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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識史實而不識考試技巧 = 得物無所用 

 

 

 

 

 

 

 

 

 

 

 

 

K.W.HO – 歷史集 

日本 Japan 

 



時間勝於金錢，小課就有專人教授，事半功倍， 
無課就以肝代課，事倍功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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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顛覆所有 
只回覆補習學生有關課堂/筆記問題 

 

史實部分，同學可以登入英皇教育網站， 

觀看網上補課之講解。 

 

30-60分鐘時間， 

我會同你 KO每個課題所需之史實認知， 

掌握清楚歷史脈絡， 

洞悉考試重點﹗ 

 

網上補課登入步驟： 

 

   

1. 登入 www.kge.hk -> 名師補習 -> 名
師介紹及章程 -> 歷史 -> K.W.Ho 

 
2. 於 “學生服務” 填上 
 學生編號 (收據上的學生編號) 
 您的入學登記手機號碼(2020年 8
月 31日或之前入學之同學，預設
密碼為身份證號碼中的 6個數目
字[括號除外]) 

 
3. 收看課堂教材： 
按入 “Online Lesson” 再點選所報讀的
課程教材收看便可 

 
4. 下載電子版筆記 
按入 “下載筆記” 同學請自行安排筆
記上堂 

 



 

 

革命．顛覆所有 

有幾千頁 Unbeatable Notes， 

點解仲需要補習？  
 

1. 時間較金錢重要 

每人的溫習時間均十分有限，但 KW Unbeatable Notes 多達數千頁，假

設熟讀及領悟一頁的平均時間為 1 小時，要完整讀畢 KW Unbeatable 

Notes 就需要數千小時。在缺乏 KW 的課堂指導下，除非你本身已經是

「人才」，甚至乎是「天才」的級別，否則要在投入少於一千小時的情

況底下掌握 KW Unbeatable Notes 是過於天真的想法。 

 

只需「小課」(每堂$75 的超平價錢)，就可以為你節省大量溫習時間，

教你每個課題的重點及如何應考歷史科。經濟條件較差的同學亦可以選

擇「無課爆肝」，以肝代課，投入更多時間、心機去研習 KW Unbeatable 

Notes。 

 

2. 水漲船高的原理 

我希望利用我的思維去提升大部分學生的能力，但我無意也不可能提高

大部分學生的成績。因為考試制度是汰弱留強，等級是採取拉 curve 形

式而得出，而非固定分數就獲得固定等級。換言之，每個等級的人數比

例是可預期的，不同年份間的比例不會因學生能力變化而一下子出現懸

殊的差距，例如歷史科每年 Level 5+的比例是約 15%，一般不會有個別

年份的 Level 5+比例跳升至 30%或縮減至 5%。 

 

在 KW Unbeatable Notes 大規模流傳的情況底下，最先被淘汰的就是

使用傳統非考試主導的教科書之學生，接著就是使用 KW Unbeatable 

Notes 的學生的競賽。因此，競爭一直都存在，想要突圍而出，就需要

更加深入理解筆記內容及技巧，故補習的需求一直都存在。 

  



 

 

革命．顛覆所有 

3. 避免走錯路 

KW Unbeatable Notes 是 KW 補習課程的筆記，筆記設計是讓學生上堂

的時候使用，因此有部分內容是預設為錯誤處或 tricky 位，在課堂上

更正及教授。因此，若同學單單溫習筆記而缺乏課堂指導，中伏者自行

負責。 

 

4. 針對每年考試再作更新 

免費的 Unbeatable Notes 是不同課題的課文筆記及包含大量範文，此

部分每年變化均不大，由 KW 在 2015 年加盟英皇教育後，課題筆記的主

體部分均沒有太大改變。但是，如果再想進一步針對最新年度的考試，

可以考慮報讀 Super Advanced Course，會有每年的專題更新課程及奪

星課程，令同學能夠掌握最新考試資訊。 

 

 

K.W 的忠告： 
用 KW Unbeatable Notes 就不要補其他歷史科補習導師，補其他導師就不

必使用 KW Unbeatable Notes。 

單單是 KW Unbeatable Notes 就已經多達數千頁，完完全全足夠應考 DSE

歷史科，甚至成為 5**中的最強存在。KW Unbeatable Notes 的內容及用

法是完全配合 KW 的答題思維及技巧，獨樹一幟，與其他補習導師有著許多

的差異，甚至乎是矛盾。除非願意以 3年時間只讀一科，並且自身有著極

高的理解及領悟能力，目標是成為「神」的存在。否則要在 1-2 年內熟讀

及領悟 KW Unbeatable Notes，並且揉合、平衡其他導師的思維與技巧的

差異，是不切實際、不必要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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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的背景與發展 – 主要例子 

 

1. 英日同盟 Anglo-Japanese Alliance (1902年) 

A. 英日同盟的簽署背景及原因： 
由於甲午戰爭 Sino-Japanese War (1894-95)後，日本於中國東北的利益大大增加。
同時，俄國也於八國聯軍 Eight-power Allied Forces (1900)後佔領了中國東北，拒
不撤軍，故兩國於中國東北的競爭便導致雙方矛盾日深。然而，日、俄的不和卻

