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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走私貿易 海商集團

接受冊封
的藩屬國

西方:傳教士

官方:朝貢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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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

禁教:康熙

道光
涉宮廷政爭

中西交流中斷科技、宗教貿易

乾隆の通商限制:only廣州港進出 非官方の公行負責



鴉片戰爭的爆發與影響

1.背景:英國要解決貿易逆差問題

逆差:進口(絲綢 瓷器 茶葉) 〉出口 英國白銀外流

英國 中國

2.逆轉:出口(鴉片) 〉進口 中國白銀外流(經濟問題)

印度 土耳其

3.∵白銀外流 社會問題(傷身 勞動力少…)

∴道光帝下令禁煙 林則徐查禁鴉片

中英武力衝突:鴉片戰爭



1840~1842年:鴉片戰爭

中英南京條約

中國戰敗

賠款與割讓香港

開放廣州等五個通商口岸

南京續約:給予英國-協定關稅、領事裁判

權、設立租界、片面最惠國待遇等特權

美、法等國紛紛與中國訂約，享受相同特權

影響:中國傳統天朝體制遭到前所未有的衝擊

中國閉關自守局面被英國打開了

有沒有和中國相同處境的國家?



◎租界

租界是指在中國的通商口岸畫定一塊區

域，供外國人士居住、經商。演變到後

來竟不受中國政府管轄。破壞中國領土

的完整。



◎協定關稅

協定關稅是指外國貨物進口到

中國的關稅，中國須與外國政府協商

訂定，破壞了中國的關稅自主權。



◎領事裁判權

領事裁判權是指外國人

在中國犯罪，不受中國法律的管制

，而由該國領事依該國法律來處理

。這破壞了中國司法的獨立與完整。

享有治外法權



◎片面最惠國待遇

最惠國待遇是指兩國在通商、稅收等方面互
相給予優惠。但清廷與外國簽訂的條約，往
往只片面給予外國優惠，中國卻不能享有對
等權益，而且中國給予別國新的權利，有最
惠國待遇的國家也能獲得同樣權利，稱為
「片面最惠國待遇」。



日本の黑船事件

背景: 十七世紀の宗教問題 鎖國政策:閉關自守→僅開放長崎

十九世紀美國向西擴張need市場 開港通商

黑船來了: 1846年第一次黑船入港擕帶美國總統書信→開港→遭拒

1853年第二次黑船入港→開港∵德川家慶病重→拖延開港

1854年第三次黑船入港→簽定「神奈川條約」→被迫開港

影響: 美國打破閉關自守局面 幕府時代結束



中日對西力衝擊的回應

1.鴉片戰爭to中國

(1)再次引發戰爭:兩次英法聯軍

a.要開放更多通商港口

b.要公使駐北京

c.鴉片合法、內地傳教

要不成 武力解決

英國:亞羅船事件
法國:廣西教案

第一次英法聯軍

第二次英法聯軍

換約不成
中英法天津條約

中英法北京條約



覺醒？鴉片戰爭
師夷長技以制夷

魏

源
英法聯軍

太平天國 器物

船堅炮利

常勝軍協助

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

中央

地方

奕訢

驚覺

軍事
技術



求自強 求富

工業技術 商業模式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咸豐10年(1861年)

軍事工業 民生經濟

(2)第一次西化運動:自強運動

外交 新式教育

被迫與西方國家對話:放棄天朝

融入西方的國際秩序



軍事工業

1.設立兵工廠製造新式槍炮

→      於上海創辦，是當時最大的兵工廠

2.設立造船廠製造輪船

→      所創辦，是當時中國最大的造船廠

3.成立新式海軍

江南機器製造局

李鴻章

福州船政局

左宗棠

器物

軍事訓練

北

南

船政學堂 天津水師
學堂留洋海軍

北洋艦隊

南洋艦隊



3.自同治11年(1872)起，清廷陸續選派幼童赴歐﹅美留學

1.培養翻譯及外交人才，創辦洋務學堂的開始

官方派遣學生出國留學的開始

同文館
北 京

廣方言館
上 海

新式教育

2.最早新式學堂

翻譯幾何原本
後部

中等專科學校

船政學堂

機器製造局

海軍官校

工業專校



1.設立

2.興辦 、 、 、 等事業

輪船招商局

煤礦
基隆
、
鋼鐵
漢陽

鐵路
河北
台灣

電報
福廈
台福

.

.

全國

紡織
上海
湖北

民生經濟
為與英法
等國商業
競爭

機器織布局



1.自強運動的措施多由地方官員各自興辦
→

2. 阻撓

自強運動: (1)成效

(2)傳播新觀念､人才培養､中國現代化

缺乏完整規畫與合作

守舊人士

自強運動的各項缺失

沈葆楨 李鴻章

政治
配合

過度重
視器物

╳

慈禧太后



2.黑船事件to日本 明治維新

背景 船堅砲利的威脅
有志之士
鼓吹

改革
&

西化

結束幕府走向君主立憲制

明治天皇:1868年〜

大政奉還

內容

影響

政治:

經濟:

軍事:

器物+制度

時間

日本成為亞洲第一個現代化國家

頒佈憲法

投資工業

新式軍隊 建造船艦建置海軍 強調武士道精神

建造鐵路 改革貨幣

內部的不平等

外部的不平等條約

幕府時代:社會階級

野心變強大



5-3.甲午戰爭後的變革

甲午戰爭

(1)戊戌變法

背景

明治維新 跳脫島國的侷限:

