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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选择题　　　　　　　　 　　　　 　　　　 　 　　
据史料记载，商王断定大事，要综合考虑五个方面的意见，即王本身、卿士、庶民（人）卜

（龟）和筮。如若王、卿士和庶民一致同意，而龟筮反对，则以不动为好，动则不利。对此理

解正确的是，商朝

A. 商王完全垄断决策权
B. 政治带有迷信色彩
C. 王权受制于族权
D. 已形成早期民主制

2. 选择题　　　　　　　　 　　　　 　　　　 　 　　
战国时期，在众多诸侯国中，居于行政位置上的不再是拥有封地的世袭领主贵族，而是由君主

任命、领取俸禄、可随时罢免的国家官吏。这说明战国时期

A. 世袭贵族特权已被废除
B. 官吏选拔制度尚未确立
C. 任人唯贤取代任人唯亲
D. 政权形式凸显君主集权

3. 选择题　　　　　　　　 　　　　 　　　　 　 　　
马克垚在《世界文明史》中说：“唐宋时期的国家体制可称之为中央集权的君主制……中央政
府的首脑为宰相，宰相有很大的权力，和皇帝讨论军国大事，人事任免，甚至皇位继承等问

题，并做出决定。”由此判断在唐宋时期（ ）
A. 虚君实相，实行君主立宪制
B. 宰相成为国家的实际决策者
C. 君主专制与中央集权缺一不可
D. 皇权和相权的矛盾较为突出

4. 选择题　　　　　　　　 　　　　 　　　　 　 　　
明朝宦官专权的局面更甚于唐朝。熹宗时宦官魏忠贤炙手可热，权倾朝野，“自内阁六部，四
方总督巡抚，遍置死党”，人们“只知有太监，不知有天子”。这从本质上反映出明朝
A. 皇权被严重削弱
B. 君主专制更趋强化
C. 宦官凌驾于皇上
D. 内阁制名存实亡

5. 选择题　　　　　　　　 　　　　 　　　　 　 　　
明成祖时，“特简（选拔）解缙、胡广、杨荣等直文渊阁，参预机务。阁臣之预机务自此始。
然其时，入内阁者皆编、检、讲读之官，不置官属，不得专制诸司。……嘉靖以后，朝位班
次，俱列六部之上。”据此分析，明代内阁
A. 开辟了入仕做官的新途径
B. 六部逐渐成为内阁的下属机构
C. 自设立起即为法定决策机构
D. 地位虽有变化但职能基本未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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