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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民初政治 

前言：民國成立不久，先後出現袁世凱統治、軍閥割據兩個階段，合計 17

年，共同特徵是軍人掌權，都未能貫徹民主共和的立國理想 

一、袁世凱時期 

  1.時間：民國元年～民國 5 年 

  2.袁世凱崛起的背景 

   (1)袁世凱的經歷：駐韓商務委員、天津小站練兵、山東巡撫、直隸總督、 

     內閣總理 

   (2)清末國勢不振，出現軍隊私有化的傾向，袁世凱藉由編練新式軍隊而 

     崛起 

  3.結束清帝國 

   (1)民國成立後，袁世凱逼使宣統皇帝溥儀退位 

     辛亥革命爆發，清廷起用袁世凱組閣掌權，要袁南下鎮壓革命 

     但袁見清朝大勢已去，已無效忠清廷之意，一方面派北洋軍攻占武 

       昌附近的漢陽，迫使南京臨時政府停戰議和。結果孫中山同意將臨 

       時大總統之位讓與袁世凱，袁世凱便藉革命軍逼迫清帝溥儀退位 

     末代皇帝溥儀於民國元年 2 月宣布退位，結束清朝 268 年的統治， 

       也結束自秦始皇建立帝國以來，二千多年的專制政體 

   (2)臨時政府依約定，推選他為第二任臨時大總統 

  4.制衡機制：制定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採內閣制，防止袁世凱專權 

   (1)臨時政府的最高立法機關臨時參議院，制訂內閣制的中華民國臨時約 

     法後，孫中山便依約讓位，附帶要求袁世凱遵守約法，並在南京就職 

     ※內閣制：大總統為虛位元首，以國務總理負責實際政務 

   (2)袁世凱卻藉口北京兵變，欲在北京就職，臨時政府首都因而北遷北京    

  5.政黨政治 

   (1)民初誕生許多政黨，政黨政治蓬勃興起 

     民國元年，同盟會聯合其他黨派，合組為國民黨，主張實行政黨政  

       治，約束總統權限，實踐內閣制理想 

     民國 2 年，宋教仁主導的國民黨贏得國會大選 

   (2)袁世凱對民主政治缺乏信心，與國會最大政黨國民黨爆發多次衝突       

     派人暗殺主張政黨政治的國民黨負責人宋教仁(民 2 年 3.20) 

     未經國會同意，擅自向外國銀行團借款(善後大借款) (民 2 年 4 月) 

     罷免三位國民黨籍的都督(江西李烈鈞、廣東胡漢民、安徽柏文蔚) 

   (3)引發國民黨發動「二次革命」討袁(民 2 年 7〜9 月)，失敗，孫中山 

     敗走日本，將國民黨改組為中華革命黨，繼續武力反袁 

     江西、江蘇、安徽、上海、廣東、福建、湖南、四川等地脫離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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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布獨立 

     在革命黨人的定義中，「一次革命」是推翻清政府，而想要推翻袁世 

       凱政府的革命，當然稱為「二次革命」 

  6.袁世凱獨裁 

   (1)平定「二次革命」後，逼迫國會選舉他為(第一任)正式大總統 

   (2)最後解散國會，廢止《臨時約法》，由總統獨攬大權 

  7.洪憲帝制：袁世凱稱帝 

   (1)背景：袁世凱缺少維護共和體制的信念 

   (2)過程： 

     袁世凱積極營造恢復帝制的輿論，順勢接受擁戴 

     宣布民國 5 年改為洪憲元年(洪憲為年號)，改國號為中華帝國 

   (3)結局： 

     受到國內外的反對，各方起兵聲討，袁世凱未獲列強和親信將領的 

       支持 

     最終袁世凱於同年 3 月 22 日宣布撤銷帝制，共稱帝 83 天，不久(同 

       年 6 月 6 日)憂憤病死，共和國體則再度恢復 

  ※袁世凱走向帝制的三部曲 

步驟 第一部曲 第二部曲 第三部曲 

目標 謀求為正式總統 謀求為終身總統 謀求稱帝 

 

 

 

行動 

 

 

 

二次革命後，以

公民團脅迫國會

選他為「中華民

國（第一任） 

正式大總統」 

(民國 2 年 10 月) 

 

(1)解散國會 

  (民國 3 年 1.10) 

(2)另成立參政院制

定「新約法」，造出

「超級總統制」，總

統不必向國會負責

(民國 3 年 5 月) 

(3)造出一個擁有絕 

 對權力的超級總統  

 (民國 3 年 12 月)  

(1)於民國 4年 5月 9日承

認日本提出奪占中國山

東權益的「二十一條要

求」，稱為「五九國恥」 

(2)以楊度為首的「六君

子」組成籌安會，勸進

鼓吹帝制 

(3)演出「國體投票」，由

參政院推戴袁為「中華

帝國皇帝」 

二、軍閥割據時期 

  1.時間：民國 5 年袁世凱死後到民國 17 年北伐統一 

  2.背景：袁世凱死後，其部屬與各地軍閥割據一方，互爭地盤，形成軍

閥統治的局面 

  3.軍閥派系：  

 派別 北洋軍閥 南方軍閥 

勢力範圍 北方 粵、桂、滇、黔四省 

派系 皖系(安徽)段祺瑞 滇系(雲南)唐繼堯 



3 

 

直系(河北)馮國璋、曹錕、吳佩孚

奉系(東北)張作霖  

桂系(廣西)陸榮廷 

特色 操縱北京中央政府，輪流執政 從屬地位，共謀瓜分地盤 

  4.影響 

   (1)軍閥依附列強，積極擴充軍備，常以武力解決政治糾紛，造成各地戰

禍不斷 

   (2)實力較強的軍閥派系以奪取象徵中央的北京政府為目標，爭戰不休，

因此政局頗不穩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