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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港區土地利用與空間變遷                     ________班________號_______________ 

一、基隆港區的自然環境 

1. 基隆港區早期的地形被稱為「兩嶺四港門」。請問分別是哪兩個山嶺、以及哪四個港門？ 

(1) 兩個山嶺（請直接標示在下方地圖上）(10分) 

(2) 四個港門（請參考下方地圖，寫出甲～丁對應的河流今昔名稱）(16分) 

 甲 乙 丙 丁 

今 牛稠港溪 西定河 南榮河 田寮河 

昔 牛稠港 蚵殼港 石硬港 田寮港 

2. 基隆港在昔日稱為「雞籠港」或「雞籠灣」，又因舊內港裡兩座鱟公嶼、鱟母嶼礁石而雅稱「鱟

江」。下圖為「基隆港市街及兵備圖(1888)」，請找出鱟公島、鱟母島的位置，並在地圖上標

註代碼。（A鱟公島  B鱟母島）(10分) 

 
3. 依據上述地形特色，你覺得基隆港灣的發展條件優勢和劣勢是什麼？(10分) 

優勢 港灣水深，適合開發港口 

劣勢 港區周圍山地多、腹地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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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隆港灣的東岸、西岸、南岸，何處較不利於人口居住？請說明理由。(10分) 

A：西岸，沿海平原狹小 

 

 

二、基隆港區發展變遷 

5. 1626年西班牙人登陸何處，蓋了「聖薩爾瓦多城」，用以監視基隆港灣的出入口？(2分) 

A：社寮島(和平島) 

 

6. 清領時期因法國覬覦北臺灣煤礦產地，清廷為鎮守基隆港灣、抵抗外敵入侵，在基隆山坡上

興建至少 9座砲台。請問這些砲台設置的地理環境有何特色？(5分) 

A：制高點、視野良好；位於面海的陡峭懸崖上方(單面山或海階) 

 

7. 1860年英法聯軍戰役後，中國與英法先後簽訂天津條約、北京條約，自此基隆開港通商，成

為臺灣對外貿易重要口岸，以輸出煤礦為主。1887年劉銘傳開始規劃從基隆興建鐵路聯通臺

北，但當時基隆港並不發達，主要是因為臺北地區的貨物仍大多送到哪個港口出口？(5分) 

A：淡水港 

 

8. 日治時期明治 32年(1899)基隆港才開始五期的現代化港口建設。下圖為大正 6年(1917)「基

隆市區改正計畫圖」，對比上一頁的清代地圖，請說明港區此時期的地形有什麼變化？(5分) 

A：內港鑿除鱟公島和鱟母島，疏通泥沙、填海造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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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日治時期基隆築港工程，增加了市區的土地面積。並規劃日人及漢人的區域，港區因人貨流

通而興盛，因而有基隆諺語「哨船頭大賣，草店尾小賣」之說。請完成下方表單：(12分) 

 哨船頭（基隆銀座） 草店尾（福德市場周圍） 

在基隆港灣的位置 

（選項：西岸、南岸、東岸） 
東岸 南岸 

族群分布 

（選項：漢人、日人） 
日人 漢人 

信仰中心 

（請填入廟宇、神社名稱） 
基隆神社 

慶安宮、奠濟宮 

城隍廟、福德宮 

 

三、今日基隆港區土地利用 

10. 下圖為今日基隆港區的土地利用情形 

(1) 請在下圖劃出基隆外港和內港大致分界線 (5分) 

(2) 請說明外港和內港的土地利用差異。（選項：漁業、工業、商業、軍事、觀光）(10分) 

外港 漁業、工業 

內港 軍事、觀光、商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