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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東亞海上貿易的發展 
1. 16-17 世紀，歐洲國家積極對外開闢新航路，人類歷史進入         時代 

2. 此時漢人、日本人與歐洲商人活躍於東亞海域，臺灣成為各國勢力競逐及全球經濟貿易網絡的

一環 

 

 

 

 

 

 

 

 

 

 

 

 

(一)漢人海商在臺澎的活動 

朝 代 西元 發 展 

南宋 12 世紀 已有漢人在澎湖活動 

元朝 
13 世紀

後 期 
設官治理澎湖：        （派出所）澎湖納入中國版圖早於臺灣 

明朝 

14 世紀 

中 期 

        政策：防備         騷擾中國東南沿海，限制人民私自出海，但沿

海居民為求生計，使海禁政策成效有限 

 倭寇：原指日本海盜，主要活動於朝鮮半島及中國北部沿海。16世紀以

後轉向中國東南沿海掠劫、走私 

16 世紀 

海禁逐漸鬆弛，東南沿海地區走私貿易盛行 臺灣、澎湖為漁民、海商聚集地 

 海商：16 世紀後期，許多漢人武裝集團在中國東南沿海進行劫掠或貿易，與歐

洲商船爭奪東亞貿易的控制權。他們兼具海盜與商人的特性，被稱為「海商」 

16 世紀 

後 期 

為加強東南沿海防務，駐兵        ，海商貿易據點：澎湖         

（位置鄰近且非明朝版圖）  

17 世紀 

前 期 

◎漢人海商集團：顏思齊鄭芝龍 

1.          （北港登陸）招募漢人開墾雲林、嘉義一帶 

2.          接受明代招撫，掌握中國沿海、日本及東南亞 

間的貿易，成為海上霸主 

3.           承襲其父的商貿勢力，在臺建立漢人政權 

 

第 2 課 大航海時代各方勢力在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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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芝龍(1604－1661年) 

西元1628年，鄭芝龍接受明廷招撫，官至都督同知、總兵。他取得官方身分後，一方面以明

代官員的權力，剷除福建一帶的海上勢力；一方面又從中國內陸調配商品，經由自己的船隊轉運

出口，稱霸於中國東南海上。滿清入關後，他成為南明政權的支柱，先後受福王、唐王冊封，操

縱朝政。西元1646年，清兵攻入福建，他不戰而降，後被遷往北京，西元1661年為清廷所殺。鄭

氏集團的勢力由其子鄭成功接掌。 

(二)日本人在臺的活動 
1. 稱臺灣為「        」或「高山國」 

2. 16 世紀後期，日本派使臣來臺要求稱臣納貢，結果無功而

返，但民間來臺貿易仍相當興盛，購買中國絲綢及臺灣鹿皮 

3. 江戶幕府實施         政策，停止日本人在臺灣發展及活動 

(三)歐洲人到東亞 

1. 大航海時代以來，歐洲國家為追求商業利益及傳教，紛紛前往東亞尋找貿易據點 

2. 歐洲國家：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等國 

  

 

  

 

 

 

 

 

 

 

 

 

 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簡稱 VOC） 

    成立於1602年，由數個公司聯合組成，亞洲總部設於巴達維亞。荷蘭政府授予該公司獨占

海外貿易的特權，並有權代表國家組織軍隊、宣戰、締約，以及任命殖民地官員。1619年在巴

達維亞建立總部。 西元 1624年在臺灣大員建立據點，以拓展對中國大陸與日本的貿易。西元

1799 年，由於內部經濟問題，荷蘭東印度公司議決後解散。 

 

 

 

 高砂國   

   十六世紀中，倭寇在臺灣海

峽活動，因為看到臺灣西南海岸

的青松白沙，像極日本播州海濱

的高砂，便將臺灣稱為「高砂」，

將當地居民稱為「高砂族」，稱臺

灣島為「高砂國」。另一種說法是：

十六世紀往來臺灣的日本人到打

狗附近活動，因「打狗」讀音與「高

砂」的日文(Takasago)相近。 

 鎖國政策（1633-1854 年） 

  17 世紀中期，日本禁止人民出海貿易，並且只准許中

國人、荷蘭人到指定港口長崎貿易。直到 19世紀中期，日

本在美國逼迫下開放通商 

代

號 
貿易據點 國 家 治臺期間 

甲 
中國 

             