成為英、日結盟的契機，因民主的英國與專制的俄國向來不和，其深恐俄國於近

東及遠東的擴張。因此，於英國及日本的共同利益考慮底下，於 1902年 1月 30
日結成英日同盟，旨在保護兩國在中國及朝鮮 Korea的利益。 

 
B. 英日同盟的條約內容： 
 規定英國或日本受簽署國以外一個國家攻擊時，盟國需要保持中立； 
 規定英國或日本受兩個國家或以上攻擊時，盟國則需要提供援助。 

 
C. 英日同盟的意義： 
 英日同盟標誌了英國結束「光榮孤立」splendid isolation政策，於外交上尋
求合作，以制衡德、俄等國的殖民地擴張。 

 日本成為近代首個亞洲國家於平等的基礎上與西方國家結成同盟，此同盟大

大提高了日本的國際地位，日本由亞洲強國正式升格為世界強國。 

 
 
 
 
 
 
 
 
 
 
 
 
 
 
 
 



 

©K.W.HO – Regular Course史實補課                                                 4 

只識史實而不識考試技巧 = 得物無所用 

2. 日俄戰爭 Russian-Japanese War (1904-05年) 

A. 日俄戰爭的爆發背景及原因： 
由於日本及俄國均有意於中國東北地區進行擴張，加上甲午戰爭後，日本原本可

以獲得《馬關條約》Treaty of Shimonoseki中的東北三省，但基於俄國聯合法國
及德國迫日還遼，使日本失去戰勝所得的大部分利益。另一方面，俄國於八國聯

軍(1900)後以保護東北地區的僑民為由，拒不撤軍，使日本與俄國的矛盾日益加
深。最終，日本於 1904年 2月戰艦偷襲俄國於旅順 Lushun及大連 Dalian的軍隊，
觸發日俄戰爭。 

 
B. 日俄戰爭的發展： 
 戰事持續達 1 年半，俄國最終敗陣，於 1905年 9 月簽訂《樸茨矛斯條約》

Treaty of Portsmouth。 
 條約規定俄國承認日本於朝鮮的利益；俄國需要將大部分於中國東北的利益

轉讓於日本。 

 
C. 日俄戰爭的意義： 
 日本不但於 1894-5年的甲午戰爭中擊敗傳統亞洲強國中國，更於 1904-5年
日俄戰爭中打敗歐洲勁旅俄國，使日本的國際地位大為提昇，晉身成世界強

國。 
 印證日本軍事現代化的成功，擁有平內抵外，並且能夠對外擴張，打敗其他

強國的實力。 
 日本於中國東北的利益大大增加，經濟亦因而大大得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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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取消軍部大臣現役武官制 Abolishment of Military Ministers to be 

Active-Duty Officers Law (1913年) 

A. 取消軍部大臣現役武官制的背景及原因： 
軍部大臣現役武官制於 1900年確立，規定內閣的海、陸軍大臣的職位必需由現
役大將或中將出任，若然軍部拒絕派人出任，內閣則不能成立。 

 
然而，於 1913 年時，日本出現第一次護憲運動 First Constitution Protection 
Movement (或稱「大正政變 Taisho Crisis」)，政友會及日本的知識分子不滿日本
政治被以薩摩 Satsuma及長州 Chōshū的元老 Genro壟斷，因此要求當時的由元
老指名擔任首相的桂太郎 Katsura Taro辭職。在此情況下，桂太郎要求大正天皇
頒發詔書，鎮壓反對勢力，但卻惹起了公眾的強烈不滿，群眾發起示威，更演變

成暴動，包圍國會。最終，桂太郎宣佈辭職。 

 
鑑於桂太郎之前的首相西園寺公望 Saionji Kinmochi 是被軍部大臣現役武官制迫
辭的，因此新上台的首相山本權兵衛 Yamamoto Gonnohyoe遂於 1913年廢除軍
部大臣現役武官制。 

 
B. 取消軍部大臣現役武官制的意義： 
 軍部大臣現役武官制的取消被視為是大正期間日本走向民主的一大標誌，避

免了內閣受到軍部的箝制。 
 後來，於「二二六事件」February 26 Incident後再次恢復軍部大臣現役武官
制，象徵著內閣再次受制於軍部，軍國主義者控制日本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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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日本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 Japan’s Participation in World War I 

(1914-18年) 

A. 日本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背景：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德、奧等的同盟國與英、法、俄等的協約國爆
發戰爭。由於日本與英國於 1902年結成了英日同盟 Anglo-Japanese Alliance，加
上日本早已對德國在中國山東半島 Shandong Peninsula的勢力範圍虎視眈眈，因
此日本藉與英國為同盟為由，於 1914年 8月 23日向德國宣戰，並於同年 11月
攻佔了青島 Qingdao。 

