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國際競爭下的台灣



臺灣位於中國大陸東南沿海，
是【西太平洋】南來北往的交通樞紐。
16 、 17 世紀【地理大發現】後，
西方國家積極擴展東亞貿易，
臺灣成為【荷蘭】、【西班牙】競逐的目標， 
 
被納入國際貿易體系的一部分。

明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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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夫島

海商在台澎的活動

1 、大約在 12 世紀（【宋】朝時），
   已有漢人移居澎湖。
   13 世紀後期，【元】朝在澎湖設置【巡檢司】，
   這是澎湖設立官方機構的開始。

元代馬端臨
〈文獻通
考〉：
｢琉求國在
泉州之東，
有島曰澎湖。
煙火相望，
水行五日而至
｣

= 派出所

澎湖天后宮是全臺最古老的媽祖
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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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到了 14 世紀後期，
   明朝為了防備【倭寇】，
   實行嚴格【海禁】政策，
   禁止人民從事海上活動。
3 、 16 世紀以後，
   海禁政策逐漸鬆弛，
   人民私自出海謀生
   的情況愈來愈多，
   【澎湖】與【臺灣】
   逐漸成為漢人捕魚、
   貿易、走私場所。

明朝實施海禁

【倭寇】最初主要是指由日本人所組成的海盜
集團， 
 活動於朝鮮半島及中國北部沿海一帶。
 16 世紀以後，
 他們轉向中國東南沿海劫掠或進行走私貿
易，
 組成分子除了日本人以外，
 實際上絕大多數為【漢人】，
 但中國官方仍統稱為倭寇。
 現在的學者基於他們亦盜亦商的性質，
 稱他們為「【海商】」。



海商在台澎的活動

4 、當時日本人
   也常到臺灣活動，
   稱臺灣為「【高砂】」
   或「【高山國】」。
5 、 16 世紀後期，
   因【海商】活動威脅
   到中國東南沿海地區，
   明朝政府派兵
   進駐【澎湖】，
   使原本以澎湖
   為據點的海商，
   逐漸轉移到臺灣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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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商在台澎的活動

6 、 17 世紀前期，臺灣成為海商
  【顏思齊】、【鄭芝龍】的重要據點，
   他們掌控了臺灣與中國東南沿海的貿易；
   同時也招募漢人開墾今日【雲林】、【嘉義】，
   這是漢人來臺拓墾的開始

開台
聖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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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顏思齊登陸笨港事
蹟的「顏思齊開拓台灣
紀念碑」位於雲林縣北
港鎮



Iquan



明代實行
     政策
以防倭寇
駐兵澎湖

荷蘭人

西班牙人

葡萄牙人

歐洲人稱呼台灣 ~
福爾摩沙

漢人

漢人稱呼台灣 ~
元 - 瑠求
明 - 台灣、東番
   大員、小琉球

海禁

日本
倭寇

日本人稱呼台灣 ~
高砂國、高山國



明太祖因海盜走私活動猖獗，在圖中何地頒布海禁
令，
下令禁止人民到海上活動，並要求將當地居民全部遷
返福建？

(A) 甲  (B) 乙  (C) 丙  (D) 丁

金門

馬祖

澎湖

綠島



倭寇 + 海
商



為了胡椒

和上
帝 !!

1 、 16 至 17 世紀，歐洲國家紛紛到東亞地區
   尋找貿易和傳教的據點。
   

歐
     

      洲

非
洲

東亞

荷蘭、西班牙在台灣的競逐

葡萄牙
西班牙

Ilha 
Formosa 意
為美麗之島

荷蘭

1 、 16 世紀，前來東方的【葡萄牙】人航行
    經過臺灣時，稱臺灣為「【福爾摩
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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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西班牙在台灣的競逐

2 、後來葡萄牙人
   及西班牙人
   分別占領【澳門】
   和菲律賓的【馬尼拉】，
   作為與中國貿易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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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

