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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台联招历史复习资料 11111111
列强侵华史（1840~19531840~19531840~19531840~1953）

一、列强侵略中国的史实归纳

列强侵华手段多种多样。

（一）军事侵略——发动侵华战争和制造军事侵华事变：

掌握：每次战争的起止时间及标志、原因、过程、结果及影响等。

1、发动战争

①鸦片战争（1840.6-1842.8）：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②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0-1860.10）：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程度加深

③19 世纪 70 年代侵略中国边疆，制造边疆新危机。

如１９世纪六七十年代，美日侵略台湾，沙俄侵略新疆，英国进犯滇藏。

④中法战争（1883.12-1885.4）：中国的西南门户被打开

⑤甲午中日战争（1894.7-1895.4）：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程度大大加深

⑥八国联军侵华战争（1900）：中国完全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⑦20 世纪 30 年代日本侵华战争（1937.7-1945.8）：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胜利。

⑧美国发动朝鲜战争

日本侵华战争

1、侵略东北：9.18，不抵抗；满洲国-殖民地。12.8，上海，19 路军。攘外安内

2、侵略华北：“华北事变”-矛盾上升；华北五省自治-殖民地

3、抗日运动：义勇军，抗日联军；冯玉祥、蔡廷楷；12.9 运动；西安事变

4、全面侵略：7.7 全面抗战；8.13 上海；四大会战，平型关、台儿庄；大屠杀；

5、战略相持：改变战略；汪精卫； 枣宜会战，豫湘桂战役

6、殖民统治：经济掠夺-以战养战；奴化教育-民族同化；治安强化，清乡

7、国民政府：五届五中，反共高潮，皖南事变；独裁统治，经济掠夺

8、抗战胜利：百团大战；扫荡；局部反攻；大反攻、日本投降。

2、制造事变

1931 年“九一八”事变

1932 年“一.二八事变”，

1935 年“华北事变”

1937 年“七.七事变”

“八.一三”事变

（二）政治侵略：

1、强签不平等条约：

掌握各条约内容及危害并能根据各条约内容进行归纳分类，如涉及割地、涉及通商口岸、涉及赔款、涉及关税和

贸易、涉及传教的条约分别有哪些。

1）各时期列强强迫中国签定的条约

（1）第一次鸦片战争：

中英《南京条约》、《五口通商章程》、《虎门条约》、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

（（（（2222）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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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中美中英中法《天津条约中俄中美中英中法《天津条约中俄中美中英中法《天津条约中俄中美中英中法《天津条约》》》》、中俄《爱珲条约、中俄《爱珲条约、中俄《爱珲条约、中俄《爱珲条约》》》》、中英中法《北京条约、中英中法《北京条约、中英中法《北京条约、中英中法《北京条约》》》》、中俄《北京条约、中俄《北京条约、中俄《北京条约、中俄《北京条约》》》》、中俄《勘分西北界、中俄《勘分西北界、中俄《勘分西北界、中俄《勘分西北界

约记约记约记约记》》》》、中俄《改订条约》及以后的五个议定书、、中俄《改订条约》及以后的五个议定书、、中俄《改订条约》及以后的五个议定书、、中俄《改订条约》及以后的五个议定书、

（3）中法战争：

《中法新约》

（4）甲午中日战争：

《马关条约》、《中俄密约》

（5）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辛丑条约》、《善后借款合同》、“二十一条”

（6）一·二八事变：

《淞沪停战协定》

（7）华北事变：

《何梅协定》

（8）解放战争时期：

《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

签约

国
条约名称 签订时间 条 约 主 要 内 容

中英 《南京条约》 1842、8

割香港岛给英国；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

上海为通商口岸；允许英国在各通商口岸派驻领

事；赔款 2100万银元；英商货物进出中国海关，

关税税率须由两国协议。

中英
《五品通商章

程》

《虎门条约》

1843、7

1843、10

英商货物进出中国海关，只抽 5%的关税；英国

享受“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允许英

国人在各口岸租地造屋，这一特权后来发展成为

外国侵略者在中国建立“租界”

中美 《望厦条约》 1844、7

美国取得《南京条约》中除割地赔款以外的所有

特权，扩大了领事裁判权、美国商船可以出入通

商口岸等特权。

中法 《黄埔条约》 1844、10
法国除取得英/美所取得的一切特权外，还得到允

许在各通商口岸建造教堂的特权。

中俄 《瑷珲条约》 1858、5

俄国割去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 60 多万平

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并把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领

土划为中俄共管。

中俄

中美

中英

中法

《天津条约》
1858、6

外国公使常驻北京；增开牛庄（后改营口）、登

州（后改烟台）、台南、淡水、潮州（后改汕头）、

琼州、镇江、南京、九江、汉口为通商口岸外国

传教士可以在内地游历、经商；外国商船和军舰

以可在长江各口岸自由航行；中国向英国赔偿白

银 400 万两，向法国赔偿白银 200 万两`

中英

中法
《北京条约》 1860、10

天津条约继续有效；增开天津为商埠；割九龙司

地方一区给英国；向英、法的赔款增至 800 万两。

中俄 《北京条约》 1860、11

把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的 40 万平方公

里的中国领土强行划归俄国；规定中国西部边界

的走向。

中俄 《勘分西北界 1864、11 俄国强行割占中国西部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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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记》 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

中俄

《中俄改订条

约》（又称《伊

犁条约》）

1881、2

俄国通过这个条约以及以后的五个勘界议定书，

又割占了中国西部 7 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1892

年又强占我国帕米尔地区萨雷勒岭以西 2万多平

方公里的领土。

中法 《中法新约》 1885、6
清政府同意在云南和广西省的中越边界开埠通

商；中国任用法国人修筑铁路。

中日 《马关条约》 1895、4

中国割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岛屿、澎

湖列岛给日本；赔款二亿两白银；开放沙市、重

庆、苏州、杭州为商埠；允许日本在通商口岸开

设工厂。

中俄 《中俄密约》 1896、6

俄国取得在中国黑龙江、吉林两省建筑直达海参

崴铁路的权利；后来又进一步取得中东铁路沿线

的行政权、运兵权、采矿权。

中英

美俄

德日

法意

奥比

荷西

《辛丑条约》 1901、9

中国向各国赔偿白银 4.5 亿两，分 39 年还清，本

息共计 9.8 亿两；拆毁大沽炮台；允许帝国主义

国家派兵驻扎北京、天津及北京到山海关铁路沿

线的重要地区；划北京东交民巷为使馆区，由各

国驻兵“保护”，不准中国人居住；惩办义和团

运动中参加反帝斗争的官吏，永远禁止中国人民

成立或加入反帝性质的组织，对反帝运动镇压不

力的官吏，“即行革职，永不叙用”；总理衙门改

为外务部，位居六部之首。

2）各个列强签定的条约

（1）英国：《南京条约》（1842.8）、《南京条约》附件（1843）、《天津条约》（1858.6）、《北京条约》（1860.10）、《辛丑

条约》（1901）

（2）法国：《黄埔条约》（1844 年）、《天津条约》（1858.6）、《北京条约》（1860.10）、《中法新约》（1885.6）《辛丑条约》

（1901 年）

（3）美国：《望厦条约》（1844 年）、《天津条约》（1858.6）、《辛丑条约》（1901 年）、《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1946）

（4）日本：《马关条约》（1895.4）、《辛丑条约》（1901）、《二十一条》（1915 年）、《淞沪停战争协定》（1932.5）、《何

梅协定》（1935年）

（5）沙俄：《爱珲条约》（1858）、《天津条约》（1858）、《北京条约》（1860 年）、《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1864）、《中

俄改订条约》（1881）、《中俄密约》（1896）、《辛丑条约》（1901）、《俄蒙协约》（1912）

3）近代不平等条约的类型：

（1）割地类条约。

如中英《南京条约》《北京条约》；中俄《瑷珲条约》《北京条约》、《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改定条约》及五个勘

界议定书；中日《马关条约》等。其中俄国占有我国领土最多。

（2）赔款类条约。

如中英《南京条约》；中英、中法《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中日《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赔款额呈上升趋

