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正反背皆有試題） 

一、 選擇題（共 35題，第 1~5題，每題 2分；

第 6~35題，每題 3分，總分 100分；範圍

L5~L6） 

1、國民政府遷臺後，臺灣在外交上的處境日益艱難。下

列哪一事件的發生，使臺灣的國際地位更加孤立？ 

(A)退出聯合國 (B)宣布解嚴  

(C)八二三炮戰 (D)國共內戰。 

2、承上題，該事件發生後我國為突破困境，所採取的外

交政策為下列何者？  

(A)鞏固外交 (B)強硬外交  

(C)務實外交 (D)彈性外交。 

3、承第 1 題，臺灣在國際外交活動中屢遭困難的主要原

因是下列哪一選項？ 

(A)經費不足  (B)與美國斷交 

(C)退出聯合國 (D)中共的惡意打壓。 

4、中華國民政府遷臺初期，兩岸的局勢緊張，但因為下

列哪一事件，使得臺海局勢逐漸穩定下來？   

(A)越戰 (B)以阿戰爭 (C)韓戰 (D)兩伊戰爭。 

5、承上題，臺海局勢逐漸穩定下來，是因下列哪一個國

家派軍協防臺灣海峽的關係？ 

(A)德國  (B)英國  (C)美國  (D)法國。 

6、政府遷臺後，由於國家分裂的特殊局勢，以及國際局

勢的變化，因此外交政策幾經調整。民國 77 年以後採

取的外交政策為下列何者？  

(A)鞏固外交 (B)務實外交  

(C)彈性外交 (D)武力外交。 

7、承上題，此外交政策是由下列哪一位總統任內施行的？ 

(A)李登輝   (B)陳水扁  (C)馬英九  (D)蔡英文。 

8、在美國與中華民國斷絕邦交之後，美國通過下列哪一

文件以保持和臺灣之間的經貿及文化關係？  

(A)中美共同防禦條約 (B)臺灣關係法  

(C)東亞共同防禦條約 (D)國家安全法。 

9、近年來，我國的國際外交處境日益艱難。為了突破困

境，我國決定以下列哪一項優勢做為突破現況的利

器，以確保我國的國際地位？  

(A)歷史文化 (B)戰略價值  

(C)經濟實力 (D)豐富物產。 

10、現在海峽兩岸的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產生莫大的

歧異與差距，是下列何種因素造成的？  (A)宗教信

仰的不同  (B)外交觀點的分歧  (C)語言文化的隔閡 

(D)政治體制的差異。 

11、政府遷臺初期，臺灣海峽兩岸形成緊

張的武力對抗形勢，軍事衝突常集中

在中國大陸東南沿海的島嶼。右圖哪

一個地方更是當時兩岸軍事衝突頻

繁之地？  

(A)甲 (B)乙 (C)丙 (D)丁。 

12、民國 68 年，中共與美國建交後，對臺灣喊出下列何

種政策？   

(A)武力犯臺 (B)統一中國 

(C)一國兩制 (D)臺灣獨立。 

13、承上題，中美建交後，中共對我進行和平統戰策略，

當時臺灣政府則以下列哪一原則作為回應？  

(A)三通四流 (B)反共抗俄  

(C)三不政策 (D)四個現代化。 

14、下列何者是臺灣設置用來負責處理中國事務的民間機

構？  

(A)陸委會 (B)海基會 (C)海協會 (D)國臺辦。 

15、承上題，該機構在民國 80 年代，與中國專門處理兩

岸事務的民間單位曾在下列何處舉行第一次會談？  

(A)臺北 (B)吉隆坡 (C)香港 (D)新加坡。 

16、民國九十年起，臺灣政府開放下列那兩地與中國直接

通航的「小三通」？ 

(A)小琉球、蘭嶼  (B)澎湖、綠島   

(C)太平島、西嶼  (D)金門、馬祖。 

17、近幾年臺灣民眾可以跟著旅行團到中國大陸旅遊，主

要和下列哪一項措施有關？  

(A)解嚴     (B)開放陸客來臺  

(C)終止臨時條款 (D)開放大三通。 

18、承上題，該項措施是下列哪一位總統任內的施政內

容？  

(A)蔣中正 (B)李登輝 (C)蔣經國 (D)陳水扁。 

19、民國 38 年起，政府開始實施一連串經濟改革，穩定

臺灣經濟。民國 40 年代，政府提出「進口替代」的

策略，其目的為下列何者？   

(A)鼓勵外國企業投資 (B)促進本土產業升級   

(C)提升農產品品質  (D)促進國內經濟發展。 

20、民國 50 年代，由於下列哪一項措施逐漸帶動中小企

業發展，對外貿易保持成長與出超？   

(A)設立科學工業園區 (B)成立加工出口區   

(C)協助本土產業升級 (D)引進外籍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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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民國 91 年，臺灣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有助於

