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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社會領域（歷史）「台灣的國際貿易」融入課程活動設計 
    設計者：  江丕得         審查或修改者： 高翠霞  

一、教學活動架構 

主題 活動名稱 時間 教學重點 可融入領

域能力指

標 

使用時機 

海洋

文化

(台灣

的國

際貿

易) 

活動一、 

東亞貿易轉運站

的形成和發展 

45分 1.認識台灣各時 

  期的經貿概況 

2.認識各時期貿 

  易對象和商品 

2-4-1 

2-4-2 

2-4-3 

2-4-4 

融入社會

領域學習

活動 

活動二、 

台灣國際貿易的

特色與影響 

45分 1.認識各時期國 

  際貿易的特色 

2.認識各時期國 

  際貿易的影響 

2-4-1 

2-4-2 

2-4-3 

2-4-4 

9-4-2 

融入社會

領域學習

活動 

 

二、融入教學活動設計 

設計者 江丕得 

主題名稱 台灣的國際貿

易 

時間 90分鐘/ 2節 適用年級 七年級 

海洋教育

能力指標 

3-4-1 瞭解台灣地理位置在航運史上的重要性 

3-4-2 分析台灣海洋拓展史之演進與未來發展 

活動目標 1. 認識台灣地理位置與國際貿易的關係 

2. 認識台灣各時期國際貿易的發展情況 

3. 認識國際貿易對於台灣所造成的影響 

設計理念 台灣四面環海，自古以來國際貿易便非常蓬勃、興盛；藉由認

識各時期台灣國際貿易的發展，能更加了解海洋對台灣歷史發

展的影響與重要性 

學生學習

條件分析 

具有國小社會科台灣史的基礎知識 

教學方法 講述法、多媒體、板書、觀察、討論、發表 

教學資源 電腦、單槍、powerpoint 

學習內涵與歷程 

學習(教學)活動 時間 教具 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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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台灣的國際貿易 

 

活動一：東亞貿易轉運站的形成和發

展 

一、準備活動 

◎ 教師部份 

1. 閱讀與搜集相關資料 

2. 準備電腦及多媒體設備 

3. 課前、課後學習單編製與發放 

◎ 學生部份 

1. 閱讀並複習歷史一、二冊中與國

際貿易相關課文 

2. 預習學習單內容 

 

二、發展活動 

【一】 引起動機 

拿世界地圖或亞洲地圖，讓同學參看

並思考台灣的條件和位置，對發展國

際貿易有何優勢和劣勢？請同學簡單

發表 

 

【二】教學活動 

1. 說明荷治時期與鄭氏政權的經貿

概況；認識此時期的貿易對象和

進出口商品 

2. 說明清領時期的經貿概況；認識

清領前期與後期的分別和貿易對

象、進出口商品 

3. 說明日治時期的經貿概況；認識

殖民經濟下國際貿易的發展 

4. 說明中華民國在台灣時期的經貿

概況；認識五十年代出口擴張時

期到八十年代貿易國際化的發展 

 

三、綜合活動 

將學習單內容再次統整，並就老師上

課補充資訊，與同學互相討論與分享 

 

 

 

 

 

 

 

 

 

 

 

 

 

 

 

 

5分 

 

 

 

 

8分 

 

 

8分 

 

 

8分 

 

8分 

 

 

 

 

8分 

 

 

 

 

 

 

 

 

 

 

 

 

 

 

 

 

 

 

 

ppt 

世界地圖 

亞洲地圖 

 

 

學習單 

 

 

學習單 

 

 

學習單 

 

學習單 

 

 

 

 

ppt 

 

 

 

 

 

 

 

 

 

 

 

 

 

 

 

 

 

 

 

討論 

發表 

 

 

 

學習單 

 

 

學習單 

 

 

學習單 

 

學習單 

 

 

 

 

學習單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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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二：台灣國際貿易的特色與影響 

一、準備活動 

◎ 教師部份 

1. 閱讀與搜集相關資料 

2. 準備稻米、甘蔗等實物或圖卡 

3. 準備電腦及多媒體設備 

4. 準備獎勵用小禮物 

5. 課前、課後學習單編製與發放 

◎ 學生部份 

1. 複習前一單元所學 

2. 閱讀並複習歷史一、二冊中與國

際貿易相關課文 

3. 預習學習單內容 

 

二、發展活動 

【一】 引起動機 

拿出事先準備好的各種實物或圖卡，

問同學這些是什麼？分別是台灣歷史

上哪時期的主要商品？答對者給予獎

勵 

 

【二】 教學活動  

1. 認識台灣在國際競爭時期因位置

優越成為東亞貿易轉運站；說明

為何稱「轉運站」，此特點對台灣

歷史日後的影響 

2. 認識清領前期與後期的特色與分

別；說明清領前期台灣與大陸形

成區域分工的貿易模式，清領後

期則轉變為由洋行主導的國際貿

易，同時對社會、文化有何影響 

3. 認識日治時期殖民經濟的特色；

說明何謂「殖民經濟」，對台灣國

際貿易有何影響 

4. 認識中華民國在台灣時期，因國

際變化，貿易政策的轉變；說明

 

 

 

 

 

 

 

 

 

 

 

 

 

 

 

 

5分 

 

 

 

 

7分 

 

 

 

10分 

 

 

 

 

10分 

 

