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元族群的移民社會
第 二 章

課前銜接

國中學習內容 高中銜接內容

大航海
時代

◎12世紀時，已有少數漢人在澎湖活動
◎�顏思齊、鄭芝龍曾招募漢人開墾今日雲
林、嘉義一帶
◎�荷蘭為增加稻米、蔗糖產量，引進耕
牛，鼓勵漢人移墾，並透過漢人與原住
民交易取得鹿皮
◎�郭懷一事件：新港社協助荷蘭人對付漢
人

◎�12世紀後，曾有少數漢人在澎湖聚
居。元朝曾在澎湖設置巡檢司
◎�17世紀時，海商與海盜以臺灣為據
點：林道乾、顏思齊、鄭芝龍
◎荷治時期的移民
　1 為發展農業生產，招攬華南移民來

臺灣開墾
　2 郭懷一事件：荷蘭優勢的軍隊，並

動員原住民族協助其軍事行動。事
後，荷蘭人再建普羅民遮城，以加
強對漢人的管理

　3 漢人移民與原住民「牽手」通婚，
也有少數臺歐婚姻的現象，最後他
們隨著荷蘭統治結束而撤離

鄭氏時期

◎�建立漢人統治政權
◎�為解決糧食問題，從事土地的開墾，其
中以軍屯最為重要，「寓兵於農」
◎�族群衝突：由於漢人增加且積極拓墾土
地，時常爆發衝突，其中最激烈為大肚
王

◎�鄭氏來臺後，陸續帶來大批的軍隊和
眷屬
◎�移民以臺灣南部為中心，建立漢人移
墾的社會
◎�鄭氏政權推行軍屯政策，以安置移民
與促進農業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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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治時期

◎�頒布渡臺禁令，須事先申請墾照，而
且不准攜帶家眷，因此出現一批單身
且無固定職業的男性遊民（羅漢腳）
◎�清廷對禁令時緊時鬆，民間偷渡的情
形始終不斷，漢人以福建省最多，其
次為廣東省的客家人，而福建省又以
泉州、漳州兩地居多
◎移墾社會的特色
　1性別比例懸殊
　2 分類械鬥頻繁：以不同祖籍間的閩

粵械鬥與漳泉械鬥較為常見
◎�宗教信仰：將原鄉信仰帶到臺灣，如
泉州人多供奉清水祖師，漳州人多供
奉開漳聖王，潮州人多供奉三山國王
等，而媽祖、王爺、土地公等，則是
漢人移民的共同信仰
◎宗族組織：1唐山祖；2開臺祖
◎�早期移民忙於拓墾，文教事業並不發
達；隨著經濟生活改善，官方及民間
教育機構的增設，臺灣的文風日益興
盛

◎管制到開放
　1渡臺禁令下的移民現象
　2 1875年沈葆楨建議廢除渡臺禁令，

同時開闢通往臺灣東部的道路，召
募漢人開墾東部

◎移墾社會的特色
　1羅漢腳：治安的隱憂
　2 分類械鬥：商業械鬥（頂下郊

拚）、宗族械鬥（鍾廖李，拚生
死）、職業械鬥（西皮、福祿拚）

　3 民變：吏治不良激化社會浮動，清
代臺灣三大民變（朱一貴事件、林
爽文事件及戴潮春事件）

　4 原漢關係：族群融合與通婚，形成
「有唐山公，無唐山媽」的現象

◎在地化社會的形成
　1宗族組織：唐山祖到開臺祖
　2 「一天下，兩林家」：透過科舉、

軍功或捐納等方式取得職銜，建立
家族勢力。地方家族形成，霧峰林
家和板橋林家

日治時期

◎�隨著戰爭的發展，開始徵召臺灣人從
軍，前往南洋（東南亞）地區作戰，
部分臺籍婦女被迫充當「慰安婦」

◎�國籍選擇：馬關條約規定，臺澎地區
的人民有兩年時間決定去留
◎�臺灣人島內外遷徙：因建設或產業開
發的需要，形成臺灣內部的人口流動
◎�臺灣人的海外移動：教育資源不足與
不公，許多臺籍菁英選擇到日本求
學、就業。隨著日本國勢擴張，加上
戰時動員體制，大批臺灣人在主動前
往或被迫參與的情況下，到滿洲國、
中國或東南亞等地工作
◎�日本人移入與遣返：從日本派遣各級
官吏擔任要職，又招聘不少警察駐
臺，同時為了開發臺灣的資源，亦積
極招攬日商來臺投資
◎�日本人在臺的農業移民村：為了解決
國內人口過剩與土地不足的問題，鼓
勵日本人移民海外。在臺灣的日本移
民村，主要分為私營與官營兩類。
◎�二戰結束前，包括「灣生」在內的在
臺日人約有三十餘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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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隨著經濟發展，都市因為有較多的工
作機會，加上生活便利，形成人口集
中都市的現象
◎�近年來日漸增多的新住民與國際移
工，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如何結合多
元族群的特色，使臺灣社會更為開
放，將是國人有待努力的課題

◎�國共內戰後大撤退：1949年，中央政
府遷臺之際，就帶來了上百萬的軍公
教人員與眷屬
◎1950年代的撤退行動與安置
　1�大陳島撤退：於各地興建住宅安

置，多稱為「大陳新村」
　2�泰緬撤軍：1953年起，陸續撤退來

臺，政府將他們分別安置在桃園、
高雄、屏東等地

◎眷村與榮民，省籍情結形成與消融
◎�城鄉居民的移動：受工商業發展影
響，1970年代以後，臺灣農村人口大
量移往都市與工業區
◎新住民與國際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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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年表

科學革命
（16～17世紀）

啟蒙運動（18世紀）

 工業革命（18～19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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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背景 人民移動狀況

史
前

大
航
海
時
代

鄭
氏
時
期

距今5萬年前～4百年前

1368-明朝建立

1624-荷蘭統治臺灣南部
1626-西班牙統治臺灣北部
1633-日本德川幕府鎖國

1642-荷蘭人驅逐西班牙人
1644-明朝滅亡，清朝建立

1662-鄭成功驅逐荷蘭人

1662-鄭成功開始治臺

1683-施琅攻臺，鄭克塽降清

南島語族大約在距今五、六千年前，陸續移入臺
灣，發展成原住民文化
12世紀後，曾有少數漢人在澎湖聚居元朝曾在澎湖
設置巡檢司

招攬華南移民來臺灣開墾
荷蘭統治漢人方式：實施嚴密控管的高壓統治

1652-郭懷一事件

以臺灣南部為中心，建立漢人移墾社會
1670年代-�屯墾擴充，引發衝突，其中以大肚王為首

的部落聯盟最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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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背景 人民移動狀況

清
治
時
期

日
治
時
期

1684-臺灣正式納入清朝版圖

1722-劃界封山政策

1867-羅妺號事件
1874-牡丹社事件，沈葆楨推動開山撫番政策

1884-清法戰爭波及臺灣
1885-臺灣建省
1895-《馬關條約》割臺灣給日本

1895～1919-殖民地特殊統治

1919～1936-內地延長主義時期

1936～1945-皇民化運動

1721-（康熙60年）朱一貴事件爆發

1786-（乾隆51年）林爽文事件爆發
1823-（�道光3年）鄭用錫中進士，有開臺進士之譽
1853-（咸豐3年）艋舺頂下郊拚
1862-（同治元年）戴潮春事件爆發

1875-�沈葆楨建議廢除渡臺禁令，同時開闢通往臺�
灣東部的道路，召募漢人開墾東部

1895-馬關條約規定臺灣住民國籍選擇
1897-臺灣住民國籍選擇期限到期

因建設或產業開發的需要，形成臺灣內部的人口流
動

20世紀初-�高雄築港工程與港口的發展，吸引澎湖、
臺南人前往工作、定居

1910-�官營的日本農業移民村（吉野村）在花蓮設
立；早期移民村主要集中在東部臺灣

1930年代-�為拓殖產業，日商公司在彰化、高雄等�
地設立農場，招納客家移民

1930年代以後-日本移民村才擴展到西部地區

隨著日本國勢擴張，加上戰時動員體制，大批臺灣
人在主動前往或被迫參與的情況下，到滿洲國、中
國或東南亞等地工作

中
華
民
國

1945-二戰結束
1949-中華民國政府遷臺

1987-解嚴

1949-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帶來一百多萬軍民
1953-第一批泰緬孤軍撤退來臺
1955-大陳島義胞撤退來臺
1970年代-�臺灣農村人口大量移往都市與工業區

