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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选择题
1.D
提示：根据“可以了解到鱼类为当

时饥寒交迫的人们提供了急需的生活
资料，因此，多数考古学家把鱼纹图形
确认为半坡人的图腾也不足为奇”可
得出，当时人们在生活中采集渔猎，因
此出土了大量相关的骨鱼叉、鱼钓钩
等，D项正确；材料没有体现母系还是
父系，排除A项；材料反映的是采集渔
猎，而不是原始农业，排除 B项；材料
并非强调图腾，排除C项。

2.A
提示：农作物的生长需要阳光、水

源、地力等一系列的自然条件，这是最
基本的，在古代尤其如此，故 A项正
确；B、C、D三项不符合题意，均排除。

3.A
提示：材料说明农业起源有多个中

心，即多元性，故 A项正确；B、C两项
说法均错误；D项不是材料主旨。

4.D
提示：材料体现的是新航路开辟

后美洲的高产作物引入中国，弥补了
粮食产量的不足，增加了食物来源，促
进了人口增长，D项正确；外来高产作
物的传入只能缓解中国的粮食问题，
不可能解决，排除A项；材料仅体现了
外来高产作物的传入，与中外贸易的
扩大无关，排除B项；材料没有涉及雇
佣关系，无法体现资本主义萌芽的出
现，排除C项。

5.C
提示：16世纪初期属于明朝时期，

新航路开辟后玉米传入中国，被称为
“番麦”“西天麦”“玉蜀黍”，故答案为
C项；物种的传播影响饮食习惯，A项
中的“决定”说法错误，且因果颠倒，排
除；材料没有比较中国比美洲更加适
宜种植玉米，排除B项；材料没有涉及
玉米传入中国后对中国人温饱问题的影
响，“解决了”说法太过绝对，排除D项。

6.D
提示：题干“内燃机被安装在拖拉

机、播种机、脱粒机等机械上”“内燃机
还被美国人安装在联合收割机上”，这
都是指内燃机在农业方面的运用，促
进了农业机械化进程，而不是推动了

工业生产，故选 D项，排除 C项；材料
没有涉及内燃机发明者的国籍，排除
A项；材料没有涉及机器的噪声影响
了人们的生活，排除B项。

7.A
提示：材料“我们吃的泡菜是用铜

染绿的；我们吃的醋是用硫酸勾兑的；
我们吃的奶酪是在坏了的牛奶里掺入
木粉或木薯粉制成的……再用铜和铅
染色的”体现的是化学添加剂引发食
品安全问题，A项正确；材料强调的是
食品安全问题，B、C、D三项与材料无
关，排除。

8.D
提示：材料信息均与食品安全和

环保有关，故D项正确。材料没有体现
科学育种问题，①错误；粮食安全是解
决“吃得饱”问题，食品安全解决“吃得
好”问题，③错误，排除含有①③的A、
B、C三项。

9.C
提示：商周时期，农具主要仍是石

器、木器或骨器等，此时出现青铜但主
要作为礼器使用，青铜农具很少。战国
时期，铁器开始使用和推广，农民愿意
通过商品交换获取铁器，说明了铁器
的重要性，农具已经有了革命性的进
步，故选C项。材料没有体现鼓励发展
工商业，排除A项。小农经济的形成是
铁农具使用的结果而非原因，排除 B
项。D项材料未体现，排除。

10.D
提示：曹魏时期的马钧发明了灌

溉工具——翻车，故选D项；筒车作为
一种灌溉工具出现于唐代，排除A项；
耧车是西汉时期的播种工具，排除 B
项；水排是冶铁时使用的鼓风工具，排
除C项。

11.A
提示：“原料与产品都很少出入市

场”说明手艺式手工业具有自给自足的
特征，即自然经济色彩浓厚，故选A项；
手艺式手工业产品很少流入市场，可
知其并不符合资本主义萌芽的特征，
排除B项；“以流动或者定点的形式为
消费者进行订货加工”说明明清江南
市镇手艺式工匠可以自由流动，拥有
基本人身自由，排除C项；与其他中国
传统手工业技术传承方式相似，手艺
式手工业大都在家族内部传承，具有
封闭性，排除D项。

