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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中華民國抗日戰爭與國共內戰 

(一)課程大綱 

(二)北伐至全國統一 
 
北洋政府處在混戰時期，地方的軍閥割據，在南方的孫中山與蘇聯合作。孫中山去世後

（民 14），廣州大元帥大本營（軍政府）改組為國民政府，汪精衛獲選為國民政府主席，與

握有軍權的蔣中正積極合作。 

1.北伐前期：聯俄容共 

汪精衛延續孫中山聯俄容共的方針，可是共產黨分子在國民黨內不斷的滋事，有部分反

共勢力不願再繼續聯合蘇聯，與共產黨合作。 
 

時間 事件名稱 中國國民黨內部分裂 

1925.11.23 
西山會議派 

（中國國民黨極

右派組織） 

西山會議派通過決議，宣布中國共產黨非法，並通過了「取

消共產黨員在國民黨中之黨籍」、「開除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

會中的共產黨員」、「解僱顧問鮑羅廷」等反蘇、反共、反對

國共合作等議案。會後，此派人士在上海成立「國民黨中央

黨部」，與廣州國民黨中央相對抗。 

1926.3.19 
中山艦事件 

〇（三二 事件） 

蔣中正認為艦長要將他綁架到海參崴，可能是共產黨的叛

變，於是先下手為強，調查可疑人物。這舉動使國共合作充

滿不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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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北伐中期：清黨與寧漢分裂 

民國十五年（1926），蔣中正下令北伐，由南到北依序擊破地方勢力。 

軍閥 

 
圖片來源：Wikipedia 

吳佩孚（直系） 

 
圖片來源：Wikipedia 

孫傳芳（直系） 

 
圖片來源：Wikipedia 

張作霖（奉系） 

勢力範圍 湖北、湖南、陝西、河南
福建、江西、浙江、安徽、

江蘇 
山東、直隸、察哈爾、熱

河、奉天、吉林、黑龍江

軍力 約 25 萬人 約 25 萬人 約 50 萬人 

 
吳佩孚的勢力地處華中，他的反蘇立場使得蘇聯支持的國民黨廣州國民政府，把吳列為北伐的

首要目標。同年夏天吳被北伐軍擊潰主力。民國十六年攻下武漢後，國民政府遷往武漢，但是由

蘇聯顧問鮑羅廷操控武漢政府，與蔣中正的指令無法配合。國民革命軍收復南京後，於 4 月

12 日，發動四一二事變（即清黨），孫傳芳趁機反擊但遭到失敗。 
 

清黨 

背景 
民國十六年（1927）起，在蘇聯帶領下，中國共產黨持續排外，4 月 2 日國

民黨訂立「清黨原則」及組「清黨委員會」，進行反共清黨準備工作。 

衝突點 
中共：四一二事件 
國民黨：清黨 

4 月 12 日受蔣中正指揮的幫派分子，從上海租界乘多輛汽車分散衝出，發

起攻擊。之後以「工人內訌」為理由，解除工人糾察隊武裝，「沒收三千支

步槍。」。中國共產黨黨員從各級政府、公家機構及軍隊中處決或禁錮。 

寧漢分裂 

4 月 18 日，蔣介石等宣佈在南京組國民政府，以胡漢民為主席，和武漢國

民政府（汪精衛）對立，是為「寧漢分裂」。 

4 月 20 日，中國共產黨發表《爲蔣介石屠殺革命民衆宣言》認為：「蔣介石

業已變為國民革命公開的敵人，業已變為帝國主義的工具，業已變為屠殺

工農和革命群眾的白色恐怖的罪魁」 

武漢分共 
中共：七一五事變 
國民黨：清黨的其

中一部分，武漢分

共 

7 月 15 日，中國國民黨左派領袖汪精衛再度知悉蘇聯欲分化並全面控制國

民政府，以助中國共產黨合謀武力奪取武漢國民政府權力，宣布「和平分

共」，遂決定取締中國共產黨言論，罷黜鮑羅廷及其他蘇聯顧問。 

影響 第一次國共合作失敗。（1923-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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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黨 

