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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東高級中學111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期中考試卷

高一歷史科(109.110)                                一年   班   號  姓名

範圍：三民版歷史  第2章第1節(p.42)~第3章第2節 答案卡+答案卷

1、 單一選擇題（1~28每題1.5分，29~36題每題2分）
1.臺灣有種人「無田宅、無妻子，不士不農、不工不賈、不負載道路；嫖賭摸竊，械鬥樹旗，靡所不為。」這種人是   
(A)大租戶 (B)平埔族 (C)義民 (D)羅漢腳

2.某時期的人口結構特色為：在臺灣約有一萬至一萬一千名漢人，從事捕鹿、種植稻穀和甘蔗，以及捕魚活動。到了1660年代初

，臺灣的漢人增加到3 5萬，當然，就人口結構來看，相較於南島民族的原住民族，此時來到臺灣的漢人還是少數民族。當

時全島原住民族人數約在15~20萬之間，所以漢人仍是少數。該時期應為下列何者？   
(A)荷治時期 (B)清治後期 (C)日治時期 (D)中華民國時期

3.清治時期，臺灣行政區的增設，所反映出臺灣開發的過程為何？   
(A)由北向南，由西向東 (B)由北向南，由東向西 (C)由南向北，由西向東 (D)由南向北，由東向西

4.清代臺灣有所謂「有唐山公無唐山媽」的現象，同時也稱無家無業的男性為「羅漢腳」，原住民族甚至有「番兒至老無妻」的

情形。請問上述的諺語，反映臺灣移民共同面臨什麼現象？   
(A)失業現象普遍，移民無以維生 (B)性別比例失衡，導致社會結構轉變

(C)漢番關係不睦，衝突現象普遍 (D)族群對立嚴重，械鬥頻繁

5.沈葆楨、丁日昌、劉銘傳等三人對臺灣的近代化貢獻很大，下列關於他們所經營事業的配對何者正確？   
(A)在安平建造新式砲臺──劉銘傳 (B)主張修築鐵路──沈葆楨

(C)完成架設府城至旗後電線──丁日昌 (D)開始以機器開採基隆煤礦──劉銘傳

6.某人向康熙帝上奏曰：「臺灣地方北連吳會，南接粵嶠，延袤數千里。山川峻峻 港道紆迴，乃江、浙、閩、粵四省之左護

。……臣思棄之必釀成大禍，留之誠永固邊圉。」這人是   (A)施琅 (B)馮錫範 (C)鄭克塽 (D)姚啟聖

7.清廷在十七世紀曾頒布如下的詔令：「我朝嚴禁通洋，片板不得入海，而商賈壟斷，賄賂守口官兵，潛通(甲)以達廈門，然後

通販各國」。請問詔令中的(甲)是指什麼？   (A)荷蘭 (B)鄭氏 (C)日本 (D)西班牙

8.清治後期，為因應列強挑戰，來臺官員多以現代化建設作為主要施政重心，如沈葆楨推動基隆採煤、架設砲臺；丁日昌架設電
報線；劉銘傳創辦新式學堂、製造武器等。然而在邵友濂接任巡撫後，卻停止了大部分的建設，請問是為什麼？  

(A)經費不足 (B)反對新政 (C)戰亂影響 (D)民眾抗議
9.資料記載：「臺灣昔日遊民，非釀亂不可為生。同治以後，有業可執。此後貧不能生者及謀重利者，已不在農村著眼。率趨於

都市，以取成倍之利。故百餘年來械鬥之風，至同治以降，一時頓絕。」關於「械鬥之風」的頓絕，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與原漢融合，衝突減少有關 (B)與官府的嚴格執法，治安改善有關

(C)與開港通商後經濟環境改善有關 (D)與社會文教風氣興盛，原住民漢化有關

10.附表是1934年臺灣四個主要城市的人口統計，請問甲～丁依序是那四個城市？   
(A)臺中、臺南、高雄、臺北 (B)高雄、臺北、臺中、臺南 (C)臺南、臺中、高雄、臺北 (D)臺中、臺北、高雄、臺南

