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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
濟
上
，
陸
路
受
阻
於
鄂
圖
曼
帝
國
↓
尋
找
通
往
亞
洲
的
海
路
↓
「
發
現
」
美
洲
↓
歐
洲
各
國
紛
紛
前
往
占
領
殖
民
地 

明末清初的西學輸入 ●補充資料 清中葉後西方勢力再次入侵 

 

Ｂ
需
繳
納
地
租
且
受
中
國
法
律
管
轄 

 
 

一
五
五
七
年
明
政
府
將
澳
門
租
借
給
葡
萄
牙
人
，
一
八
八
七
年
澳
門
正
式
成
為
葡
萄
牙
屬
地
。 

 

Ａ
十
六
世
紀
初
葡
萄
牙
在
澳
門
建
立
據
點 

１
天
主
教
進
入
中
國 

 

 

利
瑪
竇
身
穿
儒
服
，
中
國
儒
生
徐
光
啟
接
受
天
主
教
信
仰
，
具
有
中
西
文
化
交
流
的
意
涵 

●
補
充
：
利
瑪
竇
與
徐
光
啟
（
圖
）  

 

 

Ｃ
引
用
中
國
經
典
：
以
「
上
帝
」
稱
呼
天
主 

 
 

 

Ｄ
准
許
祭
祖
、
祭
孔 

 

Ａ
耶
穌
會
：
最
具
影
響
力
的
天
主
教
團
體 

 
 

 
 

Ｂ
將
天
主
教
教
義
與
中
國
文
化
結
合 

２
利
瑪
竇
傳
教
技
巧 

 

Ｃ
引
進
西
方
曆
法
（
如
：
湯
若
望
、
南
懷
仁
等
人
擔
任
欽
天
監
一
職
） 

 

Ｂ
翻
譯
典
籍
，
介
紹
西
方
數
學
原
理
及
科
學
（
如
：
利
瑪
竇
與
徐
光
啟
共
同
翻
譯
的
《
幾
何
原
本
》
上
冊
） 

 
 

 

地
圖
中
並
融
匯
許
多
地
理
、
天
文
知
識
，
如
有
亞
洲
、
美
洲
等
地
的
位
置
及
氣
候
分
布
帶
的
劃
分
。 

 
 

運
用
經
緯
度
製
圖
法
，
突
破
中
國
傳
統
繪
圖
法
，
呈
現
地
球
為
圓
形
的
概
念
，
打
破
傳
統
「
天
圓
地
方
」
觀
念  

 

Ａ
利
瑪
竇
：「
坤
輿
萬
國
全
圖
」 

３
傳
教
士
輸
入
西
學 

 

Ｃ
雍
正
：
一
七
二
三
年
不
滿
耶
穌
會
介
入
帝
位
爭
奪
，
重
申
禁
令 

 

Ｂ
康
熙
：
疑
慮
羅
馬
涉
入
政
爭
而
禁
教 

↓ 

未
嚴
格
實
行 

 
 

天
主
教
其
他
修
會
向
教
宗
提
出
抗
議
，
批
評
耶
穌
會
允
許
中
國
教
徒
敬
天
祭
祖
的
行
為
，
有
違
教
義
。 

 

Ａ
禮
儀
之
爭
：
禁
中
國
教
徒
祭
祖
祭
孔 

４
禁
教
影
響
西
學
中
斷 

 

↓
三
藩
之
亂
後
，
清
朝
統
治
更
加
穩
固
創
康
雍
乾
盛
世 

 

Ｂ
削
藩
：
三
藩
勢
力
大
，
康
熙
皇
帝
意
欲
削
藩
↓
三
藩
之
亂 

 

Ａ
以
漢
制
漢
：
重
用
降
將
，
剷
流
寇
及
南
明
勢
力 

２
清
代
鞏
固
統
治
： 

 
 

↓ 

吳
三
桂
引
清
兵
入
關 

↓ 

清
定
都
北
京 

 