势

（3）开埠通商类条约。

如《南京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和《马关条约》等。趋势是由地而北，由沿海到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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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侵犯中国关税和贸易主权的条约：《南京条约》、《天津条约》、《中法新约》、《马关条约》

（5）涉及传教的条约：《望厦条约》、《黄埔条约》、《天津条约》、其他条约还有《五口通商章程》、《虎门条约》、《中俄

声明文件》、《二十一条》、《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

（6）攫取特权类条约：

如《南京条约》附件，英国取得了“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和在通商口岸租赁土地、房屋及永久居住的

特权；《望厦条约》，美国取得兵船到通商口岸“巡查贸易”特权，美国人在通商口岸“开设医院、建立教堂”的特权

等；《黄埔条约》允许法国天主教在通商口岸自由传教；《天津条约》规定外国军舰和商船可以在长江各口岸自由航行；

外国人可以到内地游历、经商和传教；《中俄密约》中规定俄国取得修筑中东铁路的特权，并攫取了铁路沿线的行政权、

采矿权和减免商税的特权；日本通过《二十一条》攫取了大量特权；《凇沪停战协定》日军取得“可暂扎驻”上海的特

权；《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美国攫取了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和思想文化各方面的特权。

4）不平等条约体系的形成过程

鸦片战争之后在中国存在的条约关系，是一种不平等的条约关系。表面上看，这些条约具备了国际法的各项要素

和细节要求。实际上它违背了近代国际法的本质要求——签约国双方或各方的平等关系。在近代，强迫中国签订一系

列不平等条约成为列强干预和控制中国的最重要手段之一。这些条约渗透到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司法、

文化等各个方面，从而形成一种庞大体系。我们把它称为不平等条约体系。这个不平等条约体系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1）1842～1860 年为形成阶段。

在这一阶段中,《南京条约》的签订开始了这个体系的形成过程；该约又与《望厦条约》《黄埔条约》一起构成了不

平等条约体系最早的也是最重要的三块奠基石。通过这三个条约，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英法美三国从中国获得了如下

权利：霸占中国领土权、五口通商权、协定关税权、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在华传教权、口岸租地权。这些

权利构成了外国在华特权的最基本的方面，尔后所有不平等条约规定的种种特权不过是上述权利的延续、派生和补充。

鸦片战争结束后 14年,英法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这场战争后清政府与列强签订了：1858 年的中英、中法《天津条

约》，中俄《爱珲条约》；1860 年的中英、中美、中法、中俄《北京条约》。列强从中又取得了一些新的条约特权:大块

割取中国领土权（沙俄割占了近 15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英国割去了九龙司）;增开商埠权（增开南京、汉口等 11 个商

埠,使条约口岸从沿海向长江流域扩展）;公使驻京权;外国军舰在中国领水巡逻权;鸦片贸易合法权;外国公使在内地租屋

买地权;贩卖华工权等。

（2）1860～1919 年为扩大期。

在这个时期，除英法美俄等国外，又有更多的国家跻身于这个体系之中，总数达 20 多个国家。扩大期的 60 年中

又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小的阶段。Ａ．19 世纪 60～90 年代是第一个小阶段,在这 30 年中,中外关系相对平静,除了 1884～

1885 年爆发的中法战争外,没有发生大规模的中外战事。因此这一时期没有出现影响全局的条约，但“局部性”的条约

却层出叠起，如《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中法新约》等。Ｂ．从甲午中日战争开始步入第二个小阶段，这一时期中日

签订的《马关条约》是一个空前的屈辱和约，它给中国带来了领土的大割让（台湾、澎湖列岛、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

辽东半岛后经俄、德、法三国干涉赎回）；外交的大失败（一直作为中国屏障的朝鲜成为日本的“保护国”）；财政和大

出血（中国对日赔款 2 亿两白银，后又加上 3 千万两“赎辽费”）；主权的大出让（沙市、重庆、苏州、杭州成为新辟

的口岸）；经济的大损失（允许日本在通商口岸开办工厂，列强开始对华资本输出）。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还掀起了瓜

分中国的狂潮，仅在 1898 年 3 月到 6 月的短短几个月时间里,列强便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把中国约一半省区相继划分

成各自的势力范围。1901 年签订的《辛丑条约》是对中国危害最严重的一个条约，列强通过这纸条约得以实现了对中

国的野蛮的政治奴役、经济掠夺、军事监督和文化侵略。这个条约使中国的主权严重丧失，经济上帝国主义的残酷勒

索使中国的经济几近崩溃，军事上中国的国防能力遭到全面限制，思想文化上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意识遭到摧残扼制。

这个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最终形成。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但袁世凯

窃取了辛亥革命成果。袁为满足自己称帝的野心，不惜以整个国家为代价，接受了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3）1919～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是不平等条约体系在中国存续的第三个时期，即修订期。

这一时期有两个特点：一是不平等条约体系的基础开始动摇，列强被迫修订这个体系的若干内容，开始部分放弃

在华的条约特权。二是这个时期的不平等条约体系虽然发生了动摇，却没有被摧毁，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状况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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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根本改变，中国受不平等条约体系束缚压迫的局面没有彻底改观。甚而，不平等条约体系在 20 世纪 30～40 年代又

两度得到加强。一次加强是伴随着日本对中国的全面侵略而来，”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政府同中国的傀儡政权——“满

洲国”政府、汪伪政府等签订了一系列企图变中国为日本独占殖民地的条约。“七七”事变前，国民党政府奉行“不抵

抗”政策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也同日本签订了一系列妥协投降的条约。第二次加强是伴随着美国对中国侵略

的加深而来的，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国支持蒋打内战，美蒋签订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空前出卖国家主权。但

历史进步的潮流不可阻挡，条约体系的两度强化并不能改变其在中国日益缩小的命运。1949年 9 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共同纲领》，其第 55 条宣布：“对于国民党政府所订的各项条约和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央人民政府应加以审查，按其内容，分别予以承认或废除，或修改，或重订。”它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

待过去所签订的条约的严正立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告了旧条约体系的瓦解，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的新条约

时代的开始。

5）对近代不平等条约的几点认识：

①近代不平等条约大都是外来资本主义国家强迫清政府或当时的反动政权签订的，多是在侵略战争之后，是发动

侵略战争的结果。对中国来说都是带有屈辱性的，是民族耻辱的象征。也有少数条约是因为当时的反动统治者出于某

种政治需要，对外来侵略者进行妥协或中外反动势力勾结的结果。如“二十一条”、《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等。

②近代不平等条约对中国的危害是巨大的，它将列强的侵略要求合法化，成为列强向中国掠夺领土、勒索赔款、

攫取特权的合法依据。

③不平等条约的掠夺性和奴役性的条款，导致中国国际地位的下降，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社会的标志。

2、侵犯中国主权：

掌握：每种主权最早被破坏的标志性事件及各种表现。

（1）割占领土

英国割占香港，俄国割占我国１５０多万平方公里领土，日本割占台湾、澎湖列岛及附属岛屿；

（2）开辟租界。

列强在上海等通商口岸开辟租界，夺取那里的政、法、警主权。

（3）控制关税。

严重破坏中国的海关税收主权。

（4）破坏司法权。

蛮横规定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等。

（5）强占租借地和划分势力范围。

德国强租胶州湾、据有山东，俄国强租旅顺和大连、据有长城以北和新疆，法国强租广州湾、据有广东和广西及

云南，英国强租“新界”和威海卫、据有长江流域，日本据有福建。

3、干涉中国内政：

由于列强之间的矛盾，再加上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迫使其对华政策由政治瓜分演变为“以华治华”，扶植了袁世

凯，段祺瑞，蒋介石等。“中国革命”的两个任务，是相互关联的。如果不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就不能消灭封建地主

阶级的统治，反之，如果不推翻地主阶级，就不能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

（1）扶植代理人

·扶植清政府，以华治华：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外反动势力正式勾结起来，共同镇压太平天国

运动。《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完全成为帝国主义的侵华工具。

·扶植袁世凯及其北洋军阀政府：

辛亥革命，清政府土崩瓦解，帝国主义看中了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把

他作为新的代理人和统治中国的工具，袁世凯在帝国主义支持下篡夺了辛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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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胜利果实，为了大搞复辟活动不惜卖国。袁世凯死后，又选中了段祺

