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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考历史复习专题系列——专题四：重大改革回眸

历史是覆盖范围非常广、知识点特别多的一门学科。想要历史考试得高分，一

定要掌握正确的方法，要学会总结，把握住知识点之间的联系，在脑中形成一

个知识网。

为此，我们现推出《中考历史复习专题系列》，将初中历史重要知识点一一进

行深度复习，希望能对你的中考复习有所帮助。今天我们复习的是专题四：重

大改革回眸。

一、中国近现代重大改革

（一）洋务运动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部分清政府官僚在与西方列强打交道的过程中认识到西方

的先进与自身的落后，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提出“师夷长技以自强”的主张，

掀起了一场学习西方先进技术，达到“自强”“求富”目的的洋务运动。

从 19世纪 60年代开始，洋务派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筹建了

近代海军、兴办了近代新式学堂、通过派遣留学生出国等方式，引进了一批西

方先进技术、培养了一批技术人才，客观上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

推动了中国近代化进程。但是洋务运动是在没有触及旧的封建制度的前提下进

行的改革，这就注定改革必然失败，甲午中日战争的失利，宣告了洋务运动的

破产。

（二）戊戌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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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中日战争后，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民族危机加剧。康有为、梁

启超等推动光绪帝，展开了一场旨在“救亡图存”的变法运动。

从1898年6月 11日到 9月21日，光绪帝颁布了一系列变法诏书，内容涉及开

议会、兴民权、除旧制、裁冗员、鼓励实业、奖励发明、改革科举、创办新式

学堂、训练新式军队等一系列旨在“变法图强、救亡图存”，有利于解放思想、

革新观念、变革政治、倡导新学，有利于发展资本主义的措施。但是，由于顽

固派的阻扰以及缺乏变法的社会基础，这场革新运动最终没有成功。

戊戌变法运动失败的结果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在资本主义发展

不够充分的中国，通过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性质改革使中国走上发展资本主义

的道路是行不通的。

（三）土地改革（1950－1953）

新中国成立后，全国还有 3亿多人口的解放区还没有进行土地改革，广大农民

迫切要求获得土地。1950年 6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

改革法》，依据这部法律，土地改革运动分期分批、有领导有秩序地展开。

1953年春天，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土地改革是农村生产关系的一次历史性重大

变革，通过土改，没收了地主的土地和生产资料，把它分给了农民，从而废除

了中国几千年来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广大农民才真正获得了解放，农民获得

土地后，享受到了革命果实，对新生的人民政权更加拥护，人民政权得以巩固；

土地改革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使我国的农业经济得以恢复发展，为即将到来的

工业化建设奠定了基础。

（四）三大改造（1953－1956）

1953年9月，党中央公布了过渡时期总路线，指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

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

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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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总路线的指引下，我国开始进行三大改造，通过引导农民走合作化的道路，

对农业进行了改造；通过举办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方式，对手工业进行改造；

通过采用“赎买”的办法，以“公私合营”的方式，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

造。

三大改造实质上是变革生产关系的一场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在完成新民主主义

革命、取得政权后，进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和平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中国历

史上最深刻、最彻底的变化。1956年三大改造的完成，我国实现了生产资料私

有制向公有制的转变，标志着我国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实现了由

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

（五）人民公社化

1958年 3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成都会议通过了《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

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意见指出：“为了适应农业生产和文化革命的需

要，在有条件的地方，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有计划地适当地合并为大型的合

作社是必要的。”

会后，各地农村开始了小社并大社的工作。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

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

认为这是“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

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全国迅速形成了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热潮，

仅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基本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人民公社化运动实质上是在我国生产力水平还十分低下的情况下，党中央急于

引导人民群众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冒进行为，它违背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

力发展的原则，在全国范围内刮起了“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共产风”。结果，

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对生产力的发展造成极大伤害。

（六）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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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指农户以家庭为单位向集体组织承包土地等生产资料

和生产任务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形式。其基本特点是在保留集体经济必要的统

一经营的同时，集体将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承包给农户，承包户根据承包合

同规定的权限，独立作出经营决策，并在完成国家和集体任务的前提下分享

经营成果。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1978年安徽凤阳县小岗村 18 农

户秘密实行的“大包干”就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一种形式。1980 年，邓

小平对这一做法给予了肯定，之后，在中央的推动与倡导下，农村经济体制

改革逐步展开，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肯定其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

任制”，1983年，全国有 93％以上的生产队实行了这种责任制。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克服了人民公社体制下生产经营权相对集中、集体劳动、

吃大锅饭的弊端，把农民的责、权、利结合起来，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七）国有企业改革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的经营权在政府手中，企业没有经营权，企业吃国家