12.B
提示：依据材料“19世纪中叶……

成为工业经济特有的生产方式”可知，
工业革命后，工厂成为新的生产组织
形式，故B项正确；机器制造业机械化
的实现标志着工业革命的基本完成，
故A项错误；材料反映的是生产组织
形式的转变，没有体现出动力方面的
变革，两者的影响无法进行比较，故C
项错误；“特有”强调的是生产组织形式
的独特性，促进工业革命发展的因素
很多，无法体现“特有”，故D项错误。

13.D
提示：材料中既有洋务企业，也有

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它们都属于民族

工业，故选D项；申新纺织厂是1915年

兴建的，不是洋务运动时期的工业，排

除A项；安庆内军械所和轮船招商局

是洋务企业，不是民族资本主义企业，

排除 B项；申新纺织厂是民国时期的

企业，不是晚清时期的民族工业，排除

C项。

14.A
提示：据材料“1850年前后，钟表

成为英国社会各个阶级必备的生活用

品”并结合所学可知，工业革命、工厂

制度、新式交通工具的普及都对时间

提出要求，故选A项；材料“英国人的

时间概念被空前强化”说明是大众的

需求不是钟表制造的发展，排除B项；

材料反映钟表普及但不能说明生活质

量提高，排除C项；英国的民主政治确

立于 1689年，与 1850年前后时间不

符，材料强调生产力发展的影响，而非

民主政治发展的影响，排除D项。

15.B
提示：19世纪 70年代到 20世纪

初，以英、美、法、德为代表的欧美国家

生产力持续快速发展，但其工业生产

总和在世界工业生产中所占比例却不

断降低，这说明世界其他国家的工业

化也在不断发展，故选 B项；这一时

期，欧美大多数国家正在进行第二次

工业革命，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故

A项错误；C、D两项材料未体现，均

排除。

16.C
提示：美国在空间技术领域内奋

起直追以图对抗苏联，说明在冷战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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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选择题
1.A
提示：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可知，

十月革命后，列宁主持制定了原有工
业区及乌拉尔、西伯利亚等新工业区
的建设计划。原有工业区位于苏联西
部，而乌拉尔、西伯利亚等新工业区位
于苏联中部和东部，这种规划有利于
优化国家经济布局。在此基础上，经过
斯大林时期前两个五年计划的工业建
设，到 1937年，苏联主要工业区生产
指数大幅度提高，说明列宁主持制定
上述计划的目的是优化国家经济布
局，A项正确；列宁主持制定材料中的
计划时，德国法西斯尚未形成，排除B
项；苏联完整的工业体系建立于斯大
林时期，排除C项；列宁通过战时共产
主义政策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这与
题意不符，且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没
有成功，排除D项。

2.D
提示：材料表明罗斯福政府相对

减少对经济的干预使美国经济形势急
转直下，说明罗斯福政府将干预视为
应急的措施来应对经济危机，故D项
正确；罗斯福政府并未放弃国家干预
经济，故A项错误；B项是在 20世纪 70
年代，排除；C项材料未体现，且不符
合史实，排除。

3.C
提示：此时期联邦德国并未推行

“自由放任”政策，排除A项；“福利国
家”的规模缩小并不是联邦德国经济
发展的原因，排除 B项；根据所学可
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邦德国对经
济进行宏观调控，促使战后经济迅速
发展，故C项符合题意；“新经济”增长
模式在 20世纪 90年代的美国出现，排
除D项。

4.D
提示：依据材料“其中机械工业方

面就有航空工业、汽车工业、国防工业
等 17个部”可以看出，苏联这一时期
仍然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所以必然
导致经济管理效率低下，D项正确；材
料涉及的是不利于苏联国民经济的发
展，排除A项；苏联是计划经济体制，
排除 B项；材料不能看出社会主义经
济受到挑战，排除C项。

