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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國。很多為西班牙所驅除的異教徒、難民不少是財富雄厚的資本家，遷往荷蘭，使荷

蘭資本財經實力大增，遠洋貿易投資成為可能。 
技術進步：荷蘭在十六世紀末，已有精確海圖製作與使用；曾經在葡、西海貿服務的荷

蘭船長、水手，將它們知識、經驗貢獻給國家，帶領船隊航向東方。1595 年荷蘭第一支

三艘遠航船，載有 240 人船員，在胡特曼（Houtman）領導下向東方航行。1596 年 6 月，

抵達西爪哇萬丹港，繼續東行，荷蘭人與葡萄牙人發生衝突，又遭遇爪哇人攻擊，三艘

船倖存 87 人，於 1597 年 8 月回到荷蘭。此次首次遠征的成功，證明與亞洲直接貿易的

可能性。 
集體互保：首航成功，帶來商業狂潮，巨額利潤，大開投資的動機。1598～1601 年間，

荷蘭船對競相前往東南亞建議商貿據點，並運回香料獲取巨利。由於湧向東南亞船隊太

多，激起競爭。在削價競爭結果下利潤減少。同時因葡、西國阻撓與英國競爭下，荷蘭

商人只有團體合作才能生存發展，共享利益。 
經營方式：公司建立荷蘭 6 個地區商會於 1602 年 3 月 20 日正式成立公司。政府議會給予

公司成立《特許狀》、範圍是好望角以東到麥哲倫海峽（南美洲）之間，21 年貿易壟斷權。

公司擁有武備軍隊，修建城堡，訂立條約等權利。公司由 76 人組成董事會，實際運作由

17 人組成理事會（17 先生）共同主理、資本額 642 萬餘盾（為同時期英國東印度公司資本

近 10 倍）。公司雖屬荷蘭人，但其士兵、職員等不少來自歐洲各國。為了強化對亞洲商貿，

於 1610 年設立總督一職，位於巴達維亞，由 17 董事任免，並設評議會，作為總督諮詢、

監督機構。公司除東印度群島外，在印度西岸、錫蘭、臺灣（1624 後）等皆有其據點或殖

民地，並向日本、中國擴展貿易，成為名符其實的經貿王國。 
對東南亞影響 
對東印度群島（印尼）影響：公司對印尼的殖民地統治、剝削壓榨當地土著，破壞生態

（種植經濟作物取代糧作），但也引進現代化文明建設，提升文化、教育、醫療水準，

促進當地開發。 
對臺灣的影響： 
進入歷史時代：荷蘭人為了進行傳教使用「新港文書」，使臺灣進入文字的歷史時代。 
亞太貿易樞紐：荷蘭人使臺灣成為中國、日本、東南亞地區貿易轉運站，納入世界體

系。 
多元社會形成：荷蘭引進西方文化，漢人移民引進和文化，改變以往原住民的社會。 
充實物質文化：荷蘭人引進部物種如番鴨、黃牛、蓮霧、釋迦、玉米、花生、甘藍

（高麗菜）、番石榴、碗豆、虱目魚等充實物質文化內容。 
結局 
十八世紀後，公司內部管理不當，員工腐敗，海外營運成本增加，資金不足、英荷戰爭

失利（1780～1784）、巴達維亞的瘧疾造成損害等因素而日益衰沒。1795 年荷蘭遭法國

占領，1799 年 12 月 31 日宣布解散，1800 年始由政府接管。 
工業革命後，工業資本家強大，不滿東印度公司在亞洲的壟斷，操縱國會削弱公司特權。

加上美國獨立革命後，自由主義貿易盛行，1832 年被取消亞洲貿易特權。1858 年，東印

度公司處理印度土著士兵暴亂失當，國會解除其行政權力，公司財產歸政府所有，設立

「總督」（事務大臣）直接統治印度。 
二、學者指出：18 世紀以後，西歐地區開始出現「市民階層宮廷化」現象，許多新興的市民階級

仿效貴族或王室的生活方式，包括舉止行為與飲食文化，注重「禮貌、教養、文明」。請說

明此時期西歐社會發生變化的具體原因？(8 分)「宮廷化」的主要內涵與發展趨勢影響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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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許多西方媒體稱呼阿富汗為「帝國墳場」，美國在阿富汗經營 20 年後，最近又倉促撤離，

