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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2.1. 知识体系 2.1.2. 垄断资本主义形成与两次世界大战 1.

经济特点。 （1）第二次工业革命在资本主义国家广泛开展

。以电力的广泛应用为标志，人类进入电气时代。19世纪晚

期资本主义迅速发展。 （2）随科学和生产力的发展，生产

和资本高度集中，产生了垄断，更进一步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以科技为依托，以垄断形式组织生产，现代资本主义经济

模式形成。资本主义进入成熟阶段。 （3）主要资本主义国

家由自由竞争阶段发展到垄断阶段，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也最

终形成。 （4）资本主义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美德日发展

迅速，英法相对衰弱。 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特点为： 1）

美国。1894年，工业产量跃居世界第一；19世纪末和20世纪

初，美国成为以重工业为主的工业国家；进入垄断资本主义

阶段，被称为“托拉斯帝国主义。”美国是这一时期工业发

展最为迅速的国家。原因是：第二次工业革命在科技方面领

先；幅员辽阔，资源丰富；西部领土的开发提供了更为丰富

的原料和市场；欧亚移民带来充足的劳动力、技术和经验；

美国内战废除黑人奴隶制，进一步扫清资本主义发展障碍。

2）德国。19世纪晚期，工业产量跃居世界第二。因容克地主

阶级作用重要，被称为“容克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德国经

济飞速发展的原因有：1871年，国家统一的完成，开辟统一

的国内市场；普法战争后，法国50亿法郎的赔款，提供了资

本主义经济发展需要的资金；阿尔萨斯和洛林的矿藏，为德



国工业的发展补充了资源；两次工业革命交叉进行，便于采

取新技术和新设备。 3）英国。发展相对缓慢，位居世界第

三；失去了世界工业中的垄断地位。殖民地对英国兴衰重要

，被称为“殖民帝国主义。”发展缓慢原因：老牌资本主义

国家，企业设备陈旧，资本家为获取更大利润，把大量资本

输往国外，而不愿更新生产设备和技术；拥有广大殖民地，

即使在技术水平低的情况下，也能获取高额利润。 4）法国

。19世纪末，降到世界第四位。法国投资国外远多于国内，

被称为“高利贷帝国主义。”法国经济发展缓慢原因：普法

战争失败，给法国造成巨大损失；法国农民的贫困和农业生

产的落后，使农业生产技术落后和国内市场狭窄；法国垄断

资本家把大量资本投在信贷领域而非生产领域；工业中，中

小企业仍占很大比重，工业基础薄弱。 5）俄国。封建势力

强大，又热衷于对外扩张，带有浓厚的封建性和军事性，被

称为“军事封建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发展虽然迅速，但仍

落后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原因有：1861年废除农奴制，俄

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但仍保留大量封建农奴制残余。 6

）日本。19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发生巨变：机器生产取代

工场手工业，工业革命出现高潮；在政府保护下，日本产生

垄断组织；垄断集团与军事集团相结合，大力推行侵略扩张

政策，被称为“带军事封建性的帝国主义。”日本发展原因

有：明治维新为资本主义发展创造条件，但又保留大量封建

残余；政府一方面引入西方的设备和技术人员，开办了造船

厂、兵工厂等国营企业，另一方面，政府利用国家税收，向

资本家提供贷款或津贴，鼓励他们开办私营工矿企业；两次