瑞作为代理人，控制中国北京政府。

·扶植各派军阀“分而治之”；

·扶植蒋介石及其南京国民政府：

北洋军阀统治结束后，帝国主义又选中蒋介石作为代理人，蒋介石对

内一党独裁，对外投靠帝国主义。

·日本扶植伪满洲国政权和汪伪政权；

（注意列强与中国统治者的关系：有对抗、有勾结）

（2）破坏和镇压中国人民革命

·从１８６１年起中外反动势力勾结绞杀太平天国运动

·１９００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勾结清政府镇压义和团运动

·１９１１年武昌起义后支持袁世凯破坏辛亥革命

·帮助北洋军阀破坏反袁斗争

·支持军阀破坏中国工人反帝斗争和北伐战争，制造一系列惨案

·支持蒋介石背叛革命和打内战

·对新中国实行干涉和封锁

中外反动势力为什么会勾结起来镇压太平天国运动？（1）太平天国发展壮大时，由于英法等列强正与清政府进行

战争，中国政局不明朗，所以列强纷纷宣告“中立"，作为投机观望的权益之计。太平天国坚持独立、自主、平等的对

外政策，一再拒绝列强的无理要求。列强逐渐放弃了“中立"的伪装。（2）《北京条约》签字后，清政府“尽心和议"，

列强侵略要求得到满足。太平天国运动使列强取得的一些权益难以落实，且太平天国已走向衰败，中国局势明朗。（3）

经过两次对外战争，清政府对侵略者妥协投降，把人民革命斗争看作是“心腹之患"，为维护其反动统治，投降列强，

借助列强势力镇压人民。列强为维护侵华权益，只好依靠中国的反动政府。可以说，在镇压中国人民革命、维护各自

利益的基础上，中外反动势力正式勾结起来了。列强帮助清军镇压太平天国的表现为：（1）成立反动组织。如 1862 年

2 月，中外反动势力在上海成立“中外会防公所"，策划上海防务方案及筹措饷械。（2）直接参与镇压。如英法侵略军

联合清军进攻上海的太平军。（3）为清军运输军队、物资等。如英国用轮船把李鸿章的淮军从安庆运到上海。正是在

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下，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了。  

列强对义和团运动的镇压：（1）向清政府施加压力，撤换镇压不力的官员，加紧严厉镇压义和团。如帝国主义指

责毓贤为纵容义和团的罪魁祸首，在英法等国驻华公使的压力下，清政府在 1899 年 12 月撤换毓贤，改派袁世凯为山

东巡抚。由于袁世凯的疯狂镇压，山东义和团受到很大损失，被迫北上津、京地区。（2）列强相互勾结共同发动八国

联军侵华战争，直接出兵残酷镇压义和团运动。镇压义和团运动后，列强强迫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使清政府彻底

成为严厉镇压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维护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

帝国主义是怎样破坏辛亥革命的？（1）从准备武装干涉到伪装“中立"：武昌起义爆发后，帝国主义立即集结军

队，准备镇压革命。由于列强之间矛盾尖锐，三国同盟和三国协约两大军事集团已经形成，在干涉中国革命难以协调

一致，更由于革命形势发展迅猛，公开的武装干涉难以达到目的。于是，就又一次伪装“严守中立"。（2）帮助袁世凯

篡夺革命果实：在“中立"的幌子下，列强加紧破坏革命。具体表现为：首先，扶植袁世凯作为列强侵华代理人，帮助

袁世凯篡夺清朝大权。德国驻华公使哈豪森公开说“我以为，行动的时间已经到了。如果列强不能担负使北京政府瘫

痪的后果，袁世凯必须得到支持，因为只有他是稳定的保障"。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袁世凯当上了内阁总理大臣，掌

握了清朝的统治权利。其次，从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诸方面向革命党人施加压力，帮助袁世凯篡夺革命果实。第

一步，策划南北和谈，迫使南方革命党人就范，帮助袁世凯趁乱夺权。第二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帝国主义采取

军事威胁、外交孤立和经济封锁等手段，对革命政权施加压力，帮助袁世凯当上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篡夺了革命果

实，使辛亥革命最终失败。  

帝国主义破坏、镇压国民革命运动的表现：（1）镇压工农运动。1923 年，支持吴佩孚镇压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

1925 年，帝国主义采用高压政策镇压五卅运动；英法制造“沙基惨案"，镇压省港大罢工。（2）破坏北伐战争。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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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吴佩孚和张作霖组成反革命联合战线，准备进攻国民政府。其次，公开干涉中国革命，先后制造了“万县惨案"“一

三惨案"“南京惨案"等一系列屠杀中国军民的事件。再次，勾结、扶植国民党右派蒋介石、汪精卫等人，充当新的工

具，镇压革命、反共、篡夺革命果实。在帝国主义的镇压和破坏下，国民大革命失败。

美帝国主义扶蒋反共：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帝国主义长期支持蒋介石政府，屠杀革命志士，围剿革命根据

地，妄图扼杀中国革命。抗战胜利后，美国为了实现称霸世界的目的，急需在中国建立一个亲美的稳定的政权，于是

美国确立了扶蒋反共的对华政策，一方面帮助蒋介石抢夺胜利果实；另一方面出钱出枪帮助蒋介石打内战，妄图消灭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力量。结果，中国人民经过解放战争打败了美蒋反动派，解放全中国，建立了新中国，走上了

社会主义道路。

美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新中国一成立就面临着外部侵略的威胁，1950 年夏，朝鲜内战爆发，以美国为首的所

谓“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第七舰队开到台湾海峡，干涉中国内政。为抗美援朝、保家卫

国，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并肩作战，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中国的国际威望空前提高。

现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伟大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到处兜售所谓“中国威胁论"，轰

炸我驻南联盟大使馆，制造撞机事件，干涉中国内政，阻碍中国的强大。我们一定要复兴伟大的中华民族，抗击帝国

主义暴行，维护国家主权。

（3）制造血案：

·1894 年旅顺大屠杀

·1900 年八国联军北京大屠杀

·五卅惨案

·南京惨案、一三惨案、万县惨案

·济南惨案

·南京大屠杀等。

（三）经济侵略：

掌握：甲午战争前后，侵华方式不同的原因；日本在沦陷区掠夺的目的及表现等。

1、商品输出。

十九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促使商品输出作为主要手段。列强为输出商品，以武力打开了中国大门，

强迫清政府开埠通商、协定关税，控制中国海关管理权，使中国成为列强的商品 销售地，把中国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

场，成为其原料和销售市场。导致中国自然经济解体，阻碍了中国民族经济的发展。

（1）勒索赔款：主要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勒索

（2）倾销商品：主要是鸦片和工业品

（3）掠夺原料、土地、劳动力、资源等

2、资本输出：

资本输出：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侵略要求，甲午中日战争后，成为列强对华 经济侵略的主要方式。

它包括向清政府贷款、开采矿山、修筑铁路、开设银行和设立工厂等 内容。列强通过资本输出，榨取了高额利润，控

制了中国财政，扩大了侵华政治权益，阻碍 了中国民族经济的发展。

（1）政治贷款

·设银行

·借贷款

（2）直接投资

·筑铁路

·办厂矿

3、掠夺原料和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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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有掠夺中国的农土特产品、劳动力、矿藏和土地等，使中国沦 为列强的原料产地，使中国重工业无从发

展。

列强对华侵略的阶段性特点比较：列强对中国的大规模侵略,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并以《马关条约》为界，分为以

商品输出为主的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和以资本输出为主的帝国主义阶段。（1）相同点：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的本质相同，

都是为实现其掠夺中国财富的目的。（2）不同点：①商品输出主要是通过签订不平等条约，取得各种特权，向中国倾

销工业品和掠夺原料。一些国家的商人还在通商口岸开设工厂，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和原料，剥削中国人民。②《马

