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4課 清帝國時期的行政治理 
 
4-1初期的治台政策 
(一)、台灣棄留爭議 
1.放棄：認為盜賊聚集，管理不易且會增加(      )

負擔 

2.保留：(      )認為台灣物產豐富， (      )

地位重要，可確保大陸(      )沿海安全 

3.結果：(      )決定保留台灣(1684納入版圖) 

(二)、為防台而治台(防止台灣成為      基
地) 
1.渡台禁令 

 (1)來台漢人男子須持有(            )且不准

攜帶(      )  

 (2)(      )、(      )地區人民為了生計，仍冒

險(      ) 

 (3)造就(         )出現，成為社會治安隱憂 

(紅柿出頭         目屎流) 

2.劃界封山 

 (1)避免(      )衝突 

 (2)劃定(      )(石牌或      溝) ，隔離

(      )與其他人 

 (3)漢人頻繁越界，侵犯原住民生存空間 

 
 
 
4-2行政區劃演變 
 背景 府 縣 廳 

康熙 納入版圖

(隸屬福

建省) 

台灣府 鳳山 

台灣 

諸羅 

 

 

雍正 康熙末年

(      )

事件後加

強管理 

台灣府 增加 

(      )

縣 

增加(      )

及澎湖廳 

乾隆 平定

(      )

事件後 

台灣府 諸羅改為

(      ) 

 

嘉慶 (      )

開墾宜蘭

及

(      )

侵擾沿海 

台灣府  增加

(         )廳 

台灣發展方向：由           ，由            

 

 

一年    班座號       

姓名                 

 

4-3對外事件與施政改革 

(一)、牡丹社事件 
1.背景：1871年，(      )漁民遇船難漂流至

(      )半島，因誤解遭原住民殺害 

2.後續：1874年，日本以(            )為由，

出兵台灣，清朝則派(         )來台展開防務 

3.結果 

 (1)清日簽訂北京專約，日本撤軍 

 (2)清朝承認日本舉動為(            ) ，日本

依此佔有(      ) ，改名(      )縣 

4.影響：(        )積極治理台灣，展開各項建設 
(二)、清法戰爭 
1.背景：1884年，清法因(      )問題爆發戰爭 

2.過程：戰火波及(      ) 、(      )與(      ) 

3.影響：1885年，宣布台灣建(   ) ，首任巡撫

為(         ) 

(三)、沈葆楨與劉銘傳治台政策的比較 

 沈葆楨 劉銘傳 

背景 (          )事件 (        )戰爭 

行政區劃 (      )府、台灣府 (      )府、台灣

府、(      )府 

提高層級  建(    ) 

興建砲台 1.二鯤鯓砲台

(             )(台

南安平) 

2.(      )砲台(高

雄旗津) 

1.二砂灣砲台(海門

天險)(基隆) 

2.滬尾砲台(淡水) 

開山撫番 1.廢除

(              ) 

2.東部行政區：

(          ) 

1.東部行政區：

(                ) 

交通 1.廢除

(            ) 

2.開闢北中南三條路

線到後山(    部) 

1.購置(       ) 

2.架設(       )線

(台灣各地並遠

及       、       ) 

3.設立(          ) 

4.興建(      )(台

北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