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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選題：(共 100 分，每題 2.5 分) 

1.（ ）下表是臺灣邦交國家數目的統計表。請問：造成民國 60 年之後臺灣邦交國數目驟減

的主要原因為何？ 

民  國 59 年 60 年 61 年 67 年 77 年 

邦交國數目 66 54 39 21 22 

 

民  國 85 年 88 年 97 年 99 年 100 年 

交國數目 31 28 23 24 23 

(A)美國與中共建交，帶起各國向中共靠攏的風潮，因此紛紛與臺灣斷交。 

(B)我國退出聯合國，引發邦交國「捨臺（臺灣）就中（中共）」的骨牌效應。 

(C)我國與中共持續以武力進行對抗，導致臺海局勢不穩定，有損臺灣國際形象。 

(D)我方提出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三不政策」，與和中共建交的邦交國斷交。 

2.（ ）承上題，臺灣外交自民國 60 年後持續受挫，但在民國 85 年邦交國數目卻略為增加，

這是因為政府不再堅持唯一代表中國的合法政權，轉而實施下列哪一項外交政策的成果？ 

(A)鞏固外交  (B)彈性外交 

(C)務實外交  (D)金元外交。 

3.（ ）利用端午佳節，花媽一家人規畫了離島一日遊的行程：「尚義機場→莒光樓→建功嶼

→行月樓→古寧頭戰史館→雙鯉湖生態館→西園鹽場文化館→馬山觀測站→民俗文化村→

八二三戰史館→金城民防坑道→尚義機場」請問：由行程內容推測，花媽一家人應是去圖(一)

中哪一地點？   

(A)甲  (B)乙  (C)丙  (D)丁。 

 
4.（ ）歌曲與音樂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不但可以調劑生活上的壓力，甚至也可以反

映時代的背景。臺灣在某個時期曾流行以下兩首歌曲：〈反共復國歌〉—「打倒俄寇反共產，

反共產！消滅朱毛殺漢奸，殺漢奸！收復大陸，解救同胞，…」、〈反攻大陸去〉—「反攻，

反攻，反攻大陸去。…大陸是我們的國土，大陸是我們的疆域。我們的疆域，我們的國土，

不能讓毛賊盡著盤據，不能讓俄寇盡著欺侮。我們要反攻回去，把大陸收復…。」這兩首

歌都揭示了「反共抗俄」「消滅共匪」的立場，最能反映出臺灣哪一時期的特色？   

(A) 20 年代日治時期 

(B) 30 年代光復初期 

(C) 50 年代兩岸武力對峙時期 

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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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70 年代臺灣解嚴時期。 

5.（ ）戰後初期，為清除日本殖民統治的影響，政府大力提倡中華文化、培養人民對國家

的認同感。請問：此時期有關政府的推廣措施下列何者正確？  

(A)移植漢人典章制度，興建孔廟，實施科舉制度 

(B)鼓勵人民使用日語、改用日本姓名、採用日本風俗和禮儀 

(C)推廣牛仔褲、迷你裙、長筒靴、露背裝等穿著 

(D)透過教育體系，推廣國語，嚴禁使用方言。 

6.（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國共內戰，國民政府遷臺，遷臺之初兩岸局勢緊張，但因