大锅饭、职工吃企业大锅饭，各方面积极性不高。

20世纪 80年代，我国进行以国有企业改革为重点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主要内

容：实行政企分开，扩大企业的自主经营权；改革分配制度，实行按劳分配为

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以后，国有企业改革进行转制时期，我国开始在大中型企业推行公司

制、股份制，向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迈进。

二、世界历史上的重大改革

二、世界历史上的重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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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立封建制度的改革

1.大化改新

统一的大和是一个部民制国家，6世纪以前，日本大的贵族之间为了争夺中央

权力斗争激烈；中小贵族疯狂兼并土地，残酷剥削部民，一些平民的土地也被

剥夺，土地和财富的集中，激化了国内阶级矛盾，奴隶、部民、平民纷纷起义；

7世纪中期，在中国唐朝学习的部分贵族回到日本，他们把隋唐封建统治制度

与思想文化传授给了皇族贵族，为后来的改革奠定了思想基础；645年，日本

发生了政变，孝德天皇被拥立为天皇。646年，孝德天皇下诏改革，史称大化

改新。

孝德天皇改革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加强天皇的权力，为此，他仿效隋唐，在政治

上改革中央了地方机构的设置，在中央，设“二官八省一台”，在地方设“国、

郡、里”，目的是加强天皇的权力；在经济上，实行“班田收授法”和“租庸

调制”。

通过改革，日本的部民制终结，社会生产力得到解放，经济得到发展。与此同

时，封建制度在日本逐渐确立起来，日本由奴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

2.查理·马特改革

法兰克王国无条件分封土地的方式，最终导致贵族势力的膨胀和国王权力的衰

落。715年，查理·马特任法兰克王国宫相，开始推行改革，亦称“采邑改

革”。其目的是，通有条件的分封土地的办法，将贵族与国王紧密联在一起，

以加强王权。

国王将国家掌握土地、没收叛乱贵族土地和部分没收教会的土地，分封给官员

和将领，条件是必须服骑兵役和履行臣民义务，只限终身不得世袭；受封者不

履行义务，收回采邑。封主或封臣一方死亡，也收回采邑，分封关系终止；继

承人如愿继续以前的关系，必须重新进行分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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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把土地作为采邑封给大封建主，大封建主再把它封给自己的臣下为采邑，

层层分封，层层结成主从关系，形成像阶梯似的等级制；封主有责任保护封臣，

封臣必须忠于封主，封建主阶级内部的联系加强了；封臣得到采邑时同时获得

领地上农民的管辖权，对劳动者的控制加强了；采邑改革后，骑兵逐渐代替步

兵，奠定西欧骑士制度的基础；通过改革，封制制度最终确立起来。

（二）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

3.俄国1861年改革

19世纪上半叶，俄国资本主义经济有所发展，但农奴制成为其严重阻碍，俄国

落后于西欧国家；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暴露了农奴制的腐朽性，激化了俄国

的阶级矛盾，农民起义不断，农奴制危机严重。

186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颁布废除农奴制法令，农奴获得解放，但同时要赎

买份地。俄国废除农奴制，为发展资本主义提供了自由劳动力、资金和市场，

俄国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因此，1861年改革是俄国历史的转折点。

俄国废除农奴制改革是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改革维护了沙皇为首

的封建贵族统治，保留了大量的封建残余，使俄国成为近代列强实力相对虚弱

的国家。

4.日本明治维新

19世纪中期，日本是一个幕府统治下的闭关锁国的封建国家。随着工商业的发

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兴起，新兴资产阶级日益要求冲破旧制度的束缚，一些

经济状况恶化的中下级武士与之结成政治联盟，形成倒幕力量。1853年，美国

叩关，日本内忧外患，幕府统治出现严得危机。1868年，倒幕成功，明治天皇

下诏改革，史称“明治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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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政府通过“废藩置县”，结束了长期以来封建割据的局面，使日本形成了