关条约》签订后，列强除继续向中国进行商品输出外，还通过奴役性的贷款、在华开矿修路、投资建厂，进行大规模

的资本输出。

近代后期，列强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主要分布在三个阶段：

国民政府统治前期，帝国主义对华投资 急剧增长，并向中国倾销商品，1932 年出现中国外贸史上入超的最高记录。

在日本全面侵 华期间，则发展为赤裸裸的野蛮掠夺。注意：日本是怎样野蛮掠夺沦陷区的经济的？农业方 面：

侵占耕地，低价收购农产品；工矿交通运输业方面：将采矿业、钢铁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等 定为“统制事业"由日本公

司专营；金融方面：强占银行、掠夺金银和现款；滥发伪币，大 量 印发军用票，不断增加苛捐杂税。抗战胜利后到

新中国解放前，美国大量商品涌入中国，形 成独占地位。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为求得美国的援助，大肆出卖国家主权。1946年签订的 《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被称为

“新二十一条"，美国商品大量涌入，独占中国市场， 对 中国民族资本是个毁灭性打击。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领导

下，彻底清除了列强对华经济侵 略。

（四）文化侵略：

通过设立教堂、传播宗教、学校教育、办慈善机构等方式推行殖民主义奴化教育。（掌握：列强获得传教权的过程、

日本在沦陷区推行奴化教育的目的及表现等。）

二、列强侵华不同阶段的阶段特征简表

西方列强侵华是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产物，是资本主义国家开拓殖民地、争夺世界霸权的主要组成部分。列

强侵华特点是与整个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及矛盾息息相关。

1、19 世纪 40 年代至 60 年代——自由资本主义阶段：

这一时期列强侵华的阶段特征是：以商品输出取代直接抢掠为主要方式，以相互勾结、发动战争打开中国国门为

主要手段。侵华的主要国家是英法美等资本主义工业强国和相对落后但侵略成性的封建俄国。

（1）背景；英国率先完成工业革命，法美相继完成工业革命。工业资本主义迅猛发展；

（2）主要国家：英、法、美、俄

（3）主要目的：打开中国市场，把中国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的市场体系，满足国内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两个市场）

（俄国以满足领土扩张为上的）

（4）侵略手段：军事侵略敲开大门，政治侵略攫取特权，经济侵略以商品输出为主要手段

（5）侵略范围：限于东部沿海和长江中下游地区

（6）主要表现：两次鸦片战争

（7）影 响：（注意一分为二）

① 政治上主权不断沦丧，开始成为双半社会（社会性质、主要矛盾、革命任务、革命性质都发生变化）

② 经济上中国被逐步卷入资本主义市场体系，自然经济逐步解体，同时中国也开始了近代化的进程（外资

经济、洋务运动、民资产生等使经济结构发生变化）

③ 思想文化上出现了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潮

④ 外交上列强取得了很多侵略特权，也客观上使清王朝被迫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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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帝国主义阶段：

这一时期列强侵华的阶段特征是：侵华的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政治上，由掀起瓜分狂潮到逐渐实行“以华制华”

政策；经济上，由商品输出为主向资本输出为主过渡；文化侵略也日益加强。侵华的主要国家除了老牌资本主义国家

外，还有后起的德日意奥等国，它们在中国既勾结又争夺。侵华的主要格局先是共同支配，美占优势，后在“一战”

期间日本独霸。

（1）背景：

主要列强相继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垄断资本主义迅猛发展；世界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为争夺殖民地和世

界霸权，加紧对中国侵略。

（2）目的：主要是为了满足国内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两个目标）

（3）主要方式：经济上以资本输出为主，政治上从“中外和好”到瓜分狂潮，再到“以华治华”

（4）主要表现：中法战争、甲午战争、瓜分狂潮、八国联军侵华、英俄日对中国边疆的侵略

（5）影 响：使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变化

①社会性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政府成为“洋人的朝廷”

政治 ②民族危机推动了民主革命运动高潮

③清王朝为延缓其统治实行“新政”和“预备立宪”

经济 ： 西方的资本输出和商品输出严重摧残了中国民族经济，自然经济进一步瓦解，进一步沦为资本主义市

场附庸

思想 ： 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中，资本主义思想文化对封建思想形成巨大冲击，形成两次思想解放潮流；科举制

度走到了尽头

3、20 世纪 20、30 年代，是列强在华利益冲突激烈的时期。

这一时期列强侵华的阶段特征是：侵华的主要方式是从“以华制华”到独占中国。侵华的主要国家是美日两国，

他们在中国展开了激烈的争夺。侵华的主要格局先是由列强共同支配，后到日本独霸。

（1）背景：一战后，美国势力上升，日美成为争夺中国的主要对手，华盛顿会议打破了日本独霸中国的局面，使中国

重新回到列强共同支配的境地。

（2）侵略政策：“以华治华”——从扶植旧军阀到扶植蒋介石新军阀

（3）发展：30 年代日本加紧推行“大陆政策”，并进而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4、二战后

美国战后确立世界霸权，确立“扶蒋反共”的方针；

新中国建立以后，又进行封锁、孤立、敌视中国的活动，并发动朝鲜战争威胁中国安全，还派第七舰队入侵台湾

海峡，阻止我国解放台湾等

这一时期列强侵华的阶段特征是：侵华的主要国家是美国。侵华的方式主要是：政治上“以华制华”，奉行扶蒋反

共的政策；经济上凭借雄厚的实力，打着平等的旗号，大肆倾销商品和输出资本；军事上以援助为名，加紧控制中国；

文化上输出美国价值观，扶持亲美势力。

三、规律性认识

（一）原因：列强侵华是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产物。

近代中国屡受侵略的根本原因是列强的侵略本性（扩张性、掠夺性），中国的落后也是受到列强侵略的重要原因之

一“落后就要挨打”再次证明是一个历史真理。

列强侵华是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产物，是资本帝国主义开拓殖民地、争夺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及世界霸

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特点是与整个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密切联系的。清政府的经济落后、政治腐败和军事妥协，导

致西方列强的侵略给中国带来深重的灾难。

1、鸦片战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及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侵略的加剧，主要反映了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以英、法两国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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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西方列强对外进行商品输出，开拓世界市场的要求。由于清政府经济、军事实力的严重落后与政治上的投降主义

路线，造成战场上的一败再败和谈判桌上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总理衙门设立后，列强还直接控制了中

国海关。这样，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掠夺和政治控制逐步加强，中国自主权独立的封建社会开始沦为半殖民地

半封建社会，中国社会经济日益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中国沦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掠夺地。

2、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和八国联军的侵华战争，反映了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世

界资本主义进入垄断时期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对外资本输出和争夺世界霸权的特征。甲午中日战争宣告了以维护清朝统

治为目的，以“师夷长技以自强”为口号的洋务运动的破产。这一时期列强明显加强了侵略中国的步伐，帝国主义各

国在政治上瓜分中国的同时，经济上则加紧对华资本输出；美国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为镇压中国人民的反帝爱

国运动，帝国主义又勾结发动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辛丑条约》，使中国完全沦为了半殖民地社会，

清政府也最终成了帝国主义在华统治的工具。同时，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也日趋尖锐，三国干涉还辽、日俄战争

及再后的日本对德宣战、各自扶植北洋军阀派系、府院之争等便是这些矛盾的体现。

3、辛亥革命后，趁中国政局动荡之机，英、日、俄进一步侵略中国。日本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暂时取得了

独霸中国的局面。一战后，美日成为争夺中国的主要对手，华盛顿会议打破了日本独霸中国的局面，使中国重新回复

到帝国主义共同支配的局面。国民政府统治前期，美国在保障侵华特权、坚持“门户开放”的前提下，纵容日本侵华，

而日本则加紧推行“大陆政策”。为了摆脱国内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困扰，１９３１年日本利用蒋介石全力打内战、

苏联集中力量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英法美忙于国内经济复苏和对外推行绥靖政策之机，发动了“九·一八”事

变，开始了局部侵华战争，１９３７年又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为确立世界霸权、控制中国，支持蒋介石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新中国建立后，美

国又采取了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包围的政策，并发动侵朝战争威胁我国安全，还派遣第七舰队入侵台湾

海峡，等等。在近代历史上，英国是侵华的急先锋，美国侵华手段最狡诈，俄国主要是割占中国北方领土，日本总是

乘欧美列强无暇东顾而加紧变中国为其独占的殖民地。资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加剧了我国的贫困与落后，但却在