為哪一事件，促使美國派遣第七艦隊保衛臺灣海峽安全，才穩定了臺海局勢？   

(A)中日戰爭     (B)韓戰 

(C)八二三砲戰   (D)古寧頭戰役。 

7.（ ）圖(二)為臺灣在民國 60 年代推動的十大建設項目。十大建設改善了國內投資環境，

創造就業機會，帶動景氣復甦，有利於日後的經濟轉型。請問：十大建設最重要的建設項

目為何？  

(A)能源         (B)交通   

(C)高科技產業   (D)重工業。 

 
8.（ ）承上題，為何當時擔任行政院長的蔣經國先生執意推動十大建設？ 

(A)因應世界能源危機的措施   

(B)引進外籍勞工負擔勞力工作   

(C)減少對美國經濟援助的依賴 

(D)加強臺灣國防安全。 

9.（ ）同學們在歷史課堂上討論有關臺灣教育演變的議題。請問：下列同學對臺灣教育的

認知，何者正確？   

(A)丁丁：「清領時期，清廷在臺灣採取『差別待遇、隔離政策』原則，建立西式教育制度。 

(B)迪西：「日治時期，總督府相當重視臺灣高等教育的發展。1928 年，設立臺北帝國大學，

臺人學生所佔比例甚高。   

(C)拉拉：「國民政府遷臺之初，立即推動九年國民義務教育，提升就業人口的素質。」   

(D)小波：「民國 90 年代，教育改革成為全民共識，政府實施九年一貫課程，強調基本能力

的培養。」 

10.（ ）民國六○、七○年代，臺灣本土意識逐漸昂揚，國內外的有識之士掀起回歸鄉土、

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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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社會的熱潮，臺灣鄉土文學應運而生。臺灣興起鄉土文學的社會背景為何？ 

(A)臺灣經濟低迷不振 

(B)民間反共愛國意識強烈 

(C)國際外交陷入困境 

(D)臺灣民主政治開花結果。 

11.（ ）臺籍漁夫索隆在澎湖捕魚時與中國大陸漁船產生漁事糾紛，不幸被大陸公安扣留，請

問：他的家人可以求助下列哪一個民間組織？   

(A)大陸委員會 

(B)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 

(C)海峽交流基金會   

(D)海峽兩岸關係協會。 

12.（ ）民國 80 年代起，臺灣參加了哪些國際組織，使臺灣經濟進一步邁向自由化與國際化？

（甲）WHO—世界衛生組織（乙）WTO—世界貿易組織（丙）UN—聯合國（丁）APEC—亞

太經濟合作會議   

(A)甲乙       (B)丙丁 

(C)甲丙       (D)乙丁。 

13.（ ）國民政府遷臺後，積極建設臺灣，推動多項經濟建設計畫，締造臺灣經濟奇蹟，成

為亞洲四小龍之一，令世人稱讚。請問：民國 50 年代，政府制定《獎勵投資條例》，以租

稅減免為主要方針，吸引更多外商投資臺灣。請問：下列何者不是當時的景況？   

(A)新竹科學園區工程師參與國科會半導體技術研發會議 

(B)中小企業蓬勃發展   

(C)鼓勵輸出食品、家電為主的輕工業，以拓展海外貿易   

(D)高雄加工出口區下班時間出現人車擁塞。 

14.（ ）民國 70 年代，社會日趨開放，各種新興的社會運動形成風潮，許多長期被社會大眾

忽視的弱勢團體紛紛發出聲音，為自己爭取合法的權益。請問：這與當時的哪一項轉變有

密切關係？  

(A)開放民眾赴大陸探親   

(B)開放外籍勞工來臺工作   

(C)宣布解除戒嚴 

(D)鄉土文學運動興起。 

15.（ ）右表是民國 37、38、42、52 年，四個年度的臺灣佃農每年每公頃收益統計，表中的

數字演變反映了政府的哪一項政策？   

(A)研發稻米新品種，興建大型水利工程 

(B)推行三七五減租與耕者有其田等改革 

(C)加入 WTO 以振興農業   

(D)推展清鄉行動，清查戶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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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一個國家的實力可以分為軟、硬兩種實力。「硬實力」是指以人口、經濟、軍事和資