Ｃ
順
治
：
一
六
四
四
年
，
李
自
成
攻
陷
北
京
，
明
亡 

 

 

Ｂ
皇
太
極
：
稱
帝
，
改
族
名
滿
洲
，
易
國
號
為
「
清
」 

 

Ａ
努
爾
哈
赤
：
十
七
世
紀
初
統
一
女
真
各
部
，
建
「
後
金
」 

１
從
「
後
金
」
到
「
清
」
：  

●
：
清
朝
的
崛
起 

↓
人
頭
稅
取
消
、
糧
食
作
物
種
類
增
多 

↓ 

人
口
大
幅
增
加 

３
新
作
物
大
量
種
植 

２
雍
正
：「
攤
丁
入
地
」
，
無
田
產
者
可
不
交
稅 

１
康
熙
：「
盛
世
滋
生
人
丁
，
永
不
加
賦
」 

 

●
清
中
葉
人
口
增
長
的
原
因
：
人
口
增
長
相
關
因
素 

背景——帝國的困境 
 

Ｂ
太
平
天
國
：
反
映
社
會
經
濟
失
衡 

 

Ａ
人
口
增
加
快
速
、
人
地
比
例
失
衡 

２
社
會
經
濟
失
衡
： 

 

Ｂ
貪
瀆
風
氣
盛
行 

 

Ａ
康
雍
乾
盛
世
後
走
向
衰
敗 

１
政
府
失
能
： 

內憂外患 自強運動 戊戌變法 庚子新政 立憲ＶＳ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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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中葉後西方勢力再次入侵 

西方嘗試突破貿易障礙 鴉片戰爭爆發 

西方的嘗試 清廷的回應 
補充 

十三行 

導火線 

鴉片問題 

鴉片的 

負面影響 
戰爭爆發及影響 補充說明 

 
 

 
 

 

加
上
中
國
經
濟
一
向
自
給
自
足
，
不
需
要
外
國
商
品
，
所
以
採
取
閉
關
自
守
政
策
。 

●
補
充
：
傳
統
觀
念
認
為
中
國
是
天
下
的
中
心
，
其
他
文
明
不
能
與
中
國
文
明
匹
敵
，  

 

（
阻
力
）
清
廷
長
期
閉
關
自
守
，
引
起
多
次
中
、
西
衝
突
、
（
吸
力
）：
人
口
眾
多
，
龐
大
的
市
場
利
益 

４
進
入
中
國
市
場
的
吸
力
與
阻
力
：  

３
方
法
：
開
拓
海
外
貿
易
市
場
、
爭
奪
殖
民
地 

２
目
的
：
工
業
發
展
所
需
礦
產
（
煤
、
鐵
）、
原
料
（
橡
膠
） 

１
時
間
：
十
八
世
紀
、
轉
捩
點
：
工
業
革
命 

 
 

↓
要
求
加
開
通
商
口
岸 

↓ 

皆
被
拒
絕 

 

Ｂ
一
八
一
六
年
：
阿
美
士
德
，
拒
絕
行
禮
↓
未
獲
嘉
慶
覲
見 

 

Ａ
一
七
九
三
年
：
馬
戛
爾
尼
，
行
禮
但
不
叩
頭
↓
乾
隆
拒
絕
通
商
要
求 

３
互
動
：
英
國
的
目
的
是
為
本
國
工
業
產
品
找
到
市
場 

↓
兩
度
派
遣
使
節
來
華 

２
政
策
：
授
權
「
十
三
行
」
商
號
處
理
對
外
貿
易
事
宜 

↓ 

英
國
不
滿 

１
一
七
五
七
年
，
清
廷
限
定
廣
州
一
口
通
商
（
目
的
：
為
控
管
來
華
貿
易
的
外
國
商
人
）  

 
 

