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代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动
与资本主义的曲折发展 

经济结构: 

    指国民经济各组成部分间的相互联系及其比例关系，主
要包括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城乡结构、技术结构、组织结
构、经济类型结构等。 

 

经济结构: 

    指国民经济各组成部分间的相互联系及其比例关系，主
要包括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城乡结构、技术结构、组织结
构、经济类型结构等。 

 



根据图列，指出ABCDE分别属于哪种经济成分? 
（自然经济、外资经济、洋务经济、民族经济、官僚经济） 

Ａ自然经济 

Ｂ洋务经济 

Ｃ外资经济 

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 

Ｅ官僚资本主义经济 



鸦片战争前：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 
鸦片战争后：自然经济仍占主导地位，但出现多种新的经济成份 
  自然经济：占主体，分散性、保守性、封闭性。 
  外资经济（19世纪40、50年代—1949年）：富有侵略性。中国无产阶级产生。 
  洋务经济（19世纪60年代-19世纪90年代）：以维护封建统治为目的，本质为封建
性，但带有资本主义的性质。 
  民族经济（19世纪60、70年代---1956年）：瓦解着自然经济，一定程度抵御外国
资本主义的侵略，具有进步性和革命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产生。 
  官僚经济（1927—1949年）：垄断性、封建性、买办性、反动性，主要指从早期
的洋务派企业到北洋军阀官僚资本以至四大家族（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果
夫陈立夫）的形成。 
  新民主主义经济（1927-1949）：指中共领导的农村革命根据地抗日根据地和解放
战争时期解放区的经济建设。 

近代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动概况 



近代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动 

2.变动的原因： 

1.变动的概况 

西方工业文明的崛起和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 

3.变动的表现： （1）自然经济开始解体 
（2）外国资本主义企业的出现 
（3）洋务派近代企业的兴起 
（4）民族资本主义产生 

1）政治上：为列强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提供了便利条件。 
2）经济上：为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提供经济和阶级基础。 
3）文化上：促进了西学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中国近代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化。 
 
    总之，近代经济结构的变动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 

4.变动的影响： 



考点一     自然经济的逐渐解体 

1.原因 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直接、主要原因） 

国内市场的不断扩大（前提条件） 

   1855年10月6日，上海福利洋行在《北华捷报》登载广告，‚大量出售高品质加
利福尼亚面粉，每袋五十磅，极便家用，每袋四元。另有最高品质火腿和奶酪，高
档饼干、咖喱粉以及酱料，切条芒果酱，大量鞋、靴，大小灯罩和烟囱，以及其他
各式商品。‛材料表明（   ） 
  A．西洋商品较多涌入上海市场   B．民族资本涉业范围十分广泛 
  C．近代广告业由此开始并发展   D．国人饮食习惯发生深刻改变 

2.表现 
“纺‛与‚织‛分离、‚织‛与‚耕‛分离 

（农业与手工业分离，农民与手工业者破产） 

农业产品进一步商品化 

“纺”与“织”分离、“

织”与“耕”分离是近代
中国自然经济开始瓦解
的重大标志，中国农副
土特产品日趋商品化是
自然经济瓦解的催化剂。 



3.特点 
1)解体速度:东南沿海地区解体的速度要快于内地。 
2)解体动力: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主要动力） 
3)解体结果:自然经济依然长期占主导地位;中国未建立有序的商品经济体制。 

   ‚苏南虽近洋场,本属首当其冲之地,但直到光绪年间，时人记叙还提到纺织与耕
种相济以谋食营生的事实，甚至村镇收租之家，至其时，积布累累。问之，则皆佃者
之穷而无告以布当钱米也。‛这表明 
  A.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占主导地位   B.苏南未受到开埠通商的影响 
  C.地主阶级强化了对农民的剥削压榨   D.苏南纺织品的质量较好 
 
 
 
 
 

