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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 

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曲线图 



 

 概念解读：资本主义，民族资本主义，民族资产阶级，近代工业 

资本主义：是一种经济体系，指资本家控制生产资料，雇佣工人生产商品，通过剥      
削工人剩余价值累积财富,而工人靠给资本家做工获得生活来源的一种经济方式。 
民族资本主义：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土生土长的资本主义。 

民族资产阶级：是本国成长起来的资产阶级，是以拥有民族资本 

为特征的。而资产阶级则还包括入侵的西方资产阶级。 

近代工业：   相对传统的手工业而言，指的是使用机器生产； 

概念辨析： 
●民族工业:中国人投资兴建的使
用机器生产的工厂制工业,相对于
外国资本主义企业而言。 
●洋务企业指的是洋务运动时期洋
务派创办的近代民族工业； 
●民族资本主义企业指的是地主、
官僚、商人等创办的近代企业。 
 

  史书记载：1873年侨商陈启源创办继昌隆缫丝厂，
采用蒸汽机和传动装置，雇女工数百人“出丝精美，
行销于欧美两洲，价值之高，倍于从前，遂获厚
利”。以上材料说明继昌隆缫丝厂(   )   
A.实质是外国资本在华创办的企业   
B.产品主要面向国内市场   
C.属于近代意义的民族工业   
D.没有跳出中国传统生产方式 

中国境内最早出现的
近代企业是鸦片战争
后在通商口岸出现的
外国资本主义企业。 



上海发昌
机器厂 

广东南海继
昌隆缫丝厂 

天津贻来牟
机器磨坊 

沿海沿江地区最早受列强侵
略，列强倾销商品、掠夺原
料，自然经济解体较早； 

外商企业最早在沿海沿江地
区建立,刺激了中国近代企业
建立； 

近代工业分布在沿海沿江地
区,便于引进外来先进技术
和机器设备 



1.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19世纪60、70年代） 

原因 表现 影   响 

千呼万唤始出来 

外商企业利润的刺激 

洋务运动的诱导 

自然经济逐渐解体 

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 
东南沿海产生首批
民族企业： 

上海方举赞的发昌
机器厂 

南海陈启沅的继昌
隆缫丝厂 

天津朱其昂的贻来
牟机器磨坊 

特点： 

先天不足：资金少、 

规模小、技术力量薄弱后天
畸形：工业结构和地区分布
不平衡，未能形成独立完整
的工业体系 

①一定程度抵制了列强的
经济侵略，推动了中国近
代化； 

 

②中国的经济结构发生变
化，新的阶级力量产生—

—民族资产阶级 

 

早期资本家来源于
地主、商人、官僚 



原因 表现 影   响 

①列强输出资本，
进一步瓦解自然经
济（主要原因） 

②清政府为扩大税
源解决财政收入而
放宽对民间设厂限
制（直接原因） 

（戊戌变法、
辛亥革命） 

近代化上升到
制度层面 

民族资产阶级开
始登上政治舞台 

小荷已露尖尖角 

民族资本、企业数
量增加，规模扩大，
由沿海到内地 

棉纺织业发展突出； 

兴起实业救国思潮 

2.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19世纪末20世纪初） 



 

 概念解读：实业救国思潮 

实业救国是以发展实业作为救国主要手段的一种经济思想。主要以张謇、荣

氏家族等为代表，兴起于19世纪末，风行于20世纪初。 这一思想表达了中国近

代民族资产阶级企图通过发展实业来挽救民族危亡的美好愿望，具有爱国的进步

意义，促进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 

1912年荣氏兄弟创办福新面粉公司，1915年又创办申新纺织公司；1912—1919

年，中国新建厂矿企业470多家，加上扩建企业，新增资本相当于辛亥革命前

50年的投资总额，造成这一时期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因是 

A．中国的自然经济开始瓦解                    B．实业救国的热潮 

C．清政府放宽民间办厂限制                    D．国民政府的政策 



原因 表现  影   响 

 

 

3.民族资本主义的短暂春天（一战期间） 

①辛亥革命的影响 

②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奖励实业的政策 

③群众性反帝爱国运动 
的推动 

 

 

①民族资产阶级壮大 

（新文化运动） 

中国革命向新民主 

主义革命过渡 

②无产阶级壮大 

（五四运动）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①厂矿企业增多 

②投资总额增加 

③面粉业和纺织业 

发展最快 
特点：带有明显半殖 
民地半封建的特征； 
(发展不平衡，力量薄
弱,受自然经济的束缚) 

