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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 經濟 外交 
法治而非人治政府， 

政府應向人民而非統治者負責 

有民選的制度 政府必須為擁有 

實權的民選政府 

允許多黨的存在 先進的生產模式 具有良好的經濟環境 建立平等外交 保持自主獨立 

晚 

清 

改 

革 

在政府方面，清政府於 1908年頒

布的《欽定憲法大綱》規定皇帝權

力超然，實為人治而非法治。此外，

中央的資政院 (1910 年 )及內閣

(1911 年)等機關均向皇帝而非人

民負責，內閣的官員更全由皇帝任

命，皇族壟斷了內閣(13人當中有

7人)，實欠缺人民代表性，可見政

府是向統治者而非人民負責。 

在民選制度方面，儘管地方的諮議

局(1909年)有民選成份，但卻只是

由少數的地方士紳所選出，並非普

遍性的選舉制度。最終在晚清倒台

前，中國仍然為一君主專制國家，

選舉制度並未出現。 

  在經濟模式方面，晚清改革著重於工

商業改革，但中國超過 80%的人口均

從事農業活動，但小農模式維持，農業

生產在缺乏機械化及科技化的投入低

下，生產力偏低，農業落後問題仍然十

分嚴重。 

在經濟環境方面，即使晚清嘗試營造良

好的營商環境，但中國關稅掌握在列強

手上，結果外國貨品大量在中國傾銷，本

土企業難敵外國企業的競爭，經營環境

困難。 

在平等外交方面，外務部的成立無

助中國於國際事務上與外國談判，

《南京條約》(1842 年)﹑《馬關條

約》(1895 年) 不平等條約仍然存

在，中國地位仍舊處於不平等位

置。 

在主權方面，由於不平等條約未有

被廢除，中國的不少主權都掌握於

列強手中，例如關稅自主權、鹽稅

自主權、治外法權等，國家不能獨

立自主。 

辛 

亥 

革 

命 

  在政府方面，辛亥革命後的政府並不

符合孫中山的「民權」思想，因袁世凱

於當選臨時大總統後逐步操控政﹑軍

大權，及後更於 1915年復辟帝制，使

帝制再現。至其死後，中國陷入長期的

軍閥專權及混戰，中國政治不但未有

進步，更較晚清時期更為專制，反映辛

亥革命根本不能建立一個擁有實權的

民選政府。 

在政黨方面，袁世凱為清除異

己，於 1913 年以國民黨涉及動

亂為由，解散之，並使國會癱瘓，

中國陷入袁世凱專政的局面，基

本上不允許反對黨的存在。 

在經濟模式方面，中國超過 80%的人

口均從事農業活動，但平均地權的「民

生」思想在革命成功後並未得以落實，

貧農及佃農的苦況依然，加上小農模

式維持，農業生產在缺乏機械化及科

技化的投入低下，生產力偏低，農業落

後問題仍然十分嚴重。 

在經濟環境方面，辛亥革命後並未能建

立穩定的政權，中國陷入了長期混戰，先

有軍閥混戰，後來有國共內戰，加上軍閥

徵收重稅，經濟環境更遜於晚清時期，人

民生活困苦。 

在平等外交方面，儘管辛亥革命成

功推翻滿清政權，建立中華民國，

但外國並不願意廢除之前所簽訂

的不平等條約，加上革命黨及袁世

凱為爭取列強承認中華民國的建

立，也未敢作出強硬的抗爭，故不

平等條約一直束縛中國內政，例如

《馬關條約》(1895年)等。 

在主權方面，由於不平等條約一直

未有被廢除，中國的部分主權仍然

掌握於外國手中，例如關稅﹑鹽稅

等自主權，中國並不能達致主權獨

立。更甚，袁世凱於 1915年與日本

簽訂《廿一條款》，變相成為日本的

保護國，中國主權及利益進一步被

剝削。 

五 

四 

運 

動 

  在政府方面，儘管五四運動提倡反軍

閥，然而，軍閥政府並未有得到即時的

更替，至 1920年代末仍然由軍閥政府

專政，政治黑暗的情況未有改善。 

在政黨方面，五四運動大大促進

了共產主義在中國的興起，令中

國共產黨於 1921 年成立，更成

為日後主導中國發展的思想，但

共產主義同樣提倡一黨專政，限

制其他政治思想，故也不利於中

國政治現代化的發展，日後成為

中國政治走向現代化的重大障

礙。 

在經濟模式方面，中國超過 80%的人

口均從事農業活動，但五四運動對於

農業發展的影響是微不足道，小農模

