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鴉片戰爭 

 

背景 

一、 滿清採「閉關」政策 

（一）「閉關」政策 

「鴉片戰爭」前，國人自視為「天朝上國」，文明富裕。認為中國地大物博，

自給自足，一切不假外求，毋須對外貿易，並視其他民族均為蠻夷。統治者對於

國際環境茫然無知，一味實行「閉關政策」，故只視「對外貿易」為「嘉惠遠人」

的手段。1792 年，乾隆在給英國女王的信中說，中國什麼都不缺乏，沒有必要

和英國人做生意；跟英人通商純屬恩惠。「鴉片戰爭」進行 2 年後，道光還不知

道英國在何處，詢問從英國到新疆有否旱路可通。至於普通百姓，除在廣州的「行

商」外，幾乎沒有人聽說過有「英國」這樣的國家，更談不上講英語和跟英國人

交流。相反，西方則需要中國的茶、絲、瓷器等物，故明清以來中外貿易常處於

不平衡、不協調的狀態。 

及至康熙平定台灣後，下令開放海禁，以廣州、漳州、寧波、雲台山四地為

對外貿易區，並置海關；後乾隆以海防為由，下令關閉各區，獨留廣州作對外貿

易之地，以便管制外商。此外，朝廷又規定由「公行」（行商）專責管理對外貿

易。「公行」代轉達外商對清廷的意見、承辦入口貨物、劃定貨物價格、監視外

商行動。而「買辦」則是指那些在通商口岸，為西方商人推銷商品和購買中國貨

物的中國商人。「鴉片戰爭」前，受清政府特許，從事對外貿易的商人叫作「行

商」。許多「買辦」就是從「行商」轉變而來，也有部分是從「鴉片販」轉變。

作為外商的中國代理人，「買辦」在中、外貿易中獲得巨額收入，積累大量財富，

也有一定社會地位。有些人還花錢買官，在清政府內取得政治地位。例如以「行

商」出身的廣州「買辦」潘仕成，就用 8萬兩銀買了「候補道」的官銜。 

為防範外人，朝廷還頒行一系列禁例，限制外人在華活動，如婦女不許入城、

不得攜槍械及乘轎遊河、一切買賣須經公行處理等。由於對外貿易限制在廣州一

地，並以「十三行」管理，而西方列強尤其英國卻希望清廷進一步開放貿易，但

屢次派使交涉都無法取得具體結果，遂埋下兩國衝突的遠因。 

（二）人口與農地數量失衡 

清初，隨著社會生產力的恢復和發展，人口也隨之增加。1712 年，全國人

口已接近 1 億，超過明代人口最高時期的 6 千餘萬。1712 年，康熙「永不加賦」

後；1723 年，雍正又將人頭稅按土地數量徵收。因此，百姓再無隱匿人口的必

要，也沒有人頭稅成為重負的顧慮，致人口進一步激增：1741 年為 1.4 億；1805

年達 3.32 億；1840 年更達 4.12 億。此時，人口劇增對社會發展的負面效應已非

常突出。在資源總量不變下，人口激增導致人均資源的減少，百姓生活更加困苦。 

「鴉片戰爭」前夕，中國呈現嚴重的社會危機。土地兼併嚴重，大官僚如琦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B%A3%E5%B7%9E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D%81%E4%B8%89%E8%A1%8C&action=e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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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擁地 256 萬多畝，許多農民則身無寸土，只能租種別人的土地。民眾生活日益