④一战期间欧洲列强暂
时放松对中国经济侵略 



时间 原因 表现 影   响 

1927
-

1936 

1937
-

1945 

1945
-

1949 

②“国民经济建设 
运动”的推动 

①全国基本统一 为抗日战争胜利
奠定物质基础 

4.民族资本主义的曲折发展（1927-1949） 

①纺织、面粉、新兴工 
业都有较大发展 

②国民生产总值逐年增长 

①战火破坏 

②日本掠夺（沦陷区）
  
③官僚资本膨胀 
（国统区） 

上海、华北、重庆 
民族工业遭受打击 
民族资本日益萎缩 

①战火破坏 

③官僚资本挤压 
②美国经济侵略 

④国民政府增加苛捐 
杂税，通货膨胀 

工厂、矿山、店铺 

纷纷倒闭 

民族工业陷入绝境 

无可奈何花落去 



1.背景：经济危机，日本侵华，南京国民政府基本实现全国统一。 
2.目的：“自救救国”，以谋国民经济之健全发展。 
3.内容：提倡征工，振兴工农业，鼓励垦牧，调节金融（币制改革）提倡国货，
开发矿产等。 
4.作用：促进国民经济恢复发展，为抗战奠定物质基础，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
创造一定条件。 

年份 船只 吨位 其中千吨以上轮船

船只 吨位

1928 1352 290791 117 213482

1930 2792 415447 138 247696

1932 3456 577257 178 342211

1935 3895 675173 208 461812

A．辛亥革命扫除障碍                         
B．南京临时政府鼓励实业 
C．国民经济建设运
动                                 
D．实业救国思潮开始出现 

教材补遗---国民经济建设运动   （1935-1937） 

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自产生之日起负重前行曲折发展。下表是我国某段时期民
族资本在航运业的发展状况，观察数据变化，分析这段时期中国民族资本主义
工业发展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是 （  ） 



     民国建立之后，中国货币制度混乱，货币种类繁多，铜币贬值，地方钞券滥发无
度．1929～1933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期间，世界市场白银价格猛涨，中国白银大量外流，
国内通货紧缩，货物滞销．1933年，南京国民政府决定实施“废两改元”，统一币制，
确立银本位，但辅币、纸币仍未统一．1935年11月，国民政府宣布币制改革：自本年11
月4日起，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所发行之钞票定为法币；所有完粮纳税，及一切
公私款项之收付，概以法币为限，不得行使现金；并规定其他发行银行原有流通市面的
钞票，逐渐以中央钞票换回，凡手中持有的银币或生银应到指定银行兑换；确立法币外
汇本位制，改革后的法币与英镑、美元挂钩．到1936年底，法币的国币地位得以确
立．                                       --摘编自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国民政府实行币制改革的原因．（6分）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国民政府币制改革的作用．（8分） 

（1）国内货币制度混乱；世界经济危机波及到中国；巩固统治，发展经济． 

（2）遏制白银外流，稳定金融；促进了经济和贸易发展；有利于缓解经济危机影响；
加强了政府的经济控制力，推动国家垄断资本形成；与世界经济联系加强，增加了对外
国资本的依赖． 

教材补遗---国民党的币制改革政策 



 

 概念解读：民族资本，外国资本，官僚资本 

   有学者曾说：“棉纺业官办了，蚕丝业官办，听说木料也要官办了，我想将来棺材
也要官办了，用官财来办棺材公司一定会大发其财！”据此推断，该学者批评的是 
A．洋务资本            B．近代民族资本     C．外资资本            D．官僚垄
断资本 

    民族资本是指殖民地、半殖民地或民族独立国家中民族资产阶级拥有的资本，一
般是中小资本。 
    外国资本则是相对于本国民族资本而言的其他国家资产阶级拥有的资本或垄断资
产阶级所拥有的资本。 
    官僚资本是指统治者凭借国家权力获得的资本，这种资本通常在半殖民地半封建
社会中产生和发展起来，19世纪后期清政府开办的近代军事企业和民用企业，是中国
官僚资本的雏形。正式诞生于1927年，以四大家族为代表，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
官僚资本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对民族工业进行鲸吞蚕食，严重束缚了社会生产力
的发展，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被没收，成为国营经济的一部分。 



5.民族资本主义的重生（1949-1956） 

时间 特征 原因 影   响 

1949-1953 

1953-1956 

新的春天 

最后归宿 

党和政府合并
调整工商业 

对恢复国民经济
起了重要作用 

社会主义改造 

通过公私合营
转化为公有制
经济 



甲午中日战争前，中国近代缫丝业只有56家，战后4年之间共增开34家，超过总和
的一半以上。导致此种情形出现的主要原因是 
A．大机器生产的广泛使用                        B．政府大力扶持官督商办企
业 
C．列强减少对华资本输出                        D．政府推行鼓励兴办实业政
策 下图为外国在华纱厂拥有纱锭数示意图，相关数
据表明 
A．中国自然经济完全解
体                        
B．列强资本输出卷土重来 
C．中国民族工业濒于破
产                         
D．列强操纵中国经济命脉 据不完全统计，从1912年到1919年，短短8年的时间，就新建近代工矿企业470多家，