甲 乙 丙 丁

人口總數 68,414 109,887 81,583 283,085
在臺日人 15,230 15,810 19,594 81,277

單位：人

11.一位臺灣史學者指出：「臺灣昔日游民，非釀亂不可為生。同治以後，有業可執。此後貧不能生者及牟重利者，已不在農村

著眼。率趨於都市，以取成倍之利。故百餘年來械鬥之風，至同治(1860年代)以降，一時頓絕。」資料中作者所謂的「同治

(1860年代)以後，有業可執」，根據你的歷史知識判斷可能與那個事件後的發展最直接相關？   
(A)中國沿岸開五口通商 (B)臺灣開山撫番 (C)臺灣開港通商 (D)牡丹社事件

12.作家焦桐曾言：「四川沒有川味牛肉麵、蒙古沒有蒙古烤肉、福州沒有福州麵。」可見臺灣的眷村料理有何特色？   
(A)與原鄉存在一定差異，是帶有臺灣特色的料理 (B)意指在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的特色料理已消逝殆盡，僅留存於臺灣

(C)在臺的中國特色料理為世界一絕，中國本土的料理無法比擬 (D)因思鄉之情，故隨意將臺灣在地料理冠以中國地區之名

13.清治時期臺灣漢人的分布，呈現泉州人居西部沿海平原、漳州人居內陸平原、客家人鄰近山地丘陵的分布狀態。關於此分布

狀態，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是移民先來後到導致的結果 (B)與原鄉的生活習慣毫無關係 (C)與清治時期的分類械鬥有關 (D)與族群遷徙的結果無關

14.小明與小華在討論臺灣史上一場激烈戰爭的經過：「該國軍艦進攻臺灣，進犯基隆和淡水，並對臺灣實行海上封鎖。不久之

後，雙方進行激烈的海戰與陸戰，在海戰方面，該國海軍從基隆向臺北進攻未果，繼續騷擾浙江鎮海，並占領澎湖島；在

陸戰方面，中國從中越邊界回擊，重傷對方軍隊。」該場戰爭可能是   (A)牡丹社事件 (B)清法戰爭 (C)甲午戰爭 (D)鴉片

戰爭

15.阿明校外教學時看到牆上貼著「一年準備，二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的標語，請問此標語反映的歷史事件為下列何

者？(A)乙未割臺後爆發的抗日事件 (B)二戰結束日人離開臺灣

(C)國共內戰，國民黨政權敗走臺灣 (D)越戰爆發，臺灣變成美軍的度假地

16.1980年代，臺灣面臨製造產業缺工之情形，導致相關企業引進外籍移工以填補日漸不足的勞力需求。請問何以當時臺灣會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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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這樣的景況？   
(A)年輕人口大量外移，勞動力不足 (B)臺灣當時仍以農業培養工業，故相關技術人員不足

(C)國民所得增加與經濟轉型，導致國人進入勞動密集產業的意願降低 (D)產業轉型下，科技業吸收大量勞動人口

17.臺灣眷村因都市更新政策日漸消逝，但眷村特色美食反而保留於全臺各地的大街小巷，甚至愈來愈受歡迎。請問眷村美食發

展的歷史背景，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完整傳承中國八大菜系，帶有濃厚中國風 (B)早期眷村經濟與生活條件較差，故發展出滷味這類可延長保存期限的料理

