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

本书为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考前辅导。 根据本课程的考纲

要求重点讲解知识要点和考核要求，并通过同步训练，使学生全面掌握《中国近现代史纲

要》的理论框架，有针对性地掌握和理解“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以达到顺利通过本课

程考试的目标。
全书分四部分内容：第一部分：各个章节重点内容及要点精解，包括要点结构图、知识

要点和同步训练；第二部分：模拟试卷，通过 １０ 套模拟试题的考前演练，使学生进一步提

高对《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知识的掌握和理解以及考试题型的熟悉；第三部分：参考答案，
包括同步训练的参考答案、模拟试卷参考答案，让自学者通过参考答案对比找出自己的薄

弱环节，进而有针对性地复习强化；第四部分：最新全真考试考题及标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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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说明

　
编者说明

值此上海市新知进修学院二十华诞之际，凝聚了新知学院和命题研究专家心血的高等

教育自学考试考点精解与真题模拟———《新知自考》丛书终于付梓。

２０ 年来，新知学院一直致力于深入研究自学考试的形式与内容，聘请高校名师，针对自

考命题的特点，分析命题规律、提炼考试重点、详解应试技巧、精选同步练习，以卓越的教学

质量和对自学考试的精准把握赢得了广大自考生的青睐，迄今已有数万考生选择新知完成

自考课程的学习、考试。

本套丛书是新知学院二十周年校庆的献礼之作，也是新知学院奉献给广大自考生的助

学必备指南。 丛书紧扣最新考试大纲和历年自考上海卷真题（全国共有北京、上海等 １３ 个

省、市使用上海卷），以考点精解和全真模拟为核心内容。 丛书第一批为本科段公共课程，即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代码 ０３７０８）、《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程代码 ０３７０９）和

《英语（二）》（课程代码 ０００１５）的同步自考辅导用书。 各册包含四个方面的主要内容：（１）

各章考点结构图；（２）章节要点精解；（３）章节同步练习；（４）全真模拟试题。

本套丛书具有以下特点：

１ 紧扣考纲，重点突出

丛书根据最新版考试大纲的要求，在透析历年考试规律的基础上，提炼和详解各章主要

考点，帮助考生把握考试重点，轻松赢取高分。

２ 同步更新，与时俱进

丛书紧扣 ２０１５ 年更新改版后的考试大纲和新版教材，不仅在内容上完全与最新考纲、

教材同步，紧扣改版后的命题变化，精心编制全真模拟试题，并将近年来的自考真题融入其

中。 一册在手，考试无忧。

３ 阵容强大，命中率高

丛书编写人员均为新知学院从各大知名院校聘请、具有丰富的自考教学辅导和命题研

究经验的一线教学教研人员，阵容强大，各类模拟试题的命中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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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内容全面，结构严谨

丛书编写体例独特，内容全面，结构严谨，实用性极强，既有各章节的考点结构图以方便

考生查遗补漏，不错过每个重要考点，也有考试要点难点的详细分析；既有历年真题解析，也

有精心编制的全真模拟练习。

５ 海量真题，增值服务

丛书以服务考生为核心理念，不仅为广大自考生提供针对性强的高质量复习资料，还聘

请具有丰富自考助学经验的名师开展面授服务，新知在线题库也正在抓紧制作中。 凡购买

本丛书的考生，扫描封底所附新知助学二维码还可获得更多增值服务。

丛书作为考生自学的辅助读物，并不能完全取代学习本身。 读者如需在学习方面获得

帮助，还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向新知助学团队咨询：

新知官方网站：ｗｗｗ．ｎｅｗｚａｎｅ．ｃｏｍ

新知论坛：ｂｂｓ．ｎｅｗｚａｎｅ．ｃｏｍ

咨询热线：０２１ ６４３３０９３３

相信本套丛书一定能为考生助一臂之力，我们衷心期望并祝愿每位考生都能在丛书的

帮助下，顺利通过考试，完成学业。

丛书编写委员会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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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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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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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和世界

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
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特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结构）
中国封建社会由盛转衰的主要表现（政治、经济、思想文化、
军事、对外关系）
资本主义制度在欧美主要国家的确立以及殖民扩张对
中国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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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强对中国的侵略

侵华战争以及迫使清政府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制造的惨案
政治控制
经济掠夺（通商口岸）
文化渗透

é

ë

ê
ê
êê

近代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６ 点）
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及其两部分
近代中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以及特点（３ 个特点，１
个结论：最先进、最革命、最有力量）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两对主要矛盾及其关
系（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

