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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 七世纪荷兰海权的崛起与对台湾的侵占

汪曙申

世纪 ,在欧洲航海国家大举向东方殖民扩张的进程中 ,地处连接东北亚和东南亚交叉点的我国领土

台湾成为新兴海权代表荷兰凯觑的对象 。荷兰凭借强大海上实力趁机侵 占台湾并构建起庞大的远东殖民

贸易网络 ,将台湾作为拓展贸易和建立远东霸权的重要据点 ,自此台湾沦为荷兰殖民地 年 ,不断卷人西方

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殖民贸易体系 。

一 、荷兰海权崛起及台湾卷入西方殖民贸易体系

世纪末 世纪初 ,世界范围内的海权形势出现新的变化 ,尼德兰摆脱西班牙王朝统治成立资产阶级

性质的荷兰联省共和国 年 ,被马克思称之为 “十七世纪的资本主义典型国家 ” ,有历史学家也称其为

“世界上第一个赋予商人阶层充分的政治权利的国家 ”。荷兰不仅赢得民族独立和 自由 ,而且为之后的经济

起飞和海权崛起奠定了重要制度基础 。荷兰凭借先进的造船业大幅降低海洋运输的成本 建立高度授权和

资本化运作的东印度公司 年 减少国内海外探险者之间的恶性竞争 ,统一组织领导 、集中人力与资本

从事对外贸易扩张 '」依靠国家信誉以近代股份筹资的方法吸收和募集社会资金 ,以维持对外贸易所需要

的庞大资本 通过建立良好的商业信誉赢得欧洲各国商业委托人的信任 。美国学者诺斯和托马斯曾从新制

度经济学解释称 , “荷兰不是依靠自然的恩赐 ,而是发展了比其对手有效的经济组织并在这样做的过程中获

得了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与其国家之小规模不相称的重要性 ”「'」。在航海技术 、贸易资本 、机构制度等基本

条件逐步具备后 ,荷兰自 年派遣第一只船队前往东印度群岛探险后开始加快对东方商业贸易的扩张步

伐 ,逐步成为第一批海权强国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强劲竞争对手 ,被誉为 “世界马车夫 、贸易的中间商 、欧洲的

代理人和经纪人 ”〔'」。

扩展和垄断贸易以赚取巨额商业利润是荷兰向亚洲殖民扩张的最主要目的 ,为了破除葡萄牙和西班牙

对世界海洋的垄断和控制 ,荷兰人从两个方面进行了论证和准备 。在海权理论上 ,荷兰著名思想家格老秀

斯在 《论海洋 自由》一书中竭力为作为新兴海洋强国的荷兰辩护 ,强烈质疑和批判葡萄牙和西班牙垄断海洋

的合法性和正当性 ,竭力强调荷兰人应拥有航海权 ,有权参与东方贸易 , “所有人依国际法均可 自由航行 ” ,

“每个民族均可与另一个民族 自由地交往 ,并可自由地与之从事贸易 ”〔〕。格老秀斯关于海洋 自由的开创性

论述为荷兰加人葡 、西垄断的航海贸易竞争扫除了思想障碍 ,是 “帮助推翻先前葡 、西两国大洋垄断体制的

头号思想利器 ,宣告了现代世界第一条延续至今的全球性原则 ”〔'〕。在海权的实践上 ,荷兰以东印度公司为

组织形式 ,通过武力征服逐步占领了跨越非洲和亚洲的诸多重要贸易据点 , 年在巴达维亚 今雅加达

建立第一座城市 ,并以此为基地在东方编织起囊括台湾在内的庞大商业贸易网络 。 “荷兰仅靠着 万人

口 , 艘商船 占全欧洲四分之三的吨位 和 万海员的海上商业力量 ,却囊括了全世界五分之四的海

上运输量 ,殖民地遍及亚 、非 、美洲和大洋洲 ”仁 。

台湾面积虽小 , “但因其天然资源及地理位置的关系 ,在近世初期重商主义时代 ,曾经一度卷人各殖民

国竞相攫取殖民地的旋涡 ”〔 。早在 世纪中后期 ,台湾在东亚航线上已具有重要地位 ,成为欧洲殖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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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周边国家凯觑的对象 。 世纪 年代 日本丰臣秀吉曾谋划招抚台湾未果 ,由于明朝实施海禁政策 ,台湾

