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一級 

歷史時期：秦漢 

課題一：秦朝的統一、統治措施及衰亡 

第一章：秦朝的統一及其統治措施與影響 

 
考前筆記 

  



 
一、秦滅六國經過 

- 公元前 237年，秦王政採納李斯建議，決定進行併滅六國之策。 

- 公元前 233年，韓國懾於秦威勢，派韓非為使，對秦納地奉璽，願為藩臣。 

- 韓只保有都城陽翟及附近十數城邑。 

- 公元前 230年，秦派內史騰攻滅韓，虜韓王，以其地為潁川郡，韓遂亡。 

- 公元前 228年，秦軍為趙將李牧、司馬尚所拒，秦國賄賂趙王佞臣郭開，誣陷二人謀反，趙王誤信將二人收捕。 

- 秦之離間計成功後，派王翦率軍攻克邯鄲，虜趙王，趙遂亡。 

- 同年，因荊軻行刺秦王事件，滅趙後的秦軍轉攻燕國。燕國不敵退守遼東。 

- 公元前 225年，秦以王賁為將攻魏，引黃河水灌大梁。三月後，大梁城壞，魏王假出降，魏遂亡。 

- 同年，秦以李信、蒙武為將，領軍二十萬攻楚，被楚將項燕所敗。 

- 公元前 224年，秦以王翦為將，率六十萬大軍再度攻楚。楚軍大敗，項燕自殺。 

- 秦軍攻入楚都壽春，俘楚王負芻，楚遂亡。 

- 公元前 222年，秦於滅楚後，再派王賁攻燕之遼東，虜燕王喜，燕遂亡。 

- 秦國早前已收買齊相后勝，對內不修武備，對外不救五國。 

- 公元前 221年，秦將王賁滅燕後，奉命南下攻齊，在未遇上任何抵抗情況下攻破齊國，俘齊王建，齊遂亡。 

 
  



秦滅六國次序示意圖 

 
 
  



二、秦統一天下的原因 

2.1 秦國因素（直接原因） 

    變法成功 

- 秦國的商鞅變法影響最深遠，最後能統一六國。 

- 推行縣制，直屬國君，加強了中央的控制。 

- 採取重農抑商政策，廢井田，允許人民擁有土地及自由買賣，鼓勵農業生產；對棄農營商者課以重稅。 

- 編訂戶籍，推行連坐法；嚴禁私鬥，違者按法懲處。 

- 按殺敵軍功大小授賞，使人民怯於私鬥勇於公戰。 

- 變法得到貫徹及持續執行，軍事與經濟得到良好發展，使秦國國力大幅提升。 

    地理優勢 

- 孝公用商鞅變法圖強後，分別從魏取得函谷關；從楚控有武關之險。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可避免參與中原混戰，保養戰力。 

- 兼併有土地肥沃，物產富饒的漢中與巴蜀，以為後來統一中國之基礎。 

    國君奮發 

- 秦自孝公用商鞅變法開始，繼位的國君皆勵精圖治，以圖霸天下為目標。 

- 歷代國君皆努力羅致別國人才，惠文王用魏人張儀；昭襄王用魏人范睢；秦王政用楚人李斯。 

    策略得宜 

- 張儀的「連橫計」破壞齊楚關係，瓦解六國同盟。 

- 昭襄王採用范睢的「遠交近攻」策略，先交好較遠的齊、楚避免無謂浪戰；而出兵攻佔較近的韓、魏，以直接得到土地利益。 

- 秦王政採用李斯的離間計，重金收買六國朝臣，不從者則派刺客殺之，以分化六國內部。 

- 秦國善於運用外交策略再配合軍事行動，得以雄霸中原，最後統一天下。 

 
  



2.2 環境因素（間接原因） 

    商人意向 

- 春秋戰國商業活動頻繁，但列國各有自己的貨幣，每到一國便要兌換一次，為商人帶來極之不便。 

- 列國關卡林立，每徵一次關稅，商人利潤就會減少一些。 

- 商人渴望統一政府出現解決此困難。 

    人民厭戰 

- 戰國之世，戰爭規模愈演愈大，每場戰爭參與人數動輒十數萬計，不能忽視人命傷亡 

- 戰後地區殘破，影響農業生產，人民流離失所。 

- 人民厭倦列國爭雄日子，渴望有統一政府出現避免戰爭出現，人心趨向於一統。 

    水利建設 

- 各國為了軍事需要而將河川壅塞或改其河道，導致水患頻仍。 

- 黃河上游常夾帶泥沙，因而中下游經常氾濫。 

- 治理黃河需要一個有效率的統一政府調動各地力量進行水利建設，無形中加速了統一的實現。 

 
  