客观上冲击了我国落后的社会经济制度，传播了新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思想。正如恩格斯在甲午中日战争正在进

行时所预言的：“中日战争意味着古老中国的终结，意味着它的整个经济基础全盘的但却是逐渐地革命化，意味着工业

和铁路等等的发展使农业和农村工业之间的旧有联系的瓦解。”

（二）列强侵华过程中的勾结与争夺

1111、列强侵华的过程呈现两个勾结：

一是中外反动势力的勾结（勾结的基础是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

二是西方列强在侵略中国问题上勾结

勾结表现：英法为了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共同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1899 年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列强

相继承认；巴黎和会上，协约国列强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1922年签订《九国公约》，形成共同宰割中

国的同盟等。

在侵华过程中，列强之间存在共同利益是相互勾结的根本原因， 它们的相互勾结，增加了侵略力量，加大了对中

国的侵略压力。

2222、 列强的争夺

争夺原因：列强各自的利益。在列强侵华的过程中， 为了各自利益都想最大限度地扩大自己的侵略势力和权益，

限制和削弱它国势力和权益，必然发生利益冲突， 相互争夺是不可避免的。三国干涉还辽，强占租借地和划分势力范

围， “门户开放”的提出，日俄战争，府院之争等都是其主要表现。列强的争夺加深了中国的灾难；但也导致了侵华势

力的消长。

争夺表现：三国干涉还辽；争做中国债主；抢夺路矿权和争相开设工厂；竞相抢占租借地和划分势力范围；日俄

战争；分别控制北洋军阀等。

在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和影响下，西方列强在共同侵华的过程中既相互勾结又相互斗争，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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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较为复杂的利害关系。甲午战争前以勾结为主，争夺为辅。原因有二：一是打开中国大门、占领中国市场是这一

时期列强的共同目的。二是由于中国疆域广大，人口众多，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都不能单独控制中国。列强勾结具

体表现在：第一次鸦片战争虽然是英国单独进行的，但法美也从中分享到许多侵略权益；英法联军联合发动了第二次

鸦片战争，美俄两国暗中帮助；英美等国暗中协助日本签订《马关条约》；“门户开放”政策促成列强组成宰割中国的

同盟；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以上这些战争不管由谁发动，西方列强都可以根据片面最惠国待遇从中分享权益。影响：

使中国的反侵略战争在国际上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加重了中国人民的痛苦和灾难，加快了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

社会的进程。

甲午战争后逐步以争夺为主。因为资本主义已进入垄断阶段，帝国主义国家争夺霸权和殖民地的斗争更加激烈。

同时，世界领土已被瓜分完毕，列强都把侵略矛头指向中国，对中国展开激烈争夺。另外，侵华国家数目增多，实力

有别，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竞争。具体表现有：“三国干涉还辽”；日俄战争争夺中国东北；争相向中国输出资本，掀

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府院之争”和日本出兵山东；华盛顿会议后，英美压制日本，日本被迫归还胶州湾，胶济铁路由

中国赎回；抗日战争中，美日矛盾激化，美国逐步实行和扩大对中国抗战的援助等。影响：①外国资本主义始终不能

灭亡中国，把中国变为殖民地。②列强间的矛盾有利于中国收回一些利权，如辽东半岛、山东和汉口、九江的英租界

等主权。③列强各自扶持代理人，造成中国军阀割据的局面。

3333、列强在华势力的消长及其原因：

资本主义列强在华侵略势力的大小是建立在实力基础上的， 随着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性的加强，列强在华侵略势

力也呈此消彼长的趋势。

1）1840 年——19 世纪后期，主要侵华势力是英国

19 世纪中期，英国率先完成了工业革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工场”，在对华侵略上充当主角，占优地位，作为第

二个工业化国家的法国则次之。

2）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列强共同宰割中国

19 世纪晚期，英、法工业制造发展相对缓慢下来，而美、德分别跃居世界第一、二位，日本也成了亚洲强国，因

此、美、德、日纷纷加入侵华行列，与英、法展开争夺。

3）一战期间，主要侵华势力是日本和美国，尤其是日本

一战期间，欧美列强无暇顾及中国问题，亚洲强国日本则乘机独霸中国，战后，美国掌握世界经济霸权，日美就

成了争夺中国的主要对手；1922 年华盛顿会议签订《九国公约》打破了日本独霸中国的局面。

4）20 世纪二十、三十年代，列强再次共同宰割中国

在 1929 年经济危机打击下，美、英、法无力兼顾中国、日本乘机不断扩大侵华战争，无视三国在华利益，竭力变

中国为其独占的殖民地。

5）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40 年代中期，日本

第二次世界大战打跨了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削弱了英、法两个帝国主义大国，美国实力大大膨胀，因此

战后美国成为侵略中国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

6）1945——1949 年，美国

各国在侵华过程中，既勾结又争夺，争夺中有勾结，勾结中有争夺，勾结是暂时的，争夺是绝对的，一切都以各

自的利益为转移。

认识：列强对中国的争夺是建立在实力基础上的。列强在华侵略势力的消长主要取决于列强实力对比的变化。

4444、各个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归纳

英国是侵华的急先锋。它率先以鸦片和大炮轰开了中国紧锁的大门，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

等条约，攫取了五口通商、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租界和片面最惠国待遇等许多特权。此后，英国一直是以武力为

后盾扩大侵略权益，成为侵略中国的主要国家。直到 19 世纪末，它奠定了在中国的侵略基础后，才减少使用武力，转

而主要采用政治、经济等“和平”手段去维护和扩展在华权益。但不管以什么方式进行侵略，英国始终把获取各种“通

商”特权作为侵华的首要目标。因而，在 19 世纪中后期和 20 世纪初，英国的对华贸易在帝国主义列强中始终名列榜

首，它在帝国主义侵华活动中也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一战后，这个曾自诩为“日不落”的殖民帝国开始衰落，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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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进入 30 年代后，它在中国的地位更是每况愈下，到 40 年代，它在侵华问题上逐渐成为美国的追随者。  

紧随英国炮舰而来的是美国。19 世纪中叶，美国还算不上世界强国，对华侵略是作为英国的伙伴出现的。它往往

利用片面最惠国待遇来掠夺中国。这一侵略方式随着美国经济在 19 世纪末跃居世界第一位而发生变化。1899 年，美国

提出“门户开放”政策，开始奉行独立的对华政策。美国高举“利益均沾，机会均等”的旗帜，企图凭借强大的经济

实力打开并占领全中国的市场。由于美国是列强瓜分中国宴席中的迟到者，并且在当时还不是军事大国，“门户开放”

便成为美国反对其他列强瓜分中国的旗帜。然而，一旦美国成为经济大国后，它就不再满足于与其他列强“利益均沾”，

“门户开放”也就成为一句空洞的口号了。抗日战争结束后，美国成为侵略中国的头号帝国主义国家，中国的门户只

向美国一家开放。

法国是侵入中国较早的国家之一。1844 年，法国专使拉萼尼强逼清政府签订《黄埔条约》。这个条约与其他列强签

订的不平等条约的明显差异是，作为天主教国家的法国强迫清政府取消了对天主教的禁令，获得了在通商口岸自由传

教、中国人不触犯毁坏教堂的特权。此后法国又攫取了更多的传教特权。这样，披着天主教外衣进行侵略活动就成了

法国侵华的重要特点。当然，这并不妨碍法国侵略者以赤裸裸的武力手段威胁乃至侵略中国。例如第二次鸦片战争和

中法战争。19 世纪中后期，在侵华规模上，法国是仅次于英国的西方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在华地位逐渐下

降。

在近代中国，沙俄是掠夺中国领土最多的国家。穷凶极恶的领土扩张是沙俄侵华的主要特征。从 19 世纪 50 年代

开始，沙俄乘西方列强入侵中国之机，积极推行掠夺中国领土的殖民政策，它使用武装侵略和外交讹诈等卑劣手段，

先后吞并了中国 150 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19 世纪末，沙俄率先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强租旅顺、大连，划中国东北