é

ë

ê
ê
ê
ê
ê
ê
ê

　 　 　 　 　 　 　 　 　 　 　 　 　 　 　 伟大的梦想（两大历史任务及其关系）

抵御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

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
台湾人民的反侵略斗争
为国捐躯的清政府爱国将领
林则徐、魏源与睁眼看世界
严复与“救亡”口号（《救亡决论》）
列强瓜分中国图谋失败的原因（重要原因、根本原因）
近代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失败的原因（最根本原
因———社会制度的腐败，经济技术的落后）
第一次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前夕，先进中国人民
族意识的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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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

　 　 （一） 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特点

１ 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特点：１８４０ 年鸦片战争前，中国处于封建社会，其基本特点：
（１）经济上，封建土地所有制占主导地位。 小农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生产结构，其
基本特征是个体家庭为单位并与家庭手工业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２）政治上，
实行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 （３）文化上，以儒家思想为核心。 （４）社会结构

上，形成族权和政权相结合的封建宗法等级制度。 核心是宗族家长制，君权、父权、夫权占

主导地位。
２ 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
３ 中国封建社会的特性：一方面，它巩固和维系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和稳定；另

一方面，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由盛转衰，地主阶级同农民阶级的固有矛盾日益显现出来，造成

自身不可克服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周期性危机。
４ 中国封建社会的“盛世”：汉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清代的“康雍乾盛

世”。

　 　 （二） 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社会危机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 乾隆朝后期，清王朝由强转衰，其主要表现

是：（１）政治上，中央集权强化，吏治腐败。 （２）经济上，土地高度集中，农民负担沉重。 （３）
思想文化上，厉行文化专制主义，大兴文字狱。 （４）军事上，军力衰败，军备废弛。 （５）对外

关系上，实行闭关锁国政策。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封建社会已走到了它的尽头。

　 　 二、 鸦片战争前的世界

　 　 （一） 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

１ 鸦片战争前，已确立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英国、法国、美国。
２ 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突出地表现在工业革命的发生上：大机器生产替代了工场手工

业，资本主义发展十分迅速。

　 　 （二） 西方列强的殖民扩张

１ 商品生产的无限增长，需要开辟新的原料市场和产品市场，寻求新的殖民地。
２ 开辟新的市场和转移国内矛盾的需要，促使西方列强发动新的侵略战争，他们把目

标瞄向了中国。 １８３６ 年，英国政府代表，驻华商务监督义律扬言要用武力打开中国国门。 与

此同时，法国、美国、俄国也有侵略中国的欲望。

第二节　 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及近代中国社会的演变

５

　 　 知识要点
第一节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和世界

　 　 一、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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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列强对中国的侵略

　 　 （一） 军事侵略

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首先和主要的是进行军事侵略，迫使中国政府签订

不平等条约。
１ 资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主要战争及条约：（１）１８４０ 年，英国发动第一次鸦片战

争，清政府同英国签订了中英《江宁条约》（即《南京条约》）、《五口通商章程》、《虎门条约》，
同美国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同法国签订了中法《黄埔条约》。 （２）１８５６ 年，英法发动第

二次鸦片战争。 １８５８ 年，清政府分别与英、法、美、俄签订了《天津条约》。 １８６０ 年，清政府分

别与英法签订了《北京条约》，与俄国先后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中俄

《勘分西北界约记》等。 （３）１８８４ 年，中法战争爆发，１８８５ 年两国签订《中法新约》。 （４）１８９４
年，日本发动中日甲午战争，１８９５ 年中日签订《马关条约》。 （５）１９００ 年，八国联军发动侵华

战争，１９０１ 年，清政府与 １１ 个国家签订《辛丑条约》。
２ 资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领土：（１）１８４２ 年的中英《南京条约》规定，中国割让香港

岛给英国。 （２）１８６０ 年的中英《北京条约》规定，割让九龙半岛南端和昂船洲给英国。 （３）
１８４９ 年，葡萄牙武力抢占澳门半岛，１８８７ 年，胁迫清政府签订《中葡友好通商条约》，允许葡

萄牙“永驻管理澳门”。 （４）１８５８ 年，中俄《瑷珲条约》签订，割去黑龙江以北 ６０ 多万平方公

里的中国领土；１８６４ 年，中俄《北京条约》签订，割去乌苏里江以东 ４０ 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

领土；１８６４ 年，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去中国西北 ４４ 万平方公里的领土；１８８１ 年，通过

《改订伊犁条约》和 ５ 个勘界议定书，割去 ７ 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 在这 ２３ 年间，俄国共

侵占中国领土 １５０ 多万平方公里。 （５）１８９５ 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中国割去辽东半岛

