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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三：日本侵華與抗日戰爭 

第一章：日本侵略中國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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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本的侵華野心 

- 明治維新後，日本軍力漸強，主張以軍事控制國家的軍國主義抬頭。 

- 島國日本資源有限，對外奉行「大陸政策」，主張侵略中國及朝鮮等大陸國家。 

- 「二十一條」及山東問題，阻撓北伐之「濟南慘案」，暗殺張作霖的「皇姑屯事件」，充分表現日本侵華的野心。 

- 1927 年，軍人田中義一出任首相，認為「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 

 

二、抗戰前日本的侵華行動 

2.1 九一八事變 

- 1931 年 9 月 18 日，日本關東軍炸毀南滿鐵路柳條溝路軌，誣稱是中國所為，炮轟瀋陽。 

- 東北軍統帥張學良錯判形勢，不予抵抗，次日，日軍旋即攻陷瀋陽 

- 1932 年 1 月，日軍全面佔領東北（黑龍江、吉林、遼寧）。 

- 張學良率東北軍退入關內，史稱「九一八事變」。 

 

2.2 一二八事變 

- 1932 年 1 月 28 日，日本以上海市民抵制日貨、毆打日僧為由，進攻上海閘北。 

- 中國第十九路軍死守吳淞一個多月，日軍未能攻佔上海。 

- 戰事期間，雙方各有增兵，日軍更三易主帥。 

- 列強利益受損，英、美、法各國出面調停，中日簽署《淞滬停戰協定》。 

- 停戰協定允許日本駐兵上海，成為侵略中國的據點，史稱「一二八事變」。 

 

 

 

 

 

 

 



2.3 成立偽滿州國 

- 1932 年 3 月，日本為表示無意侵華，扶植清廢帝溥儀為「執政」，在東北建立滿州國，，中國史料稱其「偽滿州國」。 

- 1933 年 2 月 24 日，國際聯盟通過李頓調查報告，不承認滿州國合法地位。 

- 1933 年 3 月，日軍佔領熱河省（內蒙古赤峰市、河北省承德市等地區），並併入偽滿洲國。 

- 1933 年 3 月 27 日，日本退出國際聯盟。 

- 1934 年 3 月 1 日，偽滿洲國改行帝制，傅儀成為皇帝，但實受日本控制。 

 

2.4 策動華北自治 

- 日本佔領熱河，中日簽署《塘沽協定》，承認日本佔領熱河，並把河北省東部（簡稱：冀東）劃為非武裝區。 

- 1935 年 10 月，日本提出「華北特殊化」，重演「滿洲國事件」，扶植漢奸成立「冀東防共自治政府」。 

- 華北五省自治運動最後以國民政府設立冀察政務委員會，默認地方自治。 

 

三、西安事變 

- 蔣介石堅持「先安內，後攘外」，緊緊追剿共產黨，對日本採取忍讓態度。此舉引起張學良、楊虎城等將領不滿。 

- 1936 年 12 月 12 日，張、楊二人發動兵諫，幽禁蔣介石，並向全國通電要求停止內戰，改組政府，出兵抗日，史稱「西安事

變」。 

- 另一方面，共產黨受蘇俄指示，放下爭議，認同聯合國民黨之做法，派周恩來作代表商談。 

- 蔣介石夫人宋美齡與周思來一同調停，蔣介石終同意「停止剿共，一同抗日」。 

- 西安事變後，張學良被軟禁至 1990 年；楊虎城則先被放逐，抗戰爆發回國被逮捕長期關押，1949 年遭處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