5.A
提示：材料反映了1970—1990年发

展中国家城市人口规模增加不大，城
市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不高，这说明工

业化之路仍然比较漫长，故A项正确；
由材料数据可推知农村人口数量呈上
升趋势，故B项错误；C、D两项材料无
法说明，故排除。

6.D
提示：从由“投票决定”到“‘协商

一致’”进行决策，使投票权中地位较
低的新兴经济体获得更大话语权，这
也反映了其地位的提升，受到国际社会
重视，D项正确；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并没有确立，A项错误；发达国家经济
实力走向衰落不是引起其变化的原
因，B项错误；材料论述国际经济全球
化，不是政治民主化，C项错误。

7.B
提示：国际经济新秩序尚未建立，

故A项错误；中国作为亚投行的发起国
及重要成员，故其设立体现了中国国际
影响力提高，故B项正确；亚投行成员
不限于亚洲，故C项错误；亚投行不属
于多极化的一极，且此格局并未形成，
故D项错误。

8.A
提示：材料反映的是 19世纪后期

到 20世纪初，国际资本大多投资于长
期稳定的经济领域，而在 20世纪 80年
代以后，国际资本则更多地寻找短期
投资的机会，而各国的金融政策也适
应了这一趋势，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
了国际金融投资的风险，故选A项；短
期投资不利于实体经济的长足发展，
排除 B项；材料中的投资行为和经济
政策并不能扫清全球化的障碍，排除
C项；短期投资符合发达国家的利益
要求，对发展中国家的利和弊看不出
来，排除D项。

二、非选择题
9.（1）原因：第二次工业革命推

动；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快速发展；资本
主义世界市场最终形成；交通、通讯技
术的进步密切了世界各地的联系；第
一次世界大战前国际局势相对和平。

（2）下降原因：空前严重的资本主
义经济大危机的冲击；面对经济危机，
各国纷纷实行贸易保护政策；两次世
界大战的影响。

增长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两
极格局的形成客观上营造了一个相对
和平的国际环境；战后资本主义国家
纷纷加强对经济的干预，使资本主义
国家的经济出现 20多年的“黄金时
期”；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动；关贸总
协定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推动；经济
全球化的推动；现代交通通讯的发
展等。

10.示例一

论题：一个国家（或经济体）的经
济实力决定其货币的国际地位。

阐述：就国际货币体系发展的渐
进过程而言，短期内，二战后，美国凭
借强大的经济实力，确立了以美元为
中心的单极世界货币体系。中期内，由
于欧盟在经济领域取得了突出成就，
成为世界经济格局中的重要力量；欧
元日益成为世界货币，促进国际货币
从单极向多极发展。长期内，由于中国
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一带一
路”的实施及亚投行的运作，使人民币
的地位及作用日益明显，使国际货币
从多极向多元发展。

由此可见，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
奠定了其国际地位的基础。

示例二
论题：国际货币体系的建立有利于

世界经济秩序的稳定。
阐述：就短期而言，二战后，以英

镑为中心的世界货币体系难以维系，
而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
建立，为世界货币体系提供了统一的
标准和基础，维持了战后世界货币体
系的正常运转，为世界经济的恢复和
发展创造了条件。就中期而言，欧元日
益成为世界货币，使国际货币日益从
单极向多极发展，有利于减少美元动
荡的负面效应，有利于维持国际货币
汇率及世界经济秩序的稳定。就长期
而言，以人民币为代表的多元国际货
币体系的建立，在应对世界性金融危
机等方面将起到重要作用。

由此可见，国际货币体系的建立
有利于世界经济秩序的稳定和世界经
济的发展。

示例三
论题：国际货币体系发展的渐进过

程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阐述：短期内，二战后，以英镑为

中心的世界货币体系难以维系，如何
建立一个有利于世界经济持续稳定发
展的机制，成为重建战后世界秩序的
关键。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为世
界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条件。中
期内，欧元的使用有利于减少美元动
荡的负面效应，有利于国际货币汇率
的稳定，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国际贸易
中的强权政治。长期内，以人民币为代
表的多元国际货币体系的建立，适应
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将促进世
界经济的增长。

由此可见，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
经济新秩序是大势所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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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只是提到要按契约偿还债务，没有
涉及更多的经济纠纷的处理办法，排
除B项；材料没有比较唐律与以前的法
律，不能判定唐律更加完备，排除C项。

