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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甲午戰爭的背景 

1.1 日本崛起 

- 日本「明治維新」運動展開後，國力急升，萌生向外擴張野心。 

- 1875 年，日本先侵佔中國藩屬琉球，並於 1879 年正式兼併，改為沖繩縣。 

- 日本國內出現「征韓論」，以武力逼使中國藩屬朝鮮開國。 

- 日本企圖奪取朝鮮，積極在朝鮮培養親日勢力。 

-1885 年，日本與清廷簽訂《天津條約》，若朝鮮發生事故，雙方派兵干涉前必須知會對方。 

 

1.2 朝鮮東學黨之亂 

- 朝鮮人為抗拒西方思潮，揉合朝鮮原有信仰及儒、佛、道，創立「東學黨」。 

- 1894 年，朝鮮爆發東學黨之亂。 

- 中國應朝鮮要求派兵平亂，依約知會日本。 

- 日本以保護大使館為由，亦出兵朝鮮。 

- 雙方軍隊抵達朝鮮時，亂事已平息。 

- 清廷要求日本同時撤兵，但日本拒絕，並陸續增兵。 

- 1894 年 7 月 25 日，日本擊沉中國運兵船「高陞號」，不宣而戰。 

- 日本之偷襲，拉開甲午戰爭的序幕。 

 

 

 

 

 

 

 

 

 



二、甲午戰爭的經過 

2.1 平壤之戰 

- 中方船隻被擊沉後，清廷派遣萬餘陸軍抵達平壤與日方交戰。 

- 清軍內部勢力分裂，欠缺具威望的統帥，防守戰略被動，失卻先機。 

- 日軍雖兵力不足、糧食匱乏，卻摸清清軍消極心態，突破平壤防衞網。 

- 清軍將領左寶貴於戰事中陣亡。 

- 清軍主帥葉志超於 1894 年 9 月撤兵，退守中國境內。 

 

2.2 黃海海戰 

- 1894 年 9 月 17 日，日本聯合艦隊與北洋艦隊於黃海開戰。 

- 中日雙方各有十多艘戰艦參戰，交戰 5 小時。 

- 北洋艦隊共有三艘艦隻被擊沉，提督丁汝昌也作戰受傷。 

- 致遠號艦長鄧世昌、經遠號艦長林永昇、超勇號艦長黃建勛殉國。 

- 日本聯合艦隊有五艘艦被重創。 

- 北洋艦隊撤退回威海衞。 

  

2.3 戰事尾聲 

- 黃海一役後，日軍將侵華戰線擴張至遼東及山東半島。 

- 大連、旅順、威海衞先後失守，北洋海軍全軍覆沒，丁汝昌服毒殉國。 

- 不久，日軍又佔領牛莊、營口等地，直指首都北京。 

- 1895 年 4 月 17 日，清廷派遣李鴻章赴日議和，中日簽訂《馬關條約》。 

 

 

 

 

 



三、《馬關條約》重點內容 

- 割讓遼東半島、澎湖列島及台灣予日本； 

- 賠償日本二億兩作軍費； 

- 增開沙市、重慶、蘇州及杭州作商埠； 

- 允許日本人在中國通商口岸居住及開設工廠； 

- 中國承認朝鮮獨立自主； 

- 日本享有最惠國待遇。 

 

四、三國干涉還遼 

- 清廷割讓遼東半島給日本，嚴重影響俄國在東北的擴張行為。 

- 俄國聯同德、法兩國行動，逼日本放棄遼東半島。 

- 日本在三國壓力下，願意歸還遼東，但軍費賠償則多加三千萬兩。 

 

 

 

 

 

 

 

 

 

 

 

 

 

 



五、戰爭影響 

5.1 外交影響 

- 一向以天朝上國自居的清朝慘敗蕞爾島國日本，把帝國的外強中乾表露無遺。 

- 西方列強憂心日本獨佔在華利益，紛紛在中國強佔港口及劃分勢力範圍。 

- 日本獲得巨額賠款，得以發展重工業及擴充軍備，加強了侵略中國實力。 

- 日本控制了朝鮮、台灣、澎湖，可分由南北兩路向中國進侵。 

 

5.2 政治影響 

- 甲午戰爭標誌着洋務運動的失敗，世人醒悟單靠船堅炮利並不足以救國。 

- 有識之士以明治維新為鑑，提出更深入的政制改革，促成維新運動。 

 

5.3 經濟影響 

- 《馬關條約》允許日本人在華設廠，降低其關稅、運輸費等成本。 

- 西方列強援引「最惠國待遇」享有同樣權益，削弱了中國工業的競爭力。 

- 巨額賠款加重清廷負擔，政府被迫向外國借債，國家財政進一步受損。 

 

5.4 英人強租新界 

- 西方列強紛紛在中國強佔港口及劃分勢力範圍。 

- 1898 年，英國與清廷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擴大香港的界址。 

- 將九龍寨城外的界限街以北至深圳河以南的土地及附近島嶼，租借給英國，為期 99 年。 

- 英國將此地區稱為「新界」( New Territories)，意即新的地方。 

- 1899 年 3 月下旬，英國開始接管新界，遭當地居民武裝抵抗，因實力懸殊，鄉民反抗失敗，史稱「六日戰爭」。 

- 英軍拆走錦田吉慶圍鐵門作戰利品運回英國。 

- 4 月 16 日，英國於大埔舉行升旗禮，宣佈正式接管新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