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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三：清廷的圖強 

第三章：清末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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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清末新政的背景  

- 戊戌政變後，出逃在外的康有為及梁啟超繼續鼓吹君主立憲。 

- 八國聯軍之役後，革命運動日漸蓬勃。 

- 清廷統治危機加深，即使守舊一派，亦意識到不能一如舊章，必須有所革新。 

- 1905 年的日俄戰爭，君主專制的俄國敗給君主立憲的日本，知識份子認為君主立憲制較優勝。 

- 慈禧太后支持康有為、梁啟超的「立憲派」，以抵抗孫中山的「革命派」。 

- 清廷於 1901 年推行新政，開展了立憲運動。 

 

 

 

 

 

 

 

 

 

 

 

 

 

 

 

 

 

 

 



二、清末新政的內容 

2.1 預備立憲 

- 1905 年，清廷派載澤、端方等五位大臣出歐美等國考察憲政。 

- 1907 年，宣佈「預備立憲」，及於各地籌備諮議局。 

- 1908 年，清廷頒佈《欽定憲法大綱》，定九年後召開國會。 

- 1909 年，三歲溥儀繼位，其父醇親王攝政。 

- 清廷在各方壓力下，設立各省諮議局，翌年在京師設資政院。 

 

2.2 成立內閣 

- 1911 年，清廷鑑於革命浪潮澎湃，為維繫人心，宣佈提早立憲。 

- 清廷成立內閣，以慶親王奕劻為內閣總理大臣。 

- 內閣十三人中，滿洲貴族佔八人，當中五人為皇族，因此被譏為「皇族內閣」。 

 

2.3 其他內容 

- 1905 年，廢除科舉制，採行西式學校教育制度，由新成立的「學部」統籌教育事宜。 

- 同年，設立巡警部，由舊時兵警不分轉向現代警務建設。 

- 1906 年，成立陸軍部取代兵部，統一指揮「新建陸軍」。 

- 1907 年，取消蒙漢不得通婚禁令，鼓勵漢人到蒙古墾殖。 

- 1910 年，清廷第一次編制全國預算。 

 

三、清末新政的影響 

- 「皇族內閣」之組成，立憲派認為是清廷的立憲是騙局，紛紛轉投革命事業。 

- 立憲運動加速了清朝的滅亡，同治、光緒以來清廷內部的改革自救亦告終結。 

- 清末新政雖然失敗，但其從君主專制轉向君主憲政發展，是對民主憲政探索的第一步。 

- 清末新政部份改革，如廢六部、立地方諮議局等，成為辛亥革命後，新的中央政府及議會政治規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