二、非选择题
11.（1）不同：经营规模小；业务范

围只有贷款和汇兑，没有存款业务。
原因：中国古代在君主专制制度下，

法制不健全；私有财产不受保护，大量
白银货币处于窖藏状态。

影响：大量资金不能进入流通和生
产领域，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2）特征：朝贡贸易发达；贸易政
策呈现保守趋势。

背景：自然经济为主体；君主专制
中央集权强化；天朝上国观念浓厚；重
农抑商政策强化；资本主义萌芽的出
现；实行“厚往薄来”的朝贡体系；海防
松弛，倭寇骚扰加剧；西方殖民主义者
东来；等等。

12.随着中国古代农业的发展，手
工业的进步，商品经济、商业贸易的推
动，特别是铸币技术的提高，以及专制
皇权不断加强和政府强力推行，货币
呈现形制渐趋统一、兑换规范化、便于
携带和铸币权由国家主导的趋势。而
货币的演变便于稳定金融和市场秩
序，推动商品经济发展；有利于加强中
央集权，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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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选择题
1.D
提示：依据材料信息“19世纪欧洲

对世界的支配与其说是以其他任何一
种手段或力量为基础，不如说是以蒸
汽机为基础”可知，蒸汽机为欧洲支配
世界提供了条件，资产阶级开拓了世界
市场，开始确立对世界的统治，材料强
调蒸汽机的运用对欧洲对外扩张的重
要性，D符合题意；A属于对材料的片
面理解，排除；B、C两项材料未能体
现，排除。

2.D
提示：新航路开辟后出现商业革命，

使欧洲贸易中心由地中海转移到大西
洋沿岸，故选D项；材料强调商业贸易
活动，且工业资本取代商业资本是在
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排除A项；垄断
性贸易公司的建立是商业活动的表现，

排除 B项；英国确立世界殖民霸权是
在18世纪中期，排除C项。

3.C
提示：根据材料“第一家证券交易

所”“第一个可以进行股票交易”“现代
中央银行的基础模式”等信息可知，荷
兰开创了现代性质的商业经营新模
式，C项正确；A、B两项与题干主旨不
符，均排除；D项与新航路开辟有关，
排除。

4.D
提示：英国东印度公司已经不再适

应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而洛克菲勒石油
则顺应了发展潮流，故选D项；政治制
度的转型，本质上也是由生产力发展
所决定，故A项不是变化的根本因素，排
除；垄断组织的推动不是东印度公司退
出历史舞台的根本原因，排除 B项；洛
克菲勒石油托拉斯的存在正是基于政
府的不干预，排除C项。

5.B
提示：上海轮船招商局是洋务企

业中第一个官督商办的企业，“官督”
体现了其具有浓厚的封建性，“商办”
形式则带有明显的资本主义性质，故
B项正确；A项“照搬”、D项“采用资本
主义管理制”与材料“由官府掌握企业
的用人及理财权”不符，均排除；上海
轮船招商局是洋务企业，而不是民族资
本主义企业，故排除C项。

6.A
提示：从两幅图中可以得出欧洲贸

易中心由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沿岸，
故①正确；从两幅图中可以得出世界贸
易活动范围扩大，扩大到了美洲，故②
正确；从图 1可以看出贸易路线有海
路，故③错误；图 2的“三角贸易”是掠
夺性贸易，故④正确。

7.B
提示：由材料数据等可知，工业革

命推动英国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
成为“世界工厂”，故选B项；材料强调
工业革命对英国的影响而非产生的原
因，排除A项；材料中没有涉及“城市
化”和“民主化改革”，排除C、D两项。

8.D
提示：材料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

济发展不平衡说法无关，排除A项；材
料未涉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变革，排
除 B项；当时的世界贸易中心是在欧

洲，排除 C项；材料“原材料与工业制
成品的世界贸易额呈现均衡发展的趋
势，从 1870年到 1913年，这两项商品
的贸易额都增加了两倍多”体现的是受
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影响，世界各国的经
济依赖程度加强，D项正确。

