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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史前時代 二荷西時期

(1624~1662)

三明鄭時期(1662~1683)

臺灣開發的主要階段



四清朝的治理(1683~1895)

五日本統治(1895~1945)

六臺灣光復迄今(1945~)

臺灣開發的主要階段



臺灣各階段的政權



鄭成功對台建設



 鄭成功的理由：收回故土、經濟考量、軍事考量

 經過：

 1、避開巴達維亞的支援

 2、處決俘虜

 3、傳教士受難

 結果：簽署《十八條和約》

鄭成功領臺

明鄭政權的建立與衰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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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荷海戰：1661-1662



明鄭政權的演變

鄭成功 鄭經 鄭克塽

1. 1661年，鄭成

功率軍自臺南

鹿耳門（今臺

南安平附近）

登陸，進攻荷

蘭人

2. 1662年，荷蘭

人投降，退出

臺灣

1. 清朝發生三藩之
亂，鄭經趁機出
兵福建、廣東，
由於作戰失利，
再度撤回臺灣

2. 在陳永華的輔佐
下，積極經營

3. 諺語：「鄭成功
開之，陳永華營
之」

1. 1681年，鄭克
塽繼位，政局
不穩

• 1683年，施琅
攻臺，鄭克塽
投降

• 1684年，清廷
將臺灣納入版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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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克塽內爭不斷
(12歲)元氣大傷

鄭 經
陳永華

明永曆15(1661)鹿耳門登陸，驅荷，建臺

灣第一個漢人政權

政治制度
一府承天府

二縣北(天興)、南(萬年)

設孔廟

立學校

辦科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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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臺灣的經營

分為四方面

「鄭成功開之，陳永華營之」
漢人典章制度正式移植臺灣

劃定行政區域

從事文教建設

臺南永華宮／陳永華有「鄭家諸葛」之稱▲

明鄭時代的經營

移民拓墾土地

拓展貿易



中央官制

鄭成功：設六官

鄭經：諮議參軍、承宣司、審理司、賓客司、中書科、
賞勳司、總制使、監國…等

行政區劃

鄭成功：(1)改臺灣為東都

(2)設承天府（赤崁）及天興、萬年二縣

(3)改熱蘭遮城為安平鎮

鄭經：(1)改東都為東寧

(2)天興、萬年二縣改稱為州

(3)增設澎湖、南、北二路安撫司：處理原住民相關事務

一、行政設施



明鄭成功時期行政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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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墾事業的推動

