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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瀛來的統治者

第一課 日治時代的殖民統治



馬關條約與臺灣

• 清光緒 ，清廷與日本

爆發甲午戰爭。

• 清廷戰敗，隔年被迫簽訂，

將 割讓給日本。

• 臺灣成為日本的殖民地，長達

之久。

二十年(1894)

馬關條約

臺灣、澎湖

五十年



光緒二十年(1894)，中日爆發甲午戰爭。隔年，戰爭結
束後，清廷代表李鴻章與日本代表伊藤博文簽訂馬關條
約，把臺灣、澎湖割讓給日本。



日本殖民統治的建立

• 部分官民成立 ，企圖阻止日

本占領。

• 日軍登陸後不久臺灣民主國瓦解

• 各地抗日義軍經過半年的奮戰，終告失敗。

• 日本占領臺灣後，設立 為最高

統治機關，實施專制的殖民統治，對日後

的臺灣社會，造成非常大的影響。

臺灣民主國

臺灣總督府



(1838～1924)是
臺灣民主國第一任總統，
號召民眾抗日，但日軍登
陸後，即逃亡到中國。

臺灣民主國的國旗—
藍地黃虎旗。

唐景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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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一想
臺灣總督府的職權有哪些呢？

臺灣總督府的職權非常大，是全國政治

的中心、最高統治機關，掌管軍事、政

治、教育、經濟。



臺灣總督府的統治措施
• 日治時代初期，臺灣不斷發生武裝抗日

活動。

警察制度：

• 總督府在全臺建立嚴密的警察制度，監

視和控制著臺灣人民的生活與言行。

地方制度：

• 行政區域變動頻繁

• 西元1920年代以後，分設五個州三個廳，

地方行政才正式確立。



日治時代，因臺灣總督府
賦予警察很大的權力，無
所不管，所以日本警察被
稱為「大人」。

例如：村裡如有違法事件，
有人隱情不報，全村都會
遭受處分。



惡疫預防:預防傳染疾病、進行
衛生宣導、推行衛生政策

蕃人受產:辦理蕃人授權產業事
宜、解決授產糾紛

救助救護:照顧有需要的民眾

左側通行：宣導車輛靠左行駛
的交通規則，並取締違規者

取締思想：監控並取締違規者

犯人逮捕：逮捕罪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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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代，保正(村、里長)及甲長(鄰
長)的職務是配合警察執行相關事務。

請觀察圖2保正
及甲長職務圖，
說說看，日治時
代的保正及甲長
要負責的工作有
哪些？



日治時代，保正(村、里長)及甲長(鄰
長)的職務是配合警察執行相關事務。

動動腦參考解答

例：戶口調查、
定期舉行會議、
傳達政令、修補
道路、衛生監督、
表揚有良好表現
的人、辦理轄區
內行政業務所需
的經費、對人民
進行教導及勸誡、
協助街庄事務、
輔助警察工作等。



鄭氏時代的建設

• 鄭成功來臺後，

設承天府為最高

行政機構

• 分 設 天 興 、

萬年兩縣。

鄭氏時代臺灣行政區圖。



清代前期臺灣府行政區演變示意圖。



清代後期臺灣省行政
區圖。



西元1920年代的臺灣行政區圖。



西來庵事件
(又稱噍吧哖事件)
西元1915年，在今臺南市
玉井區爆發了規模相當大
的西來庵事件。當時余清
芳等人藉著民間信仰的力
量，密謀驅逐日本人，結
果因事機洩漏而失敗。此
事件後，漢人的抗日運動
由武裝抗暴方式轉為理性
和平的抗爭。

西來庵事件後，日軍押解被逮
捕的民眾，頭上罩上竹簍、扣
上手銬，準備送到法庭審判。



霧社事件
霧社地區的原住民不滿日本
官吏長期殘暴的統治，於是
在西元1930年，由賽德克族
的莫那魯道率領族人襲擊日
本警民，日本軍警馬上以大
砲、飛機及毒瓦斯等優勢武
力，向霧社各部落展開攻擊，
造成霧社地區的原住民傷亡
慘重。

日軍以新式武器向原住
民部落發動攻擊。

事件發生後，總督府也因而重新檢討對原住民的統治
政策，從此不再發生大規模的武力鎮壓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