工业革命交叉进行，便于采取新技术和新设备。 （5）一战



影响下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的不平衡性。 1）美国经济飞速发

展，欲争霸世界；日本经济实力增强，改变国际力量对比；

英法意削弱；德国战后崩溃，但赔款问题解决后，又飞速发

展，埋下隐患。美国繁荣表现。经济方面：经过一战，大发

横财，战后出现经济繁荣；逐渐掌握世界经济霸权，纽约成

为世界金融中心；经济繁荣主要表现在工业生产的发展上，

居世界首位；并出现“柯立芝繁荣”。外交方面：凭日益增

长的经济实力，妄图支配世界事务。运用“金元外交”，重

点首先是拉丁美洲，其次为东亚，再次欧洲。在东亚，美国

与日本争夺势力范围特别是中国的矛盾十分尖锐。 2）日本

实力增强。经济方面：由战前的债务国变为战后的债权国。

但不久发生经济危机，又发生关东大地震。外交方面：1927

年，田中内阁加紧对中国的武装侵略，制造“济南惨案”、

“皇姑屯事件”，并制定《对华政策纲领》，要将东北和内

蒙古从中国分割出去，由日本占领。 3）英国削弱：经济方

面从债权国变为债务国。伦敦不再是世界惟一金融中心。政

治方面英国政党政治发生变化，由战前的保守党和自由党轮

流执政转变为标榜社会主义的工党和保守党轮流执政。殖民

地问题：殖民地分离运动大大加强。1931年，英国议会通过

《威斯敏斯特法》，被迫承认自治领在内政和外交方面拥有

独立地位，在法律上和英国平等。但自治领须承认自己是英

帝国成员，并宣布效忠英王。 4）法国削弱：经济方面比英

国损失严重，由战前的债权国变为债务国。外交方面积极构

筑削弱德国的安全保障体系，先后与比利时、波兰、捷克斯

洛伐克等国结成同盟，但英国拒绝参加。 5）意大利削弱：

出现经济危机，并建立法西斯专政。 （6）从战后经济恢复



繁荣到出现危机。英国经济的恢复：到1924年，英国工业产

量超过战前水平。法国经济恢复：法国收回阿尔萨斯和洛林

，取得萨尔煤矿的开采权，得到德国部分赔款，扩大了殖民

版图，经济发展速度较快。面对通货膨胀的压力，法国政府

实行财政改革，增加赋税，减少开支，取得了成效。到1924

年，工业产量超过战前水平。美国繁荣后面潜藏的危机：国

内分期付款的普遍推广，大大刺激人们消费欲望，造成市场

虚假繁荣；农业长期不景气；工业部门开工不足；国民收入

分配不均，贫富差距扩大，为19291933年经济危机的爆发埋

下隐患。 （7）自由主义衰落和国家干预经济政策形成。工

业革命后，自由经营、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的自由资本主义

发展起来。但战后，英国自由党势力衰微，表明它所奉行的

自由贸易和国家不干预经济事务的原则，已失去了意义。运

用国家力量，对经济实施全面干预，宏观调控，刺激市场的

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起来，以美国罗斯福新政为代表。 2.

政治特点。 （1）资本主义进入稳定发展期。经过资产阶级

革命和改革时代，资产阶级取得并巩固政权，资本主义进入

稳定发展期。 （2）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不同的发展趋势

英法美以政党政治和代议制作为国家政治模式，资产阶级民

主制得到较充分发展，有效保证资本主义政治上的稳定。封

建色彩较浓的德、俄、日等国，奉行专制主义和高压政策

。1889年，明治天皇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就是代表。

宪法规定：天皇既是国家元首，又是军队最高统帅，拥有任

命高级官吏、召开和解散议会、批准法律、对外宣战与媾和

等广泛权力；天皇的权力至高无上，带神权色彩。它虽然是

日本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但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 （3）