式維持，農業生產在缺乏機械化及科

技化的投入低下，生產力偏低，農業落

後問題仍然十分嚴重。 

在經濟環境方面，外國貨品仍然持續打

擊本土企業的發展，在 1920年時外國資

本佔全國產業資本的 70%，但民族資本

只有不足 30%。更甚，於一次大戰後，列

強重返中國市場，大大壓抑了民族企業

的發展，中國於 1920年的出口量反減少

1/6，使民族企業於 1920 年代再次陷入

蕭條，發展大受阻礙。 

在平等外交方面，《南京條約》

(1842 年)﹑《馬關條約》(1895 年) 

不平等條約仍然存在，中國地位仍

舊處於不平等位置。 

在主權方面，即使西方列強廢除了

日本在中國東北的利益，但中國並

未能完全恢復主權獨立，如英﹑法

等國仍然以中國司法未完善為由

保留治外法權，而關稅自主權也需

要待至南京政府時期才逐步獲得

改善，故中國主權仍然未能獨立自

主。 

南 

京 

政 

府 

 在選舉方面，雖然南京政府按孫中

山的《建國大綱》逐步將中國由軍

政的階段推至訓政及憲政。但憲政

階段因中日戰爭(1937)爆發而被

推遲至 1946年才正式通過，中國

當時仍然停留於訓政階段，即使嘗

試推行五權分立，但人民仍然缺乏

選舉權，選舉制度並未能於中國確

立。 

 在政黨方面，南京政府奉行以黨

治國的方針，實行一黨專政，排

除異己，不斷進行剿共的行動，

實缺乏現代化多黨制的特徵。 

在經濟模式方面，儘管工商業方面有

發展起來，但中國超過 80%的人口均

從事農業活動，南京政府在農業改革

方面力度不足，小農模式維持，農業生

產在缺乏機械化及科技化的投入低

下，生產力偏低，農業落後問題仍然十

分嚴重。 

在經濟環境方面，當時四大家族(蔣、宋、

陳、孔家族)壟斷了中國的經濟，中﹑小

企業難以發展，加上 1937年中日戰爭爆

發，不少地區的商業活動停止，經濟環境

十分不利。 

在平等地位方面，當時不平等條約

仍然束縛中國，例如《南京條約》

(1842 年)、《馬關條約》(1895 年)

等，中國地位仍舊處於不平等位

置。 

在主權方面，雖然南京政府成功收

回關稅自主權，但列強卻以中國司

法不完善為由，不願放棄治外法

權，外國人在中國犯法卻不受中國

法律管治，故主權仍然未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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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 教育 軍事 

強調公民意識 保障基本公民權利 自由的社會 社會陋習 封建思想 完善的學制 學術自由 高的教育水平 男女均有接受教育 

的平等待遇 
對內平亂 對外抗敵 

 
晚 
清 
改 
革 

   在社會陋習方面，晚清改革的

力度不足，禁止鴉片﹑儲養奴

隸等要到南京政府時才獲解

決，故社會陋習仍然常見。 

在封建思想方面，種族歧

視、男女不平等、階級主

義此等封建思想仍然存

在，傳統封建思想仍舊流

行。 

  在教育水平方面，當時大

部分人口仍然未有得到接

受教育的機會，尤以農村

地區的教育不足問題更為

嚴重，全國識字率僅得約

10%，教育水平十分低。 

在教育待遇方面，當時重

男輕女的情況十分普遍，

大部分人的女性均未能接

受教育，入學率更不足

1%，男女受教育的比例嚴

重不均。 

對內方面，晚清改革成功訓

練的新式軍隊成為袁世凱

的私人部隊，以致辛亥革命

後，袁世凱利用六鎮新軍的

兵力迫退清帝。 

在對外方面，晚清政府無力

阻止日﹑俄兩國於中國本土

爆發戰爭(1904-05)，中國淪

為外國的戰場。 

辛 

亥 

革 

命 

   在社會陋習方面，由於革命成

功後，上述措施是由民國政府

由上而下要求人民遵從，缺乏

人民自願參與的積極性，加上

該等命令太多只係鼓勵性質，

人民可從可不從，因此成效有

效，禁止鴉片﹑儲養奴隸等要

到南京政府時才獲解決，故社

會陋習仍然常見。 

在封建思想方面，中國重

男輕女﹑迷信鬼神等封建

思想根深柢固，辛亥革命

並不能破舊立新，為中國

塑造文明開化的社會風

氣。 

      

