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3 甲午戰爭後的變革 

一、甲午戰爭 

 

 

背景 明治維新後，日本積極對外擴張，派兵侵犯臺灣、併吞琉球，並企圖控制朝鮮 

發展 1894 年，中日因朝鮮問題爆發戰爭，史稱【1甲午戰爭 】 

結果 中國戰敗，與日本簽訂【2馬關條約 】，割讓臺灣、澎湖 

 

二、戊戌變法 

 

 

背景 
1. 甲午戰爭失敗，證明模仿西方器物不足以救亡圖存 

2. 改革派人士，謀求政治、教育等制度層面上的革新 

發展 1898 年，光緒皇帝起用康有為、梁啟超等人，下詔變法維新，史稱【3戊戌變法 】 

結果 
1. 慈禧太后擔心權力被架空，與守舊派人士發動戊戌政變，廢止革新措施 

2. 此次變法前後僅 103 天，又稱為【4百日維新 】 

 

三、八國聯軍 

 

背景 
英法聯軍後，外國傳教士可以進入中國內地傳教，基督教教義與中國傳統文化

產生衝突 

發展 

1. 1900 年，義和團進入北京，打著扶清滅洋的口號，燒毀教堂、迫害外國人與

教民 

2. 各國組成【5八國聯軍 】，攻入北京保護其人民 

結果 1901 年，清帝國簽訂《【6辛丑和約 】》，付出鉅額賠款 

 

四、庚子後新政 

 

背景 八國聯軍後，慈禧太后為挽回人心，開始推行改革 

措施 主要有【7編練新軍 】、【8廢除科舉 】、推廣新式教育 

 

五、立憲運動 

 

背景 
1. 1904 年，日俄兩國因爭奪中國東北的權益，爆發日俄戰爭 

2. 朝野人士認為日本因實施【9君主立憲 】體制而戰勝，要求立憲 

發展 

1. 1905 年，為了緩和輿論壓力，清廷下詔【10預備立憲 】 

2. 1911 年成立責任內閣，內閣成員多為滿族權貴，被譏為【11皇族內閣 】，令 

立憲派人士失望 



影響 立憲派人士轉而【12支持革命 】，加速清帝國的滅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