 

               

⚫ 稱臺灣為「福爾摩沙」，

Ilha Formosa 即美麗之島 

⚫ 未在臺建立貿易據點 

乙 
菲律賓 

             
               

⚫ 經營中日貿易 

西元 1626-1642 年 

丙 

印尼 

             

（今雅加達） 

               西元 1624-166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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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刀小試 

1. （  ）漢人顏思齊在明朝具有一定影響力，還曾帶領一批漢人開墾臺灣雲林、嘉義一帶。下列 

關於顏思齊的敘述，何者正確？ (A)他應該是一名守法、富有並懂得外語的生意人  

(B)他應該是一名擁有強大武裝勢力的商人 (C)他應該是一名明代退休官員，擁有科舉 

功名在身  (D)他應該是皇室成員，所以可以調停國際紛爭。 

2. （  ）日本歷史上重要的軍事強人豐臣秀吉曾經派人帶著「國書」到臺灣，要求臺灣人稱臣納 

      貢，但最終的結果為何？ (A)臺灣被日本併入版圖 (B)臺灣不願意被併入版圖，所以 

日本展開多次征伐 (C)臺灣與日本聯合，展開對中國的侵略行動 (D)臺灣並非國家， 

日本使臣找不到人可以遞交「國書」只好無功而返。 

3. （  ）下列關於「海商」的敘述，何者正確？ (A)為明代在海上從事非法走私貿易的荷蘭商人  

(A) 組成分子完全是日本人 (C)明政府派兵進駐臺灣，海商遂轉移到澎湖 (D)顏思齊及 

鄭芝龍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4. （  ）明末，臺灣曾遭荷蘭與西班牙占領，當時兩國分別是以附 

      圖中的哪兩個地區為據點，遂行其殖民亞洲的野心？  

      (A)甲乙 (B)乙丙 (C)丙丁 (D)丁戊。 

5. （  ）安安和家人參加臺灣離島旅遊活動，在當地的天后宮看到 

      一塊石碑，上面有「沈有容諭退紅毛番韋麻郎等」幾個字 

      。有關此事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紅毛番指的是西 

      班牙人 (B)離島指的是金門 (C)此離島地最終為荷蘭人 

      占領 (D)沈有容為明朝將領。 

6. （  ）明朝崇禎元年顏繼祖曾上奏摺寫道：「海盜□□，生長於泉，聚徒數萬，劫富施貧，民 

不畏官而畏盜。」內容是指西元 1625 年顏思齊死後，此人結合各海盜首領，領導福建 

沿海實力最強大的一支武力及商業團隊，旗下有海賊數萬人，走私與劫掠於臺灣海峽， 

對明朝政府造成威脅。請問：顏繼祖所指的海盜為何人？ (A)鄭成功 (B)沈有容 (C) 

鄭芝龍 (D)郭懷一。 

※下圖為明朝時期，荷蘭人在東亞一座島嶼上設立城堡的示意圖。該城 

  堡建築所在地為風櫃尾(荷蘭人則稱為教堂灣)，瑞士籍僱傭兵曾說明 

  該城堡：「建材以土為主，如果不下暴雨的話，堡壘很堅固耐久。」 

  除堡壘外牆之外，荷蘭人還建造四座稜堡強化防禦，每座稜堡皆設架 

  有六門火炮。該城堡最終在荷蘭與明朝達成和解後，明朝派遣數百名 

  工人協助拆除，荷蘭人則將建材挪往新基地，好用來建造新的城堡。 

7. （  ）根據以上圖文描述，這個風櫃尾城堡的遺跡應該在今日何處 

      ？ (A)澎湖 (B)臺南 (C)基隆 (D)巴達維亞。 

8. （  ）後來荷蘭人轉往新的基地，請問這個新基地在當時叫什麼名 

      字？ (A)呂宋 (B)大員 (C)雞籠 (D)巴達維亞。 

9. （  ）在與荷蘭人談判期間，明朝政府為增強軍力，好對荷蘭人形 

      成更強大的威攝，於是招降了一位海商，該海商後來升官當到「遊擊將軍」，並持續掌 

      握中國東南沿海的海上貿易。請問：這為海商是誰？ (A)顏思齊 (B)鄭芝龍 (C)沈有 

      容  (D)鄭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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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世紀的東亞海域上，有來自各方的勢力(如附圖)，以下為三方不同勢力對於當時東亞海域 

