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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结束前

2023 年 4 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中国近现代经济史试题
课程代码:00138

　 　 1.
 

请考生按规定用笔将所有试题的答案涂、写在答题纸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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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题部分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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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每小题列出的备选项中只有一项

是最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选出。

1. 中国封建社会农业经济关系中最典型的经济形式是

A. 租佃制 B. 庄园制 C. 承包制 D. 雇佣制

2. 中国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性质突出地表现为自给性、封闭性、离散性、同构性和

A. 稳定性 B. 层次性 C. 组织性 D. 规模性

3. 明清以来,工商业中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主要集中于

A. 东北 B. 北方 C. 南方 D. 西部

4. 据估计,在 1821-1840 年间,中国白银外流有

A. 8000 万两白银 B. 238000 万两白银

C. 至少 1 亿元左右 D. 1000 万英镑

5. 19 世纪 70 年代,中国最主要的出口商品是生丝和

A. 棉花 B. 大豆 C. 茶叶 D. 棉布

6. 对中国近代经济影响最为深远的外国银行是

A. 花旗银行 B. 惠通银行 C. 汇丰银行 D. 有利银行

7.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通过对华商品输入和资本输入,迫使中国卷入

A.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B. 资本主义国家

C. 资本主义世界市场 D. 殖民地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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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清末对华出口贸易中居于首位的是

A. 日本 B. 德国 C. 美国 D. 英国

9. 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提出谋求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纲领的是

A. 洪秀全 B. 洪仁玕 C. 孙中山 D. 康有为

10. 洋务运动的核心内容是

A. 经济方面的建树 B. 外交方面的成就

C. 军事方面的强大 D. 政治方面的建设

11. 创办第一家私人资本缫丝企业的商人是

A. 李鸿章 B. 张之洞 C. 陈启源 D. 左宗棠

12. 清政府创办近代军事工业的主要形式是

A. 买办 B. 官商合办 C. 中外合办 D. 官办

13. 《马关条约》标志着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它是

A. 商品输出 B. 资本输出 C. 原材料掠夺 D. 殖民扩张

14. 庚子赔款相当于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要向外国列强赔偿

A. 三两白银 B. 五两白银 C. 一两白银 D. 十两白银

15. 甲午战争后,日本对华资本输出增长最快,其投资的产业主要是

A. 榨油工业 B. 船舶修造业 C. 面粉工业 D. 纺织业

16. 一战期间,中国进口数量明显减少而出口数量明显增加的典型商品是

A. 面粉 B. 钢铁 C. 火柴 D. 机器

17. 被称为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的是

A. 1914-1921 年 B. 1912-1923 年

C. 1922-1926 年 D. 1912-1914 年

18.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中国工业发展的突出特点是

A. 私人资本蓬勃发展 B. 清政府大量投资工商业

C. 买办资本开始兴起 D. 华侨的货币财富开始投资工商业

19. 毛泽东在 1939 年估计全国的富农约占农村人口的

A. 5% B. 6% C. 10% D. 7%

20. 旧中国经营地主主要分布在

A. 华中地区 B. 华北一带 C. 西北一带 D. 西南一带

21. 民国初年,中国最大的商业中心是

A. 重庆 B. 天津 C. 上海 D. 广州

00138#
 

中国近现代经济史试题
 

第
 

2 页(共 4 页)



22. 国民党政府代表的是

A. 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 B. 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

C. 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 D. 帝国主义的利益

23. 国民党政府成立后,主张盐务机构纳入财政部的人是

A. 宋子文 B. 陈立夫 C. 孔祥熙 D. 李宗仁

24. 法币制度实施后,中国的货币本位制是

A. 外汇本位制 B. 银本位制 C. 金本位制 D. 金银本位制

25. 1931 年全国唯一对外贸易出超的地区是

A. 华北 B. 华南 C. 华中 D. 东北

26. “粮食出荷”这一统治方法的实施机构是

A. 满洲农业政策委员会 B. 满洲重工业株式会社

C. 满洲拓殖股份公司 D. 兴农合作社

27. 1941 年日本通过汪伪政权发行的危害最大的伪币是

A. “蒙疆券” B. “联银券” C. “中储券” D. “华兴券”

28. 中国近代工矿业主要集中在

A. 东北 B. 东南 C. 西北 D. 西南

29. 抗战期间,办理以重工业为主的国营工矿业的主要机构是

A. 资源委员会 B. 合作社 C. 工矿局 D. 贸易委员会

30. 国民党的国家垄断资本发展的道路是

A. 从工业垄断到金融垄断 B. 从金融垄断到工业垄断

C. 从商业垄断到金融垄断 D. 从工业垄断到商业垄断

　 　 　 　 　 　 　 　 　 　 　 　 　 　 　 　 　 　 　 　 　 　 　 　 　 　 　二、多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5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10 分。 在每小题列出的备选项中至少有两

项是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选出,错选、多选或少选均无分。

31. 明清时期,中国采取的重本抑末、重农抑商的政策有

A. 官工业和矿禁政策 B. 重税赋政策 C. 闭关禁海政策

D. 鼓励出口政策 E. 限制工商业政策

32. 中国封建社会中,最主要和最典型的土地经营形式包括

A. 自耕农的小土地经营 B. 国有土地的租佃制经营 C. 封建领主制经营

D. 地主庄园制经营 E. 地主土地的租佃制经营

33. 《南京条约》规定的通商口岸主要是

A. 广州 B. 上海 C. 厦门

D. 福州 E. 宁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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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1946 年中美签订的《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规定美国在中国享有的特权包括

A. 通商 B. 金融 C. 航运

D. 科研 E. 教育

35. 清政府时期,列强控制中国财政金融的手段包括

A. 勒索战争赔款 B. 修建铁路 C. 攫取采矿特权

D. 提供政治贷款 E. 投资航运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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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解释题:本大题共 3 小题,每小题 5 分,共 15 分。

36. 银贵钱贱

37. 耕织分离

38. “粮食出荷”

四、简答题:本大题共 3 小题,每小题 7 分,共 21 分。

39. 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中华北沦陷区金融的控制和垄断主要通过哪些方式进行?

40. 简述抗战胜利后美国商品进入中国主要通过哪些途径?

41. 简述中国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 1912-1926 年发展的总体特点。

五、论述题:本大题共 2 小题,每小题 12 分,共 24 分。

42. 试述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占我国东北以后,对农村进行殖民掠夺的主要表现。

43. 试述 1927-1937 年国民党政府的经济方针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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