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軸心國初期得勝	
（1939-1942年）
◆◆ 德國攻陷歐洲大陸
◆◆ 日本入侵中國及東南亞，並
偷襲美國珍珠港◆

同盟國反敗為勝	 	
（1942-1945年）
◆◆ 美國加入盟軍
◆◆ 意大利和德國投降（1943及
1945年）
◆◆ 美國向廣島和長崎投擲原子彈
（1945年8月）
◆◆ 日本投降（1945年）

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	
爆發
導火線：

作戰雙方：

建立集體安全的嘗試及結果
◆◆ 成立國際聯盟（1920年）
◆◆ 簽訂促進和平的協議
◆−《羅加諾公約》（1925年）
◆− ◆《凱格─白理安公約》◆
（1928年）

◆◆ 所有嘗試均告失敗

◆◆ 召開裁軍會議
◆− ◆華盛頓會議◆ ◆
（1921-1922年）◆
◆− ◆倫敦海軍會議（1930年）◆
◆− ◆日內瓦會議◆ ◆
（1932-1934年）

4 . 1	 兩次世界大戰及有關和約的簽署

英法美蘇的外交	
政策

爭取和平的努力

經過
戰爭膠著時期（1914-1916
年）
◆◆ 意大利與協約國簽訂密約，
轉變立場對抗德國（1915年
4月）
◆◆ 同盟國必須在東線及西線兩
面作戰
◆◆ 雙方於西線挖掘塹壕，戰事
陷入膠著狀態◆

協約國漸佔上風（1916-1918
年）
◆◆ ◆德國實施「無限制戰潛艇戰」
（1917年2月）
◆◆ ◆美國向德國宣戰（1917年4月）
◆◆ 俄國發生「十月革命」，退出
戰爭（1917年11月）
◆◆ 同盟國相繼投降（1918年9-11
月）◆

第一次世界大戰	
爆發
導火線：

作戰雙方：

歐洲主要國家的多
邊關係

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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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次世界大戰的歷史意義
政治方面：確立戰後國際秩序
◆◆ 歐洲衰落
◆◆ 開啟亞洲興起的序幕
◆◆ 美蘇崛起
◆◆ 冷戰出現
◆◆ 促進合作意識，有助世界和平
◆◆ 民族主義進一步發展

經濟方面
◆◆ 歐亞各國蒙受嚴重經濟損失
◆◆ 各國致力重建經濟

社會及文化方面
◆◆ 人口傷亡慘重
◆◆ 造成心理創傷
◆◆ 婦女地位日漸提昇
◆◆ 種族平等觀念日益確立

◆◆ 戰時外交
◆− ◆羅斯福-邱吉爾會議◆
（1941年）
◆− 莫斯科會議（1943年）
◆− ◆開羅會議（1943年）
◆− ◆雅爾塔會議（1945年）
◆− ◆波茨坦會議（1945年）

戰後國際秩序的確立
◆◆ 戰勝國分別與意大利、奧地
利、日本及其他戰敗國簽訂
和約
◆◆ 德國及其首都柏林被劃分為四
個區域，分別由英、法、美、
蘇四國管理
◆◆ 成立聯合國取代國際聯盟

巴黎和會對國際秩序的影響
極權主義的興起
◆◆ 意大利法西斯主義和德
國納粹主義
◆◆ 積極向外擴張

勢力均衡的轉變
◆◆ 傳統帝國的瓦解
◆◆ 新民族國家的建立◆
◆◆ 歐洲轉弱但日本崛興◆

戰後的經濟問題破壞歐洲穩定
◆◆ 有助極權主義在意大利、德國興起
◆◆ 美國經濟大衰退
◆◆ 英、法對德、意的侵略行動採取綏靖政策

巴黎和會
德國：《凡爾賽條約》
◆◆ 領土變動
◆◆ 軍備限制
◆◆ 承擔罪責◆
◆◆ 支付大量賠款◆

奧地利：《聖澤門條約》
◆◆ 奧匈帝國分裂為奧地利和匈牙利
◆◆ 建立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等
民族國家
◆◆ 割讓領土
◆◆ 不得與德國合併
◆◆ 支付賠款和縮減軍隊人數

