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D  

2.A 荷治時期雖有部分漢人來臺開墾，但人數尚不多，鄭氏時期以後帶來大量漢人軍民，漢人才逐漸成為主流族群 

3.C  

4.B 來臺移民本就以男性居多，故人口比例失衡，導致漢人女子過少，無家無業的漢人男性增加。且在此狀態下，漢人常娶平埔

族女性為妻，因而造成平埔族男性至老無妻的現象。 

5.C (A)是沈葆楨；(B)主張者是丁日昌，推動建造完成者是劉銘傳；(D)是沈葆楨。 

6.A  

7.B  

8.A 邵友濂接任巡撫。由於清廷無力提供資源繼續建設，邵友濂財源不足，故以整頓吏治為主。 

9.C 從「同治以後，有業可執。……。率趨於都市，以取成倍之利」之句，可知失業率下降對人民生計改善甚大，械鬥風氣因此

漸消，而根據時間推測此種改變應與開港有關。 

10.A 丁：人口最多，應為臺北；乙：臺南為臺灣最早開發的城市，晚清亦有開港，日治時一直維持人口第二多；丙：高雄作為臺

灣南部集散中心，並有通向南洋的地利之便而受日人重視，隨著高雄港之建設，其地位愈形重要，人口亦快速增加；甲：臺

中在四個都市中人口應最少。 

11.C  

12.A 臺灣的眷村料理起源於思鄉之情，由中國各省菜色融合臺灣料理而成，因此眷村料理與料理的原鄉會有一定程度上的不同。 

13.C (A)不完全是先來後到的結果；(B)與原鄉的生活習慣有關；(D)與族群遷徙的結果密切相關。 

14.B  

15.C 此標語為國民黨政權落敗要反攻大陸的口號，故選(C)。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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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使臺灣面臨製造產業缺工之情形。 

17.B 眷村菜色多與當時生活與經濟環境相關。將食材做成滷味能延長保存期限且加熱即可食用，是當時眷村媽媽們鍾愛的料理。 

18.A  

19.B 異域描寫的是 1949 年國共內戰後駐守雲南、緬甸邊境的孤軍，孤軍處境因為此書才為大眾所知。 

20.B   

21.B 從報告文本中可看出是描述移工在異鄉的工作與生活，故選(B)。 

22.B 亞太經合會不是以主權國家為單位，而是以關稅協定區為單位作為會員。 

23.B  

24.C 文中提到該港地勢偏北且受東風影響，再加上「日後殖產興業」可知此港的建設和殖民經濟資源的輸出有關，綜合地理位置

和政策解讀，故接近殖民母國的(C)基隆港為最佳選。 

25.A (B)並未協助臺人自治獨立；(C)派任文官總督；(D)日本並未刻意利用漢人鎮壓原住民族。 

26.D  1943 年開羅宣言發表後，政府認為收回臺灣指日可待，便在翌年 4 月成立臺灣調查委員會。題意所指文件即臺灣接管計畫

綱要，計十六項八十二條，由前述機構擬定，旨在規劃日本投降後，政府接收臺灣的步驟與程序。 

27.B 1853 年因艋舺經濟利益引發漳泉械鬥，同安人失敗後轉往大稻埕發展。後來大稻埕成茶葉製造加工中心與集散地，洋行皆

在此設立據點。 

28.B (A)高山族亦會經營粗放農業；(C)生番為完全不受官府治理的原住民；(D)金廣福這種類型的合作實為少數案例。  

29.C 由題幹中的「生味噌」及「在來米」可知移民應為日本人，日治時期，日本為紓解本國人口壓力與鞏固在臺政權，推動日人

移民到臺灣東部，第一座官營移民村為1910年在花蓮所建的吉野村，該村原先是阿美族七腳川社的居住地，故選(C)。(A)(B)