1992-�政府通過就業服務法，允許民間產業可引進�
外籍勞工

2012-�政府宣布將外配、陸配，以及歸化取得身分�
證者，統稱為新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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銜接知識點

統治範圍
初期以大員為中心，1642年，北臺灣西班牙勢力離開後，統治區域由南部擴及中
部、北部，但基本仍以大員及其附近一帶為主

據點

1熱蘭遮城：以大員為中心，建立統治臺灣的行政中心（今安平古堡）
2普羅民遮城市街：於赤崁一帶興建商館、辦公處所，是商業中心
3普羅民遮城：郭懷一事件後，為防止類似事件發生而興建（今赤崁樓）
4聖安東尼堡：於西班牙的聖多明哥城原址重新建造城堡（今紅毛城）

統治策略

荷蘭對臺灣的統治政策，採取「分化族群政策」，使其不致聯合反抗：
1 對漢人實施嚴密控管的高壓統治，包含在行動上限制遷徙、自由集會等，在經
濟上控制土地等

2對原住民採間接統治，藉由掌控部落長老和地方會議進行統治

一 荷蘭在臺灣的統治

招募漢人
東印度公司為求臺灣農業生產的增加，不僅招募中國東南沿海的漢人來臺開墾，並
祭出不少獎勵移民的措施（提供資金及牛隻）

土地開墾

土地 王田制，即土地為國王所有，漢人僅有土地使用權而無所有權

設備
1引進黃牛，並在南北兩路設「牛頭司」管理牛隻畜養與繁殖
2 提供種子，種植稻米、甘蔗及新品蔬果，如：番薑（辣椒）、芒果、釋
迦、波羅（鳳梨）、荷蘭豆（豌豆）、番介籃（高麗菜）及呂宋菸草等

苛捐雜稅
1什一稅：漢人佃農向東印度公司租用土地，繳交十分之一產量的生產稅
2人頭稅：來臺的漢人移民，年齡在7歲以上者，不論男女，每個月須繳14里爾
3還有狩獵稅、漁業稅及海關稅等，部分稅收納現之外，亦採實物徵收

二 荷治時期的農業拓墾

荷蘭聯合
東印度公司

亞洲總部
(巴達維亞) 熱蘭遮城

原住民族

漢人 高壓統治

間接統治

宗教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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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1626～1642

動機 為擴展東亞貿易，維護馬尼拉的安全，並藉機向中國、日本傳教

發展

11626年，自三貂角登陸，占領社寮島（今基隆和平島），建聖薩爾瓦多城
21628年，再占領淡水地區，建聖多明哥城（今紅毛城前身）
31632年，從淡水河溯源，進入臺北盆地
41635年，征服蛤仔難（今宜蘭），自此北臺灣為西班牙人所控制
5 傳播天主教，以平埔族、漢人及在臺日人為對象，在各地建立教堂，編纂《淡
水語辭典》，方便傳教事業，但成效不大

受挫

1美洲白銀產量遞減，馬尼拉為減少開支，削減北臺灣軍力，縮減防備範圍
2日本實施鎖國政策，臺灣北部對馬尼拉的貿易中繼價值大減
3臺灣原住民族反抗西班牙的統治，傳教士多遭殺害
4菲律賓南部穆斯林持續不斷反抗西班牙的統治
5殖民政策轉以菲律賓為重心，減少在臺駐軍

結束 1642年，荷蘭人探悉西班牙人兵力單薄，乘機北上驅逐，占據其地

三 西班牙在北臺灣的經營

拔擢人才
1 陳永華深知文教事業的重要，故在鄭經時期引進典章制度，建孔廟、設學校，
使漢學根植臺灣

2推動科舉、設學校以培養官僚人才

流寓人士
流亡來臺的南明人士，多開館授徒，講授文史經書；或以醫藥濟世，望重鄉里，
如沈光文，被稱為「開臺文化祖師」，以教育和文化融合了漢人與原住民，創辦
最早的詩社「東吟社」

宗教信仰
佛教及中國大陸原鄉宗教傳入，鄭經於東安坊（今臺南市東區）建彌陀寺，為臺
灣第一座佛教寺院

四 鄭氏時期的文化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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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臺言論
1康熙皇帝：「臺灣僅彈丸之地，得之無所加，不得無所損」
2部分官員：將臺灣納入版圖，耗費大量的人力及物力

保臺理由
施琅：1對中國東南海防十分重要，放棄將威脅東南各省海防
   2土地肥沃，物產豐富
   3移駐中國大陸原有官兵，不會增加財政負擔

結果 清廷於1684年（康熙23年）將臺灣正式納入版圖，臺灣成為清帝國的邊陲之地

五 臺灣棄留爭議

措施 內容

渡臺禁令

1須先取得許可證
2不准攜眷，已來臺者不准接家眷來臺
3因廣東人屢被認為海盜，禁止入臺
4禁令時鬆時嚴，直到1875年才解除

班兵制度
1由中國大陸沿海抽派兵員駐臺，避免在地武裝力量的形成
2�班兵每三年一換，遇事臨時命官統領，減輕財政負擔，避免兵將相習，不受中央
控制

駐臺官吏

限制
1來臺官兵須有家眷，但不准攜眷，以為牽制
2駐臺官吏三年任滿即調離

吏治敗壞
1來臺官員單身赴任，三年左右即可遷調，故無心於政務
2地方總督、巡撫並未落實官員之考核

防堵民亂

禁築城垣
1避免城池成為亂黨的堡壘，最初多以刺竹或木柵為牆
2朱一貴事件後才允許設置木柵；鳳山、諸羅兩縣城築土牆
3林爽文事件後，才建築磚城

限制鐵器 限制輸入鐵器與生鐵，也不許人民私自製造

漢番分治 禁止漢人入山；以「土牛紅線」為界，區隔漢人和原住民

六 清治前期消極治臺：為防臺而治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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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階層
結構

1移民多來自社會的中下階層，如農民、佃戶、工匠、商販等
2社會流動迅速，「富不過三代」
3 移民社會重視經濟，再加上缺乏士紳階層，多由地主、富商領導社會公共事務，
甚至組織鄉團

豪強
與
士紳

背景
移民墾地日廣，經濟日益發展，文教也逐漸興盛，為在臺定居的漢人帶
來許多累積財富和晉升上層社會的機會

上升管道
從事拓墾、經商致富，藉由科舉、軍功或捐納，晉升士紳階級；如板橋
林家的林維源，捐官取得功名；霧峰林家的林文察，以軍功任官職；新
竹的鄭用錫，以科舉取得功名

社會轉型

1 「內地化」：與中國大陸的社會文化日漸相似，清代臺灣社會普遍重
視科舉功名、士紳身分，以及宗族血緣關係，正是臺灣由移墾社會轉
型為傳統漢人社會的表現

2 「在地化」：應考籍貫填寫臺灣，新興家族在地生根，共同祭祀開臺
祖，祖籍械鬥趨於減少，本地寺廟的信仰則形成跨祖籍的祭祀圈

3 「內地化」和「在地化」不是相對的理論，而是一體兩面，因「內地
化」促成社會轉型，並從而導致了「在地化」，出現對臺灣的認同

七 清治時期社會階層及其上升流動

啟蒙
與
書院

社學 早期文風不盛，為提倡教化，在鄉里設立社學，後漸沒落，被義學取代

義學 由地方官或士紳捐資興辦，目的為教育清寒學童

原住民
社學

1早期：官府透過原住民的社會進行教化
2嘉慶之後：平埔族漢化已深，進入漢塾就讀，原住民社學衰落

書院
1倡建者：初由地方官，後由士紳積極辦理
2發展：19世紀上半葉後文風漸長，成為地方的文教中心
3代表：府城的崇文書院、鹿港的文開書院、艋舺的學海書院

官學
與
科舉

地方官學 府、縣設儒學

科舉

1清代臺灣士子
　應考流程：

21687年，臺灣生員赴福州參加鄉試，清廷另編「臺」字號保障名額
3第一位本籍臺灣的「開臺進士」：竹塹的鄭用錫
4取得功名的人數漸增加，士紳階層逐漸形成

臺灣
童試

福州
鄉試

北京
會試

皇帝
殿試生員 舉人 貢士

(秀才)

