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社會經濟史大綱

    台灣歷史雖短，然而經濟發展與社會變遷之迅速，在世界近代史上誠屬罕見。其次
由於不斷有外來政權之統治，其發展呈現斷裂性與跳躍性之面貌，亦其特徵。因此，
本課主旨在探討每一時代之經濟特質及其發展成果，並顯現該時代之相對應的社會
變遷及其特色。其主要內容如下。
                 
第一章 導論：研究意義、研究史、課題、分期

                
第二章 原住民之經濟生活——新石器時代之漁獵社會
           自足與共有經濟：狩獵業：漁業；初級農業：其他

第三章 原住民之社會組織與社會生活——合作與和諧
第一節　部落社會組織：親族組織；祭團；政治結構
第二節　社會生活：宗教活動；婚姻與家庭；社會習俗；社會觀念

第四章 荷人之入侵與海洋性經濟之啟動﹙1624--1662﹚
第一節　重商傳統之啟動
第二節　產業發展：商業；農業；獵業；漁業；工礦業；財政

第五章 荷人統治下之社會變遷     
第一節　社會結構
第二節　社會變遷與衝突

第六章 明鄭時期農商並重經濟之定型
第一節　抗清政策下之農商並重經濟
第二節　產業發展：農業；新產業；商業；財稅制度

第七章 明鄭漢人政權下的社會發展：漢人社會之奠基
第一節　漢人社會的壯大
第二節　社會結構與社會變遷

 
第八章 清代前期之經濟發展：兩岸互補經濟的形成
第一節　清代社會經濟變遷的背景
第二節　前期的農業發展：精耕農業
第三節　前期的商業發展：兩岸貿易的興盛

第九章 清代台灣之社會變遷
第一節　社會結構之變遷：漢人優勢社會之建立
第二節　漢人之社會組織社會生活與社會問題

第十章 日治下之殖民地式近代經濟
第一節　經濟政策的演變與特色
第二節　前期「農業台灣，工業日本」之發展（1895-1930）
第三節　後期「工業台灣，農業南洋」之發展（1930-1945）：南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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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殖民統治下近代社會的萌芽
第一節　殖民的不平等社會結構
第二節　近代社會的萌芽
第三節　反殖民統治之社會運動

第十二章 戰後經濟之迅速發展
第一節　經濟政策與發展階段
第二節　戰後經濟之歷史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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