反而成为中国内地与日本之间进行货物贸易的中转站 。随着台湾贸易地位的日益重要 ,江户时代的日本幕

府曾两次派兵攻台 ,结果仍无功而返 ,然 日本与台湾之间一直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贸易联系和往来 。 年

月 ,巴达维亚城寄给荷兰东印度公司董事会的书信中称 , 旧̀ 本人亦每年来该处 大员 与中国人贸易 。”〔̀〕与

此同时 ,称霸东方的葡萄牙和西班牙也十分关注台湾地理位置的战略意义 ,一直图谋借机占领 。 世纪末 ,

荷兰继葡萄牙 、西班牙之后开拓东方航路 ,力图在关键的海上位置建立军事和贸易据点 ,控制东南亚地区的

香料贸易 。进人 世纪 ,欧洲和日本市场对中国商品诸如生丝和瓷器的需求快速增长 ,经营中欧 、中日之间

的商品贸易具有高额利润回报 ,这极大刺激了荷兰人前往东方扩张的心理欲望 。 年 ,荷兰人在马六甲

海峡劫掠一艘葡萄牙商船 “凯瑟琳 ”号 ,缴获 大捆生丝 ,随后将这些生丝押回阿姆斯特丹拍卖获利达

万荷盾 ,相当于当时荷兰东印度公司股本总额的三分之一 。史料显示 ,荷兰东印度公司从东方以低价购

买生丝贩卖到欧洲的毛利一般都超过 。荷兰东印度公司曾在一项指令中称 , “我们必须用一切可能来

增进对华贸易 ,首要的是取得生丝 ,因为生丝利润优厚 ,大宗贩运能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收人和繁荣 ,如果我

们的船只无法直接同中国进行贸易 ,那么公司驻各地商馆就必须前往中国船只经常往来的地区 北大年等

地 ,购买中国生丝 。”仁' 在这种形势下 ,如何在中国沿海建立适合贸易转运的商业据点 ,掌握中国商品货源 ,

进而建立与中国直接贸易关系就成为荷兰远东政策的重要内容 。

世纪 年代 ,荷兰人在经济利益的强大诱惑下再次远航到中国表示希望与明朝进行贸易通商 ,然而

明王朝因中国东南沿海备受 “楼寇 ”袭扰而采取海禁政策 ,加上素有天朝上国的自大心态和长期形成固有的

朝贡贸易体系 ,对荷兰提出的通商计划缺乏兴趣 ,只答应允许中国商人出洋贸易 ,而不许外国人到东南沿海

一带经商 。当时荷兰甫加人东亚地区的殖民角逐 ,实力不够强大 ,于是采取以谈判交涉和利益交换为主的
方式力求达到通商 目标 ,但亦未完全放弃武力施压 。有史料记载 , “因为据我们所能看到的 ,要用友善的方

