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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古代对外贸易的特点

1.秦汉

(1)以商贸为主,丝织品占很大比重并具有单向性。

(2)中外交往以陆路为主,水陆并举。

(3)交流频繁,形成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

2.隋唐:交流频繁,盛况空前。

(1)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2)对外交通发达(水陆并举)。

(3)较为开放的对外政策。



3.宋元:海上贸易兴盛。

4.明清

(1)传统性对外关系达到鼎盛(郑和下西洋)。

(2)出现华侨潮。

(3)欧洲殖民者开始对华侵略活动。

(4)中国人民开始反殖民反侵略的斗争。

(5)中国开始介绍和引进西方的科学知识。

(6)对外政策由开放走向闭关自守。



对应训练1(2021·全国高二课时练习)据记载,南宋绍兴六年(公元1136年),
泉州知州连南夫奏请:“诸市舶纲首能招诱舶舟,抽解物货,累价及五万贯、
十万贯者,补官有差。”大食商人啰辛贩卖乳香达30万缗,纲首蔡景芳招诱
舶货,收息钱达98万缗,都各补授从九品“承信郎”官衔,赐予“公服履笏”。以
上材料主要说明了(　　)

A.海外贸易满足了贵族的物欲追求

B.招徕外国货船可以增加官员政绩

C.商品经济发展导致民众崇尚洋货

D.政策调整提高了政府的财政收入



答案 D

解析 根据材料“诸市舶纲首能招诱舶舟,抽解物货,累价及五万贯、十万贯
者,补官有差”可知,每个市舶的纲首可以通过招揽舶舟、抽解物货而补授
官衔,这种政策提高了官员的积极性,从而通过收取更多的息钱增加政府的

财政收入,故选D项。材料没有涉及“满足了贵族的物欲追求”的信息,排除
A项;材料主旨是通过调动官员积极性而增加政府财政收入,而不是增加官

员政绩,排除B项;材料没有体现“崇尚洋货”,排除C项。



二、中、美、苏“三角关系”的阶段特征及其成因
1.第一阶段

(1)美国孤立和敌视中国。原因是美国要称霸世界,敌视社会主义中国,对

新中国的发展壮大感到恐惧和不安。

(2)中苏关系由友好到恶化。新中国成立初期,推行“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与
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后来苏联对中国推行霸权主义政

策,企图控制中国,造成中苏关系恶化。



2.第二阶段

(1)美国同中国关系实现正常化。原因是这一时期在美苏争霸中,美国处于

守势,对外战略进行了重大调整。

(2)中苏关系严重恶化。出于对外扩张的目的,苏联加紧对中国进行经济压

制和军事威胁,以致酿成中苏边境的武装冲突。

3.第三阶段

(1)美国同中国的关系时好时坏,其原因是美国仍没有放弃霸权主义政策。

(2)苏联同中国改善关系。其原因是苏联国民经济军事化带来了沉重的经

济负担,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苏联开始放弃同美国争夺军事优势的做法

,由对外扩张转为全面收缩。



对应训练220世纪70年代,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指出:“如果苏联
多担心一点我们的对华政策,我们就可以少担心一点对苏政策。”布热津斯基
是想说明(　　)

A.美国利用中国牵制苏联

B.苏联不关注中美关系

C.美国利用苏联打击中国

D.美国打压苏联来限制中国

答案 A

解析 材料中布热津斯基的意思是美国调整对华政策,促成中苏竞争,以改善美

国在与苏联争霸中的不利局面,故选A项。



三、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内容

1.必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范围内,在中央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民族自治机

关的自治权是中央授予而非民族自治地方所固有的,自治权中不含有脱离

国家而独立的权利。因此,民族区域自治必须以国家统一、领土完整为前

提。

2.民族区域自治必须以少数民族聚居区为基础,是民族自治与区域自治的

结合。

3.民族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目的是让聚居的少数

民族能根据本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特点,实行特殊政策,保证本

民族的自主性,促进本民族尽快发展。因此,自治权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实行

民族区域自治的核心和标志。



对应训练3(2021·山东新泰高二期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民族问
题上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而没有采取联邦制或其他形式,是由中国的基本国

情决定的。材料中的“基本国情”指的是(　　)
A.国内各民族平等地位的实现

B.各民族聚居情况及文化的特点

C.少数民族自己当家作主的愿望

D.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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