为势力范围。1900 年义和团运动爆发，沙俄又企图趁机兼并中国东北，建立所谓的“黄俄罗斯”，只是由于中国人民的

英勇斗争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加剧，沙俄的这一侵略计划才未得逞。但沙俄掠夺中国领土的野心始终不死，辛亥革

命后，它又占领了唐努乌梁海地区，煽动外蒙古独立。1917 年沙皇政府被推翻，俄退出了帝国主义侵华的行列。

德国是一个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1861 年才与中国签订《通商条约》。但它并不甘心落在其他国家之后，特别是

19 世纪末成为强国后，它在中国扩张势力的愿望更为迫切。1895 年，它与俄、法联合干涉还辽，企图以此向清政府邀

功索赏，以加强其在华地位。1897年，它强占胶州湾，加快了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时，它是一

个主要的参与国，它的将军瓦德西还做了八国联军的司令官。此后，德国卷入欧洲战争，无力顾及远东，并因在一战

中战败而退出了中国。但在 20 年代末和 30 年代的大部分时间中，作为法西斯德国又与推行法西斯独裁统治的国民党

政府建立了异乎寻常的关系，在中国取得了特殊的地位。虽然这时德国在华势力还不能与日美英等国相提并论，但它

对国民党政府的军队改革和重工业建设却有着重要的影响，而抗日战争初期的“陶德曼调停”更显示出它在中国的特

殊地位。1938 年，德国因联合日本共同发动侵略战争的需要，承认伪“满洲国”，中德外交关系中止。

日本是最后一个侵入中国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近代中日两国政府正式接触发端于 1870 年，比英美等国晚了约 30
年，但是日本后来居上，很快就成为侵华的主要国家。1895 年《马关条约》签订后，日本在华势力和影响迅速增长，

成为列强在华角逐的重要角色。一战期间，日本进兵山东，提出“二十一条”，呈现独霸中国的进攻势头。此后，日本

侵华步伐越迈越快，到 30年代初，它已超过其他所有国家，成为中国最主要的敌人。从 1871～1945 年的 75 年中，日

本侵华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割占中国领土，这与沙俄有相同之处，但日本又制造了花样繁多的变相占领和间接统治的

方式：除了武装侵略、建立租界、划分势力范围等其他列强都采用的方式外，还采用扶植汉奸、建立傀儡政权以及强

化和扩张铁路附属地等方法。因此，日本对华侵略活动最为凶残、野蛮，当然，它的下场也最可耻。1945 年，日本帝

国主义被中国人民和反法西斯各国击败，其侵略势力被中国人民赶出中国。

（四）列强侵华史上曾两次形成帝国主义共同支配中国的局面又两次被打破

1、第一次：

十九世纪末，随着垄断组织的形成，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向帝国主义阶断过渡，它的对外加强了殖民侵略

和掠夺。甲午中日战争过后，德、俄、法、英、日等国在中国强占“租借地”和划分“势力范围”，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

美国忙于美西战争，1988 年提出“门户开放”政策得到列强同意，表明帝国主义宰割中国的同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

为了维护帝国主义在华利益，八国联军残酷镇压了义和团反帝国爱国运动，1901 年强迫清政府签订了《辛丑条约》，从

此中国处于被几个帝国主义共同支配的局面。但是，帝国主义只是暂时取得了表面上的一致，内部矛盾却日益激化。

第一战爆发后，日本借口对德作战，出兵山东，强占胶济铁路和青岛，接着，又趁袁世凯大搞帝制复辟活动，1915年，

向北京政府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1919 年巴黎和会召开，签订《凡尔赛和约》，决定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转

交给日本，从而使日本独霸中国合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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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二次：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远东和中国成为帝国主义尤其是美日之间争夺的重点，而此时的北洋军阀政府对内镇压人民

革命，对外抽降卖国。1922 年美国操纵的华盛顿会议签订了《九国公约》，就从法律上肯定了美国提出的 “各国在华机

会均等”和“门户开放”的原则，实际上是各帝国主义共同宰割中国的盟约。日本受到压抑，心怀不满，1931 年发动“九.
一八”事变，侵占东北 1935 年又发动华北事变；1937 年进而又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从而逐步打破了战后帝国主义确

立起来的在华统治秩序。可见，美国在两次帝国主义共同宰割中国的同盟的形成中起了主导作用，而日本却两次打破

了这种同盟。

（五）、列强侵华过程中的相互关系：既有争夺，又有勾结

（1）争夺：

三国干涉还辽（原因）、日俄战争（原因）、美国打击日本法西斯（原因）等

（2）勾结：

第二次鸦片战争及其结果、八国联军侵华与《辛丑条约》、《九国公约》等

（3）认识：

列强在侵华过程中，有时激烈争夺，有时相互勾结，一切以各自侵华利益为转移。

（六）美国对华侵略政策的变化：

①“门户开放”政策提出前，美国的对华政策基本上是追随英、法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充当帮凶。“门户开放”

政策的提出，是美国侵华新阶段的标志。从此美国不再追随西方列强，而有了自己独立的侵华政策。②原因：鸦片战

争以来，美国追随英法，参加多次侵华行动。因当时美国军事、经济实力远落后于英法，难以单独对中国进行侵略活

动，也不可能提出独立的侵华政策。③19 世纪末，美国工业生产跃居世界第一位，扩张有了经济实力。1898 年挑起美

西战争，这场战争结束后，列强瓜分中国的局面已经形成，美国决心改变这种局面。但当时美国军事实力还不是欧洲

列强的对手，国内人民又掀起反战运动，不可能采用军事手段。这样美国就试图凭借经济优势，在竞争中逐步排斥其

他帝国主义列强，达到独占中国的目的。于是“门户开放”政策提出了。④“门户开放”政策，就是把中国的“门户”

向一切帝国主义国家“开放”。实质就是把已经被“瓜分”地区的特权向美国开放，使美国可以获得其他帝国主义国家

已经获得的同等权益。美国企图通过“门户开放”政策，得以插足任何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利益，并可以利用自己的

经济优势，在竞争中排斥其他列强，最终实现其独霸中国的目的。

（六）西方列强在侵华过程中积极扶植代理人以达到侵略目的。

它们与中国反动势力相勾结，大致表现为：在共同镇压太平天国的基础上，中外反动势力开始勾结；到《辛丑条

约》签订，清政府成了“洋人的朝廷。”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帝国主义又扶植袁世凯为新的代理人。袁世凯死后，英

国、美国扶植直系和桂系军阀，日本扶植皖系、奉系和晋系军阀，使中国陷入了北洋军阀割据局面。北洋军阀统治被

推翻后，帝国主义又选中蒋介石为侵华统治工具，而汪精卫则更是日本侵华的傀儡。可见，“中国革命的两大任务，是

相互关联的。如果不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就不能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反之，如果不推翻地主阶级，就不能……

推翻帝国主义统治”。

（六）列强侵华的影响

注意用辩证的观点看待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殖民扩张实质上体现了西方国家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征服世界、改造

世界的过程，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但同时也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马克思在谈及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时，曾提出了殖民主义具有双重历史使命的著名论断，即“英国在印度要完成

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革命奠

定物质基础。”这一论断基本上也适用于整个资本主义的殖民统治。从世界范围看，殖民扩张实质上体现了西方国家以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征服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但同时也充当了

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1、破坏性

对中国而言，列强侵华破坏了中国的领土、主权完整独立，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灾难，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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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的发展，是造成中国贫穷和落后的根源；

2、建设性

另一方面，他们把西方技术带来中国，对中国旧制度、旧观念以前所未有的冲击，同时，也促进了自然经济的解

体，为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条件，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

但在客观、辩证地分析列强侵华对中国的影响时，应强调西方列强只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就其主观动

机而言，列强不希望中国成为独立自主的近代化国家，发展自己的经济，因此他们千方百计压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

发展，阻挠和破坏中国社会的向前发展。相对于它对中国社会产生的消极作用来看，其在客观上的积极作用无疑是处

于次要和从属地位的。历史的结论是只有推翻帝国主义压迫，中国才能富强起来。

3、历史的结论是：

只有推翻帝国主义压迫，中国才能富强起来。

列强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侵略及其影响

近代以来，外国资本主义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和军事实力，通过发动战争、强占领土、迫签条约、开辟商埠、建立