清黨使中國國民黨右派得勢，蔣中正成了最高領袖。 

國民黨在農村基層經營的層面，在清黨後基本瓦解，恢復得十分緩慢。 

3.北伐後期：濟南慘案與東北易幟 

民國十七年 5 月 3 日，國民革命軍在北伐途中經過山東濟南城時，日本方面借口革命軍

對城內的日本僑民進行搶劫、強姦、屠殺，而出動軍隊展開報復，蓄意屠殺中國軍人與民眾

六千餘人的事件。此次事件稱為五三慘案，又稱濟南慘案。慘案發生後，日方否認日軍屠殺

中國軍民，並要南京國民政府道歉、賠償、懲凶，並於 5 月 11 日攻佔濟南。當時北伐軍繞道

而行，並未解決事端，直至次年 3 月，南京國民政府與日本政府簽訂《中日濟案協定》之後，

日軍才退出濟南。 
清黨與濟南慘案使得北伐進度受阻，但在民國十七年張作霖在皇姑屯被炸成重傷，當日

死亡後，同年年底，其子張學良改幟，服從國民政府，中國達成形式上的統一。 

4.中原大戰 

國民政府雖完成北伐，但其實只是為求快速勝利，允許軍閥以直接改編方式加入中國國

民黨，未徹底消弭各地軍閥擁軍自重的風氣，因而有 1929 年國軍編遣會議（裁軍）的舉行。

此會議推動「軍隊中央化」，蔣中正統轄的軍隊人數是李宗仁、馮玉祥、閻錫山三人統轄數目

的總和，引起三人不滿，李宗仁率先起兵反蔣，由於戰場主要以河南、山東為主，故稱為「中

原大戰」。 
1930 年 5 月蔣中正與李宗仁、閻錫山、馮玉祥等人展開對決，張學良在後期支持蔣中正，

最後由蔣中正取得勝利。也使得戰後中央權威獲得鞏固。 

5.剿共 

清黨後，共產黨至偏遠山區發展，反而發展出中國模式的共產革命。 
 

策略 內容 

以農村包圍城市 
有別於蘇俄以城市革命帶動共產革命，毛澤東認為中國的農民是一股強

大的力量，無產階級革命也可以以農民做為主導力量。 

建立武裝根據地 
中共在偏遠山區建立基地打游擊戰，使政府難以追擊 

於農村奠定基礎，使後勤（糧、兵）無慮。 

 
中原大戰結束後，國民政府於民國二十三年（1934）發動大規模剿共，迫使藏匿於湖南、

江西、湖北山區的共軍竄逃至陝西延安，日後中共稱此段經歷為「長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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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萬五千里長征（國民政府稱流竄）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動員近 100 萬國民革命軍圍

剿各中國共產黨控制的農村根據地，並以 50
萬優勢兵力重點進攻中央蘇區（中華蘇維埃共

和國主要控制地區）。 
 
共產黨將陝西延安做為根據地發展，蔣中正的

中央勢力在此時得以實質深入地方。 

 

(三)訓政時期 

1.《訓政時期約法》 

依照孫中山《建國大綱》的步驟，要依序建立軍政、訓政、憲政。在 1931 年通過《中華

民國訓政時期約法》，逐步實行國父遺志。 
 

軍政 訓政 憲政 

1917-1928 1928-1947 1948- 

以國民革命軍完成統一 以黨領政 制定憲法與實行憲法 

宣揚三民主義 籌備地方自治 主權在民 

 
北伐完成後，國民政府得以進行初步建設，在日後被稱為「黃金十年」。 
 

層面 黃金十年建設 

交通 修築隴海鐵路、粵漢鐵路等 

經濟 

設立中央銀行（1928），統一貨幣，調控國家財政 

廢兩改元（1933），將使用貨幣由銀兩改為政府鑄造的銀元 

推行法幣（1935），推行紙幣統一，所有交易皆由法幣支付。由中央、中國農民、

交通、中國銀行發行。 

外交 積極廢除自鴉片戰爭以來，對列強簽定的不平等條約，在關稅自主方面頗有進展。

教育 
晏陽初提倡平民教育 

1928 年成立中央研究院，為全國最高學術研究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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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日本的侵略 
 