源為主的有形的物質力；「軟實力」則是指夠影響他國意願的無形的精神力包括：政治制度

的吸引力、文化的感染力、國際聲望以及領導人與國民形像的魅力等。面對中共長期在外

交上的打壓，我國政府近年來即致力以臺灣的「軟實力」讓國際社會認識、了解臺灣，進

而讓世界各國尊重與感動。請問：以下幾則近期的新聞，何者無法展現台灣的「軟實力」？ 

(A)中壢萬利花市藝術總監鄭秀煒，於 5 月 25 日獲得英國「切爾西花展」國際設計者獎，

成為華人首度在國際花藝競賽奪金第一人。CNN 更以大篇幅報導，讓臺灣蘭花花藝產

業站上世界舞台。 

(B)英國老闆阿塞德（Assad Khan）4 月在倫敦熱鬧的蘇活區開設臺灣珍珠奶茶店，標榜正

港道地臺灣口味的珍奶，引發熱賣，供不應求。 

(C)描述第三者闖入婚姻生活，在台灣引發話題的「犀利人妻」，已於 2011 年 6 月 9 日起在

日本電視台播出；臺灣原創的偶像劇登日，為臺灣戲劇史寫下新的里程碑。 

(D)國防部長高華柱在 5 月 6 日舉行的「漢光廿七號演習」檢討會上期勉國軍幹部以前瞻的

思維及完善的規劃加速國軍現代化，塑建一支「小而精、小而強、小而巧」的國防勁

旅，捍衛國家安全。 
17.（ ）何人在總統任內提出「務實外交」，不再堅持中華民國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

並積極參與國際事務，確立臺灣的國際地位？  

(A)陳水扁   (B)李登輝  

(C)蔣經國   (D)馬英九。 

18.（ ）聯合國在某年做出如下決議︰「決定恢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利，承認它的政府

代表為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並立即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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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據的席次驅逐出去。」請問：這應該是何年的決議文？民國 

(A)38   (B)49   (C)60   (D)68 年。 

19.（ ）有份資料顯示某次戰役之所以轉趨和緩是因為戰爭期間，台灣在美國援助下，運輸能

力增強，使中共無法對金門全面封鎖。請問：這個戰役應該是 

(A)韓戰        (B)越戰 

(C)古寧頭戰役  (D)八二三砲戰。 

20.（ ）已過世的辜振甫先生在臺海兩岸間有相當高的地位，當時他所代表協商會談的機構是

何者？ 

(A)海峽兩岸關係協會   

(B)國家統一委員會 

(C)海峽交流基金會 

(D)大陸委員會。 

21.（ ）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之後，造成斷交的骨牌效應和退出各種國際組織。下列哪個國家

隔年即承認中共政權？  

(A)菲律賓   (B)美國  

(C)蘇聯     (D)日本。 

22.（ ）根據新聞報導，上海至台北航班最快只要82分鐘就可以完成整個飛行，比搭高速鐵路

從台北到高雄還快，兩岸一日生活圈具體成型。請問:這樣的現象是因為哪一政策的實施

？ 

(A)三通四流   (B)小三通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110517/8/?


 

- 5 - 

(C)大三通     (D)一國兩制。 

23.（ ）下列哪四個國家以低廉的勞力成本與獎勵措施，發展出口貿易，使得經濟蓬勃發展，

被稱為「亞洲四小龍」？ 

(A)臺灣、新加坡、南韓、香港   

(B)臺灣、香港、新加坡、印尼  

(C)大陸、香港、臺灣、日本  

(D) 日本、臺灣、新加坡、香港。  

24.（ ）王拓的《金水嬸》寫的是一系列圍繞台灣基隆海濱八斗子這個依海維生的小村落的故

事。這種以關懷臺灣一般民眾為出發點，呈現大眾生活的真實面貌，是哪種文學表達方式   

(A)反共文學   (B)懷鄉文學   

(C)現代文學   (D)鄉土文學。 

25.（ ）臺灣在哪個時期設立需要大量勞力的加工出口區，並藉此奠下經濟起飛的基礎？民國 

(A)五十年代   (B)六十年代  

(C)七十年代   (D)八十年代。 

26.（ ）下列哪一個教育政策最早實施，並且將臺灣人民的教育水準普遍提升?   

(A)多元入學方案 

(B)九年國民義務教育   

(C)九年一貫教育 

(D)終身學習教育。 

27.（ ）促使中共改採和平統戰的重要關鍵是何事件?   