貧困，可以終年溫飽的農民不超過十分之三。政治腐敗，貪污盛行。嘉慶初年處

置貪官和珅，其家產竟遠超過清政府的年財政收益，為歷代罕見。貧富矛盾尖銳，

民眾的反抗不斷爆發。1796 年有白蓮教事件，影響民眾數百萬；1813 年有李文

成、林清的天理教事件，期間竟有近百名參與者一舉攻入皇宮，嘉慶驚呼為「漢、

唐、宋、明未有之事」。 

（三）軍事落後 

清朝的軍事力量，主要分為八旗、綠營兩大系統。八旗約 20 萬人，分為京

營和駐防兩部分。京營約 10 萬人，駐紮在北京及附近地區。駐防八旗則分駐全

國各戰略要地，如西安、涼州、成都、江寧（南京）、杭州、廣州等地。綠營為

清軍主力，約 60 萬人，除京師（北京）巡捕 5 營的 1 萬多兵外，其他均部署在

各行省。清朝的兵丁主要來自固定的兵戶，也有從社會上招募，為終身職。士兵

的餉銀為 12 至 24 兩，另有口糧 3.6 石。雖養活本人不成問題，但每名士兵還得

養活家人，故士兵往往需替人幫工，租種田地，做小生意等。清軍官來源有「行

伍」和「武舉」兩種，其中以行伍為正途。行伍出身是指士兵以軍功升為軍官；

武舉則指通過科舉考試（分文、武二途），授予官職。不管何種方式，所考察的

都只是個人體力。武官經濟收入遠不如管理民財的文官，但搜刮手段毫不遜色，

如吃空糧、剋扣兵餉、貪贓枉法、敲詐勒索等。 

軍隊武器裝備仍大量使用刀、矛、弓、箭等冷兵器，火器則仍仿照明代從荷

蘭等國引進的式樣製作，技術落後，品質低劣。「鴉片戰爭」前，清軍武器裝備

總體上處於冷、熱兵器混用時代。清軍使用的冷兵器如刀、矛、弓、箭，仍佔重

要地位。其火器以槍炮為主，式樣仿照明代引進的「佛朗機」、「紅夷炮」等西

方火器，與英軍相比，落後 200 餘年。清兵常用的鳥槍，槍身長 2.01 米，射程

約 100 米，射速為每分鐘 1 至 2 發。如以射程、射速為參照，兩枝鳥槍不敵 1 枝

伯克槍（barker）；5 枝才敵 1 枝布倫士威克槍（brunswick）。火炮主要仿照西

方 17 至 18 世紀初的加農炮（cannon）系列。但中國火炮鐵質差、工藝落後、炮

架呆板，遠遠遜於英方。清軍戰船不僅船身小，且安炮少，安炮最多的船和英軍

安炮最少的相當。 

近代國家裡，軍隊與警察都是國家機器的組成必要部分。而清朝則沒有警

察，也沒有地方性的內務部隊。因此，維護社會治安，保持政治秩序就成為清軍

最重要、最大量的日常任務。滿州以少數民族入主中原，成為統治者，出於管治

需要，清政府以滿人為主的八旗軍隊相對集中。為防叛亂，清軍的主力綠營分散

布防，各處駐兵從數人到數百人不等。而兵丁不僅要維護治安，還得應付各種差

役，如看守倉庫，協助關卡、徵稅、護衛、驛站等。因此，清軍不是一支純粹的

國防軍，而是兼負警察、內務部隊、國防軍三種職能。其中又以警察的色彩最濃，

國防軍的色彩最淡。由於清軍駐防分散，一遇戰事往往需從各地抽調軍隊增援；

但分散的編制，加上徵調的時效不張，致兵力難以集中。 

當時的調兵速度為：鄰省約為 30 至 40 天，隔 1 至 2 省約為 50 天，隔 3 省

約為 70 天，隔 4 省得需 90 天以上。這樣調動軍隊，一方面耗時，士兵亦疲於奔

命。人或云清兵以逸待英遠征軍之勞，簡直痴人夢話﹗1841 年，道光徵調 2 千

清軍前往浙江，直到次年 2 月，軍隊才趕至前線。同年，清政府從湖北往廣州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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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費時約 70 天；而英國艦船從印度開到中國沿海只要 30 至 40 天。1840 年 7