行
動
，
外
商
不
能
任
意
出
入
、
不
得
直
接
與
官
員
交
涉
、
不
能
購
買
中
國
書
籍
或
學
習
中
國
語
文
等
。 

２
功
能
：
經
濟
上
獨
占
與
外
商
交
易
，
進
出
口
貨
物
皆
由
其
承
銷
與
定
價
，
並
負
責
照
料
約
束
外
商
居
住 

 
 

明
末
則
下
降
到
十
三
行
，
因
而
得
名
。
清
代
沿
用
此
名
稱
，
但
行
商
不
只
十
三
家
，
為
行
商
的
統
稱
。 

１
名
稱
由
來
：
明
代
在
廣
州
設
有
行
商
，
作
為
對
外
貿
易
的
代
理
，
最
多
時
有
三
十
六
行
， 

 
 

如
長
期
使
用
不
僅
難
以
戒
斷
，
還
將
造
成
呼
吸
困
難
、
急
性
中
毒
等
現
象
，
嚴
重
者
會
致
人
死
亡
。 

●
鴉
片
是
由
罌
粟
果
實
的
汁
液
所
製
成
的
麻
醉
劑
，
起
初
傳
入
中
國
作
為
寧
神
鎮
痛
劑
使
用
，  

２
英
國
在
印
度
種
植
鴉
片 

↓ 

傾
銷
至
中
國 

↓
鴉
片
進
口
逐
年
增
加 

 

↓
中
國
對
西
方
商
品
需
求
少
，
產
生
巨
大
貿
易
逆
差 

１
西
方
對
中
國
商
品
，
如
茶
葉
、
絲
綢
、
瓷
器
等
興
趣
濃
厚 

 

↓
清
廷
禁
止
鴉
片
進
口 

↓ 

英
國
非
法
走
私
、
銷
售
鴉
片 

 
 

 

需
要
付
出
比
以
前
更
大
量
的
農
產
品
，
負
擔
更
為
沉
重
。 

 
 

造
成
白
銀
大
量
外
流
、
銀
價
飛
漲
，
而
田
賦
以
白
銀
換
算
，
意
味
農
民
要
換
取
一
兩
白
銀
，  

●
一
八
五
○
年
代
時
，
中
國
約
有
百
分
之
十
的
人
口
染
上
鴉
片
煙
癮
。
此
外
，
中
國
人
以
白
銀
購
買
鴉
片
，  

危
害
國
民
健
康
、
傷
害
人
民
財
產
與
國
家
經
濟 

 

Ｄ
割
讓
香
港 

 
 

 
 

 
 

Ｅ
兩
國
官
方
平
等
交
往 

 

Ｆ
秉
公
議
定
稅
則 

 

 

Ａ
賠
款
兩
千
一
百
萬
銀
元 

 

Ｂ
廢
除
公
行
壟
斷
貿
易 

 

Ｃ
開
放
五
口
通
商 

↓
在
後
續
的
《
虎
門
條
約
》
加
上
領
事
裁
判
權
、
片
面
最
惠
國
待
遇
、
協
定
關
稅 

３
一
八
四
二
年
，
簽
訂
《
南
京
條
約
》
↓
為
清
廷
對
外
簽
訂
的
第
一
個
不
平
等
條
約 

２
一
八
四
○
年
（
道
光
二
十
年
）
英
方
以
商
務
糾
紛
為
由
，
對
清
廷
開
戰
，
清
廷
兵
敗 

 

↓
英
國
要
求
賠
償
，
林
則
徐
拒
絕 

↓
成
為
開
戰
理
由 

１
一
八
三
九
年
（
道
光
十
九
年
）
林
則
徐
赴
廣
州
禁
菸
，
銷
毀
兩
萬
多
箱
鴉
片 

１領事裁判權：侵害中國主權 
  外國人在中國犯罪，由外國處理 

２片面最惠國待遇：侵害中國主權 

  中國給予其他國家的特權，可比照擁有   

３協定關稅：貨物進口稅由外國協商訂定 

 →國內產業面臨外商低價傾銷，無力對抗。     

  中國無法實行保護性關稅，衝擊中國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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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中葉後西方勢力再次入侵 
晚清的圖強運動 