二、非选择题
9.（1）工业革命推动了工农业生

产的发展，为世界市场的形成提供了
物质基础；工业革命引起交通运输业
的技术革命，为世界市场的形成提供
了联结纽带；工业革命为资产阶级提
供了轰开落后地区大门的坚船利炮，
密切了国际交流，使世界各国各地区
间的交往更加频繁；工业革命促进了
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扩张，殖民体系
的确立成为世界市场形成的重要保障。

（2）区别：两宋是区域性市场，近
代是全球性市场；两宋以政治经济和
平交往为主，近代还伴以武力征服和
殖民掠夺；两宋时期交易以手工制成
品和奢侈品为主，近代以工业制成品
为主；两宋丝路促进了各国之间的友
好交往，近代世界市场具有破坏性与
建设性的双重作用。

10.论题：世界市场影响近代英国
茶文化的发展。

阐述：英国茶文化发展经历了漫
长的历史时期，其发展程度深受世界
市场的影响。

随着欧洲国家海外贸易的发展和
对外殖民扩张，世界市场逐渐形成和
扩大，世界各地的经济联系和交流加
强。17世纪，茶叶进入英国，饮茶风尚
先是带入皇家，继而在上流社会刮起

“饮茶风”。
18世纪，随着英国的殖民扩张及

其海外市场的扩大，其对外贸易迅速
增长，这一时期英国的茶叶需求量以
惊人的速度增长，英国人对茶的热爱
超过了其他任何主要的西方国家。

19世纪，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展，英
国在世界范围内大规模倾销商品和掠
取原料，世界市场进一步形成，茶叶更
是大量进入英国，英国人的饮茶习惯
开始流行开来，茶叶消费也受到理性
看待，并且各种茶风俗开始形成。

总之，近代英国茶文化内容不断
趋于丰富，并进一步丰富了人们的日
常生活。

局下美苏之间的科技竞争带有
政治对抗色彩，故选 C项；苏联
人造卫星上天只是苏联空间领

域取得的一个成就，并不能证明其对
美国构成严重威胁，排除A项；阿波罗
登月只是美国在空间科技领域取得的
一个成就，并不能说明其科技超过了
苏联，排除 B项；美苏对抗体现在政
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并不
仅仅是科技领域，排除D项。

二、非选择题
17.（1）特点：①种类多：粮食类、

果蔬类、经济作物类、禽畜类；②范围
广：涉及欧亚非美；③以食物为主；
④双向交流：既有美洲物种的外传，也
有其他地区物种在美洲的推广。

（2）原因：新航路的开辟；早期殖
民扩张；中国人地矛盾突出；高产且不
拘于土壤与地形。

影响
积极，扩大了耕地面积，缓解了人

地矛盾；丰富了食品资源，增加了粮食
供应总量；提高了抗饥荒能力，加速了
人口的增长；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密切了中国与世界的联系。

消极，过度的垦荒造田，导致水土
流失严重。

18.（1）变化：从高风险食品、贫困
的标志变成了提高营养、改善伙食的

“完美食物”。
原因：牛奶自身的营养价值；科技

的进步；工业化、城市化的推动；战争
的刺激；营销学和广告宣传学的出现；
政府的提倡与重视。

（2）主要科技成果：巴斯德灭菌法
的推广；火车、汽车的出现，便于运输；
冰箱的普及，便利保存；电力的发明和
应用。

改善：增强体质、改善生活、提高
和健全福利制度。

19.示例一
趋势：工业革命以来，女性走出家

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社会角色。
阐述：工业革命兴起，工厂大量出

现，对劳动力的需求不断增长，为妇女
走出家庭、从事工业生产提供了重要
条件。同时，资产阶级民主和法制建设
也日趋完善，为女性就业和发展提供
了相应的制度保障，并且社会进步也
使女性的公平意识和权利意识不断加
强，这些都有助于妇女更多地走上社
会，有助于发挥更重要的社会作用。

示例二
趋势：英国女性在高强度行业中的

就业率下降。

阐述：工业革命以来，大机器生产
广泛使用。女性在从事工业生产中，经
济地位逐渐独立，公平意识和权利观
念也不断觉醒。同时，英国资产阶级民
主和法制建设日趋完善，保障妇女、儿
童的法律得以实施，这就使得女性的
一些权益得到保障，在高强度的一些
行业如矿业中的就业率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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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选择题
1.C
提示：“工商食官”是西周政府对工

