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 警專歷史考猜 

109 年警專歷史試卷，有 95 課鋼與 101 課鋼的題目出現，且 101 課綱的選修歷史即考了 5 題

左右，並有 108 課綱的題目出現，可謂是新舊交替的出題思維與策略。故今年的 110 警專歷史的考

猜，深感是 101 課綱的 後一屆，傳統老題目即成為準備重點。 

爾後，根據第 38、39 期的題目來作比較分析；按照臺灣史、中國史與西洋史的順序來看，第

38 期卻僅有 8 題臺灣史，但出題章節則較為平均，其中原住民文化也越趨重要；此外，於中華民國

時期的題目兩期則都固定為 3 題，分析可見，主要是聚焦於「經濟發展歷程」、「時代文藝創作風

格」等兩領域。 

至於中國史方面，上古史、秦漢史與中古史則增加 1 至 3 題左右，而近世史則減少 2 題，民國

史與中共則分別固定出 1~2 題；出題的方向，不僅有 95 課綱的邊境民族的相處情景之老題目，以

及 108 課綱佔據第二冊一半以上的東亞文化圈；所以，推估同學們應該要準備宋的榷場貿易，明清

以後的改土歸流(明成祖貴州、清雍正時的西南方)等，以及東亞文化圈的朝鮮(三國志、新羅、高

麗、高麗王朝與李氏朝鮮等)、日本(漢倭關係、大化革新、天皇體制確立、三大幕府與明治維新等)

與越南(百越、秦漢與越南、脫藩、亞宗藩體制等)等政權發展歷程等。 

再究西洋史方面，主要聚焦於近代如何演變到現代的歷程；所以，同學們在準備時，需要關注

於文藝復興、科學革命、啟蒙運動、工業革命、資本主義發展等發展歷程；關於史地綜合命題方

面，即是歷史課本與地理課本均有的「核心與邊陲」，此即是當前中南美洲之困境，此類的出題方

式，是否開啟了警專歷史的跨領域之考題呢？！所以同學在準備時，我們可以關注於 110 學測的跨

領域(史地、史公)題目等。 

後附上老師準備的考猜總複習資料，願同學們準備順利。預祝大家順心愉快、金榜題名。 

 



一、臺灣原住民族 

1.原住民族的起源 

(1)南島語系族(由於臺灣原住民語言分歧且多元→臺灣可能是南島語族向外擴散的起點) 

早約於 6000 多年前移入→定居於臺灣 

晚約於 1000 多年前從菲律賓北上→定居於蘭嶼 

(2)南島語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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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閩粵移民來臺的社會狀況 

清朝統治兩百多年的臺灣景況 

1.性別比例失衡─有唐山公，無唐山媽 

   男多女少→娶妻不易→婚嫁重聘金、童養媳、與原住民通婚(入贅婚→加速平埔族漢化) 

2.「羅漢腳」─詞彙的出現 

   單身無業男子(羅漢腳)→社會治安隱患、但對開墾仍有貢獻 

3.分類械鬥的出現 

   不同原鄉→「觀念、語言等差異」與「生活、事業等競爭」→分類械鬥(祖籍、姓氏、同職業競爭) 

   官府控制力薄弱→武力爭「水權與墾地、利益等」→司法不公→司法了斷 

      衝突頻繁(EX:1853 年爭淡水艋舺沿岸商業地盤→下郊(泉同安聯漳)VS 頂郊(閩三邑)) 

4.民變的發生(朱一貴(1721)、林爽文(1786~1787)、戴潮春(1862~1864)) 

   因吏治不良、軍紀敗壞、祕密結社盛行、族群複雜等→「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亂」 

5.原漢合作(VS 跨祖籍合作(淡水同知命竹塹閩客簽合同→閩客合作(金廣福)→防原民攻擊與共享樟腦與土

地利益) 

   原民提供「土地與人力」、漢人提供「資金與技術」、原漢合力開發水資源(岸裡社張達京割地

換水、郭錫瑠娶泰雅公主與聘原民開鑿水圳) 

 

  



三、中華民國階段性政策 

 

 

 

 

進口替代期 

◎1950 年代農業於土地改革和推動農業技術教育 

    →調整制度與提升農業技術人員素質 

◎田賦徵實(繳稻穀抵稅收、政府決定價格比) 

  肥料換穀(府方訂出稻穀低於市價格以換肥料) 

   →將農業所得引導到政府與工業部門 

     支撐軍公教人員的糧食配給(或軍公教人員福利證)和工業發展 

◎對民生工業(紡織、食品)採高關稅與進口管制 

    →扶植本地產業 

◎接受美援→生產農產加工品→售往日本 

 

 

 

 

 

 

 

出口擴張 

◎1950 年代後期因人口市場有限→進口替代工業出現市場飽和 

   →廠商將產品銷售國外 

◎日本與美國等先進國家的勞動成本提升 

   →將勞力密集產業移到工資低廉且稍具工業基礎的地區 

  1960 年代政府改採出口擴張政策 

  →透過「獎勵投資條例」來吸引外國企業來臺設廠 

    運用本地或進口原物料來加工出口 

◎1963 年起工業產值超越農業 

  →農業經濟轉型為工業經濟為主的模式→工業化國家發展典範之一 

◎1966 年高雄成立亞洲第一個加工出口專區 

  →以加工中繼的角色納入日本與美國的國際分工體系 

◎從日本進口生產零件→製成工業製品→出口到美國 

  →形成生產上仰賴日本的原料與技術 

        市場上仰賴美國購買 

    →10%高經濟成長率的表現、1971 年起對外貿易順差(邁向長期出超) 

第二次 

進口替代 

◎加工出口區創造繁榮→對日治時期基礎設施感到不足 

  1960 年代末期政府開始籌畫或興辦大型公共建設與重工業 

  1970 年代初期遭逢外交挫敗乃至民間投資意願低落 

  1973 年石油危機(OPEC 石油輸出國組織)導致全球經濟衰退 

     政府採取擴大內需的第二次進口替代政策 

     →推出以「重工業」與「交通建設」為主的「十大建設」 

       →希冀建立完整且自立的工業體系 

         大型建設→創造大量就業機會與各項原物料需求 

            刺激臺灣經濟復甦→度過能源危機 

 

  

犧牲農民 

賺取外匯 

美日台三角貿易體系 



四、中國官僚體制之演變 

 
官僚演變 

秦、漢初  丞相為百官之首─下設九卿 

→權力大→對皇權易有威脅 

漢武帝  漢武帝為制衡丞相→組幕僚親信形成「內朝」 

→丞相淪為「外朝」長官僅奉命行事 

隋唐  三省長官俱相權+互相監督制衡的作用 

→宰相權力分化→皇權稍有提升 

宋  宋太祖分削相權→皇權再提升 

明  明太祖廢除宰相+明成祖讓大學士議政 

→漸形成「內閣」，僅有票擬權 

→皇權走向獨裁 

清 
 官僚制度運作遭破壞→皇權達頂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