時間與題幹不符；(D)1930年代官營移民村的建置以西部為主。 

30.A 族譜記載家族成員姓名、嫁娶婚配、子嗣、生卒年，也有家訓、家傳、祠堂墳墓與族人的光榮記錄，宗族成員的狀態及交流

情形一目瞭然；臺灣總督府旅券是當時出國須向國家申請的護照，記載申請人的基本資料、欲前行的地點以及目的，可看出

人群動態的移動情形；同鄉會名簿記載移民地同鄉成員的姓名以及活動記錄，可看出人群移動及交流的情形；戶口調查資料

則是某一時間點的人口統計資料，便於國家掌握人口移動，可從人口變化研析人口移動的原因。綜合上述，族譜、總督府旅

券、同鄉會名簿、戶口調查資料皆可看出人群移動及交流的情形，故選(A)。逐一檢視選項，(B)族譜、同鄉會名簿為民間撰

寫其團體活動的記錄，和國家建立及統治形塑較無直接關聯；(C)無法從總督府旅券、戶口調查資料看出文化類型及變遷；

(D)相關資料和宗教較無相關，故不選。 

31.C (丙)改縣為州是鄭經時代 

32.D (A)臺灣開山撫番事業始於沈葆楨；(B)清廷理番政策轉變始於牡丹社事件後；(C)劉銘傳時期更擴大開山撫番之事業；(D)從

文中「薙髮」的管制、「戶口」的建立可知清廷積極掌控原住民族生活。 



3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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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以藍底黃虎旗為國旗；(C)桃竹苗

等地在客籍士紳吳湯興、姜紹祖等人領導下組建義軍抵抗日本接收；(D)廷簽署馬關條約後，日本平定臺灣全島，此時抗日

以游擊為主；(B)日軍登陸後臺北城陷入混亂，士紳辜顯榮等人開城門請日軍入城，並於臺北進行使政儀式，故(B)為正解。 

34.D  (D)乙未抗日期間，抗日軍在行動上以回歸清朝為主。 

35.C 該制度為第三任臺灣總督乃木希典所設立之三段警備制，以有效鎮壓臺灣抗日活動，並避免軍隊、憲兵與警察間權責不清。 

36.D 該法令原則上使日本法律適用於臺灣，而且限制總督的律令制定權，可知是指「法三號」，當時日本因民族自決風潮，進入

大正民主時期，並調整治臺方針，推動內地延長主義。 

37.C 前段資料為康熙皇帝收復臺灣後的想法，後段資料為反對將臺灣納入統治的官員看法，從「得之無所加，不得無所損」中

可知，影響康熙皇帝日後消極治臺的態度。 

38.B 康熙時施琅攻打鄭氏政權，得以收復臺灣，因此海賊是指鄭氏政權。 

39.D  

40.D  

41.D 資料參考自後藤新平的「政治生物學原則」之論點。從內容中可以看出後藤新平認為必須了解臺灣的社會習俗、制度，因

此主張應「以科學方法調查當地之舊慣制度，採順應民情之措施」。 

42.B 後藤新平認為不可以貿然將文明國家（日本）之制度實行於未開化之地（臺灣），即是以特殊方式進行統治，可見是殖民

特殊統治方針。 

43.C  

44.A 從「改朝換代」後的政權不重視海權，以禁海令逃避沿海貿易的需求可知，此為元朝至明朝之際（清朝海禁為對付鄭氏集

團，非倭寇侵擾），而倭寇成為沿海主控者，除商業貿易外，需備有武裝以對抗官府查緝。 

45.A 就所提供資料，很難判讀當時臺人普遍心理，僅能得知有少數人不願為日本人，因而離臺灣而去。 

46.D 朝鮮半島在 1910 年、滿州在 1932 年、新加坡則於 1942 年受日本統治。 

47.D 劉銘傳因清法戰爭而於 1884 年奉命來臺督辦軍務，故選(D)。 

48.D 資料一肯定劉銘傳對近代臺灣建設的影響，認為其成就可比擬鄭成功，但並未指兩人建設項目相同；資料二則認為劉銘傳

雖有現代化措施，但成效不算成功，臺灣要到日治時期才真正進入現代化，故選(D)。 

49.A 兩則資料皆是評論劉銘傳對臺政策，故選(A)。 

50.B 料中提到當時有一府三縣：臺灣縣、鳳山縣、諸羅縣，可知是清治時期，而且是雍正元年（增設彰化縣、淡水廳）之前的

情形，故選(B)。 

51.C 資料提到「城池未設」，可知是初期清廷禁止臺灣建築城垣之規定，官府以此避免臺灣亂黨以城池作為叛亂堡壘。(A)清廷

政策是為了防止反對勢力在臺發展；(B)在臺兵力並不足以維持秩序；(D)清廷對地方控制力不足，雖實行保甲制度，而且

當時士紳階級尚未形成，社會力量欠缺。 

52.A 在朱一貴事件發生後，官府為了加強防衛，才有城池的興建。 

 動機 性別 職業 省籍 來臺時間 

明清 經濟或生

存原因 

男多於

女 

農業、漁業等勞動力

為主 

閩粵為主 200 餘年 

戰後 政治或戰

亂因素 

男多於

女 

軍公教、地主、商人

與學生為主 

各省都有 集中在

1948～

1953 年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