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近代史   专题一 

列强入侵与中华民族危机加深——列强侵华史 

 



叁 史实三  甲午中日战争  



（2015·江苏单科·22）（13分）甲午之役，民族之殇。对此，史学家陈旭麓说：‚深重
的灾难同时又是一种精神上的强击。‛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  旅顺陷后，海军提督丁汝昌褫职，仍统海军驻威海，兵舰既弱，坐守而已。
日舰集大连湾，将袭威海，先攻登州，陷荣城。日舰二十五艘环威海口外。海军方新败，
并匿不出。汝昌恐北炮台不能守，命卸巨炮机件以归，免资敌，戴宗骞持不可。无何北台
陷，宗骞奔刘公岛。日军踞炮台，以台之巨炮俯击澳内兵舰……海军水手并登岸，噪出，
鸣枪过市，声言向提督乞生路，刘公岛中大扰。诸洋员请姑许乞降，以安众心，汝昌不可。
军士露刃挟汝昌，汝昌仰药死。诸将推洋员托汝昌之名，作降书。日军受降。 
    材料二  当中国盛时，日本不敢与抗。咸丰庚申中英之战，败衅，英、法、俄、美并
为有约之国，日本不得与……是役（甲午战争）后，日人资中国赔款以兴百政，培力既厚。
俄、法、德以仗义归辽，责报殊奢，而中国复乖于应付，于是俄据旅顺、大连湾，英据威
海卫，德据胶州，法据广州湾，以互为钤制。中国乃不国矣。 
                                 ——以上材料摘编自杨松《中国近代史资料选编》 
请回答： 
（1）据材料一概括指出威海之战战场态势的特点，归纳北洋舰队失败的主观原因。（6分） 
（2）据材料二，概括指出甲午战争中国战败所造成的危害。（3分） 
（3）结合19世纪末20世纪初相关史实，对‚深重的灾难同时又是一种精神上的强击‛这
一论断加以说明。（4分） 

（1）特点：敌攻我守（被动挨打）；海陆交织（局处海嵎）。（2分） 
    原因：北洋舰队避战不出；将士贪生怕死；洋员鼓动投降；主帅指挥不
力。（4分） 

（2）危害：引发了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
化（民族危机的加深）；刺激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扩张野心。（3分） 

（3）说明：甲午战争客观上唤醒了国人的民族意识；推动了救亡图存运动；
激发了政治变革思潮；加快了中国近代化（现代化）进程。（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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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全国卷）41．阅读图文材料，完成下列要求。（12分） 
材料  近代以来，在列强的压力下，中国被迫开放了一系列通
商口岸。自1898年至1910年，清政府又主动开设了30余个商埠。 

从材料中提取一个有关自开商埠
的信息，并加以简要分析。 

集中于沿海地区。沿海地区已有
众多被迫开设的通商口岸，交通
相对便利、经济相对发展；自开
商埠，可分洋人之利，且可利用
便利条件，促进地区发展，并抵
御外侵。 



1．消极方面 

(1)是中国战败的产物，反映了列强的侵略要求。 

(2)便利了资本主义国家向中国倾销商品和鸦片，使中国半殖民地

化程度日益加深。 

(3)成为列强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的主要据点，中国原料被大量掠

夺，大批农民、手工业者失业破产。 

2．积极方面 

(1)通商口岸是中国与世界发展潮流的结合点，便利西方思想文化与科技的

传入，从而有利于中国了解世界文明。 

(2)外商在通商口岸开办企业、进行早期资本输出等，促进了中国自然经济

的瓦解，也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 

(3)便利了中国学习外国长处和引进技术。 

(4)对清政府开展洋务运动产生了影响。 

知识拓展：近代开放通商口岸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2016·上海单科·19）当某条约的若干条款传出后，光绪皇帝发出‚台湾割则天下人
心皆去，朕何以为天下主！‛的哀叹，台籍京官及举人纷纷声言‚与其生为降虏，不如
死为义民！‛该条约应是(  ) 
 A．《南京条约》   B．《天津条约》 C．《北京条约》      D．《马关条约》 D 