垄断资产阶级加强对政治的影响和干预英、美两党都代表垄

断资产阶级利益，日本垄断资产阶级和政府关系特别密切。

随垄断资产阶级组织经济实力的加强，它对于政治的影响和

干预也在加剧。资本主义国家逐渐成为垄断组织利益的代表

者。垄断组织还跨出国界，形成国际垄断集团，并要求从经

济上瓜分世界，促使资本主义各国加紧对外扩张。 （4）资

本主义政治制度已基本形成并巩固，英法美继续保持资本主

义民主政治制度。 （5）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受到冲击

。19181923年资本主义各国出现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高潮，以

德国十一月革命和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为代表，有力

冲击了资本主义制度。1922年，意大利法西斯专政的建立，

背离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轨道。 （6）十月革命建立了世

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

家，打破了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宣告一种新型社会制

度的出现。 （7）德、日建立法西斯专政1）1933年，希特勒

出任德国总理，德国走上对内实施法西斯独裁统治，对外积

极扩张的道路，世界大战的欧洲战争策源地形成了。历史原

因：德国具有军国主义传统，又受凡尔赛条约的打击，民族

复仇心理重。现实原因：19291933年经济危机的打击；魏玛

共和国软弱无能；统治阶级倾向建立独裁政府；纳粹党成为

第一大党，打着民族主义、复仇主义、社会主义和扩张主义

口号，争取到德国广大民众。建立经过：政治上制造“国会

纵火案”，打击共产党并取缔纳粹党以外的所有政党。1934

年，希特勒集总理和总统大权于一身，成为国家元首。还残

酷迫害犹太人，推行种族灭绝政策。经济和文化思想上实行

国民经济军事化，用纳粹党的说教钳制人们的思想。军事上



从1935年起，德国公开撕毁凡尔赛和约，扩展陆军，重建空

军。对外关系上1933年，退出国联。1936年，开进莱因非军

事区，进一步撕毁凡尔赛和约。 2）日本法西斯专政的建立

。历史原因：军国主义传统；华盛顿会议受打击；日本发展

资本主义的自身条件不足。现实原因：经济危机打击；阶级

矛盾尖锐；以军部为核心力量，要求以天皇的名义建立法西

斯独裁政权，实行对外扩张。经过：1931年，制造“九？一

八事变”，霸占中国东北。1936年，“二？二六兵变”，军

部势力大大加强。广田弘毅内阁上台，建立军事法西斯专政

。制订侵略扩张的基本国策，积极准备扩大侵略战争。影响

：世界大战的欧、亚战争策源地形成，世界向战争方向发展

。 （8）法西斯和反法西斯主义斗争成为世界主要矛盾。欧

亚战争策源地形成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已不是一

般英法美集团和德日意集团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矛盾，

而是法西斯集团对外侵略扩张和英法美等民主制度的资本主

义国家遏制法西斯侵略扩张的矛盾。二战中，资本主义民主

制度的英法美和社会主义的苏联、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中国

等组成反法西斯同盟，共同打败了法西斯集团。 3.资本主义

国家之间的关系。 （1）帝国主义国家矛盾激化。激化根源

：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政治发展不平衡表现为

：英法美实施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德日俄专制主义、军国主

义色彩浓；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占殖民地多寡不一，英法多，

德日少。经济发展不平衡表现：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工农

业发展速度和水平不一，实力对比变化，排名由英法美德变

为美德英法。激化具体表现帝国主义国家三对矛盾（英德争

夺殖民地矛盾、法德矛盾、俄奥争夺巴尔干矛盾）和两大军



事集团（德奥意同盟国集团和英法俄协约国集团）形成。 

（2）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根本原因：帝国主义政治和经

济不平衡规律作用和影响下，帝国主义争夺世界霸权和殖民

地的矛盾激化。导火线：“萨拉热窝刺杀事件”。实质：交

战双方都是非正义的战争。尽管塞尔维亚是为保卫自己的主

权和独立而战，具有正义的民族解放战争性质，但不能从根

本上改变整个战争非正义性。一战是帝国主义战争。主要作

战区域主要在欧洲战场。主要战线为英、法、比军队与德国

军队对抗的西线；俄国军队与奥匈、德国军队对抗的东线，

其中西线起决定作用。大战三阶段1914年为第一阶段。西线

马恩河战役使德国速战速决的计划破产。双方转入旷日持久

的阵地战。1915年1916年为第二阶段。西线的凡尔登战役、

索姆河战役和东线俄军的夏季攻势打击了同盟国集团。日德

兰海战后，英国仍控制制海权。此阶段末期，大战的战略主

动权转移到协约国一方。19171918年，是大战第三阶段。美

国参战；俄爆发“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退出帝国主

义战争；德国宣布投降，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同盟国失败宣告

结束。大战影响：摧四弱三强一生一。一战大大削弱帝国主

