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正反面皆有試題） 

一． 選擇題（共 40題，第 1~20題，每題 3分，

第21~40題，每題2分；總分100分；範圍L3~L4） 

1、鄭成功在中國大陸北伐受挫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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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承上題，鄭成功攻占臺灣前，是以下列何處做為抗清

的根據地？  

(A)澎湖、小琉球 (B)馬祖、龜山島  

(C)金門、廈門  (D)綠島、蘭嶼。 

3、承第 1 題，鄭成功被稱為「延平王」與下列那一位南

明四王有關係？   

(A)唐王  (B)魯王  (C)福王  (D)桂王。 

4、清聖祖下令：「不准任何船隻下水，嚴禁任何糧食闖關，

凡是違反禁令者一率連坐處死，務必使海上那批人，

在糧盡援絕後做鳥獸散。」請問：文中的「海上那批

人」是指何人？   

(A)西班牙人  (B)臺灣鄭氏家族   

(C)荷蘭人   (D)東洋海盜。 

5、鄭成功由下列何地登陸臺灣，驅逐占領者，將臺灣做

為反清復明的基地？  

(A)鹿耳門 (B)旗津 (C)三貂角 (D)艋舺。 

6、臺灣史上，漢人的典章制度開始正式移植至臺灣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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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明朝遺臣為抵抗滿清，在中國南方扶植福王、魯王、

唐王、桂王等人，史稱哪一政權？  

(A)閩粵政權 (B)東寧政權  

(C)南明政權 (D)江東政權。 

8、右圖是清朝時期

某一場戰爭的

行進路線圖。請

問：這是下列哪

一場戰爭的路

線圖？   

(A)荷蘭人攻取臺灣    (B)施琅消滅鄭氏政權  

(C)圍剿聚集在臺灣的海商 (D)鄭經出兵中國大陸。 

9、鄭克塽繼位後，下列清朝哪一個皇帝派施琅出兵臺灣，

消滅鄭氏政權？  

(A)康熙 (B)乾隆 (C)道光 (D)咸豐。 

10、承上題，下列何處是施琅所領的清軍和鄭軍決戰的地方？ 

(A)金門 (B)廈門 (C)澎湖 (D)馬祖。 

11、鄭氏王朝除了外受清廷的威脅之外，內部亦有問題存在。

請問：導致鄭氏王朝滅亡的內在因素為下列何選項？  

(A)黨爭誤國 (B)君權旁落  

(C)后妃干政 (D)宦官亂政。 

12、西元 1661 年，鄭成功領有臺灣後，用下列何者稱呼

臺灣？   

(A)東寧  (B)東海  (C)東宮  (D)東都。 

13、鄭經治臺時期，若今天新竹山區發生動亂，應由當時

那一行政區劃的長官出面處理？   

(A)天興縣  (B)天興州  (C)萬年州  (D)萬年縣。 

14、鄭成功在下列那一地方設承天府，做為行政中心？   

(A)臺北市  (B)臺中市  (C)臺南市  (D)臺東市。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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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永華  (B)郭懷一  (C)沈光文  (D)顏思齊。 

16、小應在某本圖冊中發現一張圖（如右

圖）。這張圖的主題應該為下列何者？  

(A)鄭芝龍時代的根據地  

(B)鄭成功時代的軍屯區  

(C)鄭經時代的海外貿易基地  

(D)鄭經時代的官墾區。 

17、承上題，由上圖可推測出鄭成功來臺後急於解決下列

哪一項問題？   

(A)種植經濟作物外銷海外  (B)貯備糧食以抗明   

(C)軍民糧食問題      (D)救濟東南亞的難民。 

18、承第 16 題，這樣的建置主要的精神為下列何者？ 

(A)兵民合一  (B)兵民分籍   

(C)寓民於兵  (D)寓兵於農。 

19、明鄭時期臺灣主要的出口商品為下列何者？   

(A)軍火、香料 (B)樟腦、木材  

(C)蔗糖、鹿皮 (D)布料、香蕉。 

20、下列何者不是鄭氏政權的國際貿易或走私貿易的對

象？  

(A)中國 (B)日本 (C)南洋 (D)美國。 

21、鄭氏時期自英國東印度公司進口的商品，多以下列何

者為主？  

(A)瓷器、香料 (B)蔗糖、鹿皮  

(C)軍火、布料 (D)鴉片、土產。 

22、清領初期，朝廷一度想放棄臺灣，引發棄留的議論。

但最後由下列何人說服康熙皇帝而保住臺灣？  

(A)沈有容 (B)郭懷一 (C)鄭經 (D)施琅。 

23、承上題，該大臣以下列何種理由在棄留臺灣的爭議中

說服康熙皇帝？   

(A)經濟開發 (B)國防安全  

(C)交通便利 (D)能源豐富。 

24、清廷將臺灣納入版圖之後，設置臺灣府以為管理。請

問：當時臺灣府是隸屬於下列哪一行政單位管轄？  

(A)廣東省  (B)浙江省  (C)福建省  (D)河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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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清朝治臺初期，某男子想帶著妻子來臺發展，卻遭到

