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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L.1~L.2＞ 

【劃卡代號：51】               班級：     座號：     姓名：      

※答案卡限用 2B鉛筆劃記，答案請劃記明確；若有劃

記錯誤，請擦拭乾淨。分數以電腦讀卡分數為準。 

一、 單選題（1-15題，每題 3分） 

1. 有一布告內容如下：「……國際公法規定，若割讓土地無

法被當地人民所接受，則該約便無法成立，外國已有前

例可循。若各國能仗義執言，使臺灣歸還大清，臺民願

以所有利益回報。」此布告最早可能出現於下列何時？  

(A)清法戰爭發生時 

(B)馬關條約簽訂後  

(C)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後  

(D)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 

    

2. 「臺灣總督得於其轄區內，頒布具有法律效力之命令。」

這是 1896年日本頒布的「六三法」第一條條文，由此條

文內容來看，「六三法」對於當時臺灣代表的意義是什

麼？  

(A)形成總督專制的統治體制  

(B)從此臺灣人可以自主管理  

(C)視臺灣為日本內地的延長  

(D)臺灣總督須具備司法背景 

 

3. 日治初期臺灣對日抗爭不斷，加上每年需對臺灣補助七

百萬日圓，日本逐漸認為臺灣殖民地對日本而言是負擔

，法國政府亦表明願以一億日圓買下臺灣。請問：總督

府採取了哪些措施，直接造成財政收入提高，減少日本

的經濟負擔？ 甲、土地與林野調查  乙、修築縱貫鐵路  

丙、廣設郵電通訊  丁、鴉片專賣  戊、樟腦專賣 
(A)甲乙丙       (B)甲丁戊  

(C)乙丙丁       (D)乙丙戊 

                            

4. 日本某會社社長豐川先生針對總督的施政說道：「政府使

日本與臺灣的貨物單位一致，真是太好了，如此可以增

加我投資臺灣的意願。」請問：豐川先生所說的「施政」，

指的是下列何者？ 

(A)專賣制度      (B)土地調查 

(C)統一度量衡    (D)統一幣制  
 

5. 日治時期，臺灣的各項經濟建設雖說是為了配合日本國

內的需求，但相對也為日後的產業發展打下基礎。請問

：針對日治時期臺灣經濟發展的敘述，何者正確？    

(A)初期建設是為解決臺灣糧食短缺的現象  

(B)發展新式製糖業以大幅提升重工業產值  

(C)後期建設主要是為配合日本之南進政策 

(D)日治50年後，臺灣全然發展成工業社會 

 

 

6. 日治時期，民間曾流行「第一憨，種甘蔗予會社磅」的

諺語。請問：這句俗諺的由來與下列何者沒有關係？ 

(A)甘蔗不能自由買賣 

(B)甘蔗收購價格由會社決定   

(C)會社在稱重時常偷斤減兩   

(D)甘蔗在日本的推廣下產量大增 

 

7. 智智在網站的搜尋引擎上鍵入

了一組關鍵字，在搜尋結果中出

現了右圖。請問：智智輸入的關

鍵字應是下列何者？ 

(A)日治、立法權、總督   

(B) 1895、抗日、丘逢甲 

(C)噍吧哖、起義、抗日         

(D)抗日、原住民、頭目   

 

8. 老師在上課時提到：「1935 年時臺灣地區電力總產能是

1931 年的 3 倍，產量也增加 1 倍」。究其原因，下列敘述

何者正確？ 

   (A)這是日本統治初期為了發展基礎建設所做的努力  

   (B)由於電力的增加，臺灣已經完成環島鐵路的建設 

   (C)此階段發展「工業日本，農業臺灣」的經濟策略 

   (D)電力的增加跟日月潭發電所的完工有很大的關係  

 

9. 「總督府開始要求臺灣人要說日語，穿著日式的和服，

住著日式的房子，並且放棄臺灣傳統的祖先祭祀與民間

信仰，不論男女老幼，一律到神社參拜。有些人受到總

督府的鼓勵，將姓名改為日式姓名，社會風氣大為改變

。」上述內容應該是受到何種影響所致？ 

(A)清廷割讓臺灣     (B)中日戰爭爆發 

(C)西來庵事件爆發   (D)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10. 盛盛記錄阿公對日治時期的生活回憶，下列何者完全符

合史實？ 

(A)幫家人到臺北郵便局寄信或發電報 

(B)聽說總督府開放民眾自由購買鴉片 

(C)從臺北搭乘縱貫線到屏東探訪親友   

(D)朝會時要向北鞠躬，拍掌遙拜清帝 

 

11. 某動畫內容描述日治時期，被日本政府派遣來臺的優秀

土木工程技師的故事。他於1920至1930年，以十年的時

間完成當時亞洲第一的農業水庫，給水路總長一萬六千

公里，灌溉南臺灣一萬五千甲農田。請問：當時被譽為

「臺灣水利之父」的他所興建的水利工程為下列何者？ 

(A)瑠公圳               (B)曹公圳   

(C)八堡圳               (D)嘉南大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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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翰翰在書上看到一幅圖〈劉大將軍擒獲倭督樺山斬首全