义力量。俄罗斯帝国、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

垮台；英、法、意被削弱。美国发战争横财；俄国取得十月

社会主义革命胜利。 （3）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人类历史上

规模最大的一场战争。主战场分欧洲战场，亚洲战场、太平

洋战场和非洲战场。面对法西斯侵略威胁世界，美国改变“

中立”态度，加强对英等国援助。1941年，罗斯福和丘吉尔

发表《大西洋宪章》，提出尊重各国领土和主权完整，倡导

自由、和平，反对侵略，同时，加强对苏联的援助。1942年



，中美英苏等26个国家共同签署《联合国家宣言》，保证以

自己全部的军事和经济资源，团结一致，彻底打败法西斯轴

心国及其追随者，正式结成反法西斯同盟。反法西斯同盟的

成立，成为二战胜利的决定性因素。 4.殖民地和民族解放运

动。 19世纪末，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侵略增加新内容

，就是资本输出（包括争做债主、争筑铁路、争开矿权和争

设工厂）和瓜分世界。20世纪初，亚洲一半以上国土沦为殖

民地，其余部分除日本外，成为半殖民地；非洲的绝大部分

国家成为殖民地；拉美除原有殖民地外，其他宣布过独立的

国家，实际上成为依附于英、美等国的半殖民地。帝国主义

国家已奴役和控制了世界上绝大部分土地和人口，资本主义

世界殖民体系最终形成。十月革命和一战促进了殖民地和半

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由于各国发展不平衡，民族解

放运动呈现出多种类型和不同的发展道路。中国等国在十月

革命影响下，成立了无产阶级政党，开始探索符合本国特点

的民族解放道路；印度、土耳其、埃及等国，资产阶级民族

主义政党组织建立和发展，领导那里的民族解放运动。 5.社

会主义运动。 1）巴黎公社失败后，一度处于低潮的国际工

人运动，逐步走向高潮。影响最大的是美国芝加哥工人争取

八小时工作日的大罢工。 2）工人阶级政党和组织建立，如

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国工人党和美国社会主义工党等。（北

京安通学校提供） 3）马克思和恩格斯悉心指导国际工运

。1883年，马克思逝世，给国际工运带来巨大损失。 4）第二

国际建立。1889年7月14日，第二国际建立并通过每年庆祝“

五一节”的决议，促进国际工运进一步发展。 5）列宁主义

诞生。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是



俄无产阶级政党建立的标志。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的

思想体系被称为布尔什维主义。布什维主义的形成，标志着

列宁主义的诞生。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 6）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1917年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

命，推翻了沙皇专制制度。以后形成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

：工兵代表苏维埃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1917年《四月提纲

》中，列宁提出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

。1917年11月7日，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工人赤卫队和革命士兵

占领了临时政府所在地冬宫，推翻了以克伦斯基为首的资产

阶级临时政府。成立了以列宁为首的世界上第一个苏维埃政

府。苏维埃政府将银行、铁路和大工业收归国有，一切企业

实行工人监督；在农村，没收地主、皇室和寺院的土地，分

配给农民耕种。1918年与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退出战争

。又实行征兵制，组建红军；还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

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 6.1720世纪初的自然科学成就（见下

表）。 项目/学科国名时间人物成就及内容作用 数学法17世

纪笛卡尔解析几何学把变量引进数学，实现转折 物理英德 牛

顿莱布尼茨微积分学高等数学产生 力学英牛顿力学体系（物

理机械运动三大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近代科学形成的标志 

电磁学英丹麦英17世纪19世纪19世纪吉尔伯特奥斯特法拉第

天然磁石电与磁现象电磁感应奠定电气时代的基础新时代德

法德1920世纪伦琴居里夫妇爱因斯坦放射现象镭相对论引向

微观世界.发展牛顿力学，是物理学思想一场重大革命化学 

英17世纪波义耳实验法引入化学近代化学创始人 法18世纪拉

瓦锡质量守恒化学发展步入正轨 英19世纪道尔顿科学原子论



促进化学科学的飞速发展. 俄19世纪门捷列夫化学元素周期表

是无机化学的系统化和大综合 生物学 英17世纪哈维血液循环

说现代生理学起点 瑞士18世纪林耐植物分类说 英19世纪达尔

文进化论对生物学一次大综合 法19世纪巴斯德微生物学奠定

微生物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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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