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現代國家的挑戰：國民政府的建立                                                                                               朝淦老師整理 

整章 

概述 

國民政府的建立 

強化黨組織 
北伐與統一 

（民國 15年～民國17年） 
補充：理論依據 以黨治國 

內政與外交 

（民國 17 年～民國 26 年） 

２
日
本
走
向
軍
國
主
義
化
的
發
展
道
路
，
對
中
國
的
統
一
和
建
設
，
形
成
巨
大
的
挑
戰 

１
國
民
政
府
統
一
中
國
後
，
實
施
一
黨
統
治
，
推
動
訓
政
及
現
代
化
建
設
，
卻
未
能
揮
別
內
憂
外
患 

中
日
兩
國
關
係
的
貣
伒
，
是
影
響
東
亞
地
區
穩
定
的
重
要
因
素 

●
陸
軍
軍
官
學
校
：
校
址
設
於
廣
州
黃
埔
，
通
稱
黃
埔
軍
校
。
蔣
中
正
為
創
校
校
長
。 

 

３
改
組
：
改
組
國
民
黨
、
創
辦
陸
軍
軍
官
學
校
，
培
養
忠
於
國
民
黨
的
革
命
武
力 

 

五
四
運
動
後
，
孫
中
山
將
原
來
的
反
袁
組
織
改
名
為
中
國
國
民
黨
。 

●
二
次
革
命
後
，
孫
中
山
繼
續
以
武
力
反
對
袁
世
凱
。 

 

Ａ
接
受
蘇
聯
的
援
助
、 

Ｂ
同
意
中
共
黨
員
以
個
人
身
分
加
入
、 

Ｃ
合
力
打
倒
軍
閥 

２
政
策
：
民
國
十
二
年
，
孫
中
山
領
導
的
中
國
國
民
黨
採
行
「
聯
俄
容
共
」
的
政
策
（
第
一
次
國
共
合
作
） 

１
背
景
：
五
四
運
動
後
，
孫
中
山
以
帄
定
軍
閥
、
建
立
忠
心
可
靠
的
軍
隊
為
目
標 

 

北
伐
軍
陸
續
征
服
各
地
軍
閥
勢
力
，
並
於
民
國
十
七
年
完
成
統
一 

二
、
統
一
： 

  

北
伐
途
中
，
國
民
政
府
漸
受
共
黨
與
親
共
勢
力
控
制
，
蔣
中
正
遂
以
武
力
掃
除
國
民
黨
內
的
中
共
分
子
。 

●
國
共
決
裂
： 

 

２
民
國
十
六
年
，
蔣
中
正
在
國
共
決
裂
後
，
另
於
南
京
組
成
國
民
政
府 

１
孫
中
山
逝
世
後
，
國
民
黨
於
廣
州
成
立
國
民
政
府
，
命
蔣
中
正
揮
兵
「
北
伐
」 

一
、
北
伐
： 

Ｃ
憲
政
時
期
：
實
施
憲
政
，
法
律
《
中
華
民
國
憲
法
》 

 

【
完
成
地
方
自
治
，
制
定
憲
法
後
，
進
入
第
三
階
段
】 

Ｂ
訓
政
時
期
：
以
黨
領
政
，
法
律
《
中
華
民
國
訓
政
時
期
約
法
》 

 

【
北
伐
完
成
，
全
國
統
一
後
，
進
入
第
二
階
段
】 

Ａ
軍
政
時
期
：
以
軍
領
政
，
法
律
《
中
華
民
國
臨
時
約
法
》 

●
孫
中
山
的
《
建
國
大
綱
》
將
國
家
建
設
分
為
軍
政
、
訓
政
、
憲
政
三
個
時
期
。 

２
尊
奉
孫
中
山
思
想
為
「
黨
國
」
最
高
準
則 

１
由
國
民
黨
指
導
監
督
國
民
政
府
的
施
政
，
也
領
導
軍
隊 

二
、
黨
治
： 

 

２
措
施
：
Ａ
由
國
民
黨
一
黨
執
政
、 

Ｂ
訓
練
國
民
行
使
選
舉
、
罷
免
等
權
利
，
為
實
施
憲
政
作
準
備 

１
背
景
：
北
伐
完
成
後
，
南
京
國
民
政
府
宣
布
全
國
進
入
「
訓
政
時
期
」 

一
、
訓
政
時
期
： 

２
北
伐
後
：
國
民
政
府
和
各
國
簽
訂
協
議
，
收
回
關
稅
自
主
權
，
為
外
交
重
要
成
尌 

 

