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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在正常的情形下，人類預期新地區的生活條件會更好，才會決定從原居住地

遷移到另一個地區生活，就理論的觀點分析，人類遷徙的因素大致可區分為個人

因素與結構因素，而此二者所導致的遷徙，勢將改變社會的發展，特別是移民所

遷入的社會。 

1949 年，中國大陸超過百萬的人口遷徙到臺灣，顯然的，這是結構因素所

致，這是一群人受到政治因素的推力而形成的大遷徙；由於當時移民占臺灣總人

口數相當的比例，於是形成所謂的「外省人」族群，此族群對臺灣戰後的發展產

生相當程度的影響。 

本文試圖從遷徙作為的研究途徑，依循歷史演進的脈絡，以質性研究的方法，

探討自 1949-1996 年移民與臺灣戰後的發展情形，並檢視近半個世紀以來，移民

在臺灣政治、經濟與社會發展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關鍵字：遷徙、臺灣、移民、族群、外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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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enerally speaking, people believe that the living conditions of the new area will 

be better, then they make decision to migrate to another place to live. In the theory of 

migration, it can be divided into individual factors and structural factors. No matter 

which factor, migration will have an effe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immigrant society. 

In 1949, there were over 1.2 millions of the people who migrated from mainland 

China to Taiwan. Undoubtedly, it was caused by the structural and political factors 

that pushed the “great migration”. Because the immigrants moving into Taiwan 

accounted for a considerable proportion of the population, they formatted an ethnic 

group so-called "mainlander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use migration as an approach to review and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in Taiwan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time 

frame is between the year of 1949 when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immigrated to 

Taiwan and the year of 1996 when direct presidential election took place in Taiwan. 

 

 

 

 

 

 

 

 

 

Keywords：migration, Taiwan, immigrant, ethnic group, mainla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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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導論 

第一節  研究概念 

 

假設在化學實驗中，將鈉粒置入水中，當鈉粒遇水產生激烈的氧化還原反應

後，會產生氫氣（使鈉粒游動）及氫氧化鈉（使溶液變色）的產物，其化學的反

應式為︰2Na(s) + 2H2O(l) → H2(g)  + 2NaOH(aq)，從此自然科學的實驗過程，聯

想到 1949 年大約有 120 萬的移民從中國大陸遷移進入臺灣，其後，對於臺灣社

會的發展造成許多的影響與變化，本文試圖以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研究並探索

自 1949 至 1996 年之間移民與臺灣戰後的發展，主要含括政治發展、經濟發展與

社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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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動機 

 

  當學者們在探討臺灣社會中的族群議題時，主要圍繞在本省人與外省人的差

異、國家認同與族群想像等，例如，法國學者高格孚所著的《風和日暖：外省人

與國家認同轉變》，張茂桂主編的《國家與認同：一些外省人的觀點》，王甫昌著

《當代臺灣社會的族群想像》，李廣均主編《離與苦-戰爭的延續》，以及宋惠中、

劉萬青主編的《國族、想像、離散、認同：從電影文本再現移民社會》等。追溯

上揭文獻的源起，始於 1949 年左右，約有 120 萬的中國人從大陸遷移到臺灣，

林桶法稱之為《1949 大撤退》，國民政府則是以「轉進」代替「逃難」，作為化

解較為尷尬的說詞，然而，無論是撤退、轉進或是逃難，皆是人類移動的行為，

從理論的觀點而言，則將其稱之為「遷徙」（migration）。1 

  近年來受到全球化與國際貿易的影響，世界人口流動更加的頻繁與多元，大

多數的國家已經成為移民遷出或接納國家，根據國際移民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IOM）的統計資料顯示，2015 年全球遷徙人數為

2.44 億人，占全球人口的 3%。2國際遷徙與移民所牽涉的議題是錯綜複雜的，這

些議題不僅包括國內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發展的議題，同時亦包括國際的議題，

例如，遷徙與移民可以解決區域或國家的人口老化、促進全球資金跨國流動、與

降低部分國家的失業率等問題；但是遷徙與移民也同時會產生文化與薪資差異、

歧視與剝削、政府政策與社會福利不公平、族群對立與衝突等負面影響，進而導

致社會呈現不安定的現象。美國社會學者 Ronald Weitzer 認為，「遷居者社會

                                                      
1 根據國際移民組織對於遷徙（migration）的定義是：一個人或一群人在國家的境內或穿越國界

的移動皆謂之遷徙。此人口的流動則涵蓋人們任何形式的移動，無論其距離與構成之因素；包

括難民、流離失所、經濟移民以及其他目的，甚至是家人團聚等。請參考國際移民組織官網(IOM): 

http://www.iom.int/cms/en/sites/iom/home/about-migration/key-migration-terms-1.html#Migration. 

然而，一般而言，就概念來區分遷徙（migration）和移民（immigration），前者是指發生在國

界以內的人口流動（境內遷徙），而後者則是指跨越國界的人口流動。參考 Caroline B. Brettell and 

James F. Hollifield, 2008, Introduction. In Migration Theory Talking across Disciplines, editd by 

Caroline B. Brettell and James F. Hollifield. 2nd ed. New York: Routledge. pp. 21-22.。本文為使書文

之整體流暢，除定義之外，並參考慣用詞句，交替使用「遷徙」與「移民」兩詞。 
2 國際移民組織官網: http://gmdac.iom.int/global-migration-trends-factsheet. 最後瀏覽日期 2017 年

8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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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tler societies）傾向被劃分為不同的社群，而其劃分的界線是依循著種族、

民族與宗教，進而會形成政治與社會的分裂。」3 

  由此可見，國際遷徙與移民是世界各國不容忽視的議題，倘若政府對於移民

的議題處置得宜，則有益於社會的發展，若是處理失當，移民將可能成為社會發

展的負擔。雖然歐、美等先進國家實施移民政策已有多年的歷史，且在處理移民

的議題上，亦具有相當豐富的經驗，然而，他們對於國內移民所衍生的社會問題，

卻往往無法進行有效的管控，使得社會中仍不時會出現移民抗議而引起的動亂事

件。 

  雖然近年來在國內探討移民與社會問題的文獻量逐漸增加，然而，從遷徙與

移民的途徑研究臺灣戰後的發展，則是較為罕見，據此，本文試圖從遷徙的途徑，

探討移民與臺灣戰後的發展二者之間的關係。 

 

                                                      
3 Ronald John Weitzer, 1990, Transforming settler states: communal conflict and internal security in 

Northern Ireland and Zimbabw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 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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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目的與研究途徑 

 

  本文的研究框架設定在 1949 大遷徙、移民與政治發展、移民與經濟發展、

移民與社會發展等四個部分（示意圖如圖 1-1），研究的目的在於檢視遷徙理論是

否可以應用在 1949 年移民從中國大陸到臺灣的遷移行為？並且透過相關的理論，

探討 1949 年遷臺移民與臺灣戰後的發展關係，一方面分析移民在臺灣社會的結

構與發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另一方面探討移民在臺灣社會中所存在的問題，在研

究的最後，提出研究心得與建議，作為未來在面對全球化的衝擊時，臺灣社會應

如何調整與因應隨著遷徙與移民所帶來的發展與變化之參考。以下提出數個問題

意識： 

 

 

 

 

 

 

 

 

 

 

 

圖 1-1 研究示意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一、 檢視現有的遷徙理論中，是否可以定位與解釋 1949 年約 120 萬的移民從中

國遷移到臺灣的行為？明清時期，也曾經發生中國人口遷移入臺的情形，

 

 

臺灣戰後的發展 1949-1996 

移民與社會發展 

 

 

移民與政治發展 

1949 年

大遷徙 

移民與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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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二者之間差異為何？ 

二、 1949 遷徙的移民對於臺灣的政治發展產生什麼影響？在 1949-1996 年間，

臺灣歷經威權統治到民主政治的過渡（transition）階段，能否在學者的論

述中，說明臺灣政治轉型的過程？此外，在 David Easton 的政治系統理論

中，是否可以檢視自 1949 至 1996 年之間，臺灣政治轉型的差異？ 

三、 首先，檢視在 1949-1996 年間臺灣經濟發展的各項指標？其次，假設從遷

徙理論中得知 1949 年的遷移行為是成立的，則遷臺約 120 萬的中國人即是

所謂的「移民」，由此繼續探討 1949 年後的四十多年期間，在政府中掌握

國家的政治權力，規劃國家經濟建設的決策菁英、財經官僚與技術官僚等

人，他們多數是上層結構的移民，另一方面，投入國家公共基礎建設的基

層勞工，則大部分是下層結構的移民，在此經濟發展的現象中，是否符合

「二元勞動市場理論」？基於此理論，嘗試分析移民與臺灣戰後經濟發展

之間的關係為何？ 

四、 1949 年後，政府治臺初期，推行「中國化」的政策，對於臺灣社會在「認

同」意識上的影響為何？另一方面，凃爾幹（Emile Durkheim）認為「排

除」會導致人們集體價值觀的流失，破壞社會結構，進而威脅到整個社會，

而在李廣均主編《離與苦-戰爭的延續》的文獻中，記述著遷臺老兵的生活

困窘情境，他們在臺灣是社會排除的對象嗎？此外，Robert Putnam 認為

「社會資本」有助於經濟發展與社會整合，4由於信任與合作是凝聚社會力

量的基石，對於承載多元文化的移民社會，倘若重視社會資本，是否有助

於社會的發展呢？ 

  本文的研究途徑乃是以遷徙與發展的相關理論作為研究基礎，透過時間的推

移過程，逐一且分項的檢視 1949 年遷臺的移民與臺灣戰後的發展二者之間的關

聯性。首先，從文獻中瞭解到移民的定義，並進一步地探討 1949 年約有 120 萬

                                                      
4 龐建國，2012，《孫中山思想的時代意義：國家發展研究的視角》。台北縣：韋伯。頁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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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國移民遷入臺灣的情形；5其次，透過相關的理論，分析 1949-1996 年移民

與臺灣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發展的情形，例如：在政治發展方面，藉由政治轉型、

民主化、自由化與系統理論等，探討移民與臺灣政治發展的關係與過程；在經濟

發展方面，透過美國經濟學家 Walt W. Rostow 提出經濟成長的五個階段，檢

視臺灣戰後 1949-1996 年的經濟發展情形，並且從「二元勞動市場理論」將移民

區分為二種不同的勞動力類型，分別檢視他們參與臺灣經濟建設的過程；在社會

發展方面，列舉出移民社會的特性，大致包括：差異與容忍、同化與多元化、社

會排除與社會接納以及社會資本等，接續分析臺灣社會的族群結構與認同的問題，

並且探討移民在臺灣社會發展中的情形。在結論中，預測未來在全球化、國內的

政治變化與科技迅速發展的衝擊之下，世界人口遷徙的數量與頻率勢必將會加速

的變動，臺灣處在國際社會之中，自然會受到影響，因此，如何使移民成為發展

的助力而非阻力，便成為各國在面對與處理移民與發展的重要課題，因此，本文

希望透過研究的結果，一方面，能夠瞭解 1949 年遷臺移民與社會發展之間的關

係；另一方面，能夠提出建議，冀望臺灣社會對於新移民除了尊重、包容與接納

之外，應該給予更多的關懷，並且協助他們融入社會，俾利提升社會資本，如此

將有助於臺灣社會能夠朝向更為穩定與繁榮的方向發展。 

  

                                                      
5 關於 1949 年左右從中國大陸遷臺的人口數，在研究過程中，發現各文獻中的統計數據資料不

盡相同，本文將採用林桶法根據許多官方的人口統計資料約 120 萬人，作為研究的參考數據，

更詳細之說明在本文第二章將有細部的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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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方法與研究流程 

 

 本文採取質性研究，研究方法是參考 W. Lawrence Neuman 著，朱柔若譯

的《社會研究方法：質化與量化取向》一書，藉由內容敍述質性研究中六個重要

的特性，6運用歷史比較研究法，依據特定事件發生的時間先後順序與細節，蒐

集與事件相關的圖片、圖表與統計表等資料，描述事件的演進過程，再將理論的

通則與證據交織成為一體，逐步的從研究的證據中，檢視遷徙與臺灣社會發展之

間的關聯性。7 

  在情境脈絡的掌握方面，以 1949 大遷徙作為研究之起點，依循著時間的推

移，掌握移民與臺灣戰後的發展情境，主要包括政治、經濟與社會發展等面向，

並將研究的焦點置於移民與社會的互動過程，以重要的轉型時刻，作為論述與分

析的節點。 

  在個案研究的價值與真誠務實方面，從歷史的軌跡與世界的幅員，廣泛的蒐

集、整理、閱讀與分析全球遷徙的相關資料，其中包括書籍、專刋、論文、報紙

與網路等，對於個案研究的核心，乃是從遷徙的途徑探討移民與臺灣戰後社會發

展的關聯性，尤其針對臺灣的歷史、政治、經濟與社會發展等範疇，運用所蒐集

的資料，分類檢視臺灣近代史籍、文獻、論文與網站等資料源，並採取交叉比對

和資料查證，力求客觀、中立與務實的論述，以凸顯出本文的研究價值。 

  在過程與時序的詮釋方面，內容包括 1949 遷徙的過程，以及臺灣戰後的政

治、經濟與社會發展的重要階段，並以此作為各個章節分析之主軸，透過對於個

案的觀察，逐一探究移民與臺灣社會的發展過程與相互間的關係。關於參考資料

與文獻的部分，主要以中、英文為主，透過翻譯與整理進行研究與分析。 

  在論文的詮釋方式上，區分為理論與事件二個部分，在理論的部分以遷徙的

相關理論為基礎，另以政治發展、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三個面向的理論，作為論

                                                      
6 W. Lawrence Neuman 著，朱柔若譯，2000，《社會研究方法：質化與量化取向》。臺北市：揚智

文化。頁 613-621。 
7 同註 6，頁 935-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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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的支幹，在實際事件的部分，則是從資料蒐集、閱讀、分類與整理後，描述國

際遷徙的歷史與現況，並回顧 1949 大遷徙與檢視移民與臺灣戰後的發展的相關

性。 

  本文的研究流程，首先，確定論文研究題目、說明研究動機與目的、擬定問

題意識，其次，進行資料蒐集、整理、閱讀、分類與分析，運用合理適切的理論

與文獻檢閱，分析歷史實證的演變與發展，進行理論與實證的交叉驗證，最後，

歸納研究結果，反饋與檢視是否回應本文的問題意識，以達到研究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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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概念界定與文獻回顧 

 

一、遷徙的概念界定與文獻回顧 

（一） 概念界定 

        在廣泛的定義中，遷徙是指「人類永久性或半永久性的變換居住地，

沒有特別限定移動的距離、自願性或非自願性與國內外的區別」。美國學

者 Everett S. Lee 認為，無論遷徙距離的遠近或是遷徙過程的險易，

在每一個遷徙的行動中均包括起源地、目的地與過程中的一些障礙。8換

言之，當一個人或一群人由原生活地區移動到新生活地區的過程，即稱

之為人口遷徙，此行動可能是跨越國界的，從一個國家到另一個國家，

也可能是發生在國境之內的，從鄉村到城市（rural-urban）與由城市到鄉

村（urban-rural）的人口移動，據此，吾人可以確知「1949 大遷徙」，即

1949 年約有 120 萬人從中國大陸遷移到臺灣的過程，在文獻的定義中，

是可被界定為人類遷徙的一部分，然而，此次的遷徙行為是屬於何種類

型呢？ 

      聯合國顧問 Peter Stalker 將國際遷徙劃分為五種類型，分別是屯

墾移民（Settlers）、契約勞動移民（Contract Workers）、專門技術移民

（Professionals）、不具身分的勞動移民（Undocumented Workers）以及

難民與庇護申請者（Refugees and Asylum Seekers）等。9在 1949 年

左右，由於受到國共內戰的影響，導致從中國大陸遷入臺灣超過百萬的

人口，倘若依照 Stalker 所劃分的遷徙類型，然顯地，此次的遷徙行為應

可以被歸類為「難民與庇護申請者」，對此，本文在第二章會有更詳細的

討論。 

 

                                                      
8 Everett S. Lee, 1966, “A Theory of Migration.” Demography 3(1): 47-57, p. 49. 
9 Peter Stalker 著，蔡繼光譯，2002，《國際遷徙與移民：解讀「離國出走」》。頁 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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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文獻回顧 

      由於人類遷徙的研究範疇具多元性，且牽涉到不同的學科，因此本

文依據研究中所涉及的領域，蒐整並檢閱國內外相關文獻，分述如下： 

      在歷史學的領域中，有些歷史學家透過量化分析的研究方法，擴張

且豐富對遷徙領域的研究，這些學者包括 Donna R. Gabaccia、10David 

I. Kertzer 與 Dennis P. Hogan、11Steve Hochstadt、12Maria Ioannis 

Baganha、13Robert P. Swierenga、14Caroline B. Brettell、15Leslie 

Page Moch 與 Louise A. Tilly 等。16根據人口統計學者指出，生育、

死亡與遷徙是影響社會人口數變化的主要因素，而其中遷徙的因素則是

較為複雜，Hania Zlotnik 認為，遷徙是導致人口重新分配的重要過程；

17從地理學的觀點，Susan W. Hardwick 認為，地理與遷徙之間的關係

在於就業模式、居住模式、少數族裔群聚居住的型式與發展以及不同族

群改變與分離的模式等；18在政治學的範疇中，James F. Hollifield 從

三個主題探討國際移民的政治研究，分別是控制、安全、與國家或社會

相融（incorporation）的議題；19在社會學中，探討的問題包括，為何會

                                                      
10 Donna Gabaccia, 1984, From Sicily to Elizabeth Street: Housing and Social Change Among Italian 

Immigrants, 1880-1930.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11 David I. Kertzer and Dennis P. Hogan,Kertzer, 1989, Family, political economy, and demographic 

change: the transformation of life in Casalecchio, Italy, 1861-1921.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 6. 
12 Steve Hochstadt, winter 1981, “Migration and Industrializaton in Germany, 1815-1977.” Social 

Science History 5(4): 445-468. 
13 Maria Ioannis Baganha, 1990, Portuguese emigra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1820-1930. New York: 

Garland. 
14 Robert P. Swierenga, Autumn 1981, “Dutch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Statistics, 1820-1880: An 

Analysis of Linked Multinational Nominal Files.”Th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15(3): 

445-470. 
15 Caroline B. Brettell, 1986, Men Who Migrate, Women Who Wait: Population and History in a 

Portuguese Parish.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6 Leslie Page Moch and Louise A. Tilly, Jan.1985, “Joining the Urban World: Occupation, Family, 

and Migration in Three French Cities.”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27(1): 33-56. 
17 Hania Zlotnik, 2004, Population Growth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Prospects and Policies in a Global Market, edited by Douglas S. Massey and J. Edward Taylo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 33. 
18 Caroline B. Brettell and James F. Hollifield, 2008, “Introduction”, in Migration Theory Talking 

across Disciplines, edited by Caroline B. Brettell and James F. Hollifield, 2nd ed. New York: 

Routledge. p. 5. 
19 James F. Hollifield, 2008,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How can we “Bring the State 

javascript:__doLinkPostBack('','ss~~AR%20%22Hochstadt%2C%20Steve%22%7C%7Csl~~rl','');
javascript:__doLinkPostBack('','mdb~~30h%7C%7Cjdb~~30hjnh%7C%7Css~~JN%20%22Social%20Science%20History%22%7C%7Csl~~jh','');
javascript:__doLinkPostBack('','mdb~~30h%7C%7Cjdb~~30hjnh%7C%7Css~~JN%20%22Social%20Science%20History%22%7C%7Csl~~jh','');
http://www.jstor.org.autorpa.lib.nccu.edu.tw/stable/i323448
http://www.jstor.org.autorpa.lib.nccu.edu.tw/stable/i209318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1 
 

有遷徙的情形發生？遷徙是如何隨著時間而演進？以及移民在社會中的

政治、經濟與社會發展情形？20遷徒對於經濟學家而言，他們的研究主

要聚焦於移民對「遷入社會的勞動力市場」與「遷出社會的經濟情況」

之影響，議題一般包括二元勞動力市場與勞動力市場分割、以及提升所

得與所得分配等。21 

      關於國內研究遷徙的文獻，概略可區分為三個部分，第一個部分是

「原住民的遷徙與就業」，主要是研究原住民在臺灣境內的遷徙，以就業、

文化、語言與生活為探討的主軸，此為國內碩、博士論文中較為常見關

於研究遷徙的議題；第二個部分是「國內勞工的遷徙」，如林季平著《臺

灣的人口遷徙及勞工流動問題回顧：1980-2000》的文獻中，回顧二十年

來臺灣的人口遷徙及勞工流動衍生的社會及經濟問題，包括區域及都市

發展問題、內部遷徙及邊際勞工流動問題、跨國遷徙問題、及「門戶開

放」後的衝突和矛盾問題等；22第三個部分是「新住民與外籍配偶遷徙

到臺灣的情形」，如成露茜以建國意識、公民運動與權利的途徑，研究遷

徙到臺灣的移工問題，她認為無論是在一個具有前瞻性的、以公民參與

為原則的國族概念之中，或是跳脫國族的框架，國家都必須要以一個新

的包容方式來面對全球化人口流動所引發的人文、社會與經濟的挑戰。23

近年來，國內針對移民政策的研究有逐漸增加的趨勢，例如夏曉鵑24與

                                                                                                                                                        
Back in”?” in Migration Theory Talking across Disciplines. edited by Caroline B. Brettell and 

James F. Hollifield, 2nd ed. New York: Routledge. pp. 184-185. 
20 Barbara Schmitter Heisler, 2008, “The Sociology of Immigration: From Assimilation to Segmented 

Assimilation, from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to the Global Arena”, in Migration Theory Talking 

across Disciplines, edited by Caroline B. Brettell and James F. Hollifield, 2nd ed. New York: 

Routledge. p. 83. 
21 Saskia Sassen, 1991, The global city: New York, London, Tokyo.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2 林季平，2005，〈臺灣的人口遷徙及勞工流動問題回顧：1980-2000〉。《臺灣社會研究季刊》34：

147-209。 
23 成露茜，2002，〈跨國移工、臺灣建國意識與公民運動〉。《臺灣社會研究季刊》48：15-44。 
24 亞太移駐勞工工作團著，夏曉鵑譯，2002，〈菲律賓移駐勞工在臺灣的處境〉。《臺灣社會研究

季刋》48：219-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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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嬿芬25從經濟社會與文化生活的途徑研究臺灣的外籍勞工；龔尤倩研

究臺灣的外勞政策與外勞在臺灣實際的生活情形；26藍佩嘉27與王翊涵28

則是從認同的觀點研究外籍勞工與新移民女性在臺灣的情形。 

      至於研究 1949 年從中國遷徙到臺灣的學者，則有陳世昌、陳鴻圖、

薛化元、喜安幸夫、若林正丈、戚嘉林、李功勤、戴寶村與林桶法等人，

他們研究的內容主要是依循歷史的時序與史實演進的記載，透過資料蒐

整的方式，記述與分析臺灣戰後的發展情形，研究內容雖然豐富且具參

考價值，但是，若是從遷徒移民與發展的相關理論作為研究基礎，進而

探討臺灣戰後的發展演進過程，則較少著墨。   

二、發展的概念界定與文獻回顧 

（一） 概念界定 

1. 發展的意義 

  「發展」是指二戰結束後的現代發展思想，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

束後，國際情勢呈現美、蘇對峙，拉丁美洲、非洲與亞洲等新興國家

湧現，以及美國為擴大民主國家陣營積極對外援助等現象，於是，美

國社會科學的學者開始針對新興國家的發展進行研究，並且將研究的

重點置於經濟發展、政治穩定與社會文化變遷等範疇，29整體而言，發

展的意義就是開發中國家要趕上先進的工業化國家；30至於發展在不同

時期的演變與意義，美國研究全球化的學者 Jan Nederveen Pieterse

整理出發展意義的歷史演變，如表 1-1 所示。 

                                                      
25 曾嬿芬，2007，〈研究移/住居臺灣：社會學研究現況〉。《臺灣社會研究季刋》66：219-234。 
26 龔尤倩，2002，〈外勞政策的利益結構與翻轉的行政實驗初探—以臺北市的外勞行政、文化實

踐為例〉。《臺灣社會研究季刋》48：235-286。 
27 藍佩嘉，2002，〈跨越國界的生命地圖：菲籍家務移工的流動與認同〉。《臺灣社會研究季刋》

48：169-218。
28 王翊涵，2012，〈曖昧的歸屬，策略性的協商：在台東南亞新移民女性的國族認同〉。《臺灣社

會研究季刊》89：83-125。 
29 Dean C.Tipps, 1973, “Modernization Theory and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Societies: A Critical 

Perspective.”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15(2):199-226, p.200. 
30 Jan Nederveen Pieterse 著，謝明珊與陳彥蓁譯，2012，《發展理論：解構與重構》。臺北市：韋

伯。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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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發展意義的歷史演變 

時期 觀點 發展的意義 

1800s 古典政治經濟 為解決進步的問題，追趕與超越 

1850> 殖民經濟學 資源管理，委託管制 

1870> 較晚工業化國家 工業化，追趕與超越 

1940> 發展經濟學 經濟成長與工業化 

1950> 現代化理論 成長、政治與社會現代化 

1960> 依賴理論 積累：國內積累，以本國為主的發展 

1970> 另類發展 人類的興旺 

1980> 人類發展 賦予能力，提供人們更多的選擇 

1980> 新自由主義 經濟成長：結構改革、去管制、自由化、私有化 

1990> 後發展 威權策劃、（反對發展帶來）災難 

2000 千禧年發展目標 結構改革 

資料來源：同註 30，頁 14。 

 

2. 發展的研究方式 

  從前發展研究的理論都是分門別類，然而，由於後續發展政策的

錯誤、新問題的產生、以及危機事件的發生等情形，使得跨學科的研

究漸漸受到重視，而跨學科整合的領域主要包括政治、經濟、社會與

文化等範疇。31 

3. 發展的研究單位 

  由於國際機構重要的發展統計資料與指標是以「國家」為對象，

因此，發展的研究通常亦是以國家為單位；然而，受到全球化與區域

化的影響，發展理論的趨勢逐漸需要多層次與多極的資訊與研究，而

                                                      
31 同註 30，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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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僅限於國家層次，研究的範疇包括低於國家的層次，如社群發展、

地方經濟發展與小區域發展，以及高於國家的層次，如區域合作與總

體經濟政策等。32 

（二） 文獻回顧 

  Richard Peet 與 Elaine Hartwic 共同編著的《發展理論》（Theories 

of Development: Contentions, Arguments, Alternatives）一書中之核

心理論是以經濟發展為主，但也探討社會經濟與政治經濟；3320 世紀末，

在發展理論與實務研究中，最具影響力的著作，莫過於曾經獲得諾貝爾

經濟學奬的學者 Amartya Sen 所著的《經濟發展與自由》34（Development 

as Freedom）一書，Sen 認為，發展是擴張人類的自由，而自由可被視

為是發展的主要目的（the primary ends）和主要的手段（the principal 

means）。35他並且指出，發展是為求消除各種條件下的不自由，36而在研

究發展時，必須考慮到多方面向，尤其是政治、經濟與社會發展，此三

者為發展之核心，彼此相互影響與牽制，Pieterse 對此論述亦有類似的看

法。37此外，龐建國在其所著《孫中山思想的時代意義：國家發展研究

的視角》一書中，以國家的整體發展為主軸，同樣也是分別從臺灣的政

治、經濟與社會發展等面向，探討孫中山先生民主、民權與民生思想的

時代意義，研究內容與理論涵蓋廣博，並不侷限在特定族群的範疇。對

於臺灣戰後政治、經濟與社會發展三個面向的文獻回顧，分述如下： 

1. 臺灣戰後的政治發展 

  對於「政治發展」的定義，學者們在語義上產生一些重疊與混淆

                                                      
32 同註 30，頁 28-29。 
33 Richard Peet, and Elaine Hartwick, 2009, Theories of Development: Contentions, Arguments, 

Alternatives. 2nd ed. New York: Guilford. 
34 Amartya Sen 著，劉楚俊譯，2001，《經濟發展與自由》。臺北市：先覺。 
35 Amartya Sen, Development as Freedo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 36. 
36 Sen, Development as Freedom, pp. 8-11. 
37 Jan Nederveen Pieterse, 2010, Development Theory: Ddeconstructions/Reconstructions. 2nd ed. 

London: SAGE. p.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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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型態，如 Lucian Pye、Samuel P. Huntington、Han Park 與 Fred 

Riggs 皆曾編整出多種不同的定義，然而，當 Pye 提出「沒有單一的規

模可以用來測量政治發展的程度」之概念後，許多學者則是紛紛表示

同意此論點，38因此，本文從文獻中擷取國家的政治制度、政治轉型以

及民主化與自由化等面向，作為探討移民與臺灣戰後政治發展的主要

議題。 

  首先，在政治制度方面， Max Weber 曾經提出「政治與社會是

在國家關鍵時刻的《軌道》（tracks）上運行」，而 Ikenberry 認為，Weber

所指的軌道即是「國家的政治制度」。39在政治科學的研究範疇中，對

於新制度主義（new institutionalism）的研究逐漸頻繁，Peter Hall

與 Rosemary Taylor 認為新制度主義可區分為，傾向「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y）的「歷史制度主義」（history institutionalism）、運用計算

途徑的「理性選擇制度主義」（rational choice institutionalism）與依

循 社 會 文 化 與 價 值 觀 的 「 社 會 學 制 度 主 義 」（ sociological 

institutionalism）等三個學派；40Kathleen Thelen 認為，以往對於制度

的研究是聚焦在維持制度的持續性與穩定性，但是在某些案例中更須

注意到外在機制（mechanisms）對於國內制度所產生的政治開放與改變

過程，除了要理解制度的路徑依賴與政策回饋的關鍵外，在特殊制度

的案例中，則有賴於精確說明「再生產」（reproduction）與回饋機制，

且縱使在相同的國際力量與趨勢的前提下，不同的國情也會導致不同

的再生產機制，換言之，若要理解國家政治穩定變化的重要元素，關

鍵在於更精確的說明制度再生產的機制。41 

                                                      
38 Jonathon W. Moses, 2011, Emigration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21-22. 
39 G. John Ikenberry, Oct.1994, “History’sheavyhand:institutionsandthepoliticsofthestate.” Presented 

at conference on New perspectives on institutions, University of Maryland. p. 1. 
40  Peter A. Hall and Rosemary C. R. Taylor, Dec. 1996, “Politicalscience and the three new 

institutionalisms.” Political Studies 44(5): 936-950. 
41 KathleenThelen, 1999,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comparative politics.”Political Science2: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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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顧臺灣過去的政治發展進程中，是否符合國家制度再生產的論

述呢？1895 年，日本統治臺灣，翌年，日本國會即通過「法律第六十

三號」，簡稱「六三法」，如表 1-2，依據「六三法」日本在臺灣設置總

督府，掌控臺灣的行政、立法、司法與軍事大權，形同一套有別於大

清帝國的國家制度在臺灣開始發揮影響，日本統治臺灣 50 年期間，分

別制訂「六三法」、「三一法」與「法三號」等律法，共頒布 466 條律

令，先後派任臺灣總督共計 19 位；42二戰結束後，日本撤出臺灣，1945 

年國民政府在臺灣設立「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公布「臺灣省行政長

官公署組織條例」作為在臺灣設官立法的法律依據，陳世昌在《臺灣

演進史》一書中依史實的演進，描述臺灣如何從被日本殖民的統治，

到國 民政府接收期間的政治制度轉換；43林桶法在《1949 大撤退》中，

描述 1949 年國民政府遷臺並且將中華民國的政治制度與機構遷移到臺

灣。44綜上所述，臺灣從明、清時期到 1949 年，大致歷經三個階段的

政治制度，即明、清時期到 1895 年以前是「君主帝制」，1895-1945 年

是「日本殖民統治」，1949 年後則是依循「1947 年的《中華民國憲法》

與國民政府在中國的政體」並依此政治制度來修訂，45由此可見，臺灣

的政治發展過程是符合國家制度再生產之論述。 

 

表 1-2 日本「法律第六十三號」內容 

明治 29 年法律第六十三號 

第一條 臺灣總督得於其轄區內，頒布具有法律效力的命令。 

第二條 前條命令應由臺灣總督府評議會議決，經拓殖務大臣呈請敕

                                                                                                                                                        
404. 

42 黃昭堂著，黃英哲譯，2013，《臺灣總督府》。臺北市：前衛。頁 225-231。 
43 陳世昌，2013，《臺灣演進史》。臺北市：五南。頁 146-205。 
44 林桶法，2009，《1949 大撤退》。臺北市：聯經。頁 154。 
45 雲程，2005，《佔領與流亡—臺灣主權地位之兩面性》。台北縣：憬藝企業。頁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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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臺灣總督府評議會之組織以敕令定之。 

第三條 
情況緊急時，臺灣總督得不經前條第一項手續，立即頒布第一

條規定之命令。 

第四條 

依前條頒布之命令，於頒布後立即呈請敕裁，且向臺灣總督府

評議會報告之。不能獲得敕裁許可之時，總督應立即公布該命

令此後無效。 

第五條 
現行法律及將來頒布之法律，其全部或部分要施行於臺灣者，

以敕令定之。 

第六條 此法律自施行日起滿三年即失效。 

資料來源：同註 42，頁 226。 

  其次，在政治轉型、民主化與自由化方面，1949-1996 年間，臺灣主

要歷經蔣介石、蔣經國與李登輝等三位總統，46期間歷經不同政治體制

（regimes）與政治轉型。對於政治轉型的定義，Guillermo O'Donnell 與

Philippe Schmitter 認為，國家內部由一個政治體制轉型到另一個政治體

制時，轉型初期的徵兆在於威權執政者開始修改規則（rules），以提供自

己與群體更多權利的安全保證，而政治體制的轉型乃是由威權統治，進行

自由化（Liberalization）與民主化（Democratization）的過程，自由化是

指有效賦予個人與社會群體權利的處理進程，以避免遭到政府與第三部門

任意或非法行為的影響，民主化則是指對於公民權（citizenship）的規則

與過程之處理進程，雖然自由化與民主化在歷史的關係上是密切的，但二

者並非同義詞，且在政治體制轉型時可能不會同時發生，也可能在政治體

制上僅存在自由化而沒有民主化；47Robert Dahl 在《多元政治》（Polyarchy）

                                                      
46 自 1975 至 1978 年期間，雖然由嚴家淦繼任總統一職，但國家的黨、政實權是由蔣經國所掌

握。在國民黨方面，蔣經國於 1975 年 4 月 28 日擔任黨主席；在行政方面，蔣經國自 1972 年

至就任總統之前擔任行政院長。另原憲法規定中華民總統任期為六年，迄 1992 年修憲後，自

1996 年更改任期為 4 年。 
47 Guillermo O'Donnell and Philippe C. Schmitter, 1986,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Tentative 

conclusions about uncertain democracie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pp. 6-10.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8 
 

一書中就兩個面向來討論民主化與自由化，分別是公開競爭（public 

contestation）和參與權（the right to participate），他將國家的政治體

制劃分為四個部分，如圖 1-2 所示，縱軸是自由化（即公開競爭）的指標，

橫軸是包容性（即參與權）的指標，在左下角為封閉的霸權政體，左上角

為競爭性的寡頭政治，右下角為包容性的霸權政體，右上角為多元政治；

Dahl 認為多元政治可被視為相對民主化的政權，或是普及化與自由化的

政權，也就是高度包容與極度開放公共競爭的政權。48 

 

  

 

 

 

 

圖 1-2 自由化、包容性與民主化 

資料來源：Dahl, Polyarchy: Participation and Opposition, p. 7. 

 

  Gabriel A. Almond 與 Sidney Verba 曾對政治文化與民主化的關

聯性進行系統性的研究，他們以英、美、德、義與墨等五國為案例，歸納

出地方型（parochial）、臣屬型（subject）與參與型（participant）等三種

類型的政治文化；49Dankwart A. Rustow 於 1970 年，提出一個民主轉

型過程的三個階段，即預備階段、決定階段與鞏固階段；50Alfred Stepan

於1986年依據世界各國不同的特殊條件與具體情勢，對民主轉型的過程，

                                                      
48 Robert A. Dahl, 1971, Polyarchy: Participation and Opposi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y Press. 

pp. 5-8. 
49 Gabriel A. Almond, 1980,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Civic Culture Concept.” in The civic 

culture revisited: an analytic study. Edited by Gabriel A. Almond, Sidney Verba, et al., Boston: 

Little Brown. p. 24. 
50 Dankwart A. Rustow, 1970, “TransitionstoDemocracy: Toward a Dynamic Model.” Comparative 

Politics 2(3): 345. 

封閉的 

霸權政體 

包容性的 

霸權政體 

競爭性的 

寡頭政治 

多元政治 

A 途徑 

B 途徑 

C 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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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納出八條從非民主統治朝向民主治理的可能路徑；51Huntington 提出三

種民主化進程的類型，包括由握有權力的精英主導的民主化進程的「變革」

（transformation）；由反對派主導的民主化進程，使威權體制崩潰或被推

翻的「置換」（replacement），與由政府與反對派合作推動民主化進程的「移

轉」（transplacement）；52此外，Huntington 認為當一個國家能夠達到「兩

次政黨輪替測試」（two turnover test）的衡量標準時，國家便進入民主

鞏固的階段；53Larry Diamond 則是從政治文化分析民主化，並提出「在

一個國家之中，愈多民眾具有民主的理念，表現出符合民主規範的行為，

國家的民主體制就愈禁得起考驗。」54 

  在國內的文獻中，王振寰以黨外運動作為研究途徑，比較臺灣在 1972

年與 1986 年出現的政治轉型，他認為黨外運動是政府朝向自由化不可或

缺的因素；55瞿宛文是以經濟發展的觀點分析臺灣戰後的民主化與民主運

動；56雖然許多學者如田宏茂（Tien, Hung-mao）、周陽山（Chou, Yangsun）

與黎安友（Andrew Nathan）等人，將臺灣的政治轉型視為是臺灣長期經

濟發展的結果，57然而，吳乃德卻認為，經濟發展固然可為開發中國家帶

來財富的增加與教育水準的提高，有利於國家民主化的發展，但是每個社

會存在許多獨特的因素與歷史背景，則會造成不同的發展結果。58 

2. 臺灣戰後的經濟發展 

                                                      
51 AlfredStepan, 1986, Path toward Redemocratization: Theoretical and Comparative Considerations. 

in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edited by Guillermo O'Donnell, 

Philippe C. Schmitter, and Laurence Whitehead,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pp. 64 

-84. 
52 Samuel P.Huntington, 1991,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p. 114. 
53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pp. 266-267. 
54 Larry Diamond, 1994, “Introduction: Political culture and democracy.” in Political culture and 

democrac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Edited by Larry Diamond, Boulder: L. Rienner Publishers. pp. 

1-27. 並參考註 9，頁 144。 
55 王振寰，1989，〈臺灣的政治轉型與反對運動〉。《臺灣社會研究季刊》2(1)：107。 
56 瞿宛文，2007，〈臺灣戰後經濟發展與民主運動〉。《臺灣社會研究季刊》65：183-189；與 2011，

〈民主化與經濟發展：臺灣發展型國家的不成功轉型〉。《臺灣社會研究季刊》84：243-288。 
57 王振寰，1989，〈臺灣的政治轉型與反對運動〉。《臺灣社會研究季刊》2(1)：74。 
58 吳乃德，1989，〈搜尋民主化的動力－兼談民主轉型的研究取向〉。《臺灣社會研究季刊》2：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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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發展在較為嚴謹的經濟學術語定義中，是指「促使國家擴大出

口的成長率較人口的成長率快速，期能達到人均收入持續增長的比例。」

59發展經濟學是源自於 19 世紀末，其理論是偏離正統的經濟學，有學者

認為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李嘉圖（Ricardo）與馬克思（Marx）

等皆為發展經濟學家，因為他們研究從農業社會轉型到工業社會的過程。

60現代經濟學發展的形成始於 1940 與 1950 年代，主要探討殖民經濟轉

型的問題，即工業化（industrialization）期間的理論，例如，古典政治經

濟學或後發展國家的理論；611950 年代末至 1960 年代初，多數的發展經

濟學家達成高度的共識，具有影響力的學者如熊彼得（Schumpeter）所

提出的「創造性破壞理論」；62在 1960 年代末期，經濟發展的思想在不

同的範疇與產業發展下，逐漸多元而矛盾，此時發展經濟學已不存在共

識，63例如，在新古典經濟學（neoclassical economics）中強調個體經

濟（micro-economic），重視公司與家庭在市場中的理性行為，以及人力

市場的實質薪資調節等議題；然而，在遭遇到全球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後，經濟學家凱因斯（Keynes）提出總體經濟（macro-economic）

的觀點，推翻新古典經濟學所主張「市場會自動調節供需以達成充份就

業之假設」，他同意政府對於經濟的干預，當國家的失業率居高不下，經

濟陷入長期性衰退，政府則應採取積極的財政措施，擴大公共支出，創

造就業機會，使人民有能力與意願消費，促使景氣復甦；到了 1970 年代，

全球發生石油危機，造成工廠規模的縮減與歇業的情形，導致英、美等

先進國家出現失業率與通貨膨漲同時嚴峻的「停滯性通貨膨漲」問題，

也使得凱因斯學派的理論受到質疑；新自由主義學家 Milton Friedman

                                                      
59 Todaro, Michael P. and Stephen C. Smith, eds., 2011, Economic Development.11th ed. Mass: 

Addison-Wesley. p. 14. 
60 Pieterse, Development theory: deconstructions/reconstructions, p. 41. 
61 同註 30，頁 65。 
62 Kurt Martin, 1991, Strategi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readings in the political,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p. 27. 
63 Pieterse, Development theory: deconstructions/reconstructions, pp. 41-43.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21 
 

認為，凱因斯學派忽略人們對於通貨膨漲的適應性預期的心理因素，如

同 Kurt  Martin 所點出凱因斯模型的問題在於局限於短期的分析

（short-term analysis），並未說明經濟轉型的方針，64Friedman 主張減

少政府的公共支出與對市場的干預，政府僅需透過掌握貨幣政策的緊鬆，

對市場經濟進行宏觀的調控，此論述在 70 年代聲勢上揚，新自由主義的

實踐國家包括英國（時任首相柴契爾）、美國（時任總統雷根）、北歐的

瑞典、發展型國家（developmental states）的新加坡與部分亞洲國家皆

是以此論述調整國家經濟發展的政策，其中東亞地區的國家（包括日本

與亞洲四小龍的經濟發展）相較於第三世界國家正處於低度發展的困境

之際，臺灣與南韓卻維持穩定而快速的經濟成長，所得分配亦較為平均；

65部分學者認為臺灣與南韓的成功案例不在於政府採取過度擴大公共產

業建設，以及對經濟進行過度管控與價格扭曲的政策，而是需要透過增

加私有化與提升市場角色的重要性，並減少政府在經濟中的角色與規模，

以達到國家經濟的轉型；66David Harvey 認為典型的發展型國家，必須

關注社會在實體的公共建設，例如提供教育機會與健康照護等的擴大政

策；67Todaro 和 Smith 則指出，在一個經濟成長的環境之中，必須要能

減少或排除貧窮、分配不均與失業等問題。68臺灣的經濟發展從 1970 年

代開始逐漸受到國際的經濟學家重視，許多學者分別從不同的途徑進行

研究，分述如下： 

（1） 主張新自由主義的學者認為，臺灣選擇自由經濟的路線，尊重市場機

制，鼓勵私人企業，採取出口導向的工業化政策，配合發展階段，邁

向經濟自由化、私有化與國際化的成果。 

                                                      
64 同註 4，頁 70-72；以及參考 Martin, Strategi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readings in the political. 

p. 29. 
65 David Harvey, 2005,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 71. 

