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正反皆有試題） 

一、選擇題；共 40題，每題 2.5分，總分 100分；

範圍：L1~L2 

1、清廷與日本簽訂下列哪一個條約後，不但要賠款，還要

割讓臺灣、澎湖等地給日本？ (A)南京條約 (B)北京條

約 (C)璦琿條約 (D)馬關條約。 

2、割台消息傳至臺灣，台灣士紳們推選下列何人擔任臺灣

民主國的總統，領導民眾對抗日本的入侵？ (A)唐景崧 

(B)邵友濂 (C)劉銘傳 (D)沈葆楨。 

3、台灣民主國時期，下列何人負責臺灣南部防務，領軍抗

日？ (A)丁日昌 (B)丘逢甲 (C)劉永福 (D)簡大獅。 

4、下列哪一個選項，最有可能是臺灣民主國剛剛瓦解時，

大多數臺灣人的反應？ (A)歡迎日本統治，迎接日本軍

隊的進駐 (B)組成委員會與日人談和，開始殖民統治 

(C)各地民眾紛紛放棄臺灣，想盡辦法逃往海外生活 (D)

臺人在各地成立義軍與日本軍隊周旋，反抗日人的統治。 

5、曉之為了研究某時期的歷史，在電腦上打入三個關鍵字：

「日治時期」、「羅福星」和「民族革命」。請問：曉之最

有可能搜尋到哪一個歷史事件？ (A)霧社事件 (B)苗

栗事件 (C)西來庵事件 (D)林少貓事件。 

6、文文研究臺灣抗日事件時，發現某人

信以宗教的力量成立「大明慈悲

國」，想要喚起臺灣人的團結，對抗

日本人殖民統治，因此他以宗教為名

義，發起一場抗日事件。請問：此事

件發生的地點位於右圖中何處？ 

(A)甲 (B)乙 (C)丙 (D)丁。 

7、日治時期曾發生總督府以施放毒氣、飛

機轟炸等方式，大規模鎮壓原住民抗日

行動，造成原住民死傷慘重。請問：這

個事件發生在右圖中的哪一個區域？ 

(A)甲 (B)乙 (C)丙 (D)丁。 

8、日治時期頒布的「六三法」，使臺灣總

督的權力大增，下列對於「六三法」的敘述，何者正確？ 

(A)台灣總督從此擁有立法權 (B)臺灣總督仍無法頒布

具有法律效力的命令 (C)可以授權地方政府擁有自治

權 (D)規定地方長官可以由人民自行選出。 

9、日本總督府為了徹底監控臺灣人民，以防抗日的情形持

續出現，於是運用了下列哪一項制度來達到目的？ (A)

酷吏制度 (B)保甲制度 (C)自治制度 (D)監聽制度。 

10、承上題，關於上述制度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

規定十戶為一保，十保為一甲 (B)是日治時期首創的

制度 (C)此制度施行連坐責任 (D)協助軍隊鎮壓抗日

分子。 

11、日治時期，擔任某種職務的人具有很大的權威，誰也得

罪不起，因此被台灣人叫做「大人」。他們對於大小事

情幾乎無所不管，例如：他們會挨家挨戶做清潔檢查，

檢查沒通過的人家，門口會被貼上條子，迫使台灣人民

養成定期清潔家屋的習慣。請問：文中的「大人」是指

下列哪一種角色？ (A)總督 (B)警察 (C)保正 (D)

甲長。 

12、日治時期，地方上的巡警常會藉助下列哪一個團體來防

範匪徒與救災，其團員多由地方上青壯年男子組成，皆

為義務職，沒有報酬？ (A)巡守隊 (B)壯丁團 (C)

消防隊 (D)民防團。 

13、日本殖民統治時期，被稱為「典型的警察政治」的原因

為下列何者？ (A)警察為人處事公平公正 (B)警察扮

演臺灣人民褓母的角色 (C)警察會替台灣百姓主持公

道 (D)警察嚴格控制臺灣社會。 

14、日治時期，日本總督府施行的「內地延長主義」政策中

的「內地」指的是下列哪個地方？ (A)朝鮮 (B)中國

東北 (C)日本 (D)東南亞。 

15、承上題，日本政府在下列哪一場戰爭結束後開始實施「內

地延長主義」政策？  (A)中法戰爭 (B)甲午戰爭 (C)

