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ㄧ、選擇題 (每題 4分)  

(    )01、小宏在圖書館看到了一位日本學者的著作，其中一段文字描述著:「□對於日本統治臺灣，特別是對於臺灣經濟政

策之推行有很大的影響。例如極為發達的產業道路與耕地防風林等，不得不歸功於該制度的實施，警察既然掌握

了□，警察力就滲透了行政的底層，因此反而增加了警察的力量。總之講到統治臺灣不能忽視警察，講到警察不

能忽視□。」請問：文中的□是指下列何者？ (Ａ)臺灣士紳 (Ｂ)保甲制度 (Ｃ)理蕃政策 (Ｄ)留日學生。 

(    )02、阿祐是個狂熱的鐵道迷，他計畫想趁著暑假和家人來一趟西部鐵道的懷舊之旅。預計從基隆出發，沿途經臺北、  

         新竹、臺中，最後抵達高雄。請問：這條西部縱貫鐵路最早在何時完成？ (Ａ)鄭氏時期 (Ｂ)清帝國時期 (Ｃ)  

         日治時期 (Ｄ)中華民國在臺灣時期。 

(    )03、根據以下資料，何者敘述正確？ 

資料一：第一憨，種甘蔗予會社磅。 

資料二：1905 年 6 月臺灣總督府規定：為制止各製糖工廠間的原料爭奪，避免擾亂蔗價，各蔗作區畫定一定範圍的區

域。此區域內的甘蔗未經許可，不得運出區域之外，或供作砂糖以外成品的製作原料。 

         (Ａ)資料一的「會社」指的是外國人成立的洋行 (Ｂ)資料二的規定，可保障日資糖廠，使其可低價收購甘蔗原

料 (Ｃ)這是在臺灣總督府實施「工業臺灣，農業南洋」政策下的措施 (Ｄ)使臺資的舊式糖廠在政府補助下轉

型為新式糖廠，帶動臺灣經濟發展。 

(    )04、琪琪奶奶對兒孫們的房間雜亂不堪時常看不順眼，一天有感而發的說: 「我小時候在日治時期每隔一段時間就會

看到鄰居的阿樂伯伯來提醒我們家家戶戶大掃除，以維護環境清潔。」請問：當時的阿樂伯伯應該具有下列什麼

身分？ (Ａ)警察 (Ｂ)老師 (Ｃ)醫生 (Ｄ)保正。 

(    )05、近幾年每到夏日，臺灣常面臨到限電危機，對民眾生活和各行業皆帶來很大程度的影響。因此老師請同學在課堂

上討論，「臺灣曾擁有亞洲第一大發電所，供全臺電力使用。1935 年時臺灣地區電力總產能是 1931 年的 3 倍，產

量也增加一倍。」以下是四位同學的看法，請問：何者的看法最符合史實？           

(Ａ)昀昀 總督府為了發展農業與運輸而需要電力 

(Ｂ)澄澄 當時的總督府為了要發展鐵路電氣化，所以需要大量用電 

(Ｃ)瑄瑄 總督府為了推廣閱讀，普遍裝設電燈，用電量因此大增 

(Ｄ)茹茹 總督府判斷現有設施不足以應付工業成長，故新建電廠因應 

(    )06、「日治時期臺灣南部的平原地區，原本有許多『看天田』（排水不良，水利灌溉設施缺乏），自從□完工後，就一

片綠意盎然了。」上文中的缺空處應是指下列何者？ (Ａ)瑠公圳 (Ｂ)八堡圳 (Ｃ)嘉南大圳 (Ｄ)曹公圳。 

(    )07、小美參觀「臺灣日治時期的照片特展」。請問：下列哪一張照片不應該出現在這次特展中？ (Ａ)從臺北郵便局

發出的電報內容 (Ｂ)一批批的稻米和蔗糖在碼頭邊等著上船裝運 (Ｃ)日月潭發電工程完工，有助臺灣工業發

展 (Ｄ)舉行基隆到臺北段的鐵路通車典禮。 

(    )08、日本原將臺灣視為可掠奪資源的殖民地，但治臺初期消耗的經費卻比預計的還多，反而造成日本國內財政負擔。

因此為了建立殖民經濟的基礎，開始展開許多基礎建設。下列這些項目中，正確的有哪些？(甲)土地與林野調查；