(2015年新课标全国Ⅰ卷)1852年，一位在华英国人在报告中称，英国商人运往伦敦的
中国生丝是以‚无用的‛曼彻斯特上等棉布包装的。而在此之前，用于包装的主要是
中国产的土布。包装布的这种变化反映了当时 
  A．中国的土布质量粗糙        B．英国棉布价格更具优势 
  C．中国生丝在英国畅销      D．英国棉布在中国滞销 

易错角度1  鸦片战争后自然经济虽开始解体,但它的解体是一个缓慢的过
程。近代中国自然经济一直占主导地位,中国市场并未被完全打开。 



4.影响 
积极：为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提供了条件 

                  （劳动力、市场） 

消极：中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附庸 

   (2016年新课标全国Ⅰ卷)19世纪中期以后，中国市场上的洋货日益增多，火柴、
洋布等用品‚虽穷乡僻壤，求之于市，必有所供‛。这种情况表明 
A．中国关税主权开始丧失             B．商品经济基本取代自然经济 
C．民众生活与世界市场联系日趋密切   D．中国市场由被动开放转为主动开放 
  
（2014·江苏单科·7）在20世纪20年代浙江上虞县的下管村，‚生产上它是一个
农业社会，……下管人除粮食和菜蔬肉类等还能自给自足，并有毛竹和茶叶等山货
可以外销外，日常生活的工业品，几乎全是外来的‘洋货’。……除了制造和修理
农具和家具的一些手工业外，家庭纺织业等已被淘汰殆尽。‛据此可知，近代以来
下管村自然经济瓦解的征象是(  ) 
  A．毛竹和茶叶等山货的外销          B．农具等制造业和修理业的存在 
  C．粮食和菜蔬肉类等的生产          D．纺织和部分土产加工业的淘汰 

 



考点二     洋务运动 

内忧 外患 

如何解决 

论战 洋务派 顽固派 

    曾国藩：‚今日和

议既成，中外贸易有无

交通，购买外洋器物，

尤属名正言顺。购成之

后，访募覃思之士，智

巧之匠，始而演习，继

而试造，不过一二年，

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

行之物，可以剿发捻，

可以勤远略。‛ 

    倭仁：

‚立国之道，

尚礼义不尚

权谋，根本

之图，在人

心不在技

艺。‛ 

分歧： 
学习西方先进技术 

共识： 
维护满清统治 
坚守文化传统 



1、时间：19世纪60~~90年代 

2、代表人物：奕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 
3、口号：自强、求富； 
4、思想：‚中体西用‛主张 
5、内容： 
 
 
 
 
 
 
 