  情形的敘述，請閱讀圖文後回答問題。 

 

 

 

 

 

 

 

 

 

 

 

 

 

 

 

 

 

 

 

 

 

 

 

 

 

 

 

 

 

 

 

 

 

 

10. （  ）文中所提到三群在東亞海域活動的勢力一、勢力二與勢力三，依序分別對應至圖中哪些 

       勢力？ (A)甲丙乙 (B)乙丙丁 (C)丙丁甲 (D)丙甲乙。 

11. （  ）關於這三股勢力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勢力一所提到「遭到政府禁止」指的是 

       明朝的海禁政策 (B)勢力二所提到的「世仇」指的是荷蘭人 (C)勢力二所提到「一開 

始選擇了一處」指的是澳門 (D)勢力三所提到的「鄰國的政策」指的是日本的鎖國政 

策。 

12. （  ）綜合上述三股勢力的描述，我們可以看到臺灣在十七世紀的東亞海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請問下列哪個敘述不符合當時臺灣的情況？ (A)往來東亞海域南北的貿易中繼站 (B) 

海盜集團走私的轉運站 (C)西方國家相互制衡的戰略要地 (D)中國對抗外敵的物資補 

給站。 

 

 

 

 

三、在這個戰爭的時代，我

們需要鹿皮以製作武士的鎧

甲，聽說高砂國有許多鹿，

我們打算從那裡取得原料。

近年因為鄰國的政策，使得

我們的貿易受到阻礙，無法

獲得所需貨品，恰好有許多

載滿我們所需貨品的船隻會

在高砂國停泊，因此我們就

在那兒進行貿易。 

 

一、我們往來南北做生意，

雖然在海上生活危險，而且

遭到政府禁止，但因為利潤

豐厚，每年可以賺進千萬銀

兩，還是有許多人願意加入

我們的行列。我們建立起自

己的武力，並且在多處建立

據點與休息站，不遠處的大

員就是其中之一。 

 

二、東方的絲綢與瓷器為我

們帶來大把的利潤，我們亟

欲和東方國家貿易以獲取這

些商品，所以必須找到有利

的據點進行貿易。同時，為

了打擊同樣在亞洲進行貿易

的世仇，切斷他們往來南北

的貿易路線，我們一開始選

擇了一處作為據點，不料卻

為中國所驅趕，所以我們決

定占領大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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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各方勢力在臺灣的競爭 

一、荷蘭 V.S.西班牙 

 荷   蘭 西  班  牙 

治 臺
期 間           ~          年（38 年）           ~          年（16 年） 

背 景 

1. 17 世紀初，荷蘭聯合東印

度公司積極經營東亞貿易，

意圖占領        ，但被明

朝將領沈有容擊退 

2. 1624 年，荷蘭轉占臺灣南

部，為最先占領臺灣的歐洲

國家 

1. 為與荷蘭競爭，確保東亞貿易，1626 年

占領臺灣北部：雞籠、淡水及蛤仔難等地 
  三貂角登陸 
    = San Diego 

  (西班牙語) 

2. 與中國大陸、日

本貿易 

東 亞
據 點 印尼—巴達維亞 菲律賓—馬尼拉 

宗 教   

建 城 

A. 政治中心：大員–         城

(Zeelandia)【今安平古堡】【圖    】 

B. 商業市鎮：赤崁–          城

(Provintia)【赤崁樓前身】【圖    】 

 

 

 

 

 

 

 

 

 

 

 

 

 

 

 

C. 淡水—驅逐西班牙後，建立聖安東尼堡

【今紅毛城】 

A. 基隆—               城（和平島） 

B. 淡水—聖多明哥城 

 