 

7分 

 

 

 

 

 

 

 

 

 

 

 

 

 

 

 

 

 

 

 

 

實物或圖

卡獎勵品 

 

 

 

ppt 

學習單 

 

 

ppt 

學習單 

 

 

 

ppt 

學習單 

 

ptt 

學習單 

 

 

 

 

 

 

 

 

 

 

 

 

 

 

 

 

 

 

 

回答問題 

 

 

 

 

學習單 

 

 

 

學習單 

 

 

 

 

學習單 

 

 

學習單 

 

 

 

 



4 

 

全球化與貿易自由化，對台灣國

際貿易發展的衝擊，尤其是大陸

市場對台灣國際貿易的影響 

三、綜合活動 

請同學動動腦自由發表與分析，除了

課本所述台灣國際貿易的特色與影

響，還有哪些呢？或者同學平常使用

的東西中，有哪些便是國際貿易的商

品？產自哪個國家？再進一步討論 

 

6分 

 

 

 

 

 

 

 

討論 

發表 

 

 

三、補充資料(含學習單、參考資料<照片、圖片、投影片等>) 

1.歷史文化學習網 ─ 歷史教學電子地圖 

http://culture.edu.tw/emap/map16/map16.php 

 

2.台灣海峽的地理位置與條件(取自中國大百科全書智慧藏) 

    連接東海和南海的惟一通道。位於中國台灣省和福建省之間﹐呈東北─西

南走向。通常以福建平潭島與台灣富貴角的連線為其北界﹐寬約 172公里﹔以

福建省的東山島與台灣島的貓鼻頭連線為其南界﹐寬約 370公里。南北長約

333公里﹐面積約 7.7萬平方公里﹐平均深度約 80米﹐最大深度約 1400米。  

    海底屬東海大陸架區﹐是亞洲大陸板塊和陸緣的延伸部分。地形較複雜﹐

特別是南部﹐有一群島(澎湖列島)分布其間﹐它與台灣西岸有一寬約 37公里的

澎湖水道(水深超過 100米)隔開。澎湖列島以南瀕臨南海深海盆的邊緣﹐水深

大於 1000米。南部還有一片淺灘﹐向西南延伸約 213公里﹐南北寬約 93公

里。淺灘外緣水深約 36米﹐最淺處僅 8.2米。  

    海峽中以泥和沙質沉積物為主﹐近岸泥質多﹐中部則多沙質。沙質沉積物

中含有大量的軟體動物殘骸及完整的貝殼﹐淺灘附近沙質沉積物含量可達 50

％﹐這類沉積物屬古海濱沉積類型。  

    地處熱帶﹑亞熱帶季風區域﹐冬季盛行東北風﹐夏季盛行西南或偏南風。

海區形狀南寬北窄﹐冬季有明顯的狹管效應﹐風力極強﹐年大風日數約佔全年

的三分之一﹐北部風力大於南部﹔素以中國近海大風區之一而著稱。6～8月颱

風過境伴有狂風暴雨和大浪﹐這些氣候特點對海峽地區的水文狀況有較大影

響。  

    台灣海峽的海流由黑潮分支﹐南海季風漂流和沿岸流組成。黑潮分支指黑

潮在台灣東南分出的﹑從巴士海峽進入台灣海峽東南部的一支海流﹐它沿台灣

西岸近海向北流動﹐並在海峽東北與黑潮主流匯合。流速約為 18～45厘米/

秒﹔4～5月較弱﹐9～11月流向穩定﹐流速較大(67厘米/秒)。冬季因受季風

影響﹐該分支又分出一支向西進入南海東北部﹐構成南海冬季環流的一部分。

黑潮分支係高溫高鹽的暖水﹐即使在冬季﹐表層水溫也達 24～25 C﹐鹽度一般

http://culture.edu.tw/emap/map16/map16.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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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34.0～34.5。影響範圍僅限於該海峽東側水深較大的水域。  

