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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选题

1. 单选题　　　　　　　　 　　　　 　　　　 　 　　
明代官营手工业实行工匠制度，生产官府所需物资。明中叶后，官府往往直接向匠户征收银两

而不征用其生产的产品，此现象持续增多。这反映了（   ）
A. 白银已取代其他货币 　　B. 雇佣劳动成为主要用工方式 　　C. 民营手工业发展受挫 　

　D. 官营手工业的地位遭到削弱

2. 单选题　　　　　　　　 　　　　 　　　　 　 　　
清代，纂修宗谱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行为，每部宗谱均有族规、家训，其内容主要包括血缘伦

理、持家立业、报效国家等。这表明，宗谱的纂修（   ）
A. 反映了科举制度的导向作用 　　B. 体现了儒家思想观念 　　C. 维持了士族家庭的血统纯
正 　　D. 确立了四民社会结构

3. 单选题　　　　　　　　 　　　　 　　　　 　 　　
史载，康熙帝北巡，行至华北平原与内蒙古草原接壤地带，发现一片水草丰美、林木葱郁、动

物繁多的地方，出于“肄武”与“定边”的考虑，令人“往相度地势，酌设围场”，划定了14000多平
方公里的地方作为围场猎苑。结合史实判断该“围场”具备了下列项中哪些功能（    ）。

①避暑    ②练兵    ③围猎    ④处理民族事务

A. ①② 　　B. ③④ 　　C. ①②③ 　　D. ①②③④

4. 单选题　　　　　　　　 　　　　 　　　　 　 　　
黄宗羲提出，古代圣王倡行“崇本抑末”，其中“抑末”是指禁绝与巫蛊、奇技淫巧等相关的无益
于民生的工商业，而有利于民生的工商业皆属本业。他作出这一论断旨在（   ）
A. 表达对社会现实的不满 　　B. 论证变革经济政策的合理性 　　C. 宣扬经世致用思想 　

　D. 促进资本主义萌芽发展

5. 单选题　　　　　　　　 　　　　 　　　　 　 　　
明代松江府大地主潘允端的《玉华堂日记》中，反映土地租佃关系的记事有4条。在日记中，
关于垦田挑泥、种麦等往往有发给“工本”和“工银”的记载，他的田庄产品除自用外，也有一部
分投放市场。该日记可以佐证（   ）
A. 农村雇佣劳动基本普及 　　B. 地主剥削程度有所减轻 　　C. 地主收入依赖家庭副业 　

　D. 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多样

6. 单选题　　　　　　　　 　　　　 　　　　 　 　　
明万历年间，神宗下令工部铸钱供内府用，内阁首辅张居正“以利不胜费止之”。神宗向户部索
求十万金，张居正面谏力争，“得停发太仓银十万两”。这反映出当时（    ）
A. 内阁权势强大 　　B. 皇权受到严重制约 　　C. 社会经济凋敝 　　D. 君权相权关系紧
张

7. 单选题　　　　　　　　 　　　　 　　　　 　 　　
明朝设立了五军都督府，都督由皇帝亲选，官居正一品。各都督府负责某一部分军队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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