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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選擇題１００％（共 30題，第 1題到 10

題，每題 3分；第 11到 30題，每題 3.5分） 
1、國姓爺之父鄭芝龍在明朝滅亡之後，其所採取的態度

為何？ (A)與明朝共存亡 (B)變節成為清廷官員 

(C)另立政權 (D)與子共同抗清。 

2、下列南明四王中，下列哪一位帝王封鄭成功為「延平

郡王」？ (A)唐王 (B)魯王 (C)福王 (D)桂王。 

3、下列哪一人在台灣建立第一個漢人政權，並將漢人文

化移入臺灣？ (A)鄭成功 (B)顏思齊 (C)鄭芝龍 

(D)施琅。 

4、鄭經曾經利用下列哪一場戰亂，乘機進兵中國大陸，

企圖完成反清復明的大業？ (A)鴉片戰爭 (B)澳門

爭奪戰 (C)澎湖之役 (D)三藩之亂。 

5、西元 1683 年，清廷派兵攻打鄭氏政權，雙方對戰於下

圖哪一個地方，鄭氏戰敗投降？ 

(A)甲 (B)乙 (C)丙 (D)丁。 

6、下列何者為鄭成功北伐失敗後，決

定出兵占據臺灣的目的？ (A)利

用台灣的資源，繼續抗清 (B)退守

台灣，另成一國 (C)對局勢失望，

隱居台灣 (D)占據台灣，以利與日

人貿易。 

7、阿祥如果坐著時光機回到鄭經時期的台灣，他在高雄

和路人起了爭執，應該去找下列哪一位行政區的長官

主持公道？ (A)天興縣知縣 (B)天興州知州 (C)萬

年州知州 (D)萬年縣知縣。 

8、下列哪一人因輔佐鄭成功父子，建設許多重要制度，

而被稱為「鄭氏諸葛」？ (A)沈光文 (B)郭懷一 (C)

陳永華 (D)沈有榮。 

9、鄭氏政權在臺南孔廟裡設了一間明倫堂，它的主要功

用為下列何者？ (A)存放各類圖書的地方 (B)僧侶

誦經的場所 (C)官員辦公的地方 (D)儒學學生上課

的地點。 

10、下列何人在鄭氏治台時期，在民間從事教育工作，教

導平埔族？ (A)沈有容 (B)陳永華 (C)郭懷一 

(D)沈光文。 

11、鄭氏治臺時期，官墾的範圍以下列何處為中心，向南

北擴散？ (A)竹塹 (B)承天府 (C)滬尾 (D)打狗。 

12、鄭成功攻占臺灣後，面臨的最大問題為下列何者？ 

(A)糧食的不足 (B)原住民的侵擾 (C)清朝的威脅 

(D)倭寇的侵略。 

13、鄭成功來臺之後，實施軍屯政策；軍屯的實質意義為

下列何者？ (A)寓民於兵 (B)寓工於兵 (C)寓商

於農 (D)寓兵於農。 

14、鄭氏治台時期，臺灣與部分南洋國家有頻繁的貿易往

來，當時對外貿易地區以下列何處為主？ (A)越南 

(B)緬甸 (C)菲律賓 (D)新加坡。 

15、鄭氏政權可以在臺灣立足二十餘年，不受清朝打擊而

財用匱乏的主要原因為下列何者？ (A)發展國際貿

易 (B)積極開墾土地 (C)獲得日人的資助 (D)與

原住民通力合作。 

16、鄭成功攻克臺灣後，清政府為斷絕沿海居民與鄭氏往

來，曾對臺灣實施下列何種政策？ (A)愚民政策 

(B)隔離政策 (C)海禁政策 (D)放任政策。 

17、鄭氏治臺時期，臺灣與中國大陸的商業貿易，主要是

以下列何種方式進行？ (A)轉口貿易 (B)官方貿易 

(C)走私貿易 (D)朝貢貿易。 

18、鄭氏時期，臺灣從英國、日本輸入的貨品，反映下列

哪一何種時代背景？ (A)積極發展對外的關係 (B)

著重民生經濟的需求 (C)籌備抗清所需的軍事用品 

(D)資金能夠靈活的運用。 

19、清朝為了避免臺灣再度成為反清基地，曾採取下列何

種措施？ (A)將在台的漢人遷回內地 (B)調集重兵

駐守臺灣 (C)流放原住民於海外 (D)限制漢人渡台

的條件。 

20、清廷對於臺灣棄留的爭議，當時主政者最後的決定為

下列何者？ (A)放棄臺灣，另起盧灶 (B)保留臺

灣，積極建省 (C)放棄台灣，免造成負擔 (D)保留

臺灣，消極治臺。 

21、呈上題，最後決定台灣棄留結果的為下列哪位清朝皇

帝？ (A)康熙 (B)雍正 (C)乾隆 (D)嘉慶。 

22、觀看臺灣古地圖時，會看到有所謂的「土牛界」的存

在；而「土牛界」是在清領時期有何作用？ (A)防

止大陸漢人偷渡的界線 (B)避免漢番接觸的界線 

(C)禁止原住民越界的界線 (D)生、熟番活動範圍的

分界。 

23、清領前期來臺開墾的人民，如何在官方土地上墾殖？ 

(A)人民留台時間長即可 (B)向地主承租 (C)直接

墾殖土地 (D)要向官方申請墾照。 

24、宜蘭縣有一座吳沙紀念公園，在縣內還有「吳沙國民

中學」，請問：吳沙對宜蘭地區有何貢獻，才讓後人

如此緬懷？ (A)力挺施琅保留台灣 (B)開墾宜蘭地

區 (C)平定倭寇入侵 (D)開發水資源。 

25、如果我們要了解清領時期臺北地區的水利建設，可以

去了解哪一條人工溝渠興建的歷史？ (A)葫蘆墩圳  

(B)八堡圳 (C)瑠公圳 (D)嘉南大圳。 

26、呈上題，此時期水利建設的興建，主要是以下列何種

方式進行？ (A)個人出資 (B)引進外資 (C)國家

資金 (D)合作集資。 

27、清領前期臺灣行政區劃的增加，主要與下列哪一項因

素有關？ (A)倭寇騷擾日劇 (B)地方動亂頻起 (C)

原住民人數逐增 (D)政府有計畫的主導。 

28、清領前期「泉郊」與「廈郊」等名稱的來源與下列何

者最有關係？ (A)商人的出生地 (B)貿易的商品 

(C)貿易的地區 (D)會館的所在地。 

29、清領前期，臺灣主要是將下列哪些物品運至中國大

陸，以交換所需之日常用品？ (A)稻米、蔗糖 (B)

茶葉、樟腦 (C)中藥材、紡織品 (D)菸草、香蕉。 

30、政宏是清領時期在台灣府城賣米的商人，為了保障自

己貿易的權利，他決定加入下列哪一組織？ (A)布

郊 (B)茶郊 (C)米郊 (D)糖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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