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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國大陸：國共内戰 
（一）和戰不定（1945年8月-1947年1月） 
1.  互爭接受在華日軍投降：日軍裝備、大義名分。 
2. 美國調停：赫爾利、馬歇爾 
 
 
 
 
 
 
3. 「談談打打」： 
      重慶會談（1945年8-10月）、 
      政治協商會議（1946年1月）。 
4.  國共談判破裂：中共拒絕參加制憲國民大會（1946年11-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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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停戰三人小組政府代表張治中
（左一），美國調停代表馬歇爾
（左二），中共代表周恩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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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面内戰（1947年1月-1949年12月） 
 
 1.  國府攻勢：馬歇爾離華（1947年1月）以降，戰場主要為 
                          中共勢力範圍（「解放區」）。 
 
2. 戰局逆轉：中共轉為攻勢（1947年6月）。 
 
3. 三大決戰（1948年6月-1949年1月）：遼瀋戰役、淮海 
                                                                         （徐蚌）戰役、平 
                                                                           津戰役。 
4.  國府次第退守臺灣（1949年1月以降）。 
  



二﹑「中華民國在臺灣」的開始 

 
（一）國民黨政權遷臺準備 
1. 實施戒嚴 
     ⑴ 管制中國大陸人士來台： 
          頒佈《臺灣省准許入境軍 
          公人員及旅客暫行辦法》 
           （1949年2月）。 
     ⑵ 施行全臺戶口總檢查。 
        （1949年5月1日） 
     ⑶ 臺灣全島實施戒嚴。 
        （1949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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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947年2月28日 臺灣省警備總
司令部發布台北市戒嚴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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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資材轉移 
 
     ⑴ 1948年11月起，國庫金銀（約五億美元）運臺： 
          穩定臺灣金融，為「新臺幣」發行基礎（1949年6月）。 
     ⑵ 轉移故宮博物院典藏，確保政權在文化上的「正統性」 
         （雖僅22%）。 
     ⑶ 轉移部分學術人才：胡適（中央研究院院長）、梅貽啟  
                                            （清華大學校長）。 
 
3. 整頓軍隊 
 
     ⑴ 轉移美援軍械。 
     ⑵ 轉移海空軍，確保制空權、制海權。 
     ⑶ 利用渡臺，整頓陸軍（排除異己、解除非嫡系部隊武 
          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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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胡適。 

圖：梅貽啟。 



 
（二）國民黨政權中樞轉移 
 
1.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949年10月） 
2.  中國民國總統府、行政院遷臺（1949年12月） 
3.  蔣介石復職總統（1950年3月） 
4.  國府重要人事刷新（1950年3月） 
‧ 陳誠任行政院長 
‧ 周至柔任參謀總長兼空軍總司令 
‧ 吳國楨任臺灣省主席 
‧ 孫立人任陸軍總司令 
‧ 蔣經國任總政治部主任：厲行軍隊政工制度改革 
5.  放棄海南島、舟山群島以及若干外島據點 
6.  中臺間的「人的移動」：前後計近兩百萬人。 
 

東亞的「戰後」 7 



東亞的「戰後」 8 

圖：左起陳誠，吳國楨，孫立人。 



三﹑朝鮮半島：韓戰 
     （1950年6月-1953年7月） 
（一）初期過程 
 
1. 朝鮮半島南北分裂： 
      大韓民國（1948年8月）、 
      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 
    （1948年9月）。 
2.  北韓南進（1950年6月25日）。 
3.  駐日美軍赴韓（1950年6月27日）。 
4.  聯合國派兵（1950年7月7日）。 
5.  聯軍登陸仁川（1950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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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韓戰期間中國大陸空軍
活動情形圖。 



（二）中共參戰：「抗美援朝」（1950年10月） 
 
1.  中共參戰考量 
      ⑴ 禦敵於境外 
      ⑵ 爭取俄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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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韓戰期間被俘虜的中共軍。 



2.  中共參戰得失 
 ⑴ 內政 
‧「中國人民志願軍」多由國府降軍整編 
‧激發反美情緒動員群眾 
‧加強對東北地方的控制 
‧利用蘇俄的軍經援助，達成軍事（空軍、砲兵）與產業現代
化。 
 
⑵ 外交 
‧成為抗擊西方強權的楷模，獲得亞非新興國家的支持。 
‧臺灣問題成為國際問題，國共隔岸對峙固定化。 
‧正面與美國為敵，推遲中美關係正常化進程。 
‧被聯合國譴責為「侵略者」，長期被排斥於國際社會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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