租界、控制关税、垄断航运以及进行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等多种方式，对中国从政治上加强控制，经济上大肆掠夺，

文化上逐步渗透，使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列强对中国的政治侵略主要表现在对中国主权的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的侵犯。①破坏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

如割让土地、强占租借地、强辟租界与划分势力范围。②破坏中国的国防主权，包括破坏领海主权，在内河派驻军舰

和强行驻军等。③控制中国海关，从关税税率确定到海关行政管理，直至关税征收使用，中国海关的基本权利逐步落

入外国人之手。④破坏中国司法主权，始于《南京条约》附件中规定的领事裁判权。⑤破坏外贸自主权，始于《南京

条约》附件中规定的片面最惠国待遇。⑥干涉中国内政，包括控制中央政府或实力派人物，作为侵略工具。如列强先

后控制过清政府、扶持利用袁世凯、控制军阀各派系头目、控制国民政府及其内部有关派系等；直接影响和决定中国

政府的重大决策；镇压和破坏人民斗争和中国革命，使之向有利于列强利益的方向发展和演变。

列强对华以经济侵略为主，政治侵略和文化侵略是为经济侵略服务的。概括地讲，近代前期以甲午中日战争为界，

列强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分为不同的两个时期。甲午战争以前，列强对华经济侵略以商品输出为主——向中国倾销商品

和掠夺原料。他们通过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主要目的是：如何确保其商品倾销中国市场，如何便

利其掠夺中国的廉价原料。为此，列强通过增开通商口岸、控制中国海关、免收内地税、保证其人员在华活动自由和

安全并允许鸦片贸易合法化等方式来实现这一目的。这是这一时期列强发动战争的动因和确定不平等条约内容的主要

依据。甲午战争以后，列强凭借其雄厚的资本和科技优势，经济侵略由以商品输出为主变为以资本输出为主，其表现

形式多种多样，如强迫贷款、开设银行、修筑铁路、开设工厂、开采矿山等。因此，确保其在华资本的安全，便成为

列强在这一时期进行政治、军事和文化侵略的主要任务。近代后期，列强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主要分布在三个阶段：国

民政府统治前期，帝国主义对华投资急剧增长，并向中国倾销商品，1932 年出现中国外贸史上入超的最高记录。日本

侵华战争期间，在沦陷区疯狂掠夺。解放战争时期，美国商品在中国市场形成独占局面。

列强对华的文化侵略主要通过教会、学校、报刊书籍等途径，用传教布道、兴办慈善事业等方式进行渗透，强制

性地进行文化移植，推行殖民主义的奴化教育，鼓吹“中国人种西来说”，胡诌“中国社会停滞论”，惟有依靠列强侵

略才能发展，惟有依靠传教士传布福音，才能拯救中国人的灵魂等等。文化侵略具有隐蔽性强、影响深远的特点，其

主要目的是丑化淡化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从精神上麻醉中国人民，消灭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思想，配合政治、经济

和军事侵略，以巩固和扩大在华既得利益。

列强侵华产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中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列强侵华带来的最大影响，其他的

影响都是在这一社会背景下产生的，也是通过它而起作用的。具体分析如下：首先，中国的主权被破坏殆尽，逐步沦

为列强的半殖民地。如领土完整遭破坏，使中国长期不能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海关行政权的丧失，使中国在对外贸

易中处于被宰割的地位，无法保护本国的民族工商业，也不能增加国家收入，仅仅有利于列强倾销商品、掠夺原料；

允许鸦片（毒品）进口，仅作为商品征税，不仅严重侵犯了中国贸易主权，而且加剧了列强对中国的经济掠夺；公使

进京和在中国驻军，使中央政府处于列强外交和刺刀的监视之下。其次，大规模的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使中国逐步

沦为外国侵略者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掠夺地，是造成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长期落后的根源。如巨额赔款，使中国丧失

了资本原始积累的机遇，使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缺少必要的资金，对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存在严重的依赖性。

自 1842 年英国通过《南京条约》向中国勒索赔款之后，其后的《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赔款数额步步升

高。截止 1901 年，中国对外八次主要赔款达 19.53 亿银元，相当于清政府 1901 年全年财政总收入的 16 倍。伴随着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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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赔款而来的是，清政府无力偿还时，不得不向外国银行团借款，忍受其高利贷盘剥。在偿还赔款时，又要以白银折

合金币（美元、英镑）偿付，随着金涨银跌，列强从中捞取到更多好处，从财政和金融上扼住了中国的咽喉。而清政

府的财政负担却越来越重，对外国资本主义的依赖越来越大。中国人民也因此越来越贫困化。总之，列强的经济侵略

使近代中国成为“一穷二白”的落后国家。第三，列强在进行侵略的同时，也把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传入中国，

对中国的旧制度、旧观念以前所未有的冲击，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列强的经济侵略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自然经

济的解体，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当然，西方列强在侵华的时候只是

充当了历史不自觉的工具，其主观动机是不希望中国成为独立自主的近代化国家，因此千方百计压制中国民族资本主

义的发展，阻挠和破坏中国社会进步。相对于它们对中国社会造成的消极作用来看，其在客观上的积极作用无疑处于

次要和从属的地位。只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国家才能走上富强的道路。

（七）中国近代的社会巨变及其启示

中国近代社会的巨变是全方位的，也是多层次的，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社会各方面都

发生了很大变化。有些是积极的，有些是消极的。消极的代表了中国的沉沦，积极的代表中国的崛起。

1111、巨变表现：

社会性质上：从一个独立自主的封建国家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又从双半社会成为完全主权、独立自主的国

家

社会主要矛盾上：由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转变为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之

间的矛盾，其中民族矛盾是最主要的。其中“封建主义”不仅有地主阶级，还有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北洋

军阀和官僚资产阶级；“人民大众”不仅有农民阶级，还有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它们都户负着反封建反侵略的任

务

革命性质和任务上：旧式的农民革命进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

阶级结构上：从单一的地主与农民的阶级结构变成多个阶级并存的复合结构

经济结构上；由原来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发展为半封建与半资本主义并存局面，形成多元的经济结构

国际地位一落千丈，由独立自主的世界大国沦为任人宰割的东方弱国，特别是在皿午战后，急剧下降，巴黎和会

外交的失败就是一个明证

外交国防观念逐步更新：由闭关自守走向世界，由夷夏之防转向中外平等外交，国防观念也由重陆轻海转向海陆

并重

思想文化上由盲目自大转为向西方学习

政治制度上由封建君主专制到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由国民党一党专政到中共领导下的多党合作的人民民主专政

2222、百年巨变给我们的启示：

一部近代史就是一部屈辱史，它警醒我们：落后就要挨打，闭关必然落后。一个国家只有对外开放才能不断进步，

卓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一部近代史抗争史，它告诉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自强不息，不屈不挠、不畏强暴的民族，御侮自强、救亡图存

是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前进动力

一部近代史是一部探索史，它昭示我们：反帝反封建必须同时进行，缺一不可；只有代表先进生产力和大多数人

民利益的无产阶级才能提出彻底的民主革命纲领，中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这一历史性巨变

（八）中国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形成及特点

1、形成

１）第一次鸦片战争和《中英南京条约》等第一批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始。

２）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天津条约》、 《北京条约》等第二批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

一步加深。

３）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的签订──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大大加深了。

４）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和《辛丑条约》的签订──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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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的基本特点

１）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成为统治中国的太上皇。帝国主义从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牢牢控制了中国， 成

为近代中国一切灾难和祸害的根源，也是阻碍中国独立发展的根本原因。

２）中国的封建势力已经同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狼狈为奸，互相勾结， 成为帝国主义奴役近代中国的社会基础。

３）外国列强的入侵，使封建时代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破坏了， 但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地主阶级对农民

的剥削，不但依旧保持着， 而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 占着明显

的优势。

４）民族资本主义有了某些发展，并在中国的政治、 文化生活中起了颇大的作用，但它始终未能成为中国社会经

济的主要形式。

５）由于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 并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又由于小农经济的广泛存在，造成中国实

