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单元  近代化的     

早期探索与民族危机的加剧

          第4课   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的兴起

目的 利用西方先进技术，强兵富国，维护清王朝的

统治

时间 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中期

口号  “自强”与“求富”

政治派别 洋务派

代表人物 中央是奕，地方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

张之洞等



易错误区

【错误观点】洋务运动是一场资产阶级运动。

【误区警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洋务运动是一场

封建统治者的自救运动，其实施者是地主阶级（或

封建统治阶级），其主观目的不是要在中国发展资

本主义，而是要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



☆洋务与洋务运动是指什么？

         洋务是指一切涉外的事物，诸如外事交涉、订立

条约、派遣留学生、购买洋枪洋舰、开矿办厂等与外

国资本主义有关的事情。洋务运动，就是洋务派为了

镇压人民，维护清王朝统治，掀起的一场学习西方先

进科学技术的封建统治者的自救运动。



方法技巧 利用歌谣记忆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

       洋务运动新主张，“师夷长技”以自强。中央代
表恭亲王，地方国藩和鸿章，还有之洞和宗棠。

创办近代军事和民用企业

军事工业

兴办时间 从19世纪60年代起

口号  “自强”

代表企业 安庆内军械所、江南制造总局、
福州船政局等



民用企业 兴办时间 从19世纪70年代起

口号 “求富”

目的 辅助军事工业

代表企业 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汉阳铁厂、

湖北织布局等

其他方面 （1）兴办新式学校，培养翻译和军事人才

（2）设立翻译馆，翻译外国科技书籍

（3）派遣留学生出国深造等



江南制造总局制炮厂

        江南制造总局全称为江南机器

制造总局,是清末官办的军事工厂。

1865年由李鸿章在上海创办。1867

年，由虹口迁至高昌庙，经扩充成

为清政府最大的军事工厂。该厂技

术和机械设备主要依靠外国，除制

造枪炮弹药外，也修造轮船。1905

年造船部分划出，称江南船坞。兵

工厂部分仍称制造局。辛亥革命后

分别改称“江南造船所”和“上海
兵工厂”。



☆洋务派创办的军用工业有何特点？

（1）这些军用工业，使用新式机器进行生产。

（2）江南制造总局仿制的毛瑟枪赶上了德国的水平，

制造的无烟火药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这反映了中国科

技人员和工匠们的聪明才智。

（3）这些企业都是官办的，也就是用国家的经费由官

吏来办理，产品由清政府分配给军队使用。生产不计成

本，不考虑经济效益，缺乏发展的动力。



采取封建衙门式的管理方式，用管理军队的办法约束工

人，工人缺乏生产积极性，产品质量也得不到保证。掌

握大权的封建官僚往往贪污公款，中饱私囊。

     （4）洋匠受雇期间，挟技居奇，唯利是图。1874年，

福州船政局辞退全部洋匠，主要依靠自己培养出来的技

术人员。后来，遇到新工艺时，也只是暂时雇用少数洋

匠。



方法技巧



建立新式海陆军

从19世纪

60年代起

洋务派开始组建新式洋枪队，淘汰传统兵器，

采用西式兵操练兵，使清朝军队的武器和战

术逐渐发生变化

从19世纪

70年代起

    洋务派开始大规模进行近代海防建设，筹

建新式海军

到19世纪

80年代

    初步建成了南洋、北洋和福建三支海军，

其中以北洋舰队规模最大

1885年 清政府成立海军衙门统一协调指挥

1.建立新式海陆军



2.评价洋务运动

性质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近代化运动

积极

作用

经过30多年的建设，中国近代化的军事工业、民用企

业、交通运输业等逐渐发展起来，在客观上促进了中

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对外国资本的入侵起到了一

定的抵制作用失败

原因
由于洋务运动的根本目的是维护和巩固清政府的统治，

再加上其内部的腐败和外国势力的挤压，它没有使中

国走上富强的道路



易错误区
【错误观点】中国近代化的开端是鸦片战争。

【误区警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是鸦片战争，而中国近代化的开端则是洋务运动。

【错误观点】洋务运动的消极作用就是洋务运动失败了。

【误区警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洋务运动的消极作用体

现在以下几方面：

（1）新式工业由清朝官府举办，为维护反动统治而服务。

（2）军事工业主要是为了镇压人民革命，不能为国求强。



（3）发展民用企业是为了解决军事工业的困难，不能为

国求富。

（4）洋务运动在很大程度上被洋人所控制、利用。

（5）经营观念和管理制度落后，充满封建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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