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簡稱（V.O.C.）

西元 1602年成立，官民合營的貿易公

司，負責遠東活動，配有強大的武力，

在亞洲各地建立許多商館，可以國家名

義建軍、宣戰、媾和，亦可任命官吏管

理殖民地。V.O.C.亞洲總部設在爪哇的

巴達維亞。 

第二章大航海時代的台灣 

2-1東亞海上貿易的發展 

1. 大航海時代的出現 

A. 時間：16-17世紀 

B. 目的：獲取香料、絲綢等商品。 

 

一、漢人與日本人在臺澎的活動 

1.漢人在臺澎的活動 

時間 內容 

十四世紀 明朝政府實施【     】政策： 

A.原因：防範海盜的騷擾。 

B.措施：禁止人民從事海上活動。 

C.影響：中國東南沿海居民，以澎湖作為活動場所。 

十六世紀末 明朝政府加強澎湖防務，海商從澎湖轉移至台灣。 

十七世紀初期 東亞海商以二人勢力最大 

A. 【       】：率眾開墾雲林、嘉義一帶。 

B. 【       】：17 世紀縱橫中國東南沿海的海商。 

 

2. 日本人在臺澎的活動 

A. 日本稱台灣為「高砂」或「高山國」。 

B. 十六世紀，日本曾派人要求「高山國」進貢，卻無功而返。 

 

二、歐洲人到東亞貿易 

1.歐洲人東來的目的：貿易和傳教。 

2.對台灣的稱呼：福爾摩沙。 

3.各國在亞洲的根據地 

國家 發展狀況 

葡萄牙 A.最早到達亞洲的歐洲人。 

B.以【     】作為對中、日貿易的據點。 

西班牙 以菲律賓【     】為貿易據點。 

荷蘭 A.16世紀末脫離西班牙統治，致力發展海外貿易。 

B.於【          】設立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作為亞洲

總部。 

C.企圖攻佔澎湖，但被【       】擊退。 

D.1624年佔領南台灣。 

 

2-2各方勢力在臺的競爭 

一、荷蘭佔領台灣南部 

1.荷蘭在台灣的建設： 

    A.政治中心：在大員興建【           】(今安平古堡)。 

    B.商業市街：在赤崁興建【           】(今赤崁樓)。→後改為普羅民

遮城。 

    C.1642年，在台北淡水建紅毛城。 

2.貿易衝突：因徵稅問題與日本商人產生糾紛，直至日本實施鎖國政策才結

束。→【          】事件。 

二、荷、西爭奪台灣北部 

1.西班牙來台目的：確保貿易及行船安全。 

2.佔領地區：雞籠、淡水。 

3.離台時間及原因：因日本實施【      】政策，對日貿易受阻，1642 年，

被荷蘭人驅離。 

 

三、荷蘭在台灣的經濟活動 

(一)國際貿易 

1. 西元 1602年成立荷蘭聯合

東印度公司發展全球貿易。 

航海家 貢獻 

 發現好望角 

 發現新大陸 

 
發現新航路 

 航行地球一圈 



2. 視台灣為國際貿易的轉運站。 

(二)農業經營： 

1.召募漢人來台開墾，以米、糖作為貿易商品。 

2.對漢人不當管理，西元 1652年，爆發【        】抗荷事件 。 

●補充：荷蘭人對漢人的壓迫政策 

（1）只給生產工具，不給土地所有權。 

（2）任意遷徙漢人離開耕作地 

（3）嚴禁與原住民私自交易 

（4）開徵各項苛捐雜稅。 

（5）強迫娶原住民女子為妻的漢人改信基督教。 

（6）嚴禁私藏武器和自由集會。 

四、鄭氏政權取代荷蘭統治 

(一)鄭成功擊敗荷蘭 

1.背景：西元 1644年，明朝滅亡，鄭成功原以金門、廈門為根據地反清，為

長期抗清，決定攻取台灣。 

南明時期：指明亡後，遺臣擁立明宗室在中國南方相繼建立政權。 

2.發展： 

A.攻取台灣：西元 1661年，率軍從【       】登陸，圍攻熱蘭遮城，隔年

鄭成功在台灣建立第一個漢人政權。 

(二)統治措施 

1.行政中心：【       】。 

2.土地拓墾：為解決糧食短缺問題，實施【     】政策，以達『寓兵於農』

之目的。 

●鄭氏土地屯墾制度 

名稱 內容 

民墾 稱私田，由地方人士自行招收中國大陸移民進行開墾工作 

官墾 稱官田，將荷蘭時期的「王田」收歸國有，由官方負責開墾 

軍屯 稱營盤田，由軍隊負責開墾 

3.文教建設：鄭經在位時，由【       】的輔佐所完成，設立孔廟、實施科

舉制度，將漢人典章制度移植台灣。 

4.政權潰敗：鄭克塽即位，內政衰敗， 西元 1683年〈康熙 22年〉【     】

攻台，鄭克塽投降，鄭氏政權結束。 

(三)對外貿易： 

1.清朝實施【     】政策，鄭經在中國沿海進行【     】貿易，並與英國、

日本等建立貿易關係。 

2.出口商品：蔗糖、鹿皮。 

3.進口商品：民生用品、軍用物資。 

 

