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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重心大转移

材料
西晋末年永嘉之乱后，大批中原人口南渡，推动了南方的

开发。直到唐朝前期，南方开发较为有限，经济重心仍在北方。
从宏观来看，北方经济增长余地不多，而南方自然条件优越，
蕴藏着巨大的开发潜力。

唐安史之乱后，中原人口大量向南方迁徙，南方已是朝廷
的主要赋税来源。南方经济发展取得进一步的成果，有些方面
逐渐赶上和超过北方。

北宋时，户口分布南多北少的格局已经定型。至靖康之变，
北方再遭战火，大批人口南渡，出现“苏湖熟，天下足”的谚
语，经济重心南移最终完成。

——据张帆《中国古代简史》（第二版）等

根据材料，指出促成经济重心南移的因素。

开始南移

完成南移



①政治因素：战乱及其破环，南方相对安定。

③自然因素：南方自然条件优越。

②移民因素：北方人口大量南迁（知识、技术和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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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教版义务教育教科书《中国历史》七年级下册第42页）

促成经济重心南移的因素



二、经济发展新高度

1、农业、手工业的显著发展

①稻麦复种制在南方普及

②经济作物种植专业户的出现

③棉花开始在内地种植



唐朝与宋朝的耕地面积和粮食亩产量对比

据学者估算，唐朝耕地面积最多时约为5至6.6亿亩，北宋则达
到7至7.5亿亩。（按今亩制计算）

唐代粮食基本亩产量约在一石左右（约合今每亩51.5公斤）。
宋朝多在一石以上，长江流域达到二至三石，甚至高至六、七石，
这个水平在当时世界居于绝对领先地位。

——据张帆《中国古代简史》（第二版）等

人口增长实现了“一个亿小目标”



二、经济发展新高度

1、农业、手工业的显著发展

①稻麦复种制在南方普及

②经济作物种植专业户的出现

③棉花开始在内地种植

①制瓷技术有重要改进

②煤的大量开采和使用

③印刷业迅速发展



二、经济发展新高度

2、商品经济发展高峰

①基层市场蓬勃涌现

②各政权之间贸易的发展

③铸币剧增和纸币出现

④海外贸易繁荣

⑤城市兴盛



聚焦：宋朝城市商业繁荣及其原因

材料
宋朝城市繁华，开封和临安（杭州）盛时人口均超过百万。

北宋中期，全国1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增至46处。宋朝城市人
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可能达到20%以上，城市工商业者的人口比
以前有较大规模的增加。城市居民被国家户籍列为坊郭户。

——据张帆《中国古代简史》（第二版）等

根据材料，简要指出宋朝城市兴盛的表现。

①大城市数量增加；
②城市人口增长，工商业者队伍壮大（市民阶层）。



①空间上，打破了坊和市的限制，形成街市，更为开放；

图1  唐朝长安城平面示意图 图2  北宋东京（开封）内城平面示意图

观察图1和图2，与唐长安城相比，北宋东京城的商业活动有什么重要突破？

②时间上，突破经营时间的限制，更为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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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经营特点
①经营方式：

②内容和服务对象：

有多种形式的商业广告。

服务业和文化娱乐发展；面向社会大众。



材料一
宋朝立国之初，宋太祖就号召人们“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宋太

宗曾下诏“令两制议致丰盈之术以闻”，让官员们研究理财求富之术。宋神
宗也下达过“政事之先，理财为急”的诏令。

——据《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

探讨：
结合下列材料和所学知识，分析宋代城市商业繁荣的原因。
（提示：可从社会环境、经济发展、观念和政策、人口、交通等角度分析）

材料二
宋朝政府取消了汉唐以来的很多禁令，比较重要的有：商品与店铺商号

不再集中于政府指定的官市，居民区与商业区可以混杂，居民被允许自由地
向街开店；取消了宵禁制度，百姓可以在夜间出游、做生意等。

——据吴晓波《浩荡两千年》



①环境：相对和平稳定

②经济、社会：农业和手工业的显著发展；人口增加

③观念、政策：统治者重视经济事务（重视理财）；

调整管理政策（放宽限制）

④地理、交通：地理位置重要，交通便利；水陆运输的发展

⑤其他答案：符合史实，言之成理皆可。

探讨：
结合下列材料和所学知识，分析宋代城市商业繁荣的原因。
（提示：可从社会环境、经济发展、观念和政策、人口、交通等角度分析）



三、社会新变化

材料一
释其耒耜（指农具）而游于四方，择其所乐而居之。

——（宋）苏轼《策别安万民三》

阅读教材第63页最后一段和64页第一段，指出宋朝百姓能够相对自由迁移的原因。

①人身束缚削弱； ②官府放松限制。

变化之一：社会横向流动的加强



范仲淹（989—1052），
苏州吴县人。宋代名臣，
谥号“文正”。

寄乡人
长白一寒儒，登荣三纪馀。
百花春满地，二麦雨随车。
鼓吹前迎道，烟霞指旧庐。
乡人莫相羡，教子读诗书。

“划粥断齑”

从“长白一寒儒”到“大宋第一人物”



变化之二：社会阶层流动的加强

材料二反映出宋朝社会的什么重要变化?

门第观念的淡化

材料二
据宋朝《宝祐四年登科录》记载，当年（1256年）录取

进士601人，其中官僚出身184人，平民出身417人。



材料三
北宋中期“精英”阶层的领军人物如范仲淹、欧阳修等，是一

批新型的士人。
这些起自清贫、没有家世背景的知识分子（“寒俊”），其政

治态度、理念追求、文化品格与一般思想倾向，与六朝隋唐士族知
识分子具有明显的不同。他们意气风发，以天下为己任，是一批具
有“综合型”特征，兼擅文章、经术与吏干，且活跃于政治舞台之
上的新型士人。

——引自邓小南《开放与严密：科举制度的完善》

新型士人群体出现



本课知识小结

(一)重心
大转移

(二)发展
新高度

1.基本过程
2.主要原因：社会因素和自然因素
3.影响：南方文化发展等

1.农业、手工业显著发展

2.商品经济发展高峰

一、经济的
新变化

二、社会的
新变化

1.社会横向流动加强

2.社会阶层流动加强与门第观念的淡化

(1)主要表现

(2)城市商业繁荣及其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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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您！

宋代处于中国历史上重要的转型期，它面临着来自内
部与周边的诸多新问题、新挑战，并不是古代史上国势最
强劲的时期；但它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方面的突出成就，
在制度方面的独到建树，它对于人类文明发展的贡献与牵
动，使其无愧为历史上文明昌盛的辉煌阶段。

——邓小南《宋代历史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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