（ 4 分）

郡县制取代分封制的重要意义：在国家制度中由地域关系取代了血缘关系；国家管

理人员由职业官僚取代了世袭领主，彻底打破了世卿世禄制，使贵族政治转化为官

僚政治。（ 4 分）

（ 2 ）元朝的行省制度。 （ 1 分） 意义：行省的设置，便利了中央对地方的

管理，加强中央集权；巩固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是中国省制的开端，影响深远。

（ 2 分）宣政院。（ 1 分）

（ 3 ）特点：实行三司分治的制度。评价：既是行政上的分工，也是对地方权力

形成制约的制度安排，其目的在于加强中央对地方的垂直管理。但容易出现三司互

相抵牾之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