 
B. 日本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意義： 
 日本的參戰使其可獲得德國在東北的權益。於《凡爾賽條約》Treaty of 

Versailles中，德國需要交出所有殖民地，其中的中國山東利益就交予了給日
本。 

 由於歐、美列強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無瑕干涉遠東事務，因此日本乘機擴大

其於遠東的利益，如於 1915年迫使中國簽訂《廿一條》Twenty-one Demands，
擴大在中國的權益。 

 「戰爭景氣 The war atmosphere」帶動了日本的經濟發展，因日本於大戰時
獨佔了中國的利益，加上西方列強於戰時向日本購買軍需品，使日本經濟於

大戰時期蓬勃發展。 
 但長遠而言，由於列強於戰後重回中國市場，使日本經濟陷入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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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米騷動 Rice riots (1918年) 

A. 米騷動的發生背景及原因： 
雖然日本經濟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急速發展，但受益的以財閥及資產階級為主，而

廣大農村人口的生活仍然困苦，部分農民更因未能支付沉重的地稅而變賣農地。

同時，城市內的工人工作環境亦十分惡劣，工時長、工資低，而且缺乏社會福利

的保障，經常受到工廠的剝削。加上，由於 1917 年俄國的「十月革命 October 
Revolution」成功以低下階層打倒資本主義階級，因此亦間接煽動了日本的低下
階層發起暴動。 

 
由於 1918年時的米價不斷暴漲，普遍百姓已難以承受高昂的米價。於 1918年 8
月 3日，富山縣 Toyama 300多名漁民包圍當地米店，並強迫米店以低價出售大
米，最終掀起了全國的搶米行動，參與者達 200多萬人，歷時近 2個月。 

 
B. 米騷動的意義： 
 事件反映日本社會的苦況，表面上日本的經濟十分繁榮，但大部分低下階層

的生活則苦不堪言。 
 事件導致了寺內內閣 Terauchi Cabinet的倒台，間接有助原敬成為首相。 

 
 

6. 第一位平民首相原敬 Hara Kei (1918年) 

A. 原敬的上台背景及原因： 
於 1918年，由首相寺内正毅 Terauchi領導的寺內內閣因米騷動 Rice Riots問題及
出兵西伯利亞 Siberia 而受到遭到國內嚴厲的批評，因而請辭。擁有「首相製造
者」之稱的元老山縣有朋 Yamagato Aritomo 原意推舉前首相西園寺公望 Saionji 
Kinmochi出任，但西園寺公望以病為由，轉而推薦政友會 Association of Political 
Friendship的原敬 Hara Kei。由於政友會在多個議題上均與山縣有朋達成妥協，故
在山縣有朋的支持下，原敬出任首相，並組成了以政友會成員為主的內閣。 

 
B. 原敬上台的意義： 
 原敬是日本首位政黨出身的首相，打破了過往由藩閥官僚出任首相的傳統，

標誌著日人支持政黨組閣，開啟了日本的政黨政治時期(1918-32)，也是大正
年期日本政治走向民主化及現代化的一大象徵。 

 然而，由政黨組成的內閣在日本政治上並不穩固，於 1918-32年間，就更替
了多達 1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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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巴黎和會 Paris Peace Conference (1919年) 

A. 巴黎和會的召開背景及原因： 
隨著 1918年 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束，列強開始商討有關於戰後的安排及對
戰敗國的懲罰條約。為此，各國於 1919年 1月在巴黎凡爾賽宮 Palace Versailles
召開了巴黎和會 Paris Peace Conference。 

 
B. 巴黎和會對日本相關的內容： 
 《凡爾賽條約 Treaty of Versailles》規定德國需要歸還有殖民地，而中國東北
地區的勢力範圍則給予日本。 

 
C. 巴黎和會對日本的意義： 
 雖然巴黎和會對日本是有利的，因日本獲得了德國原本在中國東北的利益。

然而，由於美國恐懼日本在中國的勢力過大，因此於 1921 年召開華盛頓會
議，並間接迫使日本交出在中國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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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華盛頓會議Washington Conference (1921-22年) 

A. 華盛頓會議的召開背景及原因： 
華盛頓會議由美國召開，並於 1921年 11月舉行。美國於一次大戰後實行孤立政
策，盡量避免接觸國際事務，但由於日本於太平洋的海軍軍力急速膨脹，加上巴

黎和會對於中國東北的利益問題未有得到有效的解決，故美國倡議召開會議，

英、法、意、比、荷、葡、中、日參加。最終簽訂了《四國公約》Four-Power Treaty、
《五國公約》Five-Power Treaty及《九國公約》Nine Power Agreement。 

 
B. 《四國公約》的內容(美、英、法、日簽訂)： 
 當任何兩個簽署國於太平洋地區發生爭端時，則以全體簽署國舉行會議解

決； 
 互相尊重各簽署國於太平洋地區的利益。 

 
C. 《五國公約》的內容(美、英、法、日、意簽訂)： 
 同意十年內停止建造排水量超過 3.5萬噸的主力艦； 
 規定五國的主力艦 battleships總噸位的比例為 5(美)：5(英)：3(日)：1.75(法)：

1.75(意)； 
 航空母艦 aircraft carriers的總噸位限額為美英各 13.5萬噸、日本 8.1萬噸、
法意各 6萬噸； 

 美、英、日在太平洋地區所佔的島嶼維持現狀。 

 
D. 《九國公約》的內容(所有參與國簽訂)： 
 締約國需要尊重中國的主權獨立及領土完整； 
 維持各國在中國全境工商業機會均等的原則； 
 各國不得因私利而損害其他締約國在華的利益； 
 各國不能謀求在華的專利或優越權。 

 
E. 華盛頓會議的意義： 
 《四國公約》瓦解了英日同盟，使英日的關係日漸疏離。 
 《五國公約》只規定了五國的主力艦 Battleship 與航空母艦 Aircraft Carrier
的噸位，但對於巡洋艦 Small Cruiser以下的輔助艦及陸、空兩軍均未有規定，
故成效不大。 