（2014·山东文综·18）‚合议即成，举国争言洋务：请开铁路者有之，请练洋
操者有之，请设陆军学堂、水师学堂者亦有之。其兴利之治，则或言银行，或言
邮政，或请设商局，或请设商务大臣……‛‚合议即成‛是指签订了(  ) 
   A．《南京条约》   B．《天津条约》  C．《北京条约》 D．《马关条约》 D 

  反割台斗争和三国干涉还辽 

  铁路修筑权 

〖知识解读〗1894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被日本打败，西方列强掀起了一波在中国
获取利益的浪潮。其中，西方列强最为迫切的愿望就是从中国取得铁路的直接修筑
权。铁路修到哪,哪就是他们的势力范围。 

〖知识解读〗中国被迫与日本《马关条约》，将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德国、沙俄和
法国从本国利益出发，联合向日本发起外交干涉，迫使日本放弃辽东半岛。随后，德
国以迫日还辽有功，于1898年强行占领了胶州湾。德国占领了胶州湾后，立即启动了
胶济铁路的建设，‚盖我铁路所至之处，即我占地之所及之处。‛胶济铁路建成后，
德国一方面通过铁路向中国市场倾销货物，打压民族产业；另一方面又以‚迂路以就
矿‛之计，占领了山东优良矿区，随意挖掘矿产资源。 



  

核心知识突破 

【商品输出与资本输出】 

1.商品输出：主要是通过签订不平等条约，取得各种特权，掠夺原料和

向中国倾销商品。 

2.资本输出：是列强用过剩资本对其他国家进行投资或贷款，在中国具

体表现为在通商口岸开设工厂，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和原料，剥削中国

人民，争做中国债主，抢夺修筑铁路权，争夺路矿和办厂权。 



易错角度1 近代列强对华资本输出并非始于《马关条约》的签订 

   据统计,1840-1870年西方列强在华设立的企业共7家,资本总额约为180
万元。1871-1894年西方列强在华设立的企业共16家,资本总额约为480万元。
而在1895-1913年西方列强在华设立的企业共 136 家,资本总额约为 1 亿
元。 其中规模较大的英国开平炜矿,1911年资本已达1159.4万元,1913年更
增至2063万元。这表明鸦片战争后(  ) 
A.列强不断加大对华资本输出力度  B.清政府放宽了对民间设厂的限制 
C.英国的资本总额超过其他列强    D.列强资本输出方向主要在矿产领域 

   【易错点拨】 《马关条约》的签订标志着列强侵华进入资本输出的阶
段,但列强对华资本输出并非始于《马关条约》的签订。 鸦片战争后, 列
强在中国通商口岸开办船坞和工厂,这是西方对华资本输出的开端,这一时
期列强侵华方式以商品输出为主,资本输出为辅;《马关条约》签订后列强
侵华方式转变为以资本输出为主,商品输出为辅。 



探究点一 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战败的主要原因……[未考史料·读出史论]…… 

史料 一些有识之士，如两江总督沈葆祯、台湾巡抚刘铭传

等看出“倭人不可轻视”，但朝廷和大部分政要对日本的认识还

停留在“蕞尔小邦”的阶段，“不以倭人为意”。„„ 

李鸿章想利用各国之间的利益冲突遏制日本，解除中日军事

对峙„„他认为“列强必有区处，必有收场”，命令部下“静守

勿动”、“保舰勿失”，既贻误了军机，又影响了士气。 

朝鲜战场失利，李鸿章在向朝廷汇报：“平壤之败，因由寡

不敌众，亦因器械之相悬，并非战阵之不力。„„”李鸿章的结

论是“彼之军械强于我，技艺强于我”。 

黄海战后„„李鸿章更加保守，对海战完全失去信心。„„

此后，舰队只是困守港口，北洋海军作为一个战略军事力量， 

拱卫渤海的使命就此不复存在。 

服务于北洋舰队的外籍人士肯宁威说：“中国人在鸭绿江上

(指黄海海战)是可以得胜的，假使他们的炮弹不是实着泥沙。这

不是海军提督的过错，而是军需局的坏蛋官吏的罪恶。” 

