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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结束前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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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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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的对外贸易一直处于

A. 入超地位 B. 逆差地位 C. 出超地位 D. 收支大体平衡

2. 《南京条约》规定五口通商,此五口为广州、厦门、宁波、上海和

A. 南京 B. 天津 C. 福州 D. 汉口

3. 英、美在上海联合组成“公共租界”的时间是

A. 1845 年 B. 1860 年 C. 1850 年 D. 1863 年

4. 洋务运动的核心内容是

A. 经济方面的建树 B. 军事方面的建树

C. 政治方面的建树 D. 外交方面的建树

5. 资本主义列强攫取对华资本输出特权的条约是

A. 《南京条约》 B. 《北京条约》 C. 《马关条约》 D. 《辛丑条约》

6. 中国采矿权的丧失开始于 1895 年签订的

A. 中法《续议商务专条附章》 B. 中德《胶澳租界条约》

C. 中日《马关条约》 D. 中俄《东省铁路公司续订合同》

7. 中国第一家私人资本缫丝企业———继昌隆缫丝厂的开办者是

A. 李鸿章 B. 陈启源 C. 黄左卿 D. 盛宣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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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917 年,民国北京政府参加协约国,宣布对德奥作战,提出的条件是

A. 实行“固定税则” B. 提高关税税率

C. 关税归中国 D. 归还租借地

9. 被称为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是

A. 1912—1913 年 B. 1922—1926 年

C. 1914—1921 年 D. 1916—1924 年

10. 在民族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棉纺织业从战前的上海一个中心变为三个中心:上海、天

津以及

A. 武汉 B. 济南 C. 无锡 D. 苏州

11. 近代城市商业经济中,最早出现的大型商业资本集团是

A. 永安商业资本集团 B. 新新百货公司商业资本集团

C. 中原公司商业资本集团 D. 先施商业资本集团

12. 户部银行是

A. 国家经营 B. 外资经营 C. 公私合营 D. 私人经营

13. 中国废两改元后的货币本位制度是

A. 金本位制 B. 银本位制

C. 金银复本位制 D. 外币本位制

14. 国民党政府统一货币发行权,规定自 1935 年 11 月 4 日起,有权发行法币的是

A. 中央银行　 　 中国银行　 　 中国农民银行

B. 中央银行　 　 中国银行　 　 中央信托局

C. 中央银行　 　 交通银行　 　 大陆银行

D. 中央银行　 　 中国银行　 　 交通银行

15. “四行二局”作为完整意义上的国家金融统治机构形成于

A. 1935 年 B. 1936 年 C. 1937 年 D. 1938 年

16. 伪满政府的财政部、实业部、交通部等的真正控制者是

A. 关东军 B. 日本最高当局

C. 兴亚院 D. 南满铁路株式会社

17. 1933 年 3 月 1 日,在驹井德三亲手炮制下正式出笼的计划是

A. 《产业开发五年计划》 B. 《产业统制法》

C. 《满洲国经济建设纲要》 D. 《满州国铁路建设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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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垄断资本家看到形势不利,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通过伪满洲中央

银行向本国抽回的资金,超过 1904 年日俄战争到 1944 年 40 年间日本向我国东北投资的

总额,达到

A. 110. 6 亿日元 B. 119. 6 亿日元 C. 116. 9 亿日元 D. 119. 9 亿日元

19. 1938 年 5 月,继英国汇丰银行之后拥有代管中国“海关税收的权力”的银行是

A. 伪满洲中央银行 B. 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

C. 正金银行 D. 朝鲜银行

20. 1938 年,国民党政府制定的战时工业发展方针是

A. 经济统制 B. 抑制通胀

C. 以军需工业为中心 D. 工厂内迁

21. 国民党的国家垄断资本的发展道路是

A. 从工业垄断到商业垄断 B. 从商业垄断到工业垄断

C. 从工业垄断到金融垄断 D. 从金融垄断到工业垄断

22.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所实施的反通货膨胀政策效果不大,其主要原因是

A. 政府严重腐败 B. 政府大量举借外债

C. 外汇黑市猖獗 D. 政府低价抛售黄金

23. 抗战以后,美国几乎完全独占了中国的资本市场,对华输出资本在 60 亿美元以上,约占各

国在华资本的

A. 60%强 B. 70%强 C. 80%强 D. 90%强

24. 1948 年 8 月 19 日,国民政府实行币制改革,其发行的是

A. 法币 B. 联银券 C. 银圆券 D. 金圆券

25. 1946 年,对减租减息政策做了重要的调整,提出以“土地改革”的方式实现“耕者有其田”

的是

A. 《井冈山土地法》 B. 《中国土地法大纲》

C. 《关于反奸清算与土地问题的指示》 D.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26. 对土地改革运动中出现的“左”倾错误进行纠正的是

A. 1947 年的河北平山县西柏坡会议 B. 《五四指示》

C. 1947 年的陕北米脂县杨家沟会议 D. 《中国土地法大纲》

27. 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提出谋求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纲领的人是

A. 洪秀全 B. 孙中山 C. 洪仁玕 D. 梁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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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各抗日根据地财政收入最主要的来源是

A. 工商营业税 B. 农业税

C. 统税 D. 盐税

29. 鸦片贸易直接引发了战争,其后西方列强的商品输入和资本输入,迫使中国卷入

A. 资本主义国家行列 B. 资本主义世界市场

C.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D. 殖民地国家行列

30. 中国封建社会中最主要、发展最充分、最典型的土地所有制形式是

A. 地主土地所有制 B. 领主制土地所有制

C. 自耕农土地所有制 D. 国家土地所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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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军事企业中,由李鸿章创办的有

A. 江南制造局 B. 湖北枪炮厂 C. 金陵制造局

D. 天津机器局 E. 福州船政局

32. 甲午战争后,在华投资增长最快的国家是

A. 英国 B. 俄国 C. 德国

D. 日本 E. 法国

33.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田赋主要包括

A. 租课 B. 契税 C. 漕粮

D. 地丁 E. 附加税

34. 太平洋战争前,日寇走私的主要目的是

A. 谋取高额利润

B. 换取缺乏物品

C. 准备特务活动

D. 破坏国统区和抗日根据地经济

E. 套取外汇基金

35. 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是国营经济及

A. 私人资本主义经济 B. 合作经济 C. 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D. 社会主义经济 E. 个体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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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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户开放”政策

37. “南三行”

38. 大生产运动

四、简答题:本大题共 3 小题,每小题 7 分,共 21 分。

39. 简述汇丰银行的主要业务内容。

40. 简述国民党政府推行的法币政策的意义。

41. 简述 1922-1926 年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萧条的原因及其表现。

五、论述题:本大题共 2 小题,每小题 12 分,共 24 分。

42. 明代民谚有“买不尽松江布,收不尽魏塘纱”之说,反映了明清时期松江棉纺织业的兴盛。

鸦片战争以后,“松太布市,消减大半”。 19 世纪 70 年代以后,江南各地更是“妇女愁叹坐

食,机杼不闻”,“纺绩稀少,机轴之声几欲断矣”。 1894 年张之洞就说道:“江、皖、川、楚等

省,或有难销洋布之区,更无不用洋纱之地。”

分析以上材料并结合史实回答:

(1)上述材料说明了什么变化?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

(2)这种变化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哪些影响?

43. 试论述新民主主义经济全面胜利的必然性及其伟大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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