◎課後閱讀學習單 

(   )1. 由文中提及的內容判斷，這份國際和約的簽約背景為何？ 

  (A)鄭成功出兵進占金門 

  (B)鄭成功圍攻熱蘭遮城 

  (C)鄭芝龍在臺建立據點 

  (D)鄭氏協助平定郭懷一事件 

(   )2. 由文中提及的內容判斷，為什麼荷蘭人決定與鄭成功進行一場國際性 

        的談判？ 

  (A)趁機向鄭氏偷襲報復 

  (B)要求通商貿易的優惠 

  (C)爭取公平合理的獻城條件 

  (D)希望獲得更多的軍事資源 

(  )3. 請仔細閱讀條約內容後，判斷下列說明何者正確？ 

  (A)鄭氏將荷蘭人的私人財產全部沒收 

  (B)雙方透過交換俘虜確保和約被屢行 



  (C)荷蘭人被允許帶走一切的軍需用品 

  (D)鄭氏透過殘忍屠殺迫使荷蘭人投降 

4.依據雙方協議的內容，請試著說明荷蘭人為何要接受這樣的和約？ 

  

 

 

 

◎學習單 

征服者入侵？大航海時代的臺灣」 

大航海時代始於 15 世紀末起，隨著造船技術的進步，

及羅盤的廣泛使用，歐洲人開始致力於新航路的開闢。此

時期歐洲人船隊積極向海外探索，同時發現許多原先未知

的國家與地區。大航海時代的開啟，使位於東亞海域的臺

灣，因其優越的交通樞紐位置，成為歐洲海權國家覬覦的

對象。 

請根據影片，回答下列問題：。 

1. 「臺灣的第一個外來政權，是由一間貿易公司所建立的。」請問：這間

貿易公司的英文縮寫為何？ 

  

2. 搶先在東亞海域上佔據貿易據點的國家是何國呢？其貿易據點又是何

處？ 

。  

3. 在歐洲人來到東亞海域前，這片海域有哪些群體活動者呢？ 

  

4. 臺灣在大航海時代，本身有什麼商品大賣外銷至國外呢？ 

  

 

 

 

 

 

                            在臺貿易爭霸戰 

 

1624年荷蘭人占領臺灣以後，打算向在島上從事轉口貿易的日本商人開

徵稅收。日人指稱在平戶的荷蘭商館無需繳稅，因此在臺的日本商人也不應

繳稅，荷、日兩國為此產生。1626年，日本商人濱田彌兵衛率船到臺灣購買

生絲，荷蘭首任臺灣長官宋克限制他們的行動。 

第二年 7 月，濱田偷偷拐跑了 16名新港社的土人，帶著他們回日本，向

貿易商末次平藏報告荷蘭人的態度。末次心懷憤慨，將 16名臺灣土人打扮成

使者模樣，獻給前將軍德川秀忠和現將軍德川家光，並報告荷蘭人的行為。

荷蘭新任駐臺長官彼得．努易茲（Pieter Nuyts）聽到濱田跑了，怕誤了荷

蘭在日本的商業利益，匆匆趕去江戶（今東京），求見德川家光，但是將軍拒

見，勒令努易茲迅即離開日本，荷、日糾葛一時難以排解。 

1628年春天，濱田又率船三艘到臺灣，努易茲懷恨，將他帶回的新港社

土人和濱田本人扣押起來，三個月不釋放。濱田怒極，趁努易茲不備向他發

動襲擊，闖進他的官舍，以刀相抵，脅迫他交換人質，共同前往日本，並賠

償損失。努易茲不得不屈服，將兒子與濱田之子互質，送去日本，並賠償了

濱田一萬多斤生絲。但是，濱田回到日本，立即變卦，將荷蘭人的人質扣在

長崎，幕府也下令封閉平戶荷蘭商館。 

最後是荷蘭東印度公司在印尼巴達維亞的總部屈從於對日的貿易利益，

於 1632 年將努易茲解送平戶，交換從前被扣的人質，囚禁在一戶平民家中，

幕府這才應允恢復通商，消除了兩國糾纏多年的糾紛。 

1. 本文的貿易爭霸雙方為哪兩個國家呢？ 

  

2. 這場貿易爭霸戰的起因為何呢？ 

  

3. 文中提及的「臺灣土人」，應是指臺灣的哪一個平埔族呢？ 

  

 

 
影片：等燈！征服者入

侵？大航海時代的臺

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