與同註 4，頁，73。 
66 Harvey,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 p. 54. 
67 Harvey,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p. 72. 
68 Todaro and Smith, Economic Development, p.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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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張依賴理論的學者認為，由於臺灣遭遇特殊的歷史際遇，如日本殖

民建設、國民黨政權遷臺與美國於戰後的經濟援助等，此外，政府採

取強勢政策，限制多國公司在臺灣營運，扶植本土企業成長，並逐步

將臺灣產業發展與全球市場接軌，致使臺灣經濟成功的轉型與發展。 

（3） 主張世界系統理論的學者認為，由於臺灣在日本殖民期間奠定的經濟

貿易基礎，對於在戰後的經濟發展產生實質的影響，二戰後，受益於

美國提供的援助，促使日本、南韓與臺灣等國家的經濟改革，隨著資

本主義在世界體系的循環流動，使得全球市場產業分工的網絡在東亞

地區逐漸發展成型，呈現所謂的「雁行理論」（flying geese model），

導致臺灣的經濟成長。 

（4） 中南美國家與東亞國家有類似的歷史背景，二戰前同樣的被殖民，二

戰後有美國的外援，然而，由於國家角色未能展現像東亞國家的自主

有能，於是有些學者認為，應重申國家角色的重要性，並將臺灣、南

韓與中國大陸歸類為「發展型國家」。69 

    學者從不同的途徑分析臺灣戰後的經濟發展現象，無論是外部的

依賴理論與世界系統理論，或是國家政府自主有能的採取自由經濟政

策，皆是促使臺灣戰後經濟進入正確的軌道並朝著與國際經濟貿易接

軌的方向前進之重要因素。 

  王振寰曾就《國家角色、依賴發展與階級關係》檢視四本有關於臺

灣戰後經濟發展的研究，在塞門（Denis Simon）的唯國家論（statism）

的研究中，王振寰認為，塞門以國家為分析單位，邏輯是單線的運作，

然而，國家不是獨立社會之外的主體，而孤立的看待國家運作，是無法

真正處理國家與社會的關係；在陳玉璽的「依賴-功能論」研究中，探討

臺灣在戰後的經濟發展依賴美援，但也受帝國主義所控制；在高棣民的

                                                      
69 同註 4。頁 11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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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賴發展和三邊聯合」研究中，70指出國家在美、日、臺三邊聯合的

結構中，政府站在主導的地位，一方面承接日本遺留的資產，另一方面

運用美援進行各項基礎建設，由於論述過於強調國家的角色，而忽略其

結構的限制，可稱之為細緻的唯國家論；對於高棣民採用 Cardoso 與

Faletto 的「歷史結構方法」研究中，王振寰認為，在「歷史結構方法」

中，主張統治階級的機會比被統治階級的機會大太多，即不同階級具有

不同的利益與力量，這與預設每一群體皆具有同樣的機會和權力的政治

多元論是不相容的，但高棣民認為臺灣逐步走向多元社會，此二者因果

關係出現分歧的現象。71瞿宛文以出口導向成長與進口依賴的途徑分析

臺灣的經濟成長；72此外，瞿宛文對於同樣是被日本殖民的南韓與臺灣，

在經濟發展上進行比較，分析殖民期間日本在殖民地從事的經濟建設與

開發，並且檢視日本殖民統治對臺灣戰後經濟發展的影響，文中指出南

韓情況與臺灣相似，相較於韓國，臺灣在日據時期工業化程度較淺，二

者相同之處在於戰後的經濟發展持續成長，是否與殖民時期的工業化程

度有其關聯性，學者則有不同的看法；73吳聰敏則是從美國在戰後對臺

灣的經濟援助，探究臺灣經濟發展的影響；74除了美、日的因素之外，

康綠島於 1993 年透過《李國鼎口述歷史》敍述臺灣的經濟發展，指出：

「四十年前，國民平均所得是一百多美金，現已超過一萬美金；四十年

前，臺灣有大量的財政與貿易赤字，需靠美援，現臺灣擁有世界第二高

外匯存底；四十年代時，臺灣仍為農業經濟，現擁有多項高技術工業，

                                                      
70 Peter Evans 提出的「三邊聯合」是指國家、外資與本土企業三者之間的關係，又可稱之為「三

角聯盟」(the triple alliance)。參考註 9，頁 112。 
71 王振寰，1988，春季號，〈國家角色、依賴發展與階級關係-從四本有關臺灣發展的研究談起〉。

《臺灣社會研究季刊》1(1)：117-143。 
72 瞿宛文，1989，春季號，〈出口導向成長與進口依賴—臺灣的經驗，1969-1981〉。《臺灣社會研

究季刊》2(1)：13-28。 
73 瞿宛文，2007，〈臺灣戰後經濟成長原因之回顧：論殖民統之影響與其他〉。《臺灣社會研究季

刊》65：1-33。 
74 吳聰敏，1988，春季號，〈美援與臺灣的經濟發展〉。《臺灣社會研究季刊》1(1)：145-158。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24 
 

還是世界第六大資訊工業國。」75一般認為，國民政府能夠有效的經濟

發展，與其重用一批有能力的財經官僚有關，他們是與國民政府一起遷

臺，多半曾在美援會或經合會中任事，直屬行政院長，但不受文官法規

約束，據統計，臺灣財經決策核心計有 43 名最有影響力的技術官僚，如

嚴家淦、尹仲容、楊繼曾、李國鼎……孫運璿等人。76 

3. 臺灣戰後的社會發展 

  1970 年代以前，社會發展的理論主要包括依賴理論或世界系統理論，

然而，當理論遇到瓶頸而無法解釋現今社會發展的情況時，則必須透過

比較與分析全球社會結構的多元性，尋找出核心問題之所在，並以不同

的問題層次和面向，重新思考理論與實際之間的差異性，77本文擷取移

民社會發展的共通性，並且觀察與歸納臺灣在社會發展中較為明顯的問

題，包括認同、肯認、容忍、社會排除、社會接納與社會資本等面向，

作為研究的議題。 

  認同（identity）的重要性在於它會型塑人們的行為，Huntington 將

認同的概念區分五個部分：個人在群體中的認同、認同是被建構出來的、

有多重性的認同會隨著時間與情況而改變、認同是人我之間互動的產物、

以及認同會隨著情況而有相對的替代性（轉換）等；78高格孚對於認同

的觀點與 Huntington 有相似之處，他認為「時間在改變，臺灣在改變，

認同也在改變，且認同是一直在改變的。我們出生的時候唯一有的就是

遺傳基因的認同，其他的都是後來隨著發生在生活中的點點滴滴，慢慢

累積起來的認同。這也就是為什麼認同是一直在改變，甚至到生命的最

後一天。」此外，高格孚認為，對於外省人的認同感（idenification）或

                                                      
75 康綠島，1993，《李國鼎口述歷史 : 話說臺灣經驗》。臺北市 : 卓越文化。 
76 同註 75，頁 77。 
77  Frederick H.Buttel and P. McMichael, 1994, “Reconsidering the explanandum and scop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in Rethinking Social Development: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 edited 

by David Booth. Essex: Longman Group. p. 44. 
78 Samuel P.Huntington, 2004, 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pp. 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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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同什麼是可分析的，但是對於外省人的認同（identité）或他們的認同

是什麼卻無法描述；79Charles Taylor 對於「認同」的定義是「我們是

誰？我們來自於何處？」80Taylor 認為，自我的認同端賴於與對談者之間

的關係，每個人具有獨特的認同亦應被他人所認可；81另 Taylor 以個人

的層面與公共的層面劃分「認同」與「肯認」（recognition），並且提出平

等肯認的政治概念，他認為「平等與肯認的政治」對於健康的民主社會

不僅是適當的模式，並且在公共的領域中有著愈來愈重要的角色；82王

甫昌指出「今天臺灣社會中所稱的《四大族群》，包括原住民、客家人、

閩南人與外省人的區分，這四個區分是由三種相對性的族群類屬區分所

構成；第一種相對性區分是「原住民」與「漢人」的區分；第二種區分

是漢人之中「本省人」與「外省人」的區分；第三種區分是本省人之中

「閩南人」與「客家人」的區分。」83王甫昌對於臺灣社會的族群分類

和前揭三位外國學者對於認同的定義有相似之處。國內對於認同的相關

文獻，主要在於探討國家認同與政治認同的議題，研究學者如江宜樺、

蕭高彥、張茂桂等人，在「全國碩、博士論文」中有 118 篇論文探討「國

家認同」，有 119 篇論文研究「族群認同」，若是以「認同」作為關鍵字

查詢，相關論文數則達 2309 篇，84相對於研究關於認同的諸多文獻，本

文的研究著重於思考如何運用理論來歸納出社會中各族群對於認同的共

通點，進而探討在族群之間應如何找到異中求同與求同存異的認知。 

  移民社會承載著多元文化，但也意謂著社會存在著族群之間的差異

性，Michael Walzer 在《論容忍》（On Toleration）一書中，探討在社

會中人們必須透過容忍的方式，才能使得具有不同歷史、文化與認同的

                                                      
79 高格孚，2004，《風和日暖：外省人與國家認同轉變》。臺北市：允晨。頁 53-54。 
80 Charles Taylor, 1994, “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in Examination 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edited by A. Gutman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 33. 
81 Taylor, “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p. 34. 
82 Taylor, “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pp. 36-37. 
83 王甫昌，2003，《當代臺灣社會的族群想像》。台北市：群學。頁 56。 
84 全國碩博士論文，蒐尋時間迄 2014 年 5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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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個族群和平共處（peaceful coexistance）；85Walzer 認為「容忍使得差

異的存在成為可能，而差異的存在使得容忍成為必要」86，此觀點說明

容忍與差異之間的關係。由於移民是不同群體的成員遠離家鄉，獨自或

全家遷移到新的土地生活，並且將他們的原生文化移植到新的生活環境

之中，87因此，在移民社會中存在著差異，則是必然的現象，Walzer 並

且認為，在移民社會中的差異現象，是否會延續到下一代或下下一代是

不確定的，但是，移民社會差異的形式會不斷的湧現出來。881949 年，

約有 120 萬來自中國各省的人口進入臺灣社會，導致臺灣社會在語言、

生活、文化與價值觀等面向呈現出相當程度的差異，本文在第五章中會

更詳細的敍述。 

  凃爾幹認為「排除」會導致人們集體價值觀的流失，破壞社會結構，

進而威脅到整個社會，當政治社會存在排外主義（xenophobia）的氛圍

時，則會導致原居住民公開的在政治上攻擊移民與限制移民的權利，此

外，「排除」也涵蓋著社會其他周邊的議題，諸如移民問題、青年問題與

經濟的排除等。89社會排除的概念源自於「貧窮」（pover），在 1970-80

年代，歐洲議會在研究關於歐洲國家弊病的計畫中使用「貧窮」的詞彙，

導致部分會員國家感到不悅，1990 年代，歐洲議會改採以「社會排除」

的用語代之。90相對於「社會排除」的概念則是「社會接納」，社會接納

相似於 Taylor 所提出平等肯認的政治概念，在移民社會中的接納意謂著

不論是個人、家庭、族群、社區與社會的關係，彼此之間都能得到平等

與尊嚴的對待；在李廣均主編《離與苦-戰爭的延續》一書中，敍述有些

                                                      
85 Michael Walzer, 1997, On Tolera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 2. 
86 Walzer, On Toleration. p. xii. 
87 Walzer, On Toleration. pp. 14-36.並參考劉擎，2001，〈寬容：政治的還是哲學的〉，《二十一世

紀雙月刋》，第 63 期，頁 147。 
88 Walzer, On Toleration, p. 34. 
89 Hilary Silver, 1994, “Social Exclusion and Social Solidarity: Three Paradigms.” International 

Labour Review.133(5): 533-536. 
90 G. J. Room, 1999, “Social Exclusion, Solidarity and the Challenge of Globaliz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Welfare 8: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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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民在臺灣的生活與遭遇，是離與苦和戰爭的延續，對於 1949 年跟隨國

民政府遷臺的老兵們，在退休後的生活與醫療照護上，是否出現被社會

排除的情形呢？對於曾經創造「政治奇蹟」與「經濟奇蹟」的臺灣社會

而言，這是值得深思與探討的議題。 

  近年來，有些學者從「社會資本」的途徑研究社會發展，例如，Robert 

D. Putnam 認為，社會資本是有助於經濟的發展與社會的整合，並且可

以為社會的成員創造外部高層次的正面效應，雖然此效應不是社會成員

積極去創建的，但卻可受惠於這個正面的效應，Putnam 認為，社會資本

的兩個元件，分別是連結社區的「鍵」（bonding）與連結社會的「橋」

（bridging），91但是，「鍵」與「橋」存在負相關的關係，他認為「高度

資本發展的地方」是僅具有許多「鍵」的地方，但是有些學者則認為

Putnam 所提出「鍵」的觀點過於狹隘，因為行為者彼此的信任，是由於

他們具有共同的文化背景、相同的價值觀與強烈的聲譽影響著他們密集

的人際網絡。92Francis Fukuyama 同樣強調「橋」或串連社會資本的重

要性，因為他認為堅實的社會資本可以擴大人們信任的涵蓋範圍，使資

源的連結可以跨越各式各樣的界限，如此將有利於社會組織的成長；

Pierre Bourdieu 認為，具有比較豐沛社會資本的人，可以將其轉化為可

用的資源，在社會佔有優勢；James Coleman 從社會結構的角度分析，

在社會資本較為厚實的社會中，人們彼此信任和互惠的程度會比較高，

有利於這個社會透過協調的行動來提高社會的整體效率，此外，社會資

本是中立的，能否發揮作用，端視人們會不會利用它。93 

                                                      
91 牛津詞典對於bonding的釋意有二，一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或關聯，另一是原子的結合或鍵合，

本文採用「鍵」以對應「橋」。霍恩比著，王玉章等譯，2009。《牛津高階英漢雙解詞典》，第

7 版。北京：商務印書館。頁 213。亦有學者將 bonding 譯為「黏著性」與 bridging 譯為「架

接性」，參考李翠萍，2011，〈褐地重建中的社會資本與政府效能：日本熊本縣水俁市有機水

銀污染個案分析〉。《政治科學論叢》50：95-140。 
92  Michael Storper, 2005, “Society, Commun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39(4): 30-57. 
93 同註 4。頁 152-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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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發展是相當廣泛的範疇，上揭文獻回顧的內容主要是針對遷徙

移民與社會發展的關聯性，例如，從認同與肯認的層面探討族群的求同

存異與平等尊重，從容忍的層面探討族群之間對於差異的包容，從社會

排除的層面探討弱勢移民在社會的處境，從社會接納的層面探討政府的

政策與社會的實際情況，從社會資本的層面探討族群之間的信任與合作，

這些皆是臺灣社會在 1949 大遷徙後所出現的根本性問題，也是本文試圖

探討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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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研究範圍與研究限制 

 

一、研究範圍 

  移民對於國家與社會發展的影響是多元而複雜的，主要是由於移民遷入新的

社會之後，在適應、磨合與衝撞的過程中，將會衍生出更多元的行為與文化，而

這些行為與文化，亦會隨著時間或其它變數的改變而產生變化。 

  檢視許多關於研究遷徙與移民的文獻，大致可歸納出遷出移民、遷入移民、

輸出國家與接納國家等四個面向，在各個面向中又可區分個人、家庭、社區、族

群、社會與國家等不同層次的研究，本文以 1949 年從中國大陸遷入而長期居住

在臺灣的移民作為研究對象，透過檢視臺灣在 1949-1996 年間的政治、經濟與社

會發展過程，探討移民與臺灣社會發展之間的關係；在政治發展的面向，研究範

圍包括臺灣戰後的國家政治制度、政治轉型、民主化與自由化演變過程，一方面

檢視臺灣在政治體制的轉變，另一方面分析移民在政治發展中的角色；在經濟發

展的面向，除了檢視臺灣的經濟成長、平均壽命、教育程度與環境品質的發展情

形，並且，探討移民參與經濟發展的情形；在社會發展的面向，探討移民生活在

臺灣社會中的境遇，研究議題包括認同、肯認、容忍、社會排除、社會接納與社

會資本等範疇。 

  自 1960 年代開始，臺灣為求經濟發展，已經不限制受過教育的外國人、專

業人士和管理人才遷徙到臺灣，他們多數是來自美國、日本與歐洲的移民；

1950-80 年間，許多臺灣的精英與學生遷徙到先進已開發國家，雖然上揭移民的

遷徙時間，在本文研究的範圍之中，但是由於移民人數，無論是遷出或遷入，相

較於本文研究的移民數量而言，比例較小，且影響臺灣戰後的發展亦較為有限，

故不納入本文的研究範圍。 

  關於研究時間的範圍限定在 1949 至 1996 年間，其原因有三：第一，由於在

研究臺灣戰後的發展時，涉及政治發展的範疇，考量 1996 年乃是中華民國第一

次舉行總統人民直接選舉的時間，同時也是臺灣戰後政治發展過程的重要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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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1996 年，意謂著自 1949 年遷臺的移民在臺灣居住與生活已將近 47 年，

他們絶大多數皆已退休或凋零，對於研究內容而言，則較為穩定；第三，1990

年代以後，臺灣逐漸開放外籍勞工來臺工作，社會的發展開始進入另一個不同的

階段，因此，本文將研究時間範圍限定在 1949 至 1996 年，以降低過多的變項而

影響分析的複雜度與穩定度。 

二、研究限制 

  本文的研究限制有二個部分，第一個研究限制是，在 1949-1953 年間，臺灣

曾經出現人口數統計資料不足的情形，致使研究過程無法取得精確的遷徙人口數

據，關鍵的因素在於：在 1944-1946 年間，臺灣並沒有進行人口普查，間接的影

響期間遷入臺灣人口數的統計；此外，1969 年之前，臺灣的人口普查資料並不

包含部隊人數，在許多文獻中，部隊人數的統計資料為概略的數據，然而一般認

為當時大部分的軍隊是由外省人組成，據此，導致研究中對於遷入臺灣人口統計

數的精確性受到影響。94第二個研究限制是，1949 年遷入臺灣的移民分居在臺灣

各地區，況且他們的年事已高或已凋零，致使在研究過程中，對於移民在臺灣社

會發展過程中的遭遇，主要是透過文獻與官方網站進行資料蒐集、整理與分析，

並不對個案進行深入考究，以避免篇幅過大，在文中則列舉部分相關事例加以佐

證。 

 

                                                      
94 林平，2010，〈身在家鄉為異客〉。收錄於張茂桂編，《國家與認同：一些外省人的觀點》。台

北：群學出版社，頁，301-329；或參考同註 49。頁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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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1949 大遷徙 

 

  在人類的歷史中，舉凡喜愛探險的人、遊牧民族、遠征軍旅與各種形式的商

賈等，早在數千年前，便已開始在世界各地往來穿梭，然而，當談論關於遷徙與

移民時，首先，要思考的問題是，什麼樣的人才算是真正的外國人呢？英國學者

Stalker 以二分法的方式定義何謂外國人，一是指「在國外出生的人」，另一是指

「擁有非本國國籍的人」（以他國核發的護照在外旅行者），但是對於任何的移民

而言，一旦已歸化為新居住國家的公民時，之前的「外國人」身分並非斷然的消

失，而是隱隱的潛藏在生活之中，因為存在的實證是他或她永遠是在國外出生的

事實，舉例來說，根據美國 1990 年人口普查的資料顯示，在美國全國的總人口

數中，有 7.9%的人是在國外出生，但其中只有 4.7%的人被視為是外國人，因為

其餘的人都已歸化為美國公民；在德國，由於歸化入籍較為困難，所以在德國的

外國人比例較高；此外，有的國家則是認定，在國內只要是少數族裔者，縱使在

本國出生，仍是被視為移民，英國即是一例。其次，另一個關於移民的問題是：

人們遷徙到他國之後，需要停留多少的時間，才可被稱之為是移民呢？根據聯合

國 1965 年的統計，全球有 7,500 萬人在出生國以外的國家居留一年以上的人，

2000 年，聯合國國際移民組織再以相同的方法，統計出全球移民人口數為 1 億 5

千萬人，95據此，得到一個簡單而初步的輪廓，即凡居住在非出生國家一年以上

者，則可謂之移民；此外，由上揭的統計數據中，得知國際遷徙與移民人口的數

量是隨著時間在增加，並且處於動態變化的情況，Douglas Massey 與 Edward 

Taylor 認為，導致國際移民人口流量愈大與愈多元的因素包括：跨國之間的收入

差異擴大、交通與通訊設備的進步、正式與非正式招募網絡的擴大、輸出國家採

取鼓勵與訓練人民赴海外工作政策、以及移出國與接納國的經濟與社會之結構變

化（由於移民產生國家自身的變化）等。96 

                                                      
95 同註 9。頁 17-23。 
96 Douglas S. Massey and J. Edward Taylor, “Introduction”, pp.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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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初步的描述關於遷徙與移民的輪廓之後，將進一步的說明移民與國家中社

會的發展二者之間的關係，舉例來說，最初，當單純的僅有 a 族群的人們居住在

A 國家之中時，就常理而言，他們會為了自身的生存與國家的發展，對國家的政

治、經濟、社會與文化等範疇，進行規劃、組織、領導與控制的工作；假設有一

天，當 b 族群的人遷徙進入 A 國家生活後，97對於 A 國家社會的發展而言，除

了人口數明顯的改變外，在其他的範疇中，無論是正向或負面，勢必會造成相當

程度的影響，如同一個家庭增添新的成員後，對於家庭的生活方式，包括居住空

間的規劃、經濟收支的平衡、生活習慣的調整、甚至是全家出門旅遊等，所考慮

的條件皆會因為家庭中多了一個成員而有所變化；在上例中，假設在 A 國家中，

僅是原居住的 a 族群加入遷移的 b 族群，但是在歷史的演進過程中，當 B,C,D,…

等國家遭遇到許多不可避免的變數時，如戰爭、殖民、統一或獨立等興衰更迭的

情形時，人類會因為理性的謀求生存與發展，去探尋更為合適的地區居住而遷徙，

導致在 A 國家中可能會陸續的增加 b、c、d…等不同的族群共同的生活與居住。 

  現今，在臺灣居住著所謂的「四大族群」或「五大族群」，包括原住民、客

家人、閩南人與外省人（第五大族群是指「外籍配偶」），就近代歷史而言，其中

除了原住民的族群外，其他的族群皆是在不同的時間遷徙來到臺灣，誠如前揭所

述，每個階段的遷徙，或多或少都會影響到原居住族群的生活方式與社會發展，

臺灣社會亦是如此。因此，本章將從遷徙與移民的途徑切入，探討 1949 年從中

國大陸遷徙到臺灣的情形，共分為四個部分，首先是敍述遷徙相關的理論；其次

是宏觀的分析人類遷徙的演進過程；第三部分是從歷史時間的推移過程探討臺灣

重要的遷徙階段；最後是分析臺灣的遷徙與發展。 

                                                      
97 避免假設過於複雜，故不論及遷徙的原因、方式與人數多寡等因素，對此，於後續的章節中

進行更為深入的敍述。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33 
 

第一節 遷徙的相關理論 

 

  當論及人類的遷徙，有二個問題值得探討，其一是，人類為何要離開出生與

成長的地方，而遷移到另一個地域生活呢？其二是，在許多探討遷徙的學科之中，

是否曾經透過研究，歸納出遷徙的動機與目的，進而得到一個遷徙的定律或理論

呢？本節將依循以上二個疑問，探討遷徙的相關理論。 

  美國人口學家 Everett S. Lee 認為，人們在決定遷徙與否和遷徙的過程時，

通常會考慮的因素概括分為四種，即「原居住地區的相關因素」、「遷居地區的相

關因素」、「干預的障礙」與「個人的因素」等，在此四個因素之中，又含括不同

的情境，這些情境可能是原居住地區的吸引、羈絆或是驅逐，也可能是遷居地區

的吸引、羈絆或是驅逐，而遷徙過程中干預障礙的程度，與個人對於遷徙的理性

或非理性決定，都會是影響人們遷徙行動的因素；事實上，早在 19 世紀末，英

國社會學者 Ernst Georg Ravenstein 便曾提出 11 項的「遷徙定律」 （The “laws” 

of Migration），包括： 

 多數移民採取短距離的遷徙。 

 遷徙是階段性的進行。 

 移民在進行遠距遷徙時，通常是去商業與工業中心。 

 每一個遷徙的流動，會產生補償性的回流。 

 城鎮出生的人口，其遷徙現象較鄉村少。 

 在短距離的遷徙中，女性人數多於男性，但男性通常更勇於冒險。 

 大多數的移民為成年人，整個家庭遷移出生地的情形較為罕見。 

 相較於人口自然增長的城鎮，有移民人口的城鎮容易成長較快，進而形成大

的城鎮。 

 當工商業發展與交通進步時，遷徙的人口數量亦隨之增加。 

 大多數的遷徙方向是從農業地區朝向工商業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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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遷徙的主要因素是經濟。98 

  在上揭的遷徙定律中，由於研究的時間、對象與地理範圍僅侷限在 19 世紀

歐洲與美洲地區的遷徙情形，所以在近代與其他地區的研究中，受到許多學者的

批判與討論，然而，不可否認的是，Ravenstein 確實奠定遷徙發展理論與研究的

基石，提供日後研究國際遷徙學者的參考與驗證；此外，Ravenstein 在遷徙的定

律中，歸納出歐美地區城鄉遷徙的動機型態，即所謂的「推、拉模型」（push and 

pull modle），其中「推」是指生活條件較為貧窮的鄉村地區，「拉」則是指薪資

較高的城鎮地區，99從 Ravenstein 所提出的推拉模型與論述中，發現到此模型不

僅可以應用在城鄉的遷徙過程，亦可延伸到跨國的遷徙現象。 

  除了 Ravenstein 的推拉模型與論述外，對於國際遷徙的現象，人口學家通常

會從經濟的理論去研究或理解遷徙的型態，並且從不同的階段與情境歸納出不同

理論，然而，在這些理論的學派中，卻沒有一個被廣泛認為是具有連貫性和令人

信服的，相關理論分述如下： 

一、 新古典總體經濟理論（Neoclassical Macroeconomic Theory）：指國際之間

勞動市場套利的特性，主要在於勞動力供給與需求之間出現的差異幅度，此

差異幅度引發遷徙人口的流動，而遷徙人口的流動亦應在差異的因素排除後

而停止，理論之中，還包括「薪資差異」與「預期收入」等相關理論，主要

的研究層次在於國家與國家之間的供給與需求。 

二、 新古典個體經濟理論（Neoclassical Microeconomic Theory）：指理性的個

體為尋求其功效極大化而決定遷徙，個體必須先完全確認成本與利潤二者之

間的關係，然而，成本與利潤是由跨國勞動力市場的供給與需求差異所決定，

而跨國的勞動力市場，則是導致「就業機會的前景」與「盈利的差異」之處，

主要研究的層次在於個人的需求與供給的人力資本。 

三、 新移民經濟（New Economics of Migration）理論（社群與家庭為單位）：

                                                      
98 D. B. Grigg, 1977, “E. G. Ravenstein and the ‘laws of migration’”, 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3(1) : 42-43.並參考 Lee, “A Theory of Migration.” p. 48. 
99 Lee, “A Theory of Migration.” p.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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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理性的考量作為出發點，但遷徙的決定者不是個人，而是以社群或家庭為

單位，作為計算成員的國際遷徙是否符合群體的利益，社群或家庭的遷徙，

不僅可視為是提升集體經濟收入的方式，同時亦是多元並且可以減低群體在

移居地所承受風險的安全方式。 

四、 二元勞動市場理論（Dual Labor Market Theories）（招募）：「拉」的因

素高於「推」的因素，工業化國家的雇主與政府，受益於招募廉價的勞工，

並且透過限制薪資的方式，給自己提供一個可因應需求而隨時擴增或縮編的

勞動能量。二元勞動市場產生兩個不同層次的工作型式，其一是安全的、永

久的、高技術與高酬勞的工作；另一個則是短期的、辛苦的、很少人願意去

作且不愉悅的以及薪資低廉的工作。100 

五、 世界系統理論（World System Theories）：「拉」的因素高於「推」的因素，

市場則為全球的市場，而非國家內部的市場，主要是跨國企業與新殖民主義

成功的從資本主義經濟體，滲透進入邊陲的非資本主義社會之中，激發後者

向前者進行國際遷徙的情形。 

六、 社會網絡理論（Social Network Theories）：社會網絡是移民與其在移出國

家的親屬與鄰居之間的跨國關係，透過網絡以減少風險與降低遷徙所支出的

成本，促使他們的遷徙行動得以持續進行，遷徙人口的數量亦持續增加。 

七、 制度（機構）理論（Institutional Theories）：因應遷徙與移民所需而成立的

社會與商業機構與制度，這些制度與機構可能是營利或非營利的組織，他們

的運作方式可能是合法、非法或是「模糊地帶」（twilight），機構人員包括

移民律師、移民顧問（consultants）、勞力仲介與人蛇集團（people smugglers）

等。101 

  此外，Caroline B. Brettell 與 James F. Hollifield 整理出關於遷徙

                                                      
100 Stalker, 2001, 2001,The No-Nonsense Guide to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No-Nonsense Guides). 

Oxford: New Internationalist Publications. p. 23. 
101 Michael S. Teitelbaum, 2008, “Demographic Analyse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 Migration 

Theory Talking across Disciplines, editd by Caroline B. Brettell and James F. Hollifield. 2nd ed. 

New York: Routledge., pp. 5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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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跨學科研究問題、分析層次與單位、主導理論與假設的摘要表，如表 2-1，

清楚的提供不同學科領域的學者在研究遷徙理論與實證的思考方向。 

 

表 2-1  跨學科遷徙理論 

學科 研究問題 
分析的層次/ 

分析的單位 
主導理論 假設 

人類學 

遷徙是如何影

響文化的改變

與族群認同？ 

微觀層次/ 

個人、家庭、族群 

相關性或結構

主義與跨國性

的理論 

社會網絡有助

於維持文化的

差異 

人口學 

遷徙是如何影

響人口改變？ 

宏觀層次/人口數 理性主義理論

（大多引用經

濟學理論） 

遷徙主要影響

人 口 數 的 規

模，對人口年齡

結構影響較小 

經濟學 

說明遷徙的傾

向與其影響為

何？ 

微觀層次/個人 理性主義：成

本-利潤與功

利極大化行為

理論 

社會的融合隨

著移民人力資

本的層次而變

化 

地理學 

說明遷徙的特

殊模式為何？ 

宏觀、中觀與微觀

層次/個人、家庭與

族群 

相關性、結構

性與跨國性理

論 

社會的融合取

決於種族的網

絡與居住模式 

歷史學 

我們如何瞭解

遷徙的經驗？ 

微觀層次/個人與

族群 

避開理論與假

設測試

（Eschews 

theory and 

hypothesis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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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ing）102 

法律學 

法律如何影響

遷徙？ 

宏觀與微觀層次/

政治與法律體系 

制度主義與理

性主義（引用

自社會科學） 

權利為遷徙與

社會融合創造

激發的結構 

政治學 

為何國家在控

制遷徙方面有

困難？ 

較為宏觀層次/政

治的與國際的體

系 

制度主義與理

性主義 

國家通常被偏

重於移民的利

益所束縛 

社會學 

解釋何謂社會

融合與排除？ 

宏觀層次/族群與

社會階級 

結構主義或制

度主義 

社會融合隨社

會資本與人類

資本而變化 

資料來源：Caroline B. Brettell and James F. Hollifield, “Introduction.” p. 4. 

 

  

                                                      
102 歷史學者提出的避開理論是指：人類為避開生活上可能遭遇的險惡，故而採取遷徙的行為，

而假設測試則是運用假設模型對人類的遷徙進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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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人類遷徙的演進過程 

 

  國際遷徙是研究全球化範疇的一部分，它不僅可以重新型塑全球的社會與政

治結構，並且以不同的方式影響世界各個區域，103本節將區分為三個部分進行討

論，第一個部分是從時間的角度，探討國際遷徙的歷史演進過程，第二個部分是

從地理的角度，敍述全球各地區的遷徙概況，第三個部分則是討論在多元的國際

遷徙中，主要的遷徙方式。 

一、國際遷徙的歷史演進過程 

在研究國際遷徙的歷史演進過程中，歐洲有兩個重要移民族群的例子，一個

是吉普賽人（gypsies）的族群，另一個是猶太人（Jews）的族群。15 世紀的吉

普賽人，又被稱為羅姆人（Roms）或茨岡人（Tziganes），他們是由印度遷徙到

歐洲族群的後裔，他們經常以 50 到 100 人的成群遷徙，當他們散居在法國各地，

隨處販售器具時，很快的受到在地人的排斥，在 1498 年時，法國許多城市禁止

他們進入，其後，法國國王法蘭西一世下令禁止吉普賽人進入法國；相較於吉普

賽人，猶太人則有不同的遭遇，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納粹軍人針對猶太人

進行種族屠殺的行動，導致猶太人向歐洲各國四處逃散，此為 20 世紀根植於歐

洲的種族滅絶事件，深刻的侵蝕著歐洲國家遷徙的歷史。1789 年，法國革命提

出三個概念：「民權的原則」、「民族國家的觀念」與「每個人屬於一個國家」，透

過這三個概念得知，若是沒有民族國家，則發生在世界上的國際遷徙將不具意義，

而一個主權國家的政府是具有控管移民遷徙出入境的權力，104在近代國際遷徙的

歷史演化過程中，大致上可分為五個部分來討論： 

（一） 殖民主義時期：歐洲的殖民主義導致不同形式的遷徙，其中最大的遷徙，

是從歐洲首先向非、亞洲遷移，其次是向美洲遷移，而後是向大洋洲遷

移，在遷徙的歐洲移民之中，主要含括航海員、軍人、農人、商人、傳

                                                      
103 Stephen Castles and Mark J. Miller, 1998, The Age of Migration: International Population 

Movements in the Modern World, 2nd ed.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p. 5. 
104 Castles and Miller, The Age of Migration: International Population Movements in the Modern 

World, p.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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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士與行政人員等職業，其中有的是永久移民，有的則是短暫移居；自

17 世紀末到 19 世紀中葉，歐洲所存在的奴隸制度，是現代勞工移民制

度的前身；在 18 世紀，主要的殖民國家為英國、法國、西班牙、葡萄牙

與荷蘭，他們利用奴工生產糖、煙草、咖啡、棉花與黃金等物料，這些

生產物料對於殖民國家的經濟與政治權力具有相當關鍵性的意義；1850

年前，送往美洲的奴隸估計約有 1,500 萬人，19 世紀中葉以後，許多國

家禁止奴隸制度，採以契約勞工代替奴隸，英國與荷蘭政府均透過在海

外召募契約勞工（又稱苦力）的方式，在殖民地進行生產與建設的工作，

英國海外召募苦力的國家主要是印度，荷蘭則是召募中國勞工，據估計

在 1834 與 1941 年期間，全世界大約有 1,200 萬到 3,700 萬的契約勞工。

105 

（二） 工業化與 1914 年前遷徙到北美洲與澳洲：西歐國家透過殖民的剝削，累

積相當的財富後，將大部分的資金投入在18至19世紀的工業革命之中，

西歐國家藉由工業革命的成果，加速農業與工廠的生產過程，當工業革

命到達最高峰時，正是英國人遷徙到美洲的主要時期，在 1800-1860 年

間，遷徙到美國的全體移民之中，有 66%的人來自英國，超過 22%的人

來自德國；在 1800-1930 年間，歐洲有 4,000 萬的移民永久遷徙到海外

國家，主要遷徙的目的國家是北美洲與南美洲的國家以及澳洲，接續朝

向這些地域遷徙的移民，多數是來自愛爾蘭、義大利、西班牙與東歐國

家，他們遷徙的時間主要發生在 1850-1914 年之間，相較於前揭的國家，

這些後期向外遷徙的歐洲國家，共同點在於它們是較晚進行工業化的國

家。        然而，導致歐洲國家遷徙的因素是什麼呢？文獻中指出，

來自歐洲國家遷徙到美洲的移民，他們多半是懷抱著希望能有自己的土

地耕作或是成為貿易商的夢想，其中有些人實現了自己的夢想，有些人

                                                      
105 Castles and Miller, The Age of Migration: International Population Movements in the Modern 

World, pp. 4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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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是無法圓夢，但是，這些移民至少能讓後代的子女有接受教育的機會，

未來才能在社會上能出人頭地；在所有移民接納國家之中，美國被視為

是最重要的國家，自 1820 至 1987 年之間，估計有 5,400 萬的人遷入美

國境內，最顛峰的時刻是在 1861 與 1920 年間，約有 3,000 萬的人口擁

入美國；在 18 世紀末期，英、法、德與其它北歐國家的移民開始向加拿

大遷徙，有許多非裔美國人為了脫離在美國的奴隸生活，長途跋涉的遷

徙到加拿大，直到 1860 年，約有 4 萬個黑人在加拿大；19 世紀時，淘

金熱導致大量的移民風潮，自 1871 到 1931 年，加拿大的人口由 3,600

萬增加到 1 億零 300 萬人，在 19 世紀末期，遷徙到加拿大的移民則來自

於中國、日本與印度；至於歐洲移民遷徙到澳洲則是始於 1788 年，其主

要因素是英國為了殖民澳洲所進行的經濟發展與國家建設，大英帝國派

遣大量的勞工到澳洲工作，進而提供羊毛、小麥與黃金等原物料給英國，

19 世紀中葉，英國發現送往澳洲的勞工無法滿足澳洲雇主的需求時，則

從遣送中國、印度與太平洋島嶼的廉價勞工到澳洲。106 

（三） 歐洲內部的勞工遷徙：在歐洲內部的遷徙與向海外國家的遷徙是同時發

生的，自 1876 至 1920 間，義大利約有 1,500 萬的人口向外遷徙，將近

半數（680 萬人）遷徙到歐洲其它國家，主要是法國、瑞士與德國，當

西歐國家的移民向海外遷徙時，歐洲其它邊陲地區的國家，如波蘭、愛

爾蘭與義大利的移民，則是遷徙到這些西歐國家，替代農作與工業上大

量人口不足的勞動力；在 1822 與 1845 年之間，愛爾蘭發生大飢荒，導

致大量的移民潮遷徙到英國、美國與澳洲，在 1851 年，英國有 7 萬個愛

爾蘭人，占境內英格蘭與威爾斯人口數的 3%，占蘇格蘭人口數的 7%；

遷徙到英國的另一個移民族群是12萬的猶太人，自1875到1914年之間，

由於俄羅斯對猶太人進行大屠殺，導致猶太人成為流亡的難民遷徙到英

                                                      
106 Castles and Miller, The Age of Migration: International Population Movements in the Modern 

World, pp. 5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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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猶太人遷徙到英國初期，大多數人定居的地區是在倫敦的東境，主