(A)八二三炮戰中共失利 

(B)中共與美國建交 

(C)中共加入聯合國   

(D)中共與日本建交。 

28.（ ）小英在圖書館看到一份以前的報紙，上面的標題是︰「美國派遣第七艦隊協防臺灣海

峽」、「美援來了！」請問當時美國為何要援助台灣？ 

(A)中共進攻台灣本島 

(B)中共發動抗美援，援助南韓 

(C)美國要幫助台灣進入聯合國 

(D)美國要圍堵共產勢力的擴張。 

29.（ ）海峽兩岸的關係，由政治對峙轉變為民間交流，主要是受到下列哪件事情的影響？ 

(A)解除戒嚴        (B)韓戰的結束  

(C)美國與中共建交  (D)《國家統一綱領》的制定。 

30.（ ）1970年代中共對台灣提出「一國兩制」，此一政策的真正意涵是  

(A)兩岸秉持著對等、互惠的原則達成統一   

(B)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臺灣與中共各自為主權獨立之國家 

(C)臺灣成為與中共不同制度的一個特別行政區   

(D)臺灣與中國形成聯邦國家。 

31.（ ）西元1979年，台北和華盛頓雙方各以「美國在臺協會」和「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取

代大使館，且美國通過含有台灣安全保障的條文-○○○。上述空格應填入 

(A)臺灣關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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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中美共同防禦條約 

(C)反分裂國家法 

(D)國家統一綱領。 

32.（ ）民國六十年代，當時的行政院長蔣經國以「今天不做，明天就會後悔」的決心推動

重大建設，結果改善投資環境，創造大量就業機會，帶動景氣復甦。請問:當時經濟不景

氣是因為 

(A)國際能源危機 

(B)歐洲債務危機 

(C)中共與美國建交 

(D) 台灣退出聯合國。 

33.（ ）民國六十年代後期，工資持續上漲，過去勞力密集的優勢已逐漸消失，臺灣產業面臨

發展的瓶頸，在這時候，政府決定推動下列哪項政策？ 

(A)引進外籍勞工 

(B)設立新竹科學工業園區 

(C)開放廠商至中國大陸設廠 

(D)貿易自由化、國際化。 

34.（ ）近年來臺灣的電視臺增添了不少族群特色，如：原住民電視臺、客家電視臺的創辦，

它們都以使用自身語言為主請問：這反映了何種現象？   

(A)臺灣媒體業競爭激烈  

(B)臺灣族群嚴重分裂   

(C)臺灣社會多元發展   

(D)台灣社會階級意識強烈。        

35.（ ）民國76年，中華民國政府基於人道立場開放大陸探親。請問:造成海峽兩岸親人分離

是因為哪一場戰爭？  

(A)韓戰       (B)國共內戰 

(C)八二三砲戰 (D)第二次世界大戰。 

36.（ ）(甲)美國流行文化(乙)東南亞文化(丙)中華文化(丁)台灣本土文化 ，以上文化內涵在

二次大戰結束後融入台灣的先後順序為何？  

(A)甲乙丙丁   (B)丙甲丁乙 

(C) 乙丁丙甲  (D) 丁乙丙甲。 

37.（ ）台灣光復後，政府為了改善人民生活，實施不少政策。其中「三七五減租」的內容為

何？ 

(A)以低價貸款給中小企業，發展商業 

(B)地主向佃農收租不得超過固定比例 

(C)農民可以用較低的租金跟政府租地耕種 

(D)政府將地主的土地轉賣佃農。 

38.（ ）日治末期，台灣約有六百萬左右的人口，但在民國 30 年代末期，增加到七百五十萬，

其主要的原因是  

(A)實施全民健康保險，出生率提高 

(B)實施家庭計畫，鼓勵生育 

(C)環境衛生改善，死亡率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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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政府遷台，帶來大批軍民。 

39.（ ）曾伯伯回憶他年輕的時候，每一年國慶典禮上，政府不但舉行大規模的閱兵典禮，

總統並帶領在場的文武百官及觀禮民眾高喊「光復大陸國土，解救大陸同胞」等口號。這

應該是下列哪一時期可能出現的景象？ 

(A)武力對抗    (B)政治對峙  

(C)和平統戰    (D)兩岸交流。 

40.（ ）志遠是一名小琉球的漁夫，最近因與菲律賓有漁事糾紛，他可以求助哪一個組織機

構？ 

(A)海峽兩岸協會  

(B)大陸交流委員會  

(C)外交部 

(D)蒙藏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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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A C D B C B D B A A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A D C D C B B C D C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D C A D A B B D A C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A A B C B B B D A 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