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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新高考联合质量测评 12 月联考 

高三历史参考答案及评分标准 

一、选择题 

1. B  2. C  3. B  4. A  5. D  6. C  7. B  8. D  9. C  10.D 

11.A  12.B  13.C  14.A  15.D 

二、非选择题 

16.（1）封建社会总体实行抑商政策，商业地位低下。（2 分）商业政策在不同朝代有所

变化。（1 分）封建社会初期实行重农抑商政策；中唐及宋有所缓和松动；明清时期抑商

政策加强。（任意某一时期特点 1分） 

（2）唐宋原因：中唐两宋以来，军事频繁，财政紧张，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抑商政策有

所松动。伴随生产力发展，商品经济繁荣，商业成为国家经济重要组成部分，影响政府

政策。中唐两宋以来土地兼并，人口增长，为缓解农业压力，政府鼓励农民转向手工业

和商业。（任意 2点，4分） 

明清原因：封建社会渐趋衰弱，统治者加强了对社会的控制，加强专制集权。商人

大量购买土地，加剧土地兼并和小农的破产，威胁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激化阶级矛盾。 

（任意 2点，4分）               

17.评分细则：        

近代以来，列强侵华，民族危机逐步加深，中国日益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为救亡图存，范旭东出国赴日留学，努力学习先进的化工技术。（青年范旭东出国留学的

时代背景 3分）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建立了中华民国，为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提供了一定的

有利条件，振奋了范旭东的实业报国热情，因此他放弃了国外优厚条件，回国创办实业。

（范旭东学成归国创办实业的时代背景，3分） 

然而我国制碱业起步晚，经验不足，技术上又受制于列强，因此范旭东苦心研究学

术，终于打破了外国的技术垄断，推动了我国制碱业的进步。（旧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

的自身局限性，范旭东个人的突破，3分）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打断了范氏制碱公司的正常发展进程，面对战争困境和日本

的威逼利诱，范旭东并没有妥协，毅然将企业和技术设备进行了内迁，保卫了我国制碱

业的发展成果。（战争时代对范旭东企业的破坏，范旭东的选择，3分） 

总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我国化工行业发展异常艰难而曲折，而正是以

范旭东为代表的企业家，以其自强爱国和艰苦奋斗的精神推动我国化工行业负重前行。

（总结升华涵养家国情怀，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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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示例：                     计划与市场关系的探索 

新中国成立后，为使工业化目标顺利实施，党和政府开始借鉴苏联模式的经验，（背

景2分）在中国推行计划经济，以集中国家优势资源，不断提高生产力，改进人民物质和

文化生活，（史实，1分）这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进行的一次大胆探索和尝试，适应

了当时新中国的具体实际。（作用，1分）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党和政府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

发展生产力，党和政府进行了二次探索。（背景，2分）1982年提出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

两种经济，即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计划经济为主体，市场经济为补充。（史实，1分）

这次探索适应了改革开放的进程和步伐，推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作用，

1分） 

19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党和政府的又一次探索。

（背景，2分）1997年，中共十五大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

展生产力，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史实，1分）

在市场经济体制推动下，中国的综合国力迅速提升，为社会主义的发展以及新时代的到

来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作用，1分） 

总之，党和政府在不断的探索中，找到了适合中国发展之路，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

大复兴，积蓄力量，不断前行。（1分） 

19. （1）历史现象：材料一反映了二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结构（产业结

构）的变化。（2 分）材料二反映了二战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宏观调控和科学技术的发展。

（2 分） 

关系：材料二资本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2 分）；科学技术发展推

动了社会结构变化（产业结构变化）（2 分）这个关系材料二与材料一须对应起来。 

（2）角度：社会运动（1 分）举例：美国 20 世纪 60 年代的黑人民权运动（1 分）；推动

国会通过立法的形式保障公民的政治权利，缓和了社会矛盾，稳定了社会秩序。（2 分） 

角度 1 分，事例 1 分，影响，2 分。 

还可以提供社会福利制度、妇女运动、美国反对越南战争的学生运动角度和事例。 

（3）积极：二战后资本主义通过政治、经济的自我调节，仍然有很大的活力和空间；（2

分）但是所触及的主要是统治的手段和方法，并没有克服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2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