法来达成通商 目的将非常艰难而且麻烦 ,要不是因我们的武力在澳门战败而变得那么脆弱 ,情况就会不同

了 ,又因经常有很多士兵生病 ,很缺乏各种需用品 ” , “不过我们还在等候时机 ,希望在神的庇佑下 ,将会赐给

我们比迄今更好的 可以去攻打中国的 时机 ”〔'“〕。在对中国东南沿海商船贸易进行骚扰难以奏效的情况

下 ,荷兰先后两次攻打葡萄牙控制下的重要贸易港 口澳门 ,但均告失利 ,随后不得不将 目光转向在远东贸易

航路中地位愈益重要的澎湖 。澎湖背靠台湾 ,面对着明朝政府唯一允许开放对外贸易的福建漳州港 ,澎湖

岛上有一处适合大船停泊的港湾 ,容易控制中国沿岸港口 ,扼阻中国对外贸易的航路 ,因而荷兰东印度公司

在 年再次派兵占领 ,将其作为对中国大陆和 日本贸易的转接基地 。由于澎湖毗邻东南陆地 ,在明朝海

防中的地位相当重要 , 年明朝政府派兵逼迫荷兰人离开澎湖 ,默许荷兰转往台湾的大员 今台南安平

重新建立贸易据点 。不过 ,荷兰人初来大员并未顺利实现其扩展贸易的目标 ,一方面面临来 自中国海商集

团和海盗的威胁 ,另一方面又有 日本和西班牙对手的竞争 ,因而一开始很难谋利 ,反而承担了大量人力和物

力的消耗成本 。在这种情况下 ,荷兰人更不愿放弃夺取中国大陆贸易据点的计划 ,此后陆续增加驻守大员

的兵力 ,并不断扩充财力支撑 。 年 ,荷兰据台第四任总督朴特曼上任后开始推行 “贸易与战争交互为

用 ”的政策 ,处心积虑通过战争一举打开对华直接贸易的大门 , “在中国贸易 ,就像在东印度其他地方一样危

险 ,除非使用武力 ,别无办法迫使那些大官就范 ,也没希望改善贸易 ”占川 。 年 ,朴特曼对福建沿海发动

了三次进攻 ,荷兰军队初始占据一定优势 ,但由于动员能力和补给有限 ,加上明朝军队实力强大 、策略得当 ,

最终在金门的料罗湾一战中大败 。当时荷兰巴达维亚城方面向东印度公司总部报告指出 , “我们去年发动

的战争结果已表明 ,自由无限制的中国贸易 ,凭武力和强暴是无法获得的 。” ”〕

明王朝与荷兰东印度公司围绕中国东南沿海贸易据点争斗的结果表明 ,明朝虽步人衰落 ,但其中央集

权结构下的陆权实力仍可以在近岸防御和对抗处于崛起中的新兴海权国家荷兰 荷兰虽处于海权扩张的上

升通道 ,但毕竟国家规模偏小 ,兵力有限 ,力量分散 ,与盘踞东亚的殖民据点间路途遥远 ,补给周期长 ,亦无

法完全通过战争撬开与中国直接贸易的大门 。此后 ,荷兰东印度公司开始加强殖民经营 ,出于寻找黄金 、强

化控制以及传教等考虑不断向台湾内地扩张 ,同时鼓励中国内地商人和汉族移民前往台湾进行贸易和垦

· ·



殖 ,招徕中国商船驶往其控制下的巴达维亚进行贸易 。可以说 , “在这 年间 ,台湾从一个被视为化外之域

的小岛 ,一跃成为众家争夺的贸易重镇 ” ”」,被迫卷人西方殖民贸易体系 。

二 、台湾在荷兰东方殖民体系中的定位和作用

在荷兰人的殖民统治下 ,台湾逐步被纳人到荷兰凭借海权所建立和运营的殖民贸易体系中 ,其定位及

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

一 海外贸易的中转站 。荷兰崛起的时代是重商主义盛行的时期 ,商业利润很重要的一部分源 自流通

领域 ,而贱买贵卖的不等价交换则是巨额利润的源泉 。荷兰东印度公司向远东殖民扩张的主要 目的即是通

过垄断低价购进东方国家盛产的生丝 、瓷器 、香料 、鹿皮等商品 ,然后依靠其庞大且具有竞争力的海上商船

