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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时期：辽宋夏金多民族政权的并立与元朝的统一



辽宋夏金元的经济与社会

第9讲



课
程
标
准

认识辽宋夏金元时期经济与社会等方面的新变化。



考
情
分
析

1.频率题型：该部分是高考高频考点，选择题和非选择题兼顾

2.情境设计：多利用文献资料、表格、地图、社会现象设计试题情境，

注重考查经济发展与社会的新气象，如(2023·全国甲卷，26)北宋市民

生活；(2023·全国乙卷，26)南宋刻书风气；(2023·辽宁卷，4)金人购

茶；(2022·全国甲卷，26)宋代手工业；(2022·湖北卷，4)宋代门第观

念的变化；(2022·山东卷，3)宋代纺织业；(2021·6月浙江选考，6)宋

代海外贸易

3.核心考向：两宋时期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发展的新变化；经济重

心的南移；两宋时期的社会变化



整
体
感
知



内
容
导
航

一　梳理必备知识

二　突破关键能力

三　链接高考热点

四　课时精练



梳理必备知识
落
实
基
础
性



1.农业的发展

知识点一　经济的发展

耕作制度
宋朝时，一年两熟的稻麦复种制在南方已经相当普及，有

些地方还可以一年三熟，提高了粮食产量

经济结构
一些地区出现了固定种植某种经济作物的农户，对传统自

然经济结构有一定突破

棉花种植
棉花在内地的种植始于宋朝，在元朝得到大力推广，南方

植棉逐渐普遍，带动了棉纺织业的发展

边疆开发
在辽夏金元统治之下，边疆地区获得进一步开发，漠北、

东北、西北、西南的农业都有显著进步



2.手工业的发展

部门 概况 地位或作用

制瓷业

(1)宋朝出现了以五大名窑为代表、

风格各异的瓷器，色彩多变，质感

浑厚

(2)元朝烧出了新型彩绘瓷器青花瓷

和釉里红

宋元时期，瓷器大量出口

海外，成为继丝绸之后中

华文明新的物质象征



部门 概况 地位或作用

矿冶业

煤的开采量很大，都

城东京的居民普遍使

用煤作燃料

燃料的改进大大提高了金属冶炼的产量

和质量

印刷业 宋元时期发展迅速
有力地推动了文化的普及，进一步带动

了造纸业的发展



3.商业和城市的繁荣

基层市场
宋朝是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高峰，面向大众的基

层市场蓬勃涌现

边境贸易
宋与辽夏金各政权之间的经济往来十分密切，官方设置榷

场进行互市交易，民间贸易也相当活跃

货币流通
北宋钱币年铸造量最多时高出唐朝十多倍，开始出现纸币

——交子；元朝在全国范围内将纸币作为主币发行



海外贸易

①外贸税收成为宋元两朝国库的重要财源

②丝织品、瓷器等远销亚非许多国家和地区，输入中国的

商品以香料、珠宝等为主

③主要外贸港口有广州、泉州、明州等

城市的兴盛 北宋东京、南宋临安、元朝的大都和杭州尤以繁华著称



4.经济重心南移

唐朝中

期以来
南方的经济实力增长迅速

北宋 在经济上对南方依赖明显，户口分布南多北少的格局已定型

南宋
长江下游和太湖流域一带，成为全国最重要的粮仓，谚语称

“苏湖熟，天下足”