——以上史料均摘编自《甲午战争的历史教训》 

综合以上史料，分析甲午中日

战争中国战败的主要原因。 

阅读本段史料应把握每段材料

的关键语句。 

第一段反映出当时清政府盲目

自大缺乏预见； 

第二段表明清政府寄希望于外

国调停，准备不足； 

第三段中李鸿章的“器械论”

过于强调军事装备优劣； 

第四段表明清政府丧失了渤海

的制海权； 

第五段表明清政府吏制腐败。 



1.侵华方式发生变化：战前商品输出为主；战后资本输出为主，掀起瓜分狂潮； 

2.列强关系发生变化：战前列强侵华以勾结为主；战后列强侵华争夺日益加
剧，如三国干涉还辽、日俄战争、瓜分狂潮、门户开放等； 

3.中华民族危机加剧：战前列强侵略中国边疆和邻国；战后掀起瓜分中国狂
潮，民族危机空前严重； 

4.中国经济结构进一步发生变化：甲午战争的失败标志洋务运动的破产。战
后清政府放宽对民间办厂限制，自然经济进一步解体，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
展； 
5.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内容发生变化：战前主要学习西方技术；战后为救亡
图存不但学习技术，还进行政治体制、思想文化、教育制度的变革，相继出
现了维新运动、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 

探究：为什么说甲午中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分水岭？ 

6.阶级关系变动：民族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维新派、革命派政治团体成立。 



甲午中日战争（1894——1895）的影响： 
1.对中国： 

（1）消极：①半殖民地化程度大大加深，列强掀起瓜
分狂潮,民族危机空前严重；②国际地位一落千丈；③
宣告洋务运动彻底失败。 

（2）客观进步性：①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救亡
运动不断高涨；②促使封建自然经济进一步解体；③
促使先进中国人向西方学习政治制度。 

2.对日本：（1）加速了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提高了
日本的国际地位（2）刺激了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膨胀。 

3.对远东：加速了中国的衰落和日本的崛起，加剧了列
强在远东的争夺。 



（2014·海南单科）1899年美国照会英、德、俄、法、意、日等国，提出在中国实行商业
机会均等的主张，1900年又补充了保持中国领土和行政权力完整的条款。上述政策(  ) 
  A．导致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      B．使清政府改变了对义和团的态度 
  C．扩大了美国在中国的权益      D．推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C 

拓展：美国‚门户开放‛政策 

  1.原则：（1）各国对他国在中国取得的任何势力范围、租借地内的通商口岸、投
资事业，或任何既得利益，不得干涉。（承认列强在华势力范围） 
（2）运至各势力范围口岸的各国货物，均按中国现行关税税率，由中国政府征收。 
（3）各国对进入自己势力范围内的他国船舶，不得征收高于本国船舶的港口税，他
国使用自己所修筑或经营控制的铁路运输货物时，不得征收高于本国商品的运费。
（列强在华势力范围向美国开放） 
2.主要精神：机会平等、利益均沾。 
3.实质：形成列强共同宰割中国的局面。 
4.积极性：承认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 

甲午中日战争之民族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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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1894 

1894-1919 

小结反思 

概念辨析 

概念辨析：租借、租借地、势力范围 

   租界：指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强迫半殖民地国家在其通商口岸或城
市划出的作为外侨居留、贸易的一定区域，列强在租界内设立司法、审判、
警察、监狱、市政管理机关和税收机关等殖民统治机构，使租界变成‚国
中之国‛，成为西方列强对中国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侵略的据点。
1919年起中国陆续收回租界。 
    
  租借地：是指帝国主义国家强迫半殖民地国家将其划定的地区强行‚租
借‛。租期25年至99年不等。近代中国第一块‚租借地‛出现在胶州湾
〔今青岛〕。主要出于军事目的，租借大片战略要地，地域广阔，有的还
包括大片水域，而且多数还附有军事设施。如九龙租借地。 
    
   势力范围：也叫‚利益范围‛，是指列强凭借军事、政治、经济力量，
控制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的全部或部分领土，作为自己进行经济掠夺和
政治侵略的特殊地区，不许其他国家染指。 