採取「寓兵於農」的方法，實施屯田制

重視土地的拓墾 為了支應軍糧與眷糧

鄭氏時期的拓墾

獎勵官員自行招佃開墾

多次遷移將士眷屬來臺

二、土地的開發與移民

招納沿海流亡之民來臺



頒行各官將領官兵家眷開墾條款

 拓墾令，8項條款，可歸納為4類

1.限制圈地

2.保護林木陂池

3.規定漁區

4.稽察墾地

其中並ㄧ再強調不可侵占原住民即在住漢人（指

鄭軍來之前即已移民來臺的漢人）的耕

地和漁區。



 其辦法是：留勇衛和侍衛守安平鎮和承天府，

其餘諸鎮，按鎮分地，按地開墾。

 地墾3年後，依地肥瘠，定為上、中、下則，用

以立賦稅；

 地墾3年內，有收成者，官府借其十分之三，以

供正用；

 農隙時，則從事軍訓；有警訊時，則武裝以備

應戰；無警訊時，則操農具以事耕作；平日以

十分之一人力為瞭望，以便相互接應。

寓兵於農



鄭氏時代軍隊在臺灣駐守開墾的地區，後來演變為當地的地名

(1)A：左鎮

(2)B：仁武

(3)C：前鎮

鄭氏時期軍隊駐紮營鎮圖



鄭氏時期拓墾圖

 民墾：招攬大量漢人來臺

進行拓墾。

 官墾：直接占有荷蘭時期

已經墾殖的王田。



官方積極推展文教工作－

大體在鄭經時期，以陳永

華為首，推動完成

在鬼仔埔（臺南南門路）

建立臺灣第一座孔廟：有

「全臺首學」之稱。

文官任用制度：地方所設

置的學校中，成績優秀的

學生可以升至中央設立的

學院；在學院成績優秀者

可進入政府機關任官。

臺南孔廟大成殿

三、文教建設



全臺首學／臺南孔廟是臺灣第一座孔廟，也是清

代臺灣府學所在地，故有全臺首學之稱



鄭經積極進行與各國的貿易，輸出蔗糖、鹿皮和稻米

來賺取利益。一方面換取島上需要的民生物資；另一

方面，也補充軍隊的軍需用品。

明鄭時期對外貿易示意圖

▲



清領時代的臺灣：移墾社會的建立

 1.漢人的原鄉與移墾社會

 2.羅漢腳與有應公

 3.墾照與墾號

 4.水利事業的開發



漢人的原鄉與移墾社會

自荷蘭招募漢人來臺開墾，又經鄭氏王朝經營，

漢人移居臺灣者大量增加。雖然清朝限制渡臺，

但中國東南沿海居民，為求生計，仍然大量偷渡

來臺。

移民臺灣的漢人大多來自閩（福建）粵（廣東）

兩省與客家人，其中福建又以漳州、泉州府來臺

人數最多。故一般將臺灣移民分為漳、泉、客家

三類。



圖：臺灣漢人移民社會原鄉 來源：周婉窈，《臺灣歷史圖說》（聯經，1997），頁67



羅漢腳與有應公

由於大量偷渡來臺的人民多為男性，也造成了臺灣

社會男女比例懸殊（當時大埔（今嘉義）男女比約為

275：1）形成不易結婚的「羅漢腳」出現（這些男子

沒有家庭，大多夜晚露宿寺廟佛像下，故稱羅漢腳）。

這些孤苦無依的羅漢腳死後，無人收殮，無子孫祭

拜，善心人士將之立廟祭祀，便稱為「有應公」。



羅漢腳與有應公

圖：早期的有應公
（收藏於真理大學校史館）



墾照與墾號

 大量漢人移民臺灣，帶動了臺灣的開發。當時臺灣大部分

的土地都是由民間自發性的墾殖。

 當人民打算發開墾土地時，必須先向縣府申請開墾權，也

就是「墾照」。然後人民組成「墾號」（開墾公司），開

發土地。成功後納正供稅，便可獲得土地所有權。比較有

名的有開墾台北盆地的「陳賴章墾號」（1709）和開墾新

竹的「金廣福大隘」（1835）



清代漢人相繼來臺，在

臺灣西部各地，逐漸開

墾土地。

圖為清代早期漢人的遷

移墾殖擴散圖。

一、土地的開發



一、土地的開發

合股組織

土地開墾需龐大資金，合股開墾的情形相當普遍。

除了漢人外，也有原住民學習漢人的合股組織從

事土地的開墾。

