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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三：清廷的圖強 

第一章：洋務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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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洋務運動的背景  

- 清廷在鴉片戰爭中一敗塗地，有識之士意識到國家積弱的局面。 

- 魏源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學習西方的「船堅炮利」。 

- 馮桂芬提出「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 

- 英法聯軍之役，清軍再敗於西方的「船堅炮利」，部分官員親身體驗西方武器精良，中國武器落後，深感需要學習西方的長處。 

- 戰後賠款及不平等條約使清廷財政枯竭，官員提出興辦實業以富國。 

- 與洋人打過交道的清廷大臣掌握實權，這有助洋務運動的開展。 

- 洋務派官員，中央以恭親王奕訢為代表；地方上有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及後來的張之洞。 

- 1861 年起，效法西方，以「富國強兵」為目標的洋務運動展開。 

 

 

 

 

 

 

 

 

 

 

 

 

 

 

 

 

 



二、洋務運動的內容 

2.1 外交方面 

- 1861 年，首設外交機關「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處理一切外交、通商及興辦洋務企業。 

- 1876 年，清廷首次派遣大臣出使外國，後來更派官員常駐外國。 

 

2.2 軍事方面 

- 興辦新式軍事工業，如江南機器製造總局、金陵機器局，後期有漢陽兵工厰。 

- 購置洋槍洋炮、鐵甲艦，以西法操練陸軍。 

- 成立四支西式海軍：北洋、南洋、廣東、福建艦隊，加強海防。 

 

2.3 經濟方面 

- 興辦新式實業以解決建設軍事的龐大開支。 

- 1872 年，在上海開辦「輪船招商局」，此為清廷興辦民用企業的肇始。 

- 清廷又設立「開平礦務局」，並在各地設立紡紗局、織布局。 

- 改革軍事工業，引入市場法規，提升效率。 

 

2.4 教育方面 

- 在北京、上海等地設立同文館，開辦外語、天文、算術等學科，培育處理洋務的翻譯人才。 

- 在地方上陸續設立武備學堂及水師學堂，西法練兵，培養軍事人才。 

- 挑選精英學生送到英、法、德學習軍政。 

- 1872 年起，清廷挑選幼童赴美留學。 

 

 

 

 

 



三、洋務運動的失敗 

- 清廷推行洋務運動後不久，日本也推行學習西方的「明治維新」。 

- 1895 年，中國於甲午戰爭中敗於日本，被認為是標誌洋務運動的失敗。 

- 此外，「官督商辦」之企業因紛紛倒閉，亦顯示洋務運動未能達到當初的強兵富國目標。 

 

四、洋務運動失敗的原因 

- 主事者只着重船堅炮利之器物革新，忽略政治制度上的改革配合。 

- 主事者識見不足，缺乏全盤計劃，彼此又未能通力合作。 

- 守舊派認為洋務運動衝擊傳統，不予支持，屢屢彈劾洋務事宜。 

- 官員奉承陋習損害洋務推行，如醇親王為討好慈禧，而挪用海軍經費修建頤和園，令北洋艦隊自建成後一直未能更新裝備。 

- 洋務運動所興辦的企業多以「官督商辦」方式運作，官員貪污舞弊，導致企業連年虧蝕，質量都未能達標。 

 

五、洋務運動的影響 

- 洋務運動派遣幼童留學，又翻譯了大量西洋書籍，把西方學問引入中國。 

- 洋務運動創辦了中國第一批新式企業，引入的西方科技對工業發展有重要影響。 

- 有識之士了解到政治制度之重要性，啟發光緒、康有為等人推行戊戌維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