月，英軍攻陷定海，8 月兵臨天津海口，也僅花了 53 天。如此緩慢的調兵速度，

使清軍的部署遠遠跟不上英軍，從而喪失在本土作戰的有利條件，處處受制於人。 

 

二、 歐洲各國興起來華貿易 

意大利北部的一些城市，在 14 世紀已出現資本主義的雛型。16 至 17 世紀，

隨著新航路的發現，一個世界性的市場逐漸形成。到了 18 世紀晚期，英、美、

法等國相繼崛起。伴隨經濟發展的是各國的殖民擴張：15 世紀末，西班牙和葡

萄牙等國侵佔美洲新大陸；16 世紀，西班牙和葡萄牙瓜分中南美洲，葡萄牙人

於 1557 年獲得在澳門的居住權。17 至 18 世紀，英、法等國後來居上，沿著北

美洲、非洲海岸、印度及東南亞等地不斷擴張。至「鴉片戰爭」前夕，英國殖民

勢力已伸展到印度、波斯（伊朗）、阿富汗、緬甸和印尼等中國周邊國家。 

19 世紀 40 年代，英國率先完成「工業革命」，生產力以倍數增長。棉布產

量在 1796 至 1830 年間增長 15.5 倍；煤產量在 1740 至 1840 年增長率為 12.8 倍；

生鐵產量在 1740 至 1850 年，增長 120 多倍，其鋼鐵產量更佔各國總產量的六成

以上，使英國很快便取得國際工業上的壟斷地位，並以出口多種機器和產品聞

名，被稱為「世界工廠」。1850 年，英國的貿易額佔全球的 23.3％，遠遠高於

德國（14.5％）、法國（10.3％）和美國（8.8％）。英國憑藉其裝備大炮的商船

隊，載著廉價商品，打著「自由貿易」旗號，在海洋上橫行無阻，強行打開其他

國家的大門。 

英國的軍事力量在當時是首屈一指，正規軍約有 14 萬，另有負責內務的國

民軍 6 萬。「鴉片戰爭」初期，派往中國的軍隊約 7 千人，到戰爭結束時增至約

2 萬多人。英軍人數雖少，但裝備精良，素質一流，以火槍和火炮裝備部隊。英

國的海軍被稱為當時「世界之最」，擁有各類艦船 4 百餘艘，儘管仍以木製風帆

為主，但質地精良，配備大量火炮，有的多達 120 門。自 19 世紀 30 年代起，開

始使用蒸汽的鐵殼船裝備海軍。這種船航行速度快、機動性能強、吃水淺，可在

中國沿海和內河隨處航行。 

受重商主義的影響，西方早期的殖民活動大多不是政府出面，而是由「貿易

公司」 進行。1600 年，英國成立「東印度公司」，很快便成為勢力最雄厚、進

行殖民最活躍和積極的商業機構。該公司成立 15 年後，勢力已延伸至印度、印

尼和日本。18 世紀晚期，「東印度公司」獲授予銷售和製造「鴉片」的特權。

從此，英國對華的鴉片貿易迅速發展。在「鴉片戰爭」中，印度更成為英軍的中

轉站和後勤基地。 

 

三、 鴉片輸入的影響 

鴉片（opium），學名罌粟，俗稱「大煙」、「阿芙蓉」（阿拉伯語：Afy

ūm）或「福壽膏」，屬天然麻醉抑製劑；醫學上作麻醉性鎮痛藥，非科學研究

或非醫用，則歸類於毒品。唐朝已有少量鴉片傳入供藥用，明代以來，鴉片一直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BA%BB%E9%86%89%E5%89%82&action=edi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BA%BB%E9%86%89%E5%89%82&action=edit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C%BB%E5%AD%A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BA%BB%E9%86%89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95%87%E7%97%9B%E8%8D%AF&action=edit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7%91%E5%AD%A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F%92%E5%9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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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藥材，小量進口。17 世紀左右，吸食鴉片的方法由南洋傳入中國，並逐漸