投資者亦是墾耕者，多準備在墾地安身立命，合

作意義大於謀利。隨著土地的開墾，移民日漸增

加，形成臺灣社會的重要特質。



各地的開發

王世傑 竹塹埔

「陳賴章墾號」 臺北盆地

張京達「六館業戶」 臺中

施世榜、楊志申、吳洛 彰化平原

康熙中期至乾隆後期，漢人致力於臺灣西部的開墾



彰化 施世榜 八堡圳

臺中 張京達 貓霧栜圳

臺北 郭錫瑠 瑠公圳

高屏 曹謹 曹公圳

二、水利的興築



瑠公圳

 為台北盆地最大的灌溉設施。乾隆5年（1740）郭錫瑠在

今台北縣新店市建設圳頭，將溪水引進台北盆地內。後獲

得墾戶蕭妙興等五庄庄民出資合作，於1760年完成灌溉水

渠，稱為「五庄圳」。後由其子完成其功，共可灌溉台北

盆地1200餘甲，後人為紀念郭錫瑠，又稱此圳為瑠公圳。

圖片引用自http://www.chps.tp.edu.tw/cct/b-3-s4-lieogownsui.htm網站

http://www.chps.tp.edu.tw/cct/b-3-s4-lieogownsui.htm


八堡圳
 由施世榜於康熙48年（1709）開始興建，在鼻仔頭（今彰

化縣二水鄉）築壩，引濁水溪入庄，灌溉1萬2千餘甲土地，

是清代臺灣最大的水利工程。雍正元年（1723），彰化設

縣，轄區有13堡半，而其中有八堡位於本圳之灌溉範圍內，

故稱八堡圳。



貓霧拺圳

為台中盆地最大的水利設施，包含上埤與下埤。下埤

建於1720年代，由岸里社總通事張達京和土官潘敦仔

訂約，由朴子籬口（台中豐原）引大甲溪水灌溉。雍

正11年（1733）年，張達京以「張振萬」為墾號，集

資組成「六館業戶」開墾上埤，至乾隆五十年代，可

以灌溉三千多甲，奠定了日後台中地區的發展基礎。



大安圳

 由林秀俊（墾戶名）林成祖為了灌溉接擺地區（今台北土

城、板橋），於1760年開鑿，雖經常遭洪水毀壞，但林秀

俊連年修復，灌溉面積達千餘甲。



曹公圳

 曹公圳是清代臺灣南部最大的水利設施。共分新舊兩個部

分。舊部於1838年由鳳山知縣曹謹興修，在九曲塘（高雄

縣大樹鄉）引高屏溪水灌溉，但完工後仍無法解決水源不

足問題。故於1842年由鄭蘭、鄭宣治開曹公新圳。後代為

紀念曹謹貢獻，於1860年於今鳳山市設曹公祠。



究其原因：吏治敗壞、移墾社會的不穩定結構，

以及會黨勢力大等因素有關。

就胥吏與差役的貪墨來看，臺灣正處拓墾階段，

一切制度未上軌道，加上地方行政機構員額不

足，政治控制力量相當薄弱，遂給胥吏與差役

需索、中飽私囊的機會。

就會黨勢力大而言，民風強悍，拜盟風氣盛，

提供會黨發展的良好條件。

一、抗官事件與分類械鬥

社會衝突與社會組織



1721年（康熙60年）朱一貴事件

朱一貴，臺灣府鳳山人。以養鴨為業，

人稱「鴨母王」。

因臺灣知府王珍委政其子、苛政擾民，

乃率眾起事。不及一週，臺灣南北響應。

官員接走避澎湖，遂攻入臺灣府城。自

稱中興王，建號「永和」，發表反清復

明文告，恢復明朝髮式。

閩浙總督覺羅滿保聞變，急赴廈門督師，

並派福建水師提督施世驃、南澳總兵藍

廷珍率兵12,000餘，船隻600餘艘入臺，

始告平亂。

藍廷珍族弟，幕僚。
此次平亂，皆出自他
的謀略。



 林爽文，臺灣府彰化縣人，自小隨父移居彰化縣，從事土地

開發，家產頗饒。其後，成為天地會領袖，會眾遍及臺灣西

部。

 1786年，彰化代理知縣查辦林氏天地會黨徒，各地黨徒紛紛

走避，並促請林氏率眾抗拒，林氏乃豎旗起事，聲勢極為浩

大。

 清廷不斷從中國大陸派兵增援，並令閩浙總督常青親至臺灣

督師，皆無法平定。後改派陜甘總督、協辦大學士福康安率