收
回
清
末
以
來
喪
失
的
部
分
主
權 

１
北
伐
時
期
：
國
民
政
府
採
取
激
烈
的
外
交
手
段
，
發
動
群
眾
示
威
，
迫
使
列
強
退
讓
，  

二
、
外
交
： 

  
Ｂ
民
國
二
十
三
年
不
敵
國
軍
，
突
圍
而
走
，
次
年
抵
達
陝
西
北
部 

 
Ａ
中
共
在
國
共
決
裂
後
，
自
樹
武
力
，
擴
張
地
盤
，
建
立
政
權 

５
挑
戰
：
中
共
政
權 

４
成
效
：
這
些
努
力
提
升
了
國
家
的
實
力
和
信
心
，
奠
定
日
後
長
期
抗
戰
的
基
礎 

 

Ｃ
交
通
方
面
：
廣
築
鐵
路
、
公
路
，
發
展
航
空
運
輸
等 

 

Ｂ
教
育
方
面
：
政
府
廣
設
中
、
小
學
，
在
地
方
上
則
有
晏
陽
初
等
人
推
動
帄
民
教
育 

 

Ａ
財
政
方
面
：
重
整
稅
收
，
並
發
行
「
法
幣
」（
國
家
的
法
定
貨
幣
），
統
一
清
末
以
來
混
亂
的
幣
制 

３
內
容
： 

２
措
施
：
與
民
間
分
頭
並
進
，
在
財
政
、
教
育
、
交
通
等
方
面
推
動
各
項
現
代
化
措
施 

１
時
間
：
南
京
國
民
政
府
執
政
後
↓
民
國
二
十
六
年
抗
日
戰
爭
全
面
爆
發
前 

一
、
內
政
：
（
十
年
建
設
） 



現代國家的挑戰：日本勢力的擴張                                                                                             朝淦老師整理 

日本軍國主義的形成 

 

日軍謀取東北華北 西安事變 

 

以
擴
充
軍
備
、
侵
略
戰
爭
作
為
國
家
發
展
的
優
先
理
念
，
政
府
施
政
和
國
民
生
活
都
要
優
先
服
從
這
個
目
標
。 

●
軍
國
主
義
：  

 

社
會
情
勢
不
穩
，
導
致
軍
國
主
義
的
勢
力
抬
頭 

３
一
九
二
六
年
昭
和
天
皇
即
位
後
，
日
本
面
臨
國
內
外
財
經
危
機
（
如
：
一
九
二
九
年
全
球
經
濟
大
恐
慌
），  

（
如
：
一
八
七
四
年
因
牡
丹
社
事
件
而
出
兵
台
灣
、
一
八
九
四
年
甲
午
戰
爭
、
一
九
○
四
年
日
俄
戰
爭
等
） 

２
征
戰
有
成
，
軍
方
在
政
府
中
的
權
力
日
益
提
升 

１
日
本
明
治
維
新
後
，
國
力
大
增
，
不
斷
擴
張
，
躋
身
強
權
之
林
。 

３
民
國
二
十
四
年
：
策
動
華
北
各
省
「
自
治
」
，
企
圖
分
裂
國
民
政
府 

 

Ｂ
三
月
一
日
，
日
本
在
東
北
扶
植
溥
儀
成
立
「
滿
洲
國
」 

 

Ａ
一
月
二
十
八
日
，
日
軍
進
攻
上
海
，
是
為
「
一
二
八
事
變
」 

２
民
國
二
十
一
年
：  

１
民
國
二
十
年
九
月
十
八
日
：
日
軍
在
瀋
陽
藉
故
發
動
「
九
一
八
事
變
」
，
進
而
占
領
中
國
東
北 

 

（
國
共
第
二
次
合
作
） 

 

次
年
，
中
日
兩
國
全
面
爆
發
戰
爭
，
國
民
政
府
聯
合
全
國
各
黨
派
共
同
抗
日
，
中
共
因
而
重
獲
生
機 

４
影
響
： 

３
結
果
：
西
安
事
變
落
幕
後
，
國
民
政
府
停
止
剿
共
行
動 

 

Ｂ
國
民
政
府
與
中
共
經
過
協
商
，
達
成
停
止
剿
共
的
默
契
後
，
張
學
良
釋
放
蔣
中
正
，
事
變
才
宣
告
落
幕
。 

 

Ａ
民
國
二
十
五
年
底
，
在
陝
西
西
安
負
責
剿
共
的
張
學
良
挾
持
蔣
中
正
，
要
求
「
停
止
內
戰
，
一
致
抗
日
」 

２
經
過
： 

 

Ｂ
民
間
反
日
情
緒
升
高
，
中
共
趁
勢
宣
傳
全
國
團
結
抗
日
，
爭
取
各
界
同
情 

 

Ａ
國
民
政
府
最
初
採
取
「
攘
外
必
先
安
內
」
政
策
，
加
緊
圍
剿
中
共 

１
背
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