八 清治時期文教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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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節1
大航海到清治時期的移民與族群

歷史重點

大航海時代
的移民

元朝在澎湖設巡檢司，管理移民、維持治安
明朝實施海禁政策，臺、澎成為漢人漁撈貿易據點
17世紀時，海商林道乾、顏思齊、鄭芝龍等勢力在
臺灣建立基地

1662年，鄭成功派兵占領臺灣
清廷實施海禁，反讓鄭氏政權招攬沿海居民移居
臺、澎
移民以臺灣南部為中心，建立漢人移墾社會

1624年，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以臺灣南部為貿易據
點，招募漢人來臺
管控嚴苛、收取重稅，引起郭懷一事件，荷蘭當局
聯合原住民族鎮壓
漢人與原住民通婚、臺歐婚姻現象

以臺灣為據點：
海商與海盜

鄭氏時期
的移民

荷治時期
的移民

1684年，清廷將臺灣納入版圖
保守治臺，頒布渡臺禁令
大批閩、粵人民以正常或非法管道至臺灣謀生

牡丹社事件後，沈葆楨建議廢除渡臺禁令，鼓勵漢
人來臺開墾

渡臺禁令下
的移民現象

廢除禁令後
的移民

清治時期
的移民：

管制到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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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墾社會的特色

受渡臺禁令影響，多是年輕漢人男子隻身來臺
無恆產、妻兒，工作不穩定的單身男子被稱為「羅
漢腳」
官方視為動亂的潛在因素，但也是拓墾先驅與勞動
力來源

衝突原因包括不同祖籍、不同姓氏、相同職業等
長期械鬥使弱勢族群遷離

清治初期漢人婚娶對象多為平埔族群的女性，形成
「有唐山公，無唐山媽」現象
長期與漢人接觸、通婚，加速平埔族群土地、語言
和文化流失

「羅漢腳」：
治安的隱憂

「分類械鬥」：
族群的衝突

原漢關係：
族群融合與通婚

消極治臺政策影響，吏治不良，民間祕密結社風氣
盛行，經常爆發民變
朱一貴、林爽文、戴潮春事件被稱為「清代臺灣三
大民變」

「民變」：
吏治不良激化
社會浮動

在地化社會
的形成

祭祀唐山祖的成員，未必有血緣關係
祭祀開臺祖的成員，彼此有血緣關係

透過科舉、軍功或捐納取得職銜，建立家族勢力
霧峰林家和板橋林家是地方家族的代表

「宗族組織」：
唐山祖到開臺祖

「一天下，
兩林家」：
地方家族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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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統整

12世紀後 曾有少數漢人在澎湖聚居，並與福建等地沿海人民貿易

元朝 曾在澎湖設置1 巡檢司 ，以便管理移民與維持治安

明朝

因海禁政策而短暫放棄對澎湖的控制，並多次下令遷移島上居民，但實際

上澎湖仍是沿海漢人漁民的重要據點

明太祖

實施海禁

1原因：防範倭寇（海盜）侵擾

2措施：

1海禁：禁止人民到海上活動

2墟澎：將澎湖居民遷往福建

3結果：倭寇侵擾中國沿岸；澎湖未因海禁政策沒落，反成

為走私中心

明中葉

1臺灣透過澎湖與中國接觸頻繁

216世紀末，明朝派軍駐澎湖，使澎湖不利走私劫掠，國際
貿易乃移轉至臺灣

一 大航海時代的移民

1 推力：由於社會動亂、頻繁天災等因

素，使本就山多田少的福建、廣東的

經濟條件更加惡化

2 吸力：臺灣因地廣人稀且距離較近而

成移民首選之地

1要克服渡海的凶險

2要適應臺灣浮動不安的移墾社會

3還有語言與文化不同的原住民族

原因 面對的問題

漢人
來臺

（一）以臺灣為據點：海商與海盜

1澎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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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印度公司

1624年

12 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 為發展農業
生產，招攬華南移民來臺灣開墾

2荷蘭人為招引漢人來臺拓墾，提供各種

有利的條件，加上當時中國的戰亂，大

批移民湧入臺灣農耕經商

1已有漢人移民與原住

民「牽手」通婚

2東印度公司的員工、

士兵，與基督化的平

埔族群女子，也有少

數臺歐婚姻的現象，

最後他們隨著荷蘭統

治結束而撤離

3        
抗荷事件

（1652）後

大量漢人遭東印度公司屠殺而人口銳減

荷蘭撤離

臺灣之前
臺灣仍有10萬名左右的漢人移民

經營亞洲貿易，17世紀以後，英國、荷蘭、法國等國家相繼由王室授權成立各國所屬
的東印度公司。1602年，荷蘭合併多間以亞洲為主的貿易公司，組成聯合東印度公
司，負責荷蘭對亞洲的貿易事務，甚至可以發行貨幣、簽訂條約與僱用傭兵

東印度公司

明朝 已有漢人在臺灣從事漁撈與貿易，少有人長期定居

17世紀

1海商林道乾、顏思齊、鄭芝龍等勢力，都曾在臺灣建立基地，招募漢人

來臺開墾

2這些海商具備商人與盜匪的雙重身份，海禁政策較寬鬆時，他們是從事

走私貿易的海商；海禁嚴格時，他們則劫掠為生

2臺灣

（二）荷治時期的移民

1652年（明永曆6年），赤崁一帶的漢
人領袖郭懷一，因反抗荷蘭的高壓統治

及苛捐雜稅，帶領漢人攻打赤崁市街，

荷蘭當局派優勢的軍隊，並動員原住民

族協助其軍事行動，約有三千多人遭到

屠殺，暴亂僅維持14天便告失敗。事
後，荷蘭人再建普羅民遮城，以加強對

漢人的管理

郭懷一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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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
氏
治
臺
時
期

清廷反制 鄭氏攻臺

1海禁措施 : 為了切斷鄭氏與中國沿海地
區的往來，實施海禁，將濱海30里內
的田園、廬舍，悉數焚毀，強迫居民

向內陸遷徙，即《遷界令》

2目的 : 目標是要做到「片板不許下海，
粒貨不許越疆」的地步，但反而導致

不少沿海居民流離失所

1軍民遷臺 : 鄭氏攻下臺灣後，陸續帶來
大批的軍隊和眷屬

2招攬沿海流民：有機會招攬這些人移

民來臺灣或澎湖

鄭氏移民政策

1移民以臺灣南部為中心，建立漢人移

墾的社會

2加上原有漢人移民，全臺漢人約有十

餘萬人

3同時鄭氏政權推行4 軍屯 政策，
以安置移民與促進農業生產。新營、

林鳳營等地名，即為當時遺留的軍屯

名稱

清
廷
攻
臺
後

清廷將臺灣納入版圖後，將鄭家宗室及重要文武官員、兵丁遷回中國大陸，規定在臺

灣沒有妻室、產業的人，必須遣送回大陸原籍，不能繼續留在臺灣，造成清朝統治初

期，臺灣「人去業荒」的現象，也延遲了臺灣開發的腳步

（三）鄭氏時期的移民

臺江內海臺江內海

普羅民遮街

鯓

諸羅山

新營

斗六門

蚊港

澎湖安撫司

承天府
（臺南市）

舊營

左鎮

嵐山營

林鳳營

左營

大肚

雞籠城
（基隆）

蛤仔難
（宜蘭）

哆囉滿
（花蓮）

琅嶠
（恆春）

埔里

沙轆

竹塹
（新竹）

淡水城

大甲

要地

墾殖地

番社

圖  例

府治

鄭氏時期
開墾地區

今地名（ ）

鄭成功攻臺路

線圖：鄭軍先

進駐澎湖，再

於鹿耳門登

陸，進攻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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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臺禁令

