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正反面皆有試題） 

一、選擇題（共 35 題，第 1題到 30 題，每題 3

分；第 31到 35題，每題 2分，總分 100分；

範圍 L3~L4） 

1、明朝滅亡後，不少明朝遺臣相繼在中國南方擁立宗室

為王，成立政權與清廷對抗。請問：歷史上如何稱呼

這段時期？  

(A)南朝時期 (B)南鄭時期  

(C)南方時期 (D)南明時期。 

2、下列那一位明朝宗室，曾封鄭成功為「延平王」？ 

(A)唐王 (B)魯王 (C)桂王 (D)福王。 

3、王美美在作歷

史 研 究 報 告

時，描繪了一

張 征 戰 路 線

圖，如右圖所

示。請問：她

應該是在研究哪一個歷史事件？［90 基測］  

(A)鄭成功進攻臺灣 (B)鄭經出兵中國大陸  

(C)對日八年抗戰  (D)荷蘭人登陸臺灣。 

4、康熙 22 年，清軍在下列何處擊敗鄭氏軍隊，結束鄭氏

政權在臺的經營？  

(A)澎湖 (B)馬祖 (C)廈門 (D)綠島。 

5、荷治時期的普羅民遮城在鄭氏時期改稱赤崁樓。請問：

此地在鄭成功時是屬於哪一行政區？  

(A)承天府 (B)臺灣府 (C)臺南府 (D)奉天府。 

6、鄭成功在大陸北伐受挫後，決定東取下列何人所佔領

的臺灣，做為反清復明的基地？ 

(A)英國人 (B)西班牙人 (C)荷蘭人 (D)葡萄牙人。 

7、三國時代的諸葛亮輔佐蜀漢劉備父子，名垂千古；鄭

氏治臺時期，下列何人幫助鄭成功父子在臺建立政

權，而有「鄭家諸葛」之稱？  

(A)顏思齊 (B)沈有容 (C)郭懷一 (D)陳永華。 

8、臺灣史上，漢人的典章制度開始正式移植臺灣是在下

列哪一時期？  

(A)國際競爭時期 (B)鄭氏時期  

(C)清領前期   (D)清領後期。 

9、為了增加勞動力，鄭氏招攬大量漢人來臺進行拓墾，

拓墾的範圍以承天府為中心，向南、北擴散，但當時

拓墾地區主要還是集中於何處？  

(A)臺灣東部 (B)臺灣西部  

(C)臺灣南部 (D)臺灣北部。 

10、右圖是鄭氏時期臺灣的建置圖，圖中

顯示的地名可反映出下列何事？  

(A)倭寇、海商的勢力分布  

(B)軍人擁兵自重，形成割據局面  

(C)歐洲列強瓜分勢力範圍  

(D)鄭氏父子分派部將駐紮屯墾之地。 

11、承上題，這樣的建置圖主要的用意為下列何者？  

(A)欲增加軍人的配置，加強防務安全  

(B)想招募共多的大陸漢人來臺拓墾  

(C)要解決軍民糧食不足的問題  

(D)為安置在金、廈地區的鄭氏家族成員。 

12、承第 10 題，這樣的建置主要的精神為下列何者？  

(A)寓兵於農 (B)兵民分籍  

(C)兵民合一 (D)寓民於兵。  

13、鄭成功來臺建立政權後，中國東南沿海的居民被迫向

內遷徙。請問：其原因為下列何選項？  

(A)荷蘭人實施海上封鎖  

(B)中國東南沿海倭寇猖獗  

(C)葡萄牙人占領澳門，嚴緝走私  

(D)清政府對鄭氏實施經濟封鎖。 

14、荷蘭人入侵臺灣後的措施和鄭成功治臺政策的措施，

最相似的地方為下列何者？  

(A)都實施軍屯政策   (B)都注重發展國際貿易  

(C)都完全壟斷海上貿易 (D)都殘害原住民部落。 

15、鄭氏時期，當時歐洲各國中最積極與臺灣貿易的是下

列哪一個國家？  

(A)英國 (B)法國 (C)荷蘭 (D)德國。 

16、鄭氏時期，日本是臺灣對外貿易的重要國家，當時由

日本輸入臺灣的主要貨物為下列何者？  

(A)軍用物資 (B)鴉片 (C)蔗糖 (D)絲織品。 

17、清康熙皇帝時期，清廷內部曾經出現棄、留臺灣的爭

議，最後主張保留臺灣的大臣們提出下列哪一個重要

的論點，讓康熙皇帝決定將臺灣納入清朝版圖？  

(A)土地經濟價值高  (B)臺灣戰略地位重要  

(C)國家領土主權完整 (D)臺灣海外貿易興盛。 

18、承上題，下列哪一大臣即用上述理由，說服康熙皇帝