兩次英法聯軍 

第一次：咸豐七〜八年 

（1857〜1858 年） 
開港通商圖 

第二次：咸豐十年 

(1860 年) 

師夷長技 

以制夷 
自強運動的展開 

↓
後
又
簽
訂
《
通
商
稅
則
善
後
條
約
》
，
鴉
片
貿
易
合
法
化 

 

Ｆ
外
人
得
入
內
地
傳
教
遊
歷
：
傳
教
士
能
深
入
內
地
傳
教
，
外
國
對
中
國
的
影
響
地
域
將
更
廣
大
。 

 

Ａ
賠
款 

 

Ｂ
公
使
駐
京 

 

Ｃ
增
開
十
口
通
商 

 

Ｄ
開
放
內
河
航
行
權 

 

Ｅ
確
定
領
事
裁
判
權 

３
結
果
：
與
英
法
美
俄
簽
訂
《
天
津
條
約
》 

２
經
過
：
英
法
挑
起
事
端
，
派
兵
來
華 

↓ 

美
俄
支
持
英
法 

 

（
例
如
：
未
能
全
面
開
放
通
商
、
公
使
不
能
駐
京
、
鴉
片
貿
易
尚
未
合
法
化
） 

１
起
因
：
屢
次
要
求
修
約
皆
被
拒 

 

 

Ａ
賠
款 

 

Ｂ
開
天
津
為
商
埠 

 

Ｃ
割
九
龍
司
給
英
國 

 
Ｄ
准
許
外
國
教
士
購
置
地
產 

３
結
果
：
簽
訂
《
北
京
條
約
》 

２
經
過
：
攻
陷
天
津
，
咸
豐
逃
往
熱
河 

↓ 

攻
入
北
京
，
焚
毀
圓
明
園 

１
起
因
：
一
八
五
九
年
的
換
約
衝
突 

 
 

 
 

著
重
西
洋
的
船
堅
砲
利
與
實
用
工
藝 

 

主
張
：「
師
夷
長
技
以
制
夷
」
↓
代
表
中
國
人
對
於
西
洋
文
明
最
早
的
看
法 

２
魏
源
：
編
海
國
圖
志 

 

作
法
：
翻
譯
澳
門
、
新
加
坡
和
印
度
的
報
紙
↓
收
集
西
洋
歷
史
、
地
理
、
政
治
、
法
律
的
情
報 

１
林
則
徐
：
第
一
位
倡
導
借
鑑
西
方
思
想
、
經
驗
的
中
國
人 

 
 

 
 

 
 

許
多
人
回
國
後
參
與
礦
業
、
鐵
路
、
電
報
等
新
興
產
業
，
貢
獻
良
多
。 

 
 

（
３
）
派
遣
留
學
生
：
同
治
、
光
緒
年
間
，
派
出
留
學
生
前
往
海
外
留
學
，
學
習
各
種
知
識
，  

 
 

（
２
）
翻
譯
工
作
：
引
進
西
學
，
培
養
通
曉
西
學
人
才 

 

 
 

（
１
）
新
式
學
堂
：
教
授
各
國
語
言
、
國
際
法
、
算
學
、
科
學
知
識 

 

Ｃ
引
進
西
學
： 

 
 

 
 

 

（
工
業
）
開
平
煤
礦
、
漢
陽
鐵
廠
、
湖
北
織
布
局 

 
 

 
 

 

（
交
通
）
輪
船
招
商
局
、
建
設
鐵
路
、
電
報
局
、 

 
 

（
３
）
各
種
實
業
：
滿
足
軍
事
工
業
對
燃
料
和
材
料
的
需
求
；
增
加
國
家
收
入 

 
 

（
２
）
北
洋
水
師
：
李
鴻
章
建
立
，
打
造
近
代
化
的
海
上
武
力 

 
 