(C)眷村菜色是以臺灣料理為基礎，結合泰緬風味揉合而成 (D)眷村菜色反映出臺灣經濟起飛的樣貌，以豪奢鋪張為料理特色

18.他向朝廷力奏：「欲開山不先招墾，則路雖通而仍塞 欲招墾而不先開禁，則民裹足而不前」，請將一切渡臺舊禁，盡予開

豁。他是誰？   (A)沈葆楨 (B)丁日昌 (C)劉銘傳 (D)唐景崧

19.1961年，作家柏楊以筆名「鄧克保」發表異域一書，述說邊境孤軍在國軍撤退臺灣後，仍以游擊隊之姿抗擊中共、並掌握比

臺灣大上三倍土地的故事。此書一出使得此處孤軍廣為人知。請問異域所描述是哪個邊境的孤軍？   
(A)中印邊境 (B)中緬邊境 (C)中俄邊境 (D)中蒙邊境

20.隨著國民政府播遷來臺，不少軍民也隨之來臺定居，俗話說「民以食為天」，不少知名的眷村美食應運而生，請問下列何者

屬之？   (A)河粉 (B)牛肉麵 (C)肉骨茶 (D)生魚片

21.小明的課堂報告主題選定某個族群，內容提到：「一、每三年要重新申請一次證件；二、工作內容主要是機械性的勞動或長

輩的照護；三、因為離鄉背井，每到潑水節與開齋日便格外想家。」請問小明的報告標題應為下列何者？   
(A)眷村的故事 (B)移工甘苦談 (C)華僑新生活 (D)部落的時光

22.中華民國自1971年退出聯合國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個中國」的建交原則下，迫使第三國與中華民國斷絕邦交。但請問

屢屢外交上挫敗的中華民國，何以能夠在1991年加入亞太經濟合作會議？   
(A)中華民國積極參與國際經貿事務，獲得認同 (B)中華民國是以臺澎金馬關稅區身分加入

(C)中華人民共和國承認中華民國也是主權國家 (D)中華民國是亞太經濟合作會議的創始國

23.日治初期以嚴刑峻法為基礎，並有效鎮壓臺人之反抗的法令為何？   
(A)「六三法」 (B)匪徒刑罰令 (C)「三一法」 (D)「法三號」

24.曾有總督所言「除該港外，臺灣港灣均狹隘。此港地勢稍偏北，交通雖感不便但卻是本島唯一良港，唯東風信風之際，波浪

侵入港內，難保安全，目下急務乃修築該港，建築防波堤。臺灣土地肥沃為日後殖產興業之發達計，必得有運輸之便，物

產倍增，海外貿易興盛，故築港事業時為今日之大急務」請問他急待建設的是哪個港口？   
(A)花蓮港 (B)高雄港 (C)基隆港 (D)臺中港

25.一次大戰之後，世界各地皆有民族自決的風潮，請問日本為何要在臺推動「內地延長主義」？   
(A)消弭臺日間的文化距離，以溫和政策加速臺人同化 (B)在其卵翼下，協助臺人成立自主獨立的國家

(C)派任武官總督，鎮壓民族自決運動 (D)擴大漢人參政空間，扼止原住民族的民族意識

26.某份內容有關如何接收臺灣的文件指出：「臺灣接管後一切設施，以實行國父遺教，秉承總裁訓示，力謀臺民福利，鏟除敵

人勢力為目的……政治設施，……當注意掃除敵國勢力，肅清反叛，革除舊染 ……安定秩序……。」這份文件的頒布時間

是何時？   
(A)1895年，日本接收臺灣後 (B)1919年，日本實行內地延長主義後

(C)1937年，八年抗戰爆發後 (D)1943年，開羅宣言發表後

27.清廷因艋舺不易停泊大船，居民排外，咸豐三年（1853年）又爆發大規模的漳泉械鬥，於是轉設港埠於某地，並陸續建立新

市街，外國洋行亦漸集聚於該港。隨著茶葉及其他產品主要在此地加工集散，某地發展更為興盛。上文的「某地」是指   
(A)雞籠 (B)大稻埕 (C)滬尾 (D)大嵙崁

