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世纪中后期的近代中国史

（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前）



近代中国史总体概述：
一、时间范围：1840年鸦片战争～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
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从兴起到胜利的历史，共近110

年
二、社会性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三、主要矛盾：⒈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最主

要）
　　　　　　　⒉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

四、分期界标：“五四”运动
⒈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领导；三民主义为指导

思想；资产阶级共和国为前途
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无产阶级领导；马列主义、毛泽

东思想为指导思想；新民主主义国家为前途



五、中国近代化的沉浮
⒈政治民主化：列强侵略与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近

代中国的民主革命
⒉经济工业化：近代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动与资本主义

的曲折发展
⒊思想科学化：近代中国的思想解放潮流；20世纪以

来中国重大思想理论成果
⒋生活西方化：中国近现代社会生活的变迁



　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一、时间范围：1840年～1919年，共近80年

二、基本线索：
封建列强入侵，与中国封建统治者互相勾结，使中国沦为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中国人民反
侵略、反封建斗争，争取民族独立和社会近代化
三、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世纪中后期（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前）
第二阶段：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甲午战争到武昌起义

前）
第三阶段：1937年～1945年（中华民族的全面抗战时期）
第四阶段：1945年～1949年（解放战争时期）



【阶段特征】
一、政治：
⒈封建制度日益衰落，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

会；
⒉人民反侵略反封建的不断增强。

二、经济
⒈自然经济日益解体；
⒉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早期现代化；
⒊民族资本主义产生；
⒋近代工业体系慢慢形成，但不完整。



三、思想⒈开始向西方学习；
⒉民主思想逐步产生。

四、外交：闭关锁国的局面逐渐被打破，中国被
迫日益对外开放。



考点：

鸦片战争与《南京条约》；

第二次鸦片战争； 

太平天国运动。 

晚清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化和民族工业的兴起：

新思想的萌发；



【考点解析】
一、鸦片战争
1、时间：1840年～1842年
2、背景：

中国　　　　　　　　　　    西方（英国）
清政府面临严重社会问题　    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呈现出蓬勃
发展的势头
政治：落后的封建制度　　    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
经济：落后的封建自然经济    先进的资本主义经济
（保守、落后、自给自足）（开放、先进、无法满足：市场、原料）
3、原因：
⑴根本原因：英国为了打开中国市场，掠夺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产

地（战争的爆发是历史的必然）
⑵直接原因：中国的禁烟运动（1839年，林则徐，虎门销烟）
4、结果：英胜中败

失败根本原因：落后的封建制度不敌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



二、《南京条约》（1842年）
1、内容：割地、赔款、五口通商、协定关税。是中国近
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内容 危害

割香港岛给英国（注意：不
是整个香港）

破坏中国领土主权

赔款2100万银元 加重人民负担

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
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
（简记：广厦福宁上，东南
沿海地区）

打开了中国沿海门户，有利
于英国商品倾销和掠夺中国
原料

中国海关收取英商进出口货
物的关税要与英方商定

破坏中国关税自主权（备注：
最能体现英国发动鸦片战争
的根本目的，即以商品输出
为主，掠夺中国原料）



2、影响

政治上：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了旧
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经济上：自然经济逐步瓦解，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
思想上：“向西方学习”新思潮的兴起；
结论：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三、第二次鸦片战争
1、时间：1856年～1860年
2、原因：
⑴根本原因：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扩大侵略权益
⑵直接原因：列强提出修约要求，遭到清政府拒绝
3、重大事件：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俄国
侵占中国北方15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从19世纪60年代到
80年代）
4、影响：
⑴政治上：中国丧失更多的领土和主权；中外反动势力开

始勾结，共同镇压人民的反抗；半殖民地化程度进一步加
深。
⑵经济上：外国侵略势力扩张到沿海各省，并伸向内地，

加紧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
⑶实践上：清政府权力结构发生变化，一部分官绅开始主

张学习西方“长技”，自强求富，兴起了洋务运动。



为什么说第二次鸦片战争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继续和
扩大？
继续：主要因为战争的目的和性质相同。
扩大：侵略国家、侵略时间、开放通商口岸、侵略区
域、危害。



四、太平天国运动
1、原因：
2、指导思想：拜上帝教（把基督教教义、儒家大同思

想和平均主义思想相结合）。
3、经过：
兴起（1851年，金田起义）→永安建制（1851年，初
步建政权）→定都天京（1853年，正式建立同清政府
对峙的政权）→高潮（经过北伐、西征、天京突围，
1856年在军事上达到全盛）→转折（1856年天京事变，
太平天国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失败（1864年天京落

陷，太平天国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下失败）
4、革命纲领：《天朝田亩制度》（1853年）和《资
政新篇》（1859年）



