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日治時期 

    1894 年（清光緒 20 年），清帝國與日本因為朝鮮主權問題而爆發甲午戰

爭。次年 3 月 20 日，戰況呈現敗象的清朝，派出李鴻章為和談代表，並以全

權大臣身分赴日本廣島與日本全權大臣（伊藤博文）議和，並約在日本下關著

名旅館春帆樓。到達之後，李鴻章要求先停戰，但談判沒有結果。最後清政府

被迫於 1895 年 4 月 17 日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清廷一方面被迫承認朝鮮

獨立；另一方面也將遼東半島、臺灣全島及澎湖列島割讓予日本。 

 

統治三時期 

一、始政（無方針主義）時期（1895 年－1919 年） 

    日治時期的第一段時期，1895 年 5 月 8 日清朝與日本簽訂的馬關條約生

效，首任臺灣總督樺山資紀在原臺灣布政使司衙門宣布在臺灣「始政」。 

    1898 年日本明治政府任命兒玉源太郎為第四任總督，並派後藤新平擔任

民政長官以為輔佐，從此採取軟硬兼施的政策治理台灣。而日方這種軟硬兼施

的殖民地政策，稱為特別統治主義。 

 

臺灣民主國(1895 年 5 月 25 日－10 月 19 日) 

    1895 年 5 月 25 日，台灣官民宣佈於台北成立台灣民主國，推舉巡撫唐景

崧為總統並向各國通告建國宗旨，日軍在 5 月 29 日於基隆背後的澳底登陸，6

月 3 日攻陷基隆。於是台灣民主國政府的領袖們，包括唐景崧和丘逢甲，都內

渡逃亡至中國大陸，第一共和迅速瓦解。6 月 11 日，泉州籍辜顯榮代表艋舺

士紳迎接日本軍進入台北城。6 月 26 日，餘眾又在台南擁立大將軍劉永福為

民主國第二任總統，以臺南為基地建立第二共和，民主國雖和日軍發生不少規

模不小的血戰。但到 10 月 19 日，劉永福也棄守內渡中國大陸，歷時約 150 天

的台灣民主國政權，至此完全劃下了句點。 

    



乙未戰爭（1895 年 5 月 29 日－1895 年 11 月 18 日） 

    臺灣因《馬關條約》被清政府割讓予日本後臺灣各地人民為抵抗日本接收

統治而發起的戰爭。 

臺灣方面除了以臺灣民主國為主的抗日政權外，主要有臺灣人民等自發性組成

的抗日義軍及劉永福的黑旗軍和唐景崧的廣勇等；合計正規軍約有三萬三千餘

名，及民兵十萬名。經過大約 6 個月的戰爭，臺灣民主國第一任總統唐景崧及

第二任總統劉永福均逃離臺灣，被劉永福放棄的 8,000 多名清軍和黑旗軍（約

3,000 名）在群龍無首下慌亂投降後，臺灣民主國正式宣告滅亡。 

 

雲林大屠殺 

    1895 年 12 月底開始苗栗地區部分義軍撤往大湖，加入泰雅族原住民抗日

行列，由「得磨波耐社」大頭目「北都巴博」率領，在馬那邦山區與日軍展開

一場殊死戰。中南部地區簡義、柯鐵虎、劉德杓為首的民勇軍。於 1896 年 6

月進攻駐守南投街及斗六街的日軍，7 月進攻鹿港，辜顯榮率「別動隊」協助

日軍。雖有部份「別動隊」成員倒戈，但民勇軍仍告失敗。事後，日軍在雲林

地區展開清鄉報復行動，約三萬人遇害。 

 

南庄事件 

    1902 年 7 月 6 日苗栗地區風雲再起，因原住民不滿歧視與壓迫且詐騙了

山墾權，襲擊「南庄支廳」。苗栗、新竹等地原住民紛紛響應，交戰 1 個多月

在日軍的壓制下結束。 

 

西來庵事件，又稱余清芳事件、玉井事件、噍吧哖事件 

（1915 年 7 月 6 日－1916 年 5 月 18 日） 

    臺灣日治時期大正四年的武力抗日事件，領導人為余清芳、羅俊、江定等

人，是臺灣日治時期諸多起事之中規模最大、犧牲人數最多的一次，同時也是

臺灣人（主要為漢族閩南人與原住民族大武壠族）第一次以宗教力量大規模武

力抗日的重要事件。 

 

