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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單元  戰後初期的政治衝突 

 

一、 研究二二八事件產生的疑惑 
       訓政體制下黨政軍最高決策機構：國防最高委員會 
           「台灣最初不是省」？ 
            為何擔心國際干涉？ 
           「台灣將來究竟屬誰都成問題」？ 
 
二、 戰後台灣受降經過 

(一)1945.09.02 盟軍總部第一號命令 
  *所有日本軍隊向盟軍統帥投降 
  *位於中國(滿州除外)、台灣以及北緯十六度以北法屬印度支那(越南)之日本軍  
   隊，向中國戰區蔣介石委員長投降。 
  *位於滿州、北緯三十八度以北之朝鮮半島部分、庫頁島及千島群島之日本軍 
   隊向蘇聯遠東最高總司令官投降。 
(二)美中聯合軍事占領台灣 
1、中國戰區美軍總部（Headquarter of U. S. Forces, China Theater）之〈臺灣占領	

	 	 	計畫〉（Occupation	of	Formosa）： 
2、行政長官（Governor-Ge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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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合作佔領	

	 	 	美軍「台灣聯絡組」	

(三)中國政府對台灣的主權主張 
1、〈臺灣省占領計畫〉 
2、署部第一號命令，加入了盟總第一號命令所沒有的文字： 
「接收臺灣、澎湖列島之領土、人民、治權、軍政設施及資產」 
3、從軍事占領到「台灣光復」 
受降典禮後，陳儀廣播聲稱 
「從今天起，臺灣及澎湖列島，已正式重入中國版圖，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

事皆已置於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主權之下……現在臺灣業已光復，我們應該感謝歷

來為光復臺灣而犧牲的革命先烈……」。	

 
台灣光復歌 
       張燈結綵喜洋洋，勝利歌兒大家唱，	
	 	 	 	 	 	 	唱遍城市和村莊，台灣光復不能忘。	

	 	 	 	 	 	 	不能忘，常思量	，	不能忘，常思量	

	 	 	 	 	 	 	國家恩惠，情分深長，不能忘。	

	 	 	 	 	 	 	 	

	 	 	 	 	 	 	有錢難買真情意，有錢難買真爹娘，	

       今朝重見天和地，八年血戰不能忘。	
	 	 	 	 	 	 	不能忘，常思量	，	不能忘，常思量	

	 	 	 	 	 	 	加緊建設，為國增光，不能忘。	

	

	 	 	 	 	 	 	張燈結綵喜洋洋，光復歌兒大家唱，	 	

	 	 	 	 	 	 	唱遍城市和村莊，民族精神不能忘。	

	 	 	 	 	 	 	不能忘，常思量	，	不能忘，常思量	

	 	 	 	 	 	 	中華民國，天長地久，不能忘。	

 
(四)盟國對台灣問題的主張：台灣歸屬、台灣人國籍應於戰後和平條約訂定 
1、國民政府行政院訓令 1946.01 
   查台灣原有我國國籍人民，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五日起，應一律恢復我國國	
	 	 	籍。	

2、英國駐華大使館電文： 
   台灣主權由日本轉移到中國，應候與日本訂立和平條約，或其他正式之外交	
	 	 	手續而後可，因此，台灣雖已為中國政府統治，英國政府歉難同意	

	 	 	台灣人民業已恢復中國國籍。(外交部，《台灣人民恢復國籍》，1946)	

3、美國國務院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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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日本台灣人民數約二萬，於戰爭期內均屬敵國人民，而根據日本法律仍隸	

	 	 	 	日籍…從法律觀點言，台灣主權現猶未做正式移轉，將來訂定條約時，台民	

	 	 	 	國籍問題，當可妥為規定…(外交部，《台灣人民恢復國籍》，1946)	

4、荷蘭： 

	 	 	 	在對日和約尚未締結前，台人仍被視為敵性國人。	

	

	

à1949 年，國共內戰後成為「兩個中國」 
à1951 舊金山和約，日本放棄台澎權利、名義與主張(Japan renounces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to Formosa and Pescadores) 
à1952 中日和約，日本重申已放棄台澎。 
à臺灣地位未定論之由來 
 

三、戰後台灣問題新架構 

 

                    

先前的架構                             戰後台灣研究新架構 

 

 

(一)戰後美中協力體制 

美國的戰後遠東新秩序構想： 

1、抑日扶中： 

希望見到「一個強大、統一、民主的中國」（a strong, united and democratic China）。 

2、以國民黨中國為合作對象： 

1945美國杜魯門總統對華政策聲明： 

美國與聯合國承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National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而開羅宣言、波茨坦宣言等協議都是與中華民國

國民政府所達成。 

3、美中協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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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制定政策、中國遵從與執行之主從關係 

謹守美國主要利益，次要利益可讓步、妥協、默許，以維繫雙方合作關係。 

 

(二)中國政府統治模式： 

特務統治： 

    最早進入台灣為軍統局人員、建立全台情報網 

派系政治： 

    派系政治移植台灣、戰後台灣政治生態改變 

迷信武力： 

    軍事鎮壓方式對付民變 

è對台灣社會產生巨大衝擊 

 

四、 戰後台灣人的政治意向 

(一)警覺、靜觀其變：在台二十萬日軍、戰時傳言 
(二)辜振甫、許丙、林熊祥等御用仕紳的台灣獨立運動 

(三) 1945.09，OSS(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 戰略情報局，CIA 前身)先於中國軍

隊抵台調查。 
1946.01，OSS完成「福爾摩莎報告書」 (A Report on Formosa〉 

戰後台灣人的政治意向： 

1、 與中國同文同種，願復歸中國統治	
2、 反對台灣獨立，因為台灣資源、人口有限，無法在國際間發聲	
3、 要求台人治台，反對中國政府殖民統治	
4、 日本統治五十年已有相當之建設，希望美國與中國繼續投資台灣，經濟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