28.十九世紀初，有一位中國文人來到臺灣，紀錄其所見所聞如下：「臺灣多山，山地區域多是一片未開發的混沌，生番常常出

沒於山地。移民來臺開墾之初，常常遇到生番獵取人頭，淡水廳同知潘凱就是被生番殺害。為了防範生番，移民們合力建

築隘寮，取名叫大隘。閩粵二籍的移民合力開墾，番禍才稍稍停息。為了取賺錢的好兆頭，會計本上多以『金』字開頭，

然後取廣東的『廣』、福建的『福』，名為『金廣福大隘』。」關於這段資料，下列何者敘述正確？   
(A)臺灣山區未開發是因為生番的經濟型態為打獵

(B)移民們透過跨越省籍的合作，成功防禦生番

(C)資料中的「生番」為歸順清朝政府的原住民，因此官員潘凱遭生番殺害的事件應屬虛構

(D)因為金廣福的成功案例，後來的移民多效仿這種跨越省籍的合作模式

29.有移民的記錄如下：「當年，我懷抱著雄心壯志離開故鄉，想在這裡開創一番成就。只是沒想到，抵達時所見的景象卻是如

此：這裡連一條稱得上『路』的通道都沒有，田地也未經整頓，雜草叢生。在這裡能吃的食物也很少，只有生味噌、在來

米這樣的粗食，生活非常艱苦，還常常受到蕃人的攻擊，想要在這裡立足，實在比想像中艱困許多。」依據你的判斷，這

位移民抵達的是？   (A)1895年的打狗 (B)1900年的噶瑪蘭 (C)1910年的花蓮 (D)1935年的臺東

30.某校歷史課程進行「歷史考察」學習時，要求同學事先蒐集族譜、臺灣總督府旅券（護照）、同鄉會名簿等史料，並進入內
政部網站閱讀人口和戶口調查資料。該「歷史考察」的主題最可能是：    

(A)人群的移動與交流 (B)國家的建立與形塑 (C)文化的類型與變遷 (D)宗教的起源與傳播
31.關於鄭氏政權在臺灣的經營，請根據下列表格指出錯誤的地方   (A)甲 (B)乙 (C)丙 (D)丁

主持者 對臺名稱 行政劃分

(甲)鄭成功 東都 一府：承天府

(丙)改縣為州：設天興、萬年二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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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經 (乙)東寧
一府：承天府