日本自甲午戰爭以來，積極對外擴張，中國則是日本積極下手的目標。 

1.日本侵華 

時間 事件 內容 國民政府態度 

1931 九一八事變 日本關東軍占領瀋陽，三個多月佔領東北
蔣中正採取不抵抗原則，訴諸

國際仲裁 

1932 一二八事變 
日軍以保護僑民為理由，在上海發動攻

擊。 
外國介入調停 

1932 滿州國成立 
日本扶持清遜帝溥儀成立滿州國，不過實

質權力皆在日本人手上 
向國際申訴 

1933 塘沽協定 日本進佔山海關，爆發長城戰役 
劃定北平、天津以北至長城為

非軍事區 

 
蔣中正堅持「先安內，後壤外」，決定先剿共，把可能奪權的人除掉，再來面對日本人。

但是張學良支持中共宣傳「停止內戰，共同抗日」，反對蔣中正剿共的命令，在民國二十五年

（1936）12 月 12 日軟禁蔣中正，稱為西安事變。在獲得蔣中正承諾停止剿共後，張學良被

軟禁（幾乎是一輩子），第二次國共合作開始（1937-1945）。 
 

八年抗戰（中日戰爭） 

前因 
日本長期侵略，勢力進入華北 

西安事變後，國民政府決定國共合作抗日，日本加緊對中國侵略 

爆發 
七七事變 

（盧溝橋事變） 
民國 26 年盧溝橋事變，蔣中正發表了《最後的關頭》的演說，

正式宣布開始全面抗戰。 

抗戰

初期 

八一三松滬會戰 
民國 26 年 8 月日本進攻，引發松滬會戰，日本沒有達到「三

月亡華」的目標，但蔣中正在淞滬會戰幾乎投入所有的精銳部

隊，最後除了慘重傷亡之外戰爭還輸的一敗塗地。 

南京大屠殺 民國 26 年底南京大屠殺，殺害 30 多萬軍民。 

日採取以華制華 扶持汪精衛在南京成立南京國民政府。（1940-1945） 

中：以空間換取時間 
日：速戰速決 

國民政府遷都重慶，對抗日本的策略。日本企圖速戰速決，進

攻上海（松滬會戰）與南京（南京大屠殺）迫中國投降。 

抗戰

後期 

珍珠港事變 
民國 30 年底，日本偷襲夏威夷珍珠港，美國對日宣戰，太平

洋戰爭爆發，中國與英美結盟，對抗侵略。 

美國總統羅斯福建議組

織中國戰區 
包含中國本土、越南北部及泰國，中國戰區總司令為蔣中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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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抗戰（中日戰爭） 

勝利 
民國 34 年 8 月，美對日的廣島、長崎投下兩顆原子彈，日本

於 8 月 15 日宣告無條件投降。 

 
戰後中國的國際地位提升，除了廢除不平等條約之外，更名列「四大強國」，成為聯合國

安全理事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 
 

名列「四大強國」 
珠港事變發生後，中國在國際與美、英、蘇並列，參與創建聯合國，

成為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 

廢除不平等條約 

中美：取消治外法權，於 1943 年簽訂新約 

中英：取消治外法權，但英國堅持不歸還九龍租借地，於 1943 年簽

訂新約。 

中法：收回廣州灣租借地，於 1946 年簽訂新約 

中日、中義：特權因我方對其宣戰而廢止。 

其他國家如比利時、挪威、加拿大等也另訂新約。 

2.戰時的社會 

背景 1937 年淞滬會戰後，日軍逼近首都南京，國民政府遷都重慶。

政府機關與工廠遷移 
為避免設備落入日人之手，維持軍需生產，許多工廠在西南地

區重建。 

人口與學校內遷 
遷都重慶後，公務員、平民與師生內遷，使西南人口大量增加。

學校內遷後，例如清華、北京、南開大學合併成為西南聯大。

戰時經濟與人民生活 
男性當兵，女性有較多工作機會。即使首都內遷，整體國家稅

收不足，人民活在困苦的環境下，抗日的民族情緒強烈。 

影響 
助於西南經濟、文化的開發 
（內陸省分如：四川、廣西、雲南） 

 

(五)國共內戰 

1.國共和平談判無結果 

民國三十四年（1945），對日抗戰勝利後，面對由蘇聯扶持，抗戰期間主要發展自身勢力

的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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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共內戰前的政治協商 