    另一支影響範圍較大的是來自南海的西南季風漂流的延續部分。在夏季西

南風盛行時期特別強盛。近期研究表明﹐季風漂流包括兩部分﹕一是粵東近海

變性水﹐它們隨季風漂流進入台灣海峽﹐並在台灣淺灘一帶及其東面形成兩個

小的順時針渦旋﹔二是南海季風漂流﹐這支海流一年中大部分時間都控制著台

灣海峽。近年來調查資料還表明﹐即使是冬季﹐南海水仍是海峽中的主要水

體。福建泉州以南水域終年存在著自西南向東北流動的南海水﹐尤其是 30米以

深的下層更為明顯。  

    台灣海峽的沿岸流包括兩部分﹕一是粵東近岸流﹐主要出現在夏季﹐它與

南海季風漂流一起向東北方向流動﹐在台灣淺灘一帶與南海水混合﹐成為西南

季風漂流的一部分。二是閩浙沿岸流﹐冉甌江﹑閩江等入海徑流與海水混合形

成﹐流幅窄﹑流速小(僅 15～35厘米/秒)﹐且不穩定。東北季風期間﹐這支沿

岸流沿閩浙近岸向西南流動。如以鹽度 30.0 為指標﹐則這一沿岸流可影響到平

潭一帶。  

    由於高溫高鹽水終年佔據海峽東南部﹐而西北部則受低鹽沿岸流影響。因

此﹐溫﹑鹽度的分布趨勢均為東南高﹑西北低﹐夏季水平梯度小﹑冬季水平梯

度大。夏季表層水溫 25～30 C﹐鹽度 33.0～34.0﹐冬季水溫 13～24 C﹐鹽度

31.0～34.5﹐河口區域﹐鹽度小於 30.0。  

    潮波從兩個方向傳入本海域﹕主支從東海傳來﹐在海峽內由東北向西南傳

播﹔另一支是由太平洋經巴士海峽進入南海潮波的一部分﹐從南向北傳入海

峽﹐但前者較弱。兩支潮波在台灣淺灘一帶相遇形成駐波﹐使那裡潮流大﹑潮

差小。海峽北部和中部﹐潮汐屬規則半日潮﹐南部屬不規則半日潮和不規則日

潮。因地球自轉偏轉力作用﹐海峽東部潮差遠較西部要小。例如﹐海峽西部福

建三沙灣至泉州一帶分潮潮差達 4米以上﹔海峽地區潮流較強﹐最大可能潮流

為 75～150厘米/秒。其中北部和南部海域的頂端較弱﹐流速為 100厘米/秒左

右﹔澎湖列島附近因地形影響﹐最大可能潮流達 200厘米/秒以上。  

    海浪較大﹐有明顯季節變化﹕秋冬季大﹐夏季小。10月至翌年 2月盛行北

和東北浪﹐東北浪的出現頻率達 80％﹐西岸南側卻多東和東南浪。3～4月偏南

浪增多﹐但東北浪仍佔 50％。5月浪向多變。6～8月南和西南浪較多。9月偏

北浪又佔優勢。大於 5級浪(波高為 1.5～2.4 米)的出現頻率﹕10月至翌年 2

月為 48～50％﹐3～4月和 9月為 30～40％﹐5～8月為 20％。但最大海浪並非

出現在冬季﹐而是出現在夏季颱風期間﹐颱風浪波高達 15米以上。  

    資源豐富。是中國重要漁場之一。台灣淺灘一帶﹐是各種經濟魚類產卵和

洄游的場所。主要有帶魚﹑魷魚﹑ ﹑ ﹑鮪﹑鯊﹑黃花魚等。養殖業很發

達﹐主要有牡蠣﹑縊蟶﹑花蛤和泥蚶﹐藻類有石花菜﹑壇紫菜﹐以及南移養殖

的海帶等。海峽兩岸﹐特別是南部﹐由於氣候條件和海水鹽度較高﹐適宜發展

製鹽事業﹐是中國有名的海鹽產地﹐素有“東南鹽倉”之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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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歷史文化學習網 ─ 九大主題 － 通商與文化交流 

http://culture.edu.tw/history/category_flashintro.php?categoryid=1 

 

4.台灣大百科全書 － 國際貿易 

http://taiwanpedia.culture.tw/web/content?ID=4143 

5.戰後台灣國際貿易發展簡史(摘自

http://w3.tpsh.tp.edu.tw/organization/shcool/intro1/workinrto/001/005

/a011/212.htm) 

   台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經戰爭的破壞，工業基礎及灌溉設施均遭受嚴

重破壞，至民國四十年農工生產才恢復戰前水準。光復初期，只有少數農產品

可供外銷，迄民國四十九年，根據海關統，出口金額仍僅約 164百萬元。其

後，出口即呈快速成長，至六十一年已增至 2,988百萬元。但接著受到這一次

能源危機之影響，在六十四年出口暫時受挫而呈負成長，惟其期間不長，隔年

即恢復舊觀，並一直持續到七十年。七十一年出口雖受各國普遍不景氣之影

響，而再度呈負成長，惟其全年出口金額仍高達 22,204百萬美元。綜觀我國台

灣地區歷年來對外貿易的發展趨勢，均可分為下列六個階段：  

(1) 緩慢成長期(民國四十二～四十九年) 

  根據財政部海關進出口統計資料顯示(見表 1-1與表 1-2)，民國四十二

年至四十九年期間，出口金額不大，且每年均有逆差。該階段之成長相當緩

慢，每年平均僅 5.8％，出口貨品結構以農產品及農產加工品為主。以民國

四十九年為例，所佔比例幾佔總出口的 67.7％，而工業產品僅佔 32.3％而

已。此階段，政府採取以國內市場為主的進口替代政策，一方面減少消費品

的進口，減低國際收差的壓力；另方面開始建立台灣的工業基礎。至本階段

末期，由於進口代替產品國內市場已經達飽和，為求經濟進一步發展，必須

擴展海外市場，因此輸出金額開始增加。 

(2) 迅速成長期(民國五○至六十一年) 

  由於前一階段末期，我國擴展海外市場之壓力日增，且適逄當時許多先

進國家經濟結構發生變化，紛紛放棄製造業中不經濟的勞力密集產，而政府

亦適時調整外匯匯率，並採取獎勵投資及租稅減免等種種鼓勵出口措施，致

該階段的出口貿易呈大幅擴充。出口金額平均每年成長 28％，進口成長為

20％，至民國五十三年首次出現了出超，此外，出口金額亦由五十年的不到

200萬美元，增至六十一年的將近 3,000百萬美元，而出口貨口的結構亦有

很大轉變，五十五年工業產品所佔比例首次逾半數，至六十一年時，進一步

高達 83.3％，顯示我國在這階段已然擺脫農業為主之經濟，逐漸進入工業

社會。 

http://culture.edu.tw/history/category_flashintro.php?categoryid=1
http://taiwanpedia.culture.tw/web/content?ID=4143
http://w3.tpsh.tp.edu.tw/organization/shcool/intro1/workinrto/001/005/a011/212.htm
http://w3.tpsh.tp.edu.tw/organization/shcool/intro1/workinrto/001/005/a011/21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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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一次能源危機影響期(民國六十二～六十四年) 

