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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前引導 
第 4 章 明清時期東亞世界的變動 
一、課程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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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釋疑 
課本頁碼 說明 

116～117 

◎明清政治內容簡化 
過去的版本詳述明清的建立、發展、與衰亡的過程，現行版本

則略去明代政治內部問題（廢相、宦官問題、黨爭），而著重於蒙古

的南侵、「倭寇」的侵擾、女真的威脅。此修改為因應課綱條目的調

整，依據課綱，強調「明清時期東亞世界政治體制與國際關係的變

遷」。 

117 

◎為什麼圖 3-4-3 中蒙古地區標示為「烏里雅蘇台」？ 
「烏里雅蘇台」是土謝圖汗部、賽音諾顏汗部、扎薩克圖汗部、

車臣汗部、唐努烏梁海與科布多等處之合稱。由於其範圍不僅限於

今蒙古一帶，故地圖中並未直接標記為「蒙古」，而是使用清代官方

稱呼「烏里雅蘇台」。 

119 

◎傳統中國社會中，各種貨幣的使用有何限制？ 
1. 銅錢：銅錢的供給因受限於礦冶與鼓鑄，較缺乏彈性，加上鉅額

的支付在運送上也不方便。 
2. 紙幣：由於銅錢的鑄造的限制，在此紙幣與其他信用工具便被創

造出來，用於一般的經濟活動中，也用於繳納租稅。可惜由於人

謀不臧，管理不善，政府更常常以印行紙幣、擴張信用來解決財

政上的困難，因而貶低了紙幣的信用，以致每一種形式的紙幣都

只能通行一段不算長的時間（例如明代中葉，紙幣就被放棄了）。 
3. 白銀：明代中葉以迄鴉片戰爭的 250 年間是白銀與銅錢並行的時

代，兩者的地位難分軒輊。銀在明代中葉以前尚不能取得主要貨

幣的地位，由於國際貿易與國內開採均不能供應足夠的白銀。一

直到明、清之間，美洲白銀經由菲律賓大量，才使白銀的使用變

得普遍，因為貨幣供給的充足，刺激了生產與就業。然而，由於

白銀的來源仰賴國際，因此當清初鴉片吸食問題嚴重，而以白銀

購買鴉片時，又出現了白銀大量外流以致銀量不足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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