基督教

天主教



荷蘭、西班牙在台灣的競逐

3 、聯合東印度公司成立於 1602 年，
   亞洲總部設在【巴達維亞】（今印尼雅加
達）。
   該公司得到荷蘭政府的授權，獨占海上貿
易，    
   可用國家名義設置軍隊，對外宣戰、締
約，
   亦可任命官員統治其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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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17 世紀初，
   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的商隊曾占領【澎
湖】，
   但被明朝將領【沈有容】逼退。

荷蘭東印度公司
司令官韋麻郎

Wijbrand Van Warwijck

澎湖馬公風櫃斗



荷蘭、西班牙在台灣的競逐

5 、 1624 年，
   【荷蘭】人
   進占臺灣南部，
   成為最先占領臺灣
   的歐洲國家，
   並展開 38 年的殖民統治
   （ 1624 ～ 166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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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西班牙在台灣的競逐

6 、荷蘭人來到臺灣後，先在【大員】
  （今臺南市安平區）修築行政中心【熱蘭
遮】城
  （ Zeelandia ，今臺南市【安平古
堡】），
7 、日後又在附近的【赤崁】建立商業市鎮
   【普羅民遮】城，鞏固對南臺灣的經營
   （ Provintia ，今赤崁樓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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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蘭遮城
= 安平古堡

普羅民遮城
= 赤崁樓

鹿
耳
門
水
道

甲

乙丙

丁

戊







熱蘭遮城
= 安平古堡





荷蘭、西班牙在台灣的競逐

8 、西班牙人為了
   和荷蘭人競爭，
   於 1626 年進攻
   臺灣北部，
   陸續占領
   【雞籠】
   （今基隆市）、
   【淡水】
   及【蛤仔難】
  （今宜蘭縣）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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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西班牙在台灣的競逐

9 、西班牙在雞籠修築【聖薩爾瓦多】城；
   在淡水興建【聖多明哥】城。
   他們將臺灣作為對日貿易的據點，
   並積極傳播【天主教】。

雞籠 San 

Salvador
淡水

San  
Domin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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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西班牙在台灣的競逐

10 、後來日本實施【鎖國】政策，
   西班牙人對日貿易受挫，
   於是減少駐臺守軍。

長崎的荷蘭商館

11 、鎖國政
策：
17 世紀前期
起，日本禁止其
人民到海外貿
易，
只准【荷蘭】人
和【中國】人
到指定的港口
【長崎】
進行貿易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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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西班牙在台灣的競逐

10 、 1642 年，【荷蘭】人打敗西班牙人，
   控制臺灣北部，成為唯一在臺的西方勢
力。
   總計西班牙人在臺灣北部共統治了 16
年。

淡水紅毛
城的前身

是
聖多明哥

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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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蘭遮城
( 大員 )

聖薩爾瓦多城
( 雞籠 )

聖多明哥城
( 淡水 )

荷蘭人改
建，稱為紅

毛城
( 淡水 )

答對了嗎 ^_^



荷蘭統治下的台灣

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以【臺灣長官】為治理臺
灣的最高行政官員，一方面加強掌控原住民，
一方面招募漢人來臺開墾，並積極發展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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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統治下的台灣

   對原住民的統治 ~
 荷蘭統治原住民的方式，是先以【武力】征
服，
  再施以【行政控制】與【宗教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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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9 年麻豆社事件
de verrader ofte moordenaer rivier



荷蘭統治下的台灣

   對原住民的統治 ~
 行政控制方面，荷蘭人採取間接控制，
  透過各社原住民所選出的【長老】，
  授予他們維持村落秩序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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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統治下的台灣

   對原住民的統治 ~
 宗教教化方面，
  荷蘭人在臺傳播【基督教】，
  其傳教士除了設教堂外，
  還成立學校，
  教【新港】社一帶
 （今臺南市新市區）的
 【西拉雅】族用羅馬字母
  拼寫自己的語言。這種文字，
  後人稱為【新港】文，
  是最早被書寫成文字
  的臺灣原住民語言。