要擔任製衣工廠的勞動工人。在德國的工業化過程中，外籍勞工扮演重

要的角色，這些勞工來自於義大利、荷蘭、比利時與波蘭等國家，1907

年，德國境內有 95 萬的外籍勞工，其中 30 萬人從事農業，50 萬人從事

工業，8 萬 6 千人從事商業與交通業。自 1851 到 1881 年之間，法國的

外籍人口數快速增長，由 38 萬 1 千人（占總人口數 1.1%）增加到 100

萬人（占總人口數 2.7%），1911 年則緩慢增加到 120 萬人，在法國的外

籍人士主要來自於鄰近國家，包括義大利、德國、比利時與瑞士，之後

則有來自於西班牙與葡萄牙，這些外籍勞工主要為男性，在法國從事農

業、礦業與鋼鐵業的非技術性的工作。1880 年代，透過雇用外籍勞工，

可提升企業的國際競爭力，並且由小型企業擴張到大型企業，是以，在

現代工業國家崛起的過程中，勞工的遷徙扮演重要角色。107 

（四） 兩次的世界大戰期間：自 1918 至 1945 年間，國際勞工遷徙的情形漸緩，

部分原因是全球經濟的停滯與危機，部分原因是許多國家對於移民產生

敵意，例如，澳洲在 1920 年代懷疑南歐遷徙來的移民，並禁止移民的船

隻靠岸，昆士蘭透過制定特別的法案，避免外籍人士擁有土地，並且禁

止從事某些行業；1914 到 1950 年代期間，美國境內發生「大遷徙」（Great 

Migration），許多在美國南部的非裔美國人為了爭取更高的薪資與平等的

權力，則向美國東北部、中西部與西部遷徙；兩次的世界大戰期間，法

國是西歐各國中唯一接納遷入移民的國家，主要是因為國家在戰爭的耗

損，大約有 140 萬人死亡，150 萬人殘障，導致國家的「人口赤字」

（demographic deficit）更加嚴峻，於是法國政府與企業修正戰時外籍

勞工召募體系，分別向波蘭、義大利、捷克與斯洛伐克召募外籍勞工，

從事農業與礦業的工作；在 1920 與 1930 年之間，約有 200 萬的外籍勞

                                                      
107 Castles and Miller, The Age of Migration: International Population Movements in the Modern 

World, pp. 5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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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遷徙到法國，其中約有 56 萬 7 千人是由法國民間公司所召募而來，因

此使得法國在 1921 與 1931 年間，估計移民人口成長約 75%，1931 年，

法國約有 270 萬的外籍人士（占總人口數 6.6%），其中最大的族群是義

大利人（約 80 萬 8 千人）、其次是波蘭人（約 50 萬 8 千人）、西班牙人

（約 35 萬 2 千人）與比利時人（約 25 萬 4 千人）。德國在二次的世界大

戰期間，政府多以武力召募外籍勞工，以取代 1,100 萬個被德軍徵召的

德國工人，這些被召募的外籍勞工，部分是來自於被德國侵略的國家，

如波蘭，部分是自願遷徙而來的，如義大利、克羅埃西亞、西班牙以及

其它「友邦或中立國家」，二戰結束後，在德國的外籍勞工約有 750 萬人，

其中有 180 萬人是戰俘。108 

（五） 1945 年後的國際遷徙：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國際遷徙的數量增加，

並且改變遷徙的性質，Castles 與 Miller 劃分二個階段分析國際遷徙的現

象，分述如下： 

1. 第一個階段，自 1945 到 1970 年代早期：國際遷徙的現象發生在高度已

開發國家，主要的將大型資本的經濟策略聚焦在投資與生產擴張，促使

低度開發國家的大量移民勞工向快速擴張的工業地區遷徙，如西歐、北

美與澳洲等，此國際現象受到自 1973 到 1974 年所爆發「石油危機」（oil 

crisis）的影響而告終，在此期間，先進工業國家之中，主要有以下三種

不同於以往的遷徙新方式： 

（1） 歐洲「邊陲地區國家」的勞工向西歐國家遷徙，通常透過「客工系

統」（guest worker system）109。歐洲的邊陲地區國家包括地中海

國家、愛爾蘭與芬蘭等國家，南歐國家的遷徙部分因素是由於曾經

被強權鄰國主宰，部分因素是在戰爭期間家園被摧毀所致，在表 2-2

中顯示遷徙進入主要的西歐國家之人口數。 

                                                      
108 Castles and Miller, The Age of Migration: International Population Movements in the Modern 

World, pp. 62-65. 
109 指接納國以短期勞工為基準，准允外籍人士入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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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1950-75 年遷徙到主要的西歐國家移民人口數（單位：千人） 

國 家 1950 1960 1970 1975 占 1975 年

總人口數% 

比 利 時 354 444 716 835 8.5 

法 國 2,128 2,663 3,339 4,196 7.9 

德 國 548 686 2,977 4,090 6.6 

英 國 1,573 2,205 3,968 4,153 7.8 

荷 蘭 77 101 236 370 2.6 

瑞 典 124 191 411 410 5.0 

瑞 士 279 585 983 1,012 16.0 

資料來源：Castles and Miller, The Age of Migration: International Population 

Movements in the Modern World, p. 72.110 

 

（2） 「殖民工人」（Colonial Workers）遷徙到前殖民國家。對於英國、

法國與荷蘭，從前殖民國家遷徙而來的移民是國家重要的勞動力來

源，例如，自 1946 到 1959 年之間，約有 35 萬來自愛爾蘭的移民遷

徙進入英國，他們提供英國在工業與建設上所需的勞動力，此外，

自 1945 到 1950 年代，新的大英國協地區國家的勞工，包括曾被英

國殖民的加勒比海、印度與非洲等，亦開始遷徙到英國，在 1971 年

與 1981 年，估計遷徙到英國的移民人口數分別為 120 萬人與 150 萬

人；在 1970 年，遷徙到法國的前殖民國家移民，超過 60 萬的阿爾

及利亞人、14 萬的摩洛哥人與 9 萬的突尼西亞人，此外，亦有曾被

                                                      
110 除英國外，表中的數據均為在該國的外國居民。這些排除來自荷蘭與法國殖民國家的歸化人

士與移民。英國資料是 1951、1961 與 1971 年的人口普查數據，以及 1975 年的估計值。其中

1951 與 1961 年的資料是指在國外出生的人，並排除兒童移民。1971 與 1975 年的數據則包括

父母是外國出生，但小孩是在英國出生。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44 
 

法國殖民的西非國家移民遷徙到法國，包括塞內加爾、馬利與茅利

塔尼亞等國；在荷蘭，有兩個管道遷徙進入荷蘭，1945 至 1960 年代

初期，超過 30 萬人從荷屬東印度（現今的印尼）「遣返」進入荷蘭，

雖然這些人在海外出生，但他們的父母其中一人是荷蘭人，另一個

管道則是從在加勒比海的前殖民國家蘇利南遷徙進入荷蘭，在 1970

年代後期，約有 16 萬蘇利南人在荷蘭。 

（3） 永久遷徙到北美洲與澳洲。自二次世界大戰後至 1970 年間，永久遷

徙到美國定居的移民主要是從西歐國家，據統計，在 1951 與 1960

年間，每年有 25 萬的移民，在 1961 與 1970 年間，每年則有 33 萬

個移民，根據美國 1970 年的人口普查資料顯示，在外國出生的人口

數有 960 萬人，其中亦包括亞洲與中南美洲國家的移民，占總人口

數 4.7%。加拿大在 1945 年後，同樣採取移民開放的政策，最初僅

允許來自歐洲的移民，其中主要是來自英國，其次是東、南歐的國

家，移民高峰時期是在 1950 年代與 1960 年代，移民大多來自於德

國、義大利與荷蘭，自 1966 年後，加拿大政府開放同意非歐洲國家

的移民遷入後，1970 年代，遷徙到加拿大的移民則是來自於牙買加、

印度、葡萄牙、菲律賓、希臘、義大利與千里達等國家，在此期間，

加拿大政府開放家庭移民，導致許多移民成為永久移民。澳洲在 1945

年後，為了國家的經濟與策略，提出許多移民計畫，當時流行的口

號是「不是增加人口就是自取滅亡」（Populate or Perish），最初

的目標是每年有7萬個移民，其中英國移民比例是其他移民的10倍，

然而，由於澳洲政府無法吸引足夠的英國移民，於是開始向波羅的

海與斯拉夫國家的難民召募，1950 年代大量遷徙到澳洲的移民則是

來自於義大利、希臘與馬爾他等國家，由於在戰後時期，移民是國

家成長的驅動力，所以自 1947 到 1973 年之間，移民提供澳洲 50%

的勞動力，在「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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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國家中占最高比率的國家。111 

2. 第二個階段，自 1970 年代中葉到 1990 年代：1970 年代初期，受到全球

的經濟型態重新建構的影響，其中包括全球的投資型態、微電子革命、

服務業的擴張、高階與低階技術勞工的需求以及性別、族群與年齡等不

同因素的變化與轉型，導致非洲、亞洲與拉丁美洲受到戲劇性的影響，

有些地區受到快速的工業化與社會改變，使得「新興工業化國家」（newly 

industrializing countries, NICs）崛起；另一方面，具有豐富原油資源的

「石油輸出國組織」（Organization of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 

OPEC）國家，在 1973 年後重新投資原油的利益之下，導致工業化與社

會的改變，然而，在非洲、亞洲與拉丁美洲等大陸地區的後殖民國家的

發展策略是失敗的，主因是許多國家遭遇到人口快速增長、過度使用與

破壞天然資源、失控的城市化情形、政治不穩定、生活水準降低、貧窮

與飢荒等問題，因此，「第三世界」（Third World）作為是一個具有共

同經濟問題與發展前景區域的概念已失去其意義，取而代之的概念是「南

方與北方的區隔」（South-North divide），意即是在南方的經濟危機與社

會變化，正在發生人口向北方遷徙的新壓力，導致國際遷徙發生相當大

的變化，並且有新的遷徙趨勢，例如： 

（1） 向西歐國家遷徙的勞工減緩。 

（2） 前外籍勞工與殖民勞工的家庭團聚，新的少數族群的形成。 

（3） 南歐國家由移民遷出的國家轉變為移民遷入國家。 

（4） 新的遷徙移動（包括國內與國際）與在 NICs 的經濟與社會變化相互

的牽連影響。 

（5） 外籍勞工的召募型態，主要是由具有豐富石油的國家向低度開發國

家召募。 

                                                      
111 Castles and Miller, The Age of Migration: International Population Movements in the Modern 

World, pp. 6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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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大多數的難民與政治庇護的發展，通常是從南方向北方遷移，但也

有從東方向西方（特別在蘇聯集團瓦解後）。 

（7） 國際間短期與長期的高素質人才流動性增加。112 

 

表 2-3 1980-95 年外籍人口居住在 OECD 國家的人口數（單位：千人） 

國家 1980 1985 1990 1995 占 1995 年

總人口數% 

奧地利 283 272 413 724 9.0 

比利時 .. 845 905 910 9.0 

丹麥 102 117 161 223 4.2 

法國 3,714 .. 3,597 .. 6.3 

德國 4,453 4,379 5,242 7,174 8.8 

愛爾蘭 .. 79 80 94 2.7 

義大利 299 423 781 991 1.7 

盧森堡 94 98 .. 138 33.4 

荷蘭 521 553 692 728 5.0 

挪威 83 102 143 161 3.7 

葡萄牙 .. .. 108 168 1.7 

西班牙 .. 242 279 500 1.2 

瑞典 422 389 484 532 5.2 

瑞士 893 940 1,100 1,331 18.9 

英國 .. 1,731 1,875 2,060 3.4 

資料來源：113Castles and Miller, The Age of Migration: International Population 

Movements in the Modern World, 2nd ed., p. 80. 

  另一方面，全球超過 1/2 以上的人口與幾近 2/3 以上的勞動人力居住

在亞太地區，在 1970 年代與 1980 年代，來自於亞洲移民的國際遷徙有

                                                      
112 Castles and Miller, The Age of Migration: International Population Movements in the Modern 

World, pp. 78-79. 
113 表中數據為外籍人口數。因此排除入籍移民（特別是法國、英國與瑞士）。此外數據亦排除來

自殖民或前殖民國家的移民（特別是法國、荷蘭與英國）。德國的數據包括 1990 年前的德意

志聯邦共和國與 1995 年統一後的德國。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47 
 

急遽的成長，遷徙的目的國家是中東、北美與澳洲；在 1990 年代，亞洲

低度開發國家的大量勞動移民向 NICs 遷徙，例如，在 1990 年代中期，

至少亞洲有 300 萬人向外遷徙，另有 300 萬個外籍勞工遷徙到亞洲勞工

進口國家，包括日本、南韓、香港、臺灣、新加坡、馬來西亞與泰國等，

而這些亞洲的外籍勞工主要來自於菲律賓、印尼、中國、泰國與南亞等

國家，大多數的外籍勞工是低階技術的工人，而高階技術人才的移民則

是逐漸提升，此外，學生與難民亦是亞洲向外遷徙的多數移民群體；另

一個明顯的現象是，工業化國家中的勞動力人口成長緩慢，且當地的勞

工拒絶從事卑微的工作，使得這些國家必須仰賴外籍勞工從事所謂的「骯

髒、危險與困難」（Dirty, Dangerous and Difficult）的工作。114 

二、 全球各地區的遷徙概況 

（一） 傳統的遷徙國家（Classical Countries of Immigrants）：如美國、加拿

大、澳洲、紐西蘭或阿根廷等國家，這些國家主要的組成人口來自於歐

洲的移民與其後裔，對於當地的原住民，或是被消滅，或是遭到驅趕，

剩餘的倖存者則是受到歧視對待，或是被邊緣化；近幾十年來，美、加、

澳、紐則有新地區的移民遷入，其中特別是來自亞洲的移民，以及遷徙

到美國的拉丁美洲移民。 

（二） 歐洲國家：在歐洲許多新的遷徙接納國家已逐漸興起，北歐與西歐國家，

在 1945 到 1970 年代早期，勞工移民影響甚深，南歐國家，如希臘、義

大利與西班牙以往是長期移民遷出的國家，目前已經成為移民遷入的國

家，中、東歐部分國家，如匈牙利、波蘭與捷克，目前也已成為移民遷

入的國家。 

（三） 中東國家：中東國家是受到複雜的人口移動影響的地區，其中，土耳其

是長期出現移民遷出與遷入的國家，在 1960 與 1970 年代期間，數百萬

                                                      
114 Castles and Miller, The Age of Migration: International Population Movements in the Modern 

World, pp. 141-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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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土耳其人遷移到西歐國家工作，其後，因歐洲停止召募勞工、家庭團

聚與難民取而代之，使得勞工朝向波斯灣產石油國家遷移，由於土耳其

人、穆斯林、伊朗人與庫德族（Kurds）難民在東歐國家遭到迫害，使得

土耳其成為移民天堂的國家，南方的國家，敘利亞與黎巴嫩原是巴勒斯

坦難民主要的接納國家，由於近年來，由於敘利亞內戰，導致難民紛紛

朝向歐洲遷移；以色列國家成立的理由，是為了將世界各地的猶太人集

結在一起；約旦是巴勒斯坦難民的避難所，亦是許多移民的接納國家；

對於擁有豐富石油的阿拉伯國家，特別是沙烏地阿拉伯與科威特，在油

價高漲的 1970 年代，已成為吸引阿拉伯世界與亞洲國家移民遷入的大磁

鐵；伊朗已為世界上主要的難民天堂，數百萬名的阿富汗人、伊拉克庫

德族與什葉派（Shiites）和亞塞拜然人（Azeris）等在此尋找到避難處所。 

（四） 非洲國家：在非洲，殖民主義與在非洲定居的白人主導建立了移民勞工

的農園與礦產制度，其中最大的國際召募系統建立在南非，並且在後種

族隔離（post-apartheid）的時代，仍持續的以修正的形式運作，後種族

隔離的政府所遭遇的重要問題之一，是避免來自非洲各地的非法移民；

前法國殖民的西非國家，仍是前往法國尋找工作機會，近年來，阿爾及

利亞有大量的移民遷徙到法國，此外，西沙哈拉國家亦有大量的難民人

口遷往法國；雖然蘇丹具有豐富的天然資源，但仍然是世界上最貧窮的

國家之一，並且是安置大量難民人口的國家，許多非國家亦接納外籍勞

工，如奈及利亞與象牙海岸，其中包括合法與非法的移民。 

（五） 亞洲國家：在亞洲，大規模的國際移民現象漸趨頻繁，巴基斯坦有數百

萬的阿富汗難民，印度則接納來自孟加拉、斯里蘭卡與尼泊爾的移民，

亞洲北部，前蘇聯地區，經由極劇的變化所釋出的移民潛力是巨大的；

至於在東亞與東南亞地區的新興工業國家，如日本、香港、臺灣與新加

坡等，皆已被列為移民遷入的接納處所；近十多年來，中國的崛起，對

移民產生相當大的磁吸效應；馬來西亞接納了成千上萬的外籍勞工，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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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移民是非法入境，而太平洋部分島國的移民人口則是向紐西蘭與美國

遷徙。 

（六） 拉丁美洲國家：委內瑞拉、巴西、多明尼加與阿根廷是遷徙的主要接納

國家，在拉丁美洲，許多國家同時是遷出國家與接納國家，例如，多明

尼加移民遷徙的途徑是向北方進入美國的東岸；另一方面，每逢多明尼

加蔗糖收成的季節時，傳統上會雇用來自海地的勞工；大規模的墨西哥

勞工移民（通常是非法的）跨越美國與墨西哥之間的國界，對兩國在經

濟與政治上有相當大的意涵；當許多牙買加與加勒比海國家的勞動移民

遷徙到美國時，古巴與海地的難民亦持續的向美國遷徙並定居。 

Castles 與 Miller 於 1998 年曾預估未來國際遷徙發展的可能趨勢，現今回顧

這些預估的趨勢大致符合實際的遷徙現象，內容包括：  

 遷徙的全球化：世界愈來愈多的國家同時受到遷徙的影響。 

 遷徙人口的加速成長：在主要的地區中，移民數量正在成長。 

 遷徙方式的差異化：多數接納國家的移民包括勞動移民、難民或永久居民等

不同方式遷入。 

 遷徙的女性化：女性在所有的地區與遷徙方式中所扮演的角色逐漸增加。 

 遷徙的政治化：國際遷徙影響世界各國在民主政治、雙邊和區域的關係，以

及國家安全政策等。115 

三、國際遷徙的模式與方式 

在 Castles 與 Miller 觀察與研究國際遷徙的發展過程後，大致將遷徙的模式

區分為四階段（four-stage model），分別為： 

（一）短期的年輕工人的勞動移民，並將所得收入匯回母國。 

（二）基於血緣與同鄉的關係，以及在新環境中相互協助，促使移民延長居留

時間與獲得社會網絡的發展。 

                                                      
115 Castles and Miller, The Age of Migration: International Population Movements in the Modern 

World, pp.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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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庭的團聚，提高移民長期定居的意識，增加對於接納國的向心，並建

立族群社區的生活機制（如協會、商店、咖啡、機構與職業）。 

（四）永久的居留，依賴接納國的人口數與政府的行動，導致移民可安全合法

的地位並成為公民，或者是移民受到政治排斥、社經邊緣以及少數族群

的形成。116 

另一方面，前揭曾提及 Stalker 將國際遷徙的方式劃分為五個主要的類型，

詳述如下： 

（一）屯墾移民：每年約有 150 萬人以此種方式遷徙，其中多數人則是下定決

心要在新的國度定居，近年來，遷徙的目的國家為美國、加拿大、澳洲

與紐西蘭等「屯墾國家」，屯墾移民主要區分為「技術移民」與「依親」

兩類，若資金無虞的情形下，亦可採商業投資名義買到身分。 

（二）契約勞動移民：即接納國家在認定這些人只能居留一段短暫期間的條件

下，准許入境的一批人，其中有些是具有季節性的，例如，在波蘭和德

國之間往返採收蘆筍的工人；或是從馬利到象牙海岸收割甘蔗的勞工，

也有一年期或一年以上的長期契約勞工。 

（三）專門技術移民：此類移民含括在國家與國家之間流動的跨國公司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TNCs）員工，除了跨國公司會雇用當地

員工外，當地公司亦會雇用外籍專門技術人員，例如，美國、中國和新

加坡等國的企業皆有類似的情形。 

（四）不具身分的勞動移民：非法移民的委婉說法，其中包括偷渡入境，或是

持觀光簽證逾期居留的人，在美國的非法移民最多，約 600 萬人，他們

大部分來自墨西哥；西歐國家的非法移民約有 300 萬人，較為富裕的國

家，境內平均會有上千萬的非法移民。 

（五）難民與庇護申請者：聯合國對難民的定義是：有充分理由擔心自己會因

                                                      
116 Castles and Miller, The Age of Migration: International Population Movements in the Modern 

World, p.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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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種族、宗教、國籍、某特定社會團體成員或政治意見不同，而遭到迫

害的人。然而，在 1990 年代，有愈來愈多接納國家的政府開始稱呼他

們是「庇護申請者」，他們唯有在申請的理由被接受之後，才能正式被

稱之為「難民」，由於移民官員懷疑，在此類的移民之中，「經濟難民」

遠多於實際的難民，此類經濟難民通常不符合移民勞工身分入境的條件，

然而，一旦遇到人民集體逃難的案例時（例如，成千上萬的難民為了逃

避戰亂或飢荒而越過邊境時，會被視為是一個群體），通常會省略逐一

審查身分的手續。 

由於有些國家可能會將長期停留的觀光客與從事商務訪問的外國商人視為

是移民，所以上揭五項遷徙的分類方式是無法含概所有可能的情況，此外，遷徙

移民的分類方式，往往會因程度的不同而發生的重疊現象，例如，在美國矽谷工

作的印度籍電腦程式設計師，通常會兼具專業技術移民與契約勞動的移民身分，

而流亡海外的難民，在新的國家之中，也會在當地工作以求謀生等現象。117對於

在 1949 年間，大批的移民從中國大陸遷徙到臺灣的主要因素，是受到政治與戰

亂的因素所致，無論是逃難、撤退還是轉進，就遷徙的方式而言，他們應可歸類

為「難民與庇護申請者」。 

  

                                                      
117 同註 9，頁 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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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臺灣重要的遷徙階段 

 

  臺灣社會中主要存在所謂的「四大族群」，包括原住民與類屬於漢人的客家

人、閩南人（或稱福佬人）與外省人，如圖 2-1，「族群」一詞的英文，在過去常

以種族（race）或民族（nation）來描述，在 1950-1960 年代左右，ethnic groups

被韋氏大辭典所蒐錄，並被普遍的使用；對於族群的定義，王甫昌整理學者的研

究，即「族群是指一群因為擁有共同的來源，或者是共同的祖先、共同的文化或

語言，而自認為、或者是被其他人認為，構成一個獨特社群的一群人。」並以強

調成員之間的「共同來源」或「共同祖先」（common descent），做為區分「我

群」、與「他群」的標準。118 

 

 

 

 

 

 

 

 

 

圖 2-1 臺灣四大族群分類圖 

資料來源：同註 83，頁 57。 

 

  本節探討臺灣重要的遷徙階段，主要是針對遷徙到臺灣的漢人族群，依據不

同的時間、環境背景與目的，大致區分為二個部分，第一個部分是，明、清時期，

大多數是以屯墾為目的遷徙來臺的客家人和閩南人；第二部分是，1949 年左右，

                                                      
118 同註 83，頁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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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發生國、共內戰，由於國軍戰敗，使得國民政府與國軍部隊「轉進」來

臺，並以臺灣作為反攻大陸「復興基地」的外省人，無論是因為屯墾或是轉進遷

徙到臺灣的漢人族群，現今這些移民皆已經成為臺灣社會中的三個主要的族群。

是以，本節以族群的方式來劃分在臺灣重要的遷徙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敍述明、

清時期遷徙到臺灣的客家人與閩南人（本省族群），第二個階段，則是描述 1949

遷徙來臺的外省族群，並針對此二個遷徙階段進行比較。 

一、明、清時期遷徙到臺灣的客家人與閩南人 

  從史料得知，在宋元朝時期，澎湖已有漢人的足跡，但是在當時臺灣僅

有原住民居住生活，直至 1661 年 4 月 21 日，鄭成功率軍艦 400 艘與官兵 2

萬 5 千人，自金門渡海攻臺，驅離自 1624 年便占領並統治臺灣的荷蘭人；

1662 年，由於無法獲得來自中國的財政與物資，於是鄭成功在臺灣實行屯田

制度，運用軍隊開發臺灣土地，其中開發最發達的地區，主要是在臺南與高

雄地區，由於開發地區多為軍營的駐地，是以，許多地名延用迄今，例如台

南地區的新營、柳營、林鳳營、大營、中營、下營、後營、頂營、左鎮，高

雄地區的左營、前鎮、旗後、仁武、前鋒、後勁與燕巢等大小鄉鎮，皆為當

年鄭成功時期開發屯田制度所產生的地名；1683 年（康熙 22 年），清朝派遣

水師提督施琅率軍攻臺，並將臺灣收入中國版圖，對於這段明末清初的臺灣

歷史，陳世昌認為，鄭成功為了反清復明，擊敗當時占領臺灣的荷蘭人，並

且進行屯田制度以開發臺灣；二十三年後，施琅打敗鄭克塽，收復臺灣，又

奏請康熙將臺灣納入中國版圖，因此，他認為「若是沒有鄭成功，中國就不

能領有臺灣；若是沒有施琅，臺灣就不可能收入中國版圖。」119 

  在鄭成功擊退荷蘭人後，中國東南沿海的居民便陸陸續續橫渡臺灣海峽，

遷徙到臺灣，然而，由於當時清朝為收復臺灣，下令斷絶臺灣的資源，採取

浙閩沿海居民「遷境」政策，企圖封鎖臺灣的經濟，並嚴禁居民渡海到臺灣。

                                                      
119 同註 43，頁 3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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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皇帝雖採納施琅併臺的建議，但是仍然猜防漢人在此化外邊陲滋事或據

地自雄，因而在 1684 年（康熙 23 年），清朝頒佈三條渡臺禁令：「嚴禁無照

渡臺」、「不准帶眷渡臺」與「禁止粵民來臺」，然而，由於沿海的居民為了

求生計，許多人仍然冒險渡海遷徙到臺灣，是以，對於當時的臺灣移民而言，

多半是屬於非法的遷徙，由於受到禁令的影響，致使廣東的遷徙人數較福建

的移民人數少，時間也較晚，120以下將區分三個部分敍述明、清時期遷徙到

臺灣的客家人與閩南人： 

（一） 移民的分布與開發情形 

  鄭氏政權統治期間，在臺灣的漢人人口數約 12 萬至 20 萬人，到了

清朝初期，漢人人口數約 100 萬人左右，大致上，自清朝初期至嘉慶 16

年（1811）間，臺灣人口數的年增率為 2.2%，主要是來自新的移民；自

嘉慶 16 年至光緒 19 年間（1890-1893），人口增長率降為 0.3%，主因是

自然繁衍所致；經過滿清統治期間大量移民與繁衍，到了「馬關條約」

臺灣割讓給日本的時期，臺灣的漢人移民已突破 250 萬甚至將近 300 萬

人；121當時從中國大陸的漢人遷徙到臺灣的兩個主要族群，一個族群是

閩南人，主要來自於福建的漳州和泉洲，他們在臺灣主要分布與開發的

地區在高雄、台南、嘉義、雲林與彰化的平原地區，也有部分分布在台

北與宜蘭平原；另一族群是客家人，主要來自於廣東的惠州和潮州，在

臺灣主要分布與開發的地區在苗栗、新竹、桃園與花蓮，也有部分分布

在高雄、屏東、台東與台中等山丘地帶，整體而言，遷徙到臺灣的漢人，

開墾發展的情況，主要是由南到北，由西到東。122 

（二） 移民與原住民之間的問題 

  臺灣本是原住民（古時稱之為番）的生活環境，在大量的中國漢人

                                                      
120 薛化元，1999，《臺灣開發史》。臺北市：三民。頁 58-75。 
121 郭譽孚，2010，《應以史實更正教科書的相關論述》。台北市：海峽學術。頁 5。與薛化元，《臺

灣開發史》，頁 59-60。 
122 同註 43，頁 8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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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徙到臺灣後，分布在臺灣各地並進行開發，土地問題成為漢番關係的

根本問題，清朝初期，把番民歸類為： 

1. 熟番：指服從政令，向政府繳稅及服役的平埔族。 

2. 化番：歸化的番民，時而順從，時而反抗的平埔族。 

3. 生番：僻居深山，不服從政令的高山族。 

  漢人移民先開發臺灣西部的平原地區，此區是「熟番」與「化番」

的生活地帶，也就是平埔族的生存領域，當時漢人從平埔族取得土地，

主要是採取承租、買賣、割地換水或入贅為婿的方式，也有少數不肖之

徒的漢人以欺騙手段，巧取豪奪，取得土地的開墾權，此外，在臺灣西

部平原開發過程中，「熟番」的平埔族早已完全漢化，「化番」的反抗事

件亦逐一被平定，漸漸漢化，另有少數的平埔族為了生存而轉移居住地

區，從西向東遷徙，在清道光年間，有部分南部的西拉雅族，因土地流

失將盡而遷徙到東部的台東和花蓮，有部分中部的平埔族，越過中央山

脈遷徙到宜蘭，另有部分的平埔族遷徙到埔里，這些平埔族的遷徙，成

為帶動內山與後山開發的重要力量之一，至於「生番」的高山族，由於

僻居深山，生性強悍，驍勇善戰，清朝為了防止漢番衝突提升，保護高

山族的土地權益，在康熙 60 年（1721 年），清廷實施「封山禁令」，禁

止漢人入山。123 

（三） 移民之間的械鬥事件 

  自明鄭到清朝治臺時期，遷徙到臺灣的族群主要為福建的泉州人與

漳州人以及廣東的客家人，遷徙初期，地廣人稀，各自劃地開墾，彼此

相安無事，然而，隨著遷徙人數逐漸增加，直至嘉慶 16 年（1811），臺

灣的人口數已達 194 萬人，使得移民產生耕地不足的危機意識，為了維

護自身的權益，於是移民之間發生械鬥事件，當時肇生民間械鬥的主因

                                                      
123 同註 43，頁 9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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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移民爭地爭水、官方無力制止、移民族群自衛與地方豪族勢力的

介入，在某些研究中曾提及，清朝領臺 212 年間，臺灣民間的械鬥事件

達 70 餘件，故有三年一小反，十年一大反之俗諺，平均每 8 年便會發生

一次大械鬥，主要的械鬥事件包括「閩、粵械鬥」、「泉、彰械鬥」與「泉

州內部械鬥」，移民爭鬥的情形，直到清同治與光緒年間，沈葆禎在臺灣

開山撫番與劉銘傳建設臺灣，發展經濟，人民安居樂業，方才使得為生

存競爭的民間械鬥日漸消失。124 

  從明、清時期漢人遷徙到臺灣的過程中得知，明鄭時期的漢人入臺，

屬於政治移民，其目的是以臺灣作為反清復明之據點，清朝時期的漢民

入臺，主要是屬於經濟移民，移民願意冒險遠離家園渡海到臺灣開墾的

目的是為了避開危難與謀取生計，當移民到了臺灣之後，在開墾的環境

中，發生「漢番之爭」與「民間械鬥」的事件，此間除了文化差異之外，

還包括社會學所探討遷徙的排外與融合的問題。 

二、1949 大遷徙的外省族群 

  國際間人口遷徙的目的地通常是可以預期的，例如，馬利共和國的移民，

傾向遷往象牙海岸；哥倫比亞的移民，朝向委內瑞拉遷徙；東加共和國的移

民，遷往紐西蘭；土耳其的移民則是往德國遷徙；上揭除了政治與經濟的因

素外，在許多學者的研究文獻中，可探尋而歸納出移民遷徙的路徑與目的地，

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他們傾向依循已開拓的路徑、方式與目的地，也就是說，

移民會依據歷史淵源與早期開路先驅所建立的遷徙網絡，選擇遷徙的方式與

目的地，125同樣的，中國大陸在 1949 年發生的大遷徙中，亦有其相關的脈

絡可循，以下區分遷徙的原因、遷徙目的地的選擇與遷徙人數三個部分進行

探討： 

（一） 遷徙的原因：中國自 1949 至 1953 年間，大批移民遷徙到臺灣，探究其

                                                      
124 同註 43，頁 100-103。 
125 同註 9，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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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原因是由於在此期間中國大陸爆發國、共內戰，國民政府軍戰敗

且節節敗退所致。在日本投降之後，蔣介石對於中國共產黨的應對策略，

戰和不定，此外，由於過度的依賴美國的態度與援助，於是在美國的壓

力之下，國民黨朝向以政治談判的方式解決中共的問題；然而，由於重

慶會談未果，國軍改變策略，計畫採取速戰速決的方式解決內戰的問題，

但是，受限於美國居中斡旋，使得作戰攻勢打打停停，影響國軍士氣，

導致自 1947 至 1949 年間，國軍在三大戰役之中（遼瀋戰役、平津戰役

與徐蚌會戰），皆連戰敗，在此三大戰役的失敗後，無論是在國際上或是

國內的氛圍，均對國民政府十分不利，於是，1949 年 1 月 21 日，蔣介

石被迫下野，李宗仁代行總統，採取與共軍和談的策略未果，且同年 4

月 21 日，共軍渡江南進，國軍在南京與上海相繼失守，最終展開大遷徙

（撤退）到臺灣。126 

（二） 遷徙目的地的選擇：1949 年的遷徙，對於國民政府而言，雖是受迫於政

治的影響，但仍是有計畫的進行，由於蔣介石下野時，仍具有國民黨總

裁的身分，況且，長期以來，蔣介石始終是黨、政、軍的領導核心，是

以，在遷徙目的地的決定與遷徙的過程中，蔣介石均扮演重要的領導角

色。1948 年底到 1949 年上半年，國軍的防禦與遷徙地點有許多可能的

選擇，包括對日抗戰時的重慶、東南部的廣東、以及隔著海峽的臺灣等，

皆是考量的遷徙目的地，最後，蔣介石決定遷徙到臺灣的因素主要考量

在於： 

1. 臺灣比較無共產黨活動。 

2. 臺灣海峽的天險，隔開臺灣與中國大陸。 

3. 陳誠等幕僚積極建議。 

4. 日本統治期間，構築的基礎建設，將可臺灣做為根據基地，整軍經武後，

                                                      
126 同註 44，頁 1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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伺機反攻大陸。 

  蔣介石到臺灣之前進行兩項部署，其一是，下野前的人事安排，由

陳誠接任臺灣省主席，蔣經國接任國民黨臺灣省黨部主委；其二是，將

中國故宮博物院的重要文物以及黃金運送到臺灣，以保存中國歷史文化

與經濟的重要命脈。127 

（三） 遷徙的人數：臺灣在日本投降之前的社會族群，主要是原住民與明、清

時期遷徙來臺的閩南人和客家人，自 1945 年日本投降後，大陸人士陸續

來臺，被稱之為「外省人」，由於自 1949 至 1953 年間，遷徙到臺灣的人

數數量較大，對於原來在臺灣的人口結構產生相當程度的衝擊，至於期

間遷徙到臺灣人數，在經過資料的蒐集與整理後，得到下列數個不同的

資料，如表 2-4 所示。 

 

表 2-4 1945-1953 年自中國遷徙到臺灣人口數 

人數(萬) 資料來源 統計方式 

54 李勝偉統計 1947-1950 淨遷入 54 萬人 

70 餘 臺灣省議員楊陶 1949 年省參議會中報告：「臺灣

省人口驟增 70 餘萬。」 

100 社會學者根據內政部統計 1947：34,339 人。 

1948：98,580 人。 

1949：303,707 人。 

另約有 50 萬未登入戶籍的軍人 

110 柴雅珍碩士論文 估計 1956 年前來台的外省籍人

口至少有 110 萬人 

130 部分人士 1945-49：遷徙民眾 70 萬人，軍

                                                      
127 同註 44，頁 418-422；並參考註 43，頁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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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60 萬人，合計 130 萬人。 

150 楊蓮福 1949 年，約 150 萬人追隨國民

政府，遷徙來臺。 

150-200 蘇嘉宏 光復後的臺灣，出現 150 萬至

200 萬的大型移民潮。 

200 許秦蓁、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葛劍雄 

1949 年，國民政府約 200 萬軍

民（80 萬名軍人）渡海來臺。 

250 夏功權接受高格孚訪問 1949-50 年，共有 250 萬人遷徙

來臺，包括 100 萬名軍人。 

資料來源：作者綜整。同註 44，頁 324-325。 

 

  綜合各方對於 1949 年遷徙人口估計數值的差距原因，主要是由於臺灣

戰後初期人口統計的兩大問題，其一是，自 1944 至 1946 年間，臺灣地區並

未實施戶口普查，此外，在 1948 年，日本投降之初，國民政府組織機制的

重建，人口入出境的體系並不健全，適值臺灣的人口流動性大且不易管制等

因素，導致主管機關無正確的統計資料；其二是，部分軍人搭軍艦或軍機入

境後，直接隨部隊進入軍事基地，並無通過海關的登記，形成部隊人數並未

登入戶籍，致使人口統計資料出現缺乏實際的數據。雖然在現存的文獻與記

錄資料上有誤差的存在，然而，林桶法根據許多官方的人口統計資料，128估

計 1945-1948 年遷徙來臺灣的外省人大約為 17 萬人，1949 年約為 30 萬人，

合計 1945-1949 年間，自中國大陸遷徙到臺灣的人口數大約有 50 萬人，若

是加上 1950-1953 年間，約有十餘萬人輾轉來臺，是以，推估 1945-1953 年

間，從中國大陸遷徙到臺灣的外省人約為 60 餘萬人左右，此 60 餘萬的人口

                                                      
128 包括《臺灣省統計要覽》、〈臺灣人口研究報告〉、《臺灣省政府檔》、《中華民國戶口普查報告

書》、《臺灣省統計提要》以及《臺灣光復二十五年》等資料。參考註 43，頁 33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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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不包括撤臺部隊的人數。129 

  至於在此期間撤退到臺灣的部隊人數，同樣出現說法不一的情形，其中

有約 40 餘萬至 80 萬人，或甚至達 100 萬人不等的說法，然而，大部分的資

料顯示，1945-1949 年間，國軍部隊遷移到臺灣的人數約 50 萬人；其後，1950

年，從舟山群島撤離到臺灣的部隊約 7 萬餘人，平民約 5 萬人來臺，合計約

12 萬人，此外，從海南島撤退約 2 萬人，1953 年，從越南富國島來臺的部

隊約 2 萬 6 千人，1954 年，在韓戰中的戰俘來臺將近萬人，滇緬李彌殘餘

部隊來臺約 3 千人，總計國軍部隊遷徙到臺灣的人數約 60 餘萬人。綜合上

揭數據，估計在 1949 年左右期間，自中國大陸遷徙到臺灣的總人口數約為

120 萬人，在 1953 年，臺灣的總人口數約為 800 萬人，推估遷徙來臺灣的

外省人約占當時總人口數的 15%。130 

三、兩階段遷徙差異之比較 

  在第一階段的遷徙過程中，主要發生在明、清時期，由於清初將臺灣納

入中國版圖後，大陸移民大量的遷徙到臺灣，其中包括合法移民與非法偷渡

兩種類型，由於合法遷徙的限制較多，導致大多數移民舉家偷渡到臺灣，131

在移民到達臺灣後，為求生存與發展，竭盡心力，發揮拓荒者的精神，蓽路

藍縷的開發屯墾臺灣，建設臺灣。132 

  在第二階段的移民過程中，部分學者認為遷徙的原因是受到政治性的影

響，主要是因為國、共內戰失利，公務人員基於職務因素的考量而遷徙到臺

灣，也有部分學者認為，導致這批移民的遷徙原因具有逃難的性質，由於國、

共內戰的戰火，使人民的安全受到威脅，於是舉家遷徙到較無戰火的臺灣，

以下將比較兩階段遷徙的差異情形。133 

（一） 推拉理論的比較： 

                                                      
129 同註 44，頁 326-332。 
130 同註 44，頁 332-336。 
131 同註 43，頁 79。 
132 同註 43，頁 82。 
133 同註 44，頁 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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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階段遷徙：在清初頒布「渡臺禁令」之下，中國東南沿海居民仍然

冒險偷渡遷徙到臺灣，主要的原因在於福建與廣東兩省的環境是「山多

田少，人稠地狹」，閩、粵人民生活不易，相對的，臺灣的環境是「沃野

千里，四季如春」，有遼闊但未開發的土地，當時遷徙到臺灣的移民，上

可致富，下可溫飽，因此，閩、粵居民冒著違反法令與不顧臺灣海峽的

海浪風險，採偷渡的方式遷徙到臺灣，134有此可見，在此階段遷徙的過

程中，經濟的誘因驅使人民向臺灣遷徙，在推拉理論中，應是「拉」的

力量多於「推」的力量。 

2. 第二階段遷徙：由於國民黨與共產黨的政治立場不同，兩黨為奪取政權，

導致在中國大陸發生國、共內戰，經過雙方無數的大小戰役後，隸屬於

國民黨的國軍部隊節節敗退，致使蔣介石政府為了安全的考量，於 1949

年大舉的撤離遷徙到臺灣，許多移民在心態上是迫於不利的情勢之下而

遷離中國大陸，對於臺灣抱著短暫過渡的心態，此外，在臺灣的領導人

不斷的宣傳「一年準備、二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的口號，使

得大多數的移民希望在戰事結束後，可以重返家鄉，有些富裕的移民並

未藉著擁有較佳的經濟能力而在臺灣置產或經商，135有此可見，在此遷

徙的過程中，政治迫使人民遷徙的因素較大，在推拉理論中，應是「推」

的力量多於「拉」的力量。 

（二） 遷徙類型的比較 

1. 第一階段遷徙：首先是，在清初的渡海禁令期間，閩、粵的移民採取偷

渡的方式遷徙到臺灣，對於當時的統治政府而言，他們是「不具身分的

勞動移民」；其次是，閩、粵移民冒險渡海到臺灣後，胼手胝足，蓽路藍

縷，屯田開墾，開發臺灣的豐富資源，是以，對於臺灣這片土地而言，

閩、粵移民同時具有「屯墾移民」的身份。 

                                                      
134 同註 43，頁 79。 
135 同註 44，頁 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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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二階段遷徙：在 1945-1953 年間，大批移民遷徙到臺灣的主因是受到