流行。西方國家中，荷蘭和葡萄牙是最早向中國販賣鴉片的國家，但數量很少。

18 世紀後半期，「東印度公司」因取得銷售和製造鴉片的特權，英國從此大量

向中國走私鴉片。 

19 世紀初葉開始，為平衡進口中國茶葉等貨物帶來的貿易逆差，英商大量

向中國販賣鴉片。英國鴉片販不顧清政府禁止鴉片入口的禁令，賄賂清朝政府官

吏，勾結中國走私販裡應外合，利用特製快艇進行鴉片武裝走私，足跡遍及整個

中國東南沿海。18世紀 60年代，每年輸入中國的鴉片一般不超過 200箱；60年

代以後上升到 1 千箱；1786 年達 2 千箱。19 世紀後，增長加速，1800 至 1801

年，為 4,570箱；1830至 1831年，驟增至 21,849箱；1838至 1839年，更高達

3.5萬箱。除英國外，法、美、俄等國也競相向中國販售鴉片。 

因鴉片大量輸入，使中英間的貿易，由中國出超變為英國出超，造成中國境

內白銀大量外流，清財政嚴重受損。據統計，平均每年流失白銀達 5 百萬兩，約

為清廷每年總收入十分之一，「鴉片戰爭」前 10年，總數更高達 7千至 8千萬

兩。清廷當時的賦稅是以白銀計算，白銀大量外流，造成白銀短缺，銀價上漲，

人民無力繳付，大多拖欠稅項，庫存因而大幅減少，除造成國家財政拮据，百姓

生活也大受影響。此外，吸食鴉片嚴重影響個人健康，且吸食者日增，嚴重威脅

清朝的統治，綠營、八旗的官兵，有不少手持煙槍，吞雲吐霧，軍隊戰鬥力愈形

下降。吸食鴉片者不但損耗金錢，且失去工作能力，不少人淪為盜匪。再者，貪

官又與不法商人勾結，販運鴉片，從中漁利，走私賄賂之風大盛，社會風氣日見

敗壞。誠如林則徐所說，如不重視鴉片問題，數十年後，中國就會沒有可以抵抗

外敵的士兵，也沒有用來發餉的白銀。所以，朝野上下，禁鴉片的呼聲日趨高漲。 

 

