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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1: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1-1 帝國的崩解

1-2 民初政治

1-3 民初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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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回顧 1.晚清改革運動記多少?

? 自強運動

甲午戰爭

八國聯軍

日俄戰爭

戊戌變法

庚子後新政

立憲運動

2.立憲運動失敗的原因?

內閣 君主立憲

激進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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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紀末，中國一些知識分子不滿清廷改革成效，將歐

美國家推行民主共和的經驗，視為救國良方，於是展開

革命行動，企圖推翻君主專制。

1-1帝國的崩解 ? 溫和式改革

推翻重新打造民主共和

體制內的修正君主立憲

民選領袖

世襲君主

革命派:孫中山

立憲派:康、梁

1-1-1清末革命運動 Dr.s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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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啟發
民主思潮 萌生革命救國思想

歐美等國的民主思想

西醫書院 志同道合，議論時事

甲午戰爭 展開革命行動

清法戰爭

日俄戰爭

逃
亡

國內外響應
革命行動

決定以革命救國

建立
中華民國

孫中山的
民主啟萌
VS

革命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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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檀香山組織「興中會」 革命失敗，逃亡英國

革命組織vs革命行動

1905年:日本留學生+中國各地革命勢力+「興中會」剩餘勢力

組織「同盟會」

雨後春筍的革命勢力

革命主力，建立中華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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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會綱領孫中山的倫敦蒙難

民族主義 民權
主義

民生
主義



革

同盟會成立後，擴大宣傳革命理念，密集發動武裝

起事。後來清廷雖也推動「預備立憲」，試圖挽回

民心，但表現令人失望，反而留給革命派可乘之機。

1-1-2 建立民國

革
命
軍

地方
政府
軍

十八省
潛藏革
命勢力

大清
政府

外國
侵略

革命
勢力

…
.…

..



革

武昌起義

廣州黃花岡
之役

四川保路
運動

「鐵路收歸國有」

地方士紳反彈

政府派軍鎮壓失利

革命軍趁勢推翻

武昌地方政府

政府調湖北軍支援

引起各地響應

青年的血液燃起中國人的革命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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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告獨立:15/18

1911年（辛亥年），清廷宣布鐵路收歸國有，引發各地

士紳抗爭。10月10日，湖北武昌的革命派趁機發動武裝

起事，一舉成功。各地立憲派人士紛紛轉向響應，促成

許多省分宣告獨立，脫離清廷，史稱「辛亥革命」。

★獨立各省的領袖成為地方新勢力

革命有組織但缺乏實際領袖

In 南京組成中央臨時政府 推派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

1912年1月1日
中華民國正式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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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的意義?

辛亥革命匯集多方力量，終結中國兩千多年的帝制時

期，轉而宣示國家主權屬於「國民全體」，建立了嶄新

的民主共和體制。雖然這場革命改變中國的國家型態，

但起事倉促，未能充分鞏固「主權在民」的立國宏規。

★何謂民主共和?

帝制結束 國家進入民主共和體制

民選總統議會政治

主權在民

臨時參議院★起事倉促 臨時大總統 臨時政府

無法落實
主權在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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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戰爭
潰敗

1-2-1袁世凱時期:民國元年-5年

1-2民初政治 風雨飄搖的民主共和政體

★清末軍隊私有化 奉軍 淮軍
湘軍 毅軍

黑旗軍
銘軍

八旗軍
綠營軍

袁世凱整合地方軍隊
成立政府新式軍隊

袁世凱掌握
國家主要軍力

革命
軍

清朝
政府

vs vs中華民國臨時
大總統 2.0

清帝溥儀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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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就職の匡架

NO1.孫中山推選臨時大總統
臨時政府

(各省革命政府組成)

NO1.孫中山

NO2.袁世凱

★法の緊箍咒 制定臨時約法

內閣制政黨政治
內閣

首相最大

國會的最大黨
組內閣

民國元年
政黨組織年

國家元首需在首都就職

袁藉口北京兵變

袁在北京就職

結果:國民黨宋教仁組閣

宋教仁遭暗殺 二次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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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魂再起 袁世凱孫中山

二次革命的影響

「二次革命」後，作風更加獨裁。袁世凱首先逼

迫國會選舉他為正式大總統 ，接著解散國會，並

廢止臨時約法，由總統獨攬大權。

聯合南方各省獨立

掌控北方
勢力

F 勢力擴
及南方

藉機剷除
國民黨人

孫中山失
敗後逃亡
日本

袁世凱
掌握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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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凱缺少維護共和體制的信念。後來他積極營造恢復帝制