（后由中国政府以 ３ ０００ 万两白银赎回）、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给日本。
３ 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勒索巨额赔款：（１）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向英国赔款 ２ １００ 万

元，广州赎城费 ６００ 万元。 （２）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赔偿英法军费各 ８００ 万两。 （３）中日甲

午战争，中国向日本赔款 ２ 亿两，加上赎辽费 ３ ０００ 万两，威海卫日军守备费 １５０ 万两，合计

２３ １５０ 万两。 （４）１９０１ 年，《辛丑条约》规定，清政府赔款 ４．５ 亿两，分 ３９ 年还清，年息 ４ 厘，
共 ９．８２ 亿两，还有各地赔款 ２ ０００ 万两。

４ 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在战争中屠杀中国人民。 （１）旅顺惨案：１８９４ 年 １１ 月，日军

在旅顺屠杀中国居民 ２ 万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旅顺大屠杀惨案。 （２）１９００ 年 ８ 月，八国联

军侵占北京后，仅在庄王府一处，就杀害义和团团民和平民 １ ７００ 多人。 （３）江东六十四屯

惨案：１９００ 年，俄国入侵中国东北时，制造了江东六十四屯惨案，数千中国居民遇难。
５ 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公开抢劫中国财富，肆意毁坏中国文物和古迹：（１）１８６０ 年，英

法联军攻占北京后，对圆明园进行 １２ 天抢劫后，放火烧毁了这座皇家园林。 （２）１９００ 年八

国联军侵占北京后，对皇宫、北海、中南海、颐和园等地金银财宝、文物古迹肆意抢劫。

　 　 （二） 政治控制

１ 控制中国内政：《天津条约》规定，允许外国公使常驻北京。 驻京公使是清政府的太

上皇。 这些公使并非普通的外交官，而是负有侵略使命的侵略者，他们秉承本国政府的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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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直接对清政府发号施令，驻京公使成了清政府的太上皇。
２ 操纵中国外交：（１）外国列强总是军事侵略伴着外交讹诈，取得利益后再“一体均

沾”。 （２）外国列强控制了中国的外交主权。
３ 享有领事裁判权：（１）中英《五口通商章程》规定，在通商口岸，中国人与英侨发生诉

讼，由英国领事审判。 （２）１８４４ 年，中美《望厦条约》扩大了领事裁判权，在华美人的一切诉

讼均由美国领事查办。 （３）各国援例而行，外国人可以在中国横行不法，中国政府无权干涉。
４ 把持中国海关：中国海关的高级职员全部由外国人充任。 英国人赫德自 １８６３ 年任总

税务司，直到 １９０８ 年回国，掌握中国海关大权达 ４０ 多年。
５ 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１）西方列强派遣军官组织并指挥“洋枪队”，甚至动用海

陆军，镇压太平天国运动。 （２）“教案”发生时，指使清政府惩办镇压人民不力的地方官员。
１８９９ 年，义和团在山东兴起后，列强认为山东巡抚毓贤镇压不力，要求清政府派袁世凯到山

东进行镇压。 （３）《辛丑条约》中，列强强迫清政府做出永远禁止中国人民成立或加入任何

反对它们的组织的承诺，并规定清政府各级官员如对人民反抗斗争“弹压惩办”不力，“即行

革职，永不叙用”。
６ 扶植、收买代理人：（１）１８６１ 年，清政府发生“北京政变”（又称“辛酉政变”），得到列

强赏识的奕掌握总理衙门。 （２）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列强扶植曾国藩、李鸿章。 （３）《辛
丑条约》签订前，慈禧太后表示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４）支持袁世凯，篡夺辛

亥革命果实，建立北洋军阀政权。

　 　 （三） 经济掠夺

１ 控制中国通商口岸：（１）１８４２ 年，《南京条约》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 ５ 口

通商口岸。 （２）１８６０ 年，《北京条约》开放天津为通商口岸。 通商口岸大多成为列强对中国

进行经济侵略的基地，并控制口岸的工商、金融业，甚至设立租界，实行殖民统治。
２ 剥夺中国关税自主权：（１）１８４２ 年《南京条约》规定，英商进出口货物的税率，“均宜

秉公议定则例”。 （２）１８４３ 年，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将英商进出口货物的具体税率用中英协

定方式固定下来。 （３）１８４４ 年，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规定，倘中国以后要改

变税率，必须得到对方“议允”，正式把协定关税的条款写入条约。 （４）１８５８ 年《天津条约》
规定，洋货只需在海关缴纳 ２．５％的子口税，就可在全国通行。 外国商品本已廉价，又加上特