甲午中日战争之民族探索 

（2009年重庆文综·20）日本强迫清政府开重庆为商埠那一年发生的历史事件有(  ） 
  ①日俄战争在中国东北爆发            ②台湾人民掀起了反割台斗争 
  ③康有为发动了‚公车上书‛          ④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 
     A．①②      B．①④     C．②③      D．③④ C 
（2011·四川文综·16）1898年8月，清廷颁布上谕：‚现当海禁洞开，强邻环伺，
欲图商务流通，隐杜觊觎，惟有广开口岸之一法。‛清廷的意图不包括(  ） 

   A．收回通商口岸                     B．发展民族经济         
   C．维护国家主权                     D．挽救国家危亡 

A 



肆 史实四  八国联军侵华 





D 

有人把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作为近代前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可以支持这一
观点的依据有（  ） 
 ①使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完全确立②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开始向
资本输出为主转变③使中国由一国独霸向列强共同支配的局面过渡  ④清
政府完全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  ⑤中国社会两大矛盾汇流，集中
表现在反对清朝统治的斗争上 
   A.①②④     B.③④⑤   C.①③⑤       D.①④⑤ 

中国近代史上某一不平等条约规定：‚中国国家应允，由诸国分应主办，会
同酌定数处，留兵驻守，以保京师至海通道无断绝之虞。今诸国驻防之处系：
黄村、朗(廊)坊、杨村……山海关。‛该规定的影响是(  ) 
A．严重侵犯了中国的领海主权      B．中外反动势力开始勾结 
C．清政府处于外国军队的控制之下  D．中国通商口岸数量增加 C 



(2011·全国卷)1900年6月21日，清政府颁布‚向各国宣战懿旨‛。6月26
日，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与列强驻上海领事商定《东南保
护约款》，规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督
抚保护，两不相扰，以保中外商民人民产业为主‛。这表明 (  ) 
A．列强在华势力受到有效遏制   B．清政府中央集权面临危机 
C．地方实力派成为列强代理人   D．地方势力与朝廷分庭抗礼 

抓关键：表明东南地方政府并未
追随中央政府向列强宣战，充分
表明清政府中央集权面临危机。 

B 

义和团运动兴起后，英国担心波及其势力范围长江流域， 

遂策动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与列强合作。 

后由盛宣怀从中牵线策划，上海道余联沅与各国驻沪领事 

商定‚保护东南章程九款‛。清政府向各国宣战后，南方 

更多督抚加入进来，和各参战国商订协议，表示‚无论北 

方情形如何，请列国勿进兵长江流域与各省内地；各国人 

民生命财产，凡在辖区之内者，决依条约保护‛。协议虽 

未签字，但在清政府危亡之际，地方大员寻求‚自保‛， 

表明中央权威的式微与地方势力的扩张。 

                     拓展：东南互保 
义和团运动兴起后，英国担心波及其势力范围长江流域，遂策动两江

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与列强合作。后由盛宣怀从中牵线策划，
上海道余联沅与各国驻沪领事商定‚保护东南章程九款‛。清政府向各
国宣战后，南方更多督抚加入进来，和各参战国商订协议，表示‚无论
北方情形如何，请列国勿进兵长江流域与各省内地；各国人民生命财产，
凡在辖区之内者，决依条约保护‛。协议虽未签字，但在清政府危亡之
际，地方大员寻求‚自保‛，表明中央权威的式微与地方势力的扩张。 



一位西方历史学家曾在评价晚清时期的中国时说：‚到了这个时候，‘它
(中国)已经达到了一个国家地位非常低落的阶段，低到只是保持了独立主
权国家的极少的属性的地步。’‛以下各项最符合这一判断的是(  ) 
A．1842年《南京条约》的签订      B．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 
C．甲午中日战争之后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 
D．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 B 
   据材料‚低到只保持了独立主权国家的极少的属性的地步‛即中国 
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辛丑条约》标志着中国完全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境地‛ 

1.中央机构开始半殖民地化：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开始被列
强控制，中外反动势力开始公开勾结，共同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 

2.中央机构完全半殖民地化：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之后，清政府完全被列
强控制，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中外反动势力完全勾结在一起，
共同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 