政治因素或戰亂因素，導致大多數人為了避免政治迫害或戰火波及而避

難遷徙來臺，就遷徙的類型而言，他們則可被歸類為「難民與庇護申請

者」。 

（三） 遷徙人數與族群形成的比較： 

1. 第一階段遷徙：自明、清時期到「馬關條約」臺灣割讓日本為止，由於

時間較長，且期間歷經大量移民與繁衍，統計漢人移民遷徙到臺灣的人

口數超過 250 萬甚至達到 300 萬人之多，其中，大多數移民來自於福建

與廣東兩省，地緣關係濃厚，且移民互為引介，部分移民有宗親的血緣

關係，136在此背景下，族群主要依宗親、地緣或語言的關係而形成，例

如，各姓氏的宗親會、閩南族群、客家族群與本省人族群等。 

2. 第二階段遷徙：在 1949 年左右期間，自中國大陸遷徙到臺灣的總人口數

約為 120 萬人，移民來自中國各省，省籍分散，由於多數為隻身來臺，

促使同鄉或部隊同袍相互依賴，情誼較深，許多省籍的「同鄉會」在臺

灣相繼組成，此外，由於政府為安置部隊軍人及其眷屬，興建許多眷村，

在臺灣形成特殊的眷村文化，137族群的形成大致包括：中國大陸各省在

臺同鄉會、眷村族群與外省人族群。 

  綜整上揭對於二階段遷徙到臺灣移民的比較，第一階段的遷徙是「拉」的力

量多於「推」的力量，受到經濟因素的影響較大，遷徙類型是「不具身分的勞動

移民」亦是「屯墾移民」，遷徙人數超過 250 萬人，主要來自閩、粵兩省；第二

階段的遷徙是「推」的力量多於「拉」的力量，受到政治因素的影響較大，遷徙

類型為「難民與庇護申請者」，遷徙人數約為 120 萬人，移民主要來自中國大陸

各省。 

  

                                                      
136 同註 44，頁 406。 
137 同註 44，頁 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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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臺灣的遷徙與發展 

 

本節將依據前揭所述分析臺灣的遷徙與發展，第一個階段是，分析自

1661-1895 年間，清朝期間（1661 年）鄭成功率軍艦 400 艘，官兵 2 萬 5 千人，

從金門渡海攻臺，驅離自 1624 年便占領並統治臺灣的荷蘭人後，以臺灣作為「反

清復明」的據點，在臺灣施行屯田制度，以軍隊開發臺灣土地；另一方面，檢視

在清朝收復臺灣前後，福建與廣東兩省的移民遷徙來臺灣後，臺灣社會的發展情

形。第二個階段是，分析 1945-1949 年間臺灣的遷徙與發展情形，由於這段時間

是臺灣從後殖民時期轉換為由國民政府治理的過程，在轉換的過程中深深的影響

臺灣戰後的發展。 

一、第一個階段：明、清時期臺灣的遷徙與發展情形 

（一） 政治發展：期間為君主統治的封建制度，尚無民主的政治發展，僅設立

政治的組織機制。 

1. 臺灣從被荷蘭人統治轉變成為明、清的君主帝制。 

2. 明鄭治理期間，以「延平郡王」世襲，設官立治，以赤坎為東都明京，

並派重兵駐守澎湖，以保衛臺灣安全，中央政府設置吏、戶、禮、兵、

刑、工等六部，將中國大陸的漢人政治帶入臺灣。138 

3. 清光緒十一年（1885 年），清廷正式宣布「臺灣建省」，任命劉銘傳為首

任巡撫。139 

（二） 經濟發展： 

1. 明鄭時期： 

（1） 施行屯田制度，開發農業與興建水利工程。 

（2） 與中國大陸通商貿易，將臺灣的稻米與蔗糖輸出到中國，並輸入日

常生活用品。 

（3） 建設臺灣三大通商港口「一府二鹿三艋舺」，也就是南部的府城臺南

                                                      
138 同註 43，頁 61。 
139 同註 43，頁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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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平，中部的彰化鹿港，與北部的台北艋舺（今萬華地區），全面帶

動臺灣的經濟成長。140 

2. 清朝劉銘傳時期： 

（1） 重劃行政區，調整「二府變三府」，即台北、台中與台南三府，使臺

灣北、中、南部皆能均衡發展。 

（2） 墾撫並進，清丈隱田，重訂稅則，推動建設。 

（3） 建設交通，加速發展，包括： 

A. 鐵路：建設台北向基隆和新竹的鐵路。 

B. 電線：連接臺灣南北陸上電線，臺灣至福州的海底電纜。 

C. 郵政：開啟臺灣郵政事業。 

D. 海運：添購輪船，開發臺灣輸出、入貿易。 

（4） 發展教育，培育人才，創辦西學堂、電務學堂與番學堂。141 

（三） 社會發展：移民社會發展的三大困境。 

1. 先入為主的觀念 

（1） 漢番問題：就可考究的歷史資料顯示，原住民是最早在臺灣生活的

人類，自明鄭以後遷徙來臺的漢人，對原住民而言，皆是外來族群。 

（2） 閩粵械鬥：由於受到清廷渡海禁令的限制，使得廣東的客家人遷徙

到臺灣的時間較福建的閩南人晚，閩南人先至，廣東人後到。 

（3） 泉漳械鬥：雖然泉州人與彰州人同為閩南人，但是泉州人是在明鄭

時期便遷徙到臺灣，而漳州人則是跟隨清朝施琅遷徙來臺，泉州人

先至，彰州人後到。 

2. 利益分享的態度 

（1） 漢番問題：主要在於土地爭奪的問題，漢人倚仗人多勢眾，優越文

化，軟硬兼施，甚至巧取豪奪，清代中期，漢人為獲得樟腦的經濟

                                                      
140 同註 43，頁 88-94；並參考喜安幸夫著，蘇珊譯，1999，《臺灣》。台北縣：國家圖書館。頁

70-72。 
141 同註 43，頁 124-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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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入山砍伐樟木，破壞原住民的居住環境，雙方發生衝突，傷

亡人數以千計。 

（2） 閩粵械鬥：廣東的客家人與福建的閩南人往往會為了爭奪土地的開

墾而發生械鬥。 

（3） 泉漳械鬥：泉州人與漳州人通常會為了地域的利益而發生械鬥。 

3. 文化磨合的衝突：原住民在漢化的過程中，有正面與負面的發展。 

（1） 正面的發展： 

A. 學習漢人農耕技術，從事農業生產。 

B. 學習漢語，改穿漢服，適應漢人生活習慣。 

（2） 負面發展： 

A. 部分原住民受到漢人的剝削與壓迫，不堪其辱，群起反抗，清廷從

中國調派兵力鎮壓平定。 

B. 由於無法對抗與改變漢人的剝削與壓迫，部分原住民則由西向東遷

徙，另求發展。142 

二、第二個階段：1945-1949 年臺灣的遷徙與發展情形 

  1895 年，日本占領臺灣之後，將臺灣視為殖民地，在政治方面，日本在臺

灣設總督一職，負責掌握臺灣的行政、立法、司法與軍事大權，各階層官吏皆為

日本人，臺灣人民沒有參與政治的機會；在經濟方面，將臺灣的稻米和糖大量輸

往日本；在社會秩序方面，日本以警察、憲兵與軍隊維持臺灣的社會治安，統治

臺灣人民，在教育方面，積極推動日本化教育，學校全面推展日語教學。143 

1945 年，日本全面宣布投降後，臺灣在 1945-1949 年間的遷徙與發展情形，

分述如下：。 

（一） 政治發展：  

1. 模糊的臺灣地位 

                                                      
142 同註 43，頁 96-103。 
143 同註 43，頁 147-153。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66 
 

（1）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根據日本降書內容，日本同

時失去統治臺灣的正當性，中華民國政府於同年的 10 月 25 日接收

臺灣，並於隔年以行政命令宣布自 1945 年 10 月 25 日起臺灣人民的

國籍為中華民國。 

（2） 1949 年 9 月 9 日，日本由岡村寧次大將向聯合國中國戰區統帥蔣介

石委員長的代表何應欽上將投降，降書中指出，中華民國接收中國

戰區中日本所占領與統治的地域。 

（3） 1949 年 10 月 25 日，「中國戰區臺灣省」受降典禮在台北舉行，國民

政府接收臺灣，由於領土主權的轉移必須有正式的國際條約作為依

據，然而，在受降典禮以及在日後舉行的舊金山和約與相關的正式

條約中，均未見日本將臺灣主權交付給中華民國。144 

（4） 當時國際的觀點： 

A. 美國總統杜魯門於韓戰期間發表聲明：「臺灣若落入共產主義者手中，

將直接影響到太平洋區域的安全。……臺灣將來的地位，必須等到

太平洋的安全恢復，及對日本的和平條約成立後，或者聯合國予以

考慮，才能確定。」145 

B. 英國外交部官員 Kenneth Younger 發表聲明：「日本投降後，當時的

中國政府經其餘盟國同意，取得臺灣之臨時治理權，但仍須等和約

對其地位作最後之決定。」146 

（5） 臺灣學者的觀點： 

A. 學者彭明敏指出：「中國片面廢止馬關條約，在國際法上毫無意義，

未曾變更或影響當時臺灣的國際地位，即臺灣仍為日本領土。」 

B. 學者李滿紅依據《中日和約》（即《台北和約》）的條文內容認為，《中

                                                      
144 薛化元，2010，《戰後臺灣歷史閱覽》。臺北市：五南。頁 21-24。 
145 李筱峰，2013，《臺灣史 101 問》。台北市：玉山社。頁 310。 
146 同註 145，頁 31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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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和約》是界定臺灣主權轉移給中華民國的最後一個國際法。147 

（6） 從歷史演進的觀點： 

A. 1624 年，荷蘭人占領臺灣，1662 年，明朝鄭成功打敗荷蘭人並將荷

蘭人驅出臺灣，鄭氏統治臺灣。 

B. 1683 年，清朝將領施琅打敗鄭克塽，臺灣由清朝統治。 

C. 1895 年 4 月 17 日，大清帝國與大日本帝國簽訂「馬關條約」，將中

國的領土，包括臺灣與附近島嶼割讓給日本。 

D.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同年 10 月 25 日，「中國戰

區臺灣省」的受降典禮在台北舉行，中華民國政府接收臺灣並且治

理臺灣迄今。 

  以現今的情勢分析，中華民國政府在臺灣的建設，就政治發展方面，已

落實自由民主憲政，就經濟發展方面，已從開發中國家進入到已開發國家，

就社會發展方面，呈現多元與法治的社會，這些皆是國內外有目共睹的發展

成果。倘若因為對於國際法的爭議而主張臺灣是日本的領土，本文則提出二

個值得深思與探討的觀點，其一是，現今的臺灣人民會希望被日本殖民嗎？

其二是，在國際社會中，未曾出現一個已脫離被殖民的國家或地區，希望再

次被殖民，縱使某些人民與國家有如此思維，但通常是發生在貧窮與落後的

國家或地區，即便如此，國際社會中，迄今未曾見過實際的案例。 

2. 憲法、國會與政府組織 

  在 1949 年，國民政府遷徙來臺，並且將憲法與政府組織遷移到臺灣，

主要含括： 

（1） 中華民國憲法。 

（2） 國家的政府組織，例如，總統府、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試院

與監察院與下轄組織機構等。 

                                                      
147 同註 145，頁 307-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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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國會：國民大會為中華民國最高的代議機關與國民代表。 

（4） 國軍部隊：陸、海、空三軍約 60 萬人。 

  雖然，當時的中華民國政府組織架構與憲法是以全中國的領土與人民作

為框架，並不太適於臺灣的時空環境，然而，就當時的臺灣而言，歷經日本

殖民後與國民政府接收初期的政治動盪階段，縱使蔣介石任命陳儀為「臺灣

省行政長官」兼臺灣省警備總司令，獨攬臺灣的行政、立法、司法與軍事大

權，但是，臺灣實際的政治社會情境，依舊存在類似被殖民統治的氛圍，所

以，1949 年國民政府組織架構的套用，即使不太符合臺灣的實際情況，但卻

可視為是奠定臺灣在未來民主政治發展的基礎架構。148 

（二） 經濟發展：1949 年從中國大陸遷徙到臺灣的移民，不僅僅是 120 萬的人

口數，隨其遷徙到臺灣的包括大量的黃金、企業、產業、技術官僚與高

等教育制度和教育人才，在世界歷史上，這是相當罕見的遷徙方式，對

於穩定臺灣戰後的金融制度與經濟發展，具有相當大的助益。 

1. 黃金的搬運：蔣介石在撤退到臺灣之前，將上海中國銀行所存巨額黃金、

銀元、美金等財務，以海、空運同時進行的方式，運送到臺灣，合計總

值約 450 萬兩黃金；二戰後的臺灣，處於後殖民初期，整體的經濟處於

十分匱乏而混亂的情形，於是，國民政府將此 450 萬兩黃金，運用在以

下三個用途： 

（1） 提撥 80 萬兩黃金作為發行新台幣之準備金，以穩定當時面臨經濟恐

慌的臺灣經濟。 

（2） 維持撤退到臺灣的國軍軍需，以及面臨共軍渡海攻臺的應戰準備。 

（3） 支援從中國大陸撤退到臺灣的人民，在生活上的需求。149 

2. 企業：國民黨黨營企業如齊魯公司、天津恆大公司、濟南興濟公司、瀋

陽益華公司、安徽農產公司、上海樹華公司、永業公司與臺灣興台公司

                                                      
148 同註 44，頁 153-232。 
149 同註 43，頁 240-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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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因應國民黨的遷移政策，相繼遷臺，對於臺灣的橡膠業與棉織業的

發展有相當大的助益，此外，1947 年由中國青島來臺的企業家，創立大

東工業公司，分別建立造紙工廠與自行車廠等，奠定臺灣傳統製造產業

的基礎。150 

3. 紡織產業：1949 年前後，中國大陸的紡織工業紛紛遷臺，其中又以臺灣

最缺乏的紡紗工廠的設備與料件最多，主要遷臺的紡織工廠包括華南與

台元紗廠，對於臺灣日後的紡織業發展具有相當大的影響。151 

4. 技術官僚：從中國大陸遷徙來臺的國家政治菁英，如嚴家淦、尹仲容、

李國鼎、孫運璿與趙耀東等人，1949 年之後，陸續參與主導臺灣的經濟

建設，帶動臺灣的經濟發展，臺灣土地改革與經濟發展基礎，主要是仰

賴遷徙來臺技術官僚的專業與努力貢獻，不僅穩定國民政府遷臺初期的

金融制度，並且成就臺灣日後經濟發展的卓越成果。152 

5. 高等教育制度：在 1949 年的遷徙中，除了行政院下轄的教育部外，許多

原在中國大陸各地區的大學紛紛在遷臺後復校，例如，清華大學、輔仁

大學、東吳大學、中央大學與交通大學等，不論是公立或是私立，各大

學的教學理念與立校精神，對於臺灣不僅是知識與技術的傳承，亦是學

術殿堂的再生，樹立學術的典範，使得臺灣的高等教育更加多元，153並

且為臺灣的經濟建設與發展，培育出無數各行各業的人才，奠定臺灣在

經濟發展穩固的基礎；此外，臺灣戰後數十年的經濟發展，依舊與 1949

年自中國大陸遷徙來臺的移民有緊密的關聯性，此將在後續的章節詳述

之。 

（三） 社會發展：在 1945 年，國民政府接收臺灣的統治權後，由中國大陸遷徙

到臺灣的移民，同樣面對到「先入為主的觀念」、「利益分享的態度」與

                                                      
150 同註 44，頁 412-413。 
151 同註 50，頁 412。 
152 同註 50，頁 412-413。 
153 同註 50，頁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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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磨合的衝突」的困境，面對此三個困境，若是處理不當，將會衍

生出更多與更嚴重的衝突，形成族群的對立，並且延續到爾後的社會發

展，其中，最明顯的案例，莫過於發生在 1947 年 2 月 28 日的「二二八

事件」，此事件除了直接造成人員的傷亡外，對於臺灣的社會發展所造成

的負面影響更是深遠，以下分別以事件發生的原因、事件發生的經過與

事件結果與影響述之： 

1. 事件發生的原因：對於「二二八事件」發生的原因，雖然各界的學者有

不同的看法，但是基本上可歸納為以下幾點： 

（1） 文化的衝突：其中又可分為兩個方面，其一是語言；其二是生活習

慣與觀念。就語言方面，1945 年後遷徙到臺灣的統治官員與族群，

大多數是說普通話（國語）為主，但是，臺灣的原住居民則是以閩

南語與客語為主，日語為輔，導致雙方欠缺直接溝通的語言橋樑；

在生活習慣方面，臺灣原住居民具有開墾耕讀、克勤克儉的精神與

生活習慣，此外，歷經日本高壓殖民統治後，臺灣原居住民的生活

方式簡單而嚴謹，相較於 1945 年遷徙到臺灣統治官員而言，多數存

著過客心態，不但無法接受在臺灣地區充斥的日本文化，對於臺灣

文化亦未給予適當的尊重。 

（2） 經濟困頓：臺灣戰後的經濟社會，百廢待舉，而當時的治理階層，

不但壟斷臺灣的民生貿易與工業發展，並且處處與民爭利，導致臺

灣發生通貨膨漲，經濟惡化，民生問題更加嚴峻，臺灣人民心生不

滿與失望。 

（3） 政治弊端：戰後國民政府收接臺灣的官員素質良莠不齊，貪污情形

嚴重，陳儀雖然懲治貪污，但是效果不彰，激發臺灣人民的憤怒。 

（4） 共黨煽動：主要是共產黨分子謝雪紅等藉專賣局緝私人員取締為導

火線，煽惑部分年輕學生，趁政府軍隊移防之際，擴大暴動，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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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共產黨非主導者，但是有趁機煽動之嫌。154 

2. 事件經過：1947 年 2 月 27 日，臺灣省專賣局查緝員查到一位 40 歲婦女

林江邁在台北市太平町（今延平北路）附近販賣私煙，當林女抱著查緝

員並苦苦哀求時，查緝員卻以槍杔敲擊婦女頭部，造成婦女鮮血直流，

圍觀民眾群情激動，衝突中查緝員開槍擊中一位民眾陳文溪，送醫不治，

遂引爆群眾事件；翌日，行政官員無法安撫民眾的情緒，群眾占領臺灣

廣播電台（今台北市二二八紀念館），向全省廣播，於是，民眾對於官員

的憤怒情緒隨之爆發，導致全省各地區陸續發生本省人與外省人的毆打

事件；其後，以民意代表與地方士紳為主成立「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

負責與官方溝通事件的解決辦法，並提出四十二項要求，由於陳儀無法

控制民眾的憤怒，於是一方面應付處理委員會，一方面向南京政府要求

派兵，俟政府軍隊登陸後，陳儀下令武力鎮壓與清鄉行動，造成許多臺

灣社會菁英與民眾傷亡，根據行政院「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組」的研究報

告，傷亡人數約在 1 萬 8 千人到 2 萬 8 千人。155 

    此外，另有學者將二二八事件後續衍生的情況，大致區分為以下幾

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群眾毆打外省人和警察；第二個階段是各地組織

「二二八緝菸事件處理委員會」，期間佔領廣播電台，公開指責陳儀政府

的貪污無能；第三個階段是民眾組織準軍事性組織；第四個階段是政府

採取鎮壓手段和恐怖時期。156 

3. 事件結果與影響：「二二八事件」不僅是造成臺灣社會中許多家破人亡的

悲劇，並且對日後臺灣的政治與社會發展影響甚鉅。 

（1） 臺灣人的性格受到嚴重扭曲：事件的發生，使得長期被殖民統治的

臺灣人更顯得卑躬屈膝，為求自身與家人的安全，表現出不敢違抗

統治者的奴隸性格。 

                                                      
154 陳鴻圖，2004，《臺灣史》。臺北市：三民。頁 117-118。 
155 同註 154，頁 118-121。並參考薛化元，《臺灣開發史》。頁 159-161。 
156 彭懷恩，2013，《臺灣政治發展歷程》。新北市：風雲論壇。頁 7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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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臺灣人對政治充滿恐懼與冷漠：事件中，許多臺籍知識份子與菁英

被捕殺，地方勢力被國民黨所取代，使得國民黨長期一黨專政，不

利國家民主憲政的發展。 

（3） 海外臺獨組織發展：許多事件參與者與受難家屬，出走海外籌組反

政府組織，希望能推翻國民政府在臺灣的統治，成為「臺獨運動」

的發端。 

（4） 在臺灣造成「省籍情結」：對於事件中的悲劇，不少臺灣人歸咎是外

省人的報復，故對外省人敢怒而不敢言，形成臺灣社會中出現本省

人與外省人相互排斥的情形，包括婚姻與就業等。157 

  在探討「二二八事件」的諸多文獻中，李功勤從二個面向歸納事件發

生的原因，其一為相同的解釋是：經濟動盪、政治紊亂、社會危機、派系

鬥爭與新聞自由浮濫等；另一為相異的解釋：文化上的隔閡、共犯結構、

陳儀的人格及治臺班底的能力、以及殖民地性格等。戴國煇則提出二二八

事件是官民雙方責任問題、皇民化流毒與共犯結構等問題；李筱峰則是從

「文化隔閡」分析政府與人民以及中、日、臺三地之間情境之比較。158 

  本章從遷徙的相關理論，人類遷徙的演進過程，臺灣重要的遷徙階段，以及

臺灣的遷徙與發展等四個部分，建立本文研究的背景架構，以作為後續章節在探

究 1949-1996 年臺灣戰後社會發展之基礎。 

  

                                                      
157 同註 154，頁 121-122。 
158 李功勤，2013，《臺灣政治發展史(1895 年迄今)》。臺北市：幼獅。頁 5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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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臺灣戰後的政治發展（1949-1996） 

第一節 政治發展理論的基本概念 

 

  在前揭對於政治發展的定義中得知，由於政治發展的定義內容繁多而重疊，

無法從單一的尺度測量發展的程度，是以，本章在論述臺灣自 1949-1996 年的政

治發展前，先行補充一些政治發展理論的基本概念，用以作為檢視一個國家政治

發展情形之參考，這些概念包括民主轉型、民主鞏固與公民社會。 

  民主轉型，是指一個國家的政體從非民主的形態轉變成為民主形態期間所經

歷的階段，Rustow 於 1970 年提出一個民主轉型的模型，在模型中包含一個背景

條件（background condition），那就是統一的國家，他認為，在民主轉型的過程

中會經歷三個階段：首先是，預備階段（preparatory phase）—非民主的政權崩

潰；其次是，決定階段（decision phase）—開始建立民主的秩序；第三是，鞏

固階段（consolidation phase）—民主進一步的發展，深植於國家的政治文化之

中，159意即一個國家在政治上的民主鞏固，是指在歷經民主轉型的三個階段之後，

將民主的發展深植於國家的政治文化之中；此外，前揭提及 O’Donnell 與

Schmitter 於 1986 年對於拉丁美洲與南歐國家所做的比較研究中，發現民主轉型

的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自由化，指民主轉型的開端會經歷一段自由化或競爭

的時期，此階段類似 Rustow 所提出的預備階段；第二個階段是民主化，民主的

指導原則即是公民權，包括人民具有國家治理的權力與人民有被治理的義務，民

主轉型進入包容或參與的民主化時期，此階段類似 Rustow 所提出的決定階段；

另一方面，O’Donnell 與 Schmitter 亦提出民主轉型包括「戰勝威權體制」與「建

立民主制度」的兩個階段，此與 Rustow 所提出民主轉型的前兩個階段亦有相似

之處，至於國家是否能進入「民主鞏固」的階段，仍須視該國後續的政治發展情

形。160    Alfred Stepan 於 1986 年根據世界各國不同的特殊條件與具體情勢，

                                                      
159 同註 4，頁 146。 
160  O'Donnell and Schmitter,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Tentative conclusions ab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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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的對國家「民主轉型」的過程，歸納出八條從非民主統治朝向民主治理的可

能路徑： 

一、 外 部 征 服 後 的 內 部 復 原 （ Internal  Restoration  After  External 

Reconquest）：指國家原先的民主體制因戰爭而受損，在打敗外在力量後復

原國家的民主制度，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挪威、荷蘭、比利時與丹

麥。 

二、 外部征服後的內部重建（Internal Reformulation）：指由於國家受到外力征

服的影響，許多民主體制的內部環境崩解，在擊敗外力後，需要進行國家

內部的重建，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法國與希臘。 

三、 外力介入監督的建設（External Monitored installation）：指世界的民主國

家打敗獨裁國家後，並扮演戰敗國家建立民主體制的重要監督角色，例如：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西德與日本。 

四、 來自於威權政體內部所導致的民主化（Redemocratization Initiated From 

within the Authoritarian Regime）：導致國家民主化的力量來自於民間

的政治領袖、軍事政府或軍事單位所發起。 

五、 由社會主導將政權終結的轉型（Society-led Regime Termination）：指民

間基層組織的抗議行動、大規模的罷工與群眾不再支持政府的政策等，例

如，1969 年的阿根廷、1973 年的希臘與 1977 年的秘魯。 

六、 透過政黨協商的轉型（Party Pack—With or Without Consociational 

Elements）：指政黨希望在共同瓦解威權體制，轉型建構民主體制的過程中，

獲得權力的分配與利益所展開全面的策略協商，例如，1978-80 年的智利。 

七、 由民主改革黨派所組成的暴力反叛進行協議而轉型（Organized Violent 

Revolt Coordinated by Democratic Reformist Parties），例如，1948

年的哥斯大黎加、1952 年的玻利維亞與 1958 年的委內瑞拉。 

                                                                                                                                                        
uncertain democracies. pp.7-8. 並參考同註 4，頁 146-147。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75 
 

八、 由馬克思主義者所領導的革命戰爭之轉型（Marxist-led  Revolutionary 

War）：指國家政治體制的轉型，是透過民間的意識型態與社會底層對於支

持國家體制根本性的改變所形成的革命戰爭，例如，中國、南斯拉夫、前

蘇聯、越南與古巴等國家。161 

    Stepan 所歸納的八個民主轉型路徑之中，前三者是透過解決外部的問題而後，

開始進行國家內部的民主轉型過程，後五者則是由國家內部力量，包括民間的政

治領袖、政黨、社會精英、工會與公民等。 

    Huntington 在分析民主化的過程中，歸納從威權政體往民主政體轉型時出現

三種不同的路徑：變革（Transformations）是指在威權統治政體中，執政菁英與

決策者所主導的國家由威權體制轉型為民主體制時謂之；置換（Replacements）

是指反對派勢力大於威權統治的政府的勢力時，將威權政府推翻，促使由國家威

權體制轉型為民主體制時謂之；移轉（Transplacement），是指反對派勢力與威權

統治政體中的改革派合作，共同主導國家由威權體制轉型為民主體制時謂之，162    

從歷史的經驗中得知，世界各國在民主轉型的過程中可能會出現的不同路徑。 

  然而，國家如何才能稱之為進入民主鞏固的階段呢？Huntington 認為，當一

個國家能夠連續兩次和平的透過選舉而完成兩次政權輪替時，即達到「兩次政黨

輪替測試」的衡量標準時，便是進入「民主鞏固」的階段。163然而，對於 Huntington

以兩次政權輪替來界定民主鞏固的觀點，O’Donnell 則有不同的看法，他認為民

主政治除了應該包括 Dahl 所提出的「多元政治」的概念外，164仍需要兩個條件：

其一，民選官員和部份依法任命的官員，在憲法規定的任期未屆滿之前，不應被

隨意的停止職務；其二，民選產生的威權政府不應臣屬於其他非民選的部門或人

士，特別是軍方勢力。是以，僅就選舉和政黨輪替來界定民主鞏固這個概念是不

                                                      
161 Alfred Stepan, “Path toward Redemocratization: Theoretical and Comparative Considerations.” 

pp.64-84. 並參考註 4，頁 147。 
162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pp. 109-161. 
163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pp. 266-267. 
164 「多元政體」的概念包括：民選產生的官員、自由平等的選舉、普遍的選舉權、參與公職選

舉的參政權、言論自由權、新聞自由權與結社自由權等。參考註 4，頁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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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的，民主鞏固的內涵需要進一步的討論與修正。165 

  關於政治發展的第三個概念是「公民社會」，此概念始於 18 世紀末與 19 世

紀初，用來界定為獨立自主於國家機制之外的領域，許多學者認為公民社會是國

家民主鞏固的先決條件，如 Juan J. Linz 與 Alfred Stepan 認為民主鞏固的內

涵需要五個基本元素的支撐，即政治社會（政黨）、法治、國家機關、經濟社會

（自由市場）與公民社會（各種自願性的社團）。關於公民社會的概念受到重視

的原因是由於 1970 年代與 80 年代，拉丁美洲與東歐地區興起反抗威權統治的時

空背景有關，因為在此背景下，公民社會增添了抗議活動與社會運動的色彩，導

致今日的公民社會往往被指涉為一個獨立自由發展的領域，在此領域中，人民可

以志願地組織團體，並採取社會運動。是以，有些學者認為，在討論民主轉型時，

公民社會的概念應該涵蓋更廣的範圍，將政黨（政治社會）和社會運動納入，在

此意涵之下，培養公民社會其實就等於推動民主轉型。166 

  藉由上揭對於政治發展理論基本概念的說明，接續將以三個時期敍述臺灣戰

後的政治發展，分別是鞏固政權時期（1949-1975）、逐步開放時期（1978-1988）

與邁向民主時期（1988-1996），此三個時期代表著不同的統治者，分別是蔣介石、

蔣經國與李登輝。 

  

                                                      
165 同註 4，頁 149-150。 
166 Natalia Letki, 2009, “Social Capital and Civil Society.” in Democratization, edited by Christian W. 

Haerpfer, Patrick Bernhagen, Ronald F. Inglehart, and Christian Welzel,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p.158-169. 並參考註 4，頁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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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1949-1975 鞏固政權時期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後，同年 10 月 25 日，國民政府派遣

臺灣的行政長官陳儀代表盟軍與代表日軍的安藤總督簽署投降文件，自此，臺灣

的歷史進入新的里程，由中華民國政府所治理，逐漸進入建構國家憲政體制的時

期。167 

美國芝加哥大學政治學者  David  Easton 曾經提出「政治系統理論」

（Political System Theory），他認為政治系統是社會的一個次系統（Social 

Subsystem），亦是對社會行為最具有包容性的系統，因為政治是「價值的權威性

分配」（authoritative allocation of values），此外，政治系統是一個開放的行

為系統，受到國內社會環境（ intrasocietal  environment）與國外社會環境

（extrasocietal environment）的包圍與影響，政治系統必須對環境的變動有所反

應，並且適應各種環境的情境變化才能生存。168Andrew Heywood 認為 David 

Easton 是透過系統分析解釋整體的政治過程，處理來自環境的種種影響，在政治

系統之中，包括輸入（inputs）部分與輸出（outputs）部分，在政治系統的輸入

部分，包括多數人民的需求（demands）與支持（supports），「需求」是指人民對

政府施壓以爭取較佳的生活水準、改善就業環境、提供更多的社會福利和保障少

數與個人的權利，「支持」則是指人民對於政治系統的貢獻，如納稅、遵守法規

與參與公共活動等；在政治系統的輸出部分，則是指政府的決策（decisions）與

行動（actions），包括政策的制訂、法律的通過、徵收稅金與公共經費的分配等。

然而，輸出端在環境中所造成的反應與結果，將會透過信息回饋（feedback）變

成輸入端（即新的要求與支持）再進入政治系統，使得整個政治體系形成循環不

息的運作。Easton 提出的政治系統模型傾向追求長期的平衡與政治穩定，但是，

政治的生存仍需仰賴輸出端有效的配合輸入端，此外，在政治系統的模型中，政

                                                      
167 薛化元，《戰後臺灣歷史閱覽》，頁 20-21。 
168 David Easton, 1970, A framework for political analysis.臺北市：虹橋書店。pp. 56-75；並參考呂

亞力，1991，《政治學》，第 15 版。臺北市：五南。頁 46-58。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78 
 

黨與利益團體則被形容為「守門者」（gate keepers）的角色，主要的功用在於

調節輸入端的來源，169政治系統示意圖如圖 3-1。本節將以 Easton 的系統分析模

型，劃分國內政治環境與國外政治環境兩個部分來討論 1949-1975 年的政治發

展。 

 

 

 

 

 

 

 

 

圖 3-1 政治系統示意圖 

資料來源：參考 Andrew Heywood, 2007, Politics. p. 19. 

 

一、 國內的政治環境： 

（一） 制度之建立： 

1. 憲法：中華民國憲法是在民國三十五（1946）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經

制憲國民大會議決通過，民國三十六（1947）年元月一日由國民政府

公布，同（三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施行，除前言外，全文共一百

七十五條條文，計分十四章。憲法本文的主要特色為揭櫫主權在民的

理念，明定人民自由權利的保障，規定五權分立的中央政府體制及地

方自治制度，明示中央與地方權限劃分採取均權制度，並明列基本國

策等。170 

                                                      
169 Andrew Heywood, 2007, Politics.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pp. 19-20. 
170 中華民國總統府，參考網址：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tabid=58#1，最後瀏覽

日期 2014 年 6 月 18 日。 

輸出—決策（decisions） 

人民 守門者 政府 輸入 輸入 

輸出—行動（actions） 

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tabid=58#1，最後瀏覽日期2014年6月18
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tabid=58#1，最後瀏覽日期2014年6月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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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政權與領土：1949 年 4 月，李宗仁代總統與中共談判破裂後，同年 10

月 1 日中共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定北京為首都，中華民國政府

由廣州遷往重慶，後遷成都，最後於 12 月 7 日遷到臺灣。1949 年 5

月，國軍於海南島撤守後，中華民國的領土僅涵括臺灣、澎湖、金門

與馬祖，以及零星島嶼，171中華民國政府宣稱，它是依照 1947 年在南

京公布實施的「中華民國憲法」之規定而產生，是代表中國的正統政

府。172 

3. 總統：1948 年 4 月，蔣介石依「中華民國憲法」之規定，在南京當選

為「總統」，然而，同年 9 月，國軍部隊在國共內戰中節節失利，國民

政府的政權已搖搖欲墜，在朝野的強大壓力下，1949 年 1 月 21 日，

蔣介石宣布卸下總統職位，由副總統李宗仁代總統；1731949 年 12 月 5

日，李宗仁流亡美國，在臺立法委員、監察委員、國民大會代表電請

蔣介石復行總統職權，1950 年 3 月 1 日，蔣介石在臺灣復行視事，執

行總統職權。174 

4. 中央政府：1949 年中華民國政府遷臺是以整個中央政府的體制架構遷

往臺灣，包括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試院與監察院等政府機關；

此外，許多中央級民意代表，175如中國大陸各省、各直轄市選舉出來

的立法委員與國大代表等亦隨政府遷臺。176 

（二） 政權鞏固：1949 年底，在臺灣的立法委員、監察委員、國民大會代表電

請蔣介石復行總統職權，蔣介石宣布國民政府遷移臺灣，並以臺北為臨

                                                      
171 薛化元，《臺灣開發史》，頁 178-179。 
172 同註 43，頁 282。 
173 同註 43，頁 239-242。 
174 黃秀政、張勝彥、吳文星，2011，《臺灣史》，第二版。臺北市：五南。頁 287-288。 
175 國大代表於 1947 年 11 月 23 日當選人數為 2,961 人，最先遷臺人數約為 997 人，未達國民大

會開會的三分之二門檻，其後遞補及輾轉來臺，1954 年召開第二次會議出席人數為 1,578 人，

人數仍未達開會的三分之二門檻，其後修訂組織章程與遞補，使國民大會得以繼續在臺開會。

關於立法委員 1947 年在中國大陸當選人數為 760 人，1950 年 2 月在臺開會時，報到人數為

497 人，已逾半數。同註 44，頁 345。 
176 戚嘉林，2008，《臺灣史》。臺北市：海峽學術出版社。頁 534；與參考註 44，頁 153-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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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首都。177國民政府的遷臺，並不意味著國共內戰的結束，因為隨著蔣

介石與國軍的撤退到臺灣，中共人民解放軍亦在華南沿海各地集結龐大

的部隊、戰機與軍艦等，隨時準備渡海攻臺，然而，美國總統杜魯門卻

於 1950 年 1 月 5 日對外發表聲明：「美國無意占領臺灣，亦不介入臺灣

島上的軍事。」178顯而易見，當時在臺灣的國民政府與國軍部隊，甚至

是臺、澎、金、馬所有的人民正處於孤立無援的嚴峻情境，在此情境下，

蔣介石一方面要防禦臺灣遭到中共解放軍的軍事攻擊，另一方面要建設

臺灣成為「復興基地」，據此，鞏固政權是理所當然的第一要務，綜括蔣

介石在鞏固政權的過程，大致包括三個部分，即「通過動員戡亂時期臨

時條款」、「全臺實施戒嚴」與「白色恐怖」，對於此三個政治行為的運作，

分述如下： 

1. 通過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為提升總統在戡亂時期的政治與軍事權

力，國民大會於 1948 年 4 月 18 日通過「過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

此次臨時修憲的制定，賦予行政權極大的緊急處分權，可以視為是行

政權力或總統權力的擴張，179相關條款的要點分述如下： 

（1） 總統在動員戡亂時期，為避免國家或人民遭遇緊急危難或應付財政

經濟上重大變故，得經行政院會議之決議，作為緊急處分，不受憲

法有關條文所規定程序之限制。 

（2） 動員戡亂時期，總統副總統得連選連任。180 

（3） 在自由地區增加中央民意代表名額，定期選舉，須由僑居國外國民

選出之立法委員及監察委員，事實上不能辦理選舉者，得由總統訂

定辦法遴選之。 

                                                      
177 同註 43，頁 242。 
178 同註 43，頁 248。 
179 薛化元，《臺灣開發史》。頁 47。 
180 1960 年，蔣介石第二任總統將屆，國民大會修訂〈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凍結憲法規  定，

取消總統連任限制，蔣介石順利當選第三、四、五任總統，直至 1975 年逝世為止。參考戴寶

村，2006，《臺灣政治史》。臺北市：國立編譯館。頁 289-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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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一屆中央民意代表，係經全國人民選舉所產生，依法行使職權，

其增選補選者亦同。181 

（5） 動員戡亂時期之終止，由總統宣告之。 

（6） 臨時條款之修訂或廢止，由國民大會決定之。182 

2. 全臺實施戒嚴：臨時條款通過半個月後，蔣介石簽發「全國動員戡亂

案」，1949 年 5 月 19 日公布戒嚴法，5 月 20 日陳誠頒布「臺灣戒嚴令」，

戒嚴期間的禁止事項主要包括： 

（1） 政府得禁止集會、結社及遊行、請願，並取締言論、講學及出版物

之自由。 

（2） 得限制或禁止有礙治安之人民宗教活動。 

（3） 得禁止罷市、罷工、罷課與罷業等。 

（4） 得檢查郵信、電報及出入境之車輪、船舶、飛機等旅客。 

（5） 得檢查私有槍砲軍火及其他危險物品。183 

3. 白色恐怖（white terror）：白色恐怖，源自於法國大革命後對波旁王

室及保皇黨的整肅行動，泛指政府未經嚴謹審判恣意羅織政敵的手段；

在 20 世紀，泛指政體利用情治單位進行超制度的暴力行為，以壓迫反

抗現有體制之個人或團體者，即「國家恐怖主義的暴力行徑」；1949

年國民政府在臺灣的統治，包括不當審判、情治偵防與羅織罪名等，

亦被視為是白色恐怖，當時政府操作白色恐怖的方式採取法律與情治

系統兩大部分。184 

（1） 法律部分：蔣介石以肅清匪諜為目的，以「戒嚴統治」與「戡亂體

制」為基礎，頒布許多法令，作為白色恐怖統治的依據，主要的法

                                                      
181 第一屆中央民意代表含括國大代表、立法委員與監察委員，皆是於 1948 年在中國大陸選出，

經大法官會議解釋，依據憲法第二十八條規定：「國民大會代表每六年改選一次。每屆國民大

會代表之任期，至次屆國民大會開會之日為止。」於是，播遷到臺灣的中央民意代表的任期，

可以無限期地延長到光復大陸為止，因此形成所謂的「萬年國會」。參考註 43，頁 282-283。 
182 謝政道，2007，《中華民國修憲史(第二版)》。臺北市：揚智。 
183 同註 43，頁 242。 
184 同註 180，頁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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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包括：「戒嚴法」、「懲治叛亂條例」與「檢肅匪諜條例」。第一項

法令內容前揭已敍述，政府限制人民的自由權利，是公然違背《中

華民國憲法》所規定保障人民各項權利的許多條款；依據第二、三

項條例的法律，當警備總部逮捕的嫌疑犯，得以逕送軍法處理，此

則違背憲法第九條：「人民除現役軍人外，不受軍事審判」之規定；

此外，依憲法第一百七十一條規定：「法律與憲法牴觸者無效。」

由於當時的政府處在「恐共」、「防諜」的氛圍之下，採取的政策是

政治高於憲法，高於人權，縱使違憲的法律依然執行，四處抓人，

不經司法程序，逕送軍法審判，由於警察與警備總部權力甚大，在

此情形下，臺灣已成為警察國家，並且籠罩在白色恐怖的統治陰影

之下。185 

（2） 情治部分：1953 年臺灣各情報治安機關包括： 

A. 保防：憲兵司令部與總政治局負責軍中的保防；內政部調查局、

國防部保密局、臺灣省保安司令部與臺灣省警務處負責臺灣社會

的保防。186 

B. 一般治安：憲兵司令部、內政部調查局、臺灣省保安司令部與臺

灣省警務處，負責臺灣一般社會治安工作與人犯逮捕拘留等事

宜。 

C. 諜報：內政部調查局、外交部情報司、國防部報保密局與第二廳。 

D. 游擊與敵後行動：國防部大陸工作處、保密局與內政部調查局。187 

（3） 執行：各情治單位根據上揭法令，負責執行白色恐怖的極權政治，

全臺四處可見「檢舉防諜，人人有責」的標語，各機關學校亦布署

監視與密報的情報人員，雖然當時主要鏟除的對象是共軍派遣在臺

灣的諜報人員，次要的對象是異議份子與臺獨人士，然而，由於匪

                                                      
185 同註 43，頁 273-274。 
186 臺灣省保安司令部於 1958 年 5 月擴大更名為臺灣警備總司令部。同註 43，頁 273。 
187 同註 158，頁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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諜行事隱密低調，臺獨人士與所謂的「異議份子」則是公開表態，

不畏監視與強權，因此，在臺灣執行白色恐怖期間，肅清匪諜的效

果有限，卻清除許多臺獨人士與所謂的「異議份子」，此外，由於

情治單位的作法是「寧可錯殺一千，亦不放過一人。」導致許多錯

捉與錯殺的冤案，直到 1987 年解除戒嚴，1991 年廢止「動員戡亂

時期臨時條款」與「懲治叛亂條例」，以及 1992 年白色恐怖執行機

關警備總部被裁撤後，臺灣的白色恐怖時代才正式落幕。188 

二、 國外政治環境：1949 年，中華國民政府除了一方面在臺灣內部環境建立制

度與鞏固政權外，另一方面則要面對更為現實而嚴峻的國外政治的環境，

以下分兩岸對立情勢與國際關係兩部分討論。 

（一） 兩岸對立情勢：中華國民政府遷徙到臺灣之後，並不意味著中華人民共

和國的人民解放軍已放棄攻占臺灣的軍事行動，關於此點，本文透過以

下描述三次台海危機的戰役中得到證實。 

1. 九三金門砲戰：1954 年 8 月 23 日，中共發表「解放臺灣聯合宣言」，同

年 9 月 3 日，發動所謂「九三金門砲戰」，一日之內，金門落彈五千多枚，

國軍立即派出海空軍出擊，轟炸廈門地區。189 

2. 「第一次台海危機」：1955 年 1 月，共軍採取外島登陸作戰，攻占大陳

島嶼附近的一江山島（當時大陳島仍派有國民政府的駐軍防守），大陳島

隨即處於砲火威脅之下，國民政府於 1955 年 2 月 6 日發表聲明，撤退大

陳島駐軍到臺灣，2 月 8 日至 12 日，在美國海軍第七艦隊的協助下，自

大陳、漁山與披山等島嶼撤出的軍民共計約 3 萬多名，自此，中華民國

完全失去浙江沿海據點。190 

3. 「第二次台海危機」：發生在 1958 年 8 月 23 日，史稱「八二三砲戰」，

中共解放軍對金門暨附近島嶼，包括大、小金門、大擔島與二擔島，進

                                                      
188 同註 43，頁 274；同註 180，頁 302。 
189 同註 43，頁 252。 
190 薛化元，《戰後臺灣歷史閱覽》，頁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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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密集性的火砲攻擊，砲擊持續到 1959 年 1 月 7 日結束，統計砲擊數量

超過 40 萬枚，無論在數量與密度上，皆是人類戰史上罕見的戰況，最終，

在美軍的協助之下，使得中華民國的國軍在火力上得以與解放軍相抗衡，

除了在地面上壓制共軍火力外，在制空權的爭奪中，計擊落共軍二十多

架米格戰鬥機，共軍在無法取得制空權與制海權的優勢之下，放棄以武

力占領中國大陸沿海諸島之計畫；191歷經八二三砲戰後，中共的海空兵

力嚴重受創，臺灣的國軍部隊，一方面，成功的保衛金門與馬祖兩島，

亦使得臺灣與澎湖的安全得到保障，如此才得以順利推動政治、經濟與

社會的發展與建設，另一方面，中華民國政府則是向國際社會展現國軍

捍衛臺灣的決心與軍事力量。192 

（二） 國際關係：在第一、二次世界大戰發展過程的歷史經驗中，國際政治的

主流趨向於現實主義（realism）發展，世界各國為求生存與安全，透過

外交的手段，尋求在國際上的安全與利益，正如現實主義學者 Hans J. 

