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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和會 擴張/回應擴張 同盟相關 國際聯盟 和平條約 裁軍會議 

德國  作為戰敗國，不獲邀請出

席巴黎和會 

 被迫接受《凡爾賽條約》，

賠款 330億美元、裁軍至

10 萬人、損失約 10%的

人口和土地，並且需要承

擔全部戰爭罪責 

 1935年：重新實施徵兵制  

 1936年：萊茵河區重新軍事

化  

 1938年：德國合併奧地利  

 1938年：慕尼黑會議舉行，

德國獲蘇台德區 

 1939年：吞佔捷克全境  

 1939年：突襲波蘭 

 於 1936年與意大利締結

「柏林—羅馬軸心」及與

日本簽訂《反共產國際協

定》 

 1937 年與意大利、日本

締結「柏林—羅馬—東京

軸心」 

 1939 年與蘇聯簽訂《互

不侵略條約》 

 1939 年與意大利締結

《鋼鐵條約》 

 1926年加入國際聯盟，並成

為了常任理事國 

 1933年退出 

 主動提出召開羅加諾會

議，以解決與鄰近國家的

領土爭端 

 1936 年破壞《羅加諾公

約》，在萊茵河區駐軍 

 1938年以《凱格—白里安

公約》的「合法性防衛權」

為由，要求取回蘇台德區 

 1939年入侵捷克及突襲波

蘭，違反了《凱格—白里安

公約》的不發動戰爭條款 

 於 1932年開始召開的日內瓦

會議中，堅決拒絕再進行裁

軍，及後更於 1933年憤然退

出會議 

意大利  作為戰勝國身份出席 

 只能獲得提洛爾和伊斯

特尼亞，未能獲得阜姆和

達爾馬西亞 

 1923年：科孚事件 

 1924年：迫使南斯拉夫交出

阜姆 

 1926年：阿爾巴尼亞成為意

大利的保護國  

 1935年：入侵阿比西尼亞  

 1939年：入侵阿爾巴尼亞  

 於 1936 年與德國締結

「柏林—羅馬軸心」 

 1937 年與德國、日本締

結「柏林—羅馬—東京軸

心」 

 1939 年與德國締結《鋼

鐵條約》 

 國聯聯盟的創始成員國及

常任理事國 

 1935年入侵阿比西尼亞時，

國聯對意大利進行經濟制

裁，但無阻意大利的侵略 

 於 1937年退出 

 1935年入侵阿比西尼亞及

1939年入侵阿爾巴尼亞，

違反了《凱格—白里安公

約》的不發動戰爭條款 

 於 1921-22年華盛頓會議中，

簽訂了裁軍條約 

 但於 1930 年倫敦海軍會議

中，未有簽訂裁軍條約 

日本  作為戰勝國身份出席 

 獲得原本德國在中國山

東的利益 

 
 
 
 
 
 
 
 
 
 
 
 

 

 「九一八事變」   

 「一二八事變」 

 「七七事變」 

 於 1936 年與德國簽訂

《反共產國際協定》 

 1937 年與意大利、德國

締結「柏林—羅馬—東京

軸心」 

 

 國聯聯盟的創始成員國及

常任理事國 

 1931 年發動九一八事變侵

略後，國聯派出調查人員，

最終證實是侵略，並對日本

進行經濟制裁，但日本無視

之 

 國聯就日本應否撤軍的投

票上，13 票贊成和 1 票反

對，日本以未有達成一致結

果為由，拒絕撤軍 

 於 1933年退出 

 
 
  

 1931 年的九一八事變、

1932 年的一二八事變及

1937年的七七事變均違反

了《凱格—白里安公約》的

不發動戰爭條款 

 出席了 1921-22 年華盛頓會

議，簽訂《五國公約》，英、

美、日、法、意的主力艦比例

為 5：5：3：1.75：1.75 

 出席了 1930 年倫敦海軍會

議，並簽訂裁軍條約，英、美、

日的大型巡洋艦比例為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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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  作為戰勝國身份出席 

 在會議上平衡法國和美

國的意見 

 採取綏靖政策應對 

 於 1935 年意大利入侵阿比

西尼亞時，提出給予 2/3個

阿比西尼亞予意大利的建

議 

 1938 年德國要求取得蘇台

德區時，英國在慕尼黑會議

給予德國 

  國聯聯盟的創始成員國及

常任理事國 

 負責主持國聯事務，但隨著

英國在 1929 年經濟大蕭條

後陷入經濟困局，未能強力

支援國聯的行動，以致國聯

的維和效力大減 

 於《羅加諾公約》中作為保

證國的角色，但當 1936年

德國違反條約將萊茵河區

重新軍事化時，英國視若

無睹 

 出席了 1921-22 年華盛頓會

議，簽訂《五國公約》，英、

美、日、法、意的主力艦比例

為 5：5：3：1.75：1.75 

 提倡召開 1930年倫敦海軍會

議，並簽訂裁軍條約，英、美、

日的大型巡洋艦比例為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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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  作為戰勝國身份出席 

 堅持制定嚴苛的《凡爾賽

條約》以懲罰德國 

 採取綏靖政策應對 

 於 1935 年意大利入侵阿比

西尼亞時，提出給予 2/3個

阿比西尼亞予意大利的建

議 

 1938 年德國要求取得蘇台

德區時，法國在慕尼黑會議

給予德國 

 於 1925年分別與捷克及

波蘭簽訂《互助條約》 

 於 1935 年與蘇聯簽訂

《互助條約》 

 國聯聯盟的創始成員國及

常任理事國 

 負責主持國聯事務，但隨著

法國在 1929 年經濟大蕭條

後陷入經濟困局，未能強力

支援國聯的行動，以致國聯

的維和效力大減 

 簽訂了《羅加諾公約》 

 在法國外相白里安的倡議

下，國際社會簽訂了《凱格

—白里安條約》 

 於 1921-22年華盛頓會議中，

簽訂了裁軍條約 

 但於 1930 年倫理海軍會議

中，未有簽訂裁軍條約 

美國  作為戰勝國身份出席 

 提出「和平十四點」 

 

 採取孤立政策，除了涉及自

己利益的事件，否則都不會

介入 

 日本 1932 年的一二八事變

侵犯到美國在中國的利益，

美國聯同國際聯盟介入調

停，迫使日、中簽訂《上海

停戰協定》 

  提倡成立國際聯盟，但基於

美國國會反對，美國最終未

有加入國聯 

 在美國國務卿凱格的倡議

下，國際社會簽訂了《凱格

—白里安條約》 

 召開了 1921-22 年華盛頓會

議，簽訂《五國公約》，英、

美、日、法、意的主力艦比例

為 5：5：3：1.75：1.75 

 出席了 1930 年倫敦海軍會

議，並簽訂裁軍條約，英、美、

日的大型巡洋艦比例為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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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  於一次大戰期間與德國

議和 

 不獲邀出席巴黎和會 

 害怕受到德國的攻擊 

 於 1939 年與德國簽訂《互

不侵犯條約》，承諾互不攻

擊，並且瓜分了波蘭 

 於 1935 年與法國簽訂

《互助條約》 

 1939 年與德國簽訂《互

不侵略條約》 

 於 1934 年獲准加入國聯，

但於 1939年被開除會籍 

 簽訂了《凱格—白里安公

約》 

 未有出席華盛頓會議及倫敦

海軍會議，但有出席日內瓦

裁軍會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