  前階段末期我國因出口暢旺，連續兩年出現貿易順差，扭轉了過去長期

逆差之現象。惟至六十二年中，際間普遍遭受能源危機衝擊，導致國際貨幣

制度崩潰，若干國家發生嚴重的通貨膨脹與失業率的高漲，而造成全球性的

經濟衰退。我國貿易依存度高，受到的影響自然也大。六十二年與六十三年

的進口值，均分別較前一年增加達 51％與 84％之多；出口增幅反較幾年縮

少，其中六十三年再度呈現大幅逆差的現象，至六十四年不但進出口均呈負

的成長，逆差亦繼續存在。在這段嚴重衰退期間，出口貨口結構仍以工業產

品為主，農產加工品出口稍增，但農產品比重則繼續下降。這一階段是我國

對外貿易暫時受挫的時期。 

(4) 繁榮發展期(民國六十五～六十八年) 

  自民國六十五年起，我國對外貿易再度恢復繁榮，該年出口值較前年激

增 53.8％，廠商投資意願提高，玫進口值亦增加 27.7％，順差金額逐漸

擴。大僅以這四年的順差總金額，即足以彌補過去二十餘年來的逆差總額。

在這繁榮發展階段，出口貨口結構以六十八年為例，工業產品與農產及農產

加工品消長情形，可以看台灣出口結構的顯著變化，這亦表示我國對外貿易

已發展到另一高的層次。 

(5) 第二次能源危機影響期(民國六十九～七十一年) 

  我國對外貿儘管在上一階段，獲得相當可觀的成就，但其後因國際間受

到能源危機餘波之影響，紛紛採取保護措施，對外貨之輸入競相阻撓，復因

若干發展中國家工業之興起，促使國際市場競爭日趨熾烈，往昔我國有利的

外銷條件，已逐漸消逝。由於以上種種因素，使得我國的出口貿易自六十九

年起連續受挫，出口成長率亦相繼縮減，由六十九年的 23.0％，降低至七

○年的 14.1％，七十一年甚至出現 1.8％之負成長。在進口方面，六十九年

尚屬高成長，為 33.6％，至七○年即驟降至 7.4％，七十一年更變為負

10.9％，但並未出現逆差，六十九年雖有順差，不過數額不大，惟後兩年順

差再度擴大，但這並非出口之激增，而係廠商進口意願不高所致。出口貨品

結構方面，工業產品比重繼續提高，農產品及其加工品的比重愈來愈低。 

(6) 恢復成長期(民國七十二年至今) 

  迨至民國七十二年後，石油價格已趨穩定，七十四年後甚至大幅下跌，

一度跌至每桶十美元以下，因此出口產業的成本減輕甚多，出口又大幅成

長。然進口數額始終停滯不前，顯然投資意願尚有待提昇。  

  近來我國出口非常暢旺，外匯累積拱常迅速，因此備受世界各國囑目，加

以我國最大的貿易伙伴美國卻連連貿易赤字，因而美國國內保護主義高漲，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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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台幣大幅升值，這些貿易的不利因素對我國有很大的影響，我國產業宜趁

此機會努力改變體質，以迎接競爭更為激烈的明日。 

5.稻米圖片

http://www.hljh.tcc.edu.tw/teach/%E6%A0%A1%E5%9C%92%E6%A4%8D%E7%89%A9

/%E6%B0%B4%E7%A8%BB/%E7%A8%BB%E5%AD%9019.JPG 

 

 

6.甘蔗圖片 

http://www.hlfd.gov.tw/kid/images/fruit/ft_11.jpg 

 

 

http://www.hljh.tcc.edu.tw/teach/%E6%A0%A1%E5%9C%92%E6%A4%8D%E7%89%A9/%E6%B0%B4%E7%A8%BB/%E7%A8%BB%E5%AD%9019.JPG
http://www.hljh.tcc.edu.tw/teach/%E6%A0%A1%E5%9C%92%E6%A4%8D%E7%89%A9/%E6%B0%B4%E7%A8%BB/%E7%A8%BB%E5%AD%9019.JPG
http://www.hlfd.gov.tw/kid/images/fruit/ft_1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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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茶葉圖片 

http://www.flickr.com/photos/38224894@N03/3518561854/ 

8.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商船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Image:VOC_ship_Amsterdam.jp

g&variant=zh-tw 

 

 

9.台灣歷史與文化的特色 

http://www.ihao.org/dz5/,http://www.ihao.org/dz5/viewthread.php?tid=2

982 

    這裡所說的台灣史，是以有文字記載可以具體掌握人們活動的具體內容的

「歷史時期」為範圍，時間大約是近三、四百年。以下，我們從三方面來瞭解

近三、四百年來的台灣歷史與文化所呈現的特色： 

 