衝 突 

◎日本 V.S.荷蘭： 

日本與荷蘭因          問題發生衝

突，以關閉荷蘭商館作為報復，後經多次

協商才恢復貿易 

◎荷蘭 V.S.西班牙： 

  因日本鎖國政策，禁止與西班牙貿易，

故 

  將重心轉回菲律賓，並減少在臺駐軍 

結 束 1662 年，被          驅逐 1642 年，被        人驅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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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荷蘭人在臺灣的經濟活動 

貿 易 

1. 荷蘭人以臺灣作為國際貿易的轉運站，透過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的船隊，將貿易延伸

到全球 

2. 貿易地區：中國、日本及巴達維亞等 

3. 貿易商品： 

出 口 轉 運 

           

           

           

           ：絲織品、瓷器 

           ：白銀 

           ：香料 
 

農 業 

1. 荷蘭人召募漢人來臺開墾，規定漢人必須承租繳稅才能耕種 

土地全由公司掌控，稱為王田 

2. 主要作物：        、         

3. 引進：番茄、豌豆與釋迦等新作物及黃牛 

衝 突 

◎漢人反抗：            事件 

1. 荷蘭人對漢人的管制嚴格，難以承擔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的苛捐雜稅 

2. 西元       年，赤崁一帶的漢人領袖郭懷一發動對荷蘭人的反抗，但隨即失敗 

3. 事後為加強統治，於赤崁建              城。雖然失敗，卻激發漢人民族意識，有

助日後鄭成功攻取臺灣 

三、鄭氏政權取代荷蘭統治 

(一)鄭、荷勢力的競爭與合作 

鄭
芝
龍
與
荷
蘭 

雙 方

關 係 

1. 17 世紀初，            壟斷中國東南沿海貿易 

2. 荷蘭透過鄭氏與中國貿易，其貿易受雙方關係影響 

競 爭 
鄭芝龍接受明朝招撫後，壟斷中國對外貿易，荷蘭人曾聯合其他海商挑戰鄭芝龍，

卻被擊敗 

合 作 
1. 荷蘭人轉為與鄭芝龍關係改善，加上北部西班牙人勢力漸衰，貿易順利展開 

2. 西元 1644 年，明朝滅亡，鄭芝龍投降清帝國，其子鄭成功繼續反清  

鄭
成
功
與
荷
蘭 

惡 化 鄭成功接掌海上勢力，與荷蘭關係惡化，使荷蘭在亞洲的轉口貿易急遽衰退 

擊 敗

荷 蘭 

1. 鄭成功以金門、廈門為根據地，持續反清 

⚫ 南明唐王：賜姓「朱」，稱為「國姓爺」 

⚫ 桂王：封為「延平郡王」 

3. 1661 年，鄭成功率軍自鹿耳門登陸，圍攻熱蘭遮城，以 

臺灣作為反清基地 （資源豐富+戰略地位） 

2. 1662 年，荷蘭人撤離臺灣，轉與清帝國合作對付鄭氏政權 

(二)鄭氏在臺灣的經營：西元         ~         年 

鄭

成

功 

政 治 

1. 行政中心—承天府（今臺南市） 

2. 清帝國為打擊鄭氏，實施         政策 

3. 來臺不到一年病逝 

鄭
氏
政
權
在
臺
軍
屯
地
點
分
布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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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 業 

