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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體制轉型 

(一)統治正當性的動搖 

1.「臺灣住民自決」論 

(1)海外臺獨運動：                                                  圖：魏廷朝 

日本(1950年代)、歐美(1960年代)、「臺灣獨立建國聯盟」
(1970年代，美國) 

(2)彭明敏、魏廷朝、謝聰敏〈臺灣人民自救宣言〉(1964年)：
主張「一中一臺」。 

(3)臺灣基督長老教會〈人權宣言〉(1977年)：主張臺灣的將
來應由臺灣住民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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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體制轉型 

2.國際地位的動搖 

(1)退出聯合國(1971年10月) 

(2)美國總統尼克森訪問中國(1972年2月) 

(3)臺日斷交(1972年9月) 

(4)臺美斷交(1979年1月)                           圖：聯合國 

 

 

 

 

 

 

 

   圖：尼克森總統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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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體制轉型 

 

(二)體制內的挑戰 

 

1.本土反對勢力的再興                                     圖：中壢事件 

(1)「增額」中央民意代表的定期改選(1972年)： 

臺籍非國民黨籍的政治菁英得進入中央民意機關，參與國政。 

如：黃信介、康寧祥。 

 

(2)「中壢事件」(1977年，桃園)： 

因桃園縣長選舉發生舞弊嫌疑，群眾包圍中壢警察局抗議，
與警察發生激烈衝突。此為二二八事件以來最大規模的警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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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體制轉型 
(3)「美麗島事件」(1979年，高雄)： 

因國際人權日(12月10日)紀念活動引發。《美麗島雜誌》為
此時期黨外人士的活動據點，事件發生後相關人士多人被捕，
包括：黃信介、施明德、林義雄、姚嘉文、陳菊、呂秀蓮、
張俊宏等。期間發生「林宅血案」。辯護律師有：陳水扁、
蘇貞昌等。審理該事件的軍事審判，因國際壓力對外公開，
給予被告闡述理念的機會。 

 

 

 

 

                       圖：美麗島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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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體制轉型 
2.反對黨的組成 

(1)社會運動興起(1986年以降)： 

環保運動、消費者權益運動、勞工運動、婦女運動、老兵返鄉
運動。 

(2)政治運動的主要議題：平反二二八、解除戒嚴(主要推動者：
鄭南榕) 

(3)民主進步黨成立(1986年) 

                                                       

                                                           

 

 

 

圖：228和平日促進會記者會(右李勝雄、中陳永興、左鄭南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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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體制轉型 
 

(三)解嚴 

 

1.過程 

(1)1987年9月，蔣經國正式宣布。 

(2)開放中國大陸探親、解除報禁。 

(3)以「國家安全法」代替「戒嚴法」， 

     思想與言論的自由仍頗受限制。 

2.國會改選 

(1)條件優厚的中央民意代表退職條例→效果有限。 

(2)野百合運動(1990年3月，臺北中正紀念堂)←天安門事件
(1989年6月) 

(3)政治解決：大法官會議釋憲，以1991年底為退職最後期
限。 體制轉型與民主壟固 7 

             圖：野百合運動 
學生將象徵精神的「野百合」
豎立於中正紀念堂前 



一、體制轉型 
3.言論自由 

(1)鄭南榕因主張臺獨被起訴，於拒捕時自焚(1989年) 

(2)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
(1991年5月) 

(3)廢除「懲治叛亂條例」(1991年5月) 

(4)修正「刑法第一百條」(1992年5月) 

 

 

 

                                                   圖：鄭南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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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主鞏固 

(一)定義： 

1.人民已經確信民主制度是處理公共事務的最好方式，而且
也願意遵從民主制度所規定的方式來參與公共事務的決定； 

2.「兩次輪替檢定說」(美國政治學者杭廷頓)：政權(＝統治
者)民主而和平地轉移兩次為最基本之要件。 

 

(二)政權和平轉移 

1.第一次總統直選(1996年)：李登輝、連戰。 

2.第一次政黨輪替(2000年)：陳水扁、呂秀蓮。 

3.第二次政黨輪替(2008年)：馬英九、蕭萬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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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主鞏固 

 

(三)課題 

                                                        圖：景美人權文化園區一角 

1.轉型正義：南非「真相與和解委員會」 

2.人權保障(男女平等、身心障礙、軍法審判、死刑存廢) 

                                                                

 

                                                                圖：景美人權文化園區 

                                                                        內的舊軍事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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