第一特色：統治者變換頻繁  

   17世紀初以來，台灣歷經許多政權的統治，從 1624年起，荷蘭人統治台灣

38年，其間北台灣又有西班牙人統治 16年（1626—1642）；1662年鄭成功趕走

荷蘭人佔領台灣，鄭氏經過三代在台灣統治了約 22年﹔之後，1684年清國併

吞台灣﹐統治台灣前後共 211年﹔1895年清朝因甲午戰爭中敗給日本﹐割讓台

灣﹐日本人從此統治台灣半個世紀；到 1945 年二次大戰結束後，中華民國國民

政府接管台灣；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播遷入台，至今也五十多年。三百七十

多年來，台灣歷經了以上幾個階段。這三百七十多年間，台灣島上插過七面國

旗(或代表統治者的旗幟)。在世界上像台灣這樣在短短三百七十年之間統治者

變換如此頻繁的，實在難找，而且這些統治者都是外來的。這讓我們聯想到一

個現象，台灣各地的地名相當的多元而複雜，由於每換一個新的統治者，就會

更改一些地名，因此形成地名的多元而複雜，這種多元而複雜的地名，剛好反

映了台灣歷史上主權者變換頻繁的特色。  

http://www.flickr.com/photos/38224894@N03/3518561854/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Image:VOC_ship_Amsterdam.jpg&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Image:VOC_ship_Amsterdam.jpg&variant=zh-tw
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2/2e/VOC_ship_Amsterdam.jpg
http://www.ihao.org/dz5/,http:/www.ihao.org/dz5/viewthread.php?tid=2982
http://www.ihao.org/dz5/,http:/www.ihao.org/dz5/viewthread.php?tid=2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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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特色：濃厚的海洋文化的性格  

    從生活、經濟的型態來看的話，三、四百年來的台灣社會有著非常濃厚的

海洋文化性格。所謂海洋文化性格，是相對於大陸文化而言。近代的海洋文化

較具有濃厚的商業根性，它是比較具有流動性的、開放性的、多元性的、包涵

性的﹔而大陸文化，是建立在農業的基礎上，由於農業是安土重遷的﹐因此它

是一個比較封閉、保守、靜態的社會。 

    台灣的海洋性格，從荷蘭時代便展現出來了，甚至有學者說，台灣的開發

與世界的走向海洋時代大抵同步而行。荷蘭人來台灣之後，經營米、糖﹑鹿皮

等外銷﹐並且在台灣發展轉口貿易。台灣不但已經顯現出以外銷為導向的經濟

雛型，而且台灣也已扮演成遠東貨物集散中心的角色，用現在的話說，簡直成

為亞太營運中心。這種以外貿導向為主的經濟雛型，使台灣有別於中國大陸上

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 

    鄭成功接受何斌的建議，攻取台灣。何斌在給鄭成功建議書中特別提到台

灣這個地方「橫絕大海﹐肆通外國﹐置船興販﹐…移諸鎮兵士眷口其間﹐十年

生眾﹐十年教養﹐而國可富﹐兵可強﹐進取退守﹐真足與中國抗衡也。」(江日

升﹐《台灣外記》)其中所謂「橫絕大海﹐肆通外國﹐置船興販」，指的就是台灣

可以發展國際貿易。鄭成功繼承其父親鄭芝龍的海上霸業，這股勢力雖然曾被

視為「海盜」，但若將之形容為「武裝化的私人海商集團」也許更恰當。1654-

1655年之間﹐鄭氏一族所屬的貿易船﹐約佔當時全中國船的 74%﹐因此要操作

價格相當容易﹐所以鄭成功的海外貿易﹐在日本和東南亞各地都佔有支配地

位。這股「武裝化的私人海商集團」勢力來台灣後，果然突破滿清的封鎖。到

了鄭經時代，國際貿易更加發展，台灣的糖都銷到英國去，英國在台南還設有

商務代辦。鄭經時代台灣的國際貿易發展﹐使得安平一直扮演著自荷蘭時代以

來遠東貨物的集散地角色。誠如清初郁永河在《裨海紀遊》<鄭氏逸事>中所指

出的 :「我朝(清)嚴禁通洋﹐片板不得入海….凡中國各貨﹐海外皆仰資鄭氏﹐

於是通洋之利﹐惟鄭氏操之﹐財團益饒。」其所謂「通洋之利」﹐用現代話說﹐

就是國際貿易的利益。清帝國承繼過去傳統中國的大陸文化性格﹐只知閉關自

守﹐充其量也只有朝貢貿易。但是台灣自荷蘭以來﹐即發揮了海洋文化的性

格﹐知道與世界通商往來﹐鄭經時代更充分發揮這種海洋文化的商業性格。當

時台灣這種重商路線甚至已讓台灣社會沾染了追求物質享受的風氣﹐清初黃叔

璥的《台海使槎錄》就記錄鄭經時台灣從事國際貿易所造成的社會風氣﹐他

說 :「…且洋販之利歸於台灣﹐故尚奢侈﹐競綺麗﹐重珍旨﹐彼此相倣。」社

會奢靡之風固不可取﹐但一方面也說明了國際貿易暢旺的台灣﹐自有其走入世

界舞台上發展的條件。台灣史學者黃富三曾評論說：「鄭氏王朝秉承其家族之海

上活動傳統與閩南地區的特性﹐來台後並未改變荷蘭人的重商路線。此乃大量

軍民突然入台﹐經濟未崩潰﹐且以小國寡民能與大中國抗衡的奧祕所在。」 

    清國佔領台灣之後，因消極治台，台灣之發展主要是靠民間的努力。又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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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國係大陸封建古國，閉關自守，不重經貿，台灣原本自荷蘭以降的海洋經貿

