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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GCT_c77_529793.htm 1.旧民主主义革命。 （1）19世纪4070

年代。 1）西方国家的侵略活动。 ①19世纪40至50年代：两

次鸦片战争的发动和不平等条约的签订。 a.中英鸦片战争

。19世纪上半期，西方国家在经历了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经

济迅速发展，为获得工业生产原料和商品销售市场，加紧对

外扩张。英国为打开中国大门，于1840年借口中国的禁烟运

动发动了中英鸦片战争。战后，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强迫

清政府签订了以中英《南京条约》为代表的第一批不平等条

约，打开了中国的大门。 b.第二次鸦片战争。1854年，英、

法为进一步扩大市场和侵略权益，提出“修约”要求，在遭

到清政府拒绝后，英法于1856年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强

迫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

，扩大了在华的侵略特权。沙俄趁机侵占中国北方大片领土

，中国领土完整进一步遭到破坏。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进一

步加深。 ②19世纪60至7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侵

略和加剧。 a.政治：侵略势力的深入与干涉中国内政外交。

两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国家根据中英《南京条约》、《天津

条约》等不平等条约规定的一系列政治特权，并将其侵略势

力伸展到内地和沿海通商口岸地区。1861午后，随着外国公

使进京、总理衙门的设立，西方国家开始干涉和控制中国的

内政外交。与此同时，西方国家还不断在边疆地区制造危机

，蚕食我国的边疆领土，扩大侵略势力。 b.经济：经济侵略

的加剧与对中国经济控制的开始。两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国



家的经济侵略势力从东南沿海的通商口岸发展到沿海全线和

长江中下游地区。总理衙门设立后，西方国家控制了中国的

海关管理权。中国通商口岸的开放和经济特权的获得便利了

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商品倾销和原料掠夺。19世纪60年代后，

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商品倾销和原料掠夺不断加剧，并开始控

制中国的经济，逐步将中国变为其原料产地和产品倾销市场

。 2）中国社会的变化。 ①传统社会结构的初步解体与半殖

民地程度的发展。 a.19世纪40至50年代：西方侵略对中国传统

社会结构的破坏与社会状况的变化。鸦片战争后，中国的传

统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开始解体，中国社会的性质从封建社

会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的主要矛盾从农民阶级和

地主阶级的矛盾变为中华民族与外国侵略者、人民大众与封

建势力的矛盾，中国革命开始进入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

国近代史由此开端。 b.19世纪60至70年代：中国社会半殖民

地化程度的加深。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国家侵略的

加剧，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在政治上，

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进一步遭到破坏；总理衙门的设立使清

政府中央机构开始半殖民地化；外国势力开始干涉中国的内

政外交活动。在经济上，自然经济解体的范围扩大；外国势

力开始控制中国海关管理权等经济主权；中国经济被逐步卷

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独立地位进一步丧失。 ②清政府对外

政策的变化与统治集团的分化。 a.清政府对外政策的变化。

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盲目排斥西方事物。鸦

片战争期间，清政府对西方国家采取妥协政策。辛酉政变后

，中外反动势力正式勾结，共同镇压中国人民的斗争。总理

衙门的设立标志着清政府被迫放弃了闭关政策，开始受制于



西方列强。 b.清政府统治集团的分化。第二次鸦片战争后，

清政府统治集团内部在如何摆脱统治危机的问题上出现分歧

，形成了洋务派与顽固派的分化。洋务派主张学习西方先进

技术以维护清朝统治，在客观上有利于中国的进步与发展，

为清政府的内外政策调整提供了基础。 ③中国社会近代化新

因素的产生 a.经济：中国近代工业出现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的产生。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洋务派掀起“师夷长技以自

强”的洋务运动，引进西方技术，创办了中国第一批近代企

业，使中国近代工业开始起步。在外商企业的刺激和洋务运

动的诱导下，19世纪60、70年代，在通商口岸出现了商办企

业，标志着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 b.政治：民族

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产生。19世纪60、70年代，民族资产

阶级诞生。由于民族资产阶级诞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形态下，其政治、经济地位决定了这一阶级具有革命性和妥

协性、软弱性的双重特点。19世纪40、50年代，随着自然经

济的解体和近代企业在中国的出现，中国近代无产阶级首先

在外商企业中诞生，19世纪60年代后。无产阶级在洋务派和

民族资产阶级创办的近代工业中得到发展。无产阶级是先进

生产力的代表，是中国近代社会中的先进阶级，但在刚刚诞

生时人数较少，其斗争尚处于自发斗争阶段。 c.思想文化：

中国近代新思潮的产生和初步发展。鸦片战争后，“西学东

渐”的局面出现。鸦片战争期间，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

一部分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

，打破了闭关锁国、盲目排外的陈腐观念。洋务运动期间，

洋务派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随着西方事物

的传人，早期维新派提出了全面学习西方的早期维新思想。



太平天国运动期间，太平天国领导人洪仁提出了最早在中国

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这些主张为后来先进的中国人探索救

国道路提供了理论借鉴。 3）中国人民的救国探索与抗争 ①

地主阶级先进分子的探索。 a.地主阶级先进知识分子的思想

探索。鸦片战争后，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

倡导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抵御外国侵略，使近代“向西方学

习”的新思潮萌发。 b.洋务运动的兴起和发展。第二次鸦片

战争后，洋务派为维护清朝统治，提出“师夷长技以自强”

的主张，在19世纪60至90年代开展洋务运动，创办了近代军

事和民用工业、近代海军和新式学堂。洋务运动没有使中国

走上富强道路，但在客观促进了中国近代科技和民族资本主

义经济的产生和发展。 ②农民阶级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鸦

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激化，洪秀全利用拜上帝会

的形式组织反清斗争，发动了太平天国运动。太平天国运动

前期，太平天国建立了强大的武装力量，形成了与清政府对

峙的政权，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作为革命纲领，并通过

一系列的军事行动壮大了革命力量，给清朝统治以沉重打击

。太平天国运动后期，太平天国政权颁布了洪仁制定的《资

政新篇》，表达了先进的中国人发展资本主义的愿望。由于

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和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镇压，太平天国运

动在经历了十四年的斗争后最终失败，为后人的斗争留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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