运输能力以高价往外分销 ,从中赚取十分可观的差价利润 。在与葡萄牙和西班牙的竞争中 ,荷兰建立联结

东西方的商贸网络不仅需要有强大的海上力量保障 ,而且需要有为舰队提供补给以及能与东方国家直接贸

易的据点 。台湾在荷兰占领前就是中国商船走私贸易的中继站 ,在荷兰统治下构建东方殖民贸易体系中的

首要定位也是商品交易和运输的中转站 。一方面 ,荷兰利用大员港口鼓励和吸引中国商人前往台湾进行货

物贸易 ,然后将购人的商品转运至西欧和日本进行销售 。当时除欧洲市场外 ,日本在结束内乱后商品经济

实现恢复和较快发展 ,对生丝和绢布的外在需求增大 ,荷兰在经过调查后决定依靠 年在日本设立的平

户商馆 ,以台湾为基地致力于发展中日之间的转口贸易 。特别是 日本德川幕府 年实施锁国政策后 ,葡

萄牙在日本的贸易链条被切断 ,荷兰商馆则保留下来继续经营着中国大陆 、台湾 、日本之间的三角贸易 ,荷

兰向日本贩运中国丝织品的规模不断上升 , 年跃升至 万斤 ,此后一直保持在 、 万斤的高位 。

年 ,荷兰进一步攻占葡萄牙 自 年即据有的重要海上通道马六甲海峡 ,葡萄牙在亚洲的贸易进一步

萎缩 ,荷兰则独霸印度与中国沿海之间的贸易 。另一方面 ,台湾是连接荷兰占据的巴达维亚殖民地与中国

大陆的重要中间站 。荷兰东印度公司不仅通过派驻台湾总督掌握中国东南沿海的贸易情况 ,吸引和招徕中

国商人前往巴达维亚交易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东亚地区以台湾西海岸为汇集点的南方与北方航路 ,为

荷兰试图垄断东方贸易提供了便利 。事实上 ,明末中国私人海上贸易的三大出口商品丝 、糖和瓷器有相当

大的部分是通过台湾转口输出的 ,荷据时期台湾的出口贸易是大陆海上贸易的组成部分 ,大员是中国对外

贸易的转运中心之一 〔̀ 〕。

二 出口商品生产地和税收来源地 。荷兰人 “虽以贸易上的利益为主要的目的 ,但为奖励商业 ,即商品

的生产起见 ,他们也曾用力拓殖农业 ,向中国大陆招致垦民 ,输人家畜 ,供给资本 ,规定地制 ,并教化先住民 ,

而收得效果川 ,̀ 〕。除利用大员港口转运和分销中国内地商品外 ,荷兰人还极力掠夺台湾岛上丰富的原料和

资源向外出口 ,以换取金属货币 。当荷兰人初踏上台湾时 ,就发现当地盛产的糖和鹿皮可供出口贸易 ,荷兰

东印度公司曾建议驻印度的代理商使用报废和返航荷兰的船只运送糖回国 。台湾学者戚嘉林指出 , “福尔

摩沙 台湾 原就生产稻米与甘蔗 ,荷人认为其天然环境颇适于栽种甘蔗 ,故希望能在福尔摩沙生产其整个

东印度公司亚洲驻地人员所需的米与糖 ,从而使福尔摩沙成为荷兰殖民地的粮仓 。”〔' 〕 世纪上半叶 ,荷兰

人输人 日本和欧洲的商品不仅有中国内地产的丝绸 、瓷器和东南亚产的香料 ,还有来自台湾的糖 、鹿皮等 。

据格拉曼计算 , 年有一艘荷兰船从东印度将糖运回荷兰贩卖所得利润是成本的 倍 〔' 」。随着向台

湾岛北部和东部的扩张 ,荷兰人开始展开农业拓殖 。荷驻台第四任总督朴特曼任内曾积极争取汉人从事稻

米和甘蔗为主的农作物种植 ,逐步奠定了日后米 、糖在台湾农业中的基础地位 , “总计 世纪 年代 ,从台

湾销往欧洲与中国的糖 ,多达一百万磅川`」, “荷兰据台 ,已从大员商馆的格局 ,迈向殖民地的经营 ” 〔” ,台湾

逐步被赋予 “荷兰殖民地粮仓 ”的地位 。研究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亚洲殖民扩张史一般分为商业掠夺和殖民