6.失败标志：甲午中日战争中北洋舰队的全军覆没 
7、意义：中国近代化的开端 

洋务运动 

     时期  旗号和目的     内容              及       代表成就 

前期（60-
70年代） 

后期（70年
代起） 

自强；增强
军事力量 

求富；为解决
军事工业资金、
燃料运输方面
困难 

兴办军事工业 

兴办民用工业 

建立海军 

创办新式学堂、 

选派留学生出国 

江南制造总局 

轮船招商局 

北洋、南洋、福建 

京师同文馆詹天佑等 



图说洋务企业 

军事工业（官办） 
1861年，安庆内军械所，1862年，第
一台蒸汽机问世——标志中国近代工
业的起步，近代化开始 
 

民用企业 
1872年，上海轮船招商局——带动近代
工业的发展；‚分洋利‛ 

主要形式：官办（官僚资本色彩） 
官督商办（民族资本色彩）官商合办 



（1）浓厚的封建性：封建官办；不是追求利润，不拿到市场去销售；资金来
源于官府拨款；生产经营完全由封建官员决定。 

（2）依赖性：在技术、器械设备等方面，处处仰赖外国具有浓厚的买办性。
洋务派创办的军事工业，不是独立的民族工业或资本主义企业 

（3）带有资本主义色彩：工厂的产品虽然不以商品形式出卖但工人的劳动力

却以商品的形式购买，这就使这些官办军事工业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若干
色彩。 

近代军事工业的特点 

   洋务运动初期，军事工业生产的产品不经过市场流通而直接调拨各省。19世
纪80年代后，沿海各省中哪一省需配备兵船就由该省筹款。江南制造总局和天
津机器局等企业，如果所产某种武器的售价高于国际市场价格过多，就会停止
生产。这说明洋务运动期间的军事工业（    ） 
A.使沿海军事力量布局平衡    B.无法完全规避价值规律制约 
C.高度关注企业的生产成本    D.逐渐由官办向官督商办转变 

B 



1.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属于官僚资本，客观上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
的发展，对外国经济侵略势力的扩张，起到了一定的抵制作用； 

2.生产目的是为了赚取利润； 

3.产品除供给国家和军队外，还投放市场； 

4.采用雇佣劳动(带有资本主义性质） 

近代民用企业的特点 

   1882 年，美商魏特摩等拟在上海设立纺纱厂，总理衙门明确指出:机

器织布系中国创办之举 ，‚ 予限十年内只准华商入股，不准他人再设 

， 业已奏明在案 …… 是故不准华商另行设厂，然则何能反而允许洋商

设厂欤! ‛业 这表明洋务派所创办的近代民用企业 ( ) 

A.具有垄断性与排他性    B.推动了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 

C.抵制了西方列强侵略    D.开启了中国经济领域的近代化历程答案  

A 



1897年《知新报》记载，天津机器局“今其制造，略已扩充，制造火药弹炮、

钢铁诸器……分厂极多，（甲午）战后颇有扩张，其业之兴盛有可望也”。湖

北机器织布局在（1896年）“极力整顿”后，“竟盈余十八万金”，其产品畅

销，备受欢迎。厂中的9名外国技师被裁去8名。这反映了甲午战后 

A .洋务企业有了显著发展        B .民族工业取得了技术独立 

C .向西方学习进一步深化        D .资本主义经济出现新动向 
A 

甲午中日战争中清政府战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 

易错角度2  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宣告洋务运动失败,但是洋务运动中的一
些企业存活了下来,洋务运动失败不等于洋务企业破产。 



(2013年新课标全国Ⅱ卷)1877年，清政府采纳驻英公使郭嵩焘的建议，在新加坡设立

领事馆。此后，又在美国旧金山，日本横滨、神户、大阪及南洋华侨聚居的商埠设立

了领事馆。这反映了清政府 

A．力图摆脱不平等条约的约束      B．外交上开始出现制度性变化 

C．逐步向近代外交转变            D．国际地位得到提高 

（2016·新课标全国Ⅰ卷文综·29）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前夕，有些西方人士认为中国

拥有一定的军备优势，‚毫无疑问的是日本必然最后被彻底粉碎‛。他们做出上述判

断的主要依据应是，中国(  ) 

A．已完成对军队的西式改革  B．集权制度有利于作战指挥 

C．近代化努力收到较大成效  D．能获得更广泛的外部援助 

 

 洋务运动与近代化 



洋务运动给近代中国带来了哪些新的东西? 

(1)思想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表明了统治阶级已经承认‚中学‛
的不足，也使中国人的价值观开始由‚传统人‛向‚现代人‛转变，开启
了中国思想的近代化。 

(2)经济上：洋务派创办的近代企业，尤其是民用企业，引进了西方先进
的生产方式，培养了科技人才，开启了近代中国工业文明的先河。 

(3)外交上：洋务运动使中国外交开始向近代化转变，建立了中国第一个
常设的外交机构总理衙门，加强了清朝同外国的联系。 

(4)军事上：洋务运动创建近代海军，开始了中国军事近代化的历程。 

(5)教育上：洋务运动设立新式学堂，培养翻译、科技、军事方面的人才，
开启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 

    …… 

迈开近代化的第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