特色，因此大減，過去做為遠東貨物集散中心的地位也大大跌落。不過，雖然

國際貿易萎縮，但是海峽兩岸的區域貿易又恢復。「郊商」興起，往來台灣與中

國沿海之間，輸出農產，輸入手工業品。「郊」是貨品進出口的商業集團，1720

年代在府城台南先發展出來；1770年代，郊商的發展也在鹿港急速興起；到了

1790年代，則發展到艋胛(萬華)一帶。所以台灣俗諺說「一府二鹿三艋胛」，

正說明著這種商業發展由南移北的進程。 

    十九世紀四○年代以後，由於台灣的煤、硫磺、樟腦等物產的誘惑，英、

美等西方列強曾有意染指台灣。1860年以後，清國應列強要求，先在淡水正式

開港通商，各國商船紛紛隨之而來。台灣貿易又迅速擴張，糖原本有國際市

場，樟腦更是獨特商品，茶也後來居上。貿易發展的結果，在原本苦於貿易逆

差的清國境內，1878之後台灣卻是一個貿易順差的地區。這種現象剛好說明了

台灣是一個具有商業性格的海洋文化濃厚的地區。開港對於台灣來說具有非常

重要的影響力，這種影響力使得國際社會及列強對台灣更有興趣了。十四年後

(1874)日本發動牡丹社事件，出兵南台灣，後經交涉議和。歷經此事後，清廷

才較積極從事台灣的防務建設。十年後(1884)，清法戰爭，法軍曾侵入北台

灣，清廷有感於台灣地位不容再忽視，乃於戰後將台灣脫離福建獨立設省。台

灣省首任巡撫劉銘傳，積極推展洋務建設，成果可觀。沒想到推展洋務運動比

清國內地要慢一﹑二十年的台灣，成果竟然超越清國其他各省。當時全清國的

第一條鐵路，第一條鐵路隧道，第一個自辦的電力公司，第一條架設的電報

線，都在台灣出現。為何台灣在近代化洋務運動的成果會後來居上？顯然地，

具有濃厚的海洋文化性格的台灣社會﹐較諸大陸文化深厚的大陸﹐要開放而活

潑許多，革新運動所遭受的阻力也少了許多。 

    1895年台灣雖淪入日本不平等的殖民統治﹐但卻也反而因此避開了當時中

國的動亂(我們只要看看一個現象就知道:民國元年到民國 17年，這短短的十七

年之間，中國大陸上有一千名以上的軍閥，發動了 140次以上的戰爭)﹐透過明

治維新之後的日本﹐間接吸收了近代產業文明。使得台灣社會與中國大陸的社

會差距更大﹐以致終戰後﹐台灣雖歡迎國民政府﹐終因雙方隔閡太深﹐因此一

年四個月後﹐爆發了二二八事件，我們從表面上看，二二八事件好像是族群間

的衝突，但若再深入分析，其背後是一套海洋文化所蘊育出來的社會，跟大陸

文化社會之間的適應失調。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播遷來台以後，台灣社會有與

中國社會又再度分道揚鑣﹐這五十幾年來，台灣發展工商貿易，創造出舉世有

目共賭的「經濟奇蹟」，成為全球 192個國家中的第十幾大貿易國，這是台灣持

續發揮歷史上海洋文化的特色的結果。 

    如果再從海洋文化中的民主與立憲政治的內涵來看，台灣更是華人社會中

最早出現民主政治的所在。因時間關係，此點就不贅述了。 

 

第三種特性：從移民社會轉變成本土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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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原本是南島民族的原住民居住的地方，十六、七世紀起，開始移入一