四、清廷的禁煙政策 

販賣鴉片獲利甚豐，嘉慶年間，不少官商私種鴉片，清廷遂將鴉片列作違禁

品，但官紳勾結的鴉片走私活動依然猖獗。在禁煙問題上，清政府內部也引起複

雜的爭論。1836 年，太常寺少卿許乃濟等人，主張將鴉片進口「合法化」，按

藥材納稅，同時通過內地種植以替代進口。至於吸食鴉片，除文武官兵外，普通

百姓可以不予管束。而直隸總督琦善等大多數官員，主張因循以往禁煙定例，即

維持明禁，容許「暗販」、「暗吸」。但湖廣總督林則徐和鴻臚寺卿黃爵滋等官

員則主張則全面「禁止」吸食，逾一年不戒者判處死刑。1838 年底，一直被鴉

片問題困擾的道光痛感煙患氾濫，政府財源枯竭，軍紀廢弛；10 月，當得知莊

親王等皇室成員也吸食鴉片後，遂決定嚴禁，並於 1839 年 1月，派遣林則徐南

下廣州負責禁煙。 

林則徐（1785－1850），字元撫，一字少穆，福建侯官（福州）人。歷任江

蘇按察使、陝西和湖北布政使、東河總督、江蘇巡撫、湖廣總督等職。1839 年 3

月，林則徐抵達廣州，會同兩廣總督鄧廷楨、廣東水師提督關天培整頓水師，嚴

緝煙販，且一再曉諭吸食者限期戒煙。3 月 18 日，林則徐要求外商交出鴉片，

但由於外商早習慣廣東當局雷聲大、雨點小的恫嚇，故並未當作一回事。3月 24

日，林則徐下令斷絕貿易，包圍商館，斷絕供應，迫使以英國為首的外商繳交鴉

http://zh.wikipedia.org/wiki/19%E4%B8%96%E7%BA%A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B8%A6%E7%89%8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5%9B%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8%85%E6%9C%9D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E%98%E5%90%8F&action=edi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E%98%E5%90%8F&action=edit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4%B8%E6%9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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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 20,283箱（合 2百餘萬斤）。6月 3日至 25日，林則徐下令將繳獲的鴉片在

虎門全部銷毀，而雙方卻因具結問題爆發衝突。當時滿朝文武在討論禁煙問題

時，均未充分考慮禁煙的最大阻撓者──英國的反應。道光希望林則徐做到，既

杜絕鴉片，又避免戰爭；但林則徐禁煙的消息傳到英國後，不久便引發第一次「鴉

片戰爭」。 

此外，林維喜案的發生，更導致雙方兵戎相見。英國水兵在尖沙咀殺害村民

林維喜，清廷要求交出兇手，遭義律拒絕。林則徐驅逐英人離開澳門，而英議會

亦通過出兵議案。中英戰爭，由是爆發。 

 

五、 戰爭經過 

第一階段：1839 年 8 月初，清廷禁煙消息傳至英國。10 月 1 日，英內閣作出「派

遣艦隊去中國海」的決定。1840 年 2 月，英政府任命懿律和義律為正、副全權

代表，懿律為英軍總司令。義律（1801－1875）出身英國貴族。1815 年加入英

國海軍，居印度及牙買加多年。1834 年來華，1836 年 12 月，義律接任駐華商務

總監督。1839 年，在英國商館被封鎖下，義律被迫同意轉交英商鴉片。義律以

此為由，向英國國內提出對華動武。1840 年 2 月，義律被任命為英方全權代表，

準備對華開戰。4 月，英議會經過連場論辯，正式通過出兵決議案。同年 6 月，

懿律率領的 40 餘艘艦艇，以及 4 千名士兵到達廣東海面。英軍一方面派艦於珠

江口防堵，另一方面又率餘艦北上進攻廈門、定海、寧波等地，並直迫天津的大

沽口，謀與清帝直接交涉。直隸總督琦善，向道光進言主和，並答應英人查辦林

則徐，英人撤兵。道光以琦善為兩廣總督，並將林則徐撤職。 

第二階段：琦善赴粵，與英議和，並私與英訂定《穿鼻草約》，答允割讓香港、

增開通商口岸及賠款等。清室不滿，乃撤琦善膱，派奕山與英再戰，英軍攻陷虎

門，進犯廣州，奕山不能抵抗，遂與英簽訂《廣州和約》，答允賠償軍費，英軍

始退。 

第三階段：英國因《穿鼻草約》中所得未如理想，決定增兵再戰．派樸鼎查代替

義律。1841 年 7 月，英艦隊陷廈門、定海、寧波。次年 7 月，英艦百餘艘，官

兵約 9千人，自吳淞口溯長江西上，進攻長江與京杭大運河交叉點的鎮江，企圖

截斷南北交通，阻止漕運。駐守鎮江的 1,500名八旗兵與英軍展開激烈巷戰，死

傷慘重，全城遭焚掠。8月 4日，英軍艦駛抵南京下關，道光遂被迫接受英國提

出的條件議和，並派耆英、伊里布等前往議和，最後雙方簽定《南京條約》。 

 

