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中歷史（一）學習寶典 

1 

第三章 臺澎金馬成為一體 

第一節 從邊陲到中央 

歷 史 重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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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帝國的 

殖民地 

殖民政府 

的建立 

過程 

成立 

目的 

戰後臺澎金 

馬一體化 

臺灣民主 

國抗日 

統治機構 

與法源 
基礎 

警察 

制度 

街庄制度 

保甲與 

壯丁團 

成效 

1684 年 

1895 年 

1945 年 

1949 年 

對地方社 

會的控制 

臺灣、澎 
湖成為中 
華民國的 
一部分 

最高統 

治機構 

法源 

基礎 

行政 

組織 

職權不 

斷擴張 

結果 

意義 

目的 

職責 

結果 

建構有效行政系統，將臺灣人民完全納入國家統治體系 
 
 
 
 
 
 
 
 
 
 
 
 
 
 
 
 
 
 
 
 
 
 
 
 
 
 
 
 
 
 
 

清廷設官治理臺灣，澎湖隸屬臺灣縣 
 
 
 
 
 
 
 
 

臺灣、澎湖同被清廷割讓給日本 
 
 
 
 
 
 
 
 
 
 

中華民國政府接管臺灣和澎湖 
 
 
 
 
 
 

國共內戰失利，中央政府遷設臺北，臺灣成為中華民國

中央政府的所在地 

《馬關條約》簽訂後，反對日本統治 
 
 
 
 
 
 
 
 
 
 
 
 
 
 
 
 
 
 
 

民眾參加義軍，激烈抗日 
 
 
 
 
 
 
 
 
 

武力懸殊，死傷慘烈 
 
 
 
 
 

各族群命運一致，共同抗日，充分表現臺灣

人保衛鄉土決 
 
 
 
 
 
 
 
 
 
 
 
 
 
 
 
 
 
 
 
 

臺灣總督府 
 
 
 
 
 
 
 
 
 
 
 
 
 
 
 
 
 
 
 
 
 
 
 
 

《六三法》賦予總督至高權力 
 
 
 
 
 
 
 
 
 
 

民政長官（後改為總務長官） 
 

各局課→政策與法令擬定 
 

地方官廳→執行政策 
 
 
 
 
 
 
 
 
 
 
 
 
 
 
 
 
 
 
 
 
 
 
 
 
 
 
 
 
 
 
 
 
 
 
 
 
 
 
 
 
 
 
 
 
 
 
 
 
 
 
 
 
 

平時：管理戶籍、協助地方政府收稅、醫療

防疫、宣傳政令 

戰時：增加經濟管制、思想控制 
 
 
 
 
 
 
 
 
 
 
 
 

進行社會監控 
 
 
 
 
 

負責壓制抗日勢力，後轉為協助處理地方事

務 
 
 
 
 
 
 
 

使國家力量更深入社會基層 

州、郡（市）、街庄三級制 
 
 
 
 

日本貫徹殖民政策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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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馬與臺澎

的關係 

馬祖 

金門 

位於閩江口，與福州相望，形勢重要 

除了本島外，還有列嶼（小金門）與烏坵

等島，與廈門相對 

鄭成功攻臺前，以金門、廈門為據點 

鄭經主政，才從金、廈撤離 

臺澎金馬的

連結 

臺灣建

省後 

1949 年

以後 

民主政

治確立 

連結力量與共同維護價值 

初為邊陲的地方郡縣，清末重要性提升而

設省 

金門、馬祖因兩岸軍事對立，成為臺

灣、澎湖的軍事前線 

中華民國政府實質上只統治臺灣省的臺

灣和澎湖、以及福建省的金門和馬祖 

1987 年解除《戒嚴令》 

1991 年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 

1994 年修訂憲法，之後通過總統、副總

統直接民選辦法 

1996 年首屆總統民選，實現直接民主 

民主、法治、自由、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