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题二：

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历程



知识结构：

1、政治民主化的开始：戊戌变法

2、政治民主化的开展：

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国民大革命
抗战胜利后中共争取民主共和的斗争

3、政治民主化的实现：

新中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初步建立

4、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开展：

根底民主选举、村民自治、新时期的法制建设



近代民主政治的理解

1、“民主化进程”的含
义
人民反对专制，争取人和公民权利的斗争历程；
是广阔人民从臣民转变为公民的社会解放进程。

2、近代民主化进程迅速开展的原因

资本主义经济
开展的要求

A、市场经济开展要求

B、资产阶级的要求

自由、平等、法制等

提升政
治地位



一、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开始——戊戌变法〔1898〕
1、戊戌变法运动兴起的原因

A、甲午战败和《马关条约》的签定，民族危机空
前严重，激发了人民的救亡图存的民族意识

B、19世纪90年代，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进一步开展
民族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

C、西方近代思想的传播，维新思潮进一步开展

2、变法的过程

〔序幕、准备、开始、内容、失败、〕

维新派的
政治主张



内容 作用

政治

经济

文化

军事

允许官民上书言事 有利于资产阶级参政
精简机构，提高效率 

鼓励开展工商业；奖
励创造；改革财政等

有利于资本主义开展
有利于增加财政收入　 

精练陆军，实行征
兵制，添设海军

有利于加强军队战斗
力，抵抗外来侵略 

普遍设立中小学堂；
开办京师大学堂；改
科举废除八股

有利于西学的传播
有利于培养维新人才 



A、救亡图存的爱国运动，有利于中国资本主义经
济的开展

B、维新运动是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在社会
上起了思想启蒙的作用

C、维新运动有利于西方科技的传播，推动中国文
化、教育等的近代化

D、摒弃陈规陋俗，提倡文明的生活方式，引领时
代新风

3、戊戌变法的历史意义

女权运动与不缠足；男女平等，
一夫一妻；报纸成为宣传政治纲
领和开展政治斗争的武器



二、民主政治开展的里程碑——辛亥革命和《中华
民国临时约法》

1、辛亥革命兴起的背景

C、20世纪初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迅速开展，
民族资产阶级力量日益壮大

A、《辛丑条约》的签订，列强侵略势力进一步
深入，民族危机不断加强

B、清末“新政”，激化了国内阶级矛盾，各地
人民反帝斗争风起云涌

2、辛亥革命的过程

〔革命团体与革命政党的成立；革命思想的宣传；各地的
武装起义〕

三民主义



3、中国民主政治开展的里程碑——《临时约法》
A、内容

①规定了“主权在民”、“自由平等”、“分权制衡”、
“民主共和”等原那么
②规定实行责任内阁制，内阁总理由议会多数党产生，总

统公布的命令须总理副署才能生效

B、目的：

限制总统权力，防止袁世凯专制专制，维护共和制

A、民主环境很不完善

B、袁世凯拥兵自重，权欲熏心

C、《临时约法》为什么没有起到限制袁世凯专制
专制的作用？



D、意义

①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资产阶级民主宪法，具有反对封
建专制度的进步意义

②是近代中国民主政治开展史上的里程碑，使民主共和的
观念深入人心；也是20世纪初亚洲民主宪政史上最民主、
最具影响的资产阶级民权宪章

1、南京临时政府公布《临时约法》的目的之一是
限制袁世凯的权力，表达这一目的的主要规定是

A、主权属于全体国民 B、三权分立

C、实行总统制 D、实行责任内阁制



4、辛亥革命的结果

①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建
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为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开展创
造了条件；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

②没有彻底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没有
完成反帝反封的革命任务

失败的原因：

①民族资产阶级的妥协性与软弱性

②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

③不敢也没有发动发动广阔的人民群众



民族资产阶级对近代国家政治民主化探索的两种模式

1、两种模式： 民主共和、君主立宪

2、两种模式的异同：

异：革命派以革命而共和的信念，进行了不屈不饶的斗
争，从正面冲击清朝专制统治

立宪派从实业、教育、启蒙等多方面为民主建设努
力，利用“合法”的手段从事反专制斗争

同：①都是资本主义经济开展的产物，表达了资产阶级政治、
经济要求

②都以“救亡图存”为己任，爱国主义是两者共同的起
点③都取法西方，向西方学习

④都对帝国主义认识不清，抱有梦想，存在一定的软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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