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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戊戌維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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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戊戌維新的背景  

- 甲午戰爭標示洋務運動徹底失敗，有識之士認識到不能單靠器物的改革，提倡政制改革。 

- 列強紛紛強租港灣，劃分勢力範圍，民族危機空前嚴重，國人深受刺激。 

-《馬關條約》簽訂後，康有為及梁啟超聯同其他省參加會試的舉人上書皇帝，要求清廷拒和、遷都、變法，史稱「公車上書」。 

- 康梁等人上書未能成功，但他們於各地組織學會，出版刊物，大力宣傳變法。 

- 1898 年，德國強佔膠州灣，中國面臨瓜分危機，光緒帝決心開展變法。 

 

 

 

 

 

 

 

 

 

 

 

 

 

 

 

 

 

 

 

 



二、戊戌維新的內容 

2.1 政治方面 

- 裁撤冗員及閑置官位，撤銷或合併重疊衙門。 

- 准許官民上書，批評朝政。 

 

2.2 經濟方面 

- 制定國家財政預算，公佈朝廷每年收支。 

- 設農工商總局、礦務鐵路總局，並於各省設分局。 

- 積極興辦實業，修築鐵路、開辦礦務局及銀行等。 

- 鼓勵民營企業，於各省設立商務局、商會，保障商人權益。 

 

2.3 軍事方面 

- 裁減綠營冗兵。 

- 武舉改試槍炮。 

- 採用西方軍制，以新法訓練海、陸新軍。 

 

2.4 文教方面 

- 科舉考試廢八股文，改試策論、時事。 

- 設京師大學堂，在各地興辦中、小學堂，兼教中西學。 

- 將上海《時務報》訂為官報，創立京師報館，容許民間辦報。 

 

 

 

 

 

 



三、戊戌政變 

- 慈禧太后及滿洲貴族等保守派不滿權力被削，抵制新政。 

- 光緒帝密召康有為、譚嗣同商量對策，意圖拉攏掌握新建陸軍的袁世凱支持。 

- 慈禧發動政變，囚禁光緒，並下令追捕「維新派」。 

- 譚嗣同、林旭、楊銳、楊深秀、劉光第、康廣仁六人被捕殺，合稱「戊戌六君子」。 

- 康、梁二人逃亡海外，新政被廢，史稱「戊戌政變」。 

- 被廢新政中，只有京師大學堂（即日後之北京大學）得以保留。 

 

四、戊戌維新失敗的原因 

- 光緒帝欠缺實權，無力抵抗以慈禧為首的保守勢力。 

- 康有為、梁啟超官位低微，欠缺從政經驗，難以推行改革。 

- 慈禧太后及其他守舊派官員，皆掌握軍政實權，容易扼殺維新派。 

- 變法過急，百天之內頒布數十道新政，欠缺成熟及全盤的規劃。 

 

五、戊戌維新的影響 

- 改革派積極宣傳民主、自由等先進思想，推動國人思想解放。 

- 維新的失敗反映依靠清廷改革是不可行，激發人民投身革命，加快革命進程。 

- 康、梁得英日公使協助；各國公使又反對慈禧太后廢光緒帝，加深當權守舊派仇外情緒，為八國聯軍之役埋下伏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