大軍至臺，始告平定。

 此事件歷時1年2個月，為清領臺灣時期，規模最大、影響最

大的抗官事件。

1786年（乾隆51年）林爽文事件







 戴潮春，臺灣府彰化縣人。出身富家，樂善好施，能文墨，

加入八卦會後成為該會領袖，擁眾數萬。

 1862年（同治元年），分巡臺灣兵備道孔昭慈恐戴氏勢力坐

大，親至彰化縣指揮，並令淡水同知秋曰覲率鄉勇前往整頓。

 戴氏聞訊，決意起事，攻下彰化縣城，所有文武官員除孔昭

慈自殺外，其餘皆被殺。戴氏自稱大元帥，旋改稱東王，設

置政府機關。

 勢力發展快速，南北各地皆有響應，直至第2年福建水師提督

吳鴻源率軍登陸安平後，才漸取得優勢。歷時3年才被平定，

歷時最久的抗官事件，也是臺勇參與平定抗官事件的首次。

1863年（同治2年）戴潮春事件



採自《臺灣史上100件大事》





新竹新埔義民廟

是北部客家人為

紀念林爽文事件

殉難的義民而建

立的廟宇，今天

是全臺灣最大的

義民廟。



分類械鬥

清領期間，125起分類械鬥。

分類械鬥按祖籍別、姓氏等來分類。

族群—閩粵械鬥、漳泉械鬥。

行業—西皮與福祿派械鬥（宜蘭北管）。

姓氏—廖鐘李三姓械鬥（雲林西螺）。



分類械鬥

械鬥的原因：

1. 政治因素：政府控制力薄弱，未盡保護人民

之責。故人民遇有關係鄉邑或個人利益之事，

每自行率眾合族，私相逞鬥。

2. 經濟因素：為求生存，常因田土、水利上起

爭執、衝突，繼而各黨其類，發生長期性的

分類械鬥。

3. 社會因素：遊民充斥、民間結拜風氣盛。



著名械鬥表

 1750：諸羅李光顯案，雙方爭奪墾地衝突

 1782：彰化漳州、泉州人因賭場換銅錢發生爭執，引發兩村大械鬥

 1797：因土地分配問題，漳、泉、客於噶瑪蘭發生械鬥

 1806：漳州籍民兵在鹿港與樵轎夫發生衝突，演變成大規模械鬥。

 1809：大甲溪泉州籍人民因稻米收成與漳州人械鬥。

 1815：臺灣縣府城大西門外，因劃分地盤引發械鬥。

 1830：噶瑪蘭挑夫林瓶等糾股鬥殺，引發兩家械鬥。

 1853：頂下郊拼：爭奪淡水河商業碼頭利益，泉州人內部大械鬥。

 1859；艋舺泉州人與枋寮土城漳州人發生火拼。

 1860：宜蘭戲班樂團西皮福祿械鬥

 1860：西螺、二崙一帶爆發廖、李、鍾三姓大械鬥，歷時3年平息。



 從事同一地區之貿易的商人，或從事同一類貨品的商人，

聯合組成類似行會組織的「郊」，其目的在解決貨品運銷

事宜，避免同行間之惡性競爭等。「郊」或稱「行郊」，

亦稱「郊行」。「郊」始自何時，尚待考，但在18世紀初

葉，今臺南已有「三郊」的出現（北郊、南郊、港郊）。

 「行郊」的成員除當地富商外，不乏有功名者。他們多為

地方上的領導階層，對地方慈善、排解糾紛，均積極參與。

所以「行郊」除具經濟功能外，尚具相當大的社會功能。

三、港市與商貿活動



貿易港口：

 安平

南部開發較早，安平在荷蘭、鄭氏統治時期就已經是臺灣與

島外運輸與貿易中心。清領時期，是唯一的「正口」。當

時臺灣盛產蔗糖，多經安平輸往日本、呂宋諸國。另外，

稻米、麻、豆、鹿皮、鹿脯等，亦是從安平運至各地。

 鹿港

是臺灣中部的重要的港口，雖未開放其對大陸的貿易，但許

多商船仍不顧禁令，直接往返廈門與鹿港，甚至至大陸沿

海港口。1784年(乾隆49年)，開放成為另一個「正口」。乃

成為臺灣中部貨物的總吞吐口。



艋舺

艋舺為河口港，直至19世紀上半葉，才發展成為

臺北盆地的商業中心，贏得「一府二鹿三艋舺」

的地位。

在艋舺發達之前，八里坌、新莊均曾扮演過重要

地位。八里坌位於淡水河口，1788年(乾隆53年)