际上长期不统一，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表现出极端的不平衡。

６）在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中国广大群众， 尤其是农民群众，日益贫困化至大批破产，

过着饥寒交迫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

上述特点表明：外国侵略势力与中国封建势力相勾结使近代中国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此帝国主义和中

华民族的矛盾、 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则是最主要的矛盾。 中国革命就是在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上发生的发展

起来的。对外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 对内推翻封建主义的统治就成为近代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两大任务。

（九）列强侵华和中国近代化的关系。

在中国近代，近代化也就是工业化和与工业化相随着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变化。

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生产力从手工操作向机器生产的变化； 二是生产方式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变化； 三

是政治由封建专制向资本主义民主共和的变化。其核心是工业化。

中国近代化运动可分为三个阶段，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 主要是以学习科技为核心的西方物质文明阶段；从甲

午战争到辛亥革命， 主要是政治制度的变革阶段；从辛亥革命到新文化运动， 是以提倡民主与科学的启蒙运动阶段。

它把近代中国学习西方推到了文化的最深层次。

从落后的封建社会进到工业化，是与资本主义分不开的， 走上资本主义，实现近代化是历史发展的一种趋势。

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促使封建经济解体， 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创造了某些条件和可能，如机器设备输入、技术引进

等；国门的打开， 也促使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并努力实践政治制度变革，也使他们思想得以进一步的解放。 但是列强

的侵略阻断了中国的工业化、民主化的独立发展的道路。这是因为外国入侵的本来目的是要变中国为殖民地半殖民地，

是要阻止中国发展资本主义，阻止中国实现国家工业化。

经过鸦片战争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进入中国以后，要原封不动地保持封建社会已不可能。帝国主义不允许中国

统治势力闭关自守，也不允许它一切保持原样。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近代化出现两种倾向，一种是在帝国主义允许范

围内的近代化，即不根本改变封建政治经济制度，只在某些方面有限的程度内进行向资本主义制度靠拢的改变。洋务

派官僚是其最早的代表。一种是突破帝国主义许可的范围，争取实现民族独立自主，从而实现现代化。资产阶级改良

主义是其先驱。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资本主义萌芽之所以没有正常发展起来，使中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原因就在于

帝国主义控制了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命脉。固然，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对中国自然经济起了破坏作用，从而促进了商品

经济和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但中国民族资本不但遭到具有特权的外国资本的排挤，而且无力抗拒在中国社会中居于

统治地位的前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帝国主义支持一个个代表地主阶级和买办官僚资本利益的军阀官僚势力。封建的

土地关系、商业高利贷资本和一切前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及上层建筑，由于受到帝国主义的维护而得以继续存在。帝

国主义的侵略阻断了中国的工业化、民主化的独立发展的道路，使中国在成为半殖民地的同时，又处于半封建的境地。

因此，近代中国面临两个问题：即如何摆脱帝国主义统治和压迫，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如何使中国近代化·两者密切

相关。因为落后就要挨打，因为不断挨打，所以更落后。以首先解决近代化问题为突破口显然是不可能的，中国近代

史的事实说明了这一点，因为有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的阻力。只有首先解决民族独立问题，才能谈得到近代化的政治、

经济和文化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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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练习：

1．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产生的最重要的客观条件是

A．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B．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

C．外商企业的刺激 D．地主、商人积极投资近代企业

2．《马关条约》中最能说明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的规定是

A．割占台湾等大片领土 B．在华投资设厂 C．赔款 2 亿两白银 D．开放新口岸

3．近代中国曾两次出现帝国主义共同支配中国的局面，下列表述不正确的是

A．第一次出现在 19 世纪末，第二次出现在 20 世纪 20 年代

B．都由于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而结束

C．两次局面的形成，美国均发挥了重要作用

D．都因日本帝国主义的扩张而被打破

4．在巴黎和会上，美英牺牲中国的利益，支持日本在山东的侵略要求，但在不久后的华盛顿会议上，美英则支持中国

收回山东权益的要求。以美英态度变化最确切的解释是

A．美英的立场转为支持中国的正义要求 B．美英的政策缺乏连贯性

C．美英前后两种不同的立场都着眼于自身利益 D．日本的侵略扩张危害到美英的利益

5．在列强侵华过程中，他们既勾结又斗争，其根本出发点是

A．维护中国的主权 B．维护其在华利益

C．维护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 D．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

6．以下关于近代史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华侵略势力的消长情况，说法不正确的是

A．19 世纪中晚期主要是英、法、美、俄，特别是英国势力最大

B．19世纪末争夺中国的主要国家是俄国

C．各国侵略势力消长情况是受各国的实力支配的

D．一战后至 40 年代美日两国成为主要竞争对手

7、问答题：

有人说：“现在正在进行的美英等国对伊拉克的战争是一场民主对专制、文明对愚昧、进步对落后的战争”，也

有人说：“它是一场赤裸裸的侵略战争”。你赞同哪一种观点并阐述理由。

1、毛泽东曾指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的近代史”。试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

期的有关史实说明帝国主义是怎样破坏中国独立和阻碍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

答：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的目的，绝不是想把中国变成独立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要作为其半殖民地、殖

民地。

政治上：多次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迫使清政府割让领土，出卖主权，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国家。第二次鸦片战争后，

开始与中国封建统治势力勾结，使开始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进而从其中获取更多的侵略权益。中外反动势

力共同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维护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秩序。

经济上：鸦片战争后，凭借对华经济侵略特权，使中国从属于西方，造成中国的贫困。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产生后，

就受到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存在一定的依赖关系，发展艰难。甲午中日战争后，帝国主义争相向中国输出资

本。中国的财政，经济命脉进一步掌握在帝国主义国家手中。

2、中国民主革命时期，资本主义列强统治中国的工具有哪几次重大变化？试结合有关史实分析其更换统治工具的原因

和影响？从中你得到什么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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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帝国主义为了维护在中国的侵略权益，曾几度在中国更换统治工具，即先是清政府，再是袁世凯，北洋各派旧军

阀，后是国民党新军阀。

（1）〈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

（2）武昌起义后，清政府土崩瓦解，帝国主义又选中袁世凯作新的统治工具，并帮助他窃取辛亥革命的果实。

（3）袁世凯镇压革命、出卖主权，激起全国人民的反对，护国运动打破袁的帝制，帝国主义遂放弃他，又寻找新的代

理人。

（4）袁死后，列强又扶植北洋军阀不同派系，中国出现军阀混战局面。

（5）北伐战争使北洋军阀统治的瓦解，帝国主义不得不在革命队伍内寻找新代理人，于是支持蒋介石，建立了代表大

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权。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国扶蒋反共，把中国人民推向战争深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经过长期

斗争，推翻了三座大山，取得了民主革命胜利。

3、概述英国在华侵略势力的消长情况，分析其原因？从中你得到哪些认识。

答：（1）从鸦片战争到十九世纪末英国在华势力最大。20 世纪初，英国追随美国侵华，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

（2）十九世纪上半期，英国势力强，工业总产值居世界第一位。十九世纪晚英国经济相缓慢发展。

（3）认识：列强在华侵略势力的消长是与列强的经济实力联系在一起的。任何侵略势力终将彻底失败。只有中国

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民族革命和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打败一切侵略者

4、从“九.一八”事变至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一时期，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

采取了哪些对策？最终结果怎样？

答：变化：（1）30 年代初，中国呈现国共政权对峙和内战的局面，国内阶级矛盾是主要矛盾；“九.一八”事变生，中日

民族矛盾日益尖锐。

（2）1935 年华北事变，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此后直至抗战胜利，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

（3）1945 年抗战胜利后，中日民族矛盾基本解决，中国人民与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国民党反动派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

盾。

对策：（1）“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蒋介石又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向日本帝国主义

妥协，对红军继续“围剿”。

（2）由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和抗日战争爆发，蒋介石被迫联共抗日，国民党确定了“溶共、限共、防共、反共”

的反动方针，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

（3）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独裁和内战的方针，妄图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解放区和人民军队。

结果：中国共产党通过人民解放战争，推翻了南京国民政府，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