统一的国内市场；通过“殖产兴业”，引进了西方先进技术，推动了近代工商

业的发展，并改革了土地制度；实行了“文明开化”的措施，发展近代教育，

社会生活方面开始西方化；推出“富国强兵”的措施，实行征兵制，增加军费

开支，宣扬武士道精神，培植军国主义事业。

明治维新是指 19世纪 60年代日本在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冲击的背景下

所进行的由上而下、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全面西化与现代化改革运动。通过改

革，日本迅速成为亚洲强国，从而摆脱了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危险。改革也

保留了封建残余，强大以后的日本走上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

（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调整

5.罗斯福新政

1932年，在美国深陷经济大萧条的背景下，罗斯福当选为美国总统，1933年就

职后，为了摆脱危机，拯救美国，罗斯福推出改革措施。

他首先从整顿危害最为深重的金融业开始，对全国银行进行审查，在政府的扶

持下，让有能力的银行恢复营业，以增加银行信用；通过减轻耕地面积、屠宰

牲畜的办法，提高农产品价格；颁布《国家工业复兴法》，要求资本家们遵守

“公平竞争”的规则，订出各企业生产的规模、价格、销售范围；给工人们订

出最低工资和最高工时的规定，从而限制了垄断，减少和缓和了紧张的阶级矛

盾；推出“以工代赈”的措施，增加就业机会。

罗斯福新政是在经济危机引发政治危机，资本主义民主制度遭遇前所未有挑战

的情况下推行的改革。为了克服旧制度的弊端，罗斯福改变了旧有的“自由放

任”的经济管理政策，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与指导，从而使美国逐步从危机

中走了出来，从而挽救了美国的民主制度，开辟了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干预经济

的先河，是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罗斯福新政，只是对资本主义生

产关系作局部调整，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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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

6.新经济政策

1920年，苏俄国内战争结束后，布尔什维克党希望通过“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但是，“余粮征集制”已经严重挫伤了农民

积极性。1921年春天，苏俄发生饥荒，农民暴动不断，还发生了水兵起义，苏

维埃政府经常严重挑战。

面对这一情况，1921年 3月，列宁果断推出新经济政策。以固定的粮食税取代

余粮征集制；允许外国、私人资本家经营中小企业；废除实物配给制，恢复自

由贸易。

新经济政策是在这一个生产力非常落后的国家，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情况下，

通过商品与市场手段，利用资本主义手段来恢复发展生产力的一种经济管理政

策。它满足了劳动者的经济要求，巩固了工农联盟，巩固了苏维埃政权；它开

辟了一条在小农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途径和方法，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为在

苏联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了

条件。

列宁推出新经济政策，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途径、新探索，是对马克思主义的

新发展。

7.戈尔巴乔夫改革

苏联自斯大林领导以来，政治、经济、民族关系等领域长期积累的许多矛盾一

直没能解决。国家靠重工业和军备竞争拉动了国内生产总值，但人民生活水平

却一直不高；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导致官僚主义及腐败现象；对国内其他民



明思 e学网（www.jxmingsi.com）——搜明思，享资源，so easy！

族推行俄罗斯化政策，使民族矛盾日益尖锐。以后的几任国家领导人对苏联进

行了改革，但都没有成功。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开始改革。

在思想上搞多元化，。提出“新思维”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完全

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共产主义的信念，造成了布尔什维克党及人民思想的

混乱；在政治上搞多党制和议会制，实质上完全否定了党的领导、瓦解了无产

阶级专政；在经济上搞私有化，实质上否定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军事上搞非

党化和非政治化，实质上否定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戈尔巴乔夫采取休克疗法，实质上让苏联背弃了共产党的领导及社会主义道路，

最终导致了苏联的解体。

历史认识

（1）改革都是出现在国家政治经济及社会面临重大问题或者危机的情况下开始

的；

（2）改革的成功需要具备一定的外部环境与内部条件；

（3）重大改革，往往通过调整生产关系或者推行一系重大政策决策，促进了生

产力的发展，使国家或社会实现转型，推动了历史的发展；

（4）资本主义国家或者社会主义国家，都可以根据具体的情况、针对社会存在

的尖锐问题，对生产关系进行调整，以缓和国内矛盾，同时促进资本主义或社

会主义制度达到自我完善的目的；

（5）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必须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坚持党的领导，必须解放思

想，不断发展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理论，使之符合时代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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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演练

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在 19世纪（中期），俄罗斯、中国和日本社会都面监着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双
重挑战，和欧美军事力量的碰撞显示出农业社会在军事上要远远弱于工业化国

家，所有这些国家都启动了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从欧美模式中汲取灵感以解

决因国内不满和外国入侵给他们带来的统治危机。

但改革计划在不同国家效果也截然不同……保守的统治者有能力限制改革的范

围；虽然他们大体上支持工业化和军事改革，即扼杀了可能威胁他们社会地位

的政治和社会改革……

——《新全球史》

（1）三国当时面临的“内部挑战”分别是什么？

（2）三国国家面临的“外面挑战”有何相同之处？

（3）在内外交困中，三个国家分别启动了什么“改革计划”？

（4）试举例说说俄国和中国“保守的统治者”是怎样“限制改革的范围”？

（5）结合上述几个国家的史实，说说一个国家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应该作出

怎样的抉择？

参考答案

（1）俄国：农奴制危机；中国：太平军、捻军起义；日本：幕府统治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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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与先进的工业化国家碰撞中感觉到自身的差距，都受到西方工业文明

的冲击。

（3）俄国废除农奴制改革；中国洋务运动；日本明治维新。

（4）俄国废除奴隶制改革极力维护了封建贵族的利益；中国的洋务运动只

限于“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而没有触及腐朽的封建统治。

（5）要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推动社会的进步，实

现历史的跨越等，意思相近即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