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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清代中衰的政治背景 

1.1 乾隆晚期統治 

- 乾隆帝好大喜功、用兵頻頻，又借視察河工之名六次南巡，耗費大量公帑。- 乾隆帝後期年邁體衰，怠於政務，統治日漸鬆弛。 

- 乾隆帝晚年樂於行賞，恩多且濫，令朝廷陷入財政危機。 

 

1.2 吏治敗壞 

- 皇帝的鋪張浪費影響文武百官，使王朝陷入一片奢華氣氛。 

- 乾隆帝晚年寵信御前侍衞和珅，任命他為軍機大臣，權傾朝野。 

- 和珅憑藉皇帝的寵信帶頭舞弊營私，朝廷上下貪污成風。 

- 公元 1799 年嘉慶帝處決和珅，查抄所得的資產總值達八億兩。 

- 雖然和珅被處死，但官場貪贓枉法成風，積習難返。 

 

二、清代中衰的軍事背景 

- 八旗備受清廷厚待，士卒享樂腐化，清初時已無力鎮壓三藩之亂。 

- 清廷入主中原後的新編漢軍綠營，繼八旗為軍事主力。 

- 清中葉後綠營兵亦變得萎頹不振，危難時難以應付。 

- 清廷迫轉向依賴地方團練。 

  

 

 

 

 

 

 

 

 



三、清代中衰的社會背景 

3.1 人口增加 

- 清代經歷康雍乾盛世，人口大量增加，糧食價格上漲，百姓生活負擔沉重。- 土地兼併的問題日益嚴重，大量農民淪為佃農，生

活困苦。 

 

3.2 民變迭起 

- 乾隆末年以來，民變迭起，如白蓮教起事、天理教起義等。 

- 在嘉慶至道光年間，有紀錄的民變共二百多次，衝擊清廷管治。 

- 嚴重的民變，分別有乾隆時的台灣天地會之變、貴州苗變；嘉慶時的川楚白蓮教之變、天理教之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