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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選擇題（共 33題，第 1~32題，每題 3 分；

第 33 題，4分，總分 100分；範圍 L5~L6） 

1、西元 1971 年中共加入聯合國以後，一直想盡辦法打壓

我國的外交發展空間。我們為了確保我國的國際地

位，政府採取下列哪一項措施？  

(A)與中共妥協與協商 (B)全力封殺中共的外交空間 

(C)尋求外力介入解決 (D)積極參與國際活動。 

2、民國三、四十年代美國因下列哪一場戰爭的爆發，遂

積極援助臺灣，有助於臺灣社會的安定與發展？  

(A)韓戰 (B)越戰 (C)波灣戰爭 (D)兩伊戰爭。 

3、承上題，該戰爭爆發後，美國更與臺灣簽訂下列哪一

條約，正式將臺灣納入西太平洋反共防禦體系的一

環？  

(A)臺灣關係法    (B)東亞共同防禦條約  

(C)中美共同防禦條約 (D)聯合國憲章。 

4、民國六十年代，美國國會在下列哪一背景下通過《臺

灣關係法》，繼續維持美國人民與臺灣人民間之商業、

文化及其他關係？  

(A)中共加入聯合國前  

(B)美日安保條約簽訂後  

(C)美韓自由貿易協定訂定前  

(D)臺灣與美國斷交後  

5、中央政府遷臺以來，我國在外交上的處境日益艱難，

尤其是下列哪一事件的發生，使臺灣的國際地位更形

孤立，政府改採彈性外交政策？  

(A)退出聯合國 (B)八二三炮戰  

(C)二二八事件 (D)解除《戒嚴令》。〔93 基測〕。 

6、民國 77 年下列何人繼任中華民國總統後，面對中共的

外交封鎖與打壓，不再堅持中華民國是代表中國的唯

一合法政府，強調兩岸是分裂分治的對等政治實體？ 

(A)蔣中正 (B)蔣經國 (C)李登輝 (D)陳水扁。 

7、臺灣與中國大陸的關係，由政治對抗轉變為民間交流，

主要是受到下列哪一事件的影響？  

(A)韓戰爆發    (B)廢除戒嚴令  

(C)中共與美國建交 (D)臺灣退出聯合國。 

8、近年來，我國政府積極爭取參與或舉辦各種國際會議，

鼓勵民間企業與社會團體投入各種援外工作，主要的

用意為下列何者？  

(A)全力封鎖中共外交  (B)展現人道救援的實力  

(C)吸引外國人來台觀光 (D)拓展臺灣的外交空間。 

9、我國政府派遣農耕隊到各邦交國，協助改良農業生產，

並支援友邦衛生與醫療服務，以及救助爆發天災的地

區與人民，可以說是下列哪一種外交政策的表現？ 

(A)金援外交 (B)鞏固外交  

(C)彈性外交 (D)務實外交。 

10、民國 76 年之後，我國政府開放國人至中國大陸探親、

兩岸文化交流與貿易，隨著兩岸民間交流日趨活絡，

相關問題與挑戰接踵而來。民國 80 年，行政院乃成

立下列哪一個專責機構，協助處理兩岸事務？  

(A)海峽兩岸關係協會 (B)大陸委員會  

(C)海峽交流基金會  (D)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 

11、民國 68 年，中共與美國建交後，對臺灣改採和平統

戰策略，並提出「一國兩制」等口號。我國政府則以

哪一原則作為回應？  

(A)三通四流 (B)反共抗俄  

(C)三不政策 (D)四個現代化。 

12、近幾年臺灣民眾可以跟著旅行團到中國大陸旅遊，主

要和下列哪一項史事有關？  

(A)開放小三通  

(B)開放陸客來臺  

(C)終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  

(D)廢除戒嚴令。 

13、其仁記得小時候經常可以看到有些圍牆上寫著「反共

抗俄」、「解救大陸同胞」等標語。由此可推測當時兩

岸關係處於下列哪一種狀態？  

(A)武力對峙 (B)政治對峙  

(C)兩岸交流 (D)一國兩制。 

14、政府遷臺初期，海峽兩岸形勢緊張，軍事衝突時常發

生，主要集中在下列哪一個地方？  

(A)馬祖 (B)綠島 (C)澎湖 (D)金門。 

15、近年來，海峽兩岸的人民雖然已從隔絕走向交流，但

中共方面依然不放棄武力犯臺與一國兩制的主張，這

是因中共將兩岸問題定位為下列何者？  

(A)軍事問題 (B)國際問題  

(C)內政問題 (D)外交問題。 

16、臺灣與中國大陸間的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產生莫

大的歧異與差距，主要是下列哪一因素造成的？  

(A)外國勢力介入 (B)宗教信仰的不同  

(C)語言上的隔閡 (D)長期分裂分治。 

17、民國 82 年，臺灣與中國大陸雙方的民間機構在下列

何處進行首次的會談？  

(A)新加坡 (B)香港 (C)澳門 (D)雅加達。 

18、下列關於中共提出的「三通四流」的敘述，何者正確？ 

(A)三通是指商業、農業、工業互通有無  

(B)四流是指文化、軍事、體育、科技的交流  

(C)這是中共對臺的統戰策略  

(D)中共開始實施一國兩制的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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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民國五十年代，政府為了加速經濟的發展，改採下列

