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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 全国解放后，部分城市通货膨胀严重，少数商人投机，哄抬物价。政务院副总理陈云很快
将上海局势稳定下来，进而稳定了全国经济形势。面对工业化建设资金短缺等问题，陈云提出

对粮食等主要农副产品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即统购统销，被中央采纳实施。他在中共八

大上系统地提出了改进经济体制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设想，即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
经营和集体经营为主补充一定的个体经营；在生产计划方面，计划生产为主补充一定的自由生

产；在市场方面，国家市场为主补充一定范围的自由市场。1979年春，陈云指出：“六十年
来，无论苏联或中国的计划工作制度中出现的缺点：只要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

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他提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经济必须有计划经济部分和市
场调节部分

——摘编自金冲及等主编《陈云传》等
根据材料，概括陈云的主要经济思想。

2.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二 为解决人口压力，康有为认为，西北诸省土旷人稀，东三省、蒙古、新疆疏旷益甚，人
迹既少……早谋移迁徙”。严复则认为兴办现代实业较垦荒辟田有效得多。到民国时期，有人
认为，人口增加是无休止的，食疗的增加是越来越困难的，即使我们能开垦荒地改良实业、增

加生长，总是赶不上人人口增加的快“；至于工业化一途，因需要大量投资，短期内难以高
程，因此很多人认为，解决人口问题的治本方法是迟婚与节育。

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学者缓解人口压力等等主张。

3. 　　　　　　　　 　　　　 　　　　 　 　　
材料 南北朝时，士族族谱是选任官员的重要依据。唐朝初年，旧士族虽已没落，但清河崔氏、
范阳卢氏等数家所谓“山东士族”，仍凭借起祖先的影响，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这些家族编写
族谱，标榜为华夏“高门”，自诩“家风”优良，相互间通婚。唐初那些以军功起家的大臣，也把
能与他们通婚视作荣耀。

唐太宗决心从族谱入手，改变这种状况。他下令修撰全国总谱《氏族志》，不限地域，不分民

族渊源，收集当时全国各地具有影响的293个家族，排出等级，但不作为任用官员的依据。编
写者受习惯影响，将当时只任六品官的清河人崔民干列为第一等。这让唐太宗颇不高兴，下

令：“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于是皇族被列为第一，外戚次之，清河崔
氏只排到第三等。当时文武大臣中，不少人的祖先在北朝后期才从草原南迁，也因此跻身“高
门”之列。
——摘编自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太宗时谱牒改革的内容。

4. 非选择题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表1近代以来全球国际人口迁移

时间 1500～1850年 1850～1945年 1945～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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