元朝

①南北经济差距继续扩大，全国大部分人口和税收集中在江南

②对隋唐时期的大运河进行取直，大大缩短了航程

③创造性地开辟了长途海运航线，主要任务是运输江南的粮食



1. 思考 · 情境问题

《苏轼诗集》卷17记载：彭城旧无石炭

(煤)。元丰元年十二月，始遣人访获于

州之西南白土镇之北。以冶铁作兵，犀

利胜常云……投泥泼水愈光明，烁玉流

金见精悍。南山栗林渐可息，北山顽矿

何劳锻？为君铸作百炼刀，要斩长鲸为

万段！据此我们可以获取哪些历史信息

？

答案　

北宋已经使用煤作为冶铁燃料；北宋时

期由煤冶炼出来的铁制兵器异常锋利；

北宋煤得到推广使用，部分取代了木材

的作用。



2. 拓展 · 思维点拨

宋元城市发展的特点

(1)发展阶段：坊市制度被坊市合一、临

街设店为特征的格局所取代。(2)空间分

布：向近海转移，海运兴盛带动沿海港

口城市发展。(3)规模功能：人口总数扩

大，出现夜市、晓市等，经济功能大大

增强。(4)人口构成：市民阶层兴起，工

商业人口比重加大。(5)文化结构：市民

文化成为宋代以后城市文化的主流。



3. 拓展 · 思维点拨

宋朝海外贸易繁荣的原因

(1)统治者支持、鼓励发展海外贸易。

(2)宋朝造船业发达，北宋时，制成了指

南针，并应用于航海事业。

(3)战乱频繁，陆上丝绸之路受阻，所以

宋朝的对外贸易以海路为主。

(4)增加政府收入的需要。



4. 图解 · 关键知识

全面认识经济重心转移



知识点二　宋代社会的变化

门第观

念淡化

隋唐

时期

士族阶层在政治上已经衰落，但重视家族背景的门第观

念仍然十分流行

宋朝

①科举制度原则上面向全社会开放，更加强调公平竞争

②出身平民家庭的士人进入政坛，给政治增添了活力

③婚姻择偶以当下政治、经济地位为重，不再关心祖先

名望，即“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



社会成员身

份趋于平等

宋以前
社会上长期存在人身不完全自由并且受到歧视的贱

民阶层

宋朝

①贱民阶层数量显著减少

②家内服役更多地来自雇佣

③农民较少受到契约关系以外的人身束缚

国家对社会

的控制松弛

①土地买卖、典当基本不受官府干预。“贫富无定势，田

宅无定主”成为普遍现象

②官府对百姓迁移住所、更换职业以及日常生活标准的限

制更加松弛



拓展 · 思维点拨

宋代不立田制，国家不再干涉土地财产

关系的变化，结果是土地兼并严重，租

佃关系盛行，成为重要的土地经营形式。

宋代佃户拥有人身自由，法律上也和地

主有基本平等的地位。只要和地主结算

清楚，就可以自由流动。

宋代租佃关系与人身控制松弛

返 回



突破关键能力
提
升
综
合
性



视角1　宋朝商业繁荣

商业革命 —— 辽宋夏金元时期经济的新变化主题一

材料　开放强大的文化活力，蓬勃的贸易经济，突破了宋以前京师关于

夜市的禁令……店铺、朝廷办事机构与居民住宅错落相间，朝着大街几

乎随处可以开设店铺……坊市制度的崩溃，商业街取代商业区的市，御

街两旁“许市人买卖其间”，这些都是前代都市所未有过的经济生活景

观。当时开封以经商为业的有二万多户，其中640家资本雄厚的商户，分

别属于160行，囊括米、盐、茶等各类商品贸易。号称“正店”的大酒楼

有170家，兼具饮食与商品贸易的多种功能，作为商人验看商品质量、商

定商品价格、签订契约的场所……酒楼、茶坊适应商业大潮，与娱乐场

所瓦子，都通宵营业。——摘编自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



解
读

材料从宋朝坊市制度时空的突破、商业经营种类、规模和功能多样化、

文化、娱乐等方面反映宋代东京(开封)繁华的经济生活景观。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东京出现“前代都市所未有过的经济生

活景观”的原因和表现。

试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原因：农耕经济的发展；政府商业政策的放松；政治中心的影

响；东京处于汴河附近，交通便利。

表现：经济功能增强，商业贸易繁荣；城市布局打破了坊市界限；

政府放松了对商业活动的限制；出现了比较完善的饮食、娱乐服务设

施；货币经济发展，出现纸币。

思
考



视角2　经济重心南移

材料　秦汉时期，我国便已存在“富商大贾，周流天下”的情况。然而

当时进入长途流通领域的，只有金银珠宝之类体轻价昂的商品，粮食等

大宗货物的贸易往往仅限于其产地及附近区域。虽然历代政府也通过漕

运调运粮食，但一般商人则不敢问津。因此，长期以来便形成一条不成

文的货物转运原则：“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



北宋时期形成了以开封为中心的漕运网，把东京、江淮、关中等经

济发达地区紧密联系起来。伴随这些条件的成熟和形势的变化，商贾们

置流行数百年的“千里不贩籴”的原则于不顾，争先恐后地挤上长途贩

粮的征途，这是北宋以前几乎没有出现过的情况。

——摘编自王兴文《北宋漕运与商品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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