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4 清帝國時期的行政治理 

 

一  

、     (一)台灣棄留爭議 

初     (    康熙        )23 年，清朝正式將台灣納入版圖 

期     →接受(     施琅           )建議，保留台灣 

的 →因為台灣物產豐富且(     戰略       )地位重要 (確保東南沿海的安全) 

治     

台     (二)為防臺而治臺(消極治臺) 

政      1.渡臺禁令 

策       A.規定    (1) 需事先申請(  渡台禁令     ) 

 

     (2) 不准攜帶家眷 

 

 B.結果    (1) (  男女    )人口比例失衡 ， 出現  

                     (    羅漢腳              ) 

  

 (2) 民間偷渡不斷 

    

 2.劃界封山 

   A.設立(  番界    ) (例如:土牛 或 土牛溝 ) 

   B.做法:嚴禁漢人越界入山開墾原住民的土地 

   C.結果:  

   (1)漢人仍侵入原住民地區 

 

 (2)漢人會與平埔族通婚   

                    →(  有唐山公    無唐山媽                ) 

 

 

      ※外力因素的影響: 1.人民積極拓墾  2.(       民變          )  3.外力 

      入侵 

二 

、      1.康熙年間  一府:(    台灣府    )(今台南市)  

行 

政 三縣:( 諸羅縣 )(  台灣縣 )(  鳳山縣 ) 

區 

劃      2.雍正年間  背景:因(  朱一貴   )事件，要加強統治 

演 增設:(  彰化縣    ) (   淡水廳 )及澎湖廳 

變 

  

 

 

 



隸      3.乾隆年間: 將諸羅縣改為(  嘉義縣  ) (因林爽文事件) 

屬 4.嘉慶年間  背景:(   吳沙  )開墾蛤仔難(今宜蘭) 

福 

建 增設:(  噶瑪蘭廳  ) 

省 

 

 

三  1. 時間:西元 1874 年 

、  2. 背景: 日本以(  琉球  )人民被台灣原住民殺害為藉口，出兵攻打 

牡  3. 經過:   (1)日軍以(  懲辦兇手  )為藉口出兵攻打台灣(      南     )部 

丹   (2)最後清、日雙方簽訂和約→清承認日本出兵為「保民義舉」 

社                                      (導致後來日本吞併琉球) 

事  4.影響:   (1)日軍侵台之時，清派(  沈葆禎   )來台展開防務及建設 

件 

  (2)牡丹社事件使清廷治臺態度轉趨(   積極     ) 

 

       

四   1. 行政區:增設(   台北府    )  (臺灣變成 2 個府) **設立恆春城 

、 

沈   2. 軍事防務: 在安平、旗後等地興建砲臺。以(    億載金城   )為代表 

葆 

楨   3. 奏請廢除(    渡台禁令   )，鼓勵漢人來台拓墾 

的 

建   4.開山撫番: (1) 修築北中南三條道路通往(   後山    ) 

設   (2) 廢除劃界封山，漢人跟原住民可通婚 

 

五    1.時間: 西元 1884 年 

、    2.經過: 清法因為(   越南   )問題而爆發戰爭，戰爭波及臺灣 (  北部 )。 

清 *基隆、淡水、澎湖 

法    3.影響: (1) 西元 1885 年，將臺灣升格為(  台灣省  )，並任(  劉銘傳   )為 

戰               台灣省首任巡撫 

爭 (2) (  劉銘傳 )來台建設 

 

          

六     1. 行政區 :  三府一直隸州→  

、                  ( 台北府  台灣府   台南府  )、台東直隸州 

劉      2. 交通建設   (1) 購置輪船及架設電報線 

銘    (2) 設立(  郵政總局    ) 

傳                    (3) 修築(  鐵路   )   

的                        ※ (  台北  )到 (  基隆  )(臺灣最早) 

建                 (4) 建新式砲臺 (基隆) 

設 

                *****劉銘傳的建設→臺灣走向(  現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