保加利亞、匈牙利和鄂圖曼帝國：其他和約
◆◆ 割讓土地
◆◆ 支付賠款
◆◆ 伊拉克、巴勒斯坦及外約旦交由英國託管
◆◆ 敍利亞、黎巴嫩交由法國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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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2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主要衝突及為
和平所作的努力

史太林執政時期（1945-53年）：

冷
戰

冷
戰
的
發
展

為
和
平
所
作
的
努
力

成立的目的 解決國際衝突的主要方式

聯
合
國

其
他
主
要
衝
突

起源
◆◆ 意識形態的不同
◆◆ 蘇聯與西方國家
的衝突
◆◆ 美蘇擴張勢力

冷戰的特點
◆◆ 經濟競爭
◆◆ 組成對立軍事
組織
◆◆ 軍事競賽
◆◆ 地區性衝突
◆◆ 宣傳競爭

◆◆ 間諜活動
◆◆ 停止各種交流

南斯拉夫內戰
起因
◆◆ 鐵托的逝世
◆◆ 內部政治和經濟衝突

◆◆ 民族主義情緒高漲

主要發展
◆◆ 斯洛文尼亞戰爭◆
（1991年）
◆◆ 塞克戰爭◆ ◆
（1991-1995年）

◆◆ 波黑戰爭◆ ◆
（1992-1995年）
◆◆ 科索沃戰爭◆ ◆
（1999年）

國際干預
◆◆ 國際社會承認共和國
的獨立地位
◆◆ 聯合國在戰事中派出
維和部隊
◆◆ 北約採取軍事行動

◆◆ 促成《代頓和平協◆
定》的簽署◆ ◆
（1995年）

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的衝突
起因
◆◆ 猶太復國運動
◆◆ 阿拉伯民族主義

◆◆ 英國的中東政策
◆◆ 以色列立國

主要發展
◆◆ 巴勒斯坦戰爭◆◆
（1948-1949年）
◆◆ 蘇彝士危機◆ ◆
（1956年）

◆◆ 六日戰爭（1967年）
◆◆ 贖罪日戰爭◆ ◆
（1973年）
◆◆ 黎巴嫩戰爭◆ ◆
（1982年）

以巴和談
◆◆《大衞營協定》◆◆
（1978年）
◆◆《巴勒斯坦獨立宣言》◆
（1988年）
◆◆ 馬德里會議◆ ◆
（1991年）

◆◆《奧斯陸協定》◆◆
（1993年）
◆◆《以巴臨時協定》◆
（1995年）
◆◆ 懷河備忘錄◆ ◆
（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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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爾巴喬夫時期（1985-1991年）：冷戰結束
◆◆ 戈爾巴喬夫實行「重建」和
「開放」，改善與西方的關
係
◆◆ 東歐的民主化運動

◆◆ 蘇聯解體
◆− 戈爾巴喬夫改革的結果
◆− 蘇共內部的權力鬥爭
◆− 八一九事件

◆◆ 蘇聯解體與獨聯體成立

冷戰再起（1979-1985年）

美、蘇關係緩和時期（1965-1979年）
原因
◆◆ 軍備競賽開支龐大
◆◆ 美蘇對核戰的恐懼
◆◆ 美蘇內部壓力
◆◆ 中蘇交惡

改善關係的努力
◆◆ 限制軍備發展
◆− 簽訂《全面禁止核子試驗
條約》
◆− 限制戰略武器會議

◆◆ 加強溝通和合作

赫魯曉夫執政時期（1953-1964年）：關係起伏但出現
曙光
◆◆ 華沙公約組織（1955年）
◆◆ 日內瓦高峰會（1955年）與
巴黎高峰會（1960年）
◆◆ U-2型戰機事件（1960年）

◆◆ 柏林圍牆的興建（1961年）
◆◆ 古巴導彈危機（1962年）
◆◆ 越戰（1961-1975年）

兩大陣營之關係絕對惡劣

成就 局限

南非種族隔離政策
起因
◆◆ 南非政府希望保障白人的特權

主要發展
◆◆ 1948年實行種族隔離政策
◆◆ 1978年起，博塔和克拉克推行
改革
◆◆ 1991年廢除種族隔離政策◆

爭取結束種族隔離政策的努力
◆◆ 南非人民的反抗
◆◆ 國際壓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