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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70 年代的內外挑戰：從「兩個中國」到「一個中國」 
(一)1970 年代的外交衝擊與統治危機 
1、1971 年退出(被逐出)聯合國： 
2758 號決議文 
 	 	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利，承認她的政府的代表為中國在聯合國組織	
	 	 	的唯一合法代表並立即把蔣介石的代表從它在聯合國組織及其所屬一切機構	

	 	 	中所非法佔據的席位上驅逐。	

1971.10.25，聯合國大會第 1976 次全體會議。 
76 票贊成、35 票反對、17 票棄權。 
2、美國曾提「雙重代表權」建議 
  (1)美國政府對 ROC 留在聯合國的態度 

【本著作除另有註明外，採取創用 CC「姓名標示

－非商業性－相同方式分享」臺灣3.0版授權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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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1.7.15 阿爾巴尼亞、阿爾及利亞提案，美國表示歡迎 PRC 入聯，但 
ROC 不應被排出。 

 8.21 美國在聯合國提出「雙重代表權」提案前，PRC 發表聲明「對兩個中 
國」、「一中一台」、「台灣地位未定」及「台灣獨立」。 

 9.8 美國通知 ROC，聯合國安理會席次將給 PRC，以確保 ROC 留在聯合 
國。 

   è美國提雙保險： 
    「重要問題案」(排除 ROC 需 UN2/3 會員通過)+「雙重代表權」， 

     蔣介石總統一度被說服。 

  (2) 美國正積極與中國建交 
   10.20 國家安全顧問季辛吉抵北京，安排尼克森總統訪中事宜。 
     國務卿羅吉斯要求延後，不果。 
   10.14 蔣介石仍指示，若「重要問題案」表決失敗、視美日等補救措施，若 
     無效，在阿案表決前，我應聲明退出聯合國。 

 10.25 當日攻防 
     美國所提「重要問題案」，表決失敗，保衛 ROC 防線被沖垮。 
     美國再提，將阿案分兩段表決，「恢復 PRC 合法權利」與「驅逐蔣介石集 
      團代表」分開表決，失敗。 

阿爾巴尼亞案將表決前，ROC 宣布退出聯合國。 
美國所提「雙重代表權」未及付諸表決。 

è但，2758 號決議未涉及台灣是否屬於 PRC，無關台灣地位問題。 
 

3、中華民國政府的統治正當性危機 
  (1) 一九七 O 年代斷交潮 
   1972 年日本斷交、澳大利亞斷交 
   邦交國從 70sà22 國 
   1978 美國斷交 
  (2)失去中國代表權 
    如何繼續宣稱作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 

    還要「反攻大陸、收復河山」嗎？ 

    基於上述兩項政治訴求而建立的「戡亂/戒嚴體制」還有何理由存在？ 

    統治正當性如何存續？ 

 
(二)獨裁政權的接班問題：蔣經國的接班之路 
1、從「特務頭子」到「青年導師」 

2、接班背景下的「廣開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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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大學雜誌》論政熱潮 
（一） 國民黨中央黨部支持下，改組大學雜誌》。 
（二） 青年黨工：許信良、張俊宏 
（三） 「權者與智者的結合」à假戲真做 
 (四)   保釣事件與學生運動 
  1970 年 9月，美國宣布將在 1972 年把二戰後軍事佔領的沖繩交還日本，其 

中包括釣魚島。 
  1970 年 11月，美國台灣留學生組成「保衛釣魚台行動委員會」，「反 
               對美日私相受授」、「外抗強權，內爭主權」。 
  1971 年 1月，《大學雜誌》開始刊登保釣運動消息。 
               台灣大學僑生發起保釣運動。 
  1971 年 6月，在美日簽署移轉沖繩管轄權文件，台大學生至美、日大                

使館遞交抗議書。 
  1971 年 10月，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學生運動升溫，要求政治改革、呼籲 
              國會全面改選。 
 
 (五)    當局出手控制局面 

1、反對學運言論 

     1972 年 4 月 4 至 9日 

     國民黨黨報《中央日報》連續六天連載，孤影，《一個小市民的心聲》，    

     呼籲安定優先，學生運動降溫。 

  2、蔣經國順利接班 

    1972 年 5 月蔣經國出任行政院長 

3、大學雜誌停刊 
  1973 年 1月宣告分裂 
    一派退出，另組《人與社會》雜誌，如楊國樞等。 

    一派被黨政部門收編，如關中、孫震、施啟揚、李鍾桂等。 

 
4、1973-1975 年台大哲學系事件 
     1973臺大哲學研究所停止招生一年。 

       臺大哲學系教師包括趙天儀、陳鼓應、王曉波、楊斐華、胡基峻、李 
          日章、陳明玉、梁振生、黃天成、郭實瑜、鍾友聯、黃慶明及美國  
          籍客座教授馬樂伯陸續遭解聘。 
        
 
三、 蔣經國時代來臨 

(一) 蔣介石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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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紀念偉人與偉人傳承 
祭悼活動、紀念歌、紀念日、紀念館 
偉人的承繼 

(三) 「親民愛民」的蔣院長 
親民形象 

「政治革新」 
強化統治正當性 
   增加台灣人參政機會(一) 任用本省菁英 (本土化政策、催台青) 
   增加台灣人參政機會(二)1972 開始中央民代增額選舉 

        è鬆動二重菁英體制 
 
四、從「黨外」到「沒有黨名的政黨」 
（一） 1969-1975黨外形成： 

1、黃信介(1969)、康寧祥(1972)當選立法委員 
2、第二波民主運動的社會結構特性 
   戰後新世代台灣青年為主：未經歷二二八、白色恐怖的經驗 
   教育普及：思考、論述能力、運動方法 
   經濟發展與中產階級形成：具備經濟條件、中小企業主 

（二） 第一本黨外雜誌：1975《台灣政論》 
 (三)    選舉與台灣政治發展 
    地方選舉(四年改選) 
    1950……… 1973 ..….1977……..1981….1985……1989……….1993…. 
 
         1972……1975..1978/1980….1983….1986..1989..1992 國會全面改選 
    中央民意代表立法委員選舉(三年改選) 
    1975 年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 
    1977 年五項地方公職選舉 
    à黨外勢力大增 
    à1977 年中壢事件的啟發：群眾運動可以推開民主大門 
（四） 統獨不分家 
     「黨外」中的統派： 
        費希平 
        林正杰 
        許信良… 
        左統「夏潮」雜誌 
（五） 統治當局打壓「黨外」民主運動 
      1978 年 5月蔣經國就任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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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底中央民意代表選舉 
          美國宣布將與中華民國(ROC)斷交 
                    美中(PRC)關係正常化 
              à蔣經國總統宣布緊急狀態、中止選舉 

1979.01逮捕余登發父子è橋頭示威 
許信良停職案 

 
(六)從維持團結隊伍à沒有黨名的黨 
      1979.08《美麗島》雜誌 
     《美麗島雜誌》與美麗島政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