投资资金近1亿元再加上这段时期对原有企业改造资金，1912—1919年这8年的投资，
相当于1912年前50年的总和。由此可推知，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A．资金充足利润丰厚                                B．与国内外环境变化密切
相关 
C．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D．壮大了民族资产阶级的
力量 



 

 知识拓展一：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特点 

中国近代商办企业早期的业务领域主要集中在外贸服务、出口加工、进口替代
等行业，地域分布则以上海、广东为主。据此可知，当时的中国商办企业 
  A．行业分布较为广泛和均衡 B．带动了南方地区经济发展 
  C．代表中国工业的最高水平 D．依附于资本主义国际市场 

1.起步艰难：民族企业直接引进西方的技术和设备兴
办起来,不是由资本主义萌芽发展而来。 
2.实力薄弱：资金少,规模小,技术力量薄弱,与外国
资本相比，力量十分薄弱,与封建经济相比，封建自
然经济仍占绝对优势； 
3.发展不平衡：从地域看,主要集中于东南沿海和通
商口岸；从部门看,民族工业的发展主要在轻工业方
向，重工业基础极为薄弱，表现出工业结构的不平衡； 
4.具有革命性和软弱性：从发展过程看,与外国资本
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既矛盾又依赖,发展艰难曲折。 



 

 知识拓展二：民族企业与中国的近代化 

据统计，1872—1913年中国开办145家新式企业，已知投资人202人，其中人数最多
的是地主和官僚，有113人；其次是买办，有50人。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族资产
阶级队伍的壮大。材料表明 
 A．民族资本主义迎来黄金时期                B．中国的经济近代化在不断发展 
 C．民族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                D．清政府放宽民间投资设厂限制 

民族资本主义在近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和地位 

1.经济上：是一种代表历史潮流的新经济因素，推动中国经济近代化。 
2.政治上：为维新变法运动和民主革命运动提供阶级基础，也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到来
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准备了阶级条件； 
3.思想上：为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传播提供了社会条件。不断冲击和动摇着封建正
统思想的统治地位； 
 4.发展趋势上：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实力弱，没有形成完整的工业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依
赖外国资本主义、本国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主义，难以独立发展。这导致了民族资产阶
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和完成中国的近代化． 



（2015·重庆高考·13）材料二  1897年5月27日，经过盛宣怀一段时间的筹备，
中国自办的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在上海正式成立。银行股份全属华股，总
董全是华人，其构成不是封建官僚就是买办商人，实行“权归总董，利归股商”。
它的内部章则制度完全仿照英商汇丰银行章程来拟订，用洋人为大班，掌握业务经
营上的实权。它以上海总行为中心，积极开展业务。 
 

中国通商银行（上海总行）各类放款
占其放款总额百分比 

（3）根据材料二，指出中国通商银行
初创时期放款的重点领域。（2分）并
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该行在重点领域
放款所起的作用，（4分）指出该行在
初创时期存在的不足。（2分） 

（3）领域：民族工商业及交通业。（2分） 
作用：推动了民族工商业及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促进了中国经济
的近代化。（4分） 
不足：在经营管理上依赖洋人，没有完全摆脱列强的控制。（2分） 

年份 
国内工商
业、交通
业及其他 

钱庄 外国洋行 
外国在华

银行 
合计 

1897年底 70 14 12 4 100 

1898年底 51 11 38 0 100 

1899年底 85 0 15 0 100 



 

 知识拓展三：晚清政府适应近代化的表现 

如表是中国近代早期的四大毛纺织厂创建时的资本来源状况（单位：万两）据此可知  

A．清政府改变了传统的抑商政策 
B．民族资本主义工业被政府实际控制 
C．资金不足是民族工业最大困境 
D．政府为实现自救积极创办近代工业 

兰州织呢厂 日辉织呢厂 溥利织呢厂 湖北毡呢厂 

预定资本 20 50 100 60 

实收资本 20 26 60 30 

官府出资 20 35 16.7 

官僚商绅
出资 

26 25 13.8 

 
 
 



 