地统治两个时期 ,前一个阶段重在通过商业贸易和不等价交换获取利润 ,海外领土扩张服务于商业利益的

需要 后一个阶段重在经营和掠夺殖民地 ,主要表现即抢夺原材料和实行掠夺式的赋税制度 。荷兰殖民统

治台湾 年间 ,除利用台湾作为贸易中转站的功能谋利外 ,还通过高压统治和税收政策掠夺了大量财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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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 年 ,荷兰人曾为限制 日本人在台湾的贸易一度决定对所有贸易商品征收 的输出税 ,结果导致

日本商人强烈不满爆发 “滨田弥兵卫事件 ” 。此后 ,荷兰人为缓解财政收支窘迫的困境 ,不断加强税收掠夺 ,

包括对鹿肉 、鹿皮等征收出口税以及其它林林总总的什一税和人 口税等 。 “从 一 年 ,各项强收税捐

均有 多盾 ,到了 一 年增为 万多盾 ,比贸易收人的 万多盾足足多出 万盾 ,意味着就

地抽税远比飘扬海上还要有赚头 。”

三 打击西班牙和葡萄牙海上对手的重要据点 。 “荷兰人早在到达东方之初 ,就打算垄断中国的丝织

品贸易 ,他们急需在中国沿海寻找一个立足点 。这个立足点既可作为进攻菲律宾西班牙殖民地的据点 ,又

可对抗任何无视荷兰海上贸易垄断而敢于冒险到马尼拉贸易的中国商船 。” ”〕从战略位置看 ,台湾是中国大

陆的海上屏障 ,亦是东亚地区海上运输的重要咽喉 ,地处中国大陆与菲律宾贸易航道的中间 ,控制它可以直

接干预西班牙人与中国的贸易往来 ,对中国东南沿海商船也形成一种威慑效应 。 “晚明的台湾海峡是东亚

最为重要的国际通道 ,谁控制了台湾海峡 ,便拥有了东亚贸易的主动权 。”〔”」荷兰人占领台湾后 ,妄图 “阻绝

中国与吕宋间之贸易 ” , “独获市利之权 ” ,极力鼓动中国商人前往大员进行商品交易 ,但因中国帆船远赴马

尼拉的航行经商经之有年 ,且所得利润高于大员 ,因而不少中国商人仍然倾向选择与资金充足的西班牙人

交易 。为改变这种被动局面 ,荷兰人在不断提高商品买人价的同时 ,开始以台湾为据点诉诸军事武力 ,频繁

破坏福建漳州与马尼拉之间的贸易往来 ,除保证在荷兰军舰护航下前往巴达维亚的航船安全外 ,其余均可

能会遭到掠夺 。 “荷兰殖民者就是把台湾作为占领菲律宾的阶梯 ,企图以武力来切断漳州与马尼拉之间的

贸易 。” 〔, 〕荷兰驻台第三任总督纳茨曾向巴达维亚总督报告称 , “我们必须不遗余力地破坏中国与马尼拉的

贸易 ,因为要是能做到这一步 ,我们深信诸位将看到西班牙人自动离开马鲁古群岛 ,甚至离开马尼拉 。”「此

外 ,台湾海峡也是福建商人与澳门贸易的必经航路 ,荷兰人控制海峡便能打击侵 占澳门的劲敌葡萄牙 。为

突破荷兰人对贸易航路的封锁 ,西班牙人从 年起相继占领了台湾北部的鸡笼和淡水作为殖民据点 ,并