 

五 

四 

運 

動 

五四運動有助提高人民

對社會問題的自發性，

因 1919 年的大規模式

遊行示威成為公民運動

的榜樣，使日後人民更

積極參與自發性運動，

如要求廢除娼妓﹑反對

外國工廠剝削等，有助

提高中國國民的公民意

識。 

 在自由度方面，五四

運動後，許多遊行﹑示

威的人士被軍閥政府

拘捕，陳獨秀便為其

一例子，人民的自由

仍然大受限制。 

在陋習方面，娼妓﹑貪污等陋

習一直未有得到解決，五四運

動的成效實不宜高估。 

在封建思想方面，迷信鬼

神、重男輕女等不文明思

想仍然，五四運動也未能

移除根深柢固的封建思

想。 

 新文化運動中提倡白

話文運動有助奠定白

話文寫作的主流方

向，使人們能更自由

地寫作。同時，各種外

國思想，如實證主義﹑

黑格爾主義﹑唯物主

義等在中國得到自由

傳播，有助學術自由

化的發展。 

在教育水平方面，佔全國

80%以上的農村人口多缺

乏教育，識字率十分低，

連教育現代化的最基礎條

件也未能達到。 

在教育待遇方面，當時重

男輕女的情況十分普遍，

大部分人的女性均未能接

受教育，入學率更不足

1%，男女受教育的比例嚴

重不均。 

  

 

南 

京 

政 

府 

在公民意識方面，南京

政府於 1934 年開展新

生活運動，提倡「禮﹑義﹑

廉﹑恥」等傳統美德，有

助喚醒民族醒覺和共融

合作的精神，培訓公民

意識。 

在民權方面，其於 1929

年已通過《民權法規》，

保障公民的基本權利，

包括出版、言論等，是中

國民權發展史的重要里

程碑。 

 在社會陋習方面，南京政府成

功廢除了許多社會陋習，包括

廢止了纏足﹑買賣奴婢，又以

點頭代叩頭，以「先生」代「大

人」﹑「老爺」等稱呼，使社會

更趨文明開化。 

在封建思想方面，迷信鬼

神、重男輕女等不文明思

想仍然，南京政府未能完

全革新中國社會，使之達

致現代化。 

在學制方面，雖然南

京政府於1933年先後

頒布小學規程﹑中學

規程及國外留學規

程，令中國教育制度

變得更加完善。 

 南京政府時期的中國仍然

存在十分嚴重的文盲問

題。即使南京政府興建大

量中﹑小學，也於 1932年

頒布《義務教育法》，計劃

為國民提供免費基礎教

育。但是，《義務教育法》

礙於資金問題而未有貫徹

執行，中國在 1930年代的

識字率也僅得約 30%，教

育水平十分落後。 

在教育待遇方面，當時重

男輕女的情況十分普遍，

在 1930 年代初男性有

45.2%入學率，反觀女性則

僅有 2.2%入學率，可見男

女入學比率嚴重不均。 

在平內方面，儘管南京政府

成功於 1928 年完成北伐，

但其軍力仍然不足平定國

內所有判亂，例如其多次剿

共，但卻未能完全擊敗共產

黨，使中國長期陷於內戰。 

在抵外方面，南京政府的軍

力亦不足以抵外敵，例如日

本早於 1931 年發動「九一

八事變」，攻佔了中國東北

地區，南京政府卻無力將日

本關東軍趕出中國。及後，

日本更發動「七七事變」，全

面侵略中國，上海、南京等

重鎮數月內已相繼失守，未

能成功抵抗日本入侵。 

在社會陋習方面，雖然儘管纏

足及買賣奴婢等陋習受到廢

止，但許多社會陋習仍然存

在，例如貪污、隨地吐痰、亂

拋垃圾等陋習仍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