 知识拓展三：晚清政府适应近代化的表现 

1.洋务运动。洋务运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开启了近代中国工业文明的

先河,是中国经济、军事、外交、教育近代化的起步。 

2.清政府放宽民间设厂限制，客观上推动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 

3.1898年维新变法期间,清政府制定了经济改革措施: 保护农工商业,设立农工商局,提

倡开办实业; 设立铁路、矿产总局,修筑铁路,开采矿产; 设立全国邮政局,裁撤驿站等

等。清廷以上谕形式发布《振兴工艺给奖章程》,这在“以农为本”“重农抑商”“耻

言技艺”的中国具有极大的积极意义。 

4.1901年清政府实行“新政”。提倡、规范和奖励工商,设立与商部配套的机构律学馆

(负责起草有关经济法令和政策)、商标馆(负责商标事宜)、商报馆(及时报道各信息)、

商务学堂、工艺局等。“新政”和“预备立宪”虽是迫于内外压力不得已而为之,但促

进了中国经济和法制的近代化,具有进步意义。 



 

 教材补遗：民国初期鼓励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措施 

(2014·海南卷,16)晚清时期清政府实行专利制度,允许企业享有长时间生产经营垄
断权。1912年北京政府规定专利保护期限最高为5年。后财政总长周学熙等为其所
设公司申请30年的专利权时,未获批准。这反映了民国初期(  ) 
A.建立了系统完善的经济法制体系   B.经济立法鼓励工商业自由竞争 
C.中央政府限制官营商业的发展     D.经济法规得以完全遵照执行 

1912年5月，袁世凯命令工商部:“从速调查中国开矿办法及商事习惯，参考各国矿
章、商法，草拟民国矿律、商律，并挈比古今中外度量衡制度，筹订划一办法。”
在张謇等人的努力下，至1921 年，北洋政府先后颁布的经济法规达40多项。 北洋
政府此举（  ） 
A.是对世界经济危机的积极应对    B.推动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初步发展 
C.促进了实业救国思潮的产生      D.顺应了中国近代化的发展潮流 

【易错点拨】北洋政府采取了一些鼓励民族工业发展的措施。如解除对民间兴办工商企
业的限制；对工矿业者采取保护和奖励政策；实行专利制度，奖励植棉、制糖、牧羊；
对新办企业予以优惠政策，实行保息制度，对民族工业品及其原料减兄捐税；设立各种
示范场所，推广技术，劝导人们创办实业；筹办国货展览会，组织各地产品参加外国博
览会等。这些措施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民族工业的生存环境，推动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教材补遗：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工业的内迁 

原因:为了使沿海地区的民族工业免遭
日本摧毁,保存国家的经济命脉 
影响： 
1．工业布局得到一定改善。 
2．客观上促进了西部的现代化进程。  
3．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西北地区教育的
发展。 
4．国民政府西北开发活动的主旨是满
足军事需要，为其政治目的服务。从
整体规划上看，国民政府的西北开发
活动难以从整体角度出发，导致开发
后西北地区产业结构和城乡结构的不
合理发展。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集中在东部沿海的
民族工业大规模西迁，内迁的工矿企业基本上
都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骨干企业，这被称为“中
国实业界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对此解读正确
的是 
A．中国建立起完整工业体
系                     
B．改变了民族工业的布局 
C．使沿海工业遭受巨大破
坏                    
D．推动内地工业从无到有 
知识解读：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组织沿海企业
大量内迁,这为持久抗战奠定了物质基础,使工
业布局得到一定程度的调整,但是工业布局不
平衡的局面并没有得到改变。 



 (2018·海南卷,9)1938年初,国民党中央通过的决议规定:经济建设
以军事为中心,实行“计划经济”,“树立重工业的基础”,采取扩大
国防生产能力、奖励海内外人民投资、鼓励轻工业的发展等措施。
这个决议意在(  ) 
A.使国民经济向战时经济转轨    B.强化官僚资本垄断地位 
C.使国民经济产业结构合理化    D.积极发展民族资本主义 

【概念解读】所谓统制经济,就是国家为服从战争需要,依靠行政的法
律手段,直接干预或管制生产、流通、分配等社会再生产的各个环节和
国民经济各个部门。战时采用统制政策是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中国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也实施了统制经济政策。 

教材补遗：抗日战争时期的统制经济 



解放战争后期，人民解放军每解放一座城市，党中央都派人员将该地区官僚企业

原封不动地接管下来，截至1952年，共接管2400多家银行，2858家工矿企业，还

有交通运输招商局系统所属企业和十多家垄断性的内外贸易企业；还通过多种形

式，把帝国主义在华企业逐步变为国有。这些做法 

A．仿照苏联经验发展国营经济 

B．使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得以完全确立 

C．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目标 

D．兼有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双重性质 

 