時間 1684年（康熙23年），清廷將臺灣納入版圖後

背景

目的
為防止臺灣再度成為海盜據點或反清基地，清廷採取保守的治

臺政策，頒布渡臺禁令

措施 規定前往臺灣的人民須有許可證，並禁止家眷同行

影響

1大批閩、粵人民以正常申請或非法偷渡等管道，到臺灣謀生

2渡海的過程十分危險，因而流傳「六死三留一回頭」、「唐

山過臺灣，心肝結歸丸」等俗諺

族群分布

1人數以福建的泉、漳兩府最多，其次為廣東的客家人；泉州人聚集於西

部沿海平原和港口；漳州人多居住平原地區；客家人則分布在近山的丘

陵山地

二 清治時期的移民：管制到開放

（一）渡臺禁令下的移民現象

因山多田少、人口壓力大，人民

前往海外謀生的現象相當普遍

福建、廣東等地區

地廣人稀

臺灣

福州府

汀州府

興化府

泉州府

漳州府

潮州府

惠州府 澎湖

龍巖州

永春州

嘉應州

彰化

臺灣府
(臺南)

艋舺

鹿港

卑南

竹塹

廣      　   東

福

建

臺

灣

44.9%

35.2%

3.6%

13.1%

圖　例

漳州人

泉州人

潮州人

客家人

主要城市

 清代漢人移民臺灣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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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移墾社會的特色

（一）「羅漢腳」：治安的隱憂

（二）廢除禁令後的移民

2有關移民分布的幾種不同說法：

1來臺先後說：日本學者伊能嘉矩認為祖籍分布與來臺先後有關，泉州

人最早來，所以選擇距離大陸最近的濱海地區居住；其次是漳州人，

選擇更深入一點的平原地區居住；客家人最晚來，所以只能選擇較內

陸的靠山居住

2分類械鬥說：學者尹章義提出，移民分布是各族群長期械鬥，弱勢族

群遷徙後所產生的結果

3原鄉生活說：學者施添福提出，認為客家人在原鄉的生活方式為農

耕，來臺之後必定會尋找得以發展此一農耕技術的丘陵地區

渡臺禁令的執

行時寬時嚴

5 牡丹社 事件後為了積
極開發臺灣，1875年，沈葆
楨建議清廷廢除渡臺禁令

後續駐臺官員大多鼓勵漢人來臺

開墾，臺灣東部地區也成為拓墾

與發展的目標之一

背景 起因 發展

背景
受渡臺禁令影響，漢人移民多是年輕男子隻身來臺。因此，移墾初期的社

會呈現男多女少，成家不易的現象

定義 許多無恆產、妻兒，且工作不穩定的單身男子，被稱為「羅漢腳」

政府看法 實際情況

官方將羅漢腳的存在，視為社會動亂的潛

在因素

他們也是移墾社會拓墾的先驅與勞動力來

源，對臺灣的開發也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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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類械鬥」：族群的衝突

原因

1來自閩粵的漢人移民，原本語言、生活習慣就有很大的差異

2來臺後因生活、資源競爭產生衝突，時常引發不同族群間的械鬥

3移民社會為自保，常需壯大聲勢，羅漢腳眾多，好勇鬥狠

4早期缺乏士紳階層協助維持社會秩序，人民以械鬥方式私了

種類

籍貫差異

1祖籍不同：閩粵械鬥

2同省不同府：漳泉械鬥

3同府不同縣：頂下郊拼

職業派別
噶瑪蘭地區的西皮、福祿兩派樂團因供奉神明、樂器等不同，拚陣

時經常引發械鬥，俗諺「西皮倚官，福祿走入山」

商業利益

泉州府同安縣商人為主的下郊，與泉州府晉江、惠安、南安（又稱

三邑）商人的頂郊，因爭奪6 艋舺 經濟利益爆發械鬥。結果下
郊落敗，轉往大稻埕發展

宗姓對立

雲林西螺地區有鍾、廖、李三大姓，李、鍾有姻親關係，與廖姓

對立。衝突擴大成宗族械鬥，長達2年，因傷亡慘重，俗諺「鍾廖
李，拚生死」

結束 開港通商後，臺灣社會環境改變，分類械鬥之風始漸消失

影響

1清廷無力仲裁，威信喪失，反造成更多的抗官事件

2出現防禦性的建築設計，如隘門、銃眼等

3長期械鬥也會使弱勢族群選擇遷離。19世紀中期，臺北新莊一帶族群械鬥頻
仍，客家族群陸續遷到桃園、新竹地區；未遷出者則多隱藏身分

西螺

噶瑪蘭

艋舺

職業械鬥 西皮、福祿拚

　噶瑪蘭地區的西皮、福

祿兩派樂團因供奉神明、

樂器等不同，拚陣時經常

引發械鬥

商業械鬥 頂下郊拚

　泉州府同安縣商人為主的下郊，與泉

州府晉江、惠安、南安（又稱三邑）商

人的頂郊，因爭奪艋舺經濟利益爆發械

鬥。結果下郊落敗，轉往大稻埕發展

宗族械鬥 鍾廖李，拚生死

　雲林西螺地區有鍾、廖、李

三大姓，李、鍾有姻親關係，

與廖姓對立。某次李家的馬吃

了廖家田地的稻子，衝突擴大

成宗族械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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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變」：吏治不良激化社會浮動

清
代
臺
灣
三
大
民
變

原因
受清廷7 消極治臺   政策影響，吏治不良，激化社會的浮動不安，民間
祕密結社風氣盛行，經常爆發大小民變

朱一貴

事件

康熙60年
（1721年）
僅一個多月

1臺灣知府苛政引發民怨

2初期閩客合作，勢大後內鬨

3清治後第一次大規模民變

4事件後，設巡臺御史，增設彰化縣及淡水廳，並厲

行封山，避免亂黨逃入山區

5府、縣城開始築城（木柵、刺竹），加強防備

林爽文

事件

乾隆51∼53年
（1786∼1788）

1肇因於查緝會黨

2清治期間，臺灣規模最大的抗清事件

3諸羅縣民大力抵抗，清廷嘉許其忠義，將諸羅改名

為「8 嘉義 」
4竹苗地區組織義民軍以保衛家園，後於新竹新埔建

「義民廟」紀念

5城牆由此改建為磚土構造

戴潮春

事件

同治元∼4年
（1862∼1865）

1因政府查緝會黨所致

2歷時最久，清廷首次以臺勇平定臺灣的民變（新竹

士紳林占梅、霧峰林文察率兵）

3地方家族勢力可透過立下軍功獲得特權

（四）原漢關係：族群融合與通婚

清初漢人移民以青壯年男

子為主，男多女少

婚娶的對象多為平埔

族群的女性

形成「有唐山公，無唐

山媽」的現象

背景 進行通婚 造成

長期與漢人接觸、通婚，也加速平埔族群的土地、語

言與文化流失

長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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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在地化社會的形成

（一）「宗族組織」：唐山祖到開臺祖

9     0     

背景 早期移民多與同鄉、同姓之人聚居
隨著移民世代繁衍，同血緣的家族人

口增長、財富漸增

組成

方式

成員之間未必有血緣關係，但均強調

與同姓氏的連結

此類宗族組織的成員都是來臺祖先的

後代，並建立祠堂、家廟

祭祀

對象

共同祭祀大陸家鄉世代較遠、聲名顯

赫的同姓先人
自第一代來臺祖先開始

特色 凝聚眾人的力量，共同投資開墾
1祖產中部分移作「祭祀公業」

2代表有更多立足於臺灣的本土家族

意義 移墾社會
定居社會，反映移民心態逐漸轉向在

地認同

家族 崛起 方式 說明

q      
林家

族人林文察曾參與平

定戴潮春事件、太平

天國之亂

軍功

119世紀末，林朝棟又在中法戰爭立
功，受劉銘傳委託開山撫番等新政

21886年（光緒12年），清廷授予買
賣樟腦的權力，奠定家族勢力

板橋林家

1853年（咸豐3年），
林家正式從大嵙崁

遷至枋橋（新北板

橋），逐漸發展成為

地方領袖

捐納

1林平侯透過捐納為官，後林家創設

w 林本源 商號，廣置田產
2林維源曾擔任劉銘傳的撫墾大臣，

協助推動自強新政，是清末臺灣大

家族之一

（二）「一天下，兩林家」：地方家族形成

清代來臺拓墾的移民成家立業

後，透過科舉、軍功或捐納等方

式取得職銜，建立家族勢力

清廷因財政匱乏，以鼓勵捐納錢糧充實國庫，捐

納者可以獲取功名或官位職銜。18世紀後，清廷
廣開捐納，以捐納取得功名者更為普遍

形成背景 捐納取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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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節2
日治到戰後的移民與人群移動