在当地建筑防御堡垒 ,其后几年间又将势力范围扩展至台湾东北部海岸地区 ,极力拓展与中日双方的贸易 ,

在顶峰时基隆一度成为中国华南沿海与东南亚之间的重要通商中心 ,这进一步激化了西 、荷两国之间的矛

盾 。荷兰人担心西班牙的介人不仅将威胁其贸易地位和航运安全 ,还可能鼓动台湾原住民和汉人联合反对

其殖民统治 。荷兰驻台湾总督纳茨直言西班牙的威胁来 自三个方面 ,第一 ,西班牙从基隆直接派武装船只

截击荷兰快艇和商船 第二 ,西班牙人把商人和商品吸引到北部居留地去 第三 ,西班牙煽动台湾本地土著

居民和大陆汉族移民袭击荷兰人 。「, 〕在根本利益冲突下 , 年荷兰人最终用武力将盘踞台湾北部达 年

的西班牙人赶出了台湾 。

荷兰凭借有利的地理位置对中国商船进行拦截和劫掠 ,确实打击了西班牙控制的马尼拉与中国东南沿

海之间的商业贸易 ,漳州 、泉州的商船不得不开始转往台湾与荷兰人进行交易 , “即便有冒险到马尼拉的 ,也

只敢载少量船货 ,如 年到吕宋的 艘华船仅运去 担生丝 ,而同时期载到台湾的丝却有 担 ”饰 〕。

期间 ,荷兰人还持续从对中国商船进行劫掠中获得了庞大利益 。 “ 年底 ,荷船在马尼拉沿岸载获了两艘

由福建安海驶往当地的大帆船 ,船上装满了生丝 、丝织品及其它商品 ,价值总计 万多盾 。大员荷馆

至 年间 ,贸易收入不过 万多盾 , 至 年间也只有 万多盾 ”川 。可见 ,台湾在荷

兰远东殖民贸易体系中充当了重要军事据点 ,对维护荷兰与远东贸易航道的安全以及控制东亚区域海上霸

权都具有重要意义 。

三 、几点思考

世纪是全球霸权结构调整的变迁时代 ,伊比利亚半岛的葡萄牙和西班牙 日渐没落 ,新兴强权荷兰与

英国相继崛起 ,伴随世界领导者更替的是西方殖民者海外利益的重新划分 ,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 ,台湾走进

西方强权的掠夺视野并最终沦为荷兰殖民地 。台湾被荷兰侵占并被纳人其主导的殖民体系 ,其中的背景值

得思考 。

· ·



(一 台湾被纳人荷兰殖民体系客观上是 世纪东西方陆权与海权势力消长的结果 。自大航海时代开

启 ,东西方国家间的贸易往来开辟了新的且成本较低的海上航路 ,西方殖民者凭借庞大的海上军事力量和

商船运输能力把持着东西方之间的商品货物买卖 ,巨额商业利润不断刺激着他们将殖民扩张的触角延伸到

地大物博的中国 。荷兰是 世纪全球新兴海上霸权国家 ,其推行海外殖民扩张政策不仅具有先进航海技术

和强大经济实力的支撑 ,而且拥有社会和经济组织上的制度优势 ,是当时世界权力格局中一股处于上升阶

段且具有强大竞争力的先进力量 。相反中国时值明末大动荡时代 ,明朝虽凭借固有的武力将荷兰人赶出澎

湖 ,但面对国内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以及北方满族势力的威胁 ,并无力顾及防卫台湾 ,最终对荷兰人将军事

