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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鄭氏時代結束： 

鄭成功、鄭經兩代二十餘年的鄭氏政權統治，使臺灣成為反清的基地。 

西元 1683年，清廷派施琅攻打臺灣，清軍與鄭軍在澎湖爆發海戰，鄭克塽 

  (鄭經之子)戰敗投降。 

西元 1684年，臺灣成為清朝統治領土。 

2.  

清代治臺措施：初期採取消極治理政策。 

統治目的：防止臺灣成為反清的基地。 

統治措施： 

  增設行政區加以控制：隨著移民逐漸往北開發，陸續增設縣、廳等行政組織。 

  頒布禁令：限制漢人來臺的數量。 

實施結果： 

  中國大陸福建和廣東一帶許多生活貧困的居民，為了謀生，仍冒險偷渡來臺。 

  雖然來臺途中可能遭遇許多風險，如風災、疾病、海盜等，但仍有許多漢人 

    不顧危險偷渡來臺，使臺灣的漢人數量不斷增加。 

3.  

行政區的演變： 

西元 1684年： 

  一府：設臺灣府，屬福建省管轄。 

  三縣：府以下畫分臺灣、鳳山、諸羅三縣。 

西元 1812年： 

  一府：臺灣府。 

  四縣：臺灣縣、鳳山縣、嘉義縣、彰化縣。 

  三廳：淡水廳、澎湖廳、噶瑪蘭廳。 

4.  

渡臺禁令： 

必須經過政府批准，獲得驗票單才能出入臺灣港口。 

不能攜帶家人。 

禁止廣東人來臺，主要是因為廣東省常為海盜發源跟聚集的地區，所以禁止 

  廣東地區人民渡臺。 

※由於廣東地區的客家人較多，這樣的禁令也造成客家人渡臺較晚，多數平原 

  已被閩南人開墾利用，所以臺灣的客家庄大多位在接近山麓的地帶。 

5.  清代的移民社會，民變與械鬥頻繁發生，造成當時社會動盪不安。 

6.  

清代 臺灣社會的民變： 

民變指的是人民集體反抗官府的事件。 

民變發生的原因：清廷統治臺灣，無法有效維護社會秩序，再加上官員的貪腐

與壓迫，人民便聚眾反抗。 

清代民變頻繁，以朱一貴、林爽文、戴潮春事件較為重大。 

7.  

朱一貴事件(西元 1721~1722年)：三大民變中發生時間最早。 

起因：因官府壓迫人民，引起民怨。 

領導人：朱一貴，福建 漳州人，以養鴨為生，被人稱為「鴨母王」。 

結果：朱一貴率眾攻下臺灣府城，卻因內部衝突，加上清廷派大軍來臺鎮壓，

最後遭到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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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林爽文事件(西元 1786~1788年)：三大民變中規模最大。 

起因：清廷追捕反清組織成員，林爽文率眾反抗，攻下彰化城、諸羅城等地。 

領導人：林爽文，福建 漳州人，來臺後成為反清組織的領導人。 

結果：清廷動用十餘萬軍隊，加上地方人士的協助才平定。 

9.  

戴潮春事件(西元 1862~1865年)：三大民變中歷時最長。 

起因：地方的組織發展快速，組織成員聚眾鬧事，造成官府展開鎮壓行動。 

領導人：戴潮春，彰化縣 四張犁(今臺中市 北屯區)人，是地方組織的領導人，

也成立地方反清組織。 

結果：清廷派兵渡臺，配合地方人士南北夾擊，花費四年才平定。 

10.  

清代 臺灣社會的械鬥 

械鬥是指來自不同地區的移民，群體間爆發的武裝衝突事件。 

械鬥發生原因： 

清代 臺灣的移民主要來自中國大陸福建和廣東兩省，同族或同鄉的人大多 

結伴來臺，聚居一處。  

不同地區的移民，有不同的語言、風俗、習慣，呈現不同的社會文化特色，

彼此相處時難免會發生誤會與爭執。 

為了爭奪土地、水資源，也會發生衝突。 

衝突實例：如閩 粵械鬥、漳 泉械鬥。 

※清廷官員因期望化解閩、粵、原住民族間的爭鬥，而設立了同心赴義石碑。 

11.  

清代的農業開墾： 

開墾方式： 

攜帶大量資金者：招募農民開墾。 

資金較少者：大家合作共同開墾。 

開墾限制：必須向政府申請許可證照，才能開墾。 

開墾實例： 

吳沙：帶領移民一起合作開墾宜蘭平原。 

姜秀鑾：廣東籍的姜秀鑾和福建籍移民合作，開墾新竹東南一帶丘陵地區，

位於新竹縣 北埔鄉的金廣福公館，就是當時移民墾荒時設置的辦公

場所。 

12.  

清代的農業需要克服的困難： 

土地開墾方面： 

  發生的問題：侵犯到原住民族的生存空間，導致衝突的發生。 

  影響： 

A. 清廷畫設界線，隔離漢人和原住民族的生活區域，以避免雙方發生衝突。 

B. 隨著漢人違法越界開墾的情形愈多，原住民族的生活空間逐漸縮小。 

水利灌溉方面： 

  發生的問題：對灌溉用水的需求日益增加。 

  解決的方法：興建大規模的水圳，如瑠公圳、八堡圳和曹公圳等水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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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清代三大水利建設： 

瑠公圳：為清代 臺北盆地最重要的灌溉渠道，興築者是郭錫瑠。 

八堡圳：為清代全臺規模最大的水利工程，興築者是施世榜。 

曹公圳：為高雄地區農業和民生用水的主要輸水渠道，興築者是曹謹。 

※八堡圳原名為施厝圳。 

14.  雖然漢人開墾時遭遇許多困難，但仍逐步將臺灣開發成生產稻米、蔗糖的重鎮。 

15.  

清代的商業活動： 

商業活動的地區： 

  臺灣島內的商業活動。 

  臺灣與中國大陸之間的商業活動。 

貨物交流的種類： 

  臺灣→中國大陸：稻米、蔗糖。 

  中國大陸→臺灣：藥材、五金、建材、布匹。 

受商業活動頻繁的影響，使兩岸通航港口快速繁榮起來，如： 

  「一府二鹿三艋舺」的崛起：北部艋舺(今臺北市 萬華區)、 

中部鹿港(今彰化縣 鹿港鎮)、 

南部府城(今臺南市)。 

  港口也是當時移民謀生的第一站，清初來臺的移民大多是單身男性，這些人

到臺灣時，所擁有的資產大多都是自己的體力，港口的生意人便會僱用他們

進行搬運貨物等勞動工作。 

※清代移民在臺灣的用心經營，使臺灣農業、商業蓬勃發展，也奠定漢人社會 

的穩固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