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3.1 ❖ 
 

秦始皇的統一措施 

  秦始皇統一中國後，制定了各種統一制度和措施，既順應了當

時的時代變化，也對後世影響深遠。 

  春秋戰國時期，不同諸侯國使用不同的貨幣，形狀、大小、輕

重等各不相同，計算單位也不一致。秦統一六國後，為消除各地不

同貨幣引起的混亂，秦始皇下令廢除各地原來流通的貨幣，由國家

統一鑄造新幣。秦朝所鑄造的「半兩」，採用圓形方孔的設計，自

秦開始，這種模樣的錢幣在中國沿用了兩千多年。貨幣統一了，貨

品和服務交易變得更方便、更容易，促進了社會經濟的發展。 

 

秦朝銅錢「半兩」 

秦始皇還下令統一度量衡。度量衡是長度、容量和重量的統稱。

戰國時期，各國度量衡的計量單位並不一致，有礙貿易交流。秦始

皇以秦國原來的度量衡為標準，推廣全國。這個措施方便了各地的

交流和聯繫，也促進了全國經濟的發展。 



 
 

❖  3.2 ❖ 
 

統一文字也是秦朝的一項重要措施。春秋戰國時期，各國使用

不同的文字，同一個字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寫法。秦統一後，原

先的文字系統既不利於各地人民交流和資訊流通，也給朝廷下達政

令帶來困難。因此秦始皇下令以秦國原來的文字為基礎，簡化為小

篆（○粵 [syun6]，○普 [zhuàn]），作為規範文字，加以推廣，並廢除與小

篆不同的文字。有了統一的文字，全國人民不但更容易交流，還能

更容易地把知識傳播開來，傳給下一代。中國文明能歷數千年而傳

承下來，跟文字統一關係很大。 

 

小篆流傳到今天，仍被廣泛用於美術創作中。 

春秋戰國時期，各國道路寬窄不一。秦始皇為了加強各地的聯

繫，更有效地傳達政令，修築了馳道、直道等統一規格的道路。他

還將車軌的寬度（車輛兩個輪子之間的距離）統一為六尺，這樣，

無論甚麼車都可以在全國交通大道上暢通無阻了。 

 

秦朝的銅車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