权和低税，在中国大陆倾销。 协定关税成为列强对中国经济侵略的重要工具。
３ 对华倾销商品：（１）鸦片战争后，列强对中国商品输出激增。 １８７６ 年以后，中国对外

贸易由长期的出超转为大量入超。 （２）外国商品的大量倾销，使中国民族企业的产品和传统

手工业品受到排挤。 （３）直到 １９ 世纪，鸦片依然占据进口货物的重要地位。
４ 对华资本输出：（１）外国列强对中国进行资本输出最早出现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

（２）《马关条约》签订后，列强对华进行大规模的资本输出。 （３）外国企业在中国获取超额利

润，压制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５ 操纵中国的经济命脉：（１）形成了对中国近代工业的垄断。 （２）迫使清政府举借外

债，以还赔款。 （３）在中国设立银行，成为对华输出资本的枢纽。 １８４５ 年，英国丽如银行（又
称英国东方银行）成为在中国开办的第一家银行。 （４）控制中国近代交通运输业。 （５）给中

国的农业经济造成了严重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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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文化渗透

１ 宗教渗透和侵略：（１）１８３２ 年，德国传教士郭士立在中国沿海进行间谍侦查活动，并
鼓吹对中国进行侵略。 鸦片战争期间，出任定海的伪“民政官”，参与了《南京条约》的起草

和谈判。 （２）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在京活动的俄国东正教传教士向俄国公使和英法联军提

供了清军在大沽口的设防情况和详细的北京地图。 （３）１８６０ 年，中法订立《北京条约》时，担
任翻译和文件起草的法国传教士孟振生在条约的中文文本中加上法文原本上没有的“任法

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土地，建造自便”的字句。
２ 为侵略中国制造舆论：（１）较早的外文期刊有《中国丛报》、《北华捷报》 （后改名为

《字林西报》）。 （２）广学会是基督教在中国设立的最大的出版机构。 广学会发行的《万国公

报》，竭力为外国侵华进行辩护。
３ 大肆宣扬“种族优劣论”：１９ 世纪末，帝国主义炮制了“黄祸论”，即中国威胁论。
４ 资本—帝国主义来到中国的主要目的，并非要把落后的中国变成先进的中国，而要

强迫中国永远成为西方列强的附庸国。

　 　 二、 近代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一） 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和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

１ 中国近代史的开端：（１）１８４０ 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２）中国开

始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英国和其他西方列强强迫清政府与之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

约，迫使清政府割地、赔款，攫取一系列经济、政治和文化特权，中国的主权独立受到侵犯，领
土完整遭到破坏，中国逐渐沦入了国家政权形式上仍然存在，而主权受制于外国列强的半殖

民地社会。 与此同时，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一方面促使中国传统的封建自给

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中国的农业经济也日益依附于世界资本主义，并成为其市场体系

中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造成了

某些客观条件，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再是完全意义上的封建社会，而是一个半

封建社会了。
２ 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１）资本—帝国主义日益成为支配中国的决

定性力量。 （２）中国封建势力成为外国列强压迫、奴役中国人民的社会基础和统治支柱。
（３）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化和民主化的严重障碍。 （４）中国资本主义有

所发展，但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体。 （５）近代中国地区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极不平

衡。 （６）中国人民过着饥寒交迫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

　 　 （二） 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动

１ 旧的封建统治阶级即地主阶级和旧有的被统治阶级即农民阶级（近代中国社会人数

最多的被剥削阶级）。
２ 资产阶级的产生及其两部分：资产阶级主要由一些买办、商人、地主、官僚投资新式

企业转化而来。 中国资产阶级分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部分。 官僚买办资

产阶级是大官僚与大买办的结合。 民族资产阶级有革命性的一面，但又缺乏彻底的革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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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近代中国工人阶级的特点：（１）受压迫最重，革命性最强。 （２）人口虽少，但相对集

中，易于形成强大的革命力量。 （３）与农民有着天然的联系，便于结成巩固的联盟。 中国工

人阶级是近代中国社会最先进、最革命、最有力量的阶级。

　 　 三、 两对主要矛盾和两大历史任务

１ 两对主要矛盾：（１）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近代

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最主要的矛盾。 （２）两对主要矛盾的

关系：一是当外国列强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时，阶级矛盾降到次要地位，而民族矛盾上升到

主要地位。 二是当外国侵略者同中国封建政权相勾结，共同镇压中国革命时，中国人民往往

用战争的形式反对封建政权，这时阶级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 三是当国内战争发展到直接

威胁帝国主义在华利益以及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统治时，外国列强甚至直接镇压中国人民，援
助反动派时，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完全公开站在一条战线上。

２ 两大历史任务及其关系：（１）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一是求

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二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 （２）第一个任务是前提，
第二个任务的目的。