1. 為解決糧食問題，積極開墾土地，以         為主（方式：寓兵於農） 

2. 鄭氏時期開發集中於南部地區，臺南市新營、林鳳營； 

高雄市左鎮、左營，皆與軍屯政策有關 

鄭

經 

對 外

貿 易 

1. 清帝國實施海禁政策，對中國沿海進行         貿易 

2. 與        東印度公司、日本、東南亞，轉賣中國商品，取得       等物資 

3. 貿易商品： 

出口 
        、         

【荷治時期：稻米、蔗糖、鹿皮】 

進口 軍用物資、日用品 

轉運 絲織品、瓷器、茶葉、日用品 
 

文 教 

◎         輔政=「鄭氏諸葛」，將漢人典章制度移植臺灣【儒家文化】 

1. 於承天府設孔廟+明倫堂（廟學合一）清代府學所在，稱「             」 

2. 依明朝規制，採科舉選官 

發 展 
利用三藩之亂出兵中國閩、粵，但不能與三藩合力抗清，兵敗撤臺，無心國

政，長子遭政變身亡，鄭克塽即位 

鄭
克
塽 

滅 亡 
1. 西元 1681 年，權臣擁立幼子          繼位 

2. 西元      年（康熙 22），清廷派       攻臺，大戰澎湖，鄭氏剃髮降清 

 補充資料 
▲海禁政策 
    清初為消滅鄭成功等海上反清勢力，於西元1656年頒布海禁令，嚴禁商民船隻私自出海，也
禁止商船駛入中國沿海。 
    西元1662年，鄭成功驅逐荷蘭人入主臺灣，清廷再頒海禁，除重申前令嚴行保甲連坐法外，
並將廣東、福建、浙江、江南等沿海居民往內陸遷徙三十~五十里，盡燒民居及船隻，言明「片
版不許入海」，讓許多民眾陷入困境。西元1683年，清廷下令攻臺後，才開界弛禁。 
▲陳永華 
    陳永華15歲考取秀才，擔任鄭成功幕僚。鄭成功東征臺灣時，奉命留守廈門，輔佐世子鄭經。
鄭經嗣位後，以諮議參軍處理政務，在臺陸續推動經濟、文教等建設。 

▲鄭氏軍屯 
   鄭氏時期軍制一軍分為五鎮，各有前、後、中、左、右五鎮，一鎮轄前、後、中、左、右五
營，這些營鎮等名稱，演變為今日地名。 

▲鄭克塽 
    為鄭成功之孫，永曆 35年（西元 1681年），鄭經死時，馮習範等人的擁護下繼位，年僅 12
歲。永曆 37 年，清兵大舉入侵臺灣，占領澎湖後，鄭克塽即遣人至澎湖請降。之後清兵在登陸
鹿耳門，接受鄭克塽的降書，於投降後，被遣送至北京。 
▲施琅 
    福建泉州人，原為鄭芝龍部將，曾是鄭成功的重要將領。但因施琅曾擅自處死鄭成功手下曾
德，加上施琅兄弟仗恃其軍功，在軍中略顯跋扈，使得鄭成功對其萌生殺意。雖然施琅逃過一劫，
但其父親、弟弟卻被處死，因此再度投降清廷。西元1683年，率軍攻澎湖、平臺灣，滅鄭氏。 

 牛刀小試 
1. （  ）臺糖通訊介紹：「臺灣糖業早在十七世紀即開始發展，到清帝國統治臺灣時，還是傳統製 

      糖，一直到日本時代開始機械化生產。甘蔗是製糖原料，因為氣候因素，多種植在中南部， 

      尤以南部最早開始。」請問：下列何者對糖業的敘述錯誤？ (A)甘蔗種植區與氣候相關  

(B)工業化生產始於日治時期 (C)清帝國時期開始種甘蔗 (D)荷蘭在臺時期已出口蔗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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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附圖是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的標誌，該公司負責處理十七世紀臺 

灣的各項行政。請問：下列何者是該公司在臺灣推動的工作？  

(A)協助來臺漢人從事貿易 (B)在臺灣推廣絲綢的生產與販賣  

(C)將臺灣的稻米與蔗糖外銷 (D)開發臺灣東部拓展勢力範圍。 

3. （  ）下列有關荷蘭人與西班牙人在臺灣發展的比較，何者正確？ (A) 

      荷蘭人重經濟利益，西班牙人重宗教傳布 (B)荷蘭人在西部登陸 

      ，西班牙人在東部登陸 (C)荷蘭人先來後走，西班牙人後來先走 

     (D)荷蘭人以臺灣為發展重心，不與日本發展貿易；西班牙人則以日本為最主要目標。 

4. （  ）十七世紀日本出版的《萬國新話》當中收錄了一幅圖畫，為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派駐臺 

      灣的長官奴伊茲(Nuyts)被一群日本商人抓捕起來的版畫，同時書中附註該長官後來被帶 

      到日本平戶拘禁，成為日、荷衝突之下的人質。請問：日本商人之所以有如此反抗舉動 

      ，最有可能是下列哪個原因？ (A)日本商人作為日本政府的內應，想從荷蘭手中搶下 

      臺灣的統治權 (B)日本商人被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完全禁止在臺貿易 (C)日本商人同 