二、中国军民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抗争史 

1.三元里人民抗英 
    发生于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显示了中国人民的反侵略精神。 
2.黄海海战 
  发生于甲午中日战争中的一次大规模海战，涌现出了邓世昌等民族英雄。 
3.台湾人民反割台斗争 
    发生于甲午中日战争后，显示出维护祖国领土完整的坚强意志和高度
的爱国主义精神。 

4.义和团抗击八国联军的斗争 
    斗争口号是：‚扶清灭洋‛，虽带有笼统排外性质，但体现了爱国精神。 
    义和团英勇抗击八国联军的侵华战争，它显示了中国人民的巨大力量，
粉碎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妄计划，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清王朝的改革运动。 
5.抗日战争（既是侵略史，也是抗争史，后面讲解） 



太平天国运动借助基督教义反清，义和团运动凭借道教诸神‚灭洋‛。
这表明近代中国 
  A．中外文化冲突加剧                       B．民主独立成为时代
主题 
  C．科学技术发展落后                       D．农民运动缺乏科学
理论 

D 

‚致远‛舰在中国是一个赫赫有名的名字，其事迹在当时欧洲也是极受
褒赞。甲午中日战争中，与‚致远‛舰的悲壮历史有关的战役是 
A．平壤战役         B．黄海大战        C．辽东战役     D．威海
卫战役 

B 

义和团运动发生时，时人的记载大不相同。信奉义和团的刘以桐写道：
(团民)‚均自备口粮，毫无滋扰。‛晚晴大臣刚毅记载：‚拳民出死力为
国宣难，入京以来，秋毫无犯。‛主剿义和团的劳乃宣写道：‚其党焚杀
劫掠，无所不至。‛教民樊国果记载：(义和团)‚劫掠焚杀，逾土匪。‛
据此可知 
A．历史叙述随时代变化而不同      B．历史解释与历史事实难以统一 
C．历史解释具有一定的主观性      D．历史事实因史料冲突无从确证 

C 



三、近代西方列强强迫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 

条约 
内容 

割地 赔款 通商口岸 其它 

《南京条约》
1842 

 

《天津条约》
1858 

《北京条约》
1860 

《马关条约》
1895 

 
 
 

《辛丑条约》
1901 

香港岛 
2100万银

元 

广州、厦门、
福州、宁波、

上海、 
 关税协定 

九龙司 
各8百万

两 
10口通商 

天津 
可到内地游
历经商传教 

 辽东半岛、
台湾、 

澎湖列岛 

2亿两 
白银 

沙市、重庆
苏州、杭州 

 允许在通商
口岸设工厂 

  

 4．5亿
两 

白银 关
税抵押 

使馆区，控
制战略要地
严禁反帝 



条约记忆技巧： 

1.《南京条约》：五亿港元（开五口‚广厦扶您上‛，议
关税，割香港岛，赔2100万银元） 

2. 《天津条约》：‚三外一赔一开‛ 

3.《马关条约》：一厂二亿三岛四口（辽台澎湖，市庆苏
杭） 

4.《辛丑条约》：前（钱）进（禁）宾（兵）馆（使馆界）
出新（辛）丑 



梁启超曾指出：‚今日列强之通患，莫甚于资本过度，而无道以求厚赢，欲救此
敝，惟有别趋一土地广人民众而毋财涸竭之地，而全地球中最适此例者，莫中国
若。‛下列条约的内容能体现梁启超观点的是 
A．《南京条约》      B．《北京条约》       C．《马关条约》      D．《辛
丑条约》 

C 

美国驻华公使瑞德·威廉写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说：‚从外交角度来讲，这是一个巨
大的成功……中国同意打开门户……绝对和彻底地打开了她辽阔版图的每一个角落。
她同意我们的汽船可以在她中部的大河沿河而上。她还同意，如果我们愿意，可以
在北京开设使馆。‛这封信最早当写于下列哪个条约签订以后 
A．《南京条约》      B．《天津条约》       C．《北京条约》      D．《马
关条约》 