達成下列何項政策目標？   

(A)縮短貧富差距，實現均富理想   

(B)減少經濟波動，穩定物價   

(C)促進經濟自由化和國際化   

(D)增進經濟效率，提高國民生產毛額。 

22、民國 60 年代，蔣經國推動「十大建設」的目的為下

列何者？    

(A)吸引外資投入基礎建設    

(B)作為產業轉型的基礎    

(C)減輕民眾的賦稅負擔    

(D)利用大型基礎建設帶動景氣復甦。 

23、承上題，對臺灣經濟成長貢獻甚大的十大建設中，以

那一方面的建設占大多數？   

(A)文化  (B)教育  (C)外交  (D)交通。 

24、民國 38 年國民政府來臺，在缺乏豐富天然資源的條

件下，締造出世所矚目的臺灣經濟奇蹟。當時政府最

先實施哪一方面的改革，奠定日後經濟發展的基礎？ 

(A)國防  (B)貿易  (C)土地  (D)教育。〔96 基測〕 

25、戰後臺灣的中等教育，曾有一段時間大幅偏重職業教

育，其主要原因為下列何者？  

(A)培養經濟建設所需的人才  

(B)配合當時外交政策的需求  

(C)提升人口素質  

(D)培養兩岸問題的談判人才。 

26、在民國 60 年代，下列哪四個國家由於經濟蓬勃發展，

被稱為「亞洲四小龍」？  

(A)日本、印尼、泰國、澳門  

(B)南韓、新加坡、香港、臺灣  

(C)俄羅斯、菲律賓、汶萊、不丹  

(D)中國、馬來西亞、印度、越南。 

27、近年來，許多學校課程中安排鄉土語言教學，還舉辦

鄉土語言的演講比賽，這些措施的主要目的是下列何

者？   

(A)方便宣導政令方    (B)推動母語教學   

(C)因應國際化的程度  (D)順應現實環境的需求。 

28、在教育文化方面，臺灣的九年國民義務教育自何時開

始實施？   

(A)民國 57 年  (B)民國 68 年 

(C)民國 76 年  (D)民國 85 年。 

29、承上題，現今臺灣國民義務教育的基礎，可說是奠定

於下列那一個時代？    

(A)中華民國在臺時期  (B)日治時期 

(C)清領後期   (D) 鄭氏治臺時期。 

30、近年來，人口成長速度已逐漸緩和，政府面臨的人口

問題主要是下列何者？   

(A)老年人口增加 (B)出生率攀升   

(C)外來人口暴增 (D)大量人口外移。 

31、實施社會福利措施不但可以幫助社會上的弱勢團體，

並能促進社會整體進步。下列何者屬於社會福利措

施？   

(A)宣布解除戒嚴 (B)推行家庭計畫  

(C)實施全民健保 (D)推動產業升級。 

32、民國 60 年代，林懷民等人組成「雲門舞集」，並常常

在各地舉行公演，引起廣大迴響。請問：林懷民等藝

術家的作為代表了什麼樣的歷史意義？   

(A)迎合西化的腳步     

(B)批判當時的政治體制 

(C)本土意識逐漸抬頭   

(D)固守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隨。 

33、民國 70 年代以後，臺灣政治社會逐漸開放，因此文

化發展的方向為下列何者？   

(A)中國化 (B)一元化 (C)封閉化 (D)多元化。 

34、民國三十五到三十九年間，臺灣人口突然增加的主要

原因為下列何者？    

(A)大陸各省人士遷臺  (B)人口增加計畫奏效 

(C)醫療衛生環教改善  (D)外來人口突然增多。 

35、民國 70 年代以後，臺灣社會產生一些社會運動，這

些社會運動所共同具有的特性為下列哪一選項？ 

(A)以獲取社會資源為最終目標   

(B)以促進社會民主發展為目的   

(C)以暴力抗爭達到奪權的目的  

(D)以爭取社會公平正義為訴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