三、秦朝統治措施與影響 

- 夏、商、周三者只是天下共主，方國部落林立，中央王朝力量未能遍及天下。 

- 秦國吞滅六國，混六合為一，建立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大一統政權。 

 
3.1 秦的統治措施內容 

3.1.1 政治方面 

加強君主地位  

- 秦王政自認德兼｢三皇｣及｢五帝｣，所以創立「皇帝」一稱號，並自稱｢始皇帝｣，一來以顯示前無古人，二來由他開始傳之萬世。 

- 突顯皇帝與過往君主不同，皇帝自稱為「朕」，皇命為「制」，皇令為「詔」（命是頒布的法令，詔是訓令），印鑑為「璽」。

衣服也有特定式樣。 

- 諡法是臣下為死去國君按其一生功過而定的名號。秦始皇廢除「諡法」，認為臣下不可以評價皇帝。 

 
中央政制措施 

- 確立中央集權，以三公九卿分掌全國政務。 

- 丞相、太尉與御史大夫，合稱「三公」。 

- 丞相掌理全國政務，協助皇帝處理萬機；御史大夫掌監察，亦是副丞相；太尉則掌管全國軍事。 

- 丞相之下按不同職務設九卿，分別為：奉常、郎中令、衞尉、太僕、廷尉、典客、宗正、治粟內史、少府。 

- 三公九卿各自向皇帝負責，一切聽命於皇帝。 

- 廢除世卿世祿制，自中央至地方的官員都由朝廷任免，無權世襲。 



 
 

  



地方行政措施 

- 秦認為封建制度導致春秋戰國之亂局，因而廢除封建，而於全國推行郡縣制。 

- 初建三十六郡，後增至四十八郡（據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 

- 地方政制為郡、縣二級制。縣之下為鄉政：鄉、亭、里。 

- 郡設郡守(音秀)，負責一郡政事；郡尉，負責軍事及治安；監御史，負責監察（中央特派）。 

- 縣設縣令（萬戶以上為令，不足萬戶為長），負責治理民眾；縣尉，負責訓練軍隊及維持治安；縣丞，負責稅收、司法。 

- 鄉設三老以掌教化，設嗇夫以聽訟和收賦稅，設游徼以禁盜賊。 

- 亭有亭長；里有里魁。里之下為商鞅的什伍制：五家為伍，十家為什，百家為里，十里為亭。 

- 秦朝郡的劃分是以山川為界，即行政轄區與自然地理區域吻合。如果自然地理區域範圍較大就分設兩郡。 

- 好處是每郡較容易調動郡內力量防治自然災害，不需要向中央請求派大員協調統籌。 

- 郡縣制下的郡守和縣令都是由皇帝直接任免，加強了中央集權，有利於政治安定和經濟發展。 

- 郡縣制打破了西周以來分封割據的狀況，加強了中央對地方的管理，防止地方割據分裂。 

 
3.1.2 文化方面 

 
統一文字 

- 各國文字雖源出於大篆，但經數百年的發展演變，到戰國時，在形體上，各國漸有差別。 

- 秦始皇命李斯以秦文為基礎製定文字，是為小篆。 

- 後來有獄吏程邈簡化了小篆成為隸書流行於民間。 

 
 

統一思想 

- 各地風俗如與秦律抵觸的，皆被禁止。 

- 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 213年），頒焚書令，除秦史、醫、卜、種植及博士藏書，其餘盡皆燒毀。借古批評朝政者，族誅。 

- 秦禁止私學，下令人民以吏為師，只能向政府學習。 

 



3.1.3 經濟方面 

統一度量衡 

- 戰國時，各國在計算長短、大小、輕重皆有不同標準。 

- 秦始皇以秦國的標準，劃一度、量、衡制度。頒佈度量衡的標準器，通行全國。 

- 規定度、量、衡器具由官府監造，民間不得私造。 

統一貨幣 

- 六國各有自己的貨幣，秦禁用六國舊貨幣，鑄行新貨幣：圓錢，稱「半兩錢」（錢幣上有「半兩」二字），形制採用「天圓地

方」的概念為圓錢方孔。 

- 新貨幣制度以黃金為上幣，以銅錢為下幣，全國通行。 

 
 