 《五國公約》雖然規定了海軍主力艦的噸位比例，但卻缺乏罰則，換言之，

條約乃一紙空文。 
 《九國公約》迫使日本交出其在華的權益，令日本大為不滿。 
 整體而言，日本認為華盛頓會議是限制其於軍備上及遠東的擴張而舉行的，

令日本仇恨西方國家，有助軍國主義於日本國內的興起。 



 

©K.W.HO – Regular Course史實補課                                                 10 

只識史實而不識考試技巧 = 得物無所用 

9. 關東大地震 Great Kanto earthquake (1923年)(或稱「東京大地震」) 

A. 關東大地震的發生： 
於 1923年 9月 1日，日本關東地區發生了 7.9級的大地震，造成了超過 10萬人
的死亡及 12萬房屋倒塌，經濟損失高達 300億美元(現今市值約 10億美元)。 

 
B. 關東大地震對日本的意義： 
 日本經原本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已經陷入衰退，關東大地震造成的嚴重損失

更再一次重創日本經濟，使日本經濟於 1920年代陷入困境。 
 政黨政府未能有效解決經濟，加上往後的銀行危機 Bank Crisis (1927)及經濟
大蕭條 Great Depression (1929)令日本經濟跌入深淵，使日人更加支持軍國主
義者。 

 
 

10. 美國的《排外法案》Immigration Act(1924年) 

A. 美國《排外法案》的頒布背景及原因： 
由於大量亞洲人移民或偷渡到歐、美等國工作，剝削當地的工作機會及資源，當

時「黃禍」Yellow Peril的論調已於歐、美等地彌漫，至 1924年，美國更率先立
法禁止亞洲人移民到美國。 

 
B. 美國《排外法案》的內容： 
 禁止亞洲人入境成為公民，並且不得娶白人及不得擁有土地。 

 
C. 美國《排外法案》對日本的意義： 
 導致日人的大為不滿，認為美國的移民法是歧視日本人，增加了日人對於西

方民主國家的仇恨，更加支持軍國主義者的對外擴張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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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普通選舉法》General Election Law (1925年) 

A. 《普通選舉法》的頒布背景及原因： 
由於 1922-24 年間，元老先後推薦了海軍大將加藤友三郎 Kato Tomosaburo、山
本權兵衛 Yamamoto Gonnohyoe和清浦奎吾 Kiyoura Keigo組閣，中斷了政黨政治
的發展。因此，政黨及日本群眾不滿元老及軍方的行動，政友會 Association of 
Political Friendship 及憲政會 Kenseikai 遂發動了第二次護憲運動 Second 
Constitution Protection Movement，最終迫使了清浦內閣 Kiyoura Cabinet倒台，新
任的首相加藤高明成功令議會通過《普通選舉法 General Election Law》。 

 
B. 《普通選舉法》的內容： 
 規定 25歲或以上的男性擁有選舉權。 

 
C. 《普通選舉法》的意義： 
 日本政治走向民主化和現代化的象徵，因過往的日本選舉權是給予繳付一定

稅收的男性，但《普通選舉法》實施後，不限財產，凡 25 歲或以上的男性
均有選舉權。 

 與《普通選舉法》同時通過的還有《治安維持法》Peace Preservation Law，
將否定「君主專制政體」及「財產私有制」視為是罪行，最初目的在於打擊

共產主義，但後來則變成政府打擊反對聲音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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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銀行危機 Bank Crisis (1927年) 

A. 銀行危機的發生背景及原因： 
於 1927年，由於東京數家銀行及 30多間金融機構因發現了「不正貸款 improper 
loans」，結果導致了「信用危機」credit crisis和擠提現象 bank runs，危機席捲全
國，甚至當時受日本統治的台灣亦受到波及。 

 
B. 銀行危機的發展及結果： 
 當時的若槻內閣Wakatsuki Cabinet要求頒發緊急敕令，由日本銀行向台灣銀
行提供非常貸款，而日本政府再由國庫補貼 2億日元予日本銀行。 

 但議案交由樞密院 Privy Council審議時，軍部、政友會等均拒絕通過，並且
批評若槻內閣對華的政策過於軟弱，最終導致若槻內閣的倒台。 

 最終，新成立的田中內閣 Tanaka Cabinet及大銀行一共撥款 29億日元應付
危機，並且將所有銀行的提款暫停 3個星期，危機才得以平息。 

 
C. 銀行危機的意義： 
 危機中，多達 30家銀行休業，諸連許多工廠倒閉，工人失業，為 1920年代
日本的不景氣經濟再添陰霾，成為日後軍國主義興起的有利經濟因素。 

 事件反映憲政會 Kenseikai 與政友會 Association of Political Friendship 的爭
鬥，受到政友會的攻擊及批評，憲政會的若槻內閣被迫倒台。 