圖〉，「劉大將軍」指臺灣民主國鎮守臺南抵抗日軍的劉

永福，「倭督樺山」指的是首任臺灣總督樺山資紀，當時

被派往鎮壓臺灣民主國。根據你對歷史的瞭解，關於此

圖之解讀何者正確？ 

 

 

 

 

 

 

 

 

(A)唐景崧見大勢已去，命部下作此圖，以掩護他逃走   

(B)清廷派劉永福率軍助臺民抗日，一度擒獲樺山資紀 

(C)這是為了鼓舞士氣虛構出來的，然事實並非如此   

(D)劉永福繼續率兵奮勇作戰，最後成功將日軍擊退 

 

13. 「……/氤氳的霧中/仍有許多枯骨半埋/在花岡山上龜

裂的泥層中/猶抱著遺憾/哀泣依舊/與濁水溪的滾滾流

水/傳唱成賽德克的悲歌」這首讀來令人深感悲愴哀悽的

詩，在描寫臺灣史上某慘烈事件，下列關於此事件之敘

述，何者有誤？  

(A)發生時間：西元 1930年  

(B)爆發背景：因理蕃政策與資源掠奪而引發  

(C)領導人：馬赫坡社頭目莫那魯道  

(D)影響：後續以社會運動爭取權益   

 

14. 承上題，此事件發生的地點應在下圖中的哪一區域？ 

 

 

 

 

 

 

 

 

   (A)甲   (B)乙   (C)丙   (D)丁 

 

15. 關於下列兩則資料的敘述，何者正確？ 

資料一：為因應當時世界風行的潮流，日本政府開始強   

        調「日臺合一，一視同仁」，但臺灣人始終未 

        獲得與日本人相同的待遇。 

資料二：總督府開始要求大家要說日語、穿和服、改日  

        本姓氏並頒發「國語家庭」門牌與認定證書。 

(A)資料一所說世界風行的潮流是指民主自決思潮    

(B)資料一的統治階段，臺灣武裝抗日運動頻繁 

(C)資料二所述時期日本尊重臺灣的原鄉信仰 

(D)資料二的統治階段，日本推動南進政策 

二、 題組（16-20每題 3分；21-30每題 4分） 

(一) 下列是賴和的小說《一桿稱仔》的某段內容，請閱讀後

回答下列問題： 

……巡警們，專在搜索小民的細故，來做他們的成績，

犯罪的事件，發見的愈多，他們的高升就快。所以無中

生有的事故，含冤莫訴的人們，向來是不勝枚舉。什麼

通行取締、道路規則、飲食物規則、行旅法規、度量衡

規紀，舉凡日常生活中的一舉一動，通通在法的干涉、

取締範圍中……。        
                     資料來源：節引自賴和《一桿稱仔》 

16. 當時的巡警工作內容十分繁雜，他們之所以能有效執行 

 工作，有賴於什麼制度的配合？ 

(A)鄰里制度         (B)保甲制度   

   (C)總督專制         (D)守望相助 

 

17. 請你根據賴和的作品與課堂所學，下列何者屬於警察的

工作內容？ 

   (A)協助打掃環境清潔  (B)從事道路修建工程      

   (C)提供各式經濟援助 (D)取締交通違規事項 

 

 

(二) 請閱讀資料後回答下列問題：    

 調查結果： 

 一、確切掌握臺灣耕地田園面積，清查出大量隱田， 

     調查前全臺田園約三十六萬甲，調查後增為六十 

     二萬餘甲，約增二十六萬餘甲。 

 二、查明土地所有狀況……。 

 三、明瞭地理地形，獲得治安的方便。 

                資料來源：黃秀政等人著(2005)，《臺灣史》 

18. 由上述內容可知，這是總督府推動何項措施的資料？ 

   (A)興建鐵路        (B)統一貨幣 

   (C)土地調查        (D)戶口調查 

 

19. 由資料內容來看，總督府推動此項措施的目的為何？ 

(A)掌握人力運用    (B)掌握土地狀況 

(C)便利商業貿易    (D)便利各地交通 

 

20. 除了清查耕地田園面積之外，總督府還將大部分無主  

山林地轉為國有地，並順利收編資源，吸引資本家投   

資。這是實施哪一項政策的成果？ 

(A)林野調查        (B)戶口調查 

(C)金融調查        (D)興建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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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閱讀資料後回答下列問題： 

