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徽高三语文高考模拟（安徽高三语文高考模拟（2022年下期）完整试卷年下期）完整试卷

1.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商品经济以货币为价值尺度和流通媒介。帝制国家控制商业的手段，除了超经济强制性的法规

——如果定商人社会地位、户籍及垄断个别生产与交换部门等之外，最重要的手段是税收政
策、货币政策和金融体制。中国帝制时代大多数时期，政府控制货币的制作、发行、各币种比

价。政府对货币的一般控制，包括统一货币和控制货币供给量，对于维系市场秩序关系甚巨。

这是帝制体系与商业长期共生的基础之一。但货币既被政府权力牵系，更由经济本身左右。即

使集权专制的政府，也不能完全控制货币运行。。

一般说来，商品经济愈发达，货币运行控制的复杂性愈高；市场开放性愈强，政府对货币的控

制力愈弱。明代以前，铜钱、纸币、白银皆已经作为货币使用，但相关的理论皆不甚透彻，很

大程度上处于经验的水平。明前期参酌前代经验和政府需求，试图以完全由政府发行的纸钞作

为主币，以铜钱为辅币运行，通过货币较大程度地控制社会财富。此种企图，盘剥社会的幅度

过大，遭遇市场和社会抵抗。各种诉求博弈的结果，出现白银为主币、铜钱为辅币，伴随政府

强行保持的少量纸钞有限法偿的局面。政府在货币流通领域地位的弱化，实际上部分消解了政

府对商品经济的强控制，扩大了市场本身的自由度。稍后，大量域外白银进入中国，逐渐成为

主要流通货币。

贵金属货币一般比铜币能够支撑更活跃的商品经济。但是明代的白银货币不是政府发行的，而

是以银块的形态作为流通货币进入市场，所以，白银在发挥价值尺度和流通媒介的同时，通过

摆脱政府铸造与发行过程，严重瓦解了帝制国家对商品市场的控制力。这其实是明代商品货币

经济长足发展但明朝统治并没有从中汲取到巨大效益的主要原因。明朝政府难以通过货币发行

调控货币供给、物价，更难以运用通货膨胀手段实现借贷或者隐性收取社会财富，增加财政收

入的手段主要是增税，或者通过赤裸裸的掠夺，于是明朝迅速彻底失去社会支持。4明朝后期
的财政危机，乃至明朝的崩溃，与此关系甚大。5中国帝制国家体系通过各种中央集权机制实
现社会控制，然而在明中期市场经济大幅度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的当口，政府失去了调控市场

的最重要手段，因而也就失去了操控社会财富的一个重要手段。所以以明朝的瓦解，是雪崩式

的。当时试图挽救明朝统治的士大夫绞尽脑汁，不惜牺牲生命，但既没有看到问题的症结，实

际上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手段。

（选自《明清商业与帝制体系关系论纲》，有删减）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 税收政策、货币政策、金融体制和超经济强制性的法规是帝制国家控制商业最重要的手段。
B. 帝制体系与商业之所以能够长期共生是因为政府对货币的控制，对于维系市场秩序关系甚
巨。

C. 政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统一货币和控制货币供给量，但货币的运行却完全是由经济本身决
定。

D. 界定商人社会地位、户籍及垄断个别生产与交换部门等法规超越经济却可以影响到商业发
展。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文章第一段先指出商品经济中货币的作用，再讲到帝制国家控制商业的手段、影响及其局限
性。

B. 文章后两段主要论述了明代国家控制货币的手段以及最后财政危机，揭示其崩溃的症结所
在。

更
多
资
料
到
官
网
：
ht
tp
:/
/w
ww
.w
ul
ia
oj
z.
co
m

官
方
公
众
号
：
物
料
家
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