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清末現代化的開端



一、開港通商

（一）背景

臺灣位西太平洋交通要樞

經濟利益：茶、糖、樟腦

（二）開放港口通商

1860年代 雞籠、滬尾、安平、打狗

(基隆)  (淡水)  (臺南) (高雄)
外國設：a.洋行(德記洋行、東興洋行)

b.領事館(英國紅毛城、打狗領事館)

戰爭

【註】：「領事館」是代表政府派駐到別的國家，處理外

交事務的機構，也有同時兼作「領事」的住所。



二、貿易發展

出
口

1、茶、糖、樟腦

2、臺灣經濟重心轉移至北部

進
口

1、鴉片（近60％）、食品、紡織品

2、鴉片經濟x、健康x



三、西方人士在臺灣
1、陶德（臺灣烏龍茶之父）：引進新茶苗，外銷英、美

2、斯文豪：生物調查（藍腹鷴、斯文豪氏赤蛙）

3、加拿大-馬偕

傳教（基督教長老會）北臺灣、拔牙

滬尾偕醫館：最早新式醫院

理學堂大書院＝牛津學堂（臺灣神學院）

淡水女學堂：第一所女子學校（淡江中學）

4、巴克禮

傳教（基督教長老會） 南臺灣

《臺灣府城教會報》：臺灣最早刊物1885～至今

臺南神學院

閩南語版聖經



1～2
外力衝擊與現代化建設



清末臺灣的現代化建設

起因 負責人 政策作為 意義

【牡丹社事件】

1871：琉球人x

1874：日攻牡丹
社（屏東石門）

沈葆楨

億載金城 (二鯤鯓砲臺)
渡臺禁令x 鼓勵開墾

吳光亮開「八通關古道」

（竹山→鹿谷→玉里）

行政區：恆春、臺北府

治臺態度轉積極

奠定臺灣建省基礎

【清法戰爭】
1884年

進攻雞籠、滬尾

（基隆、淡水）

劉銘傳
首任臺
灣巡撫

軍事：海門天險（基隆）

交通建設：

鐵路:基隆-臺北(騰雲號)
電報、郵局、輪船

教育：西學堂、電報學堂

大稻埕：電燈、自來水

1885年 臺灣建省

橋孜圖臺北

為現代化奠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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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英勇的抗日事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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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94年 甲午戰爭

2、內容：

割讓臺灣、澎湖（成為殖民地）

賠2.3億兩

1895年
《馬關條約》

(春帆樓)
伊藤博文

李鴻章

一、甲午戰爭與馬關條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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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灣民主國（1895.5.25～10.21）
總 統唐景崧（原臺灣巡撫）

 副總統丘逢甲 (宰相有權能割地，孤臣無力可回天)   

大將軍劉永福（黑旗軍）

藍地黃虎旗

清朝是龍，臺灣為虎。龍兄虎弟。

發行郵票、銀票 募款

武器X、訓練X、資金X、外援X    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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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武裝抗日



賽德克族
莫那魯道

信仰、傳統x

（ex.紋面）

限制獵場x
山林開發x

徵召服勞役

霧社
事件

1.妹妹被巡查拋棄
2.兒子得罪警察

1.1930.10.27
2.霧社公學校聯合運動會
3.襲殺100多名日人
4.日軍鎮壓、莫那魯道x

1.新臺幣20元硬幣
2.霧社紀念碑
3.魏德聖-賽德克巴萊



2-2  日本的治臺措施



一、嚴密專制的管理

1、臺灣總督（土皇帝）：行政、立法、司法、軍事

總督府 總統府

2、不平等法律人民權利X、自由X

1901土地徵用規則

3、保甲制度（戶—甲—保）：連坐責任、互相監視

4、警察制度：無所不管的大人

交通、衛生防疫、治安、戶口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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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政長官-後藤新平（1898～1906）
◎調查臺灣：土地、人口、林野、風俗習慣、法制
了解臺灣，奠定治臺基礎（政治生物學原理）
ex.《臺灣慣習記事》～臺灣法制、風俗

◎衛生醫療
醫學人才：醫院（臺灣總督府醫學校臺大醫學院）
公共衛生：防疫措施、自來水廠、下水道

◎經濟：
外國人投資X、臺灣銀行、新貨幣(臺灣銀行券)
水力發電

◎交通建設
郵政
港灣：高雄港、基隆港

鐵路：1908.縱貫鐵路全面通車、阿里山鐵路-林業



1、目標：農業臺灣、工業日本

品種改良（1926蓬萊米）

技術改良（新式製糖廠）

水利設施嘉南大圳

(八田與一，1930年)

2、專賣制度：財政收入

臺灣總督府專賣局：鹽、菸、酒、鴉片

火柴、樟腦、石油

三、日治時期的經濟發展

a.稻米外銷日本
b.甘蔗糖業王國



四、現代西方文明的引進

1、世界標準時間

 12時辰24小時制（訂上課、工作時間）

公共場所設大時鐘 守時習慣

2、星期制 周休概念 休閒活動

百貨公司、電影院、公園、棒球、西樂

3、斷髮：辮髮x

4、放足：裹小腳x



五、日式生活的足跡

食：壽司、拉麵、關東煮、便當、番茄

衣：木屐

住：和室、日式建築

行：摩托車、司機（運匠）

育：守法精神、守時觀念、衛生習慣

樂：泡湯

其他：螺絲起子、

日本地名（高雄、豐原、清水、龍井、

板橋、竹山、名間、池上…）



2-3
殖民統治下的臺灣社會



一、不平等的待遇
1、教育上：教育目的 識字率執行政策和命令

日 人小學校（內容較深）
漢 人公學校（日語、生活基本知識與規範）
原住民蕃童教育所

※1941 （皇民化）國民學校
※女性受教育機會增加

2、政治上：職位X、薪水X（日：臺 = 2.9圓/天：1.3）
3、經濟上：
大企業由日本人經營
專賣權總督府壟斷
第一憨，種甘蔗給會社磅；三個保正八十斤
（磅秤x、規定肥料來源、原料採取區域制）