(乙)統一文字；(丙)交通建設；(丁)人口普查 (Ａ)乙丙丁 (Ｂ)甲乙丙 (Ｃ)甲乙丁 (Ｄ)甲丙丁。 

(    )09、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期，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出「民族自決思潮」，對於日本治臺政策有很大的影響。下列關於此一

思潮的敘述，何者正確？ (Ａ)指各民族有權決定自身民族的事務 (Ｂ)日本治臺改採武力鎮壓的方式 (Ｃ)由

美國總統羅斯福首先提倡 (Ｄ)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開始風行全球。 

(    )10、附圖描繪臺灣某時期官方的交通建設，根據內容判斷，該時期最可能是下列何者？  

         (Ａ)荷蘭統治時期 (Ｂ)鄭氏統治時期 (Ｃ)清帝國統治時期 (Ｄ)日本統治時期。 

(    )11、振宇到南投縣仁愛鄉旅遊時，發現一座墓園牌坊上題有「碧血英風」的字樣，這座墓園

是為了紀念霧社事件而興建，是臺灣武裝抗日史上非常著名的事件，其影響深遠。請問:

有關霧社事件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Ａ)發起者為西拉雅族 (Ｂ)因日本掠奪森

林、樟腦資源而引發 (Ｃ)在國際組織的介入下和平解決 (Ｄ)事件後引發更大規模的武裝抗日行動。 

(    )12、品學和老同學相聚時聊起小時候的往事，眾人紛紛回憶他們在 1940 年代就學時，校長常常會在朝會訓話一再強

調「要為天皇而死」，全體小學生立正不能動，然後不斷重複踏步走操場。根據上述，這是受到哪一戰爭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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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甲午戰爭 (Ｂ)第一次世界大戰 (Ｃ)霧社事件 (Ｄ) 1937 年中日戰爭。 

(    )13、自臺灣開港後，□成為臺灣最大宗的進口商品，清廷雖然嚴加禁絕，但一時難以改正。日治以後，起初總督府有

意全面禁止，但為避免引發更多的反日抗爭，於 1897 年將□改為專賣，採用漸禁方式阻止□的流通。但弔詭的

是，□專賣逐漸成為臺灣總督府極為重要的收入，曾占所有專賣收入的 68%，更是總督府財政由赤字轉為盈餘的

最大功臣。請問:上述文中□指的是下列何項商品？ (Ａ)蔗糖 (Ｂ)酒 (Ｃ)鴉片 (Ｄ)樟腦。 

(    )14、小林一郎是 1943 年生活在臺灣的青年，他可能會經歷下列哪一種的生活情況？ (Ａ)家門口懸掛國語家庭認證

的牌子 (Ｂ)加入臺灣民主國發起活動 (Ｃ)被徵召為抗日國民革命軍 (Ｄ)遵守內地「中國」的法制。 

(    )15、日治初期，總督府確立「工業日本，農業臺灣」的基本經濟政策，農業偏重哪兩種農產的生產？ (Ａ)稻米和蔗

糖 (Ｂ)茶和樟腦 (Ｃ)茶和蔗糖 (Ｄ)稻米和茶。 

(    )16、日治後期，總督府提出「內地延長主義」政策。關於內地延長主義政策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Ａ)改由文官