批一批的外來移民，也使得台灣的住民結構產生變化，台灣也產生移民社會的

特殊現象，但由於一批批移民的不斷土著化，使得這三百多年間，成為移民社

會轉變成本土社會的過程。 

    荷蘭時代﹐荷蘭人為了生產米糖，曾向閩南招募人手，自 1637到 1652年

之間，約有二、三萬閩南人移民台灣，受雇於荷蘭人的「東印度公司」從事稻

米與甘蔗的種植﹐用今天的話說﹐這是「引進外籍勞工」，這些「外籍勞工」後

來都紛紛本土化﹐成為台灣人。 

    到了鄭氏時代，帶來了大批的閩南人軍隊，因一時沒有打仗，開始囤田開

墾，所以這支軍隊變成一支高級農耕隊，對台灣南部的開發幫忙不小。 

    清國併吞台灣之後，不鼓勵移民，有所謂的「移民三禁」。儘管清朝對移民

條件諸多限制，但台灣提供大陸難民許多新生存活的機會，因此進入台灣的移

民還是一批批的來，這些移民絕大多數都是一些所謂「羅漢腳」的單身漢。許

多羅漢腳就近與原住民的女子通婚，入贅於母系社會的平埔族家庭。今天台灣

部分人，就是這種「天作之合」的後代，因此有「有唐山公，無唐山媽」的俗

諺。 

    當移民一批批進來，會發生衝突﹐第一種衝突從大陸來的移民跟原住民之

間的衝突(大多是漢移民欺壓原住民)。因時間有限，此點暫時不談；第二種衝

突是移民與移民之間的衝突。 

    渡台開墾的移民，來自不同原鄉，因語言﹑風俗﹑習慣等差異﹐自然形成

各籍分類聚居﹑依籍貫劃分地盤的現象。又因台灣河川多東西走向﹐形成天然

障礙﹐南北交通不便﹐許多地方的開發﹐皆依大陸對渡口岸為主﹐所以來台的

移民及其後裔﹐仍抱持著原鄉祖籍的認同﹐難以形成台灣全島的意識。這些分

別帶著不同的「原鄉認同」來到台灣的移民及其後裔，由於生存競爭，遂發生

磨擦，進而衝突群鬥，即所謂「械鬥」﹐有「閩客鬥」﹑「彰泉拼」…。在清代的

211年之間，台灣發生有 60次的大小械鬥。然而，隨著原鄉觀念的模糊﹐以及

新環境的共同經驗﹐或面對新移民進入之後的共同新挑戰﹐原先的衝突逐漸淡

化，轉變成老移民與新移民的對立。但也因同樣的模式﹐促使新舊移民之間的

衝突﹐也一樣逐漸淡化﹐而紛紛土著化。台灣俗話說「金門不認同安﹐台灣不

認唐山」﹐正是移民逐漸本土化的寫照。 

    日本據台後，由於在台從事各種交通運輸建設，固然其主要目的是為了建

立商品的交易網路﹐也可以說在建立殖民地的剝削網路﹐但亦因而打通了以往

台灣因溪流切割﹑交通落後所造成的隔閡﹐促進了全島性的溝通聯繫，助長了

全島一体的台灣意識的萌芽。 

    日本領台之初，曾給台灣人兩年時間考慮國籍選擇，然而兩年之內，真正

回到祖先原鄉的人數比例，只有 0.23％，雖然抗日運動遍及全島，但台人願意

離開者卻極少數，因為大部分人都已經落地生根，離開台灣，別無生路。可見

移民的後代，已不再是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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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批大量的移民，是 1949年左右因逃避共產專制政權而來的所謂「外

省人」。出抵台灣時，面對的族群之間隔閡，可以想見。但隨著台灣的社會變

遷，工商發展，文化交融，台灣命運共同體已逐漸形成。 

    所以，這三、四百年來，是移民與原住民之間、移民與移民之間、舊移民

與新移民之間，從衝突到融合的一個過程。在這個從衝突到融合的過程中，台

灣人的行列，應該愈走愈寬廣，愈走愈豐富。 

 

從以上台灣的歷史特性，對我們或許應有所啟發: 

    由於統治者變換頻繁，過去的台灣人習慣被統治，以往在這塊土地上不曾

產生自己的統治者（一直到近年才有了民選國會、民選總統）。所以，這樣的歷

史背景，致使許多台灣人比較缺少當家作主的性格。但是慶幸的是，台灣這三

百年來的海洋文化性格很強，有很充沛的活力，所以今天台灣能在世界上屹

立，就是我們有這樣的活力。歷史告訴我們﹐海洋文化極強的台灣﹐走入世界

必能充分發展。而三﹑四百年來的台灣社會﹐各種族群薈萃﹐台灣人的行列愈

走愈壯擴﹐台灣的文化內涵，也呈現多元多樣，相互輝映的蓬勃朝氣。 

 

 

參考資料： 

1.國中歷史課本與教師手冊 

2.《台灣貿易史》，薛化元主編（外貿協會出版，2008年） 

3.《台灣歷史與文化：福爾摩沙的住民．心性．生活與記憶》，王振勳、顏清梅 

 主編（台北：華立圖書，2010年） 

4.《台灣經濟、社會與文化的變遷》，王嵩山、朱德蘭、何傳坤、吳學明、許雪 

  姬、黃萍瑛、賴澤涵等著／賴澤涵主編（台北：威仕曼文化，2008年） 

5.《台灣史》，黃秀政、張勝彥、吳文星等著（台北：五南，2008年） 

6.中國大百科全書智慧藏 

7.歷史文化學習網(http://culture.edu.tw) 

8.台灣大百科全書(http://taiwanpedia.culture.tw/web/index) 

http://culture.edu.tw/
http://taiwanpedia.culture.tw/web/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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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一學習單 

(授課老師可依課程需要挖填空) 
一.1624年之前 

1.明朝對國際貿易不熱衷，甚至實行鎖國政策，限制一般民眾出海，只願意 

  和有邦交的國家進行有限制性的「朝貢貿易」 。 

2.在鎖國政策之下，海外貿易的利益鼓勵非法貿易的產生。當時，東南沿海 

 省份的中國海盜和日本的倭寇壟斷了貿易。 

3.台灣所謂「化外之地」，也因此成為非法貿易的據點。 

 