◎1921～1934 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15次)
林獻堂（臺灣議會之父）
蔣渭水（臺灣民眾黨、蔣渭水高速公路）

1935年 地方民意代表部分由民選產生

◎臺灣文化協會(1921)～林獻堂、蔣渭水等人創立
臺灣民報(1923年創)：臺灣人民唯一喉舌
雜誌
演講、文化劇、電影欣賞

a.批評殖民政策
b.宣揚民族主義
c.傳播現代知識

二、社會運動

政黨、聯盟團體紛紛成立
喚醒臺灣人民捍衛權利



1、原因：1937中日戰爭消滅臺灣人民族意識

2、內容：

用日語國語家庭制度(證書、優惠待遇)
改日本姓名

穿和服

改採日本風俗、禮儀

參拜日本神社

3、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八年抗戰）

徵兵至中國與南洋參戰約3萬人陣亡

軍事勞務（挖防空洞、建機場、造飛機）

三、皇民化運動與戰爭



3-1、3-2
光復後的政治與經濟

光復後的社會與文化發展



一、中華民國的建立與抗戰勝利

推翻清朝

1、1945.8.15‐日本投降
10.25臺灣光復節

2、臺北公會堂（中山堂）

八年抗戰
1937～1945

1912.1.1
中華民國

1911.10.10
武昌起義

同盟會
國父
孫中山

中華
民國



二、二二八事件

1、時間：36年2月28日
2、原因：

政府施政失當（陳儀）
a.公職員額x 求職困難
b.官員貪腐
c.設「行政長官公署」＝新總督府

經濟蕭條：通貨膨脹
語言隔閡
治安惡化、軍紀敗壞 (七十軍 )
文化衝擊

3、省思：二二八紀念碑、和平紀念日（2月28日）

賊仔兵

【事件經過】
1、36.2.27專賣局查緝

私菸，打傷菸販、擊
斃路人

2、36.2.28民眾抗議，
被政府掃射。

3、全臺群眾抗議、衝突
4、清鄉



1、戒嚴：

民國38年遷都臺北（∵中國共產黨）實施戒嚴

人民自由權利X （言論、集會、結社……）

地方自治選舉民主運動力量崛起

 68.12.10 美麗島事件（高雄事件）

 75.9.28 民主進步黨成立

2、解嚴：

民國76.7.15  蔣經國總統宣布解嚴

黨禁X 、報禁X

民國85年首屆總統直選李登輝 總統

三、從戒嚴到解嚴的民主發展



四、戰後臺灣經濟發展

民國38～42年
土地改革

三七五減租：租率37.5%
公地放領

耕者有其田

民國40～50年代

美援民40～54年，共約15億美元

進口替代出口擴張

加工出口區（高雄、楠梓、潭子）

紡織.食品加工.肥料.家電（農工業）

民國60年代
十大建設、客廳即工廠

奠定經濟基礎：經濟奇蹟、環境污染

民國70年代
電子、資訊產業高科技

設立新竹科學園區



戰後
社會與文化

1、民國66～67年（60年代）
2、外交挫敗、社會問題鄉土民情
3、鄉土文學：關心勞資、環境、貧富問題
4、黃春明《兒子的大玩偶》

1、去日本化
2、去本土化-禁方言
3、提倡中華文化

（儒家思想）

1、民國40～50年代
2、韓戰美援、協防臺灣
3、音樂、舞蹈、服裝

五、戰後社會與文化發展



3-3
我們的政府與人民

※本單元筆記全部都要抄寫



一、憲法的頒布
1、位階：憲法—法律—行政命令

2、憲法內容：

基本國策

基本組織

人民權利義務

3、民國35.12.25 制憲國民大會通過

4、民國36.12.25日施行（行憲紀念日）

5、民國80年以後經過7次修憲



1、國家主權屬於全體國民
2、民主概念圖：

人民
選舉權

罷免權

民意代表

政府首長

監
督
政
府

二、主權在民



總統

三軍統帥

發布緊急命令

任命行政院長

行政院：內政部、國防部、衛生福利部、
外交部、經濟部、財政部、環境資源部、
交通部、法務部、教育部、勞動部、
農業部、文化部、科技部

立法院：審查預算 制訂法律 質詢施政

司法院：管理各級法院 司法行政
解釋憲法、法律

監察院：調查、糾正行政機關
彈劾政府官員

考試院：舉辦各種國家考試

三、政府的組織與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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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權利

1、平等權

2、自由權：居住、遷徙、言論……
3、受益權：生存、工作、財產、受國民教育…
4、參政權：

20歲↑：選舉、罷免

參加考試、服務公職

（二）義務：納稅、服兵役、接受國民教育

四、人民的權利與義務



The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