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代清政府外交近代化是老教材中没有显性讲解，新教材也涉及不多，但又

非常重要的知识。它涉及近代政治、经济、思想甚至东西方文明交流等多方面内

容，因而受到命题者的青睐。考查的角度为华夷观念、外交的局限性、观念的变

化、对国际法的利用、外交转型等。

备考建议

1.关注2017年版《历史课程标准》

    “认识中国古代处理对外关系的体制”

2.关注部编新教材：宗藩关系

3.注重培养历史核心素养

  时空观念、唯物史观、史料实证、历史解释、家国情怀

4.关注五育：外交的智慧

5.夯实基础：

  朝贡体制、晚清外交近代化的背景、表现、特征、影响

晚清政府外交近代化命题探究



时空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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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位常驻使节

政治：封建社会向两半社会转型
      封建专制向民主政治转型

经济：农耕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

思想文化：封闭专制向开放民主转型

外交：？

晚清社会近代化转型



破旧：宗藩朝贡外交

立新：近代化外交

晚清外交怎么变？



思考：什么是朝贡体制？ 

      

   朝贡体制：藩国或外国通过向中原王朝称臣纳贡，从中原王朝获取巨大
的经济利益，学习到先进的中原文化，获得中原王朝的册封及安全保护。
中原王朝通过“万邦来朝”的形式来证明自身统治的正统性、合法性。

史料实证，探寻规律

2.背景
（1）政治：政治相对统一稳定，国力强盛
（2）经济：小农经济的长期存在，农耕经济发达
（3）思想：自然环境的相对封闭，形成了自我为中心的华夷观念
（4）外部：周边地区和国家相对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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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二：传统中国人的天下观

     材料一：这种居高临下地俯视其他文明文化的华夏中心论在处理、
对待与他国的关系中，制度化为一宗主、他国为藩属的“宗藩体制”或
曰“朝贡体制”，以此规范“华夷秩序”。
                            ——雷颐《天下、国家与价值重构：启蒙的历程》



   材料三：《天津条约》签署后，咸丰皇帝设计出一条密策,即他

将向英国人提议免除其商品的全部关税，而换取废除《天津条约

》，或至少废除该约的四个最应反对的条款:公使驻京、开放长江沿

岸贸易、内地游历和赔款。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

思考：材料反映了中国当时外交中存在什么问题？ 

  缺乏国家主权意识、对国际法知之甚少, 从而丧失了融入世
界、发展自身的良机。

史料实证，探寻规律



 “中西的关系是特别的。在鸦片战争以前，
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
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



   材料四   从《南京条约》签订开始，晚清中国也不断受到国际法
的影响与冲击：译注的大量的国际法著作为晚清社会带来了新的观念
…晚清国人也对西方的领事制度有了的接触，逐渐萌生了国际法上向
国外派遣公使和领事的需求，并开始纷纷向海外各口岸派遣公使和领
事，使中国的使领馆制度日趋形成。

——摘编自董临瑞《从（南京条约）看晚清时期国际法在中国的运用
》

思考：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清政府外交近代化的原因。

原因：①政治：外敌入侵，中国从主权国家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②经济：自然经济的逐步解体
③思想：近代国际关系理论和平等外交原则的强势植入
④外部：西方工业革命的深入开展，对自由贸易的要求

史料实证，探寻规律



    材料五：鸦片战争前，清政府一直没有设置专

管外事的机构，凡有对外交涉事宜，均交由礼部和理

藩院兼管；如有重大交涉事件发生，则派钦差大臣负

责办理。

      ——李兆祥《近代中国外交转型研究》

思考：鸦片战争前外交机构和人员有什么特点

没有专门的外交机构，外交人员为兼职

史料实证，探寻规律



材料六 

第一条，凡左列人等不论是否生於中国地方均属中国
国籍：
   （一）生而父为中国人者。
   （二）生於父死后而父死时为中国人者。
   （三）母为中国人而父无可考或无国籍者。
......

第十六条，凡中国人出籍者所有中国人在内地特有之
利益一律得享受。
              ——《大清国籍条例》（1909年）

近代外交表现一：华夷观转向主权观、民权观（外交观念的国际化



      （2018·全国Ⅱ卷·28）19世纪70年代，针对日本阻止琉

球国向中国进贡，有地方督抚在上奏中强调：琉球向来是中
国的藩属，日本“不应阻贡”；中国使臣应邀请西方各国驻
日公使，“按照万国公法与评直曲”。这说明当时(　)

A．日本借助西方列强侵害中国权益     

B．传统朝贡体系已经解体
C．地方督抚干预朝廷外交事务决策     

D．近代外交观念影响中国

以题说史，探寻规律

√

 学法指导：1.时空定位很重要，可根据时空排除不符合史实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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