六、 戰爭結果 

在英軍的脅迫下，清政府全部接受由英國提出的議和條款，訂立了中國近代

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中英南京條約》（又稱《江寧條約》）。1842

年 8 月 29 日，英國代表璞鼎查，清廷代表欽差大臣耆英在南京的英國「漢華麗」

戰艦上簽署《南京條約》。隨後，法國和美國強迫清政府分別與之簽定《中法黃

埔條約》和《中美望廈條約》。 

http://zh.wikipedia.org/wiki/1839%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10%E6%9C%881%E6%97%A5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7%BF%E5%BE%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9%89%E5%BE%8B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80%BB%E5%8F%B8%E4%BB%A4&action=edit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5%9B%BD%E8%AE%AE%E4%BC%9A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0%B4%E6%B7%9E&action=edit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5%BF%E6%B1%9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5%BF%E6%B1%9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A%AC%E6%9D%AD%E5%A4%A7%E8%BF%90%E6%B2%B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5%87%E6%B1%9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C%95%E8%BF%9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AB%E6%97%9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D%97%E4%BA%A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D%97%E4%BA%A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81%93%E5%85%8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5%9B%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0%86%E8%8B%B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C%8A%E9%87%8C%E5%B8%83&action=edit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E8%BF%91%E4%BB%A3%E5%8F%B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E8%BF%91%E4%BB%A3%E5%8F%B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8D%E5%B9%B3%E7%AD%89%E6%9D%A1%E7%BA%A6
http://zh.wikipedia.org/wiki/1842%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1842%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8%E6%9C%8829%E6%97%A5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2%9E%E9%BC%8E%E6%9F%A5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0%86%E8%8B%B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3%95%E5%9B%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B%BD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8%AD%E6%B3%95%E9%BB%84%E5%9F%94%E6%9D%A1%E7%BA%A6&action=edi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8%AD%E6%B3%95%E9%BB%84%E5%9F%94%E6%9D%A1%E7%BA%A6&action=edit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7%BE%8E%E6%9C%9B%E5%8E%A6%E6%9D%A1%E7%BA%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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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條約》的主要內容是： 

1. 把香港島割讓（文本上用「給予」字眼）大英； 

2. 賠償英國 2,100 萬兩銀「商欠和戰爭賠款」，分四年交清； 

3. 增開廈門、福州、寧波、上海，連同原有的廣州，共計開放五處通商口岸，

許英人居住及設置使館； 

4. 兩國平等往來，來住文書用平行款式。 

5. 廢除公行制度，可自由選擇商人交易。 

6. 進出囗關稅稅率，須經兩國協議。 

由於《南京條約》明訂的條款僅能說是綱領，英國為求明確，1843 年 7 月，

耆英與樸鼎查在香港，再簽訂《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同年 10 月 8 日，耆英與

樸鼎查又在虎門簽訂《通商附黏善後條款》，又稱《虎門條約》。主要內容如下： 

1. 開放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港口，准英船赴彼通商。 

2. 規定英商不得到鄉間內地。 

3. 英人得在五口議定界址內，租賃房屋，或租地自建以為居住。 

4. 雙方海關稅以後更改由兩國共同協定。 

5. 英人犯事交由英官處置，遇有交涉由華、英官員共查。即接近領事裁判權。 

6. 如有新恩施及他國，英人得一體均沾，即片面最惠國待遇。 

 