(丁)設兩路安撫司：分別為南路安撫司、北路安撫司

32.福建巡撫丁日昌擬定撫番開山善後章程（二十一條）其節錄如下：「一、各社生番名為歸化，而未經薙髮者多。官勒令於一

個月內，一律薙髮，並由官酌給粗布上、下衣各一件，引之使入規範。其從前歸化而未經薙髮者，亦勒限於一個月內一律

薙髮，以免反覆，仍由官置辦剃頭刀，分給各社頭目領回，勒令每月各剃一次，並隨時訪查，以防其日久仍行蓄髮。二、

各社歸化之番應分別社分，將丁口查名造冊通報，以憑查核。其有遷移、亡故以及新增丁口，均行一律註明。」請問我們

應如何解讀這份史料？   
(A)由此章程可知臺灣開山撫番之事業始於丁日昌 (B)此章程可作為英法聯軍後清廷理番政策轉變的佐證

(C)丁日昌擬定的理番政策到劉銘傳時期因經費問題而告終 (D)由內容可知清廷理番是為積極從文化、制度面掌控原住民族生活

33.電影「一八九五」是近年來少數客語發音為主的臺灣電影，內容以客家村莊的角度，講述清廷割讓臺灣後一系列的抗日活動

。請問下列關於乙未抗日活動的描述符合史實？   
(A)馬關條約簽訂後，紳民共推巡撫唐景崧為總統，成立臺灣民主國，設議院建號永清，並以藍底黃龍旗為國旗

(B)日軍登陸後臺北陷入混亂，最後由士紳辜顯榮等人開城門投降，首任總督樺山資紀舉行始政儀式

(C)桃竹苗等地在閩籍士紳吳湯興、姜紹祖等人領導下組建義軍，抵抗日本接收

(D)日本平定臺灣全島後由於清廷拒絕簽署條約，才導致各種組織抗日行動出現

34.「我簡大獅係臺灣清國之民，皇上不得已以臺地割畀日人，日人無理，屢次去我家尋釁，且姦淫妻女。我妻死亡，我妹死亡

，我母與我嫂死亡……自臺灣歸日，大小官員內渡一空，無一人敢出首倡義。唯我一介小民，猶能聚眾萬餘，血戰百次，

自謂無負於清。去年大勢既敗，逃竄至漳，猶是歸化清朝，願為子民。漳州道府既為清朝官員，理應保護清朝百姓。然今

事已至此，空言無補。唯望開恩，將余杖斃，生為大清之民，死作大清之鬼，猶感大德，千萬勿交日人，死亦不能瞑目

。」由以上資料可知，這是屬於何種性質的抗爭？   (A)反清復明 (B)扶清滅洋 (C)清治時期的官逼民反 (D)武裝抗日

35. 日治時期在地方治理上曾根據治安狀況採分級制度，劃為三區並派遣不同單位負責，請問該制度所設立之用意應為下列何

者 (A)試圖建立憲兵、警察、保甲明確的治安負責區 (B)以逐步圍堵的方式徹底清除臺灣民主國的殘存勢力

(C)避免鎮壓臺人抗日行動造成權責不分而有衝突 (D)此方式主要是針對長期藏匿在山區抵抗的原住民

36.某法令實行後，原則上以日本內地法律施行於臺灣，總督制定律令的權力較以往削弱許多，但總督擁有律令制定權的本質還

是不變。請問該法令的實施，可能與臺灣總督府怎樣的政策有關？   
(A)武裝抗日告一段落，取消三段警備制的實施 (B)日本進入戰爭時期，加強臺灣皇民化

(C)霧社事件結束，臺灣總督府檢討理蕃事業 (D)日本進入大正民主時期，在臺推動內地延長主義

2、 閱讀題組題（每題2分，37~52題）

※請閱讀以下資料再回答問題

曉華上網搜尋清廷對臺灣的統治政策時，看到以下兩則資料：「臺灣屬海外地方，無甚關係；因從未響化，肆行騷擾，濱

海居民迄無寧日，故興師進剿 ……海賊乃疥癬之疾，臺灣僅彈丸之地，得之無所加，不得無所損」、「海外丸泥，不足為中國

之廣，裸體文身，不足共守。日費天府金錢而無益，不如徙其人而空其地矣」。請問：

37.從資料中可以看出清廷當時對臺灣的態度，因此採取了何種統治作為？

(A)肅清沿海盜賊，頒布海禁令　(B)積極治理臺灣，加強防務　

(C)消極治理臺灣，頒布「渡臺禁令」　(D)簽訂對外條約，割讓臺灣

38.敘述中的「海賊」是指誰？ (A)顏思齊 (B)鄭氏政權　(C)蔡牽　(D)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

※在看完附圖後，回答下列問題：

39.日治時期總督府所頒發的「認定證書」，請問其中所寫的「國語」是指那一種語言？　

(A)普通話  (B)閩南語  (C)客家話  (D)日語

40.此證書頒發時間應該是在　(A)開港通商後  (B)殖民地特殊統治  (C)內地延長  (D)皇民化運動

※請閱讀以下資料再回答問題

後藤新平曾提出以下見解：「社會習俗或制度，必有其長久以來存在之理由，如不明究裡，一味地將文明國家之制度施行

於未開化之地，此謂文明之虐政，……若未詳加了解，即將日本內地之法制施行於臺灣，無異是將比目魚的眼睛變為鯛的眼睛

一般，是不解政治真義之行為。」

41.請問後藤新平的見解，呼應了總督府的那一政策？　

(A)實行「三一法」　(B)推動「市區改正」　(C)廢除「三段警備制」　(D)展開「舊慣調查」

42.該見解確立了日本對臺的何種施政方針？　(A)引進近代化建設　(B)殖民地特殊統治　(C)內地延長主義　(D)皇民化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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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閱讀以下資料再回答問題