第一次世界大戰 (D)第二次世界大戰。 

16、承第 14 題，日本總督府會實施「內地延長主義」政策，

是受到下列哪一種思潮的影響？  (A)民族自決 (B)自

由主義 (C)民族自覺 (D)保守主義。 

17、承上題，這種思潮是由下列何人所提出？ (A)華盛頓 

(B)羅斯福 (C)威爾遜 (D)歐巴馬。 

18、西元 1937 年後，中日戰爭爆發，日本總督府在臺灣強

烈實施皇民化運動，欲將日本文化強勢融入臺灣社會。

請問：下列哪一件事應該是此時期所呈現的情景？ (A)

穿著制服到國民學校上漢語課 (B)當時的台灣總督由

文官擔任 (C)會在報紙上看到有關戴潮春事件的新聞 

(D)許多臺灣年輕人被徵召到南洋作戰。 

※日治初期，後藤新平來臺，協助臺灣總督治治理

臺灣，推行各項建設。後藤新平上任之初，曾針

對如何建設臺灣，提出了自己看法。他認為日本

國內的法治不能立刻取代台灣舊有的制度與風

俗習慣，一旦貿然進行，會帶來許多無謂的誤解

與衝突。因此，治臺的當務之急，是施政初期應

尊重當地的風俗習慣，順應民情。更重要的是要

透過科學的調查，做周詳的計畫後，在推動各項

政策。(節錄自翰林版課後閱讀) 

19、根據文章內容推測，日本治臺初期，總督府採取的策略

為下列何者？  (A)皇民化運動 (B)內地延長主義 (C)

新生活運動 (D)無方針主義。 

20、根據上述文章內容來看，日治初期，總督府聘請許多專

家與學者在臺灣進行各方面的調查研究，其主要目的為

下列何者？ (A)保存臺灣人的傳統風俗習慣 (B)改善

臺灣的經濟環境，吸引外國資本家的投資 (C)使日本

政府更加了解台灣的狀況，以利日後的殖民統治 (D)

使日人更加解臺灣狀況，鼓勵臺日通婚，達到民族融合

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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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近些年來亞洲各國政府逐漸重視慰安婦問題，紛紛對日

本政府提出抗議，希望日本當局能積極解決問題。請

問：慰安婦這個歷史事件發生的背景，應與下列哪一場

戰爭有關？ (A)甲午戰爭 (B)中日戰爭 (C)中法戰

爭 (D)日俄戰爭。 

※日治時期，後藤新平使用比目魚和鯛魚的眼睛位

置作比喻，認為總督府不可貿然進行殖民統治，

必須透過各項嚴謹的調查，做周詳的計畫後，再

推動各項施政措施，總督府在臺的政策才能順利

進行；這也是臺灣總督府推動台灣基礎建設的背

景。現在我們只要透過當時遺留下來的建築設

施，以及相關的文字紀錄，我們可以得知當時各

項建設的大致內容。請回答下列問題： 

22、日治初期，臺灣總督府為了平衡臺灣本土的財政狀況，

進行下列何種措施，使臺灣財政收入不足的情況大為改

善？ (A)提高外國貨物的稅率 (B)實施土地調查，使

賦稅增加 (C)統一發行紙鈔，禁用清領時期的貨幣 

(D)向國外募款，不足部分由日本政府補貼。 

23、有本書描述臺灣某港口：「這座港

口在清末開港通商，曾受中法戰爭

的戰火波及，日本統治時重新整

建，由於其位置較接近日本，因此

成為當時進出臺灣的主要門戶。商

人及遊客可以在港邊的車站搭上

火車，前往其他地方。」這段內容

中提及的港口，位於上圖中何處？ 

(A)甲 (B)乙 (C)丙 (D)丁。(改寫 100 學年基測題) 