出任臺灣總督 (Ｂ)臺灣人民仍然受到不平等的待遇 (Ｃ)為了安撫臺灣知識分子要求民族自決 (Ｄ)將臺灣

視為中國內地的一部分。 

(    )17、由於臺灣米口感不佳、產量不高，總督府多次改良研發新品種。1922 年，日人磯永吉成功研發出新的稻米品種，

後來取名為「蓬萊米」，深獲日本人喜愛。蓬萊米在臺灣的栽種面積逐年增加，且大量輸往日本。請問:文中敘述

的情形應是發生於哪一階段？ (Ａ)基礎建設階段 (Ｂ)工業臺灣，農業日本階段 (Ｃ)工業臺灣，農業南洋階

段 (Ｄ)工業日本，農業臺灣階段。 

(    )18、皇民化運動所推行的政策包括下列哪些項目？(甲)普及臺語；(乙)改用日姓；(丙)參拜日本神社；(丁)穿著和服 

(Ａ)甲乙丙 (Ｂ)甲乙丁 (Ｃ)乙丙丁 (Ｄ)甲丙丁。 

(    )19、日人在臺經營現代化的製糖事業，請問所謂「現代化的製糖事業」不包含下列何者？ (A)製糖：從舊式糖廍到

新式糖廠 (B)原料：從臺灣原產到印尼進口 (C)運輸：從牛車到五分車 (D)經營：由傳統經營到資本化經營 

(    )20、有一段關於臺灣歷史的記載：「1895 年，李鴻章代表清帝國到日本春帆樓簽訂條約，他雖然據理力爭，最後還是

無奈的把臺灣割讓給日本……。」根據上文，下列何者是李鴻章當時所簽訂的條約？ (Ａ)《辛丑和約》 (Ｂ)

《天津條約》 (Ｃ)《北京條約》 (Ｄ)《馬關條約》。 

(    )21、「說到這個撫臺，實在是不好的人，他的成果跟著他離開，放著幾萬人的士兵在臺灣，沒得吃，也沒船可以回去。

加上他是外地人，在臺灣無親無戚。」上文是□離臺後，部分臺民的觀感。雖然□認為自己是不得已離開臺灣，

也為此感到難過。不過對於被留下的民眾而言，□並不是個稱職的領袖。上文中的「臺灣巡撫」應是指下列何人？ 

(Ａ)沈葆楨 (Ｂ)劉銘傳 (Ｃ)丘逢甲 (Ｄ)唐景崧。 

(    )22、附圖是歷史老師帶來跟同學們分享的紙鈔，並且希望班上同學討論紙鈔存在的歷史   

         背景。請問：下列四位同學何人的說法較符合史實？ 

         (Ａ)小宇說：「這應該是清末劉銘傳時期發行的。」 (Ｂ)阿承說：「我覺得是荷蘭

聯合東印度公司在大員發行的。」 (Ｃ)沅沅說：「應該是日治時期設立的臺灣銀行

發行的。」 (Ｄ)安安說：「這是國民政府接收臺灣後為取代日幣發行的。」 

(    )23、日本治臺之後，引進許多日本文化。現在我們許多生活方式和用語，如「歐巴桑」、「歐吉桑」、「便當」、「啤酒」、

「料理」等，是日本語文經由轉化而成為「臺灣化日本語文」的結果。另外，從姓名上也可看出臺灣人的日本風

味，例如義雄、文雄、智雄、秀雄、英雄、昭彥、勝彥、靜枝等，是臺灣被殖民政府要求改日本姓名的文化遺留。

請問:臺灣人會取一些日本風味的名字，是日治時期哪一個運動推展之下的結果？(Ａ)西化運動 (Ｂ)自強運動 

(Ｃ)皇民化運動 (Ｄ)同化政策運動。 

 (    )24、「臺灣總督得於其轄區內，頒布具有法律效力之命令。」這是 1896 年日本發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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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此臺灣人可以自主管理 (Ｂ)形成總督專制

的統治體制 (Ｃ)臺灣總督須具備司法背景 (Ｄ)視臺灣為日本內地的延長 

(    )25、1930 年代起，日本試圖將臺灣建設成補給基地，開始推動工業化，經濟政策調整為「工業臺灣，農業南洋」。請

問:這是為了配合日本哪一項政策? (Ａ)西進政策 (Ｂ)南進政策 (Ｃ)東進政策 (Ｄ)北進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