Morgenthau 認為，權力平衡是國家追求權力和保護自己的方法。193在現

實的國際環境中，中華民國的國際地位與外交關係隨著失去中國大陸的

統治權後逐漸式微，以下就「中、美關係」、「聯合國地位」與「邦交國

遞減」三個面向分析。 

1. 中（臺）、美關係： 

（1） 「中（臺）、美共同防禦條約」：二戰結束後，國際社會進入美、蘇

兩大集團對立與競爭的冷戰時期，全球呈現出兩極權力平衡的政治

架構，一方是美國及其盟邦於 1949 年成立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另一方則是蘇聯

及其東歐盟邦於 1955 年成立的華沙公約組織（Warsaw Pact）；在

亞洲的部分，美國除了與日本、南韓與菲律賓簽訂雙邊協防條約外，

                                                      
191 薛化元，《戰後臺灣歷史閱覽》，頁 160。 
192 同註 43，頁 254-258。 
193 林碧炤，1997，《國際政治與外交政策》。臺北市：五南。頁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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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 1954 年 12 月 3 日與中華民國簽訂「中（臺）美共同防禦條約」》

（Sino-American Mutual Defense Treaty），194臺灣正式被納入主

張自由民主國家的防衛體系之中，蘇聯則是於1950年與中共簽訂「中

（共）、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195我國則於 1953 年 2 月，由蔣介石

明令廢止「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及其附件。 

（2） 「上海公報」：1972 年 2 月，美國總統尼克森訪問中共，與中共共同

發表聯合公報，即「上海公報」，在公報中，美國聲明：美國認識到，

在臺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

一部份。美國政府對這一立場不提出異議，並且重申對於由中國人

自己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關心。考慮到這一前景，它確認從臺灣撤

出全部美國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的最終目標。在此期間，美國將隨

著這個地區緊張局勢的緩和，逐步減少美國在臺灣的武裝力量和軍

事設施。196足見，美國正式放棄所謂「臺灣地位未定論」，承認臺灣

是中國的一部分，而美國所奉行的「一個中國政策」自此成形。197 

2. 聯合國地位：聯合國於 1945 年成立，中華民國是創始會員國之一，並且

是安理會中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1949 年，由於國共內戰失利，中華民

國政府從中國大陸撤退到臺灣，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國際上對

於中國政府的代表權一直存有爭議，因此在 1960 年所召開的聯合國大會

之前，對於中國政府在聯合國代表權的議題，美國採取的策略是「緩議」；

然而，隨著許多新興國家逐漸加入聯合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積極拉攏

亞、非與中東國家，使得支持中共加入聯合國的議程中，贊成與反對的

比例逐漸趨於對中共有利，在圖 3-2 中顯示，除 1951 年外，自 1952 至

1960 年，聯合國贊成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的席次逐年增加，贊成

                                                      
194 正式名稱為「中華民國與美利堅合眾國間共同防禦條約」。 
195 同註 193，頁 114。 
196 美國在臺協會，參考網址：http://www.ait.org.tw/zh/us-joint-communique-1972.html，最後瀏覽

日期：2014 年 6 月 22 日。 
197 同註 158，頁 114-115。 

http://www.ait.org.tw/zh/us-joint-communique-1972.html，最後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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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反對的差距逐年接近，至 1960 年，聯合國大會僅以 8 票之差通過美國

所提出的「緩議案」；圖 3-3 中顯示，自 1961-65 年聯合國大會針對中華

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之表決情況，至 1965 年，雖然未達三分之二席次

的通過門檻票數，但從贊成席次逐年增加的趨勢，使得中華民國在聯合

國的席次出現極大的隱憂。198 

 

 

圖 3-2 1951-1960 年聯合國大會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議案列入議程投票情形 

資料來源：同註 180，頁 364。 

 

 

                                                      
198 同註 180，頁 363-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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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1961-1965 年聯合國大會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議案表決投票情形 

資料來源：同註 180，頁 365。 

    1970 年，美國總統尼克森採取「現實主義」的外交政策，積極改善

美、中（共）關係，在同年 11 月 20 日召開的聯合國第 25 屆大會上，蘇

聯提出的中國加入聯合國案，首度出現 51 票贊成超過 49 票反對（25 票

棄權）的局面，議題納入重要問題；1971 年，美國轉而支持中華人民共

和國加入聯合國，在 10 月 25 日召開第 26 屆的聯合國大會中，阿爾巴尼

亞提出聯合國接納中華人民共和國案，投票結果 76 票贊成，35 票反對，

17 票棄權，3 票缺席，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聯合國，取代中華民國

在聯合國「中國代表權」的席位，聯合國通過之 2758 號決議文內容如下： 

恢復（restore）199中華人民共和國所有的權利，承認（recognize）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在聯合國之唯一合法代表，排除（expel 

forthwith）蔣介石的代表在聯合國暨所有相關機構非法占據

（unlawfully occupy）之席次。 

  翌日，中華民國外交部長周書楷宣布退出聯合國，並且援引聯合國

                                                      
199 雖然美國總統尼克森的外交政策採取現實主義的作法，然而在聯合國所通過的 2758 號決議文

中，若使用「恢復」翻譯一詞（英文為”restore”，法文為”le rétablissement”）是值得商榷的，

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之前並非是聯合國會員國，而無論是

英文”restore”或法文”le rétablissement”均有重建或修建之意，本文認為重建與修建皆較為合

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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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58 號決議文之內容，中華民國被撤銷在關稅暨貿易總協（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等國際組織。200 

3. 邦交國遞減：1949 年 10 月 1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翌日，蘇

聯與東歐共產國家立即宣布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並且正式建交；同年

年底，印度與緬甸亦宣布承認中共並建交；至 1950 年初，英國、巴基斯

坦與挪威等十多個國家紛紛宣布承認中共並正式建交；1964 年，法國與

中共建交；1970 年，加拿大與義大利分別與中共建交；日本於 1972 年

與中共簽署「建交聯合公報」；201圖 3-4 中顯示，1969-1975 年中華民國

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邦交國數量，中共的邦交國數由 44 個國家增加到

106 國家，中華民國則是由 67 個國家減少至 26 個國家。 

 

 

圖 3-4 1969-1975 年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邦交國數量表 

資料來源：同註 180，頁 370。 

 

分析： 

一、 自 1949 年國民政府遷徙到臺灣之後，以臺灣作為反攻大陸的復興基地，將

                                                      
200 同註 180，頁 366-369。 
201 同註 43，頁 357-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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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在中國大陸的憲政體制與政府組織直接套用在臺灣之上，導致許

多不合法理與不合時宜的現象逐一浮現。由於蔣介石政府採取高壓的集權

手段，使之在表面上仍然可以運行，但實際上則已失去一個民主憲政國家

應有的政治運作模式。從理論的角度分析，在 David Easton 的分析系統理

論中，就系統內部的運作而言，臺灣人民在政治方面的需求受到抑制，被

迫支持集權統治，而呈現出來的政治體制是「戒嚴」與「白色恐怖」的政

府輸出；在系統外部，一方面，中共的人民解放軍延續在中國大陸的國共

內戰，持續對沿岸島嶼的國軍部隊實施武力攻擊，形成第一次與第二次的

臺海危機；另一方面，在國際上，無論是「中（臺）美關係的疏離」、「流

失在國際組織的地位」與「邦交國數量的銳減」，皆使得中華民國在系統外

部呈現孤立無援的情形。 

二、 蔣介石政府處在此內外交迫的嚴峻環境下，為鞏固中華民國在臺灣的政權，

對內所採取的政治手段是，一方面透過修法以延長其統治臺灣的合法性，

並使其在臺灣執政時間長達 25 年之久，並且形成在中國大陸選舉出的國大

代表，可以在臺灣行使職權直到退休為止的「萬年國代」之政治特例；另

一方面採取激進且恐怖的手段，鏟除中共滲透到臺灣的匪諜、臺獨人士與

在臺異議份子。至於對外的政策，則是一方面下令國軍堅守臺、澎、金、

馬，並透過外交尋求美軍援助，避免臺灣遭受到赤化的危機；另一方面，

則是採取「漢賊不兩立」的外交原則，使得臺灣在現實的國際環境下，逐

漸成為「亞細亞的孤兒」。 

三、 雖然歷史的演進是不容假設且無法重來的過程，然而，倘若檢視臺灣戰後

政治發展的環境與結果，分析 1950-1975 年蔣介石政府因應當時局勢的處

置作為，或許可以得到一些公平與合理的說明： 

（一） 從荷蘭殖民、明清帝制到日本殖民統治，臺灣未曾經歷過憲政體制的治

理，1949 年中華民國政府遷徙來臺，將憲政的制度與政府機關轉移到臺

灣，雖然當時臺灣並無足夠的社經基礎實施民主憲政，如教育程度、經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90 
 

濟水平、中產階級與民主社會的公民素養等皆不足，然而，奠基在此憲

政制度的組織架構之上，使得臺灣在日後的民主化過程中，無須經過大

規模的變革，且制度的改革是透過修憲而非制憲，政府的組織是再造與

裁併而非重新建構，因此，使得中華民國在歷經不到半個世紀的時間，

便能實現由人民以平等、公正、公開的方式，直接投票選舉總統的民主

憲政體制，此二者的相關性是不容忽略的。 

（二） 探究蔣介石政府實施「白色恐怖」的主要因素，乃是由於在國共內戰中，

國民政府軍屢次由於遭到共諜滲透與顛覆，導致國軍在多次重大戰役中

因軍機外洩而戰敗，其中以「侯少將、傅作義、張治中與陳布雷」等四

大共諜案的影響最為重大，於是，蔣介石與國軍部隊在退守到臺灣後，

決心肅清共諜，以除後患，避免重蹈覆轍，202而政府情治單位偵防的主

要對象乃是潛伏在臺灣的共諜，目的在於穩定政治社會的秩序與安全；

另一方面，國民政府軍堅守臺、澎、金、馬，歷經二次的臺灣危機，不

願投降，誓死捍衛國土，方才使得臺灣免於遭到中共解放軍的攻佔，維

持臺灣人民的生命與財產安全，之後，中華民國才能在臺灣朝向政治民

主化與經濟自由化的方向發展。 

  

                                                      
202 同註 43，頁 269-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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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1975-1988 逐步開放時期 

 

1975 年 4 月 5 日，蔣介石病逝，時任副總統嚴家淦依憲法規定繼任為總統，

1978 年 3 月，嚴家淦繼任總統的任期屆滿，提名蔣經國為中華民國第六任總統

候選人，經由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選舉通過後，順利當選總統，並於 5 月 20 日

宣誓就職，1984 年，蔣經國再度當選第七任總統，直至 1988 年 1 月 13 日病逝。

203本節將區分國際政治的現實環境、政府政策開放與公民社會運動等三個面向探

討臺灣在 1975-1988 年間的政治發展情形。 

一、國際政治的現實環境： 

（一） 美、中、臺關係： 

1. 中（共）、美建交：1978 年 12 月 15 日，美國總統卡特公開宣布《中美

建交聯合公報》，公報的內容：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於 1979 年 1 月 1

日起相互承認並建立外交關係。美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

的合法政府；在此前提下，美國人民與臺灣人民將維持文化、商務與

其他非官方的關係。美國政府承認中國的立場，即只有一個中國，臺

灣是中國的一部分。204 

2. 中（臺）、美斷交：1979 年 1 月 1 日，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後，

旋即與中華民國臺灣斷交，使得我國原先在美國支持下所保留的國際

組織席位，受到與美國斷交的影響而相繼喪失，例如，國際貨幣基金

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世界銀行（World Bank, 

WB）、國際金融公司與國際開發協會等。205 

3. 臺灣關係法：1979 年 4 月 10 日，美國制定《臺灣關係法》（Taiwan 

Relations Act），由美國國會通過，總統簽署生效之國內法，內容要點

                                                      
203 同註 43，頁 294。 
204 同註 180，頁 375-376。 
205 同註 180，頁 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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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述如下：206 

（1） 目的：本法乃為協助維持西太平洋之和平、安全與穩定，並授權繼

續維持美國人民與在臺灣人民間之商業、文化及其他關係，以促進

美國外交政策，並為其他目的。 

（2） 美國的政策： 

A. 維持及促進美國人民與臺灣之人民間廣泛、密切及友好的商務、

文化及其他各種關係；並且維持及促進美國人民與中國大陸人民

及其他西太平洋地區人民間的同種關係。 

B. 表明西太平洋地區的和平及安定符合美國的政治、安全及經濟利

益，而且是國際關切的事務。 

C. 表明美國決定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之舉，是基於

臺灣的前途將以和平方式決定此一期望。 

D. 任何企圖以非和平方式來決定臺灣的前途之舉--包括使用經濟抵

制及禁運手段在內，將被視為對西太平洋地區和平及安定的威脅，

而為美國所嚴重關切。 

E. 提供防禦性武器給臺灣人民。 

F. 維持美國的能力，以抵抗任何訴諸武力、或使用其他高壓方式的

手段，而危及臺灣人民安全及社會經濟制度的行動。 

美國通過的《臺灣關係法》，使得美、臺在形式上仍可維持非官方

的密切互動關係，並且美國國會在《中（臺）美共同防禦條約》失效

後，仍可作為提供臺灣防禦性武器的法源依據。207 

4. 八一七公報：1982 年 8 月 17 日，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簽署聯合公報，

通稱為「八一七公報」，公報中與臺灣有關條文包括領土主權與對臺軍

售兩個部分，擷取公報內容如下： 

                                                      
206 美國在臺協會，參考網址：http://www.ait.org.tw/zh/taiwan-relations-act.html，最後瀏覽日期 2014

年 6 月 24 日。 
207 同註 180，頁 377。 

http://www.ait.org.tw/zh/taiwan-relations-act.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4年6月24
http://www.ait.org.tw/zh/taiwan-relations-act.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4年6月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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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領土主權部分： 

A. 美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並承認中國

的立場，即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份。 

B. 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干涉內政是指導中美關係的根本

原則。 

C. 中國政府重申，臺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1979 年 1 月 1 日，中國

發表的告臺灣同胞書宣佈了爭取和平統一祖國的大政方針。1981

年 9 月 30 曰，中國提出的九點方針是按照此一大政方針爭取和平

解決臺灣問題的進一步重大努力。 

D. 美國政府無意侵犯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無意干涉中國的內政，

也無意執行「兩個中國」或「一中一臺」的政策。 

(2) 對臺軍售部分： 

A. 美國向臺灣出售武器的問題在兩國談判建立的過程中沒有得到解

決，雙方的立場不一致。 

B. 美國政府理解 1979 年 1 月 1 日中國發表的告臺灣同胞書和 1981

年9月 30日中國提出的九點方針中所表明的中國爭取和平解決臺

灣問題的政策。臺灣問題上出現的新形勢，也為解決中美兩國在

美國售臺武器問題上的分歧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C. 美國政府聲明，它不尋求執行一項長期對臺灣出售武器的政策，

美國對臺灣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數量上將不超過中、美建交後近

幾年供應的水平，美國準備逐步減少對臺灣的武器出售，並經過

一段時間得到最後的解決。208 

八一七公報的內容，代表著美國政府的外交政策，但是美國仍可依

其所制訂的《臺灣關係法》，對臺灣進行軍售，是以，美、中、臺的關

                                                      
208 美國在臺協會，參考網址：http://www.ait.org.tw/zh/us-joint-communique-1982.html，最後瀏覽

日期 103 年 6 月 25 日。 

http://www.ait.org.tw/zh/us-joint-communique-1982.html，最後瀏覽日期103年6月25
http://www.ait.org.tw/zh/us-joint-communique-1982.html，最後瀏覽日期103年6月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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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主要便依據上海公報、建交公報、八一七公報以及臺灣關係法之「三

報一法」的原則與框架下運作。 

（二） 外交政策：對於 1979 年遭逢「中（臺）美斷交」，蔣經國的態度是「絶

不與共匪偽政權談判，絶不與共產主義妥協，亦絶不放棄光復大陸拯

救同胞的神聖使命。」時任行政院長孫運璿以「莊敬自強，處變不驚」

的精神，提出政府的作法與決心。在內政方面，加強軍事戒備、中止

民意代表選舉；在外交方面，加強對外工作，維護國際地位，政府外

交政策的四個重點：增進邦交國間友好關係、爭取與新興國家建交、

增進與非邦交國家的實質關係、以及積極參加國際組織、會議與活動。

209在圖 3-5 中顯示，1979-1988 年間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邦交

國數量的變動情形。 

 

 

圖 3-5 1979-1988 年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邦交國數量表 

資料來源：同註 180，頁 381。 

 

二、政府政策開放：蔣經國政府的統治過程可區分為威權政治與逐步開放二個階

                                                      
209 同註 180，頁 380-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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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來討論： 

（一） 威權政治階段：所謂威權主義（Authoritarianism），是指由上而下統治方

式的一種信念或實踐，可能經過、也可能不經過被統治人民的同意，威

權主義的擁護者通常信賴領導者的智慧，或是認為只有絶對服從，才能

有社會制序。210蔣經國政府治理臺灣初期的國際環境，正如前揭所敍述

的情形，包括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中（共）美建交、中（臺）美斷交、

中共的威脅、邦交國數量銳減與第一、二次石油危機等；國內政治經濟

環境是 1973 年時任行政院長的蔣經國傾全國之力推動可能會拖垮國家

財政的「十大建設」計畫，以作為國家經濟發展之基礎。面對如此嚴峻

的國際情勢，蔣經國以宏觀、審慎、堅毅與決心來擘劃臺灣的發展遠景，

是以，在他的執政初期，仍維持由上而下的威權統治方式，其目的在於

儘可能維持國家在多難之秋的政治與社會穩定，使得國家當時在遭受到

全球石油危機的影響下，仍能全面推動經濟基礎建設，為日後臺灣經濟

發展奠定穩固的基礎。 

（二） 逐步開放的階段：在蔣經國執政後期時常深入民間探訪民情，他於民國

七十六年七月二十七日，約見 12 位地方父老茶敘時說：「我在臺灣住了

四十年，是台灣人，當然也是中國人。」211這句話代表著蔣經國對於臺

灣的認同，此外，在政治方面，他亦開始重用臺籍人士，逐步的推動改

革與開放的政策，使得臺灣的政治環境逐漸朝向民主化與自由化的方向

發展，具體情形分述如下： 

1. 在國民黨中推舉臺籍人士：蔣經國擔任國民黨主席期間，黨內臺籍人士

擔任中常委人數達 48%，將近半數。 

2. 在中央政府重用臺籍人士：國民政府自 1949 年遷徙到臺灣之初，主要的

用人政策是：「中央用外省人，地方用臺灣人」，然而，在蔣經國擔任總

                                                      
210 Andrew Heywood，陳思賢譯，2009，《政治的意識形態》。台北市：五南。頁 77。 
211 漆高儒，1998，《蔣經國評傳──我是台灣人》，台北: 正中書局。頁 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D%A3%E4%B8%AD%E6%9B%B8%E5%B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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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期間，臺籍人士擔任中央政府的要職包括：副總統、監察院長、司法

院長，以及行政、立法、司法與監察等四院的副院長，三位部長、四位

政務委員，臺灣省主席，臺北市市長與高雄市市長等。 

3. 1987 年期間，陸續解除戒嚴、黨禁、書禁與報禁。 

4. 開放大陸探親：1987 年 10 月 15 日，時任內政部長吳伯雄宣布：除現役

軍人及公職人員外，凡在大陸有三等親以內血親、姻親或配偶的民眾，

均可向紅十字會登記，赴大陸探親。 

5. 1984 年，中華民國舉行第七屆總統、副總統選舉，蔣經國任用李登輝擔

任副總統，此舉是成就日後臺灣政治發展朝向民主化與自由化的關鍵決

定。212 

三、公民社會運動：213 

（一）桃園中壢事件：1977 年 11 月 19 日，臺灣舉行地方公職人員選舉，由於

中壢發生作票疑案，引起超過上萬名的群眾抗議選舉不公，與警方發生衝

突，由於在衝突中造成人員傷亡，使狀況更加嚴重，警局與警車亦遭到群

眾攻擊，最後結果是由黨外候選人許信良高票當選桃園縣縣長，事件方才

平息，中壢事件是 1949 年國民政府遷徙來臺後，臺灣首次發生如此嚴重

的公民運動事件。 

（二）高雄橋頭事件：1979 年 1 月 22 日，黨外人士為聲援涉嫌叛亂被逮捕的前

高雄縣長余登發及其子余瑞言，在高雄橋頭展開示威，此為 1949 年國民

政府遷臺實施戒嚴令後，臺灣首次發生政治性示威遊行。 

（三）高雄美麗島事件：1979 年 8 月，黃信介、許信良、張俊宏、施明德、林

義雄等人，創辦「美麗島」月刋，發行創刋號，立刻在臺灣風行，暢銷十

萬多本；同年 12 年 10 日為「世界人權日」，美麗島雜誌社向政府申請在

高雄市舉辦人權紀念大會，未獲核准而照常舉行，導致遊行民眾與軍警爆

                                                      
212 同註 43，頁 300-304。 
213 同註 43，頁 279-281；並參考薛化元，《戰後臺灣歷史閱覽》，頁 268-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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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大規模的流血衝突，共逮捕黃信介等 14 名公民運動領袖，並下令美麗

島月刋停刋。 

（四）民主進步黨成立：1986 年 9 月 28 日，全國黨外後援會大會以變更議程的

方式，通過組黨的議案；隨後，召開新黨發起人大會，組黨意見得到與會

人士支持，臺灣戰後第一個民間自組政黨「民主進步黨」突破黨禁正式成

立。214 

分析： 

本節仍是以 David Easton 的系統分析架構探討臺灣戰後自 1975-1988 年的

政治發展。在系統外部，關於國際政治環境的部分，臺灣遭遇與美國斷交的嚴重

衝擊，並且持續受到中共的威脅；在系統內部的環境中，蔣經國政府為求國內政

治社會安定、避免國家受到國際政治孤立與經濟衰退的衝擊以及兩岸緊張情勢的

影響，於是採取威權主義的政策，使國家在穩定的環境下，依照政府的既定計畫，

全心全力推動經濟基礎建設；其後，當國家的政局逐漸穩定，經濟建設步入軌道

後，蔣經國在國民黨與中央政府舉薦並且重用臺籍人士，解除戒嚴、黨禁、書禁

與報禁，以及開放大陸探親等政策，推動政治的民主化、自由化與本土化，逐步

開放政治空間，使得人民可以參與「公開競爭」的選舉，提高人民參與政治的權

利；此外，在公民社會的運動的過程中，發現到臺灣人民參與政治的愛國心、維

護人權與追求社會公平正義的使命感、積極與熱情，縱使在面對威權政治的統治

下，仍然義無反顧，堅持到底。據此，研究中發現在 1975-1988 年間，臺灣的政

治發展是逐漸朝向自由、開放與包容的方向演進，即 Dahl 所謂由「封閉的霸權

政體」朝向「多元政治」的方向發展；若是以 Easton 系統理論分析比較蔣介石

政府與蔣經國的統治時期，前者是人民的需求與支持受到嚴格的限制，後者則是

逐漸的開放輸入端的需求與支持，然而，臺灣的政治真正實踐自由、民主與開放

的時期是始於李登輝執政以後。 

  

                                                      
214 薛化元，《戰後臺灣歷史閱覽》，頁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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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1988-1996 邁向民主時期 

 

  1988 年 1 月 13 日，總統蔣經國逝世後，副總統李登輝遵憲法規定，宣誓繼

任總統，李登輝是第一位臺灣省籍的中華民國總統，並且順利擔任第七任與八任

的總統，他的總統任期長達 12 年。本節將從國際外交、兩岸關係、邁向民主等

三個面向探討 1988 至 1996 年臺灣邁向民主的進程。 

一、 國際外交：1988 年，李登輝繼任總統後，外交政策由被動改為主動，採取

務實、靈活而積極的態度，全面展開對外關係，其中包括三個主要的外交政

策，即「務實外交」、「功能主義」與「元首外交」。 

（一）務實外交：不堅持中華民國唯一代表中國的合法政府，不與對岸進行外交

的零和競爭，堅稱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自稱為「中華民國在

臺灣」，以臺灣的經貿能力突破中國大陸對我的外交封鎖。 

（二）功能主義：對於沒有正式的官方外交國家，透過經貿文化的交流與海空航

權的簽署等功能性的議題，與其進行雙邊接觸，之後再試圖漸進式的提升

到官方層級的外交層次。 

（三）元首外交：國家元首李登輝親自出國進行訪問，積極突破國際發展空間。

李登輝以「推廣臺灣經驗」為口號，自 1989-1994 年間，先後出訪新加坡、

菲律賓、印尼、泰國、阿拉伯聯合大公國與約旦，1995 年 5 月更是以康

乃爾校友的名義前往美國進行非官方訪問與發表演說。 

  在李登輝積極推動外交的情形下，擴大臺灣在國際社會的能見度，不僅突破

中共在國際空間的打壓，一度取得豐碩的成績，並且成功的與多國建立邦交國，

使得我國的邦交國數量由 1989 年的 22 個國家到 1995 年增加到 30 個國家；在國

際組織的參與方面，1992 年臺灣以「中華臺北」的名義參加「亞太經濟合作會

議」，1995 年成為「世界貿易組織」觀察員。215 

                                                      
215 同註 180，頁 388-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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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兩岸關係：李登輝不僅在外交方面採取主動積極的政策，對於兩岸事務的處

理亦採取漸進開放交流的態度。 

（一）建立兩岸對話機制：1990 年 11 月，臺灣成立非官方機構「海峽交流基金

會」（簡稱「海基會」），負責與中國大陸進行談判，中國則於 1991 年 12

月，成立「海峽兩岸關係協會」（簡稱「海協會」），兩會於 1993 年 4 月 7

日在新加坡舉行會談，雙方針對經濟、能源、文教與科技等交流項目簽訂

協議，此為兩岸分治四十多年以來，首次經由政府授權的民間團體，針對

兩岸交流與合作的議題，進行會談並且簽訂協議。 

（二）「江八點」與「李六條」：1995 年 1 月 30 日，中共總書記江澤民發表對

臺關係講話，被稱為「江八點」，成為日後中國對臺政策的基調，李登輝

則提出「李六條」與以回應，以表達臺灣對於處理兩岸關係的政策與原則。

表 3-1 是「江八點」與「李六條」的對照表。216 

 

表 3-1 「江八點」與「李六條」對照表 

江 八 點 摘 要 李 六 條 摘 要 

一、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中國的主權和領土

絕不容許分割，任何製造「臺灣獨立」

的言行，和違背一個中國原則的主張，

都應堅絕反對。 

一、在兩岸分治的現實上追求中國統一。 

六、五千年文化是維繫全體中國人的精神紐

帶，也是實現和平統一的一個重要基礎。

兩岸同胞要共同繼承和發揚中華文化的

優秀傳統。  

二、以中華文化為基礎，加強兩岸交流。 

五、大力發展兩岸經濟交流與合作，以利於

兩岸經濟共同繁榮，造福整個中華民族。

我們主張不以政治分歧去影響、干擾兩岸

經濟合作。不論在什麼情況下，我們都將

切實維護台商的一切正當權益，應當採取

實際步驟，加速實現直接「三通」。要促

三、增進兩岸經貿往來，發展互利互補關係。 

                                                      
216 同註 180，頁 392-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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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兩岸事務性商談。我們贊成在互惠互利

的基礎上商談，並且簽訂保護台商投資權

益的民間性協議。 

二、對於臺灣同外國發展民間性經濟、文化

關係我們不持異議。但是我們反對臺灣以

搞「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為目的的

所謂「擴大國際生存空間」的活動。只有

實現和平統一後，臺灣同胞才能與全國各

族人民一道，真正充分的共享偉大祖國在

國際上的尊嚴和榮譽。 

八、我們歡迎臺灣當局的領導人以適當身分

前來訪問；我們也願意接受臺灣方面的邀

請前往臺灣。可以共商國是，也可以先就

某些問題交換意見，就是相互走走看看，

也是有益的。中國人的事我們自己辦，不

需要藉助任何外國場合。 

四、兩岸平等參與國際組織，雙方領導人藉此

自然見面。 

三、進行海峽兩岸和平統一談判，談判過程

中可以吸收兩岸各黨派、團體有代表性的

人士參加。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什麼問

題都可以談，包括臺灣當局關心的各種問

題。作為第一步，雙方可以先就正式結束

兩岸敵對狀態進行談判並達成協議。在此

基礎上共同承擔義務、維護中國的主權和

領土完整，並對今後兩岸關係的發展進行

規劃。 

四、努力實現和平統一，中國人不打中國人。

我們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絕不是針對臺

灣同胞，而是針對外國勢力干涉中國統一

和搞「臺灣獨立」的圖謀。 

七、要充分尊重臺灣同胞的生活方式和當家

作主的願望，保護臺灣同胞一切正當權

益。黨和政府各有關部門包括駐外機構，

要加強與臺灣同胞的聯繫，傾聽他們的意

見和要求，關心照顧他們的利益，儘可能

幫助他們，解決困難。我們希望臺灣島內

社會安定、經濟發展、生活富裕; 也希望

臺灣各黨派以理性、前瞻和建設的態度推

動兩岸關係發展，我們歡迎臺灣各黨派、

五、兩岸均應堅持以和平方式解決一切爭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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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界人士，與我們交換有關兩岸關係與和

平統一的意見，也歡迎他們前來參觀訪

問。凡是為中國統一作出貢獻的各界人

士，歷史將永遠銘記他們的功績。 

 
六、兩岸共同維護港澳繁榮，促進港澳民主。 

資料來源：同註 180，頁 394-395。 

 

三、 邁向民主：就系統分析的觀點，臺灣在蔣介石政府統治期間，為鞏固政權，

在政治運作缺乏輸入端的訊息，大部分僅存在著輸出端的訊息；在蔣經國政

府威權統治期間，為求臺灣政治與社會的穩定，全面推動經濟基礎建設，初

期的政治運作，大部分仍維持僅有輸出端的訊息，直到蔣經國執政後期，人

民需求的輸入端逐漸開啟，然而，政府的輸出端，則是採取漸進式的開放決

策與行動，在回饋的部分仍然顯得微弱；在李登輝政府執政期間，系統外部

方面，在「三報一法」的架構下，維持相對的穩定，系統內部方面，國家的

經濟與社會亦呈現穩定發展，提供政府在政治開放的基本條件，分述如下： 

（一） 輸入端的開放，人民的需求與支持：1988-1996 年間，由於臺灣政治氛

圍逐漸開放，人民的教育水準普遍提升與公民素養提高，是以，對於不

合時宜的政治制度，皆可透過學運、公民社會與民主過程向政府提出不

滿與建言，例如，1990 年 3 月，由學生所發動的「野百合學運」，是臺

灣社會自 1980 年以來發生最大的學生抗議活動，事件發生的主因是國民

大會於 1990 年 3 月 13 日通過「臨時條款修正案」，將 1986 年所選出的

增額國代任期延長為 9 年，針對此案，同年 3 月 16 日，臺灣大學 9 名學

生在臺灣中正紀念堂靜坐抗議，隨後各大專院校學生串聯組織「民主學

生聯盟」，民進黨亦發起動員，於 3 月 18 日，在場抗議人數達 2 至 3 萬

人，3 月 21 日，李登輝在總統府會見抗議學生代表，聽取學生的抗議訴

求，學生於 22 日撤離中正紀念堂，靜坐學生向李登輝總統提出四項改革

的議題，分別是「解散國會，重建一元化的國民大會制度」、「廢除臨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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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款，重建新的憲法秩序」、「召開國是會議，全民共謀體制危機的解決」

以及「提出改革時間表，呼應民民意的潮流」。217 

（二）「守門者」的運作：召開國是會議。政府因應人民的需求於 1990 年 6 月

28 日，李登輝授命總統府秘書長蔣彥士邀集臺灣社會各界在臺北圓山飯

店召開「國是會議」，會議包括兩大目標包括「健全憲政體制」與「謀求

國家統一」，會議內容區分五大議題 即「國會改革」、「地方制度」、「中

央政府體制」、「憲法及臨時條款修訂方式」、以及「大陸政策及兩岸關係」。

此會議是 1949 年國民政府遷徙到臺灣後，政府與人民首次以全民政治協

商會議的型態，共同針對國家的政治現況進行討論，並提出改革建言。218

圖 3-6 顯示參與國是會議各界人士比例，會議最後達成「終止動員戡亂時

期」、「回歸憲法」、「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修憲採取一機關

兩階段方式」、「修憲以《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名之」、「總統直選」、

與「省市長民選」等共識。219 

 

 

圖 3-6 參與國是會議各界人士比例圖 

資料來源：同註 180，頁 340。 

 

（三）輸出端與回饋：政府針對人民的訴求召開國事會議，並且在會議中得到共

                                                      
217 同註 158，頁 186-188。 
218 同註 180，頁 340-341。 
219 同註 158，頁 188。 

參與國是會議各界人士比例

國民黨保守派

國民黨開明派

學者與知識份子

商界人士

民進黨員

前異議份子及政治犯

媒體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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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政府在獲得人民需求與支持的訊息後，在輸出端的決策與行動是回饋

人民的重要訊息，此訊息可喻為是政治民主化的重要指標，當時政府的決

策與行動分述如下： 

1. 政府的決策： 

（1） 第一次修憲：1991 年 4 月 8-22 日，第一屆國民大會召開第二次臨時

會，進行第一次修憲會議，會議中通過「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

款》」。 

（2） 第二次修憲：1992 年 3 月 20 日至 5 月 27 日，第二屆國民大會召開臨

時會，進行第二次修憲會議，通過重要條文如次： 

A. 總統任期：一任四年，得連任一次。 

B. 總統選舉方式：由中華民國自由地區全體人民選舉之（方式未定）。 

C. 賦予地方自治法源：臺灣省政府改制省長，由省民選舉之；直轄市長

民選。 

D. 召開國大年會，聽取總統國情報告，提供國是建言；第三屆國大任期

改為四年。 

E. 司法、考試正副院長、大法官、考試與監察委員由總統提名，國民大

會同意。 

（3） 第三次修憲：1994 年 5 月 2 日至 7 月 29 日，第二屆國民大會召開第

四次臨時會，進行第三次修憲會議，通過重要條文如次： 

A. 總統直接民選，採相對多數決。 

B. 縮小行政院副署權。 

C. 增設國大議長、副議長，定期集會。 

（4） 1996 年後，國民大會分別在 1997、1999 與 2000 年，召開會議第四、

五、六次修憲會議，並在第六次的修憲中修訂國大虛級化，並將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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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權力轉移立法院。220 

2. 政府的行動： 

（1） 終止「萬年國會」：1990 年 6 月 1 日，立法院請大法官釋憲，經大法

官會議釋字第二六一號解釋：第一屆資深中央民意代表應於 1991 年

12 月 31 日前終止行使職權。 

（2） 1991 年 5 月 1 日，依法終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 

（3） 1991 年 5 月 17 日，立法院通過「廢止懲治叛亂條例」。 

（4） 民選臺灣省省長暨直轄市長：1994 年 12 月 3 日，臺灣首次舉行臺灣

省省長、臺北市長與高雄市長選舉，（以往為中央政府直接任命）。 

（5） 總統副總統全民直選：1996 年 3 月 23 日，中華民國臺灣首次舉行總

統副總統全民直選，國民黨候選人李登輝與連戰以 54%的得票數當

選。221 

分析： 

自 1988 至 1996 年，李登輝政府推動國家的民主化與自由化，國家的政治的

運作方式，無論是人民的需求與支持的輸入端，守門者的運作，政府的決策與行

動的輸出端，以及回饋到輸入端的民主政治的流動過程，皆符合 Easton 系統分

析理論的模式；若是從 Huntington 在分析政治民主化的發展過程所歸納的三種進

程類型中，李登輝政府經由「變革」與「移轉」的交互模式，也就是透過「握有

權力的精英主導的民主化進程」以及「政府與反對派合作推動民主化進程」，將

臺灣的政治型態由威權政體轉移到民主體制；1996 年，美國「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正式將臺灣列為「自由民主」國家；222透過 Stepan 歸納民主轉型過程的

八條可能路徑來檢視臺灣由非民主國家到民主自由國家，則是含括階段包括「外

部征服後的內部重建」（後殖民時期）、「來自於威權政體內部所導致的民主化」

（公民社會運動）、「由社會主導將政權終結的轉型」（公民社會運動與學運）以

                                                      
220 同註 180，頁 344-345。 
221 薛化元，《戰後臺灣歷史閱覽》，頁 375-438。 
222 同註 180，頁 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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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透過政黨協商的轉型」（國是會議）等四個路徑的轉型過程，在過程中政府、