重新讓人想起「帝國墳場」這個概念。請說明阿富汗在絲路上的位置、19 世紀以後的重要發

展、20 世紀初英、俄、美等國為何介入阿富汗事務？(8 分)其動機及所面臨的問題為何？(8
分)結局為何？(9 分) 

【解題關鍵】 
先論述阿富汗戰略地位.再以歷史說明帝國墳場 

【擬答】 
阿富汗位於古代絲路上，地理上是東方、西方交會點，貿易中心與民族走廊。因其有重要

的地緣戰略位置、連接歐亞大陸眾多國家，加上民族、宗教信仰多元，成為世界上政治、

文化上最複雜的地區。在漫長歷史上，阿富汗經歷了無數侵略、征服，但這些入侵最後以

失敗而歸，亞歷山大、蒙兀兒、大清、大英帝國即是顯例、因而有帝國墳場的說法。1979-
1989 蘇聯入侵阿富汗，大敗而歸，強化這種論述。 
十九世紀阿富汗王國式微，成為英國、俄羅斯的競逐地。英國控制印度半島，若能擁有阿

富汗，可以防止俄國南下，也可與中東連結一完整區域，以利爭霸天下。英國與阿富汗王

國進行三次英阿戰爭，英國因運補困難，傷亡慘重，於 1919 年 8 月，退出阿富汗。 
 1978 年蘇聯所扶植人民民主黨(共產黨)發動政變，並奪取政權。蘇聯企圖控制阿富汗因其

戰略地位重要，可以南下印度洋，西進中東，包圍中國等。美國及西方國家則抵制蘇聯入

侵。蘇聯為了鞏固共產政權，派兵進入阿富汗(1979-1989)在美國、巴基斯坦援助下，加上

阿富汗人民艱苦奮鬥，造成蘇聯二萬餘名士兵死亡，巨耗財源，迫使蘇聯撤軍。 
結束蘇聯共產政權，阿富汗內部矛盾，衝突劇烈、內戰不停。塔利班與各地軍閥興起，各

據地盤。1996 年塔利班奪取政權，以教法治國，並且協助恐怖主義團體如賓拉登的基地組

織。2001 年美國爆發「911 恐攻事件」、美國為了消滅恐怖組織，與西方國家如北約進軍

阿富汗，進攻塔利班，扶植民主政權(2001-2021)但阿富汗民主政權內部貪腐，軍警紀律敗

壞，士氣低落。美國、北約國內反戰風潮激烈、傷亡慘重，最後只好撤出阿富汗，於此再

淪為塔利班統治。英國、蘇聯、美國失敗、撤軍，映證阿富汗是「帝國墳場」的概念。 
四、16 世紀葡萄牙人繞過非洲抵達南亞之前，印度與地中海間的貿易已經相當發達。試說明這些

貿易路線的具體內容。既然有其他路線，葡萄牙人為何仍要尋求新航線？(12 分)當葡萄牙人

繞過好望角之後，歐亞間的貿易有何變化？(13 分) 

【解題關鍵】 
先論尋找新航路動機.次論歐亞貿易間的變化 

【擬答】 
中古時代印度與地中海之間就有海上.路上絲路貿易、遠從中國經中亞或南海.印度抵達地中

海東岸。 
葡萄牙：最早從事海外探險的歐洲人。亨利親王大力支持航海探險，成立航海學校，資助

探險活動，發現非洲西海岸一些島嶼。最初探險目的，除傳布基督教之外，尋求可耕地與

打破阿拉伯人在非洲、東方商貿的獨占權。 
尋求「東方航路」：動機 
經濟因素：歐洲人積極尋求通往東方航路，主要是想取得亞洲的商品如香料、絲綢、寶

石等，這些商品因鄂圖曼土耳其人雄峙近東後，商路中斷。 
政治因素：歐洲盛傳亞洲、非洲存在一些基督教國家，歐洲人欲尋求這些國家結盟以對

抗伊斯蘭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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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導下，驅

好望角」，

現南美洲。

度、麻六甲

王室在印度臥

斷。 
易.傳教.殖民

https://

督教福音的使

外尋求可耕地

驅使歐洲嘗試

1498 年達伽

壟斷由東方

甲、澳門乃

臥亞（Goa

民。亞洲成

/www.pub

使命。 
地或生活資

試去尋找傳

伽馬（Vasc
方（中國、

乃至日本，建

）設立「東

成為歐洲各

lic.com.

資源成為當務

傳說的人事及

co da Gama
蘇門答臘

建立商業據

東印度總督

國競相爭奪

tw 

務

及

a）
、

據點，

督」，

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