 事件後，憲政會的田中義一 Tanaka Giichi確立了政黨政府的模式，因一個政
黨政府倒台後，另一政黨便可接替組閣，成立新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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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東方會議 Far East Conference (1927年) 

A. 東方會議的召開背景及原因： 
 由於美國在中國勢力的持續增長嚴重了日本在中國的利益，原本受控於日本

的中國奉系軍閥 Fengtian clique warlord (張作霖 Zhang Zuolin)也開始傾向美
國，在這情況下，日本需要加強對於中國的控制，制定新的「滿蒙政策」

Manchuria-Mongolia Policy。 
 至 1927年 4月，極端民族主義份子田中義一 Tanaki Giichi成為首相後，田中
內閣在同年 6月於東京召開東方會議，商討對中國的侵略政策。 

 
B. 東方會議的內容： 
 會議中的《對華政策綱領》China policy program明確地指出日本需要將滿
蒙Manchuria-Mongolia將中國本土中分割出來。 

 
C. 東方會議的意義： 
 會議確立了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政策，成為日後日本侵略中國的理論根據。 
 雖然有指會議後田中義一向天皇呈上《田中奏摺》Tanaka Memorial，但經過
後來的研究，指出《田中奏摺》乃虛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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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經濟大蕭條 Great Depression (1929年) 

A. 世界經濟大蕭條的出現背景及原因：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取代英國成為全球最富裕的國家，炫耀性的消費模式成

為潮流，美國國民對於經濟發展的前景充滿信心。在此環境下，美國國民大量投

資到股票市場，甚至借貸投資，導致股市的上升與實際經濟增長脫節。 

 
1929年 10月，部分美國人開始拋棄股票以獲利，後來拋售者越來越多，令華爾
街股市急劇下挫。短短兩星期內，已有高達 300億美金於股票市場中流失，相等
於美國在一戰中的總支出。結果，股票市場的崩潰導致美國各行各業的蕭條，大

量銀行倒閉、工人失業。 

 
B. 世界經濟大蕭條造成連鎖反應的原因： 
 由於美國於一戰期間及戰後大量借貸予歐洲各國，如對德國的道茲計劃

Dawes Plan及楊格計劃 Young Plan。因此，當美國國內經濟崩潰時，美國隨
即向外國收回貸款，故造成連鎖反應，諸連多個受美國貸款的國家。 

 另外，由於經濟大蕭條出現後，各國為保護國內工業而實施貿易保護政策，

設立貿易壁壘，令貿易額進一步下降，使經濟困境雪上加霜。 

 
C. 世界經濟大蕭條對日本的影響： 
 全球性的經濟衰退使日本的出口量劇降，由 1929-31 年間總出口量下降了

50%。同時，由於工廠倒閉，引致嚴重的失業，失業人數高達 300萬人。 
 日本於 1920 年代經歷了三次嚴重的經濟危機(1923 年關東大地震 Great 

Kanto Earthquake；1927年銀行危機 Bank Crisis及 1929年經濟大蕭條 Great 
Depression)，使日人對於對外擴張的呼聲日高，令 1930 年代軍國主義者的
擴張行動及政策受到日人的支持。 

 於三次經濟危機中，政黨政府未能有效解決經濟問題，使人民對民主政府感

到失望，有助軍國主義的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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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倫敦海軍會議 London Naval Conference (1930年) 

A. 倫敦海軍會議的召開背景及原因： 
華盛頓會議只規定列強主力艦 Battleship與航空母艦 Aircraft Carrier的噸位，因此
各國希望將海軍的限制進一步擴展至巡洋艦 Cruiser 以下輔助艦的比例，故於
1930 年 1 月召開了倫敦海軍會議。雖然會議出席國有美、英、日、法、意，但
法國與意大利拒絕裁減協議，未有簽訂《倫敦海軍條約》London Naval Treaty。 

 
B. 《倫敦海軍條約》的主要內容： 
 將停止建造 3.5萬噸位以上的主力艦 Battleshi的時限延長至 1936年； 
 小型巡洋艦 Small Cruiser和驅逐艦 Destroyer比例為 10(美)：10(英)：7(日)； 
 大型巡洋艦 Large Cruiser比例為 5(美)：5(英)：3(日)； 
 附加條文：簽署國以外任何一國擴軍，簽署國也可擴展其軍備。 

 
C. 倫敦海軍會議對日本的意義： 
 儘管在經濟大蕭條後，削減海軍開支可減輕日本的軍事開支，令到日本可以

通過裁軍而實施 1.34億日元的減稅政策，但會議卻受到廣泛的不滿。 
 由於在會議前，軍部已經對倫敦會議有較高的要求，例如在大型巡洋艦的比

例中，軍部的目標是美、英、日的比例為 10：10：7。然而，內閣政府於倫
敦會議中接受 5：5：3的協議，令軍部甚為不滿，普遍日人也對會議結果不
滿，認為內閣政府扼殺了日本海軍的發展。 