政黨、公民社會等力量相互交錯協調、達成共識，進而產生民主轉型的作用；在

Rustow 提出民主轉型的三個階段模型中，臺灣的政治轉型過程中的確經歷：預

備階段--非民主的政權崩潰；決定階段--開始建立民主的秩序；與鞏固階段--民主

進一步的發展，深植於國家的政治文化之中。 

自 1949 年遷徙之後，中華民國政府在風雨飄搖中落腳臺灣，戒嚴持續 38

年，在此期間，憲政制度與戡亂並行，而戒嚴與人權的維護則是相互矛盾，直到

30 年前，蔣經國政府解除戒嚴，「動員戡亂時期的臨時條款」則是在李登輝政府

執政時期終止，至此，臺灣地區終於可以成為全球華人的民主實驗場，人民可以

享有憲法列舉的人權保障與參政自由，報禁與黨禁的解除，媒體的多元化，並且

促使國家在政治發展方面進行三次的政黨輪替與政權和平轉移，雖然李登輝並不

是 1949 年從中國大陸遷徙來臺的移民，但是從政治發展的過程來分析，得知臺

灣在戰後的政治是從鞏固穩定到逐步開放，再由逐步開放到自由民主的發展成果，

確實是奠基在 1949 年遷臺的國民政府之上，而國民政府的基礎便是移民所建構

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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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臺灣戰後的經濟發展（1949-1996） 

 

經濟發展是經濟學的一個特別的領域，主要是研究國家的經濟由低收入朝著

向上成長的過程與社會進步的情形，在此領域中，有些經濟的特性可作為衡量國

家的福利程度，其中包括每年度的物品與服務的生產情形與社會指標，例如人民

的平均壽命（life expectancy）、國民的教育程度（educational attainment）與

國家的環境品質（environmental quality）等。此外，聯合國開發計劃署（th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從 1990 年開始採用「人類

發展指數」（Human Development Index, HDI）作為衡量國家發展情形的主要

指標，包括平均預期壽命、平均教育程度以及人均 GDP 等。223Sen 則指出許多

亞洲國家，如日本、南韓、臺灣、香港、新加坡以及改革後的中國與泰國，還有

其他東亞與東南亞的國家，均在充分支持的社會背景條件下，完成許多顯著的經

濟機會，這些背景條件包括高層次的識字、算數與基礎教育、良好而基本的健保

制度以及完成土地改革等。224對於在經濟發展或經濟成長的相關理論中，Rostow

曾經提出經濟成長的五個階段，可對映在臺灣戰後的經濟發展過程： 

一、 傳統社會（Traditional Society）階段：在傳統的社會中，由於生產能力的

限制，所以必須致力於將非常高比例的資源投入農業，經濟的流動則是在

農業系統的分層社會結構中，以相對較為狹窄的幅度垂直移動。 

二、 準備起飛（Preconditions for Take-off）階段：此為社會在經濟成長的轉

型階段，在此期間，國家的經濟正朝向經濟準備起飛的過程發展，因為發

展過程需要時間去進行從傳統社會到開發現代科學，並且需要防止報酬遞

減，方能達到經濟起飛的綜合利益。 

三、 起飛（Take-off）階段：在起飛階段中，國家有一股力量促使經濟進步，產

生有限爆發性的現代活動與擴張，進而主導著社會，在此期間，經濟的成

                                                      
223 同註 4，頁 29-30。 
224 Sen, Development as Freedom, p.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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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已成為正常的情況，有效的投資率與存款率，可能會使國家收入成長 5%

至 10%或更多，透過運用新工業快速擴張所產生的利益，並開發未曾使用

過的自然資源與生產方式，此外，新興科技在農業與工業中擴散，使得農

業逐漸商業化，愈來愈多的農民接受新生活方式。 

四、 趨於成熟階段（Drive to Maturity）：在此階段，維持穩定投資率大約是

占國家整體收入的 10%至 20%，由於科技的改善，使得經濟結構產生變化，

新興工業加速發展，老舊工業則逐漸汰除，國家在國際經濟地位上，則佔

有一席之地，通常經濟進入成熟階段，大約在經濟起飛階段開始後的 60 年

（或是起飛階段結束後的 40 年），在成熟階段中，國家的經濟已進入更加

精細的工業，技術亦更為複雜，例如從煤、鐵礦業轉型為化學與電子產業，

德、法、英、美等國在 19 世紀末皆是經過如此的轉型。 

五、 大規模消費階段（Age of High Mass Consumption）：在此階段中，國

家進入大規模的消費，消費的商品已超越食物與衣服，朝向汽車、冰箱與

電視等長期使用的商品，此外，國家政策偏重社會福利與安全等面向，強

調分配的正義。225 

本文的研究著重在於自 1949 年遷徙到臺灣之後的移民對於國家經濟發展的

貢獻，例如，新加坡政府以良好的條件吸引全球的高階技術人才遷徙到新加坡後，

將新加坡建設成為與國際經濟發展接軌的國家；另一例是中國大量的農民工從農

村朝向東南部的沿海城鎮遷徙，透過工業勞力密集的群聚效應，提升工廠生產效

率與產能，增加產業的競爭力等，皆是國家經濟發展政策結合人口遷徙的明顯案

例。在前揭關於人口遷徙的相關理論中曾提及「二元勞動市場理論」，理論中強

調勞動市場有兩個不同層次的工作型式，一個型式是安全的、永久的、高技術與

高酬勞的工作；另一個型式則是短期的、辛苦的、很少人願意去作且不愉悅的以

                                                      
225 Rostow, Walt W., 1990,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A Non-Communist Manifesto, 3rd e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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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薪資低廉的工作。226因此，本文分析 1949 年遷徙到臺灣的移民對於發展的貢

獻時，將區分為兩個步驟，第一個步驟是分析移民人口的組成結構，第二個步驟

是根據人口組成的結構，結合實證的發展過程與結果，分析移民對於發展的貢

獻。 

在 1949 年遷徙到臺灣移民結構中，發現移民存在著兩極化的現象，大致可

將其分為「高社經地位者」與「低社經地位者」兩個部分，有些學者則是以「高

階外省人」與「低階外省人」區分。227「高社經地位者」，是指遷徙到臺灣的移

民於1949年前在中國大陸的家境通常是家世顯赫或是小康，接受過新式的教育，

具有如此背景的人，對於長期處於戰亂而動盪不安中國大陸並非多數，在抗日時

期，這群人跟隨國民政府一同撤退，多數為流亡學生，他們在畢業後，多數會在

政府機關、軍隊或學校服務，最後隨同國民政府遷臺，此外，也有一部分在中國

大陸擁有雄厚的經濟資本，由於擔憂遭到共產黨的清算鬥爭，於是遷徙到臺灣，

這部分的人在臺灣仍享有相當良好的生活水準，他們即是所謂的「高階外省人」，

他們在遷徙到臺灣之後，部分人士是主導政府政策的決策者，如政府官員，部分

人士則是經商或從事教育，如企業家與教育家。228至於「低社經地位者」則是指

當初移民在中國大陸時，比較沒機會接受正式的教育，只因國家連年的戰爭，被

抓伕從軍或因家計貧困不得不當兵，在軍中則位處於低階士官兵，退伍後離開軍

隊則從事低技術、勞力為主的工作，即是所謂的「低階外省人」，在政府成立「退

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簡稱退輔會）的機構之後，他們曾參與國家的重大經濟

建設，對此部分在後續有更進一步的探討與分析。229  

本章的第一節將探討國民政府遷臺後，在臺灣進行經濟改革的政策與措施，

                                                      
226 Stalker, The No-Nonsense Guide to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No-Nonsense Guides), p. 34. 
227 高階外省人泛指在軍中的軍階為少將以上(含眷屬)、在大學任教的教授、政府任高階長官、

與具有相當水準資產財富的外省人。參考楊佳嫻，〈過氣貴族？孤臣遺民？談白先勇與李渝小

說內的「高階外省人」〉，收錄於李廣均主編，《離與苦：戰爭的延續》。臺北市：群學，2010。

頁 174。 
228 黃克先，〈當披覆土地、家族的屋頂被掀開之際，外省第一代與基督宗教的選擇性親近〉，收

錄於李廣均主編，《離與苦：戰爭的延續》。頁 139-146。 
229 同註 227，頁 147。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10 
 

主要側重在高階移民參與臺灣經濟建設的計畫與決策；第二節則是研究在國民政

府推動經濟建設的政策中，包括公路、鐵路、機場、造船場、石化工業、港口、

核電廠與機場等基礎建設，低階移民在建設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第三節，是從

經濟發展的數個面向分析臺灣在 1949-1996 年之間的發展成果，除了分析經濟成

長的數據之外，並就這段期間，針對國民的平均壽命、教育程度與國家的環境品

質等面向進行比較與分析，最後是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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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國民政府的經濟改革政策與措施 

 

  如前揭所述 1949 年遷徙到臺灣大約 120 萬的移民雖僅佔當時臺灣總人口數

的 15%，但是國民政府在政治上，卻擁有絶對的權力與主導優勢；然而，由於二

戰結束後的臺灣，正值脫離日本殖民統治 50 年後的初期，並且乘載著甫自中國

大陸遷徙來臺的大量移民，國家財政與金融制度正面臨極其嚴峻的困境，國家的

經濟正陷入一片混沌的情況，在此情境之下，國民政府所採取的各項政策與措施，

則顯得至關重要，因為這將會影響國家未來數十年的經濟與社會發展。本節將區

分二個部分進行討論，第一個部分，探討遷徙來臺的國民政府，如何穩定臺灣經

濟以因應國家當時的經濟困境？第二個部分，是分析在國家經濟穩定之後，政府

採取哪些政策，不僅維持臺灣的經濟成長，並且使得國家的經濟進入起飛與轉型

的階段？ 

 

穩定臺灣經濟的重要因素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中國大陸大批的人口遷徙來臺，使得臺灣的人口

密度升高，也使得臺灣面臨通貨膨漲的經濟挑戰，探究臺灣通貨膨漲的因素有三

點：其一為，日治時期，戰事擴大，物資短缺；其二為，戰後中國大陸物價上揚，

大陸資金湧入臺灣，臺灣物資流入大陸，致使臺灣物資短缺物價膨脹；其三為，

臺灣戰後政府稅收不足，大量發行通貨致使通貨膨漲日益嚴重，面對臺灣的經濟

困境，國際援助的因素十分重要，然而，國民政府正確而適切的採取許多穩定國

家經濟的政策亦是重要因素，分述如下： 

一、 妥善運用日治時期遺留的經濟基礎：日本殖民臺灣時期，曾進行土地與林

野的調查、水利設施的建設、農業產銷的經營以及基礎教育的培育等，這

些都是國民政府建設臺灣經濟的基礎。 

二、 資金與人才的轉移：1949 年，國民政府遷徙至臺灣期間，中央銀行總裁俞

鴻鈞自上海運送黃金及美元到臺灣，同時亦將上海紡織業亦將機具、資本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12 
 

移轉至臺灣，這些舉措皆有助於穩定當時在臺灣的通貨膨漲與財政匱乏的

困境；此外，隨著國民政府遷徙到臺灣的移民中，亦有不少的經濟專才，

如嚴家淦、尹仲容、孫運璿與李國鼎等人，在日本人撤離臺灣後，他們制

定許多的財經政策，均有助於穩定臺灣的經濟發展。230 

三、 政府推行貨幣改革與扶植民營企業： 

（一） 貨幣改革：臺灣單獨貨幣的發行始於日治時期，日本統治臺灣期間，於

1899 年 6 月創立「臺灣銀行株式會社」，在臺灣發行「臺灣銀行券」，是

臺灣地區首次使用之貨幣；1945 年，日本戰敗後，為穩定臺灣的社會與

金融秩序，故繼續使用「臺灣銀行券」，作為臺灣的貨幣，直至 1946 年，

臺灣方才成立「臺灣銀行」發行「臺幣」，作為臺灣地區的貨幣，由於之

後進行貨幣改革，於是又區分為舊臺幣與新臺幣。 

1. 舊臺幣的發行：1946 年 5 月 20 日，臺灣成立「臺灣銀行」，發行舊臺幣，

使臺灣與中國大陸形成兩種貨幣制度，舊臺幣與大陸貨幣的比價是 1 比

20，舊臺幣的最初發行面額是十元鈔票，1948 年 12 月，發行的貨幣最

大面額為 1 萬元大鈔，而舊臺幣的發行量亦由最初的 53 億元，到 1949

年 6 月 14 日則暴增到 5,270 億元，增加幅度高達一百倍。 

2. 新臺幣的改革：由於舊臺幣的急速貶值，且來自中國大陸的移民人口數，

在短時間增加百萬以上，對臺灣的財政和經濟造成相當大的衝擊，政府

為穩定經濟，安定社會，時任臺灣省政府主席的陳誠於 1949 年 6 月 15

日宣布「臺灣省幣制改革方案」，發行新臺幣，收兌舊臺幣，實施的要點

包括： 

（1） 舊臺幣 4 萬元兌換新臺幣 1 元。 

（2） 新臺幣 5 元折合美金 1 元。 

（3） 政府提撥 80 萬兩黃金，作為新臺幣發行的準備金，另撥 1,000 萬美

                                                      
230 同註 154，頁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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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作為對外貿易之營運基金。 

（4） 新臺幣發行量最高限額為 2 億元。 

  此外，政府在臺灣銀行開辦「存入新臺幣可無息換領黃金」的業務，

藉此穩定人民對新臺幣價值的信心，使人民產生「新臺幣即黃金」的觀念，

大幅增加人民對新臺幣價值的信任度，並且穩定幣值，此後，臺灣的經濟

逐漸趨於穩定，相關的經濟與財務制度的重建隨之展開，奠定臺灣良好的

經濟基礎。 

（二） 扶植民營企業：政府在實施耕者有其田的同時，頒布「公營事業轉移民

民營條例」。以臺泥、臺紙、工礦與農林等四大公司的股票，作為償付地

價的債券，使地主把賣地收入轉向發展工業，為臺灣私人資發展奠定基

礎。此外，政府為了扶植民營資本的發展，陸續採取許多保護措施。 

1. 自 1950 年起，實施嚴格的進口管制，並禁止進口奢侈品。 

2. 削弱外商競爭力，保護本國市場。 

3. 進口原料或設備採較低匯率價格，進口成品採較高匯率價格，以促進國

內工業發展。 

4. 1950 年代末期，對於民營企業欲擴大生產與更新設備者，採各種減免稅

的優惠措施。 

5. 鼓勵民營企業與外商技術合作，政府將外商優惠措施。 

  由於政府扶植民營企業的成功，大幅提升人民的就業率，進而使得民

生獲得改善，中產階級逐漸崛起，促進臺灣經濟的穩定與發展。231 

四、 進行土地改革：臺灣以農立國，政府為提高農業產量，陸續實施許多土地

改革的政策。 

（一） 三七五減租：1949 年 9 月 4 日，政府頒布「臺灣省私有公地租用辦法」，

自同年第一期作物開始實施「三七五減租」，辦法的內容主要有二：其一

                                                      
231 同註 43，頁 244-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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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限定耕地租額最高不得超過主要產物全年收穫總量的 37.5%，這項

措施大幅減輕農民的負擔，改善農民的生活品質；其二是，租用耕地一

律訂立書面租約，租期不得少於 6 年，期滿必須續訂租約，以保障佃農

權益的相對穩定，提高農民改良土地與增加生產的興趣。 

（二） 公地放領：1951 年 6 月，政府頒布「臺灣省放領公用地扶植自耕農實施

辦法」，將國有及省有之耕地所有權移轉給農民所有，即所謂的「公地放

領」，放領的條件是：放領價格為該地主要作物年收量的 2.5 倍，以及農

民以十年期償還。自 1951 年，政府實施公地放領的政策後，至 1985 年

為止，政府共轉移公有土地約有 7 萬 2 千甲，約占公地總面積的 40%左

右。 

（三） 耕者有其田：1953 年 1 月 26 日，政府頒布「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其

要點為： 

1. 凡私有出租耕地，地主保留水田 3 甲，旱田 6 甲，超過之土地，一律由

政府徵收，再放領給自耕農。 

2. 政府補償地主被徵收地之地價，補償標準為徵收地主要產物全年收穫量

之 2.5 倍。補償的方式，以七成用土地債券，分十年期償還；另外三成

則以公營事業（臺泥、臺紙、工礦與農林）股票，一次償付，搭配補償。 

3. 政府徵收的耕地，一律發放領給佃農或雇農，放領地價與徵收地價相同，

另加年息 4%，由受領農民分十年二十期償付。 

  對於地主在得到股票的補償後，出現兩個面向的反應，一部分地主，

由於對政府缺乏信心，於是在得到發放的股票後，立即抛售股票，求取現

金，導致股價下跌，地主在土地與補償部分遭到雙重的損失；另一部分地

主，由於財力雄厚，不賣股票，轉而成為國營公司的大股東，例如，鹿港

大地主辜振甫，後來成為臺泥公司的董事長，在另一方面，原為佃農身分

的農民，轉為自耕農，增加對政府的向心力。由此可見，政府實施的土地

改革政策，不但刺激農民致力於農業生產，更重要的是將農業資本轉移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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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業資本，提供發展工商業豐厚的資金。232 

五、 適度使用美援穩定金融市場：1950 年 6 月韓戰爆發，美國恢復對我國的經

濟援助，援助時間直到 1965 年才中止，其中，在 1951-54 年間，臺灣共獲

美國金援計約 4 億美元。233所謂「美援」包括貸款與實物，美國有時會提

供貸款作為我國投資建設之用，有時直接給予實物，政府會將部分物資交

由糧食局進行「換穀」的政策，包括肥料換穀、豆餅換穀、棉布換穀、麵

粉換穀…等；至 1960 年代，臺灣的經濟逐漸穩定成長，1965 年美國停止對

我國的援助，而政府換穀政策亦逐漸式微，政府於 1973 年也決定廢除肥料

換穀制度。234 

六、 四年經濟建設計畫的實施：自 1953 年，政府開始實施第一期「四年經濟建

設計畫」的政策，期能提升農、工生產力，增加出口，減少進口，對內穩

定經濟，對外改善國際收支狀況，政府後續又實施第二期與第三期的四年

經濟建設計畫，成果相當顯著。235 

七、 政府倡導人民儲蓄的政策：由於政府在 1960-70 年倡導人民儲蓄，使得國

家的儲蓄率節節高升，例如，1970 年，時任財政部長李國鼎推動國民儲蓄

運動，每人每月存入千元則免納利息所得稅，三年內儲蓄存款成長 263%，

至 1972 年，全國的平均儲蓄率破 30%，世界第一（1951 年僅有 15.61%），

236就當時的國情，高儲蓄率是有利於國家資本的形成與累積。237 

八、 國際經濟由復甦朝向繁榮：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全球在美國與西歐先

進國家的合作之下，國際經濟復甦逐漸朝向繁榮，此外，由於當時的原油

價格低廉且穩定，在 1973 年前，每桶原油價格低於 3 美元，在如此有利的

                                                      
232 同註 154，頁 161。並參考註 43，頁 245-247。 
233 同註 154，頁 161。 
234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知識入口網：http://kmweb.coa.gov.tw/Century/Story_Detail.aspx?xI 

tem=354580，最後瀏覽日期 2017 年 12 月 25 日。 
235 同註 154，頁 161-162。 
236 洪家寧，2009 年 7 月，〈臺灣 60：關鍵與超越〉。《天下雜誌》。頁 261。 
237 同註 235，頁 162。 

http://kmweb.coa.gov.tw/Century/Story_Detail.aspx?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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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勢之下，世界上多數國家的經濟不斷的成長，臺灣亦得到正面的助益。238 

  將上揭列舉八個穩定臺灣在戰後（1945-1960 年之間）的經濟因素，簡化歸

納出四個主要的部分，第一個部分是日本殖民時期的建設；第二個部分是國民政

府資金與人才的投入；第三個部分是美國的金融援助與國際經濟的復甦；第四個

部分是全國人民勤儉的民族性與政府倡導儲蓄的政策，在第一、三部分是屬於國

家外部的力量，第二、四部分則是國家內部的力量。其中，在幣制的改革方面，

政府穩定了臺灣的金融秩序，避免通貨膨脹導致國家的經濟危機；在土地改革方

面，提高農民的生活水準，促進農業的快速發展；在扶植民營企業方面，使臺灣

人民的就業率大幅提升，民生獲得改善，中產階級開始崛起，皆是有利於臺灣經

濟的穩定與發展。從今日的觀點分析，或許有些因素並無法達到立即或預期的效

果，然而，對於當時臺灣面臨國內外的嚴峻情境，無論是政治、經濟與社會三個

面向，最需要的是安定的力量，並且結合與運用國內外所有的資源，盡諸般方法，

以達到提升經濟穩定成長的目的，而當時的政府確實是在風雨飄搖的環境中，掌

穩了國家的經濟之舵。 

  在許多實際的國際案例中發現，對於脫離被殖民的國家而言，初期往往會對

殖民的母國在政治制度、經濟體制與技術等方面存在著依賴的關係，即所謂的「依

賴理論」（Dependence theory），如 Huntington 所區分出的「第一波民主化」的

中南美國家與亞洲國家，然而，正是由於過度的依賴原殖民母國，導致這些國家

在實際的發展上，往往會受到不平等的交易，進而陷入發展上的困境，俄裔美國

經濟學家塞門．庫茲內（Simon Kuznets）則認為，在此期間發展中國家所面臨

的情境與已開發國家在達到工業化之前所存在的經濟問題已不相同。239而依賴理

論中所關注的兩個假設，第一個假設是，當外商投資和外國援助的依賴程度越大，

在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速度越慢；第二個假設是，愈是依賴外國投資和外國援助

                                                      
238 同註 235，頁，162。 
239 Simon Kuznets, Mar., 1955, “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Inequality”,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45(1), pp. 1-2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91%E8%BE%BE%E5%9B%BD%E5%AE%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7%A5%E4%B8%9A%E5%8C%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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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國家，其收支不平等程度則是愈大。240是以，在 1960-70 年代期間，正當許多

發展中國家陷入低度發展的困境時，臺灣的經濟卻是呈現出相對均富的型態發展。

241此外，從前列的第一、三部分的因素中發現，臺灣並非完全獨立的仰賴自己的

力量進行經濟發展，因為日本殖民時期的經濟建設、美國經濟援助與世界經濟景

氣的復甦等，皆是臺灣當時所依賴的外在因素，然而，不同於其他脫離殖民的國

家，大多數的觀察家認為，主要歸功於臺灣政府扮演一個重要和全面的積極作用，

促使臺灣的經濟快速發展。 

  在李筱峰著的《臺灣史 101 問》中提及兩個問題：「蔣介石撤退來台時運來

的黃金，對臺灣的經濟發展有無幫忙？有人說，因為有蔣介石來臺統治，臺灣才

有建設與繁榮，這種說法符合史實嗎？」與「美國於何時提供臺灣怎樣的援助？

美援對臺灣產生何等影響？對臺灣經濟有無幫忙？」242對於這兩個問題，在上揭

的八個因素中，分別歸屬於內在與外在的因素，經由時間的推移與觀察實證的結

果得知，臺灣能夠從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走出困境，建立穩定的經濟基礎，主要

是結合內在與外在因素的綜合成效，並非單一因素可以成就的。正如 Richard E. 

Barrett 與 Martin King Whyte 的研究中指出，自 1958-1965 年間，計有 120

個國家接受美援，臺灣雖是占美援總金額的第 5 名，卻是外資投入鮮少的國家，

然而，在 1960 年代，接受美國的國家中，僅有臺灣在外資方面呈現「起飛」的

增長，1960 年代末，臺灣在外資投入方面成長近 30%，243從客觀而嚴謹角度分

析，對於戰後陷入經濟困境的臺灣而言，無論是內在或外在的因素，只要能穩定

臺灣經濟與社會的能量，皆是支撐臺灣的重要力量，倘若當時欠缺其中任何一項

因素，無庸置疑的，將會使臺灣的經濟情況更顯嚴峻。 

 

經濟起飛與轉型 

                                                      
240 Richard E. Barrett and Martin King Whyte, March 1982, “Dependency Theory and Taiwan: 

Analysis of a Deviant Cas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7(5):1064. 
241 同註 4，頁 111-112。 
242 同註 154，頁 323-331。 
243 Barrett and Whyte, “Dependency Theory and Taiwan: Analysis of a Deviant Case.” p. 1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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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前揭所述，臺灣的經濟在 1960 年代後，逐漸趨向穩定發展，在 1962-72

年期間，臺灣的經濟處於出口擴張的時期，政府在 1960 年實施「奬勵投資條例」

的政策，除了對國內出口商品的租稅減免之外，對於國外進口的機器設備亦採取

專案低利融資的優惠，此外，對於主要外銷的產品，如紡織、鋼鐵、橡膠與造紙

等產業，提供各種低利貸款的措施，對於產業的成長形成正面的影響，244以下分

為經濟起飛與經濟轉型兩個部分論述。 

一、 經濟起飛時期：自 1960 年代開始，臺灣工業生產淨額已超出農業，此現象

反應在出口上，對於以農立國的臺灣而言，這是一個重大的轉變，代表著臺

灣經濟正朝向準備起飛的過程發展，上揭提到政府推行的「四年經濟建設計

畫」，在 1965-68 年與 1969-1972 年分別進行的第四、五期的經建計畫中，

所著重的規劃內容均是在於改善投資環境、經濟結構變革、提高生產技術與

管理能力等，同時集中發展加工出口工業，改善國際的收支情形，經過一連

串的政策與措施，臺灣在經濟上出現重要的轉變，這些轉變包括： 

（一） 產業重心從以農業為主，轉型為以工業為主。 

（二） 貿易導向從以進口工業為主，轉型為以出口工業為主。 

（三） 產業趨勢朝向重工業比例的增加。 

（四） 紡織工業與電子工業迅速發展，形成工業發展不平衡。245 

  至於臺灣經濟如何在短時間內由穩定階段進展到起飛階段，主要的因素

包括： 

（一） 政府政策的激勵：政府在 1960 年 8 月 31 日頒布「奬勵投資條例」，採取

簡化手續、放寬外匯與外貿的管理以及租稅減免等措施，目的在於創造

臺灣有利的投資條件，一方面吸引外資，另一方面則是促進出口，246同

時政府推行增加民營企業的貸款、外銷低利率貸款、奬勵出口的外匯政

                                                      
244 同註 154，頁 165。 
245 同註 154，頁 165。 
246 薛化元，《戰後臺灣歷史閱覽》，頁 184-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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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外銷退稅及工業輔導等措施，皆是激勵國家經濟起飛的重要因素。247 

（二） 興建加工出口區：1966 年，臺灣相繼成立高雄、楠梓、台中等加工出口

區，其中高雄加工出口區的興建完成，是亞洲第一個加工出口區，在啟

用之後，立即吸引約百萬的農村過剩人口投入加工區，加入工業生產行

列，大幅提升國內的就業情況，248是以，加工出口區的興建，不僅有助

於吸引外資的投入，對於拓展外銷與增加就業機會亦有很大的助益。249 

（三） 人力素質的提升：政府自 1950 年代開始便推行國民教育普及化，特別是

在 1968 年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全面提高國民素質，教育的成果適逢

臺灣經濟的起飛階段，使得教育與就業相互銜接，畢業學生直接投入就

業市場，由於人力素質的提升，立即解決產業界在人力資源的需求，導

致臺灣的經濟在轉型的過程中所面對的困難度相對較小。250 

二、經濟轉型時期：1970 年代，是臺灣在外交上遭逢巨變的年代。 

（一）1971 年，退出（或被逐出）聯合國。 

（二）1972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與美國簽訂聯合公報（上海公報）。 

（三）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日本發表聯合聲明：1972 年 9 月 29 日，日本首相田中

角榮與中國國務總理周恩來發表聯合聲明，表達日本已「充分理解和尊重」

表達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個中國」論述的態度，日本在田中角榮首相的

主導下，推動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並與其建交的行動，對於臺灣的歸屬問

題，日本已在舊金山和約中放棄。251 

  國家遭遇到如此的外交困境，縱使是發生在現今，對於已有相當政治經

濟基礎的臺灣，亦會造成國家政治、經濟與社會相當大的震撼，特別是察覺

力十分敏銳的投資者，將會因為避險而撤出對臺灣股匯市場投入的資金，進

而可能導致臺灣的股匯市出現崩跌的情況，例如，中共人民解放軍分別在

                                                      
247 同註 154，頁 166。 
248 同註 43，頁 308。 
249 同註 154，頁 166。 
250 同註 154，頁 166。 
251 薛化元，《戰後臺灣歷史閱覽》，頁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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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年 7 月 21 日至 7 月 28 日與 1996 年 3 月 8 日至 25 日期間，對臺灣附

近海域實施飛彈試射，形成所謂的「第三次台海危機」，此次危機對於臺灣

的金融市場造成相當大的恐慌，在 1995 年第一次飛彈試射期間，臺灣的股

市在一天之內的跌幅達到 4.2%；在 1996 年間，估計約有 50 億到 150 億美

元的資金撤出臺灣市場，致使臺灣的股市大跌總計有 1000 點之多。252 

    1972 年 6 月 1 日，蔣經國就任行政院長，在國家遭逢危難之際，他於

於 6 月 8 日立即針對國家機關的公務人員提出十項革新主張，強調必須節省

國家財力，杜絶舖張應酬，視察期間不得招待視察人員，人人確實負責，著

重實際效果；253此外，蔣經國深知臺灣的前途取決於經濟的穩定繁榮，當國

家經濟繁榮，政治與社會自然會安定，國際地位便不會受到他國任意欺凌。 

  1973 年 9 月，政府開始著手進行十大建設，但是當時正值第一次的全

球石油危機，世界各國的經濟普遍衰退，臺灣亦受到影響，在出口方面嚴重

受挫，致使國家財力再次陷入困境；由於政府為推動十大建設的政策，需要

相當大的財政支出，許多財經人士憂慮此項政策恐將拖垮國家的財政，然而，

蔣經國則堅定的回應：「今天不做，明天會後悔。」以力排眾議；此外，為

了能順利的推動十大建設的政策，蔣經國勤走地方，對民眾說明國家經濟發

展對於未來國計民生的重要性，積極地向地方的士紳進行勸募，結果不僅感

動民心，許多民眾更是慷慨解囊的支持十大建設的政策。254 

    1974 年 1 月，蔣經國正式宣布開始推動臺灣十大建設計畫，建設的工

程包括： 

 中山高速公路：北起基隆，南至高雄，直接連貫基隆港與高雄港；並以

支線連接台中港、桃園中正機場（現更名為臺灣桃園機場）與高雄小港

機場，建構成南北交通運輸線，縮減運輸過程所耗費的時間，大幅提升

產業的效率。 

                                                      
252 Denny Roy, Spring 2000, “Tensions in the Taiwan Strait.” Survival 42(1): 87. 
253 薛化元，《戰後臺灣歷史閱覽》，頁 252。 
254 同註 49，頁 297-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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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園中正機場：是當時遠東地區重要的國際機場，促進我國與世界各國

的空中運輸與旅遊事業，對於國家經濟成長，有相當大的貢獻。 

 台中港：台中港的開發，一方面可以疏解高雄與基隆兩港的貨運壅塞；

另一方面則是促進中部地區的經濟繁榮，使臺灣的經濟與人口得以在北、

中、南地區平衡發展。 

 蘇澳港：運用移山填海的方式，建設蘇澳港。一方面可促進臺灣東北部

的繁榮，另一方面則有益於將蘭陽平原地區的農林產品輸出國際。 

 北迴鐵路：建造一條從台北到花蓮的鐵路。除了使西部與東部的交通更

為便捷外，另可促進花蓮港的運輸功能，加速東部的資源開發。 

 西部縱貫鐵路電氣化：將電力代替柴油動力行駛火車，提高行車速度，

降低能源成本，減少環境污染。 

 中國鋼鐵公司：此建設不僅使得臺灣在鋼鐵上不再依賴進口，並且可以

帶動相關工業的發展，進一步拓展外銷。 

 高雄造船廠：促使我國的造船工業更為精進，爭取承造外國船隻。 

 石油化學工業：即石化工業，指從石油中提煉出各種化學成品，生產基

本原料及相關原料，進而提升國內相關工業的進步。 

 核能發電廠：包括北部的核一、核二廠與南部的核三廠。目的在於節省

發電成本與不受枯水與能源危機影響。 

  十大建設的前六項為交通建設，主要是以促進臺灣各地區貨物運輸加速

流動的基本建設；後四項則是包括重工業以及提供工業發展的能源建設。在

蔣經國推動的十大建設中，創造出許多的就業機會，在歷經 7 年的建設過程

後，於 1981 年底大功告成，估計總投資金額約新台幣 2600 億，是 1973 年

政府總支出金額的 3.2倍，此不僅是中華民國建國史上空前未有的偉大建設，

更為往後臺灣經濟發展奠定穩定的基礎，帶動臺灣工業發達與商業進步的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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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創造日後舉世聞名的臺灣經濟奇蹟。255 

  綜上所述，國民政府自 1949 年遷徙到臺灣之後，先後遭遇戰後重建與外交

困境的挑戰，首先，在 1950-60 年代期間，為因應臺灣在二戰後的建設與經濟的

穩定，政府採取貨幣改制與土地改革措施，成功的運用外援，且訂定四年經濟計

畫，以農業支援工業與進口替代（import-substituting）的保護政策，建立民生消

費輕工業（如紡織、塑膠），因此，使得國家的經濟社會穩定發展，奠定良好的

基礎；其後，在 1960-1970 年代期間，國家的經濟發展進入起飛的階段，政府推

行經濟自由化的開放政策，頒布奬勵投資條例，吸引國內外投資，順利的引進外

資與技術，並配合國內「加工出口區」的設立，與改善健全的教育制度，不僅使

臺灣產業具備出口競爭力，成功擴大產業出口，更大幅提升國人的就業機會，此

外，國家的經濟型態亦從進口替代轉換成以出口擴張為導向，造就工業起飛與經

濟成長的成果；然而，在 1970 年代初期，國家的外交陸續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

戰，先是被逐出聯合國的席位，繼之，美國與日本又相繼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簽訂

「建交公報」，使得臺灣在國際社會上被孤立，處於風雨飄搖的處境，在此同時，

全球爆發第一次石油危機，使得國內的經濟出現衰退的情形，所幸，政府全力推

動「十大建設」的經濟計畫，擴大公共投資，創造國內的就業機會，方才維持臺

灣經濟市場的穩定，並且逐漸提升國家經濟景氣，朝向復甦。256 

  回顧當時擘畫國家經濟建設藍圖的決策者，如蔣經國、嚴家淦、李國鼎、尹

仲容、孫運璿、趙耀東……等政府官員，他們是 1949 年從中國大陸遷徙來臺的

移民，即所謂的「高階外省人」；另一方面，蔣經國為十大建設募款的對象是地

方士紳，而這些地方士紳，不外乎是「高社經地位」的移民或是本省籍的地方財

力雄厚人士，足見當時國家正值國家的困境，全國人民不分省籍與族群，在執政

者明智而堅毅的掌舵之下，團結一心，發揮同舟共濟的精神，終於使得臺灣得以

寧靜的走出風雨；其後，更在李國鼎、孫運璿與趙耀東等人的領導下，主張以技

                                                      
255 同註 43，頁 298-300。 
256 張木雄、徐永熹與周宗憲合著，2007，《憲法與國家發展》。臺北市：元照。227-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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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密集的工業，取代重工業與勞力密集工業，採取奬勵措施，使投資轉向電子、

資訊與自動化等策略性工業，臺灣的產業結構由傳統「勞力密集」的加工製造層

次，進而轉型為「技術密集」的科技資訊國家，成為新興工業國家，並在 1990

年代，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257 

  

                                                      
257 同註 255，頁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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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臺灣經濟建設的無名英雄 

 

  對於 1949 年遷徙來臺灣的移民，遷徙的因素主要是由於受到政治的壓力而

導致生命財產的安全受到威脅，相同的因素，也是導致這批移民無法在一段時間

內返回（return）自己的家鄉，然而，這段時間的長或是短？在那個時期，這是

一個無人能解答的問題，因此絶大多數的移民僅能居留在臺灣展開新的人生與發

展。前節已論述所謂的「高政經地位者」或「高級外省人」對於臺灣經濟發展的

付出與貢獻，本節則是討論另一個類型的臺灣移民，即所謂的「低政經地位者」

或「低階外省人」，他們於 1949-1996 年間在臺灣經濟發展中所扮演角色與付出。 

  自從 1960 年代，基於臺灣經濟發展的因素，政府在移民政策上，並未限制

受過教育的外籍專業人士與管理人才等移民遷徙進入臺灣，但是，卻嚴格限制低

技術移民遷徙來臺；258此外，由於考量國家安全的因素，國民政府於 1980 年代

後期才開始對外籍勞工的遷入移民放寬限制；1990 年，首批外籍勞工遷徙來臺。

據統計，1995 年在臺灣的外籍勞工人數為約 31 萬 5 千人，超過 67%的人從事製

造業，259然而，回顧自 1950 年代至 1980 年代期間，臺灣經濟發展從基礎建設到

經濟起飛與成長的階段中，皆需要仰賴的大量勞動力人口，然而從事建設臺灣基

礎建設的勞動力人口，有一部分是於 1949 年遷徙到臺灣的低階移民，即所謂的

「低階外省人」，以下分為二個部分說明：其一為，低階外省人與國家經濟建設；

其二為，經濟建設的無名英雄。 

 

低階外省人與國家經濟建設 

  戰後遷徙到臺灣的中國大陸移民，包括社會各個階層，除軍公教人員及其眷

屬外，在移民的份子之中，少部分教育程度較高者，他們大多是地主、商人和學

                                                      
258 Lin, Ji-Ping, 2012, “Tradition and Progress: Taiwan’s Evolution Migration Reality”, Migration in 

The Modern Chinese World. p. 16. 
259 Manolo I. Abella, 1995, “Asian Labour Migration: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ASEAN Economic 

Bulletin 12(2): 128.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25 
 

生，260至於低社經地位者，他們主要是在中國大陸沒機會接受正式教育，只因連

年的戰爭被國軍部隊抓伕從軍，或者是因為家計貧困，不得不當兵的年輕人，他

們在部隊中多半處於低階士官兵，並且當時在軍旅生涯中又沒有提供足夠的職業

訓練；當他們退伍之後，離開軍隊，大部分是從事低技術與勞力為主的工作，或

者可以說是現今所謂的 3K 工作，即「骯髒、困難與危險」的工作，261此類型的

人口數約有 32 萬餘人，占來臺軍隊的 50%以上，當政府成立退輔會後，輔導他

們投入參與國家的重大經濟建設，而退輔會主要的執行單位為「榮工處」，262這

些榮民參與的國家重大建設工程分述如下： 

一、 1956-1966 年：1956 年，榮工處正值草創初期，在工程的技術十分貧乏，

資源不足，完全憑藉著人力和簡陋的手工具，以及革命軍人刻苦不畏艱險

的精神，分別完成了東西橫貫公路、遍布全省的產業道路及大雪山林道等

工程。 

（一） 東西橫貫公路（1956-1960）：東西橫貫公路包括支線在內，全長 340 公

里，是由軍中退役的「榮民」，263在蔣經國擔任輔導會主任委員任內親自

領導下，費時 3 年 10 個月（1956-1960）興建完成，時至今日，到過橫

貫公路的人都對其工程之艱鉅，譽為「鬼斧神工」，當時投入東西橫貫公

路工程人力計有勞工處有 1 至 4 個工程總隊，以及現役的步兵、車輛運

輸、兵工機械部隊、生產作業、職訓總隊、公路局機械隊、暑期青年隊

                                                      
260 同註 44，頁 405-406。 
261 同註 44，頁 405-406。 
262 榮工處成立於民國 45 年 5 月 1 日，初名為「國軍退除役官兵建設工程總隊管理處」，後由臺

灣省政府建設廳代管，易名「臺灣省政府建設廳榮民工程總管理處」。46 年 6 月奉行政院核

定全銜「臺灣榮民工程管理處」，並改隸「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60 年月正式

定名為「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榮民工程事業管理處」。為配合政府「公營事業民

營化」政策，榮工處在 87 年 7 月 1 日正式改制成立「榮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並概括承受

所有權利和義務。直至民國 98年 10月 31日營造本業移轉民營後，即進入結束營業清理階段。

榮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參考網址：http://www.rsea.gov.tw/company2-1.php，最後流覽日期：

2013 年 9 月 8 日。 
263 符合「榮譽國民」的資格為：1.民國三十八至四十四年隨政府由大陸轉進來台的外省籍軍人

約有六十萬人，這群隨政府轉進來台的外省籍軍人退伍後。2.早年因為無人願意當兵（民間

稱做「丘八」），軍校招生不易，故不分省籍服志願役達 5 年以上者發給榮民證，現改為 10

年。3. 曾參與八二三炮戰等戰役之前線全體軍人。4. 韓戰來台之反共義士。簡稱「榮民」。 

http://www.rsea.gov.tw/company2-1.php，最後流覽日期：2013
http://www.rsea.gov.tw/company2-1.php，最後流覽日期：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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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單位人員，多達一萬餘人；施工期間因原始山林居多，道路不通，一