老師在課堂上介紹某一動亂：「中國沿海各地由於改朝換代所引起的社會動盪，導致□□勢力蔓延到整個中國沿海各省。不

重視海洋的發展，……不能適應時代潮流變遷的需要，來調整對外貿易政策，反而以祖訓『禁海令』禁止人民向海洋發展

，……如此自然而然失去了海洋控制權，而□□也就不客氣成了中國沿海的主控者。」

43.請問□□是指何者？ (A)荷蘭人　(B)日本人　(C)倭寇　(D)海商集團

44.下列四位同學分析此資料，何者的說法最為合理？

(A)改朝換代指由元至明，海禁後民間的海上貿易被迫以走私進行　(B)時代潮流變遷指的是阿拉伯人控制當時海洋貿易　

(C)□□一直到十九世紀都是東亞最大的海上勢力　(D)到了清代，□□還與鄭氏勢力一起反清

※請閱讀以下資料再回答問題

馬關條約: ……第二條：下列地方之城壘、兵器製造所及國有物永遠讓與日本。一、遼東半島。二、臺灣全島及所有附屬各島

嶼。三、澎湖群島，即英國格林尼次東經百十九度起至百二十度止、北緯二十三度起至二十四度之間諸島嶼……第五條：割讓

土地內居民能任聽其遷移界外與變賣資產，唯條約批准2年後該地的居民酌宜視為日本臣民……

澎湖縣志 雜志 卷十五 :「五月八日，依中日和約，此日為臺灣住民去就決定日。離臺灣而去者：臺北縣 一千五百七十四人、

臺中縣三百零一人、臺南縣四千五百人、澎湖島八十一人，約為當時臺灣總人口數的0.23% 0.25%
45.就上述二則資料，可以做出何種推論？

(A)能夠決定自己國籍的臺灣人民，在當時尚屬少數 (B)臺灣人民普遍接受自己成為日本臣民

(C)臺南人較為偏向大清統治 (D)臺中人較少反抗日本統治

46.條約簽訂後，日本帝國在亞洲積極拓展勢力，下列何地不屬於日本殖民範圍？

(A)朝鮮半島 (B)滿洲 (C)新加坡 (D)中國四川

※以下是兩段資料，請閱讀後回答下列問題：

資料一：劉銘傳是近代中國的傑出人物，更是臺灣史上應當大書特書的人物，他的豐功偉業實不在鄭成功之下。劉銘傳除在某

場戰爭中保全臺灣之外，更予以建設，近代臺灣的政治國防、經濟交通、文化教育，均在他手中樹立下規模，奠定了基礎。

資料二：劉銘傳的新政有不少缺點，現代化不算成功，他的成就在國內也許是一個嶄新的里程碑，可是放諸歐洲和日本，仍是

在現代化的初期階段，真正使臺灣進入現代化的是日治時期。

47.資料一提及劉銘傳在某場戰爭中保全臺灣，請問這場戰爭所指為何？　

(A)三藩之亂　(B)鴉片戰爭　(C)牡丹社事件　(D)清法戰爭

48.關於這兩段資料，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資料一認為劉銘傳在臺的建設項目和鄭成功相同　(B)資料一認為劉銘傳的成就可與外國匹敵　