哪一策略，發展輕工業，以拓展海外貿易？  

(A)進口替代 (B)出口導向  

(C)產業升級 (D)加強基礎建設。 

20、林老師製作了一張如右側的圖

畫，用來講解說某一時期政府

所推動的措施。請問：根據圖

中的內容看來，這應該是指下

列哪一措施？  

(A)農民已可為了爭取權益，走上街頭  

(B)實施土地改革，促使佃農逐漸轉型為自耕農  

(C)政府公告將徵收地主的土地，並計口授田給佃農  

(D)告知農民，政府將高價徵收農民的土地，以改善 

  農民的生活。 

21、民國四十年代，政府提出「以農業培養工業」的主張，

將外銷農產品賺取的外匯，投入工業發展。請問：政

府如此主張，其目的為下列何者？  

(A)促進國內經濟發展，協助本地民生工業  

(B)改善投資環境與設施，吸引外資挹注  

(C)研發新的農產品，增加農民的收入與改善農民的 

  生活  

(D)鼓勵外商在臺投資，帶動中小企業的發展。 

22、民國七十年代以後，政府積極推動產業升級政策，增

加與國際競爭的機會，遂全力發展下列哪一產業？  

(A)公共工程建設 (B)食品加工業  

(C)石化能源產業 (D)高科技產業。 

23、民國 91 年，臺灣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有助於

下列哪一項政策目標的達成？  

(A)提高臺灣民眾個人的經濟所得  

(B)促進國家經濟自由化和國際化  

(C)減少通貨膨脹與穩定物價水準  

(D)達到開發國家的人民基本生活標準。 

24、民國六十年代時，曾發生國際能源危機，造成全球經

濟不景氣，強烈衝擊以國際貿易為主的臺灣。當時政

府藉由下列哪一種方式，度過此次的經濟危機？  

(A)停止一切消費行為，鼓勵民眾努力儲蓄  

(B)尋求海外華僑援助，鼓勵捐款救臺灣  

(C)公務人員薪資減半，加重企業家的稅賦  

(D)推動大型公共建設，增加就業機會。 

25、西元 1970 年代，國際社會將臺灣視為「亞洲四小龍」

之一，主要是因臺灣在下列哪一方面的成就？  

(A)經濟 (B)軍事 (C)司法 (D)人權。 

26、近年來臺灣街頭出現許多富有東南亞風味的飲食店，

造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因素為下列何者？  

(A)外籍勞工引進的影響  

(B)政府刻意營造的現象  

(C)開放觀光的結果  

(D)商人獨到的投資眼光。 

27、政府遷臺後，持續推展教育事業，為了提高人口素質，

所以在民國 57 年推動下列哪一項教育改革？  

(A)六年國民義務教育 (B)九年國民義務教育  

(C)十二年國教    (D)多元入學。 

28、臺灣解嚴後，政治結構改變、社會運動勃興，促使各

界對教育提出更多的反省。請問：政府對教育的改革

措施朝下列哪一方向發展？  

(A)創造更自由開放的教育環境  

(B)朝去「中國化」的方向發展  

(C)採取全盤西化的教育制度  

(D)重點式的發展本土文化 

29、民國五十年代起，政府開始推動家庭計畫的主要目的

是下列哪一選項？  

(A)提升人口素質  

(B)促進社區發展  

(C)抑制人口過度成長  

(D)配合聯合國的人口政策。 

30、民國六十年代，臺灣遭遇一連串內政與外交的挑戰，

一些知識分子因而做出下列何種回應？  

(A)強調全盤西化的重要性  

(B)朝「一國兩制」的方向發展  

(C)關懷臺灣本土社會文化  

(D)回歸日式傳統價值觀。 

31、在超商工作的小青，有一天她生病到診所看診，診療

結束後，她僅付掛號費及部分負擔費用。請問：這是

因為她擁有下列哪一種保險保障，才能負擔這麼少的

醫療費用？  

(A)全民健康保險 (B)學生平安保險  

(C)家庭健康保險 (D)全民年金保險。 

32、臺灣是由許多族群所組成的社會，為建立共存共榮的

社會環境，凝結「臺灣意識」是當前的重要課題之一。

請問：下列哪一種觀念有助於「臺灣意識」的凝聚？ 

(A)堅守自己族群的血統  

(B)革除傳統向西方學習  

(C)強制漢族本位的同化  

(D)每個族群都是臺灣人。〔90 基測〕 

33、現今臺灣在人口的發展上，因為遇到下列哪一項瓶

頸，所以常會聽到政府或學者強調要增加臺灣的出生

率？  

(A)外籍人口增加，影響人口來源  

(B)人口素質低落，影響人民薪資營收  

(C)人際關係疏離，影響族群融合  

(D)人口高齡化，影響未來的競爭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