切糧食給養、水泥、炸藥及工程器材均需人力搬運，施工之艱困，非今

日一切科技化所可比擬。1960 年 5 月 9 日，東西橫貫公路完工通車，東

西橫貫公路全線分主線、支線及供應線 3 條： 

1. 主線：由台中縣境東勢鎮為起點，沿大甲溪上行經達見、梨山、越合歡

山埡口後，再循立霧溪東行經關原、碧綠、古白楊、合流，迄於太魯閣，

與東部幹線的蘇花公路銜接。 

2. 支線：由主線的梨山北行，沿大甲溪上游，經環山、勝光、越思源埡口

後到達宜蘭。 

3. 供應線：則起自霧社，經梅峰、昆陽至大禹嶺與主線相銜接。 

榮民在海拔兩、三千公尺高的中央山脈施工，由於技術與設備都極

為簡陋，加上全線蜿蜒、路基堅硬與鬆軟參差不齊，坍塌情形頻仍不絕，

為施工帶來極大的威脅；此外，工程中許多工作都靠挖掘、肩挑、鎚鑿、

鐵橇等原始構工方式進行。不時遭遇豪雨地震，導致大量坍方，路線中

斷，阻塞河川，或水位陡漲，沖毀施工便橋等天然災難，使得工程受阻，

並導致榮民受傷、生病甚至死亡的情形，是以，東西橫貫公路的成功經

驗，是榮民為國家建設締下的第一次輝煌成果，亦是為經濟發展奠下基

礎的一項艱鉅的工程，參閱圖 4-1。 

 

 

 

 

資 

 

圖 4-1 東西橫貫公路施工圖 

資料來源：榮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參考網址：http://www.rsea.gov.tw/sales1-3.php?p=1，最

 
 

http://www.rsea.gov.tw/sales1-3.php?p=1，最後流覽日期：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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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流覽日期：2013年 9月 8日。 

 

（二） 遍布全省的產業道路及大雪山林道：臺灣產業道路的興建，絕大部分的

工作皆是榮民所完成，特別是在中央山脈向西走向的高寒林業區、中北

部高山農業、林業、水果產業區，以及溝通東部交通網之花東地區，現

在國人享受上揭地區的開發成果，然而卻很少人會知道這些工程是榮工

弟兄們所興建完成的，主要工程包括：宜蘭縣棲蘭山林道工程、大雪山

林道工程、竹東林道與大鹿林道工程以及自花蓮港南岸至台東大港口的

東部產業道路工程共 6 條，總計二百餘公里。264 

 

 

 

 

 

 

 

圖 4-2 臺灣產業道路與林道施工圖 

資料來源：榮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參考網址：http://www.rsea.gov.tw/sales1-3.php?p=1，

最後流覽日期：2013年 9月 9日。 

 

  除了上揭二項重大交通工程外，期間榮工處完成的重要工程還包括：

臺灣中部的義里大橋及后豐大橋、屏東機場工程、麥帥公路（即是現在中

                                                      
264 東部產業道路工程分別是：1.花蓮光復至豐濱的光豐公路。2.台東至利吉池上公路，全長約六

十公里。3.台東泰源至南溪公路，全長 14 公里。4.豐濱至八里灣公路，全長 10 公里。5.花蓮

海岸公路，全長 63 公里。6.東富公路，全長 45 公里。榮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參考網址：

http://www.rsea.gov.tw/sales1-3.php?p=1，最後流覽日期：2013 年 9 月 9 日。 

 

 

http://www.rsea.gov.tw/sales1-3.php?p=1，最後流覽日期：2013
http://www.rsea.gov.tw/sales1-3.php?p=1，最後流覽日期：2013
http://www.rsea.gov.tw/sales1-3.php?p=1，最後流覽日期：2013
http://www.rsea.gov.tw/sales1-3.php?p=1，最後流覽日期：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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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高速公路的基隆至台北之一段）與自桃園到宜蘭的北部橫貫公路。265 

二、 1966-1976 年：榮工處在累積多項工程的經驗後，無論在技術和機具的供應

與操作上，皆有大幅的進步與成長，期間重要的建設工程包括： 

（一）曾文水庫興建工程：曾文水庫是遠東最大的一座多目標水庫，水庫的集水

面積 480 平方公里，蓄水容量億零百萬立方公尺，其主要效益為供應嘉南

地區之農水灌溉、飲用、防洪、發電及公共給水，其地下發電廠裝置發電

容量為 5 萬瓩，平均年發電量 2 億 1,000 度。 

（二）南部橫貫公路：南部橫貫公路起自台南縣的玉井鄉，終點是台東縣的海端

鄉，全長 182.6 公里，分成三段施工，第 1 段由玉井至梅山，長 80.6 公里；

第 2 段由梅山至戒茂斯，長 47 公里；第 3 段由戒茂斯至海端，長 48 公里。

在施工方式上與之前的東西橫貫公路有些不同，之前的開路工程主要是人

力施工，在進行南橫公路工程時期，則是進入機械化施工階段。266 

三、 1976-1986 年：如前節所述，此時期間是臺灣經濟準備起飛的時刻，同時政

府全力推動十大經濟建設，由於榮工處已具有營建規模與施工實力，估計

榮工處共參與其中八項全部或部分施工。隨後，政府又推動十二項建設，

榮工處又完成多項經濟建設任務，分述如下： 

（一）十大建設：國家的十大建設計畫皆是為了提升經濟發展，改善國民生計的

各類交通與基礎工業等重大工程，榮工處參與的八項工程中包括：南北高

速公路（中山高速公路）、台中港、蘇澳港、北迴鐵路、大造船廠（中船）、

大煉鋼廠（中鋼）、核能電廠（核一廠）與石油化學工業等，其中，台中

港、蘇澳港與北迴鐵路工程全部由榮工處承辦；中山高速公路、大煉鋼廠

與核能電廠工程，大部分由榮工處承辦，而大造船廠及石油化學工業，榮

工處僅承擔部分工作。267 

                                                      
265 同註 263。 
266 榮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參考網址：http://www.rsea.gov.tw/sales1-3.php?p=2，最後流覽日期：

2013 年 9 月 9 日。 
267 榮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參考網址： http://www.rsea.gov.tw/sales1-3.php?p=3，最後流覽日期：

http://www.rsea.gov.tw/sales1-3.php?p=2，最後流覽日期：2013
http://www.rsea.gov.tw/sales1-3.php?p=2，最後流覽日期：2013
http://www.rsea.gov.tw/sales1-3.php?p=3，最後流覽日期：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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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項建設：在十二項建設中，榮工處承辦的計有：東線鐵路拓寬、新中

橫公路、中鋼第 1 期第 2 階段廠房擴建、核能二、三廠土木部分、台中港

建港 2 期以及林園至枋寮道路拓寬等多項工程。其中鐵路、公路至港灣工

程均涵蓋在內。268 

四、 1986-1996 年：期間政府繼續推動十四項建設計畫，此項建設計畫，乃是延

續十大建設與十二項建設的計畫，目的在於締造一個現代化經濟社會，是

具有前瞻性的龐大工程建設計畫，榮工處投入十四項基本建設的任務，配

合國家經濟轉型的腳步，往多邊、多角、多元化的方向邁進，並提供智慧、

腦力與技術，為國家社會奉獻心力，帶動整個國家工程工業的發展與進步。

269 

  由上揭所列舉的實證中，不難發現，當「高階外省人」在政府擘劃國

家的經濟建設時，「低階外省人」則是付出技術與勞力，投入艱難的「3K」

基礎建設工程，除了在榮工處的榮民外，當年隨著國民政府來臺的多數退

伍老兵，位階偏低又受限於自身的教育不足，若要適應工商社會，往往需

要很大的勇氣，於是，他們多半僅能從事以勞力為主的非技術性工作，即

便是任職公民營單位，亦非正式員額，工作的職位與薪資不穩定也沒有保

障。270 

 

經濟建設的無名英雄 

  近年來，受到全球化的影響，國際遷徙人口的流動速度加快，人口流動數量

增加，研究遷徙的學者發現一個現象，即遷徙海外勞工從國外將匯款（remittances）

寄回母國的資金，在開發中國家已呈現出急遽成長的趨勢，估計匯款的金額由

                                                                                                                                                        
2013 年 9 月 9 日。 

268 榮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參考網址： http://www.rsea.gov.tw/sales1-3.php?p=4，最後流覽日期：

2013 年 9 月 9 日。 
269 榮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參考網址： http://www.rsea.gov.tw/sales1-3.php?p=5，最後流覽日期：

2013 年 9 月 9 日。 
270 曾淑惠，2010，〈臺灣文學中的老兵形象〉。收錄於李廣均主編，《離與苦：戰爭的延續》。頁

231。 

http://www.rsea.gov.tw/sales1-3.php?p=3，最後流覽日期：2013
http://www.rsea.gov.tw/sales1-3.php?p=4，最後流覽日期：2013
http://www.rsea.gov.tw/sales1-3.php?p=4，最後流覽日期：2013
http://www.rsea.gov.tw/sales1-3.php?p=5，最後流覽日期：2013
http://www.rsea.gov.tw/sales1-3.php?p=5，最後流覽日期：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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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 年的 29.8 億美元，增加到 2003 年的近 900 億美元。對開發中國家而言，外

籍勞工的匯款金額，已是僅次於海外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的外來資金，占該國國民生產總值（GDP）相當的比例，271由於海外勞工的匯款

資金，對於國家經濟發展的影響愈來愈大，是以，近年來國際上對於外籍勞工匯

款流動的研究逐漸增加。 

從上揭的現象顯示，許多國家開始訓練人民到海外工作，其中一個原因便是

由於他們會將大部分的收入匯回國內，有些移民若只是到海外從事臨時性的工作，

他們通常會儘可能的節儉儲蓄，在返國時將錢帶回國內或者是寄錢回家，例如，

一位在美國非法工作的墨西哥工人，每個月就可能會寄 500 元美金回家，而菲律

賓的中央銀行認為，500 萬個在國外工作的菲律賓工人，平均每個月會寄 400 美

元回家；另一方面，對某些國家來說，海外匯款已成為國民所得和外匯的一項重

要來源，例如，在埃及，移民匯款所產生的外匯有時竟和觀光、石油出口以及來

自蘇伊士運河的總收入相當；對於規模較小的國家，則更是依賴海外的匯款，譬

如葉門，其海外匯款的金額幾乎等於國內生產毛額的 1/4；在賴索托，超過 40%

的家庭的主要經濟來源，是從在南非工作的家人匯回來的薪資；在菲律賓，則有

15%的家庭依賴海外的匯款度日。此外，移民的匯款對於國家整體經濟亦會造成

有利的「乘數效應」（multiplier effect），例如在墨西哥，1990 年代初期匯入的

20 億「移民美元」（migradollars），便被認為是使得全國的年生產量增加 65 億美

元的大功臣，主要是因為在墨西哥國內從事農業的社區，可使用這筆匯款購置更

多的裝備、肥料與其他增加出口的品項，縱使人們將匯款的經費運用在食物、衛

生醫療或兒童就學等方面，都有助於提升人類發展，促進長期的生產力，進而使

得國家的整體更為富裕。272 

人類遷徙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改善現有的生活條件，所以不難理解的是，外籍

                                                      
271 Reena Aggarwal, Asli Demirgüç-Kunt, and Maria Soledad Martinez Peria, July 2006, “Do Workers’ 

Remittances Promote Financial Development?”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3957. 

p. 3. 
272 同註 9，頁 143-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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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在海外工作期間，多數是節儉儲蓄並將在外地掙的錢寄回家鄉給親人，例如

菲律賓政府在每年的聖誕節期間，都要專程為返國的 10 萬名海外勞工，準備特

別的歡迎會，而墨西哥政府則是將在美國境內工作的墨西哥人視為是「英雄」

（heroes）或「貴賓」（VIPs）時，令人直接聯想到的是，菲律賓為返鄉的海外

勞工辦「歡迎會」，是因為感謝菲律賓的外僑每年匯回國內的金錢約 70 億美金，

墨西哥政府視海外勞工為「英雄」與「貴賓」，亦是感謝他們每年匯回國內的金

額約六、七十億美金，273若是從遷徙與匯款的觀點來分析，菲律賓與墨西哥的海

外勞工，對於國家的貢獻實在是「功不可沒」。 

反觀在臺灣絶大多數的榮民，自 1949 年跟隨國民政府遷臺，被迫與原生家

庭分開，遠離親人與家鄉，在 1949-1987 年間，政府為保障國家的安全，嚴格禁

止與中國大陸的親友通聯（包括通商、通郵與通航），此外，在 1980 年代以前，

兩岸的通訊設備並不便利，縱使有些榮民盡諸般手段，透過關係和管道，可以偷

偷利用迂迴的方式輾轉寄信給在大陸家鄉的親人，但此法往往耗工費時，至於匯

款給中國大陸家鄉的親人，表達為人子女的孝心，對於無權無勢的「低政經地位

者」則是更顯不易，況且，有些榮民已在臺灣結婚並且生兒育女，他們必須維持

家中的生活開支，有些榮民則是找不到合適的對象，但他們仍必須保有生活支出

的費用。 

1987 年，政府開放大陸探親後，榮民們固然非常高興，但是在踏上返鄉探

親之路時，也必須承受相當程度的心理衝擊，因為將近四十年的別離，當他們終

於見到魂牽夢繫的親人，面對既熟悉又陌生的家園與景物時，除了目睹家園殘破

外，許多榮民還要面對父母或兄弟姊妹已不在世上的殘酷事實，對他們來說，返

鄉之行，帶來的是悲傷、落寞與無奈。廖如芬在榮家的田野訪談經驗中指出，有

的榮民說：「我的弟弟就是要錢啦！我就是沒錢嘛！我怎麼還同他來往呢？我自

己決定不回去了。」有的榮民說：「家裡沒有人，你回去幹什麼？回去要花錢。」

                                                      
273 同註 9，頁 135-136。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32 
 

274對於在中國大陸已無親人或是已經習慣臺灣生活習慣的榮民而言，當改善老家

生活條件的因素已不復存在時，匯款回大陸似乎沒有太大的意義（或許連想要匯

款的對象都不在世上了），況且榮民自己的年紀已逐漸衰老，由於教育程度低或

是低階退役，無論是在軍中或是離開部隊，他們所從事的往往是耗費體力的勞動

性工作，步入老年，身體的健康狀況普遍不佳，是以，他們的月退俸扣除支付日

常的生計之外，對於非健保給付的個人負擔費用，亦是必要的開銷。275 

相較於菲律賓與墨西哥的海外勞工，對於曾經參與臺灣經濟建設的榮民們，

他們默默的付出勞力與生命建設臺灣，他們建設的是自己的國家，奠定的是臺灣

經濟建設與國際競爭力的基礎，創造的是臺灣後代子孫的美好生活與願景，他們

的人生，將近 40 年的黃金歲月都貢獻在臺灣這片土地之上，到了晚年，由於年

紀與體力無法再負荷而退休。其中有家眷者，多數住在眷村，而無家眷者，通常

由退輔會安排居住在「榮民之家」。習慣於簡單生活的榮民們，僅以微薄的積蓄

與俸金維持家庭或個人的生計支出，幾乎沒有太多的錢可以匯回在中國大陸的家

鄉，如今，當菲律賓與墨西哥政府視海外勞工為國家的「英雄」或「貴賓」時，

臺灣的政府是不是更應該向這群曾經為臺灣的經濟基礎建設付出偉大貢獻的無

名英雄致敬呢？  

 

                                                      
274 廖如芬，2010，〈流離、返鄉與回「家」〉，收錄於李廣均主編，《離與苦：戰爭的延續》，頁

55-57。 
275 張素玉，2010，〈老有所終？私人安養機構內的單身老榮民〉，收錄於李廣均主編，《離與苦：

戰爭的延續》，頁 9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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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臺灣戰後的經濟發展情形 

 

  本節將從經濟發展的數個面向，包括經濟成長（如國民人均 GDP 與人均所

得 GNI）、國民的平均壽命、國民的教育程度與國家的環境品質等面向，分析臺

灣在 1949-1996 年之間的發展情形。 

一、1949-1996 年的經濟成長 

  自 1949 年國民政府遷臺後，臺灣歷經幣制調控與土地改革的過程、完

成十大建設與十二項建設等經濟基礎建設、以及經由政府規劃的整體經濟策

略與方針，進而階段性的推行進口替代、出口導向與自由化等政策之後，臺

灣經濟發展的情形，隨著時間的推移，漸漸的從動盪到穩定，再從穩定到經

濟起飛，之後創造舉世矚目的「臺灣經濟奇蹟」。圖 4-3 中顯示，在 1951-1996

年期間，臺灣的人均 GDP 與人均 GNI 皆是不斷的成長；276在 1951 年，國民

的人均 GDP 為 158 美元，因為處於戰後的 10 年，國家正值經濟調整與建立

制度期間，所以在 1960 年，人均 GDP 並無顯著的變化；然而，經過 10 年

的努力與建設之後，1970 年臺灣的人均 GDP 成長到 393 美元，成長約 2.5

倍；在 1980 年，隨著經濟起飛與轉型，臺灣的人均 GDP 增長到 2,385 美元，

意即在 1970-1980 的 10 年中，人均 GDP 成長超過 6 倍之多；之後，臺灣在

1992 年，人均 GDP 則突破 1 萬美元，1996 年更是達到 1 萬 3,428 美元。277 

  從 1950-1996 年期間臺灣的經濟成長中發現，臺灣的人均 GDP 在時間

的象限中，顯示出國家的經濟朝著增長的方向發展，倘若再將臺灣置於時、

空間的二維象限中，在同樣的時間軸上（1960-1996 年）與亞洲部分國家比

                                                      
276 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是指國內生產總值，包括民間消費支出、投資總額、政府開

支與淨出口等的總和，人均 GDP＝GDP/國內總人口數；GNI（Gross National Income）指國民

收入，包括工資、租金、利息與利潤等收入，人均 GNI＝GNI/國內總人口數。 
277 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參考網址：http://ebas1.ebas.gov. tw/pxweb/Dialog/Saveshow.asp，最後

瀏覽日期 103 年 9 月 11 日。經濟成長是以國民生產毛額（GNP）的年增率來表示，而與國民

生產毛額有關係的還包括（GDP）、國民生產淨額（NNP）、國民所得（NI）、個人所得（PI）

及可支用所得（DI）等，請參考陸民仁，1997，《臺灣經濟發展與競爭》。臺北市 : 健行出版

社。頁 17-24。本文僅就 1951-1996 年之人均 GDP 作為研究期間臺灣經濟成長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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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與分析臺灣的經濟發展情形，得知 1960 年時，在亞洲的 13 個國家中，臺

灣的人均 GDP 為第 11 名，然而，到了 1996 年，臺灣的人均 GDP 已增長到

排名第 4 名，如表 4-1 所示。 

 

 

圖 4-3 1951-1996年臺灣人均 GDP與人均所得圖 

作者自製。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參考網址：http://ebas1.ebas.gov.tw/pxweb/Dialog/Sav 

eshow.asp，最後瀏覽日期：2014 年 9 月 11 日。 

 

表 4-1 臺灣與亞洲部分國家分別在 1960 年與 1996 年的人均 GDP（美元） 

 1960 1996 

日本 7,118 37,422 

香港 3,080 24,818 

新加坡 2,251 25,796 

南韓 1,110 12,249 

馬來西亞  784 4,744 

菲律賓 612 1,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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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 317 3,055 

印尼 196 4,154 

巴基斯坦 188 487 

印度 181 411 

臺灣 164 13,428 

尼泊爾 135 214 

中國 105 703 

作者自製。資料來源：Dowling and Valenzuela,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sia. 2nd. ed., p. 5.與 World 

Bank,網址：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PCAP.CD /countries?page=3，最後瀏覽日期，

2014 年 9 月 12 日。 

 

二、1949-1996 年間國民的平均壽命 

  在經濟發展的理論中，另一項經濟發展的指標為國民的平均壽命，圖 4-4 中

顯示，1966-1996 年期間，以 10 年為一區間的列出臺灣人民的女性、男性與平均

壽命，在這 30 年之間，臺灣人的平均壽命，無論是女性或是男性，皆是逐年增

加，例如在 1966 年，國民的平均壽命為 67.46 歲，而在 1976 年與 1986 年則分

別增加到 71.15 歲與 73.28 歲，到 1996 年，則增加到 74.95 歲；女性則是從 1966

年的 69.74 歲，分別增長到 1970 年的 73.6 歲，1980 年的 75.88 歲，以及 1996

年的 78.05 歲，分析主要的因素在於國家對於醫療保健與公共衛生的重視。278在

圖 4-5 中，比較臺灣人民在 1990 年國民的平均壽命，不論是女性、男性或全體

國民，皆較世界各大洲和全球人口的平均壽命長。 

 

 

 

 

                                                      
278 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網址：http://www.stat.gov.tw/mp.asp?mp=4，最後瀏覽日期，2013 年 9

月 12 日。 

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PCAP.CD%20/countries?page=3，最後瀏覽日期，2014
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PCAP.CD%20/countries?page=3，最後瀏覽日期，2014
http://www.stat.gov.tw/mp.asp?mp=4，最後瀏覽日期，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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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1966-1996 年臺灣人民平均壽命 

作者自製。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網址：http://www.stat.gov.tw/m p.asp?mp=4，最後

瀏覽日期，2013 年 9 月 12 日。 

   

 

圖 4-5 1990 年世界各洲與臺灣女性、男性與國民平均壽命 

作者自製。資料來源：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網址： http://apps.who.int/gho/data/vie 

w.main.690?lang=en，最後瀏覽日期：2103 年 9 月 12 日。與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網址：http:// 

www.stat.gov.tw/mp.asp?mp=4，最後瀏覽日期，2013 年 9 月 12 日。 

 

三、1949-1996 年間國民的教育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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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5
7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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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74

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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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1996年臺灣人民平均壽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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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世界各洲與臺灣女性、男性與國民平均壽命

非洲 美洲 東南亞洲 歐洲 全球 台灣

http://www.stat.gov.tw/m　p.asp?mp=4，最後瀏覽日期，2013
http://www.stat.gov.tw/m　p.asp?mp=4，最後瀏覽日期，2013
http://apps.who.int/gho/data/vie%20w.main.690?lang=en
http://apps.who.int/gho/data/vie%20w.main.690?la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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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1949 年國民政府遷徙來臺後，在臺灣的初等教育部分，是以日本時代已

經推動的義務教育及中國大陸的教育體制作為基礎，之後，政府逐步的推動學制

的改革，主要的改革項目包括：課程的修訂、教師的甄選與訓練、義務教育的實

施、原住民教育的推行以及民間私塾的登記與管理等，279以下區分五個部分加以

說明： 

（一） 國民教育的普及：1945 年，臺灣國民教育的就學率為 80%，在政府推動

國民教育之下，臺灣從 1968 年正式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將國民教育

由六年延長為九年，原有初級中學從此改稱為國民中學，國民小學畢業

後，一律免試進入國民中學，取消初中入學考試；1996 年，國小生的就

學率 99.02%，國中生的就學率達到 94.27%，2801950-1996 臺灣國民教育

百分比的示意圖，如圖 4-6 所示。 

 

 

圖 4-6 1950-1996臺灣國民教育百分比示意圖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網址：http://www.edu.tw/pages/detail.aspx? Node=1052&Page=19 

984&wid=31d75a44-efff-4c44-a075-15a9eb7aecdf&Index=1，最後瀏覽日期 2014年 9 月 11日。 

 

                                                      
279 薛化元，《臺灣開發史》，頁 196。 
280 薛化元，《臺灣開發史》，頁 197。並參考中華民國教育部統計處，網址：http://www.edu. 

tw/pages/ detail.aspx? Node=10 52&Page=19984&wid=31d75a44-efff-4c44-a075-15a9eb7aecd 
f&Index=1，最後瀏覽日期 2014 年 9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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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edu.tw/pages/detail.aspx?%20Node=1052&Page=19%20984
http://www.edu.tw/pages/detail.aspx?%20Node=1052&Page=19%20984
http://www.edu.　tw/pages/%20detail.aspx?%20Node=10%2052&Page=19984
http://www.edu.　tw/pages/%20detail.aspx?%20Node=10%2052&Page=19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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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聯招制度教育的公平性：國民政府遷臺之初，全國僅有臺灣大學、師範

大學、中興大學與成功大學四所學校採取個別招生，為求教育公平，杜

絶人情壓力，自 1954 年起，政府整合這 4 所大學，開始辦理聯合招生，

其他各校相繼仿效，採取聯招制度，其優點在於教育的平等與公平競爭。

281 

（三） 高等教育質與量的提升：為因應在 1949 年後，臺灣的人口大幅增加與經

濟發展快速，政府對於高等教育的政策，朝向重質重量的發展，自 1950

年到 1996 年之間，臺灣的大專院校由 7 所擴增到 137 所。大學生由 7,660

人，擴增到 29 萬 5,843 人；此外，在 1950 年，碩士班學生僅有 5 人，

1956 年時，博士班學生僅有 1 人，但是到 1996 年，臺灣的碩士班學生

為 1 萬 2,649 人，博士班學生為 1,053 人。282 

（四） 技職教育的提升：為因應 1960 年代臺灣經濟快速發展所需的大量中級技

術人才，政府從 1964 年起陸續核准大量專科學校創辦成立，並於 1968

年，在教育部增設技職教育司專司其事。至 1996 年止，全國高職計有

204 所，學生人數計 520,153 人，五專計有 70 所，學生人數為 412,837

人，大幅提升國內技職教育，孕育出無數的專業技術人才，當時許多的

技職學生在畢業後，直接投入國內生產業界就業，形成學術與產業無縫

接軌的情形。283此外，為配合國家經濟轉型與市場對高科技產業人才的

需求，政府於 1995 年起，開放專科學校升格為技術學院，技術學院升格

為科技大學，並可附設研究所。 

（五） 提升性別受教平等：臺灣男女性接受教育人數的比例，自基礎教育至高

等教育逐年提升，以下就 1950-1996 年期間，國小、國中、高中與大學

分別列出男女生在校的人數比例。 

                                                      
281 同註 43，頁 316。 
282 同註 43，頁 316-317。並參考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各級學校校數、班級數、學生及畢業生

人數、教師人數及生師比」，參考網址：http://www.stat.gov.tw/ct.asp?xItem=15423&C tNode=363 

5&mp=4，最後瀏覽日期 2013 年 9 月 10 日。 
283 同註 43，頁，317-320。 

http://stats.moe.gov.tw/files/main_statistics/b.xls
http://stats.moe.gov.tw/files/main_statistics/b.xls
http://www.stat.gov.tw/ct.asp?xItem=15423&C%20tNode=363%205&mp=4
http://www.stat.gov.tw/ct.asp?xItem=15423&C%20tNode=363%205&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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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國小：臺灣在 1950年國小女男生人數的比例為 63.8%，1976年為 94.6%，

1986 年為 94.1%，到 1996 年為 92.8%。 

2. 國中：臺灣在 1950年國中女男生人數的比例為 50.2%，1976年為 83.2%，

1986 年為 93.9%，到 1996 年為 94.4%。 

3. 高中職：臺灣在 1950 年高中職男女生人數的比例為 22.9%，1976 年為

80.3%，1986 年為 98.7%，到 1996 年為 103.3%。 

4. 大學：臺灣在 1950 年大學男女生人數的比例為 16%，1976 年為 57.3%，

1986 年為 76.9%，到 1996 年為 92.5%。 

 

 

 

圖 4-7 臺灣國小男女生人數圖 

作者自製。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網址：http://www.edu.tw/pages/detail.aspx?Node=4075&Page 

=20046&Index=5&WID=31d75a44-efff-4c44-a075-15a9eb7aecdf，最後瀏覽日期 2014年 9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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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 臺灣國中男女生人數比例圖 

作者自製。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網址：http://www.edu.tw/pages/detail.aspx?Node= 4075 

&Page=20046&Index=5&WID=31d75a44-efff-4c44-a075-15a9eb7aecdf，最後瀏覽日期 2014 年 9 月

13 日。 

 

 

 

 

圖 4-9 臺灣高中職男女生人數比例圖 

作 者 自 製 。 資 料 來 源 ： 教 育 部 統 計 處 ， 網 址 ： http://www.edu.tw/pages/ detail.as 

px?Node=4075&Page=20046&Index=5&WID=31d75a44-efff-4c44-a075-15a9eb7aecdf，最後瀏覽日

期 2014 年 9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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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0 臺灣大學男女生人數比例圖 

作者自製。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網址：http://www.edu.tw/page s/detail.aspx?Node 

=4075&Page=20046&Index=5&WID=31d75a44-efff-4c44-a075-15a9eb7aec df，最後瀏覽日期

2014 年 9 月 13 日。 

 

四、1949-1996 年間國家的環境品質 

  由於國家的環境品質是世界各國永續發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影響甚鉅，

是以在探討經濟發展時，必須考慮環境品質亦是重要的指標之一，近年來，

許多研究以「綠色國民所得」（Green GDP）作為衡量經濟發展的指標之一。

「綠色國民所得」在於考量到自然資源的耗損（nature resource depletion）

與環境品質折損（environmental quality degradation）的程度，以國家經濟

收入調整國家的經濟措施，即調整原 GDP 的型態，GDP 應包括運用天然資

源的成本與評估社會污染排放的成本。此外，有些人建議地球的環境損壞，

如地球暖化與臭氧層的耗損，亦應被扣除，然而，這些損壞程度不易估算；

另外，有些人建議對於環境品質的保護與環境損害的補償，如醫療費用的支

出，亦應被扣除，主要是因為假如環境沒有被破壞，將不會導致這些成本的

支出。284 

  我國政府於 1971 年 3 月成立「行政院衛生署」，下設「行政院衛生署環

                                                      
284 J. Malcom Dowling and Ma. Rebecca Valenzuela, 2010,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sia. 2nd ed. 

Singapore: Cengage Learning. p.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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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衛生處」，1978 年 8 月升格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下設綜合計畫、空氣

品質保護及噪音管制、水質保護、廢棄物管理、環境衛生及毒物管理、管制

考核及糾紛處理、環境監測及資訊等 7 個處。雖然我國並非聯合國組織的會

員國家，但是，臺灣仍是國際社會的一份子，對於維護地球的環境，有相同

的責任與承擔的使命，例如，臺灣亦依循著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與聯合

國究環境與經濟整合帳系統（System of Integrated Environmental and 

Economic Accounting, SEEA）相關規範，285將「綠色國民所得」作為衡量

經濟發展的指標之一，在 GDP 中扣除「自然資源的耗損」與「環境品質的

折損」的相關支出，這些成本的支出目的在於預防、抑制與保護，在「自然

資源的耗損」方面，將地下水、礦產、土石、土壤、森林、海洋、土地與生

態等項目的資源消耗金額編入計算，在「環境品質的折損」方面則納入水質

污染、空氣污染及固體廢棄物污染之環境折耗。286 

  國際社會對於全球環境保護的共識與標準，主要在於 1997 年 12 月，世

界各國約有一萬名代表、觀察員和新聞記者參加日本京都主辦聯合國氣候變

化框架公約參加國三次會議所簽訂的「京都議定書」，與 2009 年在丹麥首都

哥本哈根召開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所簽訂的「哥本哈根議定書」。由於

本文主要探討 1949-1996 年臺灣的發展，期間無論是國際社會或是臺灣對於

環保的危機意識與衡量的標準均處在初步發展的階段，故本文僅大致對於政

府因應國內環境品質的組織建制進行概述，符合經濟發展的相關指標。 

  

                                                      
285 United Nations, SEEA, 參考網址：http://unstats.un.org/unsd/envaccounting/seea.asp，最後瀏覽

日期 2013 年 9 月 13 日。 
286 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參考網址：http://www.stat.gov.tw/lp.asp?CtNode=4865&CtUnit=1350& 

BaseDSD =7&mp=4，最後瀏覽日期 2013 年 9 月 13 日。 

http://unstats.un.org/unsd/envaccounting/seea.asp，最後瀏覽
http://unstats.un.org/unsd/envaccounting/seea.asp，最後瀏覽
http://www.stat.gov.tw/lp.asp?CtNode=4865&CtUnit=1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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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本節將區分兩個部分綜合論述上揭所探討的內容，第一個部分是臺灣經濟發

展的成果與理論的探討，第二個部分則是綜述 1949 年的移民與臺灣經濟發展的

關聯性。 

一、臺灣經濟發展的成果與理論的探討：臺灣戰後的經濟發展過程與 Rostow 提

出經濟成長的五個階段。 

  自從 1949 年大遷徙之後，臺灣在 1950 年代的經濟發展，是以農業為主

的傳統經濟階段；在 1960-70 年代，臺灣的經濟進入以輕工業與出口貿易為

主的經濟準備起飛的階段；在 1980-1996 年，則是邁入以積體電路與電腦等

高科技產業為主的經濟起飛到趨於成熟的階段。近年來，臺灣的經濟發展的

主軸趨於財務金融的自由化與積極提升科技產業的雙策略，透過政府與企業

的配合與執行，使得臺灣在 20 世紀末期，面對全球化的挑戰與衝擊之下，

仍然能夠有效的因應，並且順利的融入國際體系的機制之中，287進而推動臺

灣在 21 世紀初期，逐漸從成熟邁向大規模消費階段。 

  然而，臺灣經濟發展的良好成果並非偶然，臺灣自 1949 至 1996 年，在

經濟發展上快速的成長，與日本和南韓相似，探究其主要的因素，乃是在於

擁有較高的人力資本，除了政府因應全球經貿環境的快速變化，而採取正確

的產業轉型策略與措施之外，288在全國教育制度的改善與提升方面，亦發揮

加乘的功效，及時而適切的培育臺灣的技術與科技人才，結合產業界對於人

力的需求，不僅維持國內低失業率的水平，更提升國家在國際經濟環境的競

爭力；在國民的平均壽命方面，由於國民的教育水準提升，政府對於國內衛

生保健的重視與宣教，加上醫療人才、制度與設備趨於完善，使得臺灣人民

                                                      
287 Linda Weiss, 2003, “Guiding globalization in East Asia: new roles for old developmental states”, in 

States in the Global Economy: Bringing Domestic Institutions Back In. edited by Weiss, 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266. 
288 Malcom and Valenzuela,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sia. 2nd ed., p.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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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平均壽命逐年遞增；在環境品質方面，中華民國雖非聯合國會員國家，但

卻是地球的一份子，在維護地球的環境品質與保護上，亦是盡力配合聯合國

所規範的標準。從上述的各項指標顯示，臺灣的經濟發展不斷的朝向與世界

同步前進，根據過去二十年來的產業結構調查中顯示，臺灣透過經濟轉型與

產業升級，已由後進國家、學習、創新、追趕到現今成為快速的跟隨者（Fast 

Follower）。289 

二、移民與臺灣經濟發展的關聯性 

  在本章的第一、二節中，以二元勞動市場理論探討 1949 年遷徙到臺灣

來的移民結構，或許在理論的定義上有些出入，因為在遷徙理論中的二元勞

動市場是指「工業化國家的雇主與政府受益於招募廉價的工人，並透過限制

薪資的方式，給自己提供一個可因應需求而隨時擴增或縮編的勞動能量。」

而在 Stalker 歸納的遷徙類型中，對於 1949 年遷徙來臺的移民較偏向於「難

民與庇護申請者」，若是從這個角度切入思考，確實有所差異；然而，若是

就移民在接納國家中所形成的二元勞動市場的層次，區分 1949 年遷徙來臺

移民的兩個不同層次的工作型式：第一個層次，是安全的、永久的、高技術

與高酬勞的工作，例如「高社經地位者」或所謂的「高階外省人」；第二個

層次，是短暫的、辛苦的、很少人願意去作且不愉悅的、以及薪資低廉的工

作，例如「低社經地位者」或所謂的「低階外省人」，則有助於清楚的說明

1949 年的遷徙移民在臺灣戰後經濟發展的結構中所扮演的角色。 

  1949 年中央政府遷臺後，「高社經地位」的移民，控制國家政治經濟政

策的主導權，在經濟政策方面，從土地改制、調控幣制、公共建設、產業轉

型、進口替代、出口導向與貿易自由化等的政策逐一的實施之後，臺灣的經

濟發展情形是逐年快速的成長，並且造就臺灣的經濟奇蹟。自 1953 年起，

政府推行第一期經濟建設計畫至 1993 年為止，臺灣經濟成長率的平均值為

                                                      
289 王振寰，2010，《追趕的極限：臺灣的經濟轉型與創新》。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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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4%，在 1965-1993 年間，人均 GDP 增長率達 7%，遠遠超過絶大多數亞

洲新興工業化國家，此外，每年的人均所得也在快速的增長，1951 年的人均

所得是 145 美元，至 1993 年則增加 75 倍，達到 11,000 美元，此為臺灣經濟

成長的過程與見證。290在教育政策方面，政府積極從事推動國民教育的普及、

改善聯招制度教育的公平性、並且努力提升高等教育的質與量、技職教育與

性別受教平等，使得臺灣人民整體的知識水平大幅提升，特別在科技領域的

人才，更是在許多國際的研發競賽中，頻頻獲得優異的成績。 

  另一方面，關於「低社經地位」的移民與臺灣經濟發展之間的關係，在

本文中則是強調他們對於國家經濟基礎建設的付出與犠牲，以及榮民薪資留

在臺灣的情形。許多在臺灣的榮民，在退伍進入臺灣社會後，他們由於語言

的障礙，往往謀職不易，所以當政府推動「十大建設」的計畫時，榮民在退

輔會的安排下，加入榮工處，從事國家經濟基礎建設，在建設工程中，包括

全省多條的交通道路，特別是中部、南部與北部的橫貫公路，由於這些工程

皆需要翻山越嶺，長途跋涉，且在建設初期，各項技術、經驗與機具都是十

分匱乏的情形，使得許多開山挖路的工作，顯得更為險峻；然而，對於曾經

在中國大陸歷經戰爭與逃難過程的榮民而言，憑藉著滿腔的熱血與毅力，與

「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的精神，終於克服萬難，完成不可能的任務，為臺

灣的經濟發展奠下良好的基礎。另一方面，雖然榮民的薪資不高，但是由於

先前受到政府政策的限制因素，與開放大陸探親後，原先在中國大陸的親人，

歷經將近 40 年的物換星移，縱使景物依舊，但往往已是人事已非，所以，

許多榮民的薪俸與積蓄，無論是儲蓄或是生活開銷的地點，仍都是在臺灣，

至於返鄉探親的行程，大多數人則逐漸地轉型成為短暫的旅遊。 

  整體而論，1949 年遷徙來臺灣的移民，無論是「高社經地位者」與「低

社經地位者」，在 1949-1996 年之間，對於臺灣的經濟發展，都付出相當大的

                                                      
290 郭岱君，2015，《臺灣經濟轉型的故事：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臺北市：聯經。頁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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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由於他們的付出與貢獻，使得臺灣戰後經濟發展的結果，成為舉世聞

名的經濟奇蹟，與南韓、香港與新加坡併稱之為「亞洲四小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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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臺灣戰後的社會發展（1949-1996） 

 

  前揭提到 Sen 與 Pieterse 均認為政治發展、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是推動發展

的核心，彼此之間相互影響與相互牽制，且當此三者相互連結時，將會強化彼

此間自由的能量，達到形成某種具體成果與匯集的可能性。291從前二章關於臺

灣戰後的政治發展與經濟發展的分析內容中發現，自 1949-1996 年，在政治上，

臺灣朝向民主自由的方向發展，並且得到國際社會正面的評價；在經濟上，雖

處在紛亂的國際環境中，但仍維持穩定的經濟成長，並且造就臺灣成為「亞洲

四小龍」之一的「經濟奇蹟」，由此可見，在 1949-1996 年間，臺灣社會在全國

人民的共同努力之下，政治發展與經濟發展皆有顯著的進展，倘若以 Sen 與

Pieterse 的觀點推論，臺灣在政治與經濟的成功發展情況之下，在社會的發展上

亦應得到相對的助益與進步，此為理論的應然面，本章將針對移民與臺灣戰後

的社會發展實然面進行分析。 

 

  

                                                      
291 Sen, Development as Freedom, pp.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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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移民社會的發展特性 

 

  本節將在諸多關於移民社會的相關文獻中擷取四個社會發展的重要特性，進

行討論與分析，首先是，移民社會的族群差異與容忍；第二個部分是，移民社會

的同化與多元化；第三個部分是，社會排除與社會接納；最後是，社會資本。 

一、移民社會的族群差異與容忍 

  在正常的情形之下，移民在決定遷徙之前，通常會評估現在的環境與

未來的環境之間的差異性，無論是國內遷徙或是國際遷徙，「薪資的差異」

往往是大多數移民決定遷徙的關鍵因素，對於薪資的差異，移民透過簡單

的幾何算術，便可以判斷遷徙能否改善現在與未來的生活條件，這是比較

容易分析的預期差異，至於其他的差異性，例如語言、文化、禮俗、價值、

服儀、生活習慣與方式…等無數的無形差異，則不易評估，雖然，這些無

形的差異或許可以透過資訊的蒐集而得知（例如：網路、媒體與親友的遷

徙經驗等資訊），但是，在遷居與在地生活之前，是不容易透過量化衡量而

確知二地之間的差異性，以及自己可以接受或容忍的程度；因此，對於短

期居留的移民而言，或許可以選擇採取短期的自我調整，或者甚至依然故

我的自我隔離，忽略遷居生活差異的存在，然而，對於決定長期居住的移

民而言，則必須審慎的思考差異對於未來生活的影響。 

  當國家、社會與原居住民三者在面對遷入的移民時，將會從不同的切

入點去思考，國家考慮的是，施行有利於發展的移民政策，並且評估移民

對於國家可能帶來的各項利弊結果中，採用最佳的決策方案；社會關注的

是，移民進入社會之後，對於未來可能產生的社會公平、社會福利與社會

安全等問題，都將會影響社會發展；對於原居住民而言，則是直接體驗移

民在生活與工作中所帶來的改變與衝擊，例如，對於原居住民就業機會的

影響，以及不同的語言、文化與生活舉止等，將會出現在生活與工作的環

境之中，這些都是移民進入社會後無法避免的差異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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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無論是遷居者或是原居者而言，遷徙勢必會造成社會差異的形

成，對此現象，Walzer 認為，在移民的社會中存在著差異，是否會延續到

下一代或下下一代是不確定的，但是，移民社會差異性的形式會不斷的湧

現出來。292Walzer 從容忍的途徑思考移民社會中存在的差異問題，於是提

出「容忍使得差異的存在成為可能，差異的存在使得容忍成為必須。」

（Toleration makes difference possible; difference makes toleration 

necessary.）的論述，他認為在移民社會中，人們可以藉由容忍的方式面對

差異的存在：在態度的面向中，他認為容忍有許多不同的形式；在實際的

面向中，容忍則可安排在不同的方法上；在功能的面向中，容忍可維持自

身的生命，而迫害通常會導致死亡，即使我們生活在不同的社區之中，容

忍同樣可以維持共同的生活；容忍的目的在於人類的共存需要一個穩定的

政治與合法的道德安排；最後是，移民社會是不同族群共存的社會，對於

族群的差異，需要透過容忍的方式建立一個穩定的政治與社會。293 

二、移民社會的同化與多元化 

  在學者 Joseph F. Healey 的研究中，對於移民社會中不同族群的差

異變化，歸納二個發展的路徑：一個途徑是同化（Assimilation），指社會原

具有獨特性與分離的兩個群體，分享一個共同的文化而融合在一起的過程；

另一個途徑是多元化（Pluralism），在多元化的社會中，各群體保持分離的

狀態，並且維持文化與社會差異，此狀態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持續保存著。294

以下分別敍述： 

（一） 同化： 

    Healey 認為，同化意味著社會如同一個融爐（melting pot），指一

個經由不同的群體聚合在一起的過程，各族群齊心協力的建立一個共同

                                                      
292 Walzer,On Toleration, p. 34. 
293 Walzer,On Toleration, p. xii. 
294 Joseph F. Healey, 2012, Diversity and Society: Race, Ethnicity, and Gender. Los Angeles: Pine 

Forge Press. pp. 4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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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嶄新而獨特的社會。在此過程中，強調的是分享（sharing）與接

納（inclusion）。Healey 將同化的理論，大致區分以下的二種類別（types）：

第一類是Robert Park所提出的「族群關係循環」（race relations cycle）

的過程，即當群體之間首次接觸時（經由遷入與征服等方式），彼此之間

的關係是衝突的與競爭的，但是最終的循環過程會朝著族群同化或「相

互滲透與融合」的方向運行；第二類是 Milton Gordon 將同化區分為「文

化適應或文化同化」、「整合或結構同化」以及「通婚或婚姻同化」的三

個階段，如表 5-1 所示。295 

 

表 5-1  Gordon 的族群同化階段模式 

階段 過程 

文化適應（Acculturation）階段/文化同

化階段 

少數族群學習統治族群體系的文

化、語言與價值觀。 

整合（Intergration）階段/結構同化階段 

1.第二層次（secondary level） 

 

2.第一層次（primary level）296 

 

族群成員進入統治社會族群的公共

機構與組織。 

族群成員進入統治社會族群的派

系、俱樂部與朋友圈。 

通婚（intermarriage）階段/婚姻同化階

段 

大量的族群成員與統治族群成員通

婚。 

資料來源： Healey, Diversity and Society: Race, Ethnicity, and Gender, 3rd ed., p. 51. 