歷史重點

《馬關條約》簽訂後，選擇離開臺灣者以商人、士紳
家族為主
大多數臺灣人因經濟因素無法移出，被迫成為殖民地
人民

1949年政府遷臺，上百萬軍公教人員與眷屬移入

因建設或產業開發，形成人口流動
20世紀初高雄港建設和1930年代彰化、高雄設農場
另有赴日留學、戰時動員前往東南亞等地

大陳島撤退：2萬多人，稱「大陳義胞」
泰緬撤軍：�部分國軍退至泰、緬邊境，繼續與共軍對

抗，1953年起陸續撤退來臺

日本政府為解決人口過剩、土地不足的問題，鼓勵日
本人移民海外
在臺灣的日本移民村有私營與官營兩類
二戰結束後，多數日本人被遣返回國，不少在臺日人
的資產被中華民國政府接收

為安置來臺國軍與眷屬，興建眷村，成為臺灣文化重
要資產
國軍退役後稱「榮民」，參與公共工程的建設，或前
往東部合作農場開墾
二二八事件後，本省與外省人矛盾加劇，加上政府施
政厚待外省籍，深化省籍情結

日治時期的
人群移動

戰後的移民

國籍選擇

國共內戰後
大撤退

臺灣人
島內外遷徙

1950年代的撤
退行動與安置

日本人
移入與遣返

眷村與榮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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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代後，臺灣受工商業發展影響，農村人口大量移往都市與工業區

1980年代起，臺灣外籍配偶人數漸增，主要來自東南亞或中國大陸
1990年代後，因勞動力短缺，引進國際移工

城鄉居民
的移動

新住民與
國際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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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統整

一 日治時期的人群移動

（一）國籍選擇

《e    條約》
規定

臺澎地區的人民有兩年時間決定去留，期滿後未離臺者，視為日

本臣民

實際情況

1未離開的人：極大多數臺灣人因r 經濟 因素考量無法移
出，被迫成為日本殖民地的人民

2離開的人：以商人、士紳家族為主，實際僅有約0.2%離開臺灣

（二）臺灣人島內外遷徙

島內遷徙

因建設或產業開發的需要，形成臺灣內部的人口流動

20世紀初 高雄築港工程與港口的發展，吸引t 澎湖 、臺南人前往工作、定居

1930年代
為拓殖產業，日商公司在彰化、高雄等地設立農場，招納移民，吸引新竹

州（今桃園、新竹、苗栗）一帶的y 客家 人前往拓墾

島外遷徙

移動原因 移動方式

臺灣教育資源不足與不公 許多臺籍菁英選擇到日本求學、就業

隨著日本國勢擴張，加上u 戰時

動員 體制

大批臺灣人在主動前往或被迫參與的情況下，以軍

伕、志願兵（如高砂義勇隊）、看護婦、慰安婦等

身分，到i 滿洲國 、中國或東南亞等地工作

著名代表人物

謝介石

（1878∼ 1954）
新竹人，曾擔任滿洲國外交總長

杜聰明

（1893∼ 1986）
臺北人，赴日學醫。臺灣第一位醫學博士，高雄醫學院創辦人

70 歷史（１）學習寶典



連震東

（1904∼ 1986）

臺南人，赴日求學，後在重慶國民政府任職，戰後赴臺，曾任內政

部長

史尼育唔

（1919∼ 1979）

阿美族人，日名中村輝夫，漢名李光輝，太平洋戰爭期間被日本徵

召至印尼從軍，與日軍失聯後，便獨自於孤島叢林中生活，1974
年，才被印尼政府尋獲，送回臺灣

外   蒙   古

朝

香港(英)

關島(美)

馬里亞納(日)

鮮

檳城

上海

高雄

廣島

西貢

仰光

昆明
長沙

武漢

廣州

奉天

東京

曼谷

河內

臺北

重慶

南京

京城
北京

新京

新加坡

拉包爾

張家口

加爾各達

巴達維亞

摩爾斯貝港

符拉迪沃斯托克

大連

阿圖島

廣東

馬尼拉

海南島

日本本土

馬努斯島
婆羅洲

汪政權

蘇   聯

滿 洲 國

中　　　國

荷    屬    東    印    度

沙勞越
馬來亞

臺灣

北婆羅洲
菲律賓

汶萊(英)

新幾內亞

(葡)

(英)

帝汶

爪哇

呂宋島

割予泰國

首都

城市

圖　例

日本最大勢力範圍
 (1942年8月)

臺籍日本兵主要派遣地新幾內亞

日治時期臺灣人的海外移動。

（三）日本人移入與遣返

目的 日本政府為了鞏固對臺灣的殖民統治

措施

1從日本派遣各級官吏擔任要職

2招聘不少警察駐臺

3為了開發臺灣的資源，亦積極招攬日商來臺投資

政府看法

起因 日本政府為了解決國內人口過剩與o 土地不足 的問題，鼓勵日本人移民海外

私營 1899年建立的「賀田村」（今花蓮壽豐）是首座日本企業私營的移民村

官營

1909年設置的p 吉野村 （今花蓮吉安）則是首座官營移民村，原為花蓮阿
美族七腳川社居住地。因1908年抗日失利，土地遭沒收，成為移民村的土地，
村民主要種植菸草。但於1917年宣告失敗，改採獎勵私營移民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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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早期移民村主要集中在東部臺灣

2 1930年代以後，才擴展到西部地
區。當時的日本移民村居民大多

從事農業與菸草等經濟作物的栽

種，或是漁業捕撈

移民村分布圖

臺中

高雄

臺南

新竹

臺北

屏東

南投 花蓮港

臺東

清水

名間
斗六

榮村

旭村

三笠村

新高村

昭和村

日出村
常盤村

千歲村

春日村

上大和村

瑞穗村

鹿寮
鹿野村

敷島村

豐田村

吉野村

豐里村
秋津村

八洲村
鹿島村

林田村

利國村

香取村

新

竹

州

臺

中

州

南

高

臺

北

州

花

蓮

港

廳

臺

東

廳

雄

州

臺

州

澎 湖 廳

圖   例

移民村類型與開闢時間

私營

自由

官營

1909-17 1932-42

時間 移民情況

1896年

日人約有7千多人
1多數為來臺從事商業者

2另有官吏、教師、警察、資本家等

1915年 日本的移民人數超越原住民

二戰結束前

日人約30餘萬人，其中a 灣生 約占20萬人左右

二戰結束後
1多數日本人被遣返回國

2不少日人在臺資產被國民政府接收，成為日後國有財產的基礎之一

日治時期在臺灣出生的日本人，二戰後日本國內普遍將移民臺灣的日本

人以及灣生視為次等公民。他們被遣返日本後處境更加艱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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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結束後
中華民國政府接收臺灣，即有國軍與官員陸續來臺，也有人自中國大陸來

臺謀生

國共內戰

爆發
情勢混亂

1949年
中央政府遷臺之際，就帶來了上百萬的軍公教人員與眷屬，使臺灣人口結

構出現劇烈變化

1950年代 共軍陸續進攻沿海島嶼，一江山島與大陳島岌岌可危

1955年

年初，中共攻下一江山島；美國派軍艦協助，撤出大陳島的軍民二萬多

人。政府稱他們為「s 大陳義胞 」；並於各地興建住宅安置，多稱為
「大陳新村」

1949年
有部分國軍從中國雲南退入泰國、緬甸邊境，仍在邊境與共軍對抗，其軍

事活動造成國際外交問題

1953年起 陸續撤退來臺，政府將他們分別安置在桃園、高雄、屏東等地

1960年代

後

泰緬僑民陸續來臺，大多定居於新北市雙和地區，少數被分配在南投縣清

境農場附近，從事農業或畜牧

二 戰後的移民

（一）國共內戰後大撤退

（二）1950年代的撤退行動與安置

1大陳島撤退

2泰緬撤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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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5月
軍120,000人
民20,000人