 軍部及右翼組織對倫敦結果的不滿直接發涉於內閣政府中，同年，首相濱口

雄幸 Osachi Hamaguchi被右翼組織「愛國社」Aikoku-Sha的佐鄉屋留雄 Tomeo 
Sagoya襲擊而受重傷，並於次年因細菌感染而死亡。 

 日人認為倫敦會議歧視日本，希望壓抑日本海軍的擴張，使日本與西方國家

關係更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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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九一八事變 September 18 Incident (1931年) 

A. 「九一八事變」的發生背景及原因： 
由於日本的經濟問題日趨嚴重，加上於 1920 年代日本受到國際上的不公平對
待。因此，日本的軍國主義早已如熱鍋上的螞蟻，急不及待藉侵略別國，一方面

解決經濟危局，同時重振日本的大國地位。因此，在 1930年代初，日本駐中國
的關東軍已經策劃事變，藉以侵略中國。 

 
1931 年 9 月 18 日，駐東北的日軍以中國軍隊炸毀日本修築的南滿鐵路 South 
Manchuria Railway為藉口，向中國軍隊開火，最終佔領了瀋陽 Shenyang。 

 
B. 「九一八事變」的意義： 
 是次事件是日本關東軍策劃的事件，未經日本國會同意就先斬後奏，反映日

本政府的威望下降。 
 差劣的經濟環境使國內社會怨聲載道，是次由軍方發動的侵略有助吸引人民

對軍部的支持，助長軍國主義的興起。 
 是次事件拉開了日本侵華的序幕，日本及後於 1932 年發動「一二八事變

January 28 Incident」，並於 1937年藉「七七事變 July 7 Incident」全面侵略中
國。 

 「九一八事變」後，國聯經過年多的調查，證實了日本的行動屬於侵略行動，

並且譴責及經濟制裁日本，日本隨即於 1933年退出國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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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一二八事變 January 28 Incident (1932年) 

A. 「一二八事變」的發生背景及結果： 
「九一八事變 September 18 Incident」後，日本為繼續加強於中國的進一步侵略，
故於 1932年 1月 28日，以保護日本華僑為藉口，進攻上海及附近的地區。中國
軍隊奮勇抗戰，直至 5月 5日，經國聯及美國的調停下，中日雙方簽訂了《上海
停戰協定》Shanghai Ceasefire Agreement，日本答應無條件撤軍，事件才得到平
息。 

 
B. 「一二八事變」的意義： 
 「一二八事變」後，中國軍隊奮勇抗戰令日軍的進攻受挫，故日軍於中國的

軍事行動有暫時性的緩和。 
 國聯於「一二八事變」上使日本感到有一定的壓力，原因在於列強於上海擁

有龐大的利益，如英國及法國在華的資本分別有 80%及 90%在上海地區，為
保護其利益，有必要阻止日本對上海的侵略。 

 日本認為國聯有礙其侵略計劃的進行，故於 1933年退出國聯。 
 「一二八事變」使日蘇關係惡化，因於兩次事件中，蘇聯均不滿日本的侵略，

中國東北的利益衝突成為兩國關係惡化的催化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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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五一五事件May 15 Incident (1932年) 

A. 「五一五事件」的發生背景及原因： 
自 1920年代末，在中國的關東軍已經蠢蠢欲動，在中國不斷製造事端，如 1928 炸死
了中國北洋軍首領張作霖、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 September 18 Incident」及 1932年
的「一二八事變 January 28 Incident」等。然而，日本的內閣政府卻對關東軍的擅自行
動甚為不滿，因日本政府恐會受到國際壓力，以首相犬養毅 Inukai Tsuyoshi為首的派別
更反對「滿洲國」Manchukuo的成立。 

 
在此情況下，國內的少壯派軍人及軍國主義組織「血盟團」Brotherhood of Blood 
League 對日本政府的軟弱憤怒不已。於 1932 年 5 月 15 日，血盟團與少壯派軍
人發動政變，襲擊首相官邸、政友會總部及三菱銀行等地方。 

 
B. 「五一五事件」的結果： 
 事件中，首相犬養毅被殺。 
 雖然行兇者自首，但卻有 35 萬民眾以鮮血署名要求法院對行兇軍人從輕發
落，結果獲得輕判，只判監 15年。 

 事件後，由海軍大臣齋藤實 Saito Makoto繼任首相。 

 
C. 「五一五事件」的意義： 
 象徵政黨政治的結束，軍國主義者的上台，日本正式進入「黑暗的幽谷 The Dark Valley」。 
 因「五一五事件」後，海軍大臣齋藤實繼任首相，而至 1945年，首相一職
均由軍人或軍國主義者出任。 

 事件後，新成立的內閣中，15 名閣員只有 5 人是政黨出身，其他均為軍隊
高層或官僚出任，故為政黨政治劃上了句號。 

 事件反映了日人對於軍國主義者的支持，因 35 萬人以鮮血聯署要求法院對
行兇者從輕發落。 

 事件的行兇者獲得日人的支持，加上獲得輕判，間接助長了 1936年的「二
二六事件 February 26 Incident」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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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日本退出國聯 Japan’s withdrawal from League of Nations (1933年) 