第三节　 抵御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

　 　 一、 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历程

　 　 （一） 人民群众的反侵略斗争

１ 三元里抗英：１８４１ 年 ５ 月，广州郊区三元里人民联络附近 １０３ 乡群众与英国侵略者

展开激烈战斗。 这是中国近代史上中国人民第一次大规模的反侵略武装斗争。
２ 太平天国打击外国侵略者：（１）１８６２ 年 ５ 月，太平军在江苏奉贤击毙法国侵华海军司令

卜罗德。 （２）６ 月，在乍浦活捉“常胜军”副统领法尔思德。 （３）９ 月，在浙江慈溪击伤“常胜军”
统领、美国人华尔（不久因伤重死去）。 （４）１８６３ 年 １ 月，在绍兴打死“常捷军”统领勒伯勒东。

３ 台湾人民多次反抗侵略者：（１）１８６７ 年，美国海军入侵台湾，副舰长马肯基在琅峤登

陆时被击毙。 （２）１８７４ 年，日本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率部侵入台湾琅峤，遭到高山族人民痛击。
（３）１８９５ 年《马关条约》签订，台湾人民与总兵刘永福率领的黑旗军共同抗击日本侵略。 吴汤

兴、徐骧等指挥的台湾义军与吴彭年、杨泗洪指挥的黑旗军在新竹、彰化等地共同抗击日军。
４ 义和团抗击八国联军：（１）１９００ 年 ６ 月，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率领八国联军 ２ ０００ 多

人，从天津向北京进犯，在廊坊遭到义和团阻击。 （２）在天津，义和团和清军攻打老龙头火车

站和紫竹林租界。

　 　 （二） 爱国官兵的反侵略斗争

１ 鸦片战争中为国捐躯的爱国将领：广东水师关天培战死虎门；江南提督陈化成在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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淞西炮台以身殉国；副都统海龄（满族）在镇江战死疆场。
２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战死的爱国将领：史荣椿、乐善（蒙古族）。
３ 中法战争期间打退法军的爱国将领：（１）１８８４ 年，法舰攻基隆、犯淡水，被督办台湾事

务大臣刘铭传的守军击退。 （２）１８８５ 年 ３ 月，冯子材在镇南关取得对法军的关键性胜利，完
全扭转了中法战局，史称镇南关大捷。

４ 中日甲午战争中壮烈牺牲的爱国将领：（１）左宝贵战死平壤。 （２）邓世昌、林永升在

黄海战斗中英勇牺牲。 （３）丁汝昌、刘步蟾在威海卫以身殉国。

　 　 二、 粉碎瓜分中国的图谋

　 　 （一） 边疆危机和瓜分危机

１ 边疆危机：（１）英国从印度侵入西藏，又从缅甸侵入云南。 （２）法国从越南侵犯广西。
（３）俄国从中亚入侵新疆。 （４）日本吞并琉球，侵犯台湾。

２ 瓜分中国：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瓜分达到高潮。 （１）俄国

联合法、德，迫使日本把《马关条约》中规定的割占的辽东半岛还给中国。 俄国以此为借口迫

使清政府签订多个不平等条约，将东北全境变成俄国的势力范围。 （２）１８９８ 年 ３ 月，德国强

租界胶州湾，将山东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 （３）１８９９ 年 １１ 月，法国强租广州湾，把云南、两
广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 （４）１８９８ 年 ２ 月，英国把长江流域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６ 月，强租

深圳河以南、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北及附近岛屿的中国领土 ９９ 年；７ 月强租威海卫。 （５）日本

把福建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 （６）１８９８ 年 ９—１１ 月，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

　 　 （二） 义和团运动与列强瓜分中国图谋的破产

１ 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和相互制约，是列强瓜分图谋破产的一个重要原因。
２ 列强不能灭亡和瓜分中国的最根本原因是中国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反侵略斗争。

　 　 三、 反侵略斗争的失败和民族意识的觉醒

　 　 （一） 反侵略斗争的失败及其原因

１ 社会制度的腐败是反侵略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
２ 经济技术的落后是反侵略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

　 　 （二） 民族意识的觉醒

１ 林则徐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１８３９ 年，林则徐组织人翻译了英国人慕瑞

的《地理大全》，编成了《四洲志》。
２ 魏源著有《海国图志》一书，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
３ 马建忠、王韬、郑观应、薛福成等人不仅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同时也要求吸纳

某些西方的政治、经济学说。
４ 救亡图存：（１）严复在《救亡决论》中响亮地喊出了“救亡”的口号。 后来，他翻译

了《天演论》，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进化论思想，激发人们的危机意识和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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