背景 
蘇聯 

依據雅爾達密約對日宣戰，拒絕自中國撤兵，扶植中共接收

東北，將武器移轉給中共。 

中共 
在抗日期間擴張迅速，將其控制的農村根據地稱為解放區，

不受國民政府管轄，華北農村地帶成了共軍的腹地。 

國共談判 

雙十協定 
（1945） 

蔣中正電邀毛澤東、周恩來召開政治協商會議，在 10 月 10
日簽署協定。 

內容 
初步達成一些共識，最重要的是盡快展開政治協商會議，使

軍隊國家化、中共統制區的官員任命與共軍受降問題能進一

步討論。 

政治協商會議

（1946.1） 
由國民黨、共產黨、民主同盟等政黨於重慶舉行。  

內容 
國民政府改組，必須納入其他黨派；軍隊國家化，召開「制

憲國民大會」 

美國介入 馬歇爾使華 
美國希望中國政局穩定，總統杜魯門遣使馬歇爾來華調停內

戰。但國民黨堅持消滅共軍，沒有協商的空間，此次調停失

敗。 

召開制憲國民

大會 
中共抵制 

中共要求政府必須先改組，才能召開國民大會，但國民黨不

願意多給中共席次，故周恩來痛斥國大，不承認有合法性，

以缺席抗議。 

 
在中國共產黨、中國民主同盟（由立場親中共的政治人物與知識分子組成）沒有參與的

情況下，此次制憲國民大會成為一言堂（邀請立場相近的青年黨與中國民主社會黨）。 
 

制憲與行憲 

完成制憲 
通過時間 民國 35 年（1946）12 月 25 日 

公布時間 民國 36 年（1947）1 月 1 日，12 月 25 日正式實施 

實施憲政 

選舉中央民意

代表 

國民大會：選區直選 

立法院：選區直選 

監察院：各省、市議員互選（間接選舉） 

總統、副總統

選舉 

1948 年召開第一屆國民大會選舉行憲後第一任正、副總

統，於 5 月 20 日宣誓就職訓政結束。 
（總統：蔣中正，副總統：李宗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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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共勢力在抗戰期間坐大 

在中原大戰結束至西安事件爆發前，蔣中正全力剿共，企圖將共產黨勢力從中國瓦解掉，

經過「長征」，中共的勢力只剩延安，但西安事件後，整個抗日戰爭，中共都在積極發展自身

勢力，尤其是農村的動員。 
 

 動員力量 勢力範圍 

對日戰爭前 約兩萬多人 陝北地區 

對日戰爭後 近百萬人 遍佈中國 

 
民國三十五年，蘇聯從東北撤離，國民政府軍要接收時，受到共軍攻擊，國共內戰開始。

起先，國軍擁有兵力及裝備的優勢，但在民國三十六年下半年逆轉，民國三十七年東北、華

北、西北國軍敗像越來越明顯。 
 

三大會戰 

戰役名稱 戰況 結果 

遼瀋戰役 
（1948.9～1948.11） 

損耗國軍在東北投入的近百萬

人力 
成為日後華北全面潰敗遠因。

徐蚌會戰 
（1948.11～1949.1） 

50 萬國軍遭到殲滅，長江以北

幾乎遭共軍占領 
1949 年 1 月共軍渡過長江，南

京於同年 4 月陷落 

平津戰役 
（1948.11～1949.1） 

北京、天津的 60 萬國軍遭共軍

包圍 
1949 年 1 月國軍開城投降，共

軍全面控制華北 

 

內戰戰敗後的國民政府 

1949.1 蔣中正辭去總統一職，由李宗仁代理總統 

1949.4 共軍渡過長江，南京陷落，國民政府陸續遷都廣州、重慶、成都 

1949.10.1 共產黨於北京（原名北平）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 

1949.12.7 國民政府撤往臺灣，定都臺北 

 

國民政府戰場失敗的因素 

輕忽對手 國軍欠缺應對中共「從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方法 

經濟崩壞 

財政支出增加→浮濫發行紙鈔→貶值→通貨膨脹→經濟衰敗（惡性

循環） 
印製鈔票無法真正填補財政缺口，只造成惡性循環。 

民國三十七年，國民政府試圖發行「金圓券」以取代法幣，但未取

得預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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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政府戰場失敗的因素 

國民政府貪 s 污腐化 
國民政府以勝利者姿態「接收」日本所占領領土，卻因官員貪污牟

利，巧取豪奪，國民政府大失民心，種下國共戰爭敗因。 

社會人心動盪不安 

戰後復原的建設緩慢 蔣中正先以剿共為戰後發展要點，與社

會期望不符。 

國民政府鎮壓示威民眾 民眾不滿情緒再次升高 

經濟衰敗，民生凋敝 顯示政府無能 

 

國共關係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