甘治士 Georgius 
Candidi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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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 1659 年，
西拉雅族各社

熟諳教理的信徒比例 

古荷蘭語 ( 左 )
和新港語 ( 右 )
並列的馬太福音
（約 1650 年）



荷蘭統治下的台灣

   對原住民的統治 ~
 以新港文所寫的土地契約等文獻，
  後人稱為「【新港】文書」（又稱「番仔
契」），
  是研究臺灣原住民歷史的重要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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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統治下的台灣

   經濟措施 ~
 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占領下的臺灣，
 【土地】全由公司掌控，稱為『【王
田】』，
  漢人必須承租繳稅才能耕種。
  荷蘭人利用漢人開墾土地，
  引進【耕牛】協助耕種。

釋迦 番茄 荷蘭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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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 17 世紀開
始，
   台灣經營轉
口
   貿易的優勢
為
   何？

A ：

位置

答錯的下場…



荷蘭統治下的台灣

   經濟措施 ~
 荷蘭人以【臺灣】作為國際貿易的轉運站，
  不僅輸出臺灣的【稻米】、【蔗糖】、【鹿
皮】，
  還轉運瓷器、香料、絲織品等，
  積極發展與【中國】、【日本】、
 【南洋】（東南亞）的貿易。台灣是             
『公司的一頭好乳

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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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統治下的台灣

   對漢人的壓迫 ~
 荷蘭人雖然借助漢人之力從事開墾，
  但對漢人的管制卻相當嚴苛，
  終於在 1652 年爆發【郭懷一】抗荷事件。

烏魚 鹿皮

人頭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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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統治下的台灣

   對漢人的壓迫 ~
 漢人抗荷失敗後，
  對荷蘭人更加反感。
  後來【鄭成功】
  進攻臺灣時，
  得到部分漢人的支持，
  合力將荷蘭人
  逐出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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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斌獻地圖



Coyett 揆一



 

朝 

鮮 

明 

丁 

 

甲 

大員 
丙 

馬尼拉 

戊 

乙 

琉球 葡萄牙
澳門

天
主
教

荷蘭
巴達維亞

基
督
教

西班牙
馬尼拉

天
主
教

17 世紀 (1633) 日本實施鎖國
政策

只允許荷蘭人至長崎貿易
地理大發

現



荷蘭人與西班牙人的比較
民族 荷蘭人 西班牙人

亞洲
據點

巴達維亞 ( 印尼 ) 呂宋 ( 菲律賓 )

來台
時間

1624-1662 (38 年 ) 1626-1642( 共 16 年 )

登陸
地點 

大員 雞籠

佔領
地區 

(1)1624 年開始佔領    

     台灣南部→赤崁一
帶

(2)1642 年佔領全台灣 

1626 年開始佔領台灣北
部→雞籠、滬尾、噶瑪
蘭



民族 荷蘭人 西班牙人

據台
目的

(1) 國際貿易轉運站→

『台灣是公司的

    一頭好乳牛』

(2) 傳教 ( 基督教 )→ 新
港文 

(1) 以台灣作為對日本

   傳教和貿易跳板→

   貿易目標並未達成
，

   轉趨消極，

   減少在台灣北部駐
軍

(2) 傳教 ( 天主教 ) 



民族 荷蘭人 西班牙人

建設 (1) 大員－熱蘭遮城

   ( 今台南安平古堡 )

(2) 赤崁－建立新市街

   普羅民遮城

  ( 今赤崁樓前身 ) 

滬尾－聖多明哥城

( 今淡水紅毛城的前
身 ) 

驅除者 鄭成功 荷蘭人

原住民
地位

原住民大體上維持原有的生活方式 

意義 使 17 世紀台灣的國際地位變得更為重要 



1 2 熱蘭遮城
= 安平古堡

普羅民遮城
= 赤崁樓

鹿
耳
門
水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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