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三級 

歷史時期：中華民國 

課題一：辛亥革命與民初政局 

第三章：軍閥政治的概況及其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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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世凱憑仗北洋軍實力，取得中華民國大總統之位，繼而稱帝。 

- 袁世凱恢復帝制，全國聲討，引來護國運動，被迫取消帝位。 

- 袁世凱死後，政府控制權先後落入不同派系軍人手中，形成軍閥政治。 

- 軍閥為爭奪中央政府控制權或擴展地盤，而互相攻伐，中國陷入軍閥割據混戰局面。 

 

一、袁世凱得勢與二次革命 

1.1 二次革命的背景 

袁世凱就任總統 

- 武昌起義後，清廷命袁世凱為內閣總理，鎮壓革命。 

- 袁世凱以權謀私，一面派北洋軍連陷漢口、漢陽，進逼武昌，一方面向革命軍提出議和。 

- 革命軍自知軍力不及北洋軍，所以願意議和。 

- 革命軍推舉袁世凱出任大總統的條件：一、贊同共和；二、迫使清帝退位。 

- 1912 年，袁世凱接受條件，清帝宣統退位。 

- 孫中山辭去臨時大總統一職，由袁氏接任。 

- 為免離開自己的勢力範圍，袁世凱指使部下發動兵變，借故把臨時政府遷往北京。 

 

宋教仁組黨遇刺 

- 1912 年，同盟會總幹事宋教仁將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 

- 宋教仁主張行西方議會選舉模式，成立責任內閣，限制總統權力。 

- 1913 年 3 月，宋教仁於國會召開前，疑被袁世凱派人在上海車站暗殺。 

- 國民黨內部意見分歧，孫中山主張討伐袁氏，有部分則主張運用憲法權力對袁氏進行彈劾。 

袁世凱私自借貸 

- 袁世凱為增強實力，未經國會同意私自向英、法、德、日、俄五國銀行簽訂「善後大借款合同」，借款二千五百萬英鎊。 

 

 

 



1.2 二次革命的經過 

- 1913 年 6 月，江西、廣東及安徽都督相繼被袁世凱罷免。 

- 7 月 12 日，江西都督李烈均宣佈獨立，舉兵討袁，黃興立即在南京響應。 

- 南方多個省也響應討袁，展開「二次革命」。 

- 袁世凱迅速派兵南下，逐個擊破。 

- 9 月，南京失守，「二次革命」失敗，孫中山、黃興等人流亡海外。 

 

1.3 二次革命失敗的原因 

- 實力懸殊：袁世凱手握北洋兵權，又得外國財政支持；反觀國民黨則欠缺統一指揮的軍隊。 

- 人心厭戰：人民渴望平穩生活，國民黨組織渙散，部分要員反對討袁，革命缺乏支持。 

 

 

 

 

 

 

 

 

 

 

 

 

 

 

 

 



二、袁世凱稱帝與護國運動 

2.1 稱帝過程 

- 袁世凱平定「二次革命」後，脅迫國會選舉他為正式大總統。 

- 1914 年 5 月，袁世凱以《中華民國約法》取代《臨時約法》，延長總統任期至十年，連任期不設上限，繼任人由現任總統推薦。 

- 1915 年 8 月，袁世凱暗中安排親信組織「籌安會」，宣揚君主制。 

- 其後，籌安會策動各省派代表上京請求恢復帝制，並推舉袁就任「中華帝國皇帝」。 

- 12 月，袁世凱假意推辭後接受帝制，預定元旦日登基，國號為中華帝國，年號洪憲。 

 

2.2 護國運動 

- 袁世凱復闢帝制，梁啟超發表文章公開反對變更國體。 

- 1915 年 12 月，蔡鍔從北京潛返雲南，組織「護國軍」討袁，宣佈獨立 

- 護國軍向四川、貴州、廣西進軍。 

- 貴州、廣西、廣東、浙江、四川、湖南、陝西，各省響應，宣佈獨立。 

- 護國運動聲勢漸大，袁世凱親信段祺瑞、馮國璋等聯名要求取消帝制。 

- 持觀望態度的列強，也要求袁世凱暫緩稱帝，日本亦開始支援反對派。 

- 受形勢所迫，袁世凱於 1916 年 3 月撤銷了只維持了八十三天的帝制。 

- 同年 6 月，袁世凱病死，護國運動成功。 

 

 

 

 

 

 

 

 

 



三、府院之爭與張勳復辟 

3.1 府院之爭 

- 袁世凱死後，黎元洪繼任總統，馮國璋為副總統，段祺瑞任國務總理， 

- 段祺瑞掌握實權，段、黎二人關係並不和諧。 

- 時值第一次世界大戰，段祺瑞與黎元洪因對德宣戰問題發生衝突。 

- 段祺瑞主張向德宣戰，以便趁機貸款練兵，擴充實力。 

- 黎元洪與馮國璋不願見到段氏勢力上升，遂反對參戰。 

- 段氏逼國會通過參戰案，黎元洪則免除其職務，史稱「府院之爭」。 

 

3.2 張勳復辟 

- 段祺瑞遭罷免，遂策動八省督軍「獨立」，史稱「督軍團叛變」。 

- 1917 年 6 月，黎元洪急召張勳入京調解，後者卻乘機解散國會，擁立溥儀復位，史稱「張勳復辟」。 

- 黎元洪重新任命段祺瑞為國務總理，以「討逆軍」進逼北京 

- 張勳敗走，溥儀再次退位，為時十二天的復辟結束。 

 

四、段祺瑞破壞共和與護法之役 

4.1 段祺瑞廢棄約法 

- 復辟結束後，黎元洪引咎辭職，段祺瑞獨攬大權。 

- 1917 年，段祺瑞以舊國會已解散為由，廢除《中華民國臨時約法》。 

 

4.2 護法之役 

- 孫中山聯合各省軍閥，在廣州組織「護法軍政府」，被推舉為大元帥。 

- 西南軍閥無意護法，孫中山於軍中亦無實權。 

- 1918 年 5 月，孫中山辭去大元帥，從廣州往上海，護法之役以失敗告終。 

 

 



五、軍閥割據混戰 

5.1 北洋軍閥 

- 清末，袁世凱於天津訓練「新建陸軍」，由北洋大臣統領，後袁氏出任北洋大臣，由他所建的陸軍稱北洋軍。 

- 袁世凱死後，北洋軍閥分裂成不同派系，較大的有段祺瑞之皖系，馮國璋的直系。 

- 再加上不屬北洋系統的地方派系，形成軍閥割據。 

 

軍閥派系 主要人物 控制地區 

北方 皖系 段祺瑞 北京、陝西、山東、安徽、浙江、福

建 

直系 馮國璋、曹錕、吳佩

孚 

直隸、河南、湖北、江蘇、江西 

奉系 張作霖 東三省（黑龍江、吉林、奉天） 

晉系 閻錫山 山西 

南方 滇系 唐繼堯 雲南、貴州 

桂系 陸榮廷 廣東、廣西 

  

5.2 軍閥混戰 

- 重要戰役：1920 年直皖戰爭、1922 及 1924 年兩次直奉戰爭。 

- 直皖戰爭，直系聯合奉系與皖系作戰，皖系戰敗，勢力瓦解。 

- 第一次直奉戰爭，直奉兩系爆發戰爭，奉系戰敗，撤出關外。 

- 第二次直奉戰爭，直奉兩系戰爭再起，張作霖的奉系勝出，控制北洋政府。 

- 1928 年，國民黨之北伐成功，南北統一，但地方派系軍閥還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