 教材补遗：解放战争时期民族工业的发展 



问题：根据上述材料，归纳影响近代民族工业发展的因素。 

材料一 采用机器来缫丝已引起很多人反对。……机器动力代替手工操作，
使人们在幻想中觉得恶果很多，这是主要的反对理由。……第二个理由是因
为男女在同一厂房里做工，有伤风化。第三个理由是……工匠操纵机器，技

术不纯熟，容易伤人。人们又反对汽笛声音太吵闹，机器响声太大，又说高
烟囱有伤风水。 

                                                       ——1874年《捷报》卷12 
材料二 外商见我工厂竞用新法……百计阻抑……江浙、湖北等省，缫丝、
纺纱各厂，无不亏折…… 

材料三 广告词：今有烟二种，一种为国货，其一则否。君购国货，实为国
家挽回少许之利权，否则为国家漏卮矣。以彼例此，孰得孰失，惟诸君实图
利之。 

 

 知识拓展四：影响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 



 

 知识拓展四：影响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 

促
进
因
素
促
进
因
素 
   

列强
侵略 

使中国自然经济逐步解体，客观上为民族工业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条件 

政府
鼓励 

由于时代潮流的冲击和巩固统治的需要，清末“新政”至民国历届政府都鼓
励兴办实业 

实业
救国 

中国人民反帝爱国热情不断高涨，使“实业救国”具有日益广泛的社会基础
，特别是抵制洋货、提倡国货运动不断兴起，有力地推动了民族工业的发展 

民族
精神 

实业家们自强不息的爱国精神是支撑民族工业曲折发展的动力和力量源泉 

与时
俱进 

一些民族工业自身技术的不断革新、合理的经营策略也是其顽强发展的因素 

阻
碍
因
素 
  
  

社会
性质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决定了近代民族工业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
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束缚，这是阻碍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因素 

自身
因素 

民族工业资金少、规模小、技术力量薄弱，因而投资和发展方向主要集中在
轻工业领域，重工业基础薄弱，且主要分布在沿海和通商口岸。这种工业结
构和地区分布的失衡，使民族工业畸形发展，未能形成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 

政局
动荡 

近代中国政局长期动荡，使民族工业的发展缺乏稳定的社会环境 



 

 知识拓展四：影响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 

1897年，全国督办铁路事务大臣盛宣怀自
办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直
到清朝灭亡，一直有发行钞票的特权，并
代替传统钱庄，提供了国内工商业经营所
需要的大部分贷款。这表明（   ） 
A.中国自然经济开始解体                   
B.中国近代金融体系已经确立  
C.外国资本输入份额减少                   
D.金融变革有利于民族工业发展 

20世纪初，民国政府颁布了大量发展实业的
法律、法规，如《公司条例》商人条例》
《矿业条例》等，这种做法（  ） 
A. 有利于保障民族资本主义的合法地位 
B. 有效遏制了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 
C. 奠定了近代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基础 
D. 促使资本主义经济成为中国经济的主体 

上海发昌机器厂是中国较早兴办的民族工业之
一，发展过程中发生过这样的怪事：机器厂造
了一艘小汽船，船头挂英国国旗，船尾挂中国
龙旗。出现这样现象的根本原因是 
A．对国外先进技术的依赖  
B．清政府支持民族企业 
C．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状况  
D．抢占国内外市场的需要 

一战期间，日本国内棉纺织业获得了飞速的
发展，日资在华增加了约20万枚纱 锭。1921
年日商在青岛设厂，1921—1922年日商在上
海新设立了六个纺织企业，日资纱厂的纺锭
增长极速。日本此举   
A．导致欧美在华势力的退出           
B．不利于中国民族工业发展      
C．确立了日本在华独占地位           
D．加速了中国经济的近代化 



启示： 

(1)国家独立是民族经济振兴的前提,民族经济的发展是

维护国家独立的物质基础。 

(2)善于抓住有利的国际机遇是振兴民族经济的重要策略。 

(3)优化投资环境,避免垄断经营。 

(4)保证资金充足,以科技为先导等。 

知识拓展五：民族资本主义曲折发展的启示 

（2019·江苏高考·10）民国时期，有学者认为，“在发展过程中，为着帝国主义
间，彼此有矛盾，所以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某限度的蓬勃，但总不能蓬勃到可以脱
离半殖民地的地位”。在他看来(  ) 
A．民族资本主义在当时的中国没有发展空间 
B．民族资本主义发展依赖于帝国主义间矛盾 
C．民族独立以民族资本主义蓬勃发展为前提 
D．民族资本主义蓬勃发展以民族独立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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