官府反對，這可能與下列哪一個政策有關？  

(A)海禁政策 (B)渡臺禁令  

(C)人口政策 (D)國土政策。 

26、清領初期，朝廷中央對臺灣原住民的治理方式為下列

何選項？  

(A)實施劃界封山的隔離措施  

(B)禁止與所有原住民的往來  

(C)設置行政單位處理番地事務  

(D)積極入山與原住民互動。 

27、今天位在屏東的恆春是一座古城，遊客在這裡還可以

看到清朝時期的古城牆。請問：恆春在清康熙年間是

隸屬下列哪一個行政單位所管轄？  

(A)彰化縣 (B)諸羅縣 (C)臺灣縣 (D)鳳山縣。 

28、清領時代前期，下列四個行政區中，那一個設置的時

間最晚？   

(A)諸羅縣  (B)噶瑪蘭廳  (C)鳳山縣  (D)澎湖廳。 

29、承上題，該行政區位於今日何地？   

(A)花蓮  (B)屏東  (C)南投  (D)宜蘭。 

30、清領初期，臺灣有句俗諺說：「有唐山公，無唐山媽。」

此句話代表的意義為下列何者？  

(A)早期移民臺灣者能存活的大多是女子  

(B)早期移民臺灣者大多是男子  

(C)早期移民臺灣者大多是女子  

(D)早期移民臺灣者能存活的大多是男子。 

31、某男子是清代渡海來臺開墾的農民，下列何者是他可

能會遭遇到的情形？  

(A)若要開墾無主地，無需向地方政府申請墾照  

(B)只能獨資承租土地的開墾費用  

(C)因為越過「番界」入山開墾，結果與原住民發生衝突  

(D)東部平原的開發已飽和，只好向山區發展。 

32、右圖為清領時期臺灣主要的水利工

程灌溉圖，其中以施世榜所開鑿的

八堡圳灌溉範圍最大。請問：八堡

圳主要是利用右圖哪一條溪流的

水資源？   

(A)甲 (B)乙 (C)丙 (D)丁。 

33、承上題，當時修築水圳的主要原因

為下列何者？   

(A)擴大灌溉面積，增加農業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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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層下陷嚴重，舊有河川枯竭。 

34、清領初期，臺灣的土地拓墾與水利建設大都是由民間

合資完成的，政府只負責監督，但下列哪一條水圳的

興建卻是由政府主導修築而成的？  

(A)曹公圳 (B)瑠公圳 (C)八堡圳 (D)嘉南大圳。 

35、在清領時期，某商人加入 「糖郊」、「布郊」等組織，

這些組織的成員間具有下列哪一性質？  

(A)相同的姓氏   (B)相同的居住地  

(C)相同的貿易地區 (D)相同的貿易商品。 

36、西元十八世紀前半葉，隨著貿易的興盛，當時臺灣的

進出口商或批發商為了滿足需求，於是聯合組成類似

於行會組織的「郊」。請問：清領時期的「郊」應屬

於下列那一性質的團體？   

(A)政治團體  (B)公益團體   

(C)社會團體  (D)商業團體。 

37、臺灣是個海島，十分需要仰賴貿易的進行；在清領初

期，臺灣與下列何地的貿易最為活躍？  

(A)日本 (B)中國 (C)英國 (D)南洋。 

38、承上題，下列何者不是清領初期臺灣自該地區進口的

主要商品？  

(A)藥材 (B)紡織品 (C)稻米 (D)日用品。 

39、清領初期，清廷只開放鹿耳門作為臺灣與中國之間唯

一合法的通商口岸，其主要原因為下列何者？  

(A)鹿耳門是臺灣距離對岸最近的港口  

(B)清廷為有效管制移民來臺  

(C)恐鹿耳門再度成為抗清的據點  

(D)鹿耳門是臺灣當時唯一的天然商港。 

40、由「一府、二鹿、三艋舺」這句話來看，臺灣早期發

展的方向為下列何者？   

(A)由北向東  (B)由南向西 

(C)由南向北  (D)由北向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