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 與 世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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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臺灣的開港 

1.  英法『天津條約』『北京條約』（1858-1860年） 

⑴ 開放口岸：安平（＋打狗）、淡水（＋雞籠）  

⑵ 因為片面最惠國待遇 ，所以一體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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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訂天津條約》，簽訂者左
起分別為花沙納、伊近利、桂
良、英海軍上將西摩爾。 



一、臺灣的開港 

2.  改變台灣經濟發展的方向 

國際海洋貿易（荷西時期、鄭氏政權） 

中國大陸經濟圈（清帝國領台前期） 

國際海洋貿易＞中國大陸經濟圈（清帝國領台後期） 

 

3.  對外貿易的結構 

⑴ 輸出品：稻米（清帝國領台前期） 

茶、糖、樟腦（清帝國領台後期） 

⑵ 輸入品：鴉片、紡織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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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時期的樟腦廠。 



一、臺灣的開港 

4.  影響 

⑴ 台灣北部經濟地位的提昇： 

① 茶與樟腦的生產地 

② 港口良莠。 

 

⑵ 土地利用方式的改變： 

①經濟作物的種植 

②加速土地開發 

③客家經濟社會地位的提昇 

④原住民與漢人衝突的增加 

 ⑴⑵兩點的影響：市鎮、港口的興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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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開採樟腦必須進入屬於原住民的山林，
開採提煉樟腦的漢人常與原住民發生衝突，
於是，隘墾區、隘勇線也就慢慢跟著出現。 



一、臺灣的開港 

⑶ 社會流動： 

①買辦（∵貿易通商）豪紳（∵開墾利權）階層的興起  

②舊有地主、（行）郊商的沒落。 

 

⑷ 西方文明的再度傳入：教育、醫療。 

 

⑸ 中國大陸人口的流入：就業機會增加，既有人口壓力亦得
減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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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灣的建省 

1. 牡丹社事件（1874年，「台灣出兵」「征台之役」） 

起因琉球「漂流民」為原住民殺害問題） 

  

⑴對外交影響：北京專約（1874年） 

①「保民義舉」 

② 撫卹、賠償。 

間接承認日本對琉球的「實質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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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社事件 



二、臺灣的建省 

⑵對內政影響：清帝國的治台政策由消極轉為積極 

① 沈葆楨（福建船政大臣） 

• 1874年6月至1875年9月間兩度來台，前後在台約1年1個
月。 

• 取消渡台禁令（獎勵移民，原漢通婚） 

• 取消封山政策（「開山撫番」，著手開發台灣的東部與山
區）etc. 

 

②丁日昌（福建巡撫），來台期間為1876年11月至1877年4
月。 

• 架設電線、基隆採煤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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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灣的建省 

2. 中法戰爭（1883年） 

影響台灣建省：1885年。 

 

⑴ 劉銘傳（第一任巡撫，1885-1891年） 

①洋務運動 

• 興建鐵路、建設電報、開辦郵政、鑄造銀幣、裝設電燈、
設立新式學堂、修築砲台。 

②整頓田賦、租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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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銘傳 

臺灣銀幣：同治壽星 



二、臺灣的建省 

⑵ 邵友濂（第二任巡撫，1891-1894年） 

因財政困難且未得中央支持，對劉主政期間的諸項事業或取
消或縮小規模。 

 

⑶ 唐景崧（第三任巡撫，1894-1895年） 

中日甲午戰爭，清日簽訂「馬關（下關）條約」割讓台灣、
澎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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