（
１
）
軍
事
工
業
：
機
器
製
造
局
、
船
政
局
↓
生
產
洋
槍
洋
砲
與
現
代
船
艦 

 

Ｂ
著
重
軍
事
與
實
用
工
業 

 

 

Ａ
設
立
專
責
外
交
機
構
：
一
八
六
一
年
於
北
京
設
立
「
總
理
各
國
事
務
衙
門
」
↓
專
門
處
理
外
交
事
務 

５
內
容
： 

 

４
推
動
者
：
（
中
央
）
恭
親
王
奕
訢
、
軍
機
大
臣
文
祥
、
（
地
方
）
曾
國
藩
、
左
宗
棠
、
李
鴻
章 

３
宗
旨
：
以
學
習
西
洋
器
物
技
藝
為
主 

２
開
始
時
間
：
一
八
六
一
年
（
咸
豐
十
一
年
） 

１
目
的
：
為
求
富
國
強
兵 

 



CH5 傳統與現代的交會 5-1 東亞國家對西力衝擊的回應：西方文化與勢力傳入日本                          朝淦老師親自整理講授 

首波西學引進 西方勢力強勢入侵 大政奉還 明治維新與向外擴張 

 
 

 

例
如
：
一
七
八
七
年
森
島
中
良
撰
寫
的
《
紅
毛
雜
話
》
，
記
錄
了
許
多
西
方
新
科
技 

 

Ｂ
日
荷
交
流
： 

透
過
學
習
荷
蘭
文
，
吸
收
西
方
知
識 

↓ 

形
成
蘭
學 

 
 

 

中
國
對
日
本
主
要
輸
出
絲
綢
、
藥
材
、
砂
糖
等
，
以
換
取
日
本
的
金
、
銀
、
銅
等
貴
重
金
屬
。 

 

Ａ
中
日
交
流
：
近
代
以
前
，
中
、
日
貿
易
往
來
與
文
化
交
流
頻
繁
。
日
本
實
施
鎖
國
政
策
後
，
雙
方
往
來
不
斷
，  

４
鎖
國
政
策
下
的
例
外
：
允
許
中
國
、
荷
蘭
商
船
赴
日
本
長
崎
貿
易 

 
 

 

而
天
主
教
信
仰
上
帝
，
提
倡
「
上
帝
之
前
人
人
平
等
」
，
衝
擊
專
制
政
體
。 

●
禁
天
主
教
的
原
因
：
幕
府
唯
恐
天
主
教
勢
力
過
盛
，
威
脅
統
治
權
，  

３
鎖
國
政
策
：
一
六
三
三
到
一
八
五
四
年
（
原
因
：
控
制
商
貿
、
維
持
社
會
秩
序
、
禁
止
天
主
教
傳
播
） 

２
目
的
：
傳
教
與
貿
易 

１
十
六
世
紀
中
葉
後
，
葡
萄
牙
、
荷
蘭
等
國
相
繼
來
到
日
本 

 
 

 
 

 

口
岸
自
由
貿
易
、
劃
區
居
留
；
日
本
還
喪
失
了
領
事
裁
判
權
、
關
稅
自
主
權
，
主
權
受
到
嚴
重
損
害
。 

 

●
補
充
：
日
本
分
別
與
美
、
荷
、
俄
、
英
、
法
簽
訂
通
商
條
約
，
除
了
開
放
更
多
港
口
外
，
外
國
人
也
可
在 

 

Ｄ
一
八
五
八
年
後
各
國
紛
紛
要
求
日
本
與
其
簽
訂
條
約 

 

Ｃ
雙
方
互
設
使
節
、
給
予
最
惠
國
待
遇 

 

Ｂ
隔
年
（
一
八
五
四
年
）
日
本
解
除
鎖
國
，
簽
訂
《
日
美
親
善
條
約
》
（
又
稱
《
神
奈
川
條
約
》
） 

 
 

 
 