和贸易据点撤至台湾采取了忍让和默认的态度 。从这个角度看 ,荷兰殖民者凯觑台湾是基于该岛对拓展远

东贸易有着十分重要的地缘价值 ,但台湾被纳人殖民贸易体系的决定因素是新兴荷兰海洋霸权在与 日益陷

人危机之中的明朝进行较量中所具有的领先优势 。这一点在此后中国与台湾的分合历史中一再得到印证 ,

作为陆权存在的中国能否保持繁荣强大足以抗衡外来海上强权的侵略和袭扰 ,也即中国 陆权 与挑战者 、

干预者 海权 之间的实力对比关系直接影响着台湾的历史命运 。

二 海权观念的巨大差异从根本上影响中国封建王朝和西方列强对台湾地缘战略价值的看法 。 世

纪西方虽未形成系统的海权理论 ,但欧洲民族的海外冒险精神和追求利润的强烈需求 ,使其对探索和利用

海洋充满激情和勇气 ,进而对台湾地缘战略价值给予高度重视 。 “各国基于台湾具备战略价值 、经济利益和

航路安全之需 ,对台湾的港口垂涎已久 ” ” 〕。事实上 ,在 世纪初期 ,独特的贸易和军事价值一度导致在台

湾出现日本 、西班牙 、荷兰等外国势力竞争并存的局面 ,而后随着 日本实行海禁锁国政策退出 ,以及盘踞台

湾北部的西班牙人被击败 ,荷兰才最终确立了在台湾的殖民统治地位 ,进而利用台湾的海上通道价值为其

殖民贸易和统治服务 。反观之中国 ,明朝初年就开始实施海禁政策 ,在沿海地区建立卫所旨在抵御楼寇入

袭 ,郑和七下西洋也只为宣扬中华帝国威仪 ,继续推行偏离市场规律的 “朝贡贸易 ” ,封建统治阶层重陆地 、

轻海洋的传统思维使之对海洋及重要战略据点和通道的认识严重不足 ,对台湾作为中国东南门户以及在远

东贸易中的重要地位缺乏应有的重视 。固然 ,海权观念的差异是东西方历史 、文化 、政治 、经济等综合因素

影响的结果 ,但这种差异所导致的对台湾地缘政治价值的不同认识 ,深刻影响中国封建王朝与西方殖民者

对台湾政策的历史选择 。

三 郑氏海商集团对荷兰海权的区域优势是郑成功收复台湾的重要基础 。荷兰人据台后 ,郑氏集团与

荷兰殖民者围绕海上贸易的争斗从未停止 ,郑成功基于抗清斗争 、维护国家领土以及郑氏海商集团利益等

需要决定收复台湾 ,其整体陆海军事力量与荷兰在远东的实力对比成为关键 。 世纪 、 年代荷兰殖民

者在东方不断扩张 ,但本国领土和人口规模有限 ,加上海外殖民地范围十分广泛 ,使其无法在所有殖民地大

规模驻军和移民人口 ,这也是其海权过度向外扩张所呈现出来的明显软肋 。从历史资料看 ,荷兰殖民者占

据台湾后虽极力向北部和东部推进 ,但真正管辖地区限于 “北部的基隆和淡水两港和以安平为中心的台南

平原 ” ”」,建筑城堡数量不多 ,规模不大 ,驻军人数也相当有限 。 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曾决定台湾岛内平

时守军不得少于 名 ,最多时全岛近 人仁洲 。郑成功在誓师起兵抗清后 ,凭借以东南沿海为基地对

外贸易积攒了雄厚经济实力 ,鼎盛时期士兵达 万人 ,并拥有各种大小船只 余艘 , 年郑成功率

万人大军和 余艘舰只进军台湾 ,在整体实力上明显占优 ,这也是后来不畏荷兰东印度公司增援而最

终迫使荷兰人于 年投降的力量保障 。荷兰被赶出台湾后其远东贸易体系受到重挫 ,一直伺机卷土重

来 ,并企图与清王朝联手夺回台湾 ,但囿于军事力量与郑氏集团相差甚远而始终无法达成 。

四 、结 论

随着 世纪以来欧洲海权强国不断向远东进行殖民扩张 ,台湾以其作为贸易中转站和军事基地这一独

特的地理位置成为西方殖民者凯觑的对象 。 世纪荷兰海权崛起 ,凭借强大的海上实力向东方拓展贸易 ,

并趁明朝陷人内忧外患 、陆权衰弱之际侵占台湾 ,将之纳人其构筑的远东殖民贸易体系 。台湾沦为荷兰殖

· ·



民地在某种意义上是东西方传统陆权与新兴海权势力消长的结果 ,也反映了中国封建王朝与西方资本主义

国家对台湾地缘政治价值的不同认知 。郑成功收复台湾背后所展现的实力原则 ,从一个侧面说明台湾的历

史命运与主要作为陆权国家的中国和凯觑台湾的域外海权国家间的竞争态势息息相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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