的輿論，順勢接受擁戴，宣布將民國5年訂為洪憲元年，改

國號為中華帝國。各方立刻起兵聲討，袁世凱未能獲得列強

和親信將領的支持，只好撤銷帝制，不久病逝。

討袁行動 1. 、 等人在雲南組織 討袁各省起而響應

2.列強與袁的親信表示反對 段祺瑞

4.袁世凱撤銷帝制，不久病死

3.海外勢力討袁 孫中山中華革命黨

蔡鍔 唐繼堯 護國軍

籌安會

新國會

南方勢力



一、袁世凱與洪憲帝制
袁世凱專權及推動洪憲帝制示意圖

稱
帝
活
動



入主北京政府
成為主要目標

袁世凱當政時，效忠於他的將領幾乎散布全國背景

最大派系

皖系-段褀瑞

直系-馮國璋

奉系-張作霖

從民國5年至17年，

北京政府先後掌握

在這三派系手上

軍閥統治

＊軍閥 以武力為後盾，割據一方，

為保有、擴張自己的權位，多以武力解決

忽視 國家的秩序法律、建設

死後 各擁地盤﹅擴張勢力



皖系:安徽（簡稱皖）

皖系的首領是段祺瑞

直系〜河北

直系以直隸人馮國璋為首，兩人

都曾在清末協助袁世凱練兵

奉系〜東北

奉系由奉天人張作霖領導，民國

成立後逐漸控制東北

★、軍閥勢力與依附對象

皖

皖

皖

直

直

奉
奉



主要

派系

主要

首領

依附

列強

皖系 段祺瑞 日本

直系 馮國璋 美國

奉系 張作霖
日本

英國

日

日

英

美

日

英

★軍閥與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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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凱死後，他遍布全國的部屬割據一方，互爭地盤，
形成軍閥統治的局面。軍閥依附列強，擴充軍備，常以

武力解決政治糾紛，造成各地戰禍不斷。實力較強的軍

閥派系以奪取象徵中央的北京政府為目標，爭戰不休，
因此政局頗不穩定。

民國成立不久，先後出現袁世凱統治、軍閥割據兩個
階段，合計17年，共同特徵是軍人掌權，都未能貫徹民

主共和的立國理想。p86

民元~5年 民6~17年

軍閥統治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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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政府、南京政府分清楚
★大清政府的不平等條約內容? 領事裁判權

1-3民初外交

民國初年，北京政府和列強交涉修改不平等條約，頗有成效。

但列強並未停止干涉中國內政，其中以日本的動向最受注意。

片面最惠國待遇

中國非”文明國家” 弱國無外交

期約到，修改不平等之處

第一次世界大戰 協約國vs同盟國 英法俄日vs德奧土

主戰場in歐洲 日本負責亞洲戰場
佔領德國在山東所有權力
(膠州灣、租界、礦場…)

日俄戰爭
win 東北

一次大戰
win 山東

二十一條
謀取全中國

中國要求
日本從山東

撤軍



革★五九國恥

接受vs戰爭

就是
投降詔書

二十一條要求

第一號、關於山東省。中國允許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的一切利益

第二號、關於南滿、東蒙。

第三號、漢冶萍(煤礦)公司為中日合辦，公司各礦不准他人開採

第四號、中國沿海沿海港灣、島嶼概不讓與或租與他國。

第五號、關於全部中國警察為中日合辦或聘用多數日本人

外交談判 曝光內容 拖延、談判營造國內外

輿論壓力

有條件的接受

1915年1月~5月9日

1915年恢復帝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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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參與
國際會議

中國in ww1

一次大戰初期，中國採取謹慎的外交手段，先是宣示中立

(袁)，不輕易捲入戰爭，僅派遣大量華工前往歐洲戰場協

助英法(段)。直到民國6年，才正式加入英美等國陣營(段)。

1914年袁世凱宣示中立:禁止德日兩國在中國開戰

1917年段祺瑞(總理):派遣華工前往歐洲協助

正式派兵加入協約國作戰

Why?
For what?

弱國無外交
中國in
巴黎和會

列強的祕密協定
從戰時~戰爭結束

戰勝國の
巴黎和會

民國8年，中國以戰勝國的身分參加巴黎和會，

提出收回山東權益等主張，遭到和會否決。

廢除二十一條要求 英法意甚至主張山東給日本



過程

民國八年五四運動

1-3-2軍閥時期—巴黎和會與五四運動

罷課 罷工 罷市 抵制日貨

1.5月4日，北京13所學校學生聚集天安門前，表達「外爭主權

，內除國賊」、「還我青島」、「取消二十一條」等口號

2.到各國公使館以及總統府請願;要求懲辦參與和會的官員曹

汝霖、章宗祥、陸宗輿等官員

3.還要求代表拒絕在巴黎和約上簽字

4.遍地開花:由北京 全國

北京政府在輿論壓力下，被迫拒簽結果 對德和約



1.是學生救亡圖存的愛國運動

2.促成社會各階層普遍的覺醒

3.加深國人尋求國家自立圖強的意識

4.並擴大了新文化運動的影響(ch2)

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