A. 日本退出國聯的背景及原因： 
隨著 1931年「九一八事變 September 18 Incident」後，日本對中國開展了侵略行
動，國聯經過一年多的調查，證實日本對中國的軍事行動屬於侵略性質。因此，

國聯譴責日本，並對日本進行經濟制裁。加上，自 1932年的「五一五事變May 15 
Incident」後，軍國主義者取得政權，於此情況下，日本牽性退出國聯。 

 
B. 日本退出國聯的意義： 
 日本的侵略變得更肆無忌憚，儘管日本於 1932年的「一二八事變 January 28 

Incident」在美、英等壓力下，簽訂了《上海停戰協定》Shanghai Ceasefire 
Agreement，但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則繼續與日俱增，最終更於 1937年全面入
侵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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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二二六事件 February 26th Incident (1936年) 

A. 「二二六事件」的發生背景及原因： 
在 1930年代初，陸軍內部分裂成兩大派別，分別為支持天皇親政及改革農村的
「皇道派 Imperial Way Faction」，以及主張將日本改造成高度軍國主義國家的「統
制派 Control Faction」。由於「皇道派」希望重振皇威，整肅政治，加上當時「皇
道派」及「統制派」的矛盾日深，故「皇道派」於 1936年 2月 26日發動政變，
集中約 1,400名士兵包圍皇宮，並襲擊首相官邸、東京警視廳等地。 

 
B. 「二二六事件」的結果： 
 事件中，多名重要大臣被殺，如前首相齋藤實 Saito Makoto、大藏大臣高橋
是清 Kato Takaaki。 

 裕仁天皇 Emperor Hirohito批評此次事件為軍事叛亂，並下令叛兵投降。 
 叛變者投降，19名主謀被判死刑。 

 
C. 「二二六事件」的意義： 
 事件已反映政黨政府已無力再控制軍隊，政黨成員於內閣的勢力亦進一步下

跌，軍人幾乎完全控制了內閣，僅有 1至 2人是政黨成員。 
 事件後，日本恢復了 1913年廢除的「軍部大臣現役武官制Military Ministers 

to be Active-Duty Officers Law」，規定若然軍方拒絕出任海、陸軍大臣等職
位，內閣則無法組成。 

 由於「皇道派」被一網打盡，往後，「統制派」入主內閣，日本亦進入了軍

部獨裁統治的時代。 
 由於軍國主義者於日本政府內部已經十分鞏固，有助計劃對中國的全面入

侵，以致 1937年的「七七事變 July 7 Incident」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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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反共產國際協定》Anti-Comintern Pact (1936年) 

A. 《反共產國際協定》締結的背景： 
原本德國與日本的接觸不多，但自希特拉 Hitler 於 1933 年上台及軍國主義者於
1930 年代的日本取得優勢後，兩國有了相似的意識形態基礎，並且視共產主義
的蘇聯為一威脅。日本方面，蘇聯向來是日本在中國東北的主要競爭對手，共產

主義於中國的滋長更成為日本的憂慮。德國方面，蘇聯於 1936年與法國簽訂《互
助條約 Treaty of Mutual Assistance》，使德國恐懼一戰前的法俄同盟會死灰復燃，
故拉攏日本以箝制蘇聯。因此，兩國於 1936 年 11 月簽訂《反共產國際協定
Anti-Comintern Pact》。 

 
B. 《反共產國際協定》的主要內容： 
 締約國需要對共產國際的情報相互通報； 
 締約國對於遭共產主義威脅的其他國家提供預防措施或邀請其加入本協定。 
 締約國遭到蘇聯的攻擊或威脅時，另一國最少需要保持善意性的中立。 

 
C. 《反共產國際協定》的意義： 
 德國與日本結成同盟關係，助長了雙方的侵略行動。 
 德國已分別與意、日結成盟友，柏林—羅馬—東京軸心的基礎已經形成。 

 
 

22. 七七事變 July 7th Incident (1937年) 

A. 「七七事變」的發生背景及原因： 
軍國主義者於 1930年代於日本政壇取得權力，進一步加強對中國的侵略。於 1937
年 7月 7日晚，駐中國的日軍以日本士兵失蹤為藉口，要求進入由中方管轄的地
區進行搜查，但遭到中方拒絕。日軍遂於 1937年 7月 8日凌晨向中方發動進攻。 

 
B. 「七七事變」的意義： 
 中日戰爭正式爆發，開展了 8年的中日戰爭。 
 反映了國聯的無能，因中國多次向國聯求援，但國聯則要求日本暫時恢復會

員國身份並合作解決爭端，但遭日本拒絕。理事會要求各會員國對日本進行

個別制裁，但毫無成效，日本繼續侵略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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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國家總動員法》National Mobilization Law (1938年) 