        情臺灣的原住民，要與原住民聯合驅逐荷蘭人 (D)日本商人對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的徵 

        稅要求感到不滿。 

5. （  ）附圖是某時期臺灣對外貿易示意圖。有關圖中的敘述何者正確 

      ？ (A)此圖應是荷蘭治臺時期 (B)此圖應是清帝國治臺之初 

     (C)甲是稻米與蔗糖 (D)乙、丙應是指軍用物資。 

6. （  ）梅氏是一名十七世紀的荷蘭測量師，精通中文，原本他住在位 

      於乙地的普羅民遮城，但甲進攻乙地後，普羅民遮城淪陷，他 

      成為甲的俘虜，並在甲的身邊擔任翻譯，協助甲與統治乙地的 

      荷蘭人談判。後來甲因為糧食不足問題而苦惱，梅氏就協助測 

      量土地發展軍屯政策。請根據上述資料來判斷，下列敘述何者 

      正確？ (A)甲應為鄭成功 (B)乙地為福建 (C)文中所述普羅 

      民遮城淪陷的時間應為西元 1683 年 (D)甲的兒子應為鄭克塽。 

※附表為臺灣在某段時期貿易比較表，甲、乙分別為統治臺灣 

  的不同政權。請參看表格並回答問題： 

7. （  ）有關甲、乙統治臺灣時間的敘述何者有誤？ (A)甲、乙 

     統治臺灣的時間應在十七世紀 (B)乙統治臺灣的時間 

     先於甲 (C)西元 1650 年的臺灣屬於甲的統治時期   

(D)甲、乙統治臺灣的時間晚於西元 1620 年。 

8. （  ）有關甲、乙時期的臺灣，下列敘述何者有誤？ (A) 

甲時期臺灣建有熱蘭遮城、普羅民遮城 (B)乙時期的 

臺灣設有孔廟 (C)甲時期的臺灣只有原住民，沒有漢 

人 (D)乙時期臺灣已有漢人的典章制度。 

9. （  ）在《十七世紀臺灣英國貿易史料》中，有一段資料提 

到：「臺灣王完全獨占砂糖、鹿皮及臺灣所有的土產。 

加以中國貨物與日本從事貿易，獲利頗豐。」有關史料 

中的「臺灣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臺灣王指的是甲政權 (B)臺灣王指的是荷蘭 

聯合東印度公司 (C)臺灣王指的是乙政權 (D)臺灣王指的是康熙。 

P.105課後閱讀：「臺灣史上的第一份國際和約」 
(    )1. 由文中提及的內容判斷，這份國際和約的簽約背景為何？ 

  (A)鄭成功出兵進占金門       (B)鄭成功圍攻熱蘭遮城 

  (C)鄭芝龍在臺建立據點       (D)鄭氏協助平定郭懷一事件 

(    )2. 由文中提及的內容判斷，為什麼荷蘭人決定與鄭成功進行一場國際性的談判？ 

  (A)趁機向鄭氏偷襲報復       (B)要求通商貿易的優惠 

  (C)爭取公平合理的獻城條件    (D)希望獲得更多的軍事資源 

(     )3. 請仔細閱讀條約內容後，判斷下列說明何者正確？ 

  (A)鄭氏將荷蘭人的私人財產全部沒收   (B)雙方透過交換俘虜確保和約被屢行 

  (C)荷蘭人被允許帶走一切的軍需用品    (D)鄭氏透過殘忍屠殺迫使荷蘭人投降 

項目 甲 乙 

貿易
對象 

中國、日
本、東南亞 

中 國 ( 走
私 ) 、 日
本 、 東 南
亞、英國 

進口
商品 

生絲、香
料、瓷器、
白銀 

香 料 、 布
匹、軍需品 

出口
商品 

蔗糖、鹿
皮、稻米 蔗糖、鹿皮 

意義 
臺灣成為
國際貿易
轉運站 

1. 臺 灣 成
為 國 際 貿
易轉運站 
2. 維 繫 政
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