 

 



內地延長主義(同化)時期（1919 年－1937 年） 

    田健治郎被派任為台灣的首任文官總督，他在赴任前，與日本首相原敬談

妥，以同化政策為統治的基本方針，並於同年 10 月正式向府內官員發表。他

表示，同化政策的精神是內地延長主義，也就是將台灣視為日本內地的延長，

目的在於使台灣民眾成為完全之日本臣民，效忠日本朝廷，加以教化善導，以

涵養其對國家之義務觀念。 

    之後 20 年，總督府歷任總督延續此政策。在具體措施上實施地方自治、

創設總督府評議會、公佈日台共學制度及共婚法、撤廢笞刑、獎勵日語等，對

於促進同化進程頗有作為，也改變了過去後藤新平的「以無方針為方針」，「只

管鐵路、預防針與自來水」的內政方向與統治政策。 

 

皇民化政策時期（1937 年－1945 年） 

皇民化運動分成二階段進行。第一階段是 1936 年底到 1940 年的「國民精

神總動員」，重點在於「確立對時局的認識，強化國民意識」。第二階段是

1941 年到 1945 年的「皇民奉公運動時期」，主旨在徹底落實日本皇民思想，

強調挺身實踐，使台灣人為日本帝國盡忠。 

台灣總督府為推動皇民化運動，開始強迫台灣人說日語、穿和服、住日式

房子、放棄台灣民間信仰和燒毀祖先牌位、改信日本神道。由於因應盧溝橋事

變之後，日軍在中國戰線的人力需求，在 1937 年首度徵調台籍軍夫做軍需品

運輸工作，做為台灣軍無搭配輜重部隊的解決方案。此外，殖民政府也在

1940 年公佈改姓名辦法，推動廢漢姓改日本姓名的運動。 

 

 

 

 

 

 

 

 

 

 



 

 

 

 

 

 

 

 

 

 

 

 

 

 

 

 

 

 

 

 

 

 

 

 

 

 

 



台灣總督 

任數 姓名 肖像 就任 離任 

初期武官總督時代 

1 樺山資紀  

 

1895 年 5 月 10 日 1896 年 6 月 2 日 

2 桂太郎  

 

1896 年 6 月 2 日 1896 年 10 月 14 日 

3 乃木希典  

 

1896 年 10 月 14 日 1898 年 2 月 26 日 

4 兒玉源太郎  

 

1898 年 2 月 26 日 1906 年 4 月 11 日 

5 
 

佐久間左馬太 
 

 

1906 年 4 月 11 日 1915 年 5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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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9%83%E6%9C%A8%E5%B8%8C%E5%85%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92%E7%8E%89%E6%BA%90%E5%A4%AA%E9%83%8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D%90%E4%B9%85%E9%96%93%E5%B7%A6%E9%A6%AC%E5%A4%A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Kabayama_Sukenori.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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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安東貞美  

 

1915 年 5 月 1 日 1918 年 6 月 6 日 

7 明石元二郎  

 

1918 年 6 月 6 日 1919 年 10 月 24 日
[a]
 

文官總督時代 

8 田健治郎  

 

1919 年 10 月 29 日
[b]
 1923 年 9 月 2 日 

9 內田嘉吉  

 

1923 年 9 月 6 日 1924 年 9 月 1 日 

10 伊澤多喜男  

 

1924 年 9 月 1 日 1926 年 7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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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上山滿之進  

 

1926 年 7 月 16 日 1928 年 6 月 16 日 

12 川村竹治  

 

1928 年 6 月 16 日 1929 年 7 月 30 日 

13 石塚英藏  

 

1929 年 7 月 30 日 1931 年 1 月 16 日
[c]
 

14 太田政弘  

 

1931 年 1 月 16 日 1932 年 3 月 2 日 

15 南弘  

 

1932 年 3 月 2 日 1932 年 5 月 26 日 

16 中川健藏  

 

1932 年 5 月 26 日 1936 年 9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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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期武官總督時代 

17 小林躋造  

 

1936 年 9 月 2 日 1940 年 11 月 27 日 

18 長谷川清  

 

1940 年 11 月 27 日 1944 年 12 月 1 日 

19 安藤利吉  

 

1944 年 12 月 30 日 1945 年 10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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