七、 鴉片戰爭的影響 

「鴉片戰爭」是中國近代史的開端。這件事對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

會均產生重大影響。戰前，中國領土完整，清政府獨立行使主權；戰後，割讓香

港島，部分司法和關稅權轉讓給外國。戰前，清政府嚴格限制中外貿易，中國經

濟的主體，是「自給自足」的農業和家庭手工業；戰後，外國商品大量湧入，衝

擊中國傳統的經濟模式。戰前，中國人學習和研究的，是中國傳統學問，他們不

瞭解西方，以為中國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戰後，中國人逐漸瞭解西方，也學

習西方先進的科技和文化。 

政治上，鴉片戰敗，中國國際地位驟降，清室弱點盡露，引起列強搶掠；而

國人對外的心理，亦由輕外轉為懼外、仇外，終至排外。再者，《南京條約》及

其後續訂的《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通商附黏善後條款》中，英國人相繼取得

協定關稅、治外法權（領事裁判權，中外人民訴訟各按本國法律管理）、劃定租

界、片面的最惠國待遇（利益均沾）、軍艦停泊口岸等特權，明顯是不平等條約，

損害中國主權達百年之久。且美、法首先傚法，逼迫清廷簽訂《中美望廈條約》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6%99%E6%B8%AF%E5%B3%B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E%A6%E9%97%A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6%8F%E5%B7%9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E%81%E6%B3%A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8A%E6%B5%B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9%BF%E5%B7%9E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80%9A%E5%95%86%E5%8F%A3%E5%B2%B8&action=edi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5%AC%E8%A1%8C%E5%88%B6%E5%BA%A6&action=edit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1843%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0%86%E8%8B%B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8%B8%E9%BC%8E%E6%9F%A5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99%8E%E9%97%A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9%BF%E5%B7%9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6%8F%E5%B7%9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E%A6%E9%97%A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E%81%E6%B3%A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8A%E6%B5%B7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D%8F%E5%AE%9A%E5%85%B3%E7%A8%8E&action=edit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2%BB%E5%A4%96%E6%B3%95%E6%9D%8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7%9F%E7%95%8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7%9F%E7%95%8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BB%E6%9D%83