留下臺灣？  

(A)沈有容 (B)何斌 (C)沈光文 (D)施琅。 

19、我們在清朝的臺灣地圖上所看到的番界，主要是在隔

離下列哪兩大族群，以避免衝突發生？  

(A)福建人與廣東人 (B)漢人和原住民  

(C)平埔族與高山族 (D)漳州人與泉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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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鄭經時期的「萬年州」在清康熙年間的建置中，改稱

為下列何者？  

(A)臺灣縣 (B)諸羅縣 (C)鳳山縣 (D)彰化縣。 

21、明清以來，臺灣開發的方向是由南而北，再由西而 

東，可由下列何者得到證明？  

(A)行政區的增設 (B)物產的分布  

(C)鐵路的建造  (D)山地的開發。 

22、清初的棄留爭議後，清廷決定保留臺灣，並在臺灣設

立行政區域。請問：當時臺灣是置於下列哪一行政區

之下？  

(A)臺灣省 (B)廣東省 (C)福建省 (D)承天府。 

23、清領初期，負責灌溉右圖丁區的

水利設施，是下列哪一水圳？ 

(A)嘉南大圳 (B)八堡圳  

(C)瑠公圳  (D)曹公圳。 

24、承上題，此圳是引下列那一河流

的水來灌溉田地？  

(A)濁水溪 (B)大甲溪 (C)高屏溪 (D)新店溪。 

25、承第 24 題，當時修築水圳的主要原因為下列何者？ 

(A)地層下陷嚴重，舊有河川枯竭  

(B)土地不當開發，水源遭受汙染  

(C)工業用水不足，提供穩定水源  

(D)擴大灌溉面積，增加農業產量。 

26、由於清廷實施種族的隔離政策，所以清領前期政府實

際的統治區域僅限於下列哪些地區？  

(A)臺灣南部與綠島 (B)臺灣北部與澎湖  

(C)臺灣西部與宜蘭 (D)臺灣全島與馬祖。 

27、地方志記載：「此人在富戶的支援下，聚眾二百餘 

人，進入番地。1798 年在烏石港築成頭城，作為拓

墾的基地，其後閩、粵移民陸續加入，逐漸拓墾，終

將宜蘭平原全境開拓。」文中的「此人」是何者？  

(A)吳沙 (B)沈光文 (C)施琅 (D)戴潮春。 

28、在清朝政府統治臺灣後，開始陸續調整臺灣的行政 

區規畫，主要的原因為何？  

(A)增加土地稅收 (B)安撫降清的原民  

(C)人口不斷增加 (D)糧食供應不足。 

29、小華到鹿港遊玩，發現某棟建築物上面寫著「泉郊會

館」。請問：清領時期，會館的功能主要是下列何者？ 

(A)商人飲茶的舖子  

(B)工人吃飯的餐廳  

(C)工人睡覺的旅館  

(D)商人辦公、互相聯絡感情的場所。 

30、清廷領有臺灣後，解除海禁，許多漢人移居臺灣。請

問：這些移民的拓墾首先會面臨到下列何種問題？  

(A)土地的取得 (B)生產器具的不足  

(C)糧食的短缺 (D)人力的稀少。 

31、清領初期，中國商人只能透過下列哪一個通商口岸，

來臺從事貿易活動？  

(A)淡水 (B)鹿耳門 (C)鹿港 (D)新莊。 

32、清朝統治時期，臺灣曾出現一種稱

為「郊」的組織，依其性質推斷，

這種組織主要分布在右圖中何

處？〔97 基測〕  

(A)甲 (B)乙 (C)丙 (D)丁。 

33、清領前期，臺灣重要的商港有「一府二鹿三艋舺」的

稱呼。請問：下列哪個地區不包括在這諺語中？  

(A)臺南 (B)鹿港 (C)萬華 (D)淡水。 

34、清領前期，臺灣的貿易興盛，其中臺灣與哪個地區或

國家的貿易往來最為興盛？  

(A)日本 (B)中國大陸 (C)印尼 (D)歐洲大陸。 

35、承上題，臺灣主要是將下列哪一產品運至該地區，以

交換所需之日常用品？  

(A)茶葉 (B)樟腦 (C)稻米 (D)鹿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