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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2015年10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中国近现代经济史试题
课程代码:00138

  请考生按规定用笔将所有试题的答案涂、写在答题纸上。

选择题部分

注意事项:

  1.答题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考试课程名称、姓名、准考证号用黑色字迹的签字笔或钢笔

填写在答题纸规定的位置上。

  2.每小题选出答案后,用2B铅笔把答题纸上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如需改动,用橡

皮擦干净后,再选涂其他答案标号。不能答在试题卷上。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30小题,每小题1分,共30分)

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备选项中只有一个是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选出并将“答题纸”的相

应代码涂黑。错涂、多涂或未涂均无分。

1.中国封建社会的巨大经济优势,使它对外界的

A.商品输出十分巨大 B.经济需要十分有限

C.经济交流十分频繁 D.外交活动十分活跃

2.地主制经济也是一种自然经济,它的主要目的是

A.满足自身需要 B.经营谋利

C.满足他人需要 D.满足市场需要

3.鸦片战争前,中国的对外贸易长期处于

A.入超地位 B.出超地位

C.收支大体平衡 D.逆差地位

4.《南京条约》要求中国五口通商的城市为

A.广州、厦门、温州、上海、福州 B.广州、厦门、福州、上海、天津

C.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 D.广州、厦门、南京、宁波、上海

5.二次鸦片战争后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标志着清政府开始丧失内地税收征收自主权

的是

A.规定外国人自用日用品进出口免税 B.规定子口税

C.由英国人任中国总税务司 D.协定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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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外国在华投资兴办的船舶修造业主要集中在

A.广州、香港、厦门 B.香港、福州、上海

C.广州、香港、上海 D.广州、福州、上海

7.中国自然经济结构解体的表现是纺织分离、耕织分离和

A.劳动力流失 B.小农大量破产

C.传统农业种植结构发生变化 D.农业产量下降

8.资本主义国家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其对中贸易结构中,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出口商品是

A.工业制成品 B.农副产品 C.原材料 D.初级产品

9.清政府投资兴办近代军事工业始于

A.19世纪50年代 B.19世纪60年代 C.19世纪70年代 D.19世纪80年代

10.炼制出中国近代第一炉钢水的是

A.安庆内军械所 B.江南制造局 C.福州船政局 D.天津机器局

11.中国近代第一个以建造海军船只为生产内容的近代军事企业是

A.安庆内军械所 B.江南制造局 C.福州船政局 D.金陵制造局

12.近代官办的第一家民用企业—轮船招商局创办于

A.1870年 B.1872年 C.1875年 D.1877年

13.洋务运动中,由政府出面招集商人出资认股,委派官员负责经营管理的民用工业组织形式

被称为

A.官办 B.商办 C.官督商办 D.官商合办

14.标志着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由商品输出为主开始转入以资本输出为主的新阶段的是

A.《南京条约》 B.《北京条约》 C.《马关条约》 D.《辛丑条约》

15.到20世纪初,列强基本完成瓜分中国后,以东北地区为势力范围的是

A.日本 B.俄国 C.德国 D.法国

16.列强控制中国财政金融的手段是勒索战争赔款和

A.提供经济贷款 B.提供政治贷款

C.在中国开设银行 D.在中国发行纸币

17.袁世凯的善后大借款使得外国人完全掌握了中国的

A.关税权 B.契税权 C.田赋权 D.盐税权

18.被称为我国民族工业发展“黄金时期”的是指

A.1914—1920年 B.1914—1921年

C.1914—1922年 D.1914—192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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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在民族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被称为“棉纱大王”的是

A.大生资本集团 B.申新资本集团

C.华新资本集团 D.裕大华资本集团

20.占有部分土地的富裕农民,雇用一个或几个雇工耕种土地,自己劳动;对所雇用的工人按月

或按年支付货币工资;农产品有一部分是商品。这种经营方式是

A.旧式富农经济 B.新式富农经济 C.经营地主经济 D.小农经济

21.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家银行出现于

A.1895年 B.1896年 C.1897年 D.1898年

22.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城市金融活动的三大中心是

A.广州、上海、北京 B.上海、南京、北京

C.上海、北京、天津 D.上海、南京、天津

23.所谓“南三行”,是指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和

A.盐业银行 B.大陆银行 C.中南银行 D.上海商业储蓄银行

24.南京国民政府先后与各国签订《关税条约》,宣布收回“关税主权”与领事裁判权,将关税保

管逐步由外国银行转移到中国银行,在各口岸税务司派中国人担任一些职务。始于

A.1925年 B.1926年 C.1927年 D.1928年

25.国民政府规定田租率的最高限额为40%的是

A.《佃农保护法》 B.《土地法》

C.《合作法》 D.“二五减租”政策

26.日本对中国东北殖民掠夺的具体办法与总政策是

A.《满洲国指导方针要纲》 B.《满洲国经济建设纲要》

C.《产业开发五年计划》 D.《重要产业统制法》

27.国民政府的国家资本在工业经济中垄断地位形成于

A.第一次国内战争时期 B.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

C.抗日战争时期 D.第三次国内战争时期

28.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在抗日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其中减租的原则是

A.减轻农民的负担

B.保护地主富农的适当利益

C.提高农民抗战和生产的积极性

D.能发动群众抗日积极性和团结各阶层抗日

29.提出以“土地改革”方式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文件是

A.《五四指示》 B.《关于形势与任务的决议》

C.《中国土地法大纲》 D.《关于土地改革的指示》

30.中国人民银行成立于

A.1946年 B.1947年 C.1948年 D.194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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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多项选择题(本大题共5小题,每小题2分,共10分)

在每小题列出的五个备选项中至少有两个是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选出并将“答题纸”的

相应代码涂黑。错涂、多涂、少涂或未涂均无分。

31.英国汇丰银行的作用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远远超过了中国的国家银行,其主要业务是

A.承办对中国政府的借款

B.扩大储蓄、吸收存款

C.垄断中国的国际汇兑

D.在中国投资

E.发行纸币

32.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生存和发展环境极为不利,所面临的困难与阻力主要是

A.清政府的盘剥与控制

B.西方列强的扼制与打压

C.封建经济的蚕食与阻挠

D.技术人员的匮乏与管理经验的不足

E.西方大量商品输入的排挤与竞争

33.民国北京政府财政收入中最主要的是

A.印花税 B.田赋 C.关税

D.烟酒税 E.盐税

34.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对日用必需品的管制机构先后有

A.贸易委员会 B.农本局福生庄 C.物资局

D.花纱布管制局 E.专卖事业局

35.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对解放区民族工商业发展采取的方针是

A.原封不动 B.发展生产 C.繁荣经济

D.公私兼顾 E.劳资两利

非选择题部分

注意事项:

  用黑色字迹的签字笔或钢笔将答案写在答题纸上,不能答在试题卷上。

三、名词解释(本大题共3小题,每小题5分,共15分)

36.西原借款

37.四联总处

38.新民主主义三大经济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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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简答题(本大题共3小题,每小题7分,共21分)

39.1914—1921年出现中国民族工业发展“黄金时期”的原因是什么?

40.简述日本侵华期间的殖民掠夺政策及其演变。

41.简述抗战期间中共根据地党和政府的商业政策。

五、论述题(本大题共2小题,每小题12分,共24分)

42.试述民国初年的城乡经济关系。

43.试述1927年-1937年国民党政府的经济方针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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