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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进程实质是政治民主化 一、史实 1、政治民主化的开始维

新变法运动来源：www.examda.com （1）基础知识（兴起背

景、进程、意义、败因、教训等） （2）比较地主阶级洋务

派、顽固派和资产阶级维新派基本主张的异同点 （3）比较

戊戌变法与日本明治维新成败的原因来源：www.examda.com 

经济基础：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程度较高，中国民资虽有初步

发展但自然经济仍占统治地位 社会基础：日本的改良派借助

于人民群众的反封建力量；中国维新派则脱离了人民群众 思

想文化：日本民众较早地接触西方文化；清政府在文化上严

格限制，中西文化交流几近断绝，对民族危机并未作深刻思

考 领导力量：日本是在民族危机，幕府统治危机下，由商人

、新闪地主、资本家与中下级武士和部分要求改革的大名进

行的；中国是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依靠无实权的光绪帝进行

的 改革前提：日本经过了武装倒幕发起的；中国变法前没有

经过政权的变动 国际环境：日本当时正处在自由资本主义阶

段，列强瓜分世界的高潮尚未闪起，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的

斗争也为其创造了有利的环境；中国此时已处在帝国主义时

代，列强已掀起瓜分世界的狂潮，他们不希望中国真正强大

来源：www.examda.com 2、夺取政权的暴力革命辛亥革命 （1

）基础知识（兴起背景、兴起、发展、高潮、失败、败因及

历史地位） （2）三民主义的含义及评价 民族主义：内容（

略）评：客观上体现了民族资产阶级和广大爱国者实现民族



独立的要求；但没有明确反帝，容易产生排满情绪 民权主义

：内容（略）评：这是阶级矛盾尖锐的反映，体现了广大人

民群众迫切要求摆脱封建专制，实现民主、自由平等的愿望

。是三民主义的核心，政治革命的根本；但它反封建是不彻

底的。 民生主义：内容略，评；这是孙中山经济思想的核心

，它体现了民资希望解除封建生产关系束缚，发展资本主义

工商业的要求，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把解决土地所有制和发

展资本主义相结合的革命纲领；但没有满足农民的要求，不

可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3）正确评价“新政”和“预备

立宪” ①主观目的的反动性 ②活动本质的落后性 ③客观影响

的进步性 ④实际作用的背离性 （4）清末“新政”与戊戌变

法的不同点 ①领导者不同 ②性质不同 ③政策的内外侧重点不

同 ④ 历史地位作用不同 二、资产阶级对国家民主化的求索 

中国现代化是从鸦片战争以后开始的，但在甲午战争前主要

限于经济领域。1894年爆发的甲午中日战争，是中国现代化

的一大转折，标志着现代化由经济领域转入政治领域。 这一

时期发生的戊戌变法是资产阶级借助皇权进行政治变革的第

一次尝试。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推翻帝制，创建共和国的第

一个成功行动。中华民国的成立，标志着共和制度的建立。

此后，虽然发生过两次复辟帝制的事件，但政治现代化的总

趋势不可逆转。历届民国政府不论封建军阀如何独占鳌头，

但不少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参与了政权。 19世纪末的清末新

政也是值得一提的重大事件。清末新政是清政府在受义和团

运动的冲击和八国联军侵略的鞭挞后，为巩固统治而被迫进

行的改革。就其性质而言，不言而喻应是资本主义的或带有

资产阶级色彩的，在客观上也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



西方文化的传播，有利于中国近代民主化的进程。在清末新

政中形成的立宪派，积极倡导兴办实业，抵制洋货，收回矿

权、路权等，他们虽然反对革命派用武力推翻清政府，但在

向清政府请愿立宪遭到拒绝后，便转而加入反清行列，支持

辛亥革命。 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是资产阶级对国家政治民主

化进行探索的两种理论模式，在政治行为上直接表现为资产

阶级立宪运动和民主革命运动，它们构成了晚清反对专制政

治的两条阵线。革命派怀着由革命而共和的信念，进行了不

屈不挠的斗争，从正面有力地冲击了清朝专制统治。立宪派

则从实业、教育、启蒙等多方面为民主大厦在中国的建成添

砖加瓦，赢得了多数工商业资本家和开明士绅的支持。他们

以谘议局和资政院为基地，利用合法手段从事反专制的斗争

，掀起了请愿运动、抵制美货运动、收回利权运动和保路运

动，使清政府陷于困境，进退两难。 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

两种观点，两种模式，既对立又统一。他们是在同一经济基

础上发展起来的两股新的政治势力，他们的主张和要求都不

同程度地体现了近代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要求

。他们同时以“救亡图存”为己任，爱国是二者的共同起点

。虽然他们对帝国主义都缺乏本质的认识，对帝国主义斗争

存在一定的软弱性，但都希望中国从帝国主义的枷锁下解放

出来，实现民族独立。他们都取法于西方，向西方学习。君

主立宪和民主共和作为革新中国与打击旧学的思想武器，最

初取自西方的社会契约论、三权分立说、进化论和以实验科

学为基础的归纳方法等。他们都把中国的出路寄托于实现资

本主义，因此反封建又是二者共同的目标。 在新民主主义革

命时期，民族资产阶级对于国家民主化仍有自己的特殊认识



。民族资产阶级先是追随蒋介石，参与南京国民政府活动；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们一方面参加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另

一方面又对蒋介石消极抗日、专制独裁、压制民族资本经济

发展不满。解放战争时期，民族资产阶级一度对美蒋抱过幻

想，并企图走第三条道路，但最终还是站到人民斗争的行列

，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支持和帮助中共完成了新民主

主义革命的大业。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