二.荷蘭時期（1624~1662年） 

1.荷蘭人本來想要佔領澎湖，並以此作為東亞貿易據點，但澎湖係明朝的版 

  圖，故兩次被明朝守將沈有容驅趕，甚至要禁止荷蘭和中國的貿易。 

2.在商人李旦的安排下，荷蘭人於 1624年進駐安平港，建立熱蘭遮城  

 （Zeelandia）（今安平古堡），做為東亞貿易的據點。荷蘭人自中國進口

絲 

 綢，自日本進口瓷器、白銀，自南洋進口香料，在安平進行轉運及分銷。 

3.荷蘭人也開發台灣本土商品，例如以鹿皮輸出日本；推廣種植甘蔗，以蔗 

 糖輸出日本、波斯、歐洲等地。 

 

三.鄭氏時期（1662~1683年） 

1.1662年鄭成功將荷蘭人逐出台灣；鄭氏父子治台共 21年。 

2.清政府因此發布《遷界令》令中國沿海地區居民內遷，同時實施海禁政

策， 

 禁止海外貿易。也由於清朝的鎖國政策，使得台灣成為日本與外商取得中 

 國產品的唯一管道。 

3.鄭氏利用走私貿易，壟斷中國絲綢的出口，並且利用和日本、南洋、歐洲 

 的貿易利益，支持軍費支出。更和英國簽約，准許英國商人在安平及廈門 

 進行貿易。 

 

四.清領時期（1683-1895年） 

 (一)前期（1683~1858年） 

1.清廷攻占台灣後，准許部分對外貿易，但仍不准外國商船到中國口岸貿

易。 

2.1685年清朝政府准許安平和廈門對口通航，但對貿易的商品嚴格限制，

而 

 且船隻均需納稅；1784年清政府開放鹿港和蚶江對口通航；1792年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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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里坌（今八里）和福州及蚶江通航。開放政策使鹿港和艋舺（今萬華）成 

 為貿易大城市，遂有「一府二鹿三艋舺」的說法。 

   3.當時台灣主要生產農產品，而中國大陸東南沿海各省則生產民生用品，兩 

   地藉由貿易互通有無，形成一種區域分工的貿易模式。 

 (二)開港通商後（1858~1895年） 

1.1858年、1860年清朝政府於兩次英法聯軍後簽訂「天津條約」和「北京

條 

  約」，被迫開放安平港、淡水港、打狗（高雄）、雞籠（基隆）港對外貿

易。 

2.台灣開港通商對外貿易後，出現所謂「台灣三寶」。 

 (1)茶葉：最早由英國人 John Dodd發掘，其後茶葉出口日盛。烏龍茶輸往 

     美國，包種茶輸往南洋；美國市場占茶葉出口 90%。 

 (2)樟腦：作為賽璐璐（Celluloid）的原料，在 1890年後大量出口。 

 (3)糖：在鎖國時代仍輸往中國大陸，1860年淡水開港後外銷擴及澳洲、

西 

        歐、北美、南美等地，但仍以輸中國大陸為主。 

 

五.日治時期（1895~1945年） 

1.1895年馬關條約將台灣割讓給日本。初期推行「農業台灣，工業日本」

的 

 政策；1930年以後配合南進政策，改為「農業南洋，工業台灣」。 

2.日治時期的出口品中，輸日本者以糖和米為主，輸出到日本以外者以茶 

  及樟腦為主。 

3.日治時期台灣貿易的三大特徵： 

– 出口依存度高 

– 貿易長期處於順差 

– 出口產品集中度高 

4.進出口依存度 ─ 如表 5.1所示，出口依存度由 1902年的 24.5%提高到  

  1935年的 51.5%；進口依存度也同時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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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產品集中度：初期以茶最重要（占出口一半以上），後期則以糖為最重

要。 

 

 

六.戰後時期（1945年-迄今） 

1.1950年代，實行「進口替代」的貿易政策，以農產品和農業加工為主。 

2.1960年代，政府改變貿易政策為「出口擴張」，以紡織品為出口主力。 

3.1970年代以後成立「加工出口區」，鼓勵和拉攏外商來台投資電子加工

業， 

 電子產品漸成為出口的主力。除紡織及電子產業外，一般的勞力密集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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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玩具、運動器材、腳踏車、塑膠加工品等均為 1970年代出口的重要商

品。 

4.1980年代，高科技產業漸興起，電子資訊產品成為日後台灣對外貿易主

力。 

5.台灣對外貿易相對優勢的改變，主要是由於資本的累積。在資本十分貧乏 

 的時代，台灣生產最勞力密集的產品，也就是農產品；當台灣有一些資本 

 後，資本和勞動力比例上升，相對優勢乃逐漸朝資本密集度較高的產品移 

 動，首先是紡織品，然後是電子產品。1990年代後則是資本密集度甚高

的 

 半導體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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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二學習單 
一、請根據今天的課程回答下述問題： 
1. 荷蘭時期和鄭氏時期，台灣國際貿易相當興盛，當時為何被學者

稱為是「東亞國際貿易的轉運站」? 

 

 

 

 

 

 

 

 

 

 

 

 

 

 

2. 清領時期，台灣與中國大陸形成「區域分工」的貿易模式。此模

式是如何運作？商品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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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日治時期，在台灣實施所謂的「殖民經濟」。請問，殖民經濟對

台灣的國際貿易有何影響？試舉例說明？ 

 

 

 

 

 

 

 

 

 

 

 

 

 

 
4. 中華民國在台灣時期，台灣國際貿易政策依時間不同而有所變

化。試討論「全球化」與貿易自由化對台灣國際貿易有何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