落實大陸政策

「在貿易上失之於俄美者,應由朝鮮、滿洲之土以償。」

歐洲的亞洲殖民政策影響:先屈從於列強，
再以侵略鄰國補償日本在貿易上的損失

16th豐臣秀吉:「必圖朝鮮、窺視中華」

佔領朝鮮、滿州擴張中國

1874年:test中國 牡丹社事件の日軍侵台 取得琉球

1884年:朝鮮政變→中日協商:朝鮮若有亂事中日共同派兵

1894年:朝鮮政變→中日派兵→清日兩國對峙→兩國海陸突衝

1895年:簽訂馬關條約→朝鮮獨立+割讓台灣
1898年:政府進一步改革



內容

過程 1.康有為、梁啟超:體認學習西方器物不足以救國→公車上書

2.1898年列強瓜分中國→光緒皇帝下召變法

力求制度層面的改革

1.教育:(1)廢除八股文 (2)各省設高等學堂,府城設中學,州縣設小學

(3)設立京師大學堂

2.政治:(1)裁撤冗官與重疊機構 (2)准許人民上書 (3)解除報禁

(4)按月上繳收支紀錄

3.經濟:抑制官辦企業弊病,開辦民營企業鼓勵興辦實業

4.軍事:武試停考弓箭射騎,改考西式槍砲

結果 1.慈禧太后等守舊派人士反對→戊戌政變:光緒帝遭軟禁、戊戌六君
子遭殺害、康有為與梁啟超逃亡

2.改革措施僅維持103天,即遭到廢止→「百日維新」



戊戌政變的後續發展

◆慈禧太后的態度 ◆列強的態度

追殺康、梁 列強保護康、梁安全

軟禁光緒皇帝 要求釋放光緒皇帝

邀請各國參加太子
儲位大典

各國反應冷淡，不願參與

慈禧太后VS列強：敵對加劇



鴉片戰爭以來列強對中國的侵略有哪些？

中英法天津條約、北京條約

馬關條約

入內地傳教

開放通商口岸南京條約、續約鴉片戰爭

英法聯軍

甲午戰爭 沿岸設廠製造

洋人入侵:

傳教士和教民跋扈
政府對洋人退讓:

特權

加深人民仇洋反教



活動範圍 遭到驅離而轉往天津、北京一帶發展

逐漸以「扶清滅洋」為口號，開始仇殺洋人

性質 民間的宗教團體

號召群眾 以法術號召群眾，自稱可以神靈附身，
就會刀槍不入＋民心反教

義和團

源於山東

為慈禧太后視為對抗列強的利器



1.社會充斥

2.慈禧太后默許 焚毀教堂、殺害外國公

使(德國與日本)與教民（大毛、二毛、三毛

革殺勿論；避免洋字的災難）

起因

光緒26年(1900)時間

仇洋反教的排外氣氛

義和團

義和團之亂

慈禧向八國宣戰 八國聯軍



1.列強由大沽口進入
2. 、 、 、 、 、

、 、 八國組成

聯軍，攻陷

3.慈禧與光緒逃往

4.聯軍見紅就殺、神色匆

忙、表情憤怒

八國聯軍

經 過

英 美 法 德 俄

義 日 奧
北京

西安

義和團活動主要區域

到處都可以嗅到在酷熱的天氣裡腐爛屍體的臭味



光緒27年（1901），中國被迫與各國簽
訂

八國聯軍

結 果

1.賠款四億五千萬兩白銀(最多的賠款)

2.拆除 的炮臺(削弱軍備)

3.允許各國 北京使館等地區，

→

辛丑和約

辛丑和約

北京至出海口

派兵駐守

使得北京門戶洞開，嚴重影響國
防安全



後，慈禧太后為挽回人心

光緒27年（1901）

背景

開始時間

庚子後新政與立憲運動

八國聯軍

庚子後新政(複製戊戌變法)

改革內容 1.與戊戌變法的措施雷同

2.比較重要的措施：

A.廢除

B.光緒31年(1905)正式廢除實行一千多年的

C.編練新軍、振興實業、推廣新式教育

八股文

科舉考試制度



背景 1. ，日本戰勝

A.時間：光緒30～31年(1904～1905)

B.起因：爭奪中國東北的權益

C.結果：日本戰勝俄國，其勢力進入東北。

2.朝野人士認為日本戰勝的原因是

，因而要求清廷立憲

庚子後新政與立憲運動

日俄戰爭

實施君主立憲體制

立憲運動

三國干涉還遼

凱子中國樸資茅資條約

For緩和輿論壓力 立憲運動



立憲運動

1905年派大臣出國考察 抗議 1906年下詔預備立憲－9年

1908年頒布憲法大綱＆各省諮議局成立

1909年三次請願運動 1910年成立中央資政院

1911年責任內閣公佈

閣員多為皇族※

皇族內閣

（滿人：8 、漢人： 4 、 蒙人： 1）

，故被批評是

立憲派人士大為失望，乃轉而支持革命

抗
議

回
應

抗議 抗議

抗議

抗議

：溫和的改革派

激烈



挑 戰 回 應

鴉片戰爭 ？

英法聯軍 ？

甲午戰爭 ？

日俄戰爭 ？

興中會
革命

八國聯軍 ？

溫
和

派

激
進

派？

同盟會

革命

時 間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