 7 

和《中法黃埔條約》，開啟不平等條約的先例。自此，中國失去主權，飽受列強

的欺凌，淪為「次殖民地」。當時清政府輕易放棄這些主權，一個重要原因，就

是不瞭解國際法，不知道這些條款損害國家主權的嚴重性，反以為有許多便利，

不失為一種較公道的解決辦法。如認為劃定租界，可便於防範外人，對中國人的

擾亂可以較少；而協定關稅使中國稅收，實際較以往增加，獲得實利。 

經濟上，「鴉片戰爭」前，清政府由於嚴格控制中外貿易，只有少量外國商

品能夠進入；而由於外國人的需要，中國的茶葉和生絲卻源源不斷銷往西方。戰

後，根據《南京條約》、《虎門條約》、《望廈條約》、《黃埔條約》中關於開

放通商口岸、協定關稅的條款，清政府須放寬對洋貨的限制，外國商品開始大量

湧入中國。開放五囗通商，使中國淪為西方商品傾銷地和原料供應巿埸，國家經

濟不能自主；且未能禁止鴉片輸入，白銀外流無法制止；而賠款極大，中國經濟

大受破壞。以英國為例，1837 年，英國出口到中國的商品，總價值為 90 多萬英

鎊；1843 年增至 145.6 萬英鎊；1845 年已到達 239.4 萬英鎊。 

「鴉片戰爭」前，清政府 「閉關」自守，不對外國開放，只允許廣州「一

口」進行中外貿易。戰後，根據《南京條約》，開放廣州、福州、廈門、寧波、

上海五地為通商口岸，准許英國人和家屬居住，自由進行商貿活動，英國還可派

駐領事。根據《虎門條約》，英國人的司法審判權，也歸本國領事所有。而美、

法兩國也通過「片面最惠國」待遇取得這些權力。但由於廈門、福州、寧波受到

地理限制，商務並不繁盛。只有扼長江口的上海，最接近主要出口物資絲綢和茶

葉的產地，又位於江、浙富庶之區，同時是中國南北海運的中轉站，原在廣州的

英美商人及其雇用的買辦（多為廣東人或寧波人）蜂擁而至，開設洋行，發展進

出口貿易，上海遂迅速成為中國的外貿中心。自 19 世紀 50 年代中期起，上海的

出口貿易已佔全國一半以上。 

1845 年 1 月，英國駐上海領事巴富爾要求清廷同意在上海劃出一個特定區

域，供英國人居住、生活，這是外國在華設立「租界」的開始。仿照英國的做法，

1848 年和 1849 年，美、法兩國也先後在上海取得本國的「租界」。後來，西方

國家在中國的其他口岸城市，也都設有「租界」。「租界」初設時，清政府還能

干預其中的行政和司法，但西方國家通過各種約章條款，逐漸將「租界」中的行

政、司法權力據為已有一套外國訂立的行政、司法、經濟、社會架構和制度建立

起來，「租界」成為中國境內的「國中之國」。至於割讓的香港，英國人在此鑿

山填海，大事興建，成為英國在遠東的軍事政治和經濟中樞，一度還是鴉片和苦

力的集散地。 

社會方面，自鴉片戰敗及不平等條約的簽訂，國人仇外之心日重，社會上排

外情緒濃烈，導致日後英法聯軍之役及自強運動的出現。再者，戰後未禁絕鴉片，

且鴉片大量輸入，為害中國社會。另列強在五口成立柤界，不受中國法律統制，

租界成罪惡的溫床，對社會風氣有極不良影響。此外，清中葉自嘉慶、道光年間

以後，中國社會已出現種種嚴重問題，包括土地兼併、人口過剩、貪官污吏等，

但在川楚教亂後數十年的太平，使當時的社會問題隱而不現，鴉片戰爭雖直接影

響的地區不多，但對清朝的權威造成打擊，許多社會上的問題逐漸浮現，造成較

多的民變發生，間接促成太平天國的興起。 

文化上，鴉片戰爭時，在中國約有 30 萬天主教徒。基督教（新教）沒有公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B%BD%E9%99%85%E6%B3%95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7%9F%E7%95%8C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D%8F%E5%AE%9A%E5%85%B3%E7%A8%8E&action=edi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95%BF%E6%B1%9F%E5%8F%A3&action=edit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8A%E6%B5%B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9D%E7%BB%B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C%B6%E5%8F%B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C%B6%E5%8F%B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9%BF%E5%B7%9E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9%B0%E5%8A%9E&action=edit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9%BF%E4%B8%9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E%81%E6%B3%A2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4%8B%E8%A1%8C&action=edit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6%99%E6%B8%A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5%9B%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F%9C%E4%B8%9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B8%A6%E7%89%87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8B%A6%E5%8A%9B&action=edi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8B%A6%E5%8A%9B&action=edi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7%9D%E6%A5%9A%E6%95%99%E4%BA%82&action=e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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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9%E4%B8%BB%E6%9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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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傳教，只有 20 名英美傳教士在澳門進行一些準備工作，如翻譯聖經，編寫字

典。1846 年，道光明詔弛禁天主教，歸還原有教堂，天主教遂轉為公開活動。

耶穌會負責江蘇、安徽和直隸東南部的傳教工作；遣使會負責直隸的大部分和浙

江、江西；多明我會則專門負責福建。來自英、美、德三國十餘個基督教（新教）

教會也紛紛在五口設立教堂、學校、醫院。其中美國歸正會在廈門興建基督教（新

教）在中國的第一所教堂新街堂；而美北長老會的嘉約翰，在廣州接辦中國第一

所西醫院博濟醫院。 

對知識界的影響，從宏觀的歷史看來，鴉片戰爭的勝敗，反映當時東西方科

技（尤其是軍事上）的巨大差距。但當時中國的讀書人只知學習和研究中國的傳

統學問，他們不瞭解西方，更不知道西方也有值得學習的知識。清政府在鴉片戰

爭的失敗，刺激中國部分知識分子注意西方，他們從現實出發，感到中國人有必

要向西方學習。他們著書立說，向國人介紹歐美國家的歷史、地理、風土、人情，

以及經濟、軍事；並探討如何學習西方國家的長處，以抵抗他們的侵略。 

 

資料來源：http://www.ngensis.com/hongkong/HKl.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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