纲
领

《天朝田亩制度》 《资政新篇》

背
景
太平天国正处于强盛时期

经过天京事变，太平天国
处于衰落时期

颁
布
1853年初，太平天国刚定都天京后
为巩固政权而颁布的革命纲领

1859年洪仁玕提出的改革
内政和建设国家的主张

内
容

⑴土地分配
原则：“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
无处不均匀”；
方法：以户为单位，不论男女，按
人口平均分配。
⑵产品分配
原则：“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
主”；
方法：每户留足口粮，其余归国库。

（必修Ⅰ课本P45）
⑴政治；⑵经济；⑶文化



评
价

⑴革命性：反映了农民
阶级要求废除封建土地
所有制的强烈愿望，是
几千年来农民反封建斗
争的思想结晶；
⑵空想性：平分土地无
法实施，绝对平分产品
更违背小生产者的阶级
本性，无法实现；
⑶落后性：它规定消灭
一切私有制，平均一切
社会财富，这与当时中
国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
方向相违背。

⑴先进性：这是先进的
中国人最早提出的在中
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
集中反映了当时先进的
中国人向西方寻找真理
和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
迫切愿望；
⑵局限性：不是农民革
命实践的产物，没有反
映农民当时最迫切的愿
望和要求，而且缺乏相
应的社会基础和实施条
件，所以根本没有实行。



结
果

没有实行

⑴客观上：没有安定的
环境保证实施分田方案；
⑵主观上：平均分配土
地与生产、生活资料统
归圣库的规定都是空想，
根本无法实施；
⑶根本上：违背了社会
发展规律。

⑴客观上：当时处于战
争环境；
⑵主观上：它不是农民
革命实践的产物，没有
反映农民当时最迫切的
愿望和要求；
⑶根本上：由于缺乏相
应的社会基础和实施条
件。



天朝田亩制度》《资政新篇》二者的区别与联系：
相同点：都是太平天国的社会经济方面的重要文件，代表
了太平天国的政治思想。
不同点：
⑴产生的背景不同：强盛时期、衰落时期；
⑵核心内容：《天朝田亩制度》提出废除封建地主阶级土

地所有制，实行绝对的平均主义，消灭私有制；《资政新
篇》主张向西方学习，发展工商业和资本主义经济（承认
私有制）；
⑶群众基础不同：前者满足了农民的利益和要求，具有广

泛的群众基础；后者没有反映农民的土地要求，因而没有
引起农民的强烈反响；
⑷作用不同：前者直接推动太平天国革命斗争的蓬勃发展；

后者没有付诸实行；
⑸反映了同一时代的不同特点：后者具有鲜明的资本主义

色彩。



5、性质：一场反封建反侵略的农民革命运动。
6、意义：打击了腐朽的清王朝和外国侵略势力；同中国

以往的农民战争相比，在思想上、组织上都高出一筹，是
几千年来中国农民战争的最高峰（提出《天朝田亩制度
》）。
7、失败原因：
⑴主观上：
①战略上的失误；



②农民阶级的局限性（根本原因）。
A．阶级局限性：
a．经济上：农民是分散的个体小生产者，不是先进生产

力的代表；
b．政治上：不能提出切实可行的革命纲领；
c．思想上：不能用科学的理论作指导；
d．组织上：难形成统一坚强的领导核心。
B．时代局限性：
a．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中外反动势力联合的

力量过于强大，这是以往农民战争从未遇到的新情况；
b．由于民族资本主义产生较晚和发展的不充分，当时的

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未成熟到领导农民革命的程度，
没有先进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必然要失败。
⑵客观上：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



8、“新”特点：
⑴肩负反封建反侵略的使命；
⑵提出了中国第一个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改革方

案《资政新篇》；
⑶遭中外反动势力联合绞杀。



五、晚清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化和民族工业的兴起
1、晚清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化：指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

经济逐步解体，中国开始逐渐依附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
沦为列强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
⑴原因：

根本原因是西方工业文明对传统农业中国的冲击。
其它原因：
①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这是中国自然经济迅

速解体的主要原因；
②中国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的产生和发展；
③航运、铁路等交通事业的发展，加强了城乡经济的联系，

也促进了自然经济的解体；
④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分散的个体小手工业生产无力抵挡

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的强有力的进攻，这是中国自然经济
解体的内部根源。



⑵自然经济解体经过和主要表现：
①解体过程：
A．鸦片战争前夕，自然经济已有某种程度的分解，但农

村中“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并没有多大的变化。
B．鸦片战争后，中国的自然经济解体加速。中国手工棉

纺织业的衰败，标志着自然经济开始解体。
C．从19世纪60年代起，自然经济解体的速度进一步加快。
D．甲午战争以后，进一步破坏了中国的自然经济。
②解体主要表现：
A．中国手工棉纺织业的衰败，标志着自然经济开始解体。
B．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提高并大量出口，城乡商品经济发

展。
C．中国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成为列强的商品市场

和原料产地
D．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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