 
 

 
 

 
 

 

培
里
登
陸
，
致
交
美
國
總
統
國
書
，
要
求
日
本
解
除
鎖
國
。 

●
補
充
：
黑
傳
來
襲│

│

培
里
的
船
艦
因
為
表
面
上
塗
有
防
止
生
鏽
的
黑
色
柏
油
，
因
此
被
日
本
人
稱
為
「
黑
船
」
。 

 

Ａ
一
八
五
三
年
培
里
率
艦
要
求
日
本
開
放
門
戶 

２
開
放
門
戶
： 

 

Ｂ
美
國
決
定
以
武
力
迫
使
日
本
開
放 

 

Ａ
十
九
世
紀
初
西
方
國
家
船
隻
希
望
能
在
日
本
港
口
補
給
維
修 

↓ 

日
本
鎖
國
政
策
無
法
進
入 

１
起
因
： 

↓
一
八
六
七
年
大
政
奉
還 

 

Ｂ
坂
本
龍
馬
「
尊
王
攘
夷
」 

↓ 

展
開
反
幕
運
動 

 

Ａ
與
西
方
交
涉
過
的
地
方
諸
侯 

＋ 

接
觸
過
西
方
科
學
技
術
的
武
士 

２
大
政
奉
還 

 

Ｂ
英
國
廉
價
紡
織
品
湧
入 

 

Ａ
開
放
通
商
口
岸
後
，
外
商
大
量
收
購
黃
金 

１
貨
幣
貶
值
、
物
價
暴
漲 

 
 

（
３
）
結
果
：
日
本
主
張
領
有
琉
球
，
後
於
一
八
七
九
年
併
吞
琉
球
，
設
置
沖
繩
縣 

 
 

（
２
）
藉
口
：
一
八
七
一
年
牡
丹
社
事
件
（
清
廷
忙
於
新
疆
回
變
，
給
予
日
本
可
趁
之
機
）
↓
海
防
Ｖ
Ｓ
塞
防 

 
 

（
１
）
背
景
：
十
七
世
紀
，
琉
球
同
時
向
清
帝
國
和
日
本
藩
主
朝
貢 

 
Ｄ
併
吞
琉
球
：  

 
 

西
方
帝
國
主
義
模
式
：
向
外
侵
略 

↓ 

占
領
與
剝
削
殖
民
地
，
以
獲
得
資
源
，
進
行
工
業
化 

 

Ｃ
影
響
：
複
製
西
方
的
帝
國
主
義 

 

Ｂ
問
題
：
原
料
與
市
場
的
需
求
大 

 

Ａ
背
景
：
日
本
的
現
代
化
、
工
業
化
過
程 

２
複
製
西
方
帝
國
主
義
：
併
吞
琉
球 

 

↓
讓
日
本
的
產
業
有
機
會
發
展 

↓
自
甲
午
戰
爭
、
八
國
聯
軍
獲
得
大
筆
賠
款 

↓
供
應
日
本
後
續
工
業
化
費
用 

 

 
 

從
農
業
上
籌
措
工
業
化
資
金 

↓
政
府
建
立
金
融
機
構
、
軍
工
業
、
重
工
業 

↓
阻
絕
外
國
資
本
的
投
資 

 

Ｂ
造
成
農
民
生
活
困
苦
： 

 
 

一
八
八
九
年
二
月
「
頒
布
《
大
日
本
帝
國
憲
法
》」
：
天
皇
擁
有
軍
事
外
交
大
權
、
召
開
和
解
散
國
會
之
權 

 
 

一
八
八
二
年
十
月
「
成
立
日
本
銀
行
」：
新
式
的
國
家
中
央
銀
行 

 
 

 
 

 
 

 
 

 
 

 

廢
除
舊
曆
，
改
西
式
太
陽
曆
（
一
週
七
天
、
一
天
２
４
小
時
，
並
納
入
星
期
日
休
息
制
） 

 
 

