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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7　清末民初的救亡图存与社会变革——

1894—19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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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1894—1919年五四运动)，甲午战后，中国民族危机不断

加剧，各阶层救亡图存。民国初年，军阀混战割据的同时，中国近代化

全面展开。

      政治　甲午战后，中国民族危机不断加剧，列强掀起瓜分中国

的狂潮。中国各阶层救亡图存。维新派掀起戊戌变法运动。农民阶级掀

起义和团运动。《辛丑条约》后，中国的民族危机全面加深。武昌起义

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北洋军阀的统治下，袁世凯复辟帝制

失败后，中国陷入军阀割据的局面。



     经济　甲午战后，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发展起来。一战期间，特殊

的内外环境使中国民族工业得到迅速发展的机会。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

产业工人不断发展。

     思想文化　面对甲午战后的民族危机，民族资产阶级主张制度变

革以求救亡图存。维新思想和三民主义推动了中国近代的思想解放。民

国初期，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发动了反封建、倡导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运

动。



20世纪初的民族危机与救亡图存(1894—1912年)

一、民族危机加剧与救亡图存

1．民族危机加剧

甲午

中日

战争

背景
明治维新壮大了日本国力，朝鲜发生农民起义，日本乘机出兵

朝鲜

过程
经历了丰岛海战、平壤战役、黄海战役，李鸿章下令“避战保

船”，北洋海军失去了制海权；威海卫战役北洋舰队最终覆灭

结果
标志着洋务运动的破产，签订《马关条约》(割地、赔款、通商、

设厂)，进一步把中国社会推向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精要提炼·通史概览



瓜分中国

狂潮

三国干涉还辽事件，日本被迫归还辽东半岛，但向清政府索

取3000万两白银“赎辽费”

各帝国主义国家纷纷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强租租借地；在

中国大量掠夺铁路和工矿利权；扩大资本输出，强迫清政府

借款 



八国联军

侵华

借口 镇压义和团运动

过程

八国联军攻陷大沽炮台，向天津进犯，义和团和清

军顽强阻击侵略者。慈禧太后向各国“宣战”，北

京失陷，俄国军队趁机侵占中国东北。南方各省督

抚与英、美等国洽商“东南互保”协议，严重动摇

了清政府统治的根基



八国联军

侵华

结果

签订《辛丑条约》。惩办“首祸诸臣”，赔款白银

4.5亿两；将北京东交民巷划定为使馆区，拆除大沽

及有碍北京至海通道的所有炮台，各国可驻扎军队；

禁止华北等地科举考试5年，禁止中国人成立或加

入任何“与诸国仇敌之会”；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

班列六部之前等

影响 中国完全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2.救亡图存

(1)戊戌变法

背景 甲午中日战争战败，被迫签订《马关条约》，民族危机加深

代表 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

过程
“公车上书”(序幕)——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开始)——“百
日维新”(高潮)——“戊戌政变”(失败)

意义
推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新思想的传播，促进中国人民的

觉醒，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旧式官僚体制

失败原因
守旧势力强大；维新派缺乏可靠的社会基础；缺乏严密的组织；

把希望寄托于未完全掌握实权的皇帝身上



(2)义和团运动

背景 甲午战后，民族危机加剧。反洋教斗争的发展

口号 “扶清灭洋”

失败原因 中外势力联合镇压；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农民阶级的局限性

评价 反帝爱国；盲目排外；展现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的牺牲精神

(3)清末“新政”：1901年初，遭受重挫的清政府也试图通过“新政

”进行“自救”，在官制、军事、商业、教育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4)预备立宪

原因 革命运动的推动

时间 1906年9月—1911年

概况

①立宪运动：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立宪派成立了预备立宪公会

②1908年8月，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

③立宪派先后发起三次速开国会的请愿运动

④1911年5月，清政府组织“皇族内阁”

[探本质]名为立宪，实则专制。

影响
不少立宪派人士认识到清政府实无诚意推行立宪，转而支持革命。

客观上推动了中国政治民主化



(5)辛亥革命

①背景

a．政治基础：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的改革为资产阶级革命准

备了条件。

b．组织基础：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

c．指导思想：三民主义。

d．军事条件：多次反清武装起义。

e．有利时机：四川保路运动。



②成果

a．武昌起义后，成立湖北军政府，推黎元洪为都督，清王朝在全

国的统治土崩瓦解。

b．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

c．清帝退位：1912年2月12日，清政府颁布《清帝逊位诏书》，宣

告统治中国260多年的清王朝结束。

d．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③意义

a．性质：拉开了中国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序幕。

b．功绩：推翻了清王朝统治，建立起共和政体。打击了帝国主义

在华势力，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传播了民主共和理

念，推动了中华民族思想解放。

c．局限性：没有解决近代中国社会的根本矛盾。没有实现民族独立、

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



二、民族工业初步发展

1．甲午战后，一批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发展起来，早期资产阶级由

此产生。

2．张謇、范旭东等民族资本家主张实业救国，开办工厂并借鉴西

方工厂的管理经验。



三、思想文化与交流

1．维新思想

(1)内容

①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志士，创学会、办报刊、兴学堂，

宣传维新变法思想。他们提倡西学，主张兴民权，主张维新变法才能救

亡图存。

②康有为撰写《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从根本上动摇了

“恪守祖训”的观念，宣传了维新变法的合理性。

(2)意义：促进了思想启蒙；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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