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三級 

中華民國時期 

課題一：辛亥革命與民初政局 

第四章：北洋政府的外交挫折與五四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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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北洋政府的外交挫折 

1.1 北交困境 

- 列強有見民國內部混亂，乘機進一步侵逼中國。 

- 俄國支持外蒙古脫離中國而獨立。 

- 英國製造英屬印度與中國之邊界問題，意圖分裂及進佔西藏。 

 

1.2 山東問題 

- 1914 年 7 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 

- 1919 年 8 月，日本向德國宣戰，並不理會中國之中立國地位，出兵山東。 

- 11 月，日軍攻佔德國在中國租借地膠州灣，及控制青島與膠濟鐵路。 

- 1915 年，日本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內容包括： 

一、承認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權益； 

二、延長旅順、大連租借期及南滿、安奉鐵路期限為 99 年； 

三、中日合辦漢冶萍公司，附近礦山不准外人開採； 

四、中國沿海港灣及島嶼不得租借或割讓給他國； 

五、中國政府須聘用日本人為政治、財政、軍事顧問。 

- 袁世凱為得日本支持稱帝，答應除第五項日後協商外，其餘全部接受。 

- 1918 年，段祺瑞為得日本借款以擴充軍備，於日本在山東的特權，表示「欣然同意」。 

 

 

 

 

 

 

 

 



1.3 中國參戰 

- 1917 年 8 月，中國對德、奧宣戰。 

- 北洋政府雖然沒有直接派兵作戰，但組織十數萬華工前赴歐洲戰場擔負後勤任務，例如在軍工厰工作及前線挖戰壕等。 

- 北洋政府藉對德宣戰，收回青島以外之德國在天津及漢口的租界。 

 

1.4 巴黎和會的外交挫折 

- 1918 年 11 月，德國發生革命，要求停戰，第一次世界大戰遂結束。 

- 1919 年，法國召開「巴黎和會」，商討第一次世界大戰善後事宜。 

- 中國代表顧維鈞要求廢除列強在華特權、取消《二十一條》及收回山東利益。 

- 日本以段祺瑞政府就「山東問題」上有「欣然同意」為由反對。 

- 中國代表的要求被大會拒絕，山東利益全數移交日本。 

 

二、五四運動 

 2.1 新文化運動 

- 陳獨秀、胡適等知識份子為振興國家，於 1915 年開展新文化運動，引入西方思潮。 

- 「賽先生」（科學）與「德先生」（民主）等新思想的流入，促成了「五四運動」。 

 

2.2 運動爆發 

- 1919 年 5 月 4 日，巴黎和會受挫消息傳至中國，三千多名北京學生在天安門集會。 

- 學生以「外爭國權，內除國賊」為號，要求嚴懲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 

- 曹汝霖負責袁世凱時「二十一條」的交涉；章宗祥負責段祺瑞時「山東換文」事宜；陸宗輿代表段祺瑞政府向日方貸款。 

- 學生遊行至曹汝霖住所，痛打在場作客的章宗祥，並火燒曹宅，數十名學生被捕。 

- 北洋政府採用高壓手段對付學生抗議行動。 

- 有識之士發起罷課罷工罷市，聲援學生，全國響應。 

 

 



2.3 政府讓步 

- 北洋政府迫於形勢，罷免曹章陸三人，釋放被捕學生。 

- 在巴黎和會上，中國要求被拒絕後，原本採取妥協、退讓。 

- 北洋政府命中國代表拒絕在對德和約上簽字。 

 

2.4 五四運動的影響 

政治與外交方面 

- 中國拒絕簽署對德和議，山東問題成為懸案，至 1921 年中日方於華盛頓會議達成協定。 

- 國人力爭國權的精神迫使政府改變外交決定，中國外交逐漸步向自主。 

- 1919 年，北洋政府頒令，與無約國談判時堅持平等互惠不再給予特權。 

- 1919 年，中國與奧地利簽約，取消中奧舊約，收回奧地利在中國之特權。 

- 1921 年，中國與德國簽訂互相平等的條約，正式收回德租界。 

- 五四運動激起人民的愛國精神，更加關心國事，不少青年由此投身政治運動。 

思想與文化方面 

- 五四運動使新文化運動深入發展，形成啟蒙與救亡的思潮。 

- 國人多方檢討中國傳統文化，馬克思主義得以傳播，催生了中國共產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