B 
（2013·上海单科·23）①各使馆境界以为专与住用之处，并独由使馆管理，中国人
民概不准在界内居住。②大皇帝恩准大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上海
等五处港口。③大清大皇帝允以天津郡城海口作为通商之埠。④（朝鲜国）向中国所
修贡献典礼，嗣后全行废绝。 
以上条款引自中国近代四个不平等条约，按签订时间先后排序为(  ) 
A．①②③④       B．②④③①       C．②③④①              D．③④②① C 



归纳一：对近代列强侵华原因的基本认识  

从世界历史发展的角度理解列强对中国历次侵略的原因 

19世纪中期 工业革命 商品输出 鸦片战争 世界市场初成 
19世纪末期 第二次工革 资本输出 甲午中日 世界市场终成 
20世纪30年代 经济危机 转嫁危机 日本侵华 二次世界大战 

结论：列强侵华是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产物。 

二战结束后 美国膨胀 全球扩张 扶蒋反共 世界两极格局 

近代中国屡受侵略的根本原因是列强的侵略本性（扩张性、掠夺性）决定的； 

归纳二：列强侵华的主要方式和手段 

（1）政治上：侵占领土、破坏主权、干涉革命、扶植代理人、直接殖民统治； 

（2）经济上：勒索赔款、商品输出、资本输出； 

（3）文化上：宗教侵略、奴化教育； 

（4）军事上：通过武装侵略迫使清朝签署不平等条约。 



归纳三：近代前期列强侵华的阶段特征  

1.19世纪40—60年代： 

（1）侵略国家：主要是英、法，其次是美、俄； 

（2）侵略范围：主要是在东南沿海和长江中下游地区； 

（3）侵略方式：主要是武力侵略，通过不平等条约攫取
各种特权，加紧商品输出，掠夺原料； 

2.19世纪70年代—20世纪初： 

（1）侵略国家：英、法、日、美、俄、德、意； 

（2）侵略范围：向中国内地扩展； 

（3）侵略方式：在发动军事侵略的同时，由‚中外友好‛
到瓜分中国再到‚以华制华‛，经济上以资本输出为主。 



破坏了中国的主权完整 

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控制中国经济命脉； 

毁坏中华文明遗产。如火烧圆明园（第二次鸦片战争） 

1.角度一：侵华战争对中国的破坏性作用 

列强入侵与民族危机加深（列强侵华史） 

①政治： 
②经济： 
③文化： 

认识：列强侵略是近代中华民
族危机出现的根本原因 

归纳四：近代前期列强侵华的影响  

2.角度二：侵华战争对中国的建设性作用 

有人认为，甲午中日战争是‚传统中国和近
代中国的分界线‛，这主要因为甲午战争后 
A. 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面临
严重的民族危机 
B. 清政府开始引进西方近代技术，放宽对民
间设厂的限制 
C. 民族工业获得初步发展，资产阶级开始登
上政治舞台 
D. 发展商业和开设议院的要求出现，维新变
法思想开始形成 

政治：推动了近代中国政治近代化
的进程 
经济：加速自然经济解体，促进近
代民族工业兴起 
思想：促进国人思想解放和西方民
主思想的传播 
社会生活：促进社会生活、习俗的
近代化 认识：列强侵略客观上促进中

国社会的近代化 



侵华战争 

侵华原因 

条约 

影
响 

政
治 

经
济 

其
他 

影响 

鸦片战争 
1840-1842 

第二次鸦战 
1856-1860 

甲午战争 
1894-1895 

八国联军 
1900 

倾销商品 
掠夺原料 

《南京条约》 
《天津条约》 
《北京条约》 《马关条约》 

《辛丑条约》 

开始沦为 进一步加深 大大加深 完全沦为 

1840至1900年间西方列强的侵华（侵略史） 

进一步打开
中国市场 

垄断资义发展需
要 ‚大陆政策‛ 

镇压反抗维护
在华利益 

领土和主权完整遭破坏 瓜分中国狂潮 
‚洋人的朝廷‛ 

自然经济解体 
卷入世界市场 

侵略深入内地 
洋务运动 

阻碍民族资本
主义发展 

控制中国经济
命脉 

新思潮的兴起 近代化起步 
民族觉醒 
救国运动 

民主革命思
想成为主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