開設為正口，此亦反應臺灣北部與中國大陸的貿

易繁盛。隨著臺北盆地的開墾，商業中心移至新

莊。後因河道淤淺，艋舺取代了新莊。



主要貿易區 進口商品 出口商品 組織 港口

清領

前期
中國大陸

紡織品

日用品

藥材

稻米

蔗糖

鹿皮

行郊

臺南

鹿港

艋舺

清領

後期

茶：美國

南洋

蔗糖：日本

澳洲

大陸

樟腦：歐美

日本

鴉片

紡織品

茶

蔗糖

樟腦

洋行

安平

打狗

淡水

雞籠

三、商業及其他組織



行郊

 以貿易地區分

「北郊」：貿易區為上海、

天津、煙臺等華北地區。

「南郊」：貿易區為泉州、

廈門、金門等華南地區。

 以貿易商品分糖郊、布郊、

油郊、紙郊…。

 著名行郊淡水三郊、鹿港八

郊、府城三郊。



行郊的功能

制訂商品價格

排解糾紛

解決運銷事宜

參與慈善事業

主持祭祀事宜

→商業發展、秩序維持、公共事務推動…皆有貢獻



社會變遷

清領前期開港：

北：八里坌五虎門

中：鹿港蚶江（晉江）

南：鹿耳門廈門

中部：未開通商口岸，濁水溪改道，河道淤積，

鹿港逐漸沒落。



社會變遷

北部：八里坌→新莊→艋舺→大稻埕

大稻埕：茶葉集散及製茶中心，日治前成為

臺灣第二大城，人口僅次於臺南府城。

茶葉及樟腦的外銷使得政治中心由南部移往

北部。

正港與副港

安平（正港）—後為打狗（副港）取代。

淡水（正港）—後為基隆（副港）取代。



宗教信仰

原鄉信仰：

泉州人—保生大帝

漳州人—開漳聖王

潮州人—三山國王

共同信仰：

媽祖

關聖帝君

土地公

王爺

百姓公

本土化信仰：

祖籍神信仰範圍擴大，

不再是特定族群的信

仰。

唐山祖—祭祀同鄉同

姓中的顯赫人士。

開臺祖—後代子孫祭

祀第一位來臺祖先。



開港與涉外事件

1860年臺灣開港
使清朝認識臺灣的

重要性，積極建設

臺灣，其結果使臺

灣在社會、經濟及

政治方面產生很大

的變化。

1867年羅妹號事件

1871年牡丹社事件

1884年中法戰爭



開港後的貿易

背景

開放港口

影響 1.供外國商人來臺設立洋

行，進行貿易

2.臺灣對外貿易迅速成長

雞籠（今基隆市）

滬尾（今臺北縣淡水鎮）

安平（今臺南）

打狗（今高雄）

天津條約
北京條約英法聯軍

簽
訂

滬尾

安平

雞籠

打狗



進出口商品
進口商品：主要有鴉片、紡織品等

出口商品：以茶、糖、樟腦為主

作物 產地 輸出港口 外銷地區

茶
臺北盆地

周邊山坡
滬尾

烏龍茶：美國

包種茶：南洋

糖
臺灣南部

(嘉南平原)
打狗 中國大陸、日本

樟

腦

中、北部

山區
滬尾 歐美、日本

臺
灣
三
寶



安平

濁水溪

大肚溪

大甲溪

大湖

關西
大漢溪

淡水河

深坑

大溪

東勢

集集

高屏溪打狗

滬尾

茶葉在大稻埕加工
由滬尾出口

由滬尾出口

由打狗出口

臺灣一度成為樟腦王國
產量曾達到世界第一

茶葉產區

樟腦產區

蔗糖產區

大稻埕



1. 臺灣的茶葉在國際市

場一時領先了引進茶

葉的原鄉福建安溪

2. 「茶」的閩南語發音

成為西方國家的通用

外來語安平

濁水溪

大肚溪

大甲溪

大湖

關西
大漢溪

淡水河

深坑

大溪

東勢

集集

高屏溪

滬尾 大稻埕

打狗



自西元1878年以後，臺灣對外貿易一直維持
出超，成長快速

出超：指一段時間內，國家國際貿易的輸
出總值超過輸入總值

貿易出超

臺灣開港後，茶葉輸出占當時輸出總額的一
半以上，使北部經濟地位逐漸超越南部

開港後 南、北經濟地位的變化



清‧職貢圖卷



放
索
社
（
西
拉
雅
族
）
原
住
民



大
傑
顛
社
（
西
拉
雅
族
）
原
住
民



蕭
壟
社
（
西
拉
雅
族
）
原
住
民



諸
羅
山
社
（
洪
雅
族
）
原
住
民



西
螺
社
（
洪
雅
族
）
原
住
民



水
沙
連
社
（
邵
族
）
原
住
民



大
肚
社
（
拍
瀑
拉
族
）
原
住
民



竹
塹
社
（
道
卡
斯
族
）
原
住
民



德
化
社
（
凱
達
格
蘭
族
）
原
住
民



清‧蕃社采風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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