商业进行垄断性经营的制度，即将商
人们集中起来，设官统一管理，驱使他
们为政府服务，政府为商人们提供衣
食，故选 C项；A、B、D三项均是对“工
商食官”的错误理解，排除。

2.B
提示：材料“杭城大街，买卖昼夜

不绝，夜交三四鼓，游人始稀；五鼓钟
鸣，卖早市者又开店矣”说明当时的商
业活动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B
项正确；A项错在“开始”，排除；汴京
指的是开封，题干指的是杭州，排除C
项；D项错在“完全放弃”，排除。

3.C
提示：图片说明了古希腊城邦地理

环境靠近海洋的特点，这一特殊的地理
条件有利于形成海洋文明，即以海外贸
易作为经济发展的主体，同时也有利于
进行海外殖民活动，C项正确；希腊多
山，不利于农业的发展，A项错误；直
接有利于希腊民主制普遍建立的是其
小国寡民的状态，而非自然环境，B项
错误；希腊多山地，城邦林立，不利于
统一，D项错误。

4.B
提示：材料反映了在埃及、叙利

亚、印度等地区发现了中国唐宋时期
的瓷器或瓷片，表明当时中国与这些地
区已经有了往来。而叙利亚属于西亚
地区，印度属于南亚，埃及远在非洲，
唐宋时期中国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
这些区域进行贸易往来的，表明当时海
上丝绸之路的辐射范围较广，但不能据
此体现中国对东亚的影响，无法表明中
国已成为东亚文化圈中心，B项正确，
D项错误。材料未涉及唐宋时期的对
外贸易是私人经营还是官方经营及瓷
器在对外贸易中的占比情况，不能据
此得出C项；A项以偏概全，且不符合
本题主旨，排除A、C两项。

5.A
提示：由材料可知公行负责供应外

商所需中国出口货物，以及担保、缴纳
关税事宜，兼具照料和约束外商的责任，
由此可知公行实际上是中外贸易中
介，故选A项；由“兼具照料和约束外
商的责任”可知，B项不是材料的主
旨，排除；公行不是制约外商的机构，
排除C项；公行主要是负责对外贸易，
外事机构主要负责政治事务，排除D项。

6.C
提示：由材料从“金融元素”发展

到“信用票据”“信用货币”得知是信用
体系的变化，由材料“商业发达城市”“交
子”“会子”等可以得知是在商业领域，
因而这一变化说明商业信用体系发展，
故选 C项；“信用票据”“信用货币”是
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不是交通发展迅
速的产物，排除A项；经济重心南移是
从北方黄河流域移到长江流域，一直
持续到南宋，排除B项；唐宋时期统治
者仍固守重农抑商政策，而且商业信
用体系发展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
不是重农抑商政策的产物，排除D项。

7.A
提示：题干大意是:四川地区商民

因为金属钱币太重，私下使用叫作“交
子”的票券，以方便交易，由十六户富
民来主持这件事，后来富民的资产缩
水，没有能力偿还所欠票券，商业纠纷
因此产生。由此可知“交子”既可以作
为流通的货币，也是一种可以兑换的
票券，故 A项正确；B项因果颠倒，排
除；C、D两项与材料无关，均排除。

8.B
提示：由材料可知，随着商品经济

的发展，罗马法对于订立契约，从形式
上有较大的简化，便利了商业往来，从
而适应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故选B项；
A项夸大了这一转变的影响，排除；C项
说法夸张，不符合史实，排除；这一变
化没有涉及对贵族特权的损害，排除
D项。

9.C
提示：材料信息“一定要签订契约”

“收养没有签订契约，那么收养关系便
得不到法律的保证”说明①②④正确，
C项符合题意；“任何事情都订立契
约”说法过于绝对，③错误，A、B、D三项
排除。

10.D
提示：材料“借款人到期不按契约

偿还，或违期偿还，出借人可以到官府
告发，官府依法追究借款人责任，并强
制如数偿还”反映了唐律体现的契约法
则精神，故选D项；社会契约论是西方
近代资产阶级国家学说，排除A项；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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