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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8_80_83_c73_645761.htm 第三专题：辛亥革命 1.辛亥革命

爆发的历史条件有哪些? 一、民族危机加深，社会矛盾激化：

(一)外国列强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民族危机加深： 1.《辛丑

条约》签订后，列强加强了对清政府的政治控制，竭力扩展

在华经济势力。 2.外国在华投资规模急速扩张，铁路、矿山

的利权成为列强掠夺的重要目标。 3.1904-1905年日俄战争后

，俄国将所攫得的中国东北南部一切权益“转让”日本。 4.

英国侵入西藏地区。 5.德国企图将势力延伸到原属英国势力

范围的长江流域。 (二)社会矛盾激化，民变四起： 1.清政府

为支付对外赔款和对内搞“新政”的费用，1901-1911年10年

间财政开支激增4倍，人民负担加重，激起了民众的普遍反抗

。 2.人民群众的反洋教斗争，农民、手工业者的抗捐、抗税

、抗租和抢米斗争，工人罢工斗争，少数民族与会党的起事

等层出不穷。 3.发生了拒俄、拒法、抵制美货等爱国运动以

及收回利权运动和保路运动等。 二、清末“新政”及其破产

： (一)清政府于1901年4月设立督办政务处，实行“新政”：

1.改革官制，整顿吏治。1901年7月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外

务部，“班列六部之前”，新设商部、学部和巡警部等中央

部门。 2.改革兵制，训练新军。各省筹建武备学堂，裁汰绿

营和防勇。 3.改革学制，提倡新学。从1906年起废除科举考

试。 4.奖励工商，兴办实业。颁布《商律》，奖励兴办实业

有贡献者。 (二)预备立宪骗局： 1.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

仿行宪政”。 2.1908年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制定了一个



学习日本实行君主立宪的宪法，但又规定了9年的预备立宪期

限。 3.预备立宪没有挽救清王朝，反而激化社会矛盾，加重

了危机：(1)清政府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延续其反动统治，

而不是真正要寻求革新。(2)清政府迟迟不答应资产阶级立宪

派提出的关于速开国会的要求，还镇压了立宪派的国会请愿

运动。(3)借立宪之名加强皇权。1911年5月责任内阁成立时，

国务大臣13人中有9人是满族，而满族中皇族又达7人，因而

被讥为“皇族内阁”。这不仅引起立宪派不满，而且加剧了

统治集团内部汉族官僚同满族官僚的矛盾。 三、资产阶级革

命派的阶级基础和骨干力量： (一)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阶级基

础是民族资产阶级： 1.民族资本主义在20世纪初获得了一定

的发展。 2.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相联系的社会力量有了较大的

发展。 3.民族资产阶级需要自己政治利益的代言人和经济利

益的维护者。 (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骨干是资产阶级、小资

产阶级知识分子： 1.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清政府兴学堂、

派留学生而逐渐形成。 2.他们接触了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思

想文化，深感民族危难深重。 3.在群众斗争推动下，他们走

向清政府对立面，开始探索救国救民的新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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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