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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二：國共合作與分裂 

第二章：1920 年代內地與香港的關係 

 

考前筆記 
 

 

 

 

 

 

 

 



一、1920 年代內地背景 

- 1919 年，孫中山改組中華革命黨為中國國民黨，政綱加入反帝國主義思想。 

- 1921 年，孫中山改組護法軍政府為廣州中華民國政府，準備北伐。 

- 1921 年，中國共產黨成立，致力領導工人運動，掀起全國罷工潮。 

- 其時國民黨亦都關注工人運動。 

- 1922 年至 23 年期間，全國罷工達一百八十多次。 

- 香港居民大部分來自中國內地，兩地民眾自然息息相關。 

 

二、海員大罷工 

2.1 罷工展開 

-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物價飛漲，香港工人陸續組織工會以改善工作待遇。 

- 1921 年末，英資船務公司怡和與太古的海員要求加薪被拒。 

- 1922 年初，香港海員工會發起大罷工，一週內近六千人響應。 

 

2.2 事件擴大 

- 廣州政府為罷工海員提供住宿及資金，參與人數不斷增加，香港海運癱瘓。 

- 資方拒絕加薪，港督司徒拔將罷工定性為政治運動，查封海員工會。 

 

2.3 沙田慘案 

- 不少工人因廣州政府支助返回內地，港府遂於 2 月 28 日停駛九廣鐵路。 

- 3 月 3 日，二千名工人步行回廣州，途經沙田時遭軍警開槍，六人死亡。 

 

2.4 罷工結束 

- 沙田慘案令罷工規模擴大，最後資方同意加薪百分之十五至三十。 

- 港府解封工會、釋放被捕人員、發放撫恤金，歷時五十六天的罷工結束。 

 



三、省港大罷工 

3.1 罷工展開 

- 1925 年 5 月，上海日資工厰發生工潮，工人領袖顧正紅被槍殺。 

- 5 月 30 日，上海工人及學生舉行示威活動，與租界內的英國巡捕發生衝突。 

- 衝突導致數十名群眾死傷，是為「五卅慘案」。 

- 6 月 19 日，香港工人在中共黨員的召集及領導下發動罷工，返回廣州。 

 

3.2 沙基慘案 

- 6 月 23 日，廣州群眾聲援罷工時，途徑沙面對岸沙基，遭英法軍隊掃射，五十多人死亡，是為「沙基慘案」。 

- 「沙基慘案」消息傳至香港，罷工規模進一步擴大。 

- 「省港罷工委員會」封鎖香港與廣州交通，成立工人糾察隊維持秩序。 

- 罷工期間，香港貿易量下跌 50%，入港船隻噸位下降 40%，經濟蒙受巨大損失。 

 

3.3 策略轉變 

- 港督司徒拔將罷工定性為共產主義運動，態度強硬，宣佈戒嚴，搜捕罷工領袖。 

- 港府實施新聞檢察制度，扣留有關罷工的郵件與電報。 

- 英國政府命金文泰接任港督，一改強硬立場，與廣州政府進行磋商。 

 

3.4 罷工結束 

- 廣州政府與中共矛盾加劇，港府察覺國民政府分裂在即，重新採取強硬手段。 

- 1926 年 7 月，北伐開始；10 月，罷工委員會解散，罷工結束。 

 

 

 

 

 



四、1920 年代內地與香港的關係 

4.1 工人意識增強 

- 初期香港工會與同鄉會類似，只屬聯誼互助性質。 

- 受孫中山鼓勵及內地工人運動發展影響，新增的工會是以爭取工人權益而成立。 

- 1920 年代初期，香港湧現 81 個工會組織。 

 

4.2 政黨參與 

- 中共成立後領導工人運動，掀起全國罷工潮，為香港兩次罷工運動之誘因。 

- 兩次工潮皆有內地政黨支持：國民黨經濟援助海員大罷工；共產黨直接領導省港大罷工。 

- 政黨支持令罷工規模擴大，但政黨的不穩定性容易影響工潮結果。 

 

4.3 民族主義 

- 罷工與民族主義、反殖民主義及反帝國主義關係密切。 

- 內地工潮催化香港罷工運動，香港發起大罷工後亦得內地群眾聲援。 

- 內地發生的「五卅慘案」為省港大罷工之導火線；「沙基慘案」則令事件升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