3.1.4 交通方面 

統一車軌 

- 馬車的車輪在泥路上碾過所留下的坑稱「轍」，不同的車軌（兩輪之間距離）所做成的不同距離的轍會使行駛困難。 

- 秦下令將六國不同的車軌，規定馬車寬度為六尺。 

- 新建道路軌距以此為標準，從此一車可通行全國。 

修築馳道 

- 秦始皇下令以咸陽為中心，修築馳道，東至燕齊，南達吳楚。另有由雲陽直達九原的直道。 

- 直道開闢的目的是為了防止匈奴入侵。通過這條道路，秦軍從咸陽能快速到達前線。 

- 馳道的開闢除了方便秦始皇巡狩天下之外，也具有軍事功效，能令秦軍快速調動以平叛亂。 

開鑿運河 

- 秦始皇下令疏濬鴻溝，連結黃河與淮河的運河。 

- 因應平定百越的軍事行動，在現今廣西開鑿靈渠溝通湘水與灕水。 

 
 

 



3.1.5 社會方面 

防止反叛 

- 收歸天下兵器，鑄成十二個銅人，稱十二金人，放於宮殿前。 

- 戰國時期列國為防止鄰國入侵於險要之地建有城牆。秦為防止反判者利用這些防禦設施，皆一律拆毀。 

- 六國舊地上仍有具影響力的富豪及貴族。為防止他們反秦，秦把全國十二萬富戶遷到咸陽。 

- 富戶遷離本土後，不但難以培養勢力，更可促進首都繁榮。 

- 推行連坐法。秦將自商鞅立的戶籍制度及連坐法，推行全國。規定一人犯罪，禍及三族；一家犯罪，牽連鄰里，使人們互相監

督，達到控制人民的目的。 

 
3.1.6 軍事方面 

北伐匈奴 

- 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 215年），秦始皇以蒙恬為將，率兵三十萬征伐匈奴，收復河套地區，直抵陰山，設九原郡。 

南平百越 

- 秦始皇於派兵北伐匈奴同時，派屠睢領兵五十萬攻嶺南地區百越。 

- 設置南海、桂林、象三郡。 

修築長城 

- 蒙恬北征匈奴後，秦將戰國時期的秦、趙、燕三國北方長城連接並擴建，西起臨洮（今甘肅岷縣）東至遼東（今北韓境內新義

州）的「萬里長城」。 

移民實邊 

- 發配五十萬刑徒於百越，並遷三萬戶到河套，以開墾邊境，鞏固邊防。 

 
  



秦統一中國後的擴張 

 
 

 
3.2 秦朝統治措施的影響 

統一國家出現 

- 夏禹、商湯、周武王三者只是當上了天下共主，其時方國部落林立，中央王朝力量未能遍及天下。 

- 秦始皇統一天下後，認為自己功德超過古代相傳的｢三皇｣及｢五帝｣，遂自稱｢始皇帝｣，以顯示前無古人。 

- 秦始皇的功業委實空前，迨秦始皇開始，中國才有了實質涵意的統一國家。 



確立中央集權制度 

- 把軍事、政治、財政等大權收歸中央。 

- 廢封建，行郡縣，使天下為一家，因封建依然是列國林立，難免戰爭。 

- 取消世卿世祿制，大小官員皆須銓敘。平民、貴族兩階層對立之消融。 

- 雖然中央與地方政治制度經歷無數變遷，但其背後精神不變。 

- 秦朝開創了帝國制度的統治模式，為後世的楷模。 

確立中國疆域輪廓 

- 秦朝分全國為四十八郡，北至今日的蒙古，南至越南的北部，西至甘肅、四川，東至遼東，奠定此後中國二千年疆域的大輪廓。 

中國民族之搏成 

- 春秋時代華夷雜處，此後各族先後被征服而漸趨同化。 

- 再經秦推行各種統一措施後，便成為一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的社會。 

- 史學家錢穆所言：｢群居生息於同一版圖，沐浴寢饋於同一文化，以中國人治理中國疆土，發展中國文化，蓋自此始大定其基礎

｣，「為中國民族之搏成」。 

 

3.3 秦時期的香港 

- 先秦時期，中國東南沿海地區被稱為百越，現今廣東一帶為百越一分支：南越。 

- 越族在生活習慣及文化方面與中原文化有顯著分別。 

- 公元前 214 年（秦始皇三十三年），秦王朝派兵滅百越，置南海、桂林、象三郡。 

- 秦始皇下令徙置五十萬人於三郡地區，移民把中原文化及技術帶入嶺南。 

- 秦朝所置的南海郡下有番禺、博羅、龍川、四會，四個縣。 

- 一般說法，香港屬於番禺縣轄區，此時開始納入中原王朝版圖。 

- 此說法只屬推論，沒有文獻及考古證據來證明此時香港已屬秦朝統治，並不符合學術要求。 

- 沒有文獻記載番禺縣轄區範圍是否到了南方海濱地帶。 

- 香港至今沒有發現任何屬於秦朝之出土文物。 

- 在實事求是的情形下，我們只能說香港有可能於秦朝時被納入中國版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