一
八
七
三
年
一
月
「
正
式
實
施
西
曆
」：  

 
 

 
 

 
 

 

九
月
「
斷
髮
令
」：
散
髮
成
為
新
思
想
的
象
徵
、
洋
服
成
為
正
式
服
裝 

 
 

 
 

 
 

 

八
月
「
廢
藩
置
縣
」
：
廢
除
藩
主
，
重
新
規
劃
全
國
行
政
區
（
三
府
七
十
二
縣
） 

 
 

一
八
七
一
年
六
月
「
統
一
貨
幣
」
：
正
式
將
貨
幣
單
位
改
換
為
「
円
」 

 
 

一
八
六
九
年
七
月
「
版
籍
奉
還
」
：
各
地
藩
主
將
領
地
的
管
理
權
（
土
地
「
版
」
圖
、
戶
「
籍
」）
交
還
天
皇 

 

Ａ
一
八
六
九
年
平
息
幕
府
舊
勢
力
後
，
頒
布
一
系
列
改
革
：
（
目
標
：
行
中
央
集
權
） 

１
政
治
、
經
濟
變
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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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
充
：《
馬
關
條
約
》
簽
訂
後
，
俄
、
德
、
法
三
國
干
涉
還
遼
↓
日
本
政
府
同
意
清
廷
以
三
千
萬
兩
贖
回
遼
東
半
島
。 

 

Ｃ
允
許
日
人
在
口
岸
設
置
工
廠 

 

Ｄ
賠
款
二
億
兩 

 

Ａ
清
帝
國
勢
力
退
出
朝
鮮
半
島 

 

Ｂ
清
廷
割
讓
臺
灣
、
澎
湖
、
遼
東
半
島 

３
《
馬
關
條
約
》
內
容
： 

 

一
八
九
五
年
（
光
緒
二
十
一
年
）：
日
陸
軍
占
領
朝
鮮
半
島
全
境
，
簽
訂
《
馬
關
條
約
》 

 
 

 

朝
鮮
內
亂
，
清
日
派
兵
進
駐
形
成
對
峙 

↓ 

九
月
，
黃
海
海
戰
爆
發
，
日
本
重
創
北
洋
艦
隊 

 

一
八
九
四
年
（
光
緒
二
十
年
）
： 

 

一
八
八
四
年
（
光
緒
十
年
）
：
朝
鮮
親
日
派
政
變 

↓ 

清
日
約
定
將
來
共
同
出
兵 

２
戰
爭
經
過
： 

 

１
背
景
：
朝
鮮
是
清
帝
國
的
藩
屬
國 

 

Ｃ
權
責
不
明
確 

 

Ｄ
領
導
層
腐
化 

 

Ａ
難
動
員
人
民 

 

Ｂ
指
揮
不
統
一 

２
失
敗
原
因
：
中
國
未
發
展
出
現
代
國
家
體
制 

１
象
徵
：
清
帝
國
藉
自
強
運
動
追
求
現
代
化
↓
失
敗 

３
日
本
：
積
極
向
外
擴
張
，
進
一
步
邁
向
帝
國
主
義 

 

Ｃ
結
果
：
暫
時
免
除
中
國
遭
瓜
分
之
禍 

 

Ｂ
目
的
：
避
免
列
強
衝
突 

 

Ａ
時
間
：
一
八
九
九
、
一
九
○
○
年 

２
美
國
提
出
門
戶
開
放
： 

 

Ｄ
法
國
租
借 

↓ 

廣
州
灣 

 

Ｃ
英
國
租
借 

↓ 

北
方
的
威
海
衛
與
南
方
的
新
界 

 

Ｂ
俄
國
實
質
殖
民 

↓ 

遼
東
半
島 

 

Ａ
德
國
以
干
涉
還
遼
有
功
為
由 

↓ 

租
借
膠
州
灣
與
青
島 

１
列
強
開
始
在
中
國
爭
奪
勢
力
範
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