資料一：1900 年代，歐陸各國競相充實軍備，臺灣樟腦  

        的出口量也創新高，西元 1900～1907 年間， 

        樟腦專賣利益占臺灣總督府年度總歲入平均 

        15.5%左右。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夕，歐陸  

        各國向日本購買大量樟腦以充實軍需，西元  

        1910～1916 年間，日本每年樟腦出口量均達九 

        百萬至一千萬公斤，約占世界總產值的 70％， 

        其中產自臺灣的便占了其中 80％以上。 

資料二：因樟腦的鉅額利益，驅使日本殖民政府推動更 

        積極主動的理蕃政策，總督佐久間左馬太上任 

        後，於西元 1910 年宣示推動「五年理蕃計畫」， 

        在理蕃政策下，失去土地和工作的「蕃人」， 

        其命運……。 

             資料來源：＜臺灣博物季刊＞107 期，2010 年。 

21. 由兩則資料的內容來看，其所談論的主題應該是下列何

者？ 

   (A)總督府教化原住民族           

   (B)日治時期的理蕃政策  

   (C)漢人抗日勢力的發展           

   (D)皇民化政策下的原住民生活 

 

22. 由資料一的內容來看，總督府推動此項政策的目的，與

對哪一種物產的需求有關？  

   (A)樟腦   (B)蔗糖   (C)稻米   (D)茶葉 

 

23. 由資料二可知，總督佐久間左馬太所推行的政策可能造

成下列何種影響？ 

   (A)漢人與原住民衝突加劇   

   (B)漢人武裝抗日更趨激烈 

   (C)原住民生活空間受侵奪   

   (D)西來庵事件爆發 

 

(四) 大雄放學回家，沿著河堤邊走邊滑手機，一不小心跌入

河裡，讓他穿越到日治時期的臺灣。他必須想辦法回到

家人的身邊，請同學幫幫他，讓他可以順利回家。 

24. 大雄焦急的走著，到了一個港口，發現這裡不但停靠許

多輪船，碼頭邊工人正忙著上下搬運貨物。請問：大雄

現在應該位在何處？ 

   (A)基隆   (B)艋舺   (C)鹿港   (D)安平 

 

25. 走到腳超痠的大雄，想起哆啦 A夢跟靜香，忍不住哭了

起來，卻有工人跟他說不要在這裡妨礙別人工作；他發

現工人正將一箱箱鳳梨罐頭搬上貨船，準備運到日本。

請問：當時政府正實施下列哪一項政策？ 

(A)工業臺灣，農業日本  (B)工業臺灣，農業南洋 

(C)工業南洋，農業日本  (D)工業南洋，農業臺灣 

 

 

26. 最後大雄終於順利回到家，跟靜香分享這段經歷，靜香

認為他應該是穿越到某一年代的臺灣。請問：大雄穿越

的年代應是下列何者？ 

(A)1890   (B)1910   (C)1930   (D)1950 年代 

 

(五) 閱讀資料後回答下列問題： 

    臺灣是日本第一個殖民地，前三任臺灣總督皆採取高壓

治理方式，始終無法肅清臺灣的抗日勢力，加上衛生欠佳、

疫病肆虐等問題，日本國會甚至出現「出售臺灣」的提議。

兒玉源太郎自告奮勇願意治理臺灣，因此被任命為臺灣總

督；但兒玉源太郎還兼任其他重要官職，便命令後藤新平以

民政局長的身分處理臺灣政務，後藤新平成為「實質上」的

臺灣總督。 

    對於如何治理被視為燙手山芋的臺灣，醫生出身的後藤

新平認為必須像治病一般採取「生物學原則」─先了解臺灣

人的習性，再定出一套管理辦法。於是在他向日本國內申請

組織調查會的理由書中，後藤新平表示：「臺灣長久以來在清

國治理下，島上法律經濟皆存在各種舊有習慣，……無法用

與內地相同的法律規範……，新的制度若貿然改革實施，不

只造成民眾視聽混淆的恐慌，恐也會令原有良善制度亦為之

消失」，之後即依據此生物學原則對臺灣展開「舊慣調查」、

訂定治臺政策，不久便使臺灣由日本的「負債」逆轉為「資

產」。 

27. 根據本文，為什麼後藤新平採取「生物學原則」統治臺

灣？ 

   (A)欲加強臺人的生物學知識  

   (B)嚮往中國文化而欲保留之  

   (C)不願積極治臺故保留臺人舊有的制度  

   (D)欲瞭解臺人的習慣並以此為基礎訂定政策 

 

28. 根據文章內容，後藤新平依照舊慣調查而推動的治臺政

策應為下列何時期？ 

(A)推行無方針主義時  (B)推行日臺合一政策時  

(C)推行皇民化運動時  (D)二戰戰敗日本投降時 

 

29. 日本政府治臺初期，由於不斷耗費日本國內預算，因此

有將臺灣賣予法國之提議，後藤新平為充實總督府的財

源，故治臺政策以「開源」、「節流」為目標，其中「開

源」的做法為獲取臺灣資源。請問：下列何者屬於「開

源」之政策？ 

(A)總督專制       (B)土地調查  

(C)保甲制度       (D)警察制度 

 

30. 承上題，「節流」之政策為避免開支，節省行政成本。請

問：下列何者屬於「節流」之治臺方針？  

(A)保甲制度       (B)林野調查  

(C)鴉片專賣       (D)交通建設 

 

＊試題結束，再檢查一下，畫卡錯誤扣五分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