1954年
6,572人（軍5,687）

1961年
4,406人（軍2,700）

1954年1月
14,235人

1955年2月
軍10,000人
民18,000人

1950年5月
70,000人

1953年5月
30,087人

中　國　大　陸中　國　大　陸

菲菲

律律

賓賓

(臺灣)

日日

本本

緬緬

泰  國泰  國

甸甸

支支

那那

印印

度度

印 度印 度

巴基
斯坦
巴基
斯坦

南南
韓韓

(美)

(英)

北北韓韓

法法
屬屬

富國島富國島

海南島海南島

香港香港
滇緬邊境滇緬邊境

不丹不丹

中華民國中華民國

琉琉

球球

韓戰戰俘營韓戰戰俘營

舟山群島舟山群島

大陳大陳

圖　例

2萬人以下
2萬∼5萬人
5萬人以上

撤退人數

戰後軍民大撤退。

起源 政府為了安置來臺的國軍和軍眷，為其興建或配置的村落，稱為眷村

族群
1眷村內匯聚各省籍的軍人和軍眷

2但與臺灣原有的村莊聚落相隔，所以初期彼此間少有互動

發展

11996年，立法院通過《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眷村改建有了法源依
據，今日很多眷村已經改建，風貌也有很大的改變

2眷村的生活經驗和文化，已成為臺灣歷史文化中的重要資產

影響 經年累月下來形成特殊的眷村文化

（三）眷村與榮民

1眷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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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籍情結

形成

1二二八事件後，本省與外省人之間的矛盾加劇

21949年以後，大量外省軍民來臺，政府部分措施被視為厚待外省籍人
士，省籍情結更加深化

3當時在f 國民身分證 上，須註記來臺前的本籍（省縣）。籍貫曾影
響資源的分配，對臺灣的認同產生影響

4眷村與外界較少往來，影響族群間的溝通

省籍情結

消融

隨著社會環境的變遷，加上本省人與外省人因就學、就業與通婚，彼此接

觸頻繁，歧見已日漸消融

退役國軍稱

為榮民

(榮譽國民 )

1他們參與臺灣許多公共工程的建設，如

d 中部橫貫公路 的開鑿、桃園石門水
庫的興建等

2許多榮民隨政府隻身來臺，受法令限制無

法隨意結婚而孤獨終老，或結婚時已年紀

較長，成為社會的弱勢者

31950年代起，政府考量糧食需求，以及
退役國軍的安置，在花蓮、臺東等地成立

兵工墾區或合作農場。這些待退或除役的

榮民將荒地墾為良田，並在農場種植蔬

菜、水果，成為臺灣經濟作物的來源之一

2榮民

3省籍情結形成與消融

1952年，頒布戡亂時期
陸海空軍軍人婚姻條例，

規定訂婚、結婚前1個月
必須填寫「結婚報告」並

經長官核准。「現役在

營期間」以及「未滿28
歲」的男性軍人都不能結

婚，2005年正式廢止

軍人婚姻條例

籍本

本籍

此款身分證發行於1965年（民國54年），須註
明本籍，其後為進一步加強國家認同，於1992
年修法廢止，目前新式身分證僅標記出生地

75第二章 × 多元族群的移民社會



三 城鄉居民的移動

四 新住民與國際移工

1970年代以後，臺灣農村人口大
量移往都市與工業區

1雖加速都市的發展，卻讓農村人口大量減少

與老化，城鄉發展不平衡的問題日趨嚴重

2而來自全臺各地的人群，在都市有更頻繁的

接觸與交流機會，促成不同歷史記憶和歷史

經驗人群的對話，有助形成臺灣共同意識

起因 :受工商業發展影響 導致 :城鄉發展不均

新住民

11980年代以來，臺灣各地外籍配偶人數
漸多，主要來自g 東南亞 與中國大
陸，現今則稱為「新住民」

2新住民的子女數逐年增加，2014年後就
讀國中小的學生，約有10%為「新臺灣
之子」

3新住民從本國帶來的文化，將成為臺灣

歷史文化發展的重要資產

國際移工

11990年代以後，因勞力短缺，臺灣陸續引進國際移工
2國際移工多來自東南亞地區，從事勞動或是看護工作。他們為尋求更好的

工作機會與生活來到臺灣，對臺灣經濟發展有相當大的貢獻，也為臺灣社

會注入更多元的文化

3各地舉辦各類原鄉節慶、飲食活動，如泰緬的潑水節、菲律賓的天主教活

動、伊斯蘭的開齋節、新住民家鄉料理的烹飪大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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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104年∼109年新住民子女就讀國中小人數比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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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屆試題

（ D ） 1 1895年，福澤諭吉發表〈臺灣永遠的方針〉：「（臺灣）現在既然歸入我國版
圖，便不容許照舊交付蠻民手中，應自內地大舉移民開發富源，這樣纔符合文明

的本意。政府的方針一定，諒不催促也有多數內地人希望移居。自蠻民手中褫奪

開闢以來的野蠻事業，加以文明方式的新創意，無疑可獲驚人的發展。」根據上

文，福澤諭吉主張「內地人」大量移民臺灣，主要目的應是： （111分科）
A複製北海道農業移民經驗 B解決日本人口膨脹的問題

C成為日本帝國南進的基地 D透過移民以達到殖產興利。

（ A ） 2  某校歷史課程進行「歷史考察」學習時，要求同學事先蒐集族譜、臺灣總督府旅
券（護照）、同鄉會名簿等史料，並進入內政部網站閱讀人口和戶口調查資料。

該「歷史考察」的主題最可能是：  （110學測）
A人群的移動與交流 B國家的建立與形塑

C文化的類型與變遷 D宗教的起源與傳播。

（ C ） 3  一份資料提到：1933 年的雙十國慶酒會選在臺北的鐵道旅館舉辦，出席的貴賓有
美國、義大利駐臺領事及臺灣總督府高級長官。會場懸掛中華民國國旗，慶典中

除演奏中華民國國歌外，還高呼「中華民國萬歲」。這段資料如何解讀最合理？

 （110指考）
A當時滿洲國成立不久，日本乃邀請滿洲國官員來臺舉辦慶祝雙十國慶活動

B當時中日兩國的關係親密和善，臺灣總督府乃主動舉辦慶祝雙十國慶酒會

C當時來臺的中國僑民日多，國府已在臺北設立領事館，故能舉辦國慶活動

D當時的臺灣總督府正在進行皇民化政策，故舉辦雙十酒會來攏絡臺灣人民。

（ D ） 4 連橫《臺灣通史》自序云：「夫臺灣固海上之荒島爾！篳路藍縷，以啟山林，至
於今是賴。顧自海通以來，西力東漸，運會之趨，莫可阻遏。」又說：「洪維我

祖宗，渡大海，入荒陬，以拓殖斯土，為子孫萬年之業者，其功偉矣！」從這些

文字可理解連橫的觀點是：  （110指考）
A符合世界潮流的文化多樣性觀點 B以臺灣原住民族為主體的歷史觀

C結合文獻與考古資料的歷史解釋 D以漢人開拓角度書寫的歷史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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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 ） 5 一位清代官員記載：「臺灣一郡⋯⋯其民，閩之泉漳二郡、粵之近海者往焉。閩
人占瀕海平曠地；粵居近山，誘得番人地闢之。故粵富而狡，閩強而悍。其村