24、為了穩定臺灣的經濟發展，臺灣總督府設立下列哪一機

構，整頓金融，統一發行貨幣？ (A)中央銀行 (B)彰

化銀行 (C)臺灣銀行 (D)交通銀行。 

25、日治時期的阿里山小火車是運送木材的主要交通工具，

今日已成為嘉義地區重要的觀光產業。當時阿里山小火

車的建立，與臺灣總督府的哪一項政策有關？ (A)通

訊聯絡 (B)戶口普查 (C)專賣制度 (D)林野調查。 

26、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實施過專賣制度，獲取豐厚的利

潤。請問：下列哪一項專賣商品的產量曾經在清領時

期，佔全球第一位？ (A)鴉片 (B)香菸 (C)樟腦 (D)

酒類。 

 

27、臺灣的鐵路建設，時至今已經有一百多年的歷史，對於

臺灣交通運輸方面有極大的助益。關於台灣鐵路的敘

述，下列何者正確？ (A)沈葆禎是最早在台灣興建鐵

路的台灣巡撫 (B)劉銘傳時期，東部縱貫鐵路已全線

通車 (C)日治時期西部鐵路大部分已完工，可通車至

鵝鑾鼻 (D)日治時期鐵路的修築，對台灣的物質運送

有很大的助益。 

28、日本在臺灣進行的基礎建設中，有助於解決土地產權不

明的項目為下列何者？ (A)土地調查 (B)人口調查 

(C)林野調查 (D)金融調查。 

29、日治時期在臺灣設置的各種機構中，下列何者不是首次

在臺灣出現的機構？ (A)株式會社 (B)銀行 (C)發

電廠 (D)郵便局。 

30、日治時期，臺灣哪一項農產品吸引日本企業紛紛前來設

立新式工廠，成為當時最具代表性的產業？ (A)稻米 

(B)茶葉 (C)甘蔗 (D)咖啡。 

31、承上題，此項農產品經過臺灣總督府推行農業改革後，

產量大增，並且被銷往下列哪一個地區？ (A)日本 

(B)中國東北 (C)東南亞 (D)美國。 

32、今天台南烏山頭水庫仍留有日人八田與一的銅像，當年

設立這座銅像，主要目的是為了感念八田與一在下列哪

一方面對臺灣的貢獻？ (A)水利 (B)教育 (C)交通 

(D)社福。 

33、臺灣總督府引進新的耕作技術，改良臺灣稻米的品種，

以下列哪一種品種尤負盛名，產量大增，並銷往日本？ 

(A)在來米 (B)壽司米 (C)蓬萊米 (D)越光米。 

34、日治時期，臺灣有句俗諺說：「第一憨，種甘蔗乎會社

磅」，是反映了當時何種情景？ (A)蔗農的收入，受臺

灣總督府的保障 (B)甘蔗生產過剩，價格低落 (C)蔗

農的經濟利益，受日本企業主的剝削 (D)甘蔗價格

高，民眾無力購買。 

35、日治時期，臺灣第一家新式製糖廠位在下列哪一個地

區？ (A)基隆 (B)高雄 (C)臺南 (D)花蓮。 

36、日治時期，嘉南大圳的興建，主要貢獻為下列何者？ (A)

解決了臺灣旱季水量不足的問題 (B)使貨物運送更加

方便，有助經濟發展 (C)灌溉面積擴大，農產量大增 

(D)促進交通更加便利。 

37、日治時期，台灣總督府積極在臺灣發展工業，帶來的影

響為下列何者？ (A)臺灣進入工業革命時期 (B)臺灣

停止農產品的種植 (C)臺灣全面出口工業產品 (D)臺

灣逐漸邁向工業社會。 

38、日治時期，臺灣最早建立的水力發電廠，位於今日臺灣

哪一個地方？ (A)臺北 (B)花蓮 (C)臺東  (D)南

投。 

39、承上題，此水力發電工程完工後，主要是提供臺灣哪一

個區域的電力需求？  (A)東部  (B)西部  (C)南部 

(D)北部。 

40、日本統治臺灣初期，採取「農業臺灣，工業日本」的政

策，但是到了一九三○年代起，轉變為「農業南洋，工

業臺灣」的發展策略。造成這種轉變的主要原因是什

麼？ˉ(A)六三法的擴大實施ˉ(B)臺灣農業升級的衝擊

ˉ(C)南洋的勞工工資低廉ˉ(D)配合南進政策的需要。 

(92 基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