A. 《國家總動員法》的頒布背景及原因： 
日本於 1937年開始全面入侵中國，為配合戰爭需要，日本政府於 1938年 4月 1
日宣布頒發《國家總動員法》。 

 
B. 《國家總動員法》的內容： 
 政府統籌一切人力、物力以達到日本能夠在戰爭中取得勝利的目的 
 在《國家總動員法》實施當年，日本政府隨即宣布將 70%的財政預算運用在
軍事方面。 

 至 1944年，政府更將軍事開支進一步提昇至財政預算的 99%。 

 
C. 《國家總動員法》的意義： 
 《國家總動員法》令日本的經濟生產以軍事利益為優先考慮，加上主要開支

用於軍事方面，間接拖垮了日本的經濟。 

 
 

24. 「大東亞新秩序」New Order in Greater East Asia (1938年) 

A. 「大東亞新秩序」的出現背景及內容： 
1938 年時，日本首相近衛文麿 Fumimaro Konoe 提出建立「大東亞新秩序」，號
召日本與東亞及東南亞國家建立「共存共榮」的關係。及後，又於 1940年進一
步提出「大東亞共榮圈 Greater East Asia Co-prosperity Sphere」，解放東亞及東南
亞地區，而日本、滿州國及以汪精衛為首的中國政權為經濟共同體，東南亞國家

則作為資源供給區。 

 
B. 「大東亞新秩序」的意義： 
 「大東亞新秩序」及「大東亞共榮圈」表面上就是從帝國主義手中解放東亞

及東南亞地區，但實際上就是日本的帝國入侵。 
 日本希望「以戰養戰 sustaining the war by means of war」的方式，藉入侵東
南亞地區所攫取的資源作為補給，進一步侵略中國。 

 受「大東亞 Greater East Asia」的思想影響，東南亞多國也受到日本的入侵，
如越南、緬甸、印尼等均受到日本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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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大政翼贊會」Imperial Rule Assistance Association (IRRA)(1940年) 

A. 「大政翼贊會」的成立背景及原因： 
自 1930年代中開始，軍國主義者早已經成功控制政府，但為了仿傚意大利及德
國等建設一個一黨專政、獨裁統制的體制，當時的首相近衛文麿 Fumimaro Konoe
發起「新體制運動 New National Structure Movement」，並以「新體制運動」的名
義，將其他政黨收納其下，使日本成為一個法西斯統治的一黨專政政體，政黨政

治也徹底告終。大政翼贊會的總裁由日本首相出任，至 1945年日本戰敗為止，
所有總裁均為軍國主義分子。 

 
B. 「大政翼贊會」的意義： 
 「二二六事變 February 26 Incident」後，雖然軍國主義者已經操控了日本政
治，但日本仍然為一多黨制的國家，但至「大政翼贊會」成立後，日本的政

黨政治正式告終，成為了一黨專制的政體。 

 
 

26. 日本突襲美國珍珠港 Japan’s attack on Pearl Harbour (1941年) 

A. 日本突襲美國珍珠港的背景： 
太平洋東岸的美國於二戰初期一直隔岸觀火，保留了強大的軍事實力。相反，日

本與中國的戰爭持續消耗了日本的國力，日本希望侵占英、美、荷於東南亞的殖

民地以獲取石油、米等資源。加上，日美關係已趨向惡劣，美國更於 1941 年 7
月凍結日本的在美資產，並實施石油禁運與經濟制裁。因此，與德國突襲蘇聯的

原因相似，日本認為日、美戰爭是必須要進行的。於 1941年 12月，日本空軍偷
襲美國於夏威夷珍珠港 Pearl Harbor的海軍基地，太平洋戰爭爆發。 

 
B. 日本突襲美國珍珠港的意義： 
 美國的參戰為同盟國的勝利注入強心針，對於 1945 年的勝利有著重大的貢
獻。 

 戰後的議題令美、蘇出現嚴重的分歧，導致冷戰的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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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日本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敗(1945年) 

A. 日本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敗的背景： 
雖然日本於 1941年突襲美國珍珠港時，對美國於太平洋的海軍造成了重大的打
擊。然而，長遠而言，美國加入戰爭使日本面對著強大的勁敵，加上對中國的戰

爭進入膠著狀態，而日本的經濟已經進入枯竭。因此，日本於太平洋戰爭中逐步

陷入劣勢，而美國於雷伊泰灣海戰 Battle of Leyte Gulf、硫磺島戰役 Battle of Iwo 
Jima等重大戰役中均取得勝利，日本節節敗退。最終，美國於 1945年 8月 6日
及 9日，分別向廣島 Hiroshima及長崎 Nagasaki投下兩枚原子彈。結果，日本於
8月 15日宣佈無條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亦隨著日本的投降而結束。 

 
B. 日本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敗的意義： 
 被以美國為主的盟總政府佔領，直至 1952 年《三藩市條約》Treaty of San 

Francisco簽訂前，日本仍然受到外國控制。 
 日本於政治、經濟、社會、軍事、外交等方面均帶來了翻天覆地的巨變，詳

情請參考日本(下半葉)筆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