落，閩曰閩社，粵曰粵莊。閩呼粵人為『客』。分氣類，積不相能，動輒聚眾持

械鬥。平居亦有閩、粵錯處者，鬥則各依其類。閩、粵鬥則泉、漳合，泉、漳鬥

則粵即伺勝敗以乘其後。民情浮而易動。自康熙22年入版圖，於今已百五十餘年
矣；亂者凡一十有五，皆閩人也。」這則資料可用於研究有關清代臺灣的哪些議

題？  （多選，110指考）
A分類械鬥 B水利社會 C移民原鄉 D宗教信仰 E郊商貿易。

（ B ） 6 1661 年鄭成功攻打臺灣，有記載提到：當時，有的原住民族歡迎鄭成功，甚至追
隨漢人對荷蘭人作戰；但也有的與荷蘭人合作，攻擊鄭成功軍隊。我們如何理解

此一情形？  （109指考）
A此敘述出自漢人，與實際的情況顯然有出入

B各部落原住民族之意見紛歧，立場未必一致

C鄭成功以民族大義號召，原住民族紛紛響應

D原住民族利用雙方衝突之際，恢復大肚王國。

（ C ） 7 某一時期，由於政權轉移，新的統治者給臺灣人一定的時限選擇去留，時限過
後，未遷徙者即視為新政權的人民。當局統計臺灣總人口約 280 萬人，遷籍離開
臺灣者約 4,400 餘人，不到總人口的千分之二。這些人遷籍的主因是：

 （109指考）
A鄭成功逐荷　B鄭克塽降清

C乙未割臺　　D中華民國政府遷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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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演練

（ B ） 1 「⋯⋯成功使告之曰：『此地乃先人故物，珍寶不急之物，悉聽而歸，地歸我，
兵始罷』。荷蘭乃降，送之歸國。諸土酋皆受約束，就土城居之。改臺灣為安平

鎮、赤嵌城為承天府，總曰東都。設府曰承天，縣曰天興、萬年。」請問以上敘

述，可以如何理解？　A鄭成功北伐金陵失敗，退回臺灣的情形　B敘述鄭成功

攻打熱蘭遮城，令荷蘭投降，使原住民族臣服　C鄭成功用兵打敗荷蘭、原住民

族後，隨即返回金門　D鄭成功認為臺灣為鄭家祖業，荷蘭人應無條件投降離

開。

（ D ） 2 康熙初，將閩、浙、粵三省沿海居民遷往內地，實施海禁，亦限制洋舶船隻不得

進入通商。形成此一政策的主要因素是？　A臺灣地位漸重要，葡萄牙、荷蘭、

西班牙均以臺灣為亞洲貿易據點，威脅中國海防，與清朝時有衝突，因此限制人

民出海　B鄭氏與英、日等國，為爭取中國東南沿海貿易，經常發生衝突，清廷

以防倭寇之名限制東南海域貿易　C當時豐臣秀吉意取高山國，與清朝時有衝

突，康熙為保護臺灣原住民族，避免日人侵擾而實施海禁　D當時清廷對鄭氏實

施經濟封鎖政策，規定片板不許下水，粒貨不許越疆。

（ C ） 3 清治時期臺灣某地的人口分布如下：「居民七十九家，計二百五十七人，無土

著。中有女眷者一人，年六十以上者六人，十六以下者無一人。皆丁壯力農，無

妻室，無老耆幼童。」請問是什麼原因造成此現象？　A清廷頒布《遷臺令》，

強迫中國無業之男性遷居來臺以利謀生　B為提升生產力，禁止老幼婦孺留在臺

灣 　C是一種消極的統治方式，為控管在臺漢人數量，並以家眷為人質，因此實

施移民限制，不准男性攜家眷渡臺　D因為女多男少是清朝積極的統治方式，目

的為防止臺灣發生變亂。

（ D ） 4 在清朝爆發的多次民變中，「義民」相對於起事的「亂民」，是清廷對協助政府
平亂有功者的褒稱。從政治的觀點看，這些所謂的義民似乎不具臺灣的民族精

神，竟然幫助外來的統治者壓迫自己人；若從經濟或社會的觀點看，這些義民選

擇的是保護家園產業，不讓開墾成果毀於民變之中，也是相對少數的族群在衝突

中的自保之道。請問題幹中「義民」最主要指的是？　A羅漢腳　B熟番　C地

方豪族　D客家人。

單選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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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6題為題組

資料一： 1650年代，臺灣的貿易遭遇強力競爭，利潤下滑，贌社制度標價愈來愈高，漢商

無力支付、甚至破產。農業生產上，稻米、蔗糖生產大幅下滑，東印度公司以增

加稅目來修補財政缺口，在徵收人頭稅時又因徵收人員敲詐勒索，引起紛爭，爆

發大規模反抗事件。

資料二： 赤崁一帶的漢人領袖密謀聚眾，攻打赤崁市街，燒毀荷蘭人房屋、殺害荷蘭人及

其僕人。熱蘭遮城當局聞訊，立刻以優勢的武器反擊，並成功動員西拉雅族數個

社的兵勇，掃蕩起事群眾。這起事件在短短14天就被平定，約3,000～4,000名漢

人喪生，事後荷蘭建普羅民遮城加強防衛。

（ A ） 5 根據資料一、二內容判斷，請問這是什麼事件？　A郭懷一事件　B麻荳社事件

C大肚王的反抗 D朱一貴事件。

（ C ） 6 根據資料一、二，請問以下敘述何者正確？　A資料一敘述原住民族抗荷事件的

主要原因是官逼民反　B資料一敘述日商於臺灣的活動早於荷蘭，荷蘭卻向日商

課稅引發不滿　C資料二顯示，這次反抗事件是由漢人領導，荷蘭聯合原住民族

一起平亂　D這次事件後，荷蘭建普羅民遮城，以增加東亞貿易的據點。

（ B ） 7 「他」來臺後頒布宣諭：「東都明京，開國立家，可為萬世不拔基業。本藩以手
闢草眛，與爾文武各官及各鎮大小將領、官兵家眷，總必創建田宅等項，以遺子

孫計。但一勞永逸，當以己力經營，不准混侵土民及百姓現耕物業。茲將條款開

列於後，咸使遵依。如有違越，法在必究。」請問「他」來臺推動的政策是？　

A廢除渡臺禁令，鼓勵漢人來臺　B實施軍屯政策，促進農業生產　C劃定番

界，防止漢人越界開墾原住民土地　D鼓勵地方勢力以科舉、軍功等方式擴建家

族勢力。

 
（ B ） 8 19世紀後，漢人移墾臺灣已先後經歷好幾代，當時的臺灣移民對原鄉的認同逐漸

淡薄，臺灣社會遂出現「臺灣不認唐山，金門不認同安」的俗諺，請問下列何項

發展能呼應此趨勢？　A發展唐山祖的祭祀圈　B發展開臺祖的祭祀圈　C出現

祭祀無主孤魂的有應公廟　D盛行民間祕密結社。

 
（ D ） 9 國共內戰爆發後，有上海商人鑑於大陸情勢危急，在1949年將資金、技術、設

備、人力和現代經營的概念帶至臺灣，這些人對於臺灣在1960年代後的經濟起飛
頗有貢獻，但隨著時代的變遷，外省商幫的影響力逐漸下降，到了1990年代政府
開放兩岸投資後，許多商人又以臺商的角色返回中國投資。請問：根據題幹所

述，這批移民對臺灣帶來的主要影響是？　A發展出特殊的眷村文化　B參與許

多荒地的開墾工作　C化解省籍情結的衝突　D促進臺灣的工商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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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0 荷蘭東印度公司在臺灣建立殖民政權共38年。鄭成功驅逐荷蘭人，建立鄭氏政
權，三代經營22年後投降清政府。這兩個政權經營臺灣時，有何相似之處？　
A政治上：控制全臺，對漢人減輕賦稅、對原住民族不與交惡　B國際貿易：均重

視對外貿易，利用臺灣為轉口港，進行對日本、南洋之貿易　C賦稅：均完全控制

臺灣海峽，在西岸各港區開港，向來往船隻收取稅金，充裕府庫　D社會：均大量

招來漢人開墾，形成以漢文化為主的傳統漢人社會。

（ A ） q 根據統計，在日本公布的「臺灣及澎湖島住民退去條規」中規定的「住民去就決
定日」截止日為準，選擇離開臺灣的僅有6,456人，僅占當時臺灣總人口250萬人
中的0.25%。請問：當時離開臺灣者多數具有的身分是？　A商人或科舉考試有功