(C)資料二肯定劉銘傳對臺灣的現代化政策　(D)資料二應認為日治時期臺灣的現代化措施較劉銘傳主政時更全面

49.這兩段資料出現在下列哪篇文章中最恰當？　

(A)論劉銘傳的新政及其評價 (B)清末中國與世界的現代化比較

(C)清末的列強入侵與新政 (D)劉銘傳新政的成功與日治的現代化奠基者

臺灣府志中記載：「設府一、縣三：府曰臺灣 邑曰臺灣，是為附郭；曰鳳山、曰諸羅，地分南北焉。治文事 ……修武備

，……。府庠、縣庠 廣文各一；正學、明倫，風布三代。設保甲以剔奸，立汛防以衛民。凡所建置，皆因人情而宜土俗；制云

隆矣！法云善矣！雖城池未設，而千萬人一心；豈不安如磐石、固如金湯歟？」請問：

50.上文記載的可能是那一時期的臺灣？　(A)鄭氏時期　(B)清初時期　(C)清末時期　(D)日治時期

51.記載內容反映出當時政府在臺統治情況如何？　

(A)以儒家教化為主要施政目的　(B)在臺兵力足以維持秩序，不必再建城池　

(C)表面上認為臺灣不需要建築城池，實際是避免民眾以此匯集造反勢力　(D)對臺灣控制力不足，仰賴地方士紳協助統治

52.承上題，該情況到了何時有了改變？是因為什麼原因？　

(A)康熙時期，發生朱一貴事件　(B)乾隆時期，發生林爽文事件　

(C)同治時期，發生牡丹社事件　(D)光緒時期，廢除「渡臺禁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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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非選擇題（共10分）班級：_______ 座號：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明清時期來臺者可以歸為一個時期，稱為移墾時期或移民時期都可以，日本投降後(1945~1952)再度有許多漢人從大陸來到臺灣
，在臺灣史上可以說是時間最短、湧進最多漢人的時期，可以稱為逃難時期或撤退時期；將這兩個階段，簡單做一個比較：

一、明中葉後陸續有漢人到臺灣移墾，清初期移民人數更多，這批移墾者大部分是屬於經濟性的移民，也就是說大部分是因為
經濟或生存的原因來到臺灣，這批來自閩粵的移民具有濃厚的經濟取向，以謀求經濟利潤或希圖改善其生活狀況為主。他們大
半趨利而來，重財之風較盛，雖然當時渡海的環境險惡，仍千辛萬苦自願而來……

戰後外省人來臺原因則大部分是政治因素或戰亂因素來到臺灣，也就是避難的因素居多，這批人有些是公務人員及其眷屬
，隨著政府遷移避居；軍人則隨著軍隊撤退來臺；也有部分對於共產黨的經濟政策與宗教政策沒有信心，為避免戰火的波及而
來避難，這批移民者大部分都不是自願而來，他們對臺灣也沒有特別印象，多數是隨工作地點移動。

二、男女比例方面，明清的移民由於是移墾性質，移居者男性多於女性，青壯男子多而婦女少，社會上婚姻困難，男女結婚的
年齡相距懸殊。

戰後來臺外省人的男性比例大於女性，因此必須對外找尋對象，由於一般士兵教育不高，加上期盼很快回到大陸，並沒有
立即結婚的準備，晚婚者多……
三、明清時期的移民以農民、漁民和勞動人口為主。一般而言，教育程度不高，根據光緒三十一年底的統計，移民的職業比，
農業占75.3%，公務員及自由業僅占1.4%，這批移民者到臺灣大部分從事開墾工作。

戰後的移民者各階層都有，除軍公教人員及其眷屬外，移民份子較為複雜，教育程度高，有學者指出，這批移居臺灣者，
與國共內戰初期蘇北人遷居上海極為類似，大多是地主、商人和學生。工作方面從事農、漁、牧者較少。

四、明清時期移民，由於大多數來自福建（閩南）及廣東（客家）兩省，因此地緣關係較濃；此外，由於移民者互為引介，有
部分宗親的血緣關係。而1949年前後的移民，軍隊以蔣的嫡系部隊為主，省籍較為分散，各省都有……

此外，由於政府為安置來臺的軍人及其眷屬，興建許多眷村，形成特殊的眷村文化，無形之中也形成另一種追憶與認同。

五、移民的時間，早期大陸移民從明末到清中葉，大約二百餘年，時間較久。1945年前後的移民則因戰亂的關係集中在
1948 1953年之間，其中又以1949年為最多。……這批渡海來臺的移民者不會使用島上通行的福佬話(河洛話)或客家語，無法與
當地居民流暢的溝通，過客的心態使他們一開始並沒有認真學習河洛語，長期以來的互不了解一開始並未改善。
請根據文章完成下表，歸納明清與戰後移民，在動機、性別、職業、省籍、來臺時間的比較。

 動機 性別 職業 省籍 來臺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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