名者　B擁有土地的地方豪族　C生活困難的底層人民　D受漢人欺壓的原住民

族。

（ D ） w 荷蘭人在臺灣施行的殖民地政策，對漢人和番人採取不同態度，番人文化程度
低，荷人給予懷柔安撫，使為己用，而對於能力強、知識高的漢人，為了開發與

商業的利益而鼓勵前來，但採取多方的壓榨與防範措施。請問：荷治時期對漢人

的管控政策為何？　A給予免稅特權吸引漢人來臺墾殖　B對漢人施以基督教的

教化使其順服　C以軍屯政策安置移民與進行監控　D建熱蘭遮城和普羅民遮城

加強對漢人的管理。

（  ）e 近年來臺灣的新住民人數越來越多，關於新住民及其所帶來的影響正確的有？ 　
A1970年代臺灣經濟起飛時， 政府開始大量引進東南亞的外籍移工　B1980年代
開始，來自東南亞及中國大陸的外籍配偶人數增加　C外籍移工主要來自美加紐

澳等國，對臺灣的高科技產業發展貢獻很大　D外籍移工主要來自東南亞地區，

多數從事勞力工作或看護工作　E新住民將其文化帶入臺灣，使臺灣社會發展更

為多元化。

（  ）r 14世紀後，因明朝實施海禁，鄰近國家要與明朝進行貿易，僅能以「朝貢」為
名，進行商品的交換，但日本卻不在其中。請問日本透過下列哪些方式在東亞海

域貿易經商？　A透過朝鮮取得中國商品　B與中國商人進行走私貿易　C日本

商人以臺灣做為據點進行走私貿易，足跡遍及西南沿海以及北部的雞籠　D與荷

蘭爭奪澎湖失敗後，轉與荷蘭合作　E打敗鄭芝龍，取代其東亞地位。

（  ）t 在顏思齊和鄭芝龍之前，漳、泉鄉人去臺者已經不少。顏、鄭的聲勢既大，他們
的親族故舊，以及為生活所迫，壯志所動的少年前來投奔的，為數眾多，顏、鄭

經營一段時間後就能組成一支強大的海上部隊，即由於此。而過去，來臺者以商

多選題二
BD
E

BC

BC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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販為多，此後則留居者多，所以後人記載上說臺灣之有中國居民自顏鄭始。顏思

齊的部屬多中土人，對於番族給予安撫，亦進行開拓墾殖，並非專以海上劫掠為

生。請問對上文的理解正確的有哪些？　A顏思齊和鄭芝龍是首批來臺開墾的漢

人　B跟隨顏思齊和鄭芝龍來臺的以經濟性質的移民為主　C顏思齊曾招募漢人

來臺開墾土地　D顏思齊對番族採取鎮壓、安撫及教化的政策　E顏思齊和鄭芝

龍集團具備商人、拓墾者和盜匪的多重身分。

第y∼i題為題組，請在答題表格中作答。

  請閱讀以下資料，並回答問題：

　　日人據臺後，除了經營臺灣取得資源外，將其國內過剩的人口移入臺灣以緩解人口壓

力也是其目的之一。在移民的政策中，主要分為官營移民和私營移民，但兩者皆受到官方

的移民獎勵支持。官營移民依職業類別分為農業、礦業和漁業，但以農業移民政策為主

軸，政策延續的時間較長，移民人數也較多，而漁業移民則是有別於農業移民，日本政府

另有政治性的考量，旨在透過漁業移民改良臺灣沿海漁業為目標，將日本漁民引入作為示

範，使臺灣人產生競爭心態，而提升漁業的發展。但就成果論，除了東港移民稍有成果

外，其餘港口的試驗皆告失敗，此一經驗使總督府終止了沿岸漁業的發展，轉而發展近海

漁業。而私營的移民計畫成效也不如預期。以1915年開始的臺東製糖株式會社在臺東廳興

建的移民村為例，只有旭村農業條件好，又鄰近臺東街，市場銷售方便，經過興建水圳改

良土質後，明顯提升了農業的條件；而鹿野、鹿寮村則因水資源匱乏，使移民村收支長期

處於赤字狀態；池上村則因河川氾濫而使開發成果前功盡棄，綜合上述的移民經驗，總督

府停止了日本移民至東臺灣的計畫。

（資料來源：許雪姬，〈導論：來去臺灣〉，收錄於《課綱中的臺灣史》，2020年 8月，新北：臺灣商務）

y 根據上文資料，關於日人在臺興建的移民村，下列描述何者正確？
A 日本建立的移民村全都集中在臺灣內陸地區

B 農業移民村的成效明顯優於其他產業移民村

C 日人在臺建立的移民村，大多屬於農業性質

D 農業技術已克服環境限制，有利移民村發展。

u 日本總督府希望透過哪一種移民村的設置，來對臺灣的產業發展提供示範，並請說明理

由？

i 總督府停止日本移民至東臺灣的計畫，最主要的因素為何？而旭村做為東部移民村成功案

例，又是哪些條件造成的？（只須答出一項）

混合題或非選擇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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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題 A   B   C   D 	 【請用 2B 鉛筆 作答】

第17題

【請用 黑色墨水的筆 作答】

何種移民村 說明理由

□農業移民村

□漁業移民村

第18題

【請用 黑色墨水的筆 作答】

主要因素 條件

□受限自然環境

□沒有移民前來

□臺灣人口暴增

農業條件好。
市場銷售方便。

83第二章 × 多元族群的移民社會



第o∼a題為題組，請在答題表格中作答。

  以下兩段資料內容是一位荷蘭土地測量師的日記，請閱讀資料，回答問題：

資料一： 6月中。國姓爺把福爾摩沙分給他的官員和將領，每個人分到南北距離8小時路程

的領地，每個領地都要在中央地帶建造一個大城市，做為那個官員或將領的居

處，邊界要各造一個鄉鎮，用以安定他的轄區。國姓爺分給他們上千隻牛，以及

很多鋤頭和其他農具。那些牛包括公司所有的牛，以及政務員、牧師、其他公司

職員，以及自由民在赤崁養的牛。

資料二： 9月底。我跟地方政府主管官員楊朝棟一起去內陸，調查各處農夫種了多少稻

子。他們給我一匹騾子騎，使我能根據騾子的步數，量出田地的長寬，據以計算

田地的產量。第3天，當我工作的時候，收到國姓爺寄給我的一封信，命令我要

忠實、正直地，照著真實的情形：如果我這樣誠實地工作了，將不但允許我經

中國沿岸到暹羅去，還會送給我很好的禮物。但如果不公正照實測量，則不但會

喪失這些許諾，還會失去所有的尊重和好處。最後，這些工作完成了，我發現種

有稻子的田還不到4,000morgen（1 morgen相當於1甲，約相當於9,699.17平方公

尺），因為其他的稻田都被雨水流失，完全不能期待會有收穫了。我一直在找機

會，要和我的妻子和其他人一起脫離敵人的掌控，逃往熱蘭遮城堡。

（資料來源：江樹生譯注，《梅氏日記》，頁 58∼ 62）

o 根據以上兩段資料內容，可知這位土地測量師當時的處境為何？
A 投降鄭成功，真心為鄭氏效勞

B 從事臥底工作，暗中從事破壞

C 潛入敵營，想要趁機營救妻子

D 不幸成為俘虜，被迫為敵工作。

p 根據資料一，國姓爺來臺後施行的土地政策，其主要目的為何？資料一提到的「公司」，

依其歷史背景，這指的應該是哪一家公司？

a 從上述兩則資料，可知鄭成功登陸後不久，即展開哪一項工作？同時又面臨何種困境？

（請摘錄資料中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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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題 A   B   C   D 	 【請用 2B 鉛筆 作答】

第20題

【請用 黑色墨水的筆 作答】

主要目的 公司名

□開發東部的山林

□改善原漢的關係

□安置移入的官兵

第21題

【請用 黑色墨水的筆 作答】

展開工作 面臨困境

□聘用外國專家

□進行土地開墾

□推動人口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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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記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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