 

        從 Gordon 歸納同化階段的模式中，可以進一步的發展出移民社會的

                                                      
295 Healey, Diversity and Society: Race, Ethnicity, and Gender. pp. 49- 53. 
296 第一層次是包括個人的和親密的人際關係，如家庭與朋友群；第二個層次是群體與組織所組

成的關係，是公開的、工作導向與非個人的關係，如商業、工廠、學校與官僚機構等。Healey, 

Diversity and Society: Race, Ethnicity, and Gender. p.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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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化型態，包括世代（generation）同化、族裔傳承（ethnic succession）、

以及結構性移動（structural mobility），雖然 Gordon 是以美國社會作為

研究的對象，但是對於同樣是移民社會的臺灣，亦能得到許多類似與對

比之處，分述如下： 

1. 世代同化的型態： 1920 年代末期，大批的歐洲移民遷徙到美國，有些

族群歷經世代的同化與整合過程後，在 20 世紀末，才逐漸完全同化在美

國的社會之中，世代的同化進程分述如下：在第一個世代中，移民啟動

同化的過程，或多或少進入文化適應與整合階段。進入第二個世代，已

十分的適應文化，高度的整合，至少進入社會第二個層次。到了第三個

世代，結束文化適應的階段，融入在第一、二層次的高度整合之中。 

2. 種族傳承的型態：奠基在移民的努力之下，移民第二代為求更高的社會

地位與經濟狀況，開始設法進入 Gordon 模式的第二個階段，即進入社會

的公家機關與組織，在美國的社會中，歐洲移民透過三個主要的路徑進

入整合的階段，即政治、工會與教會，其他的路徑則是透過合法的職業

運動或是非法的犯罪組織等方式。 

3. 結構性移動的型態：主要是受到全球工業化的影響，在經濟結構與勞動

市場的改變下，加速工作場合的機械化與自動化，由於機械取代了人力，

使得藍領階級（移民第一、二代）的就業需求逐漸萎縮，導致教育程度

較高的白領階級工作機會增加，因此對於力爭上游的移民第二、三代，

在教育機會逐漸增加與平等的環境下，能夠有機會競爭更好的工作環境

與職位。297 

（二）多元化：依循著 Gordon 的模式，大致可分為三種類別： 

1. 文化多元化（culture pluralism）：指在同一個社會中，各族群尚未進入

文化同化的階段，並維持自我的認同時，各族群可以使用不同的語言、

信仰不同的宗教、並且存在不同的價值觀，例如，現今在美國的社會中，

                                                      
297 Healey, Diversity and Society: Race, Ethnicity, and Gender. pp. 68-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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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著「印地安保留區」（Indian reservation），以及「阿米希人社區」

（Amish communities）等。 

2. 結構多元化（structural pluralism）：指在同一個社會中的族群已完成文

化同化階段，但尚未進入整合的階段，指各族群使用相同的語言，相同

的飲食習慣，追求相同的目標，相同的價值觀，但維持著分開的組織系

統，包括不同的教會、俱樂部、學校與鄰居。 

3. 第三種多元化的類別是指在同一個社會中，有些族群已進入整合階段但

卻沒有文化同化，例如在美國的社會中，雖然族群在形成群聚後，已能

在社會中滿足物質（財富與收入）的需求，但並未達到美國化（如學習

英文，採取美國的價值觀與規範），如美國佛羅里達州南部的「古巴美國

人社區」（Cuba American community），以及美國各大城市中的「中

國城」 （Chinatowns）等。298 

在現今的移民社會中，受到全球化的影響，對於因應族群差異的方式與

過程，無論是同化或是多元化的現象，似乎已經不是可以那麼清楚區分出二

者之間的界線。然而，透過學者研究後所得到的概念與理論，則有助於去理

解移民遷徙到新的社會時，面對族群之間所存在的差異性，可以有不同的階

段與模式去面對和思考問題的解決方案；當然，在族群彼此適應的過程中，

時間是非常關鍵的因素，此並非指適應的時間和遷徙的距離有直接的關聯性，

而是指在歷經世代的交替，或者透過教育的方式，將可以減少或降低族群間

的差異，亦或者是各族群對於社會中存在的多元文化與彼此間各自的獨特性，

皆可以得到相互的尊重。 

三、社會排除或社會接納 

  什麼是「排除」呢？法國社會學家 Martine Xiberras 定義「排除」，是

指致使社會的與象徵性的「鍵」（bond）逐漸崩潰，這兒的「鍵」，意謂著個

人與社會之間的連繫，包括經濟的、制度的與個別意義的關係；凃爾幹認為，

                                                      
298 Healey, Diversity and Society: Race, Ethnicity, and Gender. pp. 54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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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使得人們共同的價值觀流失，影響社會的結構，導致整個社會受到威脅；

在法文中，「排除」，”les exclus”，是指在一個國家之中，受到社會排擠的

人們，若是在排外主義的政治社會氛圍之下，將會引發原居住民公開的在政

治上去攻擊移民或限制移民的權利，此外，「排除」涵蓋著社會及其周邊的

議題，包括移民、青年問題與經濟的排除等，Hilary Silver 認為，排除是一

個模糊的術語，包括經濟、社會、政治與文化的意義與面向，299而社會排除

的概念源自於歐洲，支持社會排除用語的學者認為，不應只是狹隘的解釋社

會排除，於是學者們重構五個社會排除的要素，分述如下： 

（一） 從財務的面向到多面向的弊病：由於在現代工業化的社會中，財務資源

已涵括整體的生活，於是經由多面向的指標，可直接透露出社會中不同

層面的弊病。例如，財務貧窮與破舊房舍之間的關聯性，教育失敗與缺

乏就業市場技能之間的關聯性，剝削幼童的童年與伴隨他們日後的健康

與疾病型態的關聯性等。 

（二） 從靜態到動態的分析：對於社會的弊病，不僅只是分析靜態的現象，而

且是要關心動態發展過程的結果。例如，人們陷於貧窮的原因，可能是

缺乏良好的教育、失業與殘障、以及單親媽媽等相關因素所致。 

（三） 從聚焦在個人或家庭的資源到同時關注「在地社區」 （local community）

的資源：在地社區的資源分配與個人和家庭資源有明顯的關聯性。例如，

在地社區的居住政策對於低收入的個人與住戶空間的集中特別重要，社

區學校的設立，則會有助於提升學齡兒童的受教機會；無障礙空間的設

施的建設，則會有助於擴大殘障人士的活動空間與便利性。 

（四） 從分配的面向到關係的面向：貧窮的概念，主要聚焦在「分配」的議題

上，也就是處理個人的與家庭的資源匱乏，相對於社會排除的概念，則

是關注在「關係」的議題上，即社會參與的不足與缺少社會整合與社會

                                                      
299 Silver, “Social Exclusion and Social Solidarity: Three Paradigms.”International Labour Review. 

133(5):533-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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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等。 

（五） 從連續性到災難性：貧窮是相對性的概念，是人際之間、家庭之間或是

跨國的比較結果。社會排除的概念，則是指人們遭遇到多面向程度的劣

勢，並且持續一段時間，迫使其居住在物質與文化層次較低的社區之中，

導致他們與較大社會之間的連結關係，形成某種程度的斷裂，而此程度

是無法逆轉的，例如，許多大城市出現貧民窟的現象。300 

觀察社會排除對於社會造成的影響，從政治的觀點，可以發現人民權利

不公平的情形；從經濟的觀點，可以探討貧富不均的現象；從社會的觀點，

可以研究社會福利與社會安全的問題。Silver 在社會排除研究中，提出三個

典範（paradigms），在凝聚典範（solidarity paradigm）中，「排除」打斷個

人與社會之間的社會鍵，這兒指的是文化的與道德的鍵，而非經濟利益的鍵；

例如，基督徒與佛教之間存在的差異；在專業化典範（specialization paradigm）

中，「排除」反映出社會經濟中的歧視，例如，科技業與金融業高層主管，

相對於電子技術員與臨櫃專員；在壟斷典範（monopoly paradigm）中，「排

除」則會在社會經濟中形成群體壟斷的現象；例如，國內的石油公司，中油、

台塑等。301簡言之，一個國家對於移民的排除，最直接的方法就是限制移民

的遷入，然而，一旦移民社會已然形成（無論是何種遷徙方式），社會排除

的現象將會不利於社會的凝聚、穩定與發展，特別是在經濟發展不順遂的國

家，社會排除的現象更為明顯。 

相對於「社會排除」概念，則是「社會接納」，社會接納在移民社會中

的意思是指，無論是個人、家庭、族群、社區與社會之間的關係，彼此都能

得到平等與尊嚴的對待，此外，必須強調的是，前揭雖然提到容忍的概念，

但是容忍不等於接納，在移民社會中，對於個人或族群的容忍，是一種尊重，

同時也是一種等待變化的方式與態度，然而，國家社會在變化的過程中，往

                                                      
300 Room, “Social Exclusion, Solidarity and the Challenge of Globalization.” pp.167-171. 
301 Silver, “Social Exclusion and Social Solidarity: Three Paradigms.” pp. 569-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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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會受到國內與國際的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因素的影響，特別是全球化

的效應，使得移民社會的轉變速度愈來愈快，當然，社會變化的方向，不必

然是朝向社會接納的方向發展，也可能會朝向社會排除的方向演變，又或者

是維持現狀，例如，原本倡導多元移民族群融合的美國社會，在 2001 年發

生「911 恐怖攻擊事件」之後，美國政府對於從國外遷入的移民或是觀光客

的簽證，則趨向嚴謹而保守的政策。 

四、社會資本 

許多學者對於社會資本的定義有不同的看法，Putnam 認為「社會資本」

是指社會參與公共接合的程度，它是有利於經濟發展與社會整合。當一個社

會具有高度的社會資本時，社會資本將會對社會成員產生正面的外部效應，

例如，當社會的成員關心的事情在於「限制有損社會道德的行為」，則在經

濟上便會減少欺騙事件的發生，在社區中便會有較少的犯罪率；又如當社會

的成員關心「鼓勵推己及人的行為」時，則企業或是商人產生的利益溢出時，

則會主動的分享給其他人。此外，Putnam 認為，社會資本有兩個組成要素：

其一為「鍵」，指相似類型的人（例如奠基在階級、種族、背景和利益基礎

之上的人）之間的關係；另一為「橋」，指不同的族群或「非我族類」之間

的關係。換句話說「鍵」是社區內部接合的概念；「橋」是社會整合的概念。

當許多的「鍵」存在時，自願參與和公民接合是最堅強而穩固的情形，然而，

Putnam 相信「鍵」和「橋」二者之間是負相關的關係，通常當我們指出某個

地方存在著高度的社會資本時，表示那個地方有許多的「鍵」。302藉由 Putnam

提出社會資本二元素的概念來觀察社會中的許多現象，將會發現當倡導女性

主義者在探討女性在社會中的地位、職場待遇與教育機會時，大多數女性的

自願參與和公民接合是堅強而穩固，於是從個人到小群，從小群形成大群，

再由大群形成組織，這是「鍵」的概念，另一個「鍵」的概念，則是勞工階

級為保障勞工權益而組織「工會」。另一方面，從「橋」的概念來說，相對

                                                      
302 Storper, “Society, Commun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p.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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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支持女性主義者的組織或是工會，目的是為了透過同質性群體的力量，爭

取平等與尊嚴的對待，然而，當他們所爭取的對象並非是同質性的群體，而

是另一個同質性的群體，且那個群體存在著另一個「鍵」，而當雙邊的「鍵」

皆愈發強固時，將會形成對立的狀態，進而影響到「橋」的關係與強度。 

無論從理論面或實際面來說，上述的觀點皆可得到合理的推論，然而，

本文認為「鍵」和「橋」二者之間，並非全然是負相關的關係，必須視情境

而定，舉例來說，在一個中型以上規模的公司，如同是一個社會，而公司內

部通常具有生產、行銷、人事、研發與財務等部門，當各個部門具有強固的

「鍵」時，對於部門之間的「橋」，不必然會受有負面的影響；再舉一個例

子，當陸、海、空各軍種的「鍵」是強固時，在進行三軍聯合作戰或演習訓

練時，對於必須建立的「橋」，則會產生正相關的能量。在一個公司與一個

軍隊的例子中，有其共同的目標，公司為了獲利，軍隊為了取勝，倘若是將

此概念運用在臺灣移民社會的族群之中，似乎亦可以找到同樣的關係存在，

例如，各個族群的內部中，存在著相同的語言與文化習俗，有著穩固的「鍵」，

如果大家以臺灣社會的自由和諧與繁榮發展作為共同的目標，各族群之間的

「橋」，便可以朝向正面的方向前進，例如，自 1949-1996 年，臺灣的政治發

展從集權政治到威權政治，再從威權政治到自由民主政治；又如，臺灣的經

濟發展，是全臺灣各個族群共同努力的成果，方才造就臺灣成為「亞洲四小

龍」的經濟奇蹟。 

      簡單的說，社會資本的概念，就是社會中存在的「信任」與「合作」

的程度，「鍵」與「橋」則是相對性的概念，對於具有 16 個族的原住民

族群而言，「鍵」存在於各族內部之中，和其他族的關係則是「橋」的

關係；但是對於臺灣社會而言，四大族群之中，內部存在的是「鍵」，

不同族群間存在的是「橋」的關係；對於國際之間而言，臺灣社會中各

族群存在的是「鍵」，而不同國家間的關係是「橋」。是以，無論是「鍵」

與「橋」，皆是社會資本，正面的資本累積愈多，愈有助於社會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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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經濟的發展，相對的，負面的資本累積累多，則愈容易起爭議與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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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臺灣社會的四大族群 

 

臺灣社會結構主要是由四大族群組成，在分析四大族群之前，首先說明社會

結構（social structure），王振寰認為，社會結構就像大樓的「骨架」，界定人們

在社會團體或大社會中與他人的水平或垂直的社會關係，此關係是人們在社會中

穩定的互動形式。……社會結構賦予相對位置角色不同的權力和社會期望，而形

塑社會的穩定基礎。換言之，當社會關係出現矛盾、歧見與衝突時，社會的水平

與垂直結構將會受到影響而出現不穩定的情形。王振寰依據社會中相對的位置、

關係的強弱、資源的差距、權力的大小等特性，區分五種不同的社會結構類型，

如圖 5-1，在此五種不同的社會類型中，階級化結構是社會結構中指涉最多，亦

是影響社會生活最大的類型，族裔則是其中的一項。303 

 

圖 5-1 社會結構類型圖 

作者自製。資料來源：王振寰，〈社會學是什麼？〉，頁 12-13。 

美國社會學教授 Healey 認為，對於社會學者而言，種族（race）是一項社會

                                                      
303 王振寰，2009，〈社會學是什麼？〉。瞿海源、王振寰主編，《社會學與臺灣社會》，第三版。

臺北市：巨流。頁 11-12。 

家庭結構

社會位置少，關係緊密
高，資源流通強，權力
關係較弱。

社會團體結構

社會位置較多，關係緊
密較低，權力關係強，
資源流通程度較低。

組織結構

人員多寡、資源差距與
權力關係較前二者大，
關係緊密度較小。

階級化結構

由於職業、族裔、性
別、年齡、教育程度不
同，造成社會地位、資
源、權力與聲望差異。

社會發展結構類型

社會中農、工與服務業人
口比例，涉及社會分工複
雜程度、資源與權力的高
低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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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social construction），其意義已被建立與維持，而此社會建構的建立與維

持是透過歷史、社會與政治的過程，而非科學。304「族裔」或「種族」是過去常

用的辭彙，由於近幾十年來對於日益複雜的群體現象難以進行有效的分析，因此

國際上逐漸以族群（ethnic group）的概念取代種族，305對於族群的定義，前揭

已提及，是指一群因為擁有共同的來源、祖先、文化或語言的人，自認為或被認

為，而建構成為同一社群的一群人；另一方面，「族群一般也被認為是在民族國

家之中，具有不同文化的社會團體。」於是，相同文化的族群會較易產生集體認

知，在集體認知的環境下，形成族群的凝聚力量。在臺灣的社會中，則是存在著

原住民、客家人、閩南人與外省人等四大族群，如表 5-2。306在表 5-2 中，列舉

出臺灣社會四大族群的基本特性，以下分別詳述各族群在臺灣社會中的發展情

形： 

 

表 5-2 臺灣社會四大族群的特性 

族群 原居住地 語言 文化 

原住民 臺灣 各族語言相似或不同 各族文化相似或不同 

閩南人 福建省、廣東省 閩南語 閩南文化 

客家人 福建省、廣東省 客家語 客家文化 

外省人 中國大陸 35 省 各省語言 各省文化不同 

作者自製。資料來源：同註 83，頁 59-60。 

 

一、 原住民：臺灣的原住民屬於「南島語族」（Austronesian），307生活文化以狩

                                                      
304 Healey, Diversity and Society: Race, Ethnicity, and Gender. p. 19. 
305 紀駿傑，「族群關係」，瞿海源、王振寰主編，《社會學與臺灣社會》，頁 148。 
306 同註 83，頁 18-19。 
307 南島語族是世界上分佈最廣的民族；分佈地區西起非洲東南的馬達加斯加島，越過印度洋直

抵太平洋的復活節島；北起臺灣，南到紐西蘭。臺灣是南島語族分佈的最北端。臺灣原住民

族共有十六個部族，可略區分為原住民族和平埔族。原住民族目前保有自己的語言、風俗習

慣和部落結構，不過也正面臨急速現代化問題。平埔族則大多已失去原有的語言和習俗。參

考資料：原住民委員會，網址：http://ww w.apc.gov.tw/portal/docList.html?CID=49744114ECE 

http://www.apc.gov.tw/por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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獵、捕魚、採集與輪耕為主要的生產方式，與漢人社會不同，因此，在漢

人政權或日本殖民統治期間，稱其為蕃人、蠻人、高山族或山地同胞等。

日本統治期間，日本人類學家為瞭解原住民文化，大規模對原住民進行調

查，在調查中發現，原住民之間不但在語言文化與社會制度上有差異，在

特徵上也有明顯的不同。1920 年，日本學者根據民族學及人類學的標準，

明確的將「蕃族」分為八個族；國民政府遷臺後，大致沿用相同的分類方

式，認定原住民有「九族」；308之後，增加世居在日月潭附近的邵族為另一

個部族，原住民族群在臺灣增加為「十族」；309迄今，在臺灣生活的原住民

族約有 53 萬人，佔總臺灣人口數的 2%，經臺灣政府認定的原住民部族計

有：阿美族、泰雅族、排灣族、布農族、卑南族、魯凱族、鄒族、賽夏族、

雅美族、邵族、噶瑪蘭族、太魯閣族以及撒奇萊雅族、賽德克族、拉阿魯

哇族與卡那卡那富族等十六個部族。310 

（一） 原住民在臺灣的社會權力位置轉變： 

臺灣人類學者謝世忠認為，將原住民族近數百年來在臺灣社會的權

力位置，劃分為五個階段： 

1. 唯一的主人：1620 年代之前，荷蘭人統治臺灣之前。 

2. 大部分主人：1621-1661 年，荷蘭與西班牙統治部分臺灣地區時。 

3. 半個主人：1661-1875 年，鄭成功與清朝統治臺灣初期。 

4. 少部分主人：1875-1930 年，清朝統治末期，日本統治臺灣前半期。 

5. 完全失去主人地位：1930 年後，即日本殖民時期，對原住民族地區的強

勢掌控，以及國民政府遷臺，大量漢人湧進臺灣，平埔族群幾乎完全同

化，原住民族的主體性完全喪失。311 

                                                                                                                                                        
41D1F，最後瀏覽日期，2017 年 10 月 29 日。 

308 分別為阿美族、泰雅族、魯凱族、賽夏族、布農族、排灣族、卑南族、鄒族與雅美族等九族。 
309 同註 83，頁 101-103。 
310 參考資料：原住民委員會，網址：http://www.apc.gov.tw/portal/docList.html?CID=6726E5B80C88 

22F9，最後瀏覽日期，2017 年 10 月 29 日。 
311 謝世忠，1987，《認同的污名：臺灣原住民的族群變遷》。臺北：自立晚報。頁 16。 

http://www.apc.gov.tw/portal/docList.html?CID=6726E5B80C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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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認為若是謝世忠的觀點亦可解釋為原住民在臺灣的社會權力是逐

漸地被遷入的族群所約束與規範。 

（二） 原住民的教育程度：由於原住民大多居住在偏遠、開發較晚的區域，教

育資源較差，所以遷移到都市的原住民，平均的教育程度低於漢人。即

使後來政府對原住民實施各項補助與優惠措施，以及參與原住民運動者

的共同努力，原住民普遍的教育程度仍與漢人有相當的差距。在 1999

年，原住民具有大學以上學歷者，在族群中僅有 3%的人口，不及漢人

比例的三分之一，312圖 5-2 顯示臺灣在 1999 年 15 歲以上民眾與原住民

教育程度比較。 

 

 

圖 5-2 臺灣在 1999 年 15 歲以上民眾與原住民教育程度比較（單位：%） 

資料來源：同註 83，頁 108。 

 

（三） 原住民的社會經濟地位：在臺灣的社會經濟環境中，通常教育程度是就

業與薪資高低的考量因素，由於原住民族教育程度普遍較低，就業機會

與職務的位階相對較低，直接影響原住民在臺灣社會的社經地位，根據

                                                      
312 同註 83，頁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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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統計，原住民的平均收入，約為漢人平均收入的 60%。圖 5-3 顯示

1985-1996 年間原住民與一般民眾的收入比例，都市原住民的平均收入

是漢人的七成左右，山地原住民與平地原住民平均收入則是漢人的五至

六成左右。313 

 

 

圖 5-3  1985-1996 年間原住民與一般民眾的收入比例 

資料來源：同註 83，頁 109。 

 

 

（四） 原住民的傳統文化：由於原住民的年輕人大多離開部落，遷移至都市就

學與就業，逐漸遠離部落傳統文化，以及不常使用部落語言，導致原住

民母語與文化逐漸流失，圖 5-4 顯示臺灣都市原住民主要使用語言情

形。 

 

 

 

 

 

                                                      
313 同註 83，頁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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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 臺灣都市原住民主要使用語言情形（百分比） 

資料來源：同註 83，頁 111。 

 

二、 閩南人：閩南人在臺灣已有四百年的歷史，在清朝時期主要區分為漳州人

或泉州人，當遇到客家人或在客家人的稱謂中，才自稱或被稱為「福佬」

（Holo）人；臺灣閩南人的祖先大部分是從福建南方各州府遷徙而來，主

要包括泉州府、漳州府、福州府、汀州府、龍泉州與永春州等，這些州府

的確是位於福建的南部區域，由於福建簡稱為「閩」，所以族群以閩南人稱

之。在 16 世紀以前，臺灣是閩南人活動的地方，當時，閩南話成為閩南人

與原住民的通用語，其後，荷蘭人開始大量引進閩南人來臺耕種，以及鄭

成功帶領大約二萬多的閩南人來臺，因此，閩南話就成為臺灣社會的通用

語言。1683 年，施琅打敗鄭氏王朝，自此臺灣歸於清朝統治二百餘年，其

後數以百萬計的唐山人渡海來臺，到臺灣之後，使用臺灣的通用語，即是

閩南話。314 

在臺灣社會中的閩南人和客家人，其實很難下定義，就語言來區分，

                                                      
314 林瑤棋，2006，〈臺灣閩客族群的血緣與修譜新觀念〉。《臺灣學研究通訊》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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閩、客人口比約 85%與 15%。若是以唐山原鄉的母語來分，閩、客人口比

約各佔一半，原因為大多數福建的客語地區移民被歸類為福佬人。現今，

在臺灣社會中，很多客家人批評閩南人的人口多，使得閩南人存有大沙文

主義的情形，然而，客家人的人口之所以成為少數，是由於被閩南化的結

果，因為依祖籍地來統計，客家人的人口數並不比閩南人少，只是大多數

客家人，已經被閩南化到連自己都不知道原是客家人。315 

1945 年，國民政府接收臺灣初期，當時的閩南人多被稱為「臺灣人」，

或許是被日本殖民統治 50 年之久，導致多數的臺灣人逐漸淡忘閩南人的概

念，直到 1960-70 年代左右才又出現「閩南人」的說法，也是隨著先有「閩

南話」的稱呼而來。316 

三、 客家人：在百科全書中，對於客家人的定義是居住在廣東與汕頭山區的種

族或部落；17、18 世紀期間，由於中國大陸出現人口過剩與飢荒等情形，

導致大批閩、粵兩省的沿海民眾向外遷徙，以尋求謀生的方式，並逐漸的

建構與擴散客家族群，東南亞國家與臺灣皆是遷徙目的地的選項。317根據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99 年至 100 年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料調查研究」結果

顯示，全國客家人口按《客家基本法》之定義，總數近 420 萬人，占全國

總人口比例約 18.1%，318回顧客家人遷臺後在臺灣社會生活的演進過程，

主要包括「閩客之爭」、「日本殖民」與「戰後發展」三個階段。 

（一） 閩客之爭：客家的名稱與認同，在進入臺灣之前就已存在，客家人在歷

史上經過五次大遷徙，清代臺灣的客家移民是客家人第四次的遷徙，移

民主要來自於廣東的惠州、潮州、嘉應州、以及福建省西部的汀州府。

1648 年，清康熙皇帝取消禁海令後，嘉應州大批的客家人遷徙到臺灣，

與較早遷徙到臺灣的福建移民爭田、爭地、爭水，使得客家人與福佬人

                                                      
315 同註 316，頁 102。 
316 同註 83，頁 25-29。 
317 張翰璧，2013，《東南亞客家及其族群產業》。臺北市：遠流。頁 7-41。 
318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99 年至 100 年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料調查研究，頁 31。 

http://www.hakka.gov.tw/dl.asp?fileName=152113127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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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係不甚融洽。 

（二） 日本殖民：日本政府在人口統計上按祖籍劃分閩、粵兩籍人士，並且在

重新劃分行政區時，刻意將二者分開，對於臺灣社會的發展有正面與負

面的影響。正面的部分，是有利於各自語言與文化的保存；負面的部分，

是二者在生活上形成不交流、不溝通與不通婚的情形。至於劃分行政區

的部分，與客家族群實際的祭祀圈存在著差異，以臺灣北部聚居的桃竹

苗地區為例，是以「義民廟」的祭祀圈劃分三個生活地區： 

1. 北區：桃園縣--中壢、平鎮、龍潭的十三大庄。 

2. 中區：桃園縣--楊梅、新屋、觀音以及新竹縣枋寮的十五大庄。 

3. 南區：苗栗縣的六個鄉鎮。 

（三） 戰後發展： 

1. 閩南區分的逐漸淡化：受到 1949 年遷徙移民族群（即外省人）對本省人

（閩南人、客家人）統治的衝擊影響，使得在 1966 年官方人口普查中，

將客家人與福佬人均歸納為本省人的省籍，導致閩南區分逐漸淡化。 

2. 鄉村向都市遷徙：1960 年代，由於臺灣經濟起飛的階段，受到都市化與

工業化的影響，大量的客家人離開客家村向都市遷徙，根據中央研究院

歷年的調查顯示，目前已有超過一半以上具有客家背景的受訪者，不住

在傳統的客家村。 

3. 客家語言的流失：在都市的環境中，客家人多為散居的形態，缺乏學習

與使用客語的環境；此外，政府推行國語的政策，限制「方言」的使用，

導致在都市出生與成長的客家第二代，失去使用客家語言的能力與習慣，

在圖 5-5 中，顯示客家人在家庭的使用語言習慣比例。 

4. 客家文化復興運動：1980 年代，臺灣社會推動本土化與多元化運動，客

家族群逐漸正視客家文化與語言的流失，1988 年，客家運動團體成立「客

家權益促進會」，此外，超過四分之三以上的客家研究書籍是在 1988 年

之後出版，研究的主題主要在於尋找客家人的文化與歷史根源，以及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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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義民廟」歷史意義的定位。319 

5. 國際客家文化資源中心：1980 年代，臺灣社會開始朝向多元社會發展；

1990 年代以後，臺灣已是國際上客家文化研究的重鎮，並且重視臺灣經

驗的探討。320 

 

 

圖 5-5 客家人在家庭的使用語言習慣比例圖 

資料來源：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99 年至 100 年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料調查研究，頁 122。 

 

四、 外省人：「外省人」一詞可以是一個普遍的集合名詞，亦可以是一個具有特

殊意義的人群指涉概念，前者是指各地（省分）皆存在外省人或外來人口，

例如，從外地來到廣東省的人便是外省人。在臺灣的社會中，所謂的外省

人，除了是外省人士之外，由於歷史的演進過程，使得外省人相對於本省

人存在著特殊的政治與文化意涵。321 

（一） 戰後外省人的遷徙階段：前揭提及戰後中國大陸人士與跟隨國民政府遷

                                                      
319 同註 83，頁 121-145。 
320 同註 319，頁 41。 
321 王宏仁、李廣均、龔宜君，2008，《跨戒：流動與堅持的臺灣社會》。臺北市：群學。頁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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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的人數約為一百二十多萬人，外省人遷徙到臺灣的時間大致可區分為

二個階段： 

1. 1945-1949 年：日本投降後遷徙來臺者，一部分是國民政府派遣到負責

接收臺灣治理的官員與軍隊，另一部分是來臺灣觀光、工作及經商者，

少數人會在臺灣定居。 

2. 1949 年後：臺灣出現大量的遷入移民潮，這批人包括：軍隊、公教人員

及其眷屬、知識份子、學生、中央民意代表、黨政要員、僧侶與一般民

眾。其中軍隊占移民人口數的一半，絶大多數是隨國共內戰的發展撤退

來臺，個人並無太多自由選擇的機會，有一些甚至是被國軍強拉入伍者，

他們是遷徙來臺平均教育程度較低的一群人。322 

（二） 外省人的社會特質：雖然這批移民來自不同的省份，語言與文化亦有相

當程度的差異，但普遍具有共同的社會特質： 

1. 工作的同質性，集中在軍、公、教部門。 

2. 經濟發生困難時，對於國民黨與國家的依賴。 

3. 相同的政治意識形態，對於中華民國、國民黨與蔣介石具有相當高的忠

誠度。 

4. 共同的人生經歷，歷經中國大陸的東征、北伐、剿匪、抗戰、國共內戰

與離家逃難。 

5. 期待反攻大陸。323 

（三） 外省人的多數與少數：在胡台麗的研究中，運用「權力之大小」和「人

數之多寡」，將一般社會的族群區分為四個部分：優勢多數（權大、人多）、

優勢少數（權大、人少）、弱勢多數（權小、人多）、弱勢少數（權小、

人少）。相較於在臺灣的本省人，外省人是絶對的少數，其中追隨掌握臺

灣軍政大權者，則是屬於「優勢少數」，這些優勢少數包括中央政府官員、

                                                      
322 同註 44，頁 422。 
323 同註 83，頁 147-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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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委員、國大代表、監察委員、高階軍官與文化教育界的精英；另一

部分，例如從軍隊中退伍的低階軍、士、兵，則屬於「弱勢少數」。對於

優勢少數的外省人在臺灣社會的地位，是隨著中華民國的上層結構，整

個移植到臺灣社會，324然而，弱勢少數在臺灣社會中，則存在著另一種

情境： 

1. 不同於臺灣社會其他的弱勢少數（如原住民族群）與政軍權力核心隔絶，

外省人的弱勢少數由於退伍前在部隊中存在著長官與部屬的關係，在退

伍之後，往往會圍繞在權力核心周邊，雖然言行受到核心體系的影響與

限制，但對核心有物質與精神方面的依存程度，並且得到權力核心的庇

護與施惠。 

2. 低階軍官、士官、士兵在退伍之後，進入社會雖然也曾試著努力希望能

進入中上階級，但是多數混得不好，導致大多數人會留在社會底層，僅

能靠勞力維生。 

3. 雖然低階軍官、士官與士兵在退伍之後與其他族群接觸機會較多，然而，

受到政府權力核心的安置與補貼政策的影響，使得他們在臺灣社會中與

其他族群之間仍維持相當距離的區隔，例如，各地方的眷村與榮民之家，

往往已形成外省人自己自足、相互照應的小型社會。325 

整體而言，在 1990 年代以前，在政治方面，由於「優勢少數」的外省人在

中央政府掌握著政治權力，使其在臺灣社會占有優勢的位置；但是，在經濟方面，

由於臺灣的經濟於 1960 年代開始發展，多數外省人集中在軍、公、教的行業，

或是不會說閩南語，導致他們在臺灣社會的私部門中就業不易，無法充分享受臺

灣經濟起飛所帶來的實質利益，至於外省人成為弱勢的族群意識，則是發生在

1990 年代，臺灣的政治與文化逐漸走向本土化的轉型之後。326 

                                                      
324 同註 83，頁 148。 
325 胡台麗，1990，〈芋仔與蕃薯：臺灣「榮民」的族群關係與認同〉，《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集刋》69：124-125。 
326 同註 83，頁 149。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69 
 

第三節  臺灣社會的認同與肯認 

 

當在社會的結構中存在著不同的族群關係時，通常且合理的會出現各個族群

為了追求自身的政治權力、經濟利益與社會正義而產生不同訴求的現象。無論訴

求的結果為何，在訴求的過程中，族群經常是處於對立的狀態，一旦其中一方的

訴求無法達到預期的目標時，族群的對立便可能會演變成族群衝突，進而導致社

會分裂的結果，在此過程中，族群中喚起「認同意識」是最明顯也是最容易導致

族群內部凝聚的方式，同樣的，最簡單去觸動而激發對族群外部的族群產生敵意

的方式，亦是呼籲「認同意識」。 

在臺灣的四大族群中，出現「我們」與「他們」的二元對立情形，至少有四

種不同的面向，在原住民眼中的「他們」，指的是漢人；在客家人眼中的「他們」，

指的是閩南（福佬）人；在本省人眼中的「他們」，指的是外省人；在外省人眼

中的「他們」，指的是本省人。因為在臺灣社會的歷史演進過程中，各個族群遭

遇到不同的相處經驗，例如，對於原住民而言，如何將漢人區分為閩南人、客家

人與外省人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如何反抗長期以來漢人對原住民的壓迫體制，

改善原住民族群在臺灣社會中獲得公平對待的機會，包括教育與就業的機會等。

327是以，無論是從原住民族群，或是從不同時期遷徙到臺灣的閩南人、客家人與

外省人等族群所建構的臺灣社會切入來討論族群認同或是國家認同的議題時，將

會出現各種面向的論述、龐大的資料與多元的研究途徑可以進行分析，並且很輕

易的找到形成族群對立的基礎和理由，以及仇恨的歷史與根源，本節將以認同作

為探討臺灣戰後社會發展的途徑。 

Charles Taylor 對於「認同」的定義是：「一個人對於作為人類基礎定義的

特性，用以理解他們是誰？」或「我是誰？我來自於何處？」據此，本文整理出

三個認同的層次：第一個層次，是以人類的自由選擇行為，探討遷徙與認同；因

                                                      
327 同註 323，頁 10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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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個人的認同是具有其獨特性，亦是具有尊嚴，在正常的情況下，人類可以透過

遷徙的方式，自由選擇並決定自己的生活環境，並且從中找到尊嚴與自我認同。

第二個層次，是探討個人在群體中的認同；人類在社群中，透過人我之間的互動

過程，建構彼此的認同與尊重。第三個層次，是從肯認政治的觀點，思考個人的

政治平等與社會平等。 

一、 遷徙與認同：回顧人類的遷徙經驗，大致可區分為「首次」（primary）遷徙

與「再次」（repeat）遷徙兩種類型，而再次遷徙又可區分為「返回」（return）

與「向前」（onward）遷徙兩種方式。328從遷徙的觀點來討論認同，乃是基

於人類行為的自由選擇，例如，許多 A 國家的公民希望能成為 B 國家的公

民，於是採取移民的方式，遷徙到 B 國家，去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環境與

價值，然而，當 B 國家的環境無法滿足其預期的目標時，移民可以選擇再

次遷徙，返回母國或是再遷徙到 C 國家，一旦遷徙到符合個人需求的國家

環境後，便開始真正的朝向自我認同的階段發展。 

在 Taylor 提出「我是誰？我來自於何處？」的問題中，發現到認同與

遷徙之間的關係，而此處所指的遷徙，並非僅是個人的遷徙，亦包括祖先

的遷徙。以法國前總統薩科齊（Nicolas Sarkozy）與美國前總統歐巴馬

（Barack Obama）為例，兩位總統的父親皆並非在法國與美國出生，薩科

齊是法國人，曾經擔任過法國總統，父親是匈牙利籍，遷徙至法國；歐巴

馬是美國人，是前任的美國總統，父親則是肯亞人遷徙至美國。在臺灣也

有相同的類似情形，蔣經國擔任中華民國總統期間，曾說過：「我已經住在

臺灣將近四十年了，所以，我也是臺灣人。」329本文以三位總統為例，主

要在於他們有著共同點，除了都具有總統的身分之外，他們的父親或是自

己都是經由遷徙到另一個國家之後，在新的居住地生活、就學與就業。 

自從 1949 年遷徙之後，有些人選擇再次的遷徙，離開臺灣返回中國大

                                                      
328 Feng Hou and Roderic Beaujot, “The differentiation of determinants among return, onward and 

primary migrants in Canada.” Canadian Studies in Population. 21(1):1-19. 
329 同註 43，頁 300-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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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或轉向遷徙至其他國家；有些人則是選擇留在臺灣，當時大多數的外省

人隨著國民政府遷臺，選擇相信政府所提出「一年準備、二年反攻、三年

掃蕩、五年成功」的宣傳口號，希望在戰事結束後，可以重返家鄉，雖然

最終的希望無法實現，但是，戰後定居在臺灣的外省人，大多數沒有選擇

離開臺灣，而居留在臺灣成家立業，並且與本省人共同建設臺灣。 

從前揭對於遷徙的定義、類型與理論中得知，人類永久或半永久性的

變換居住地，不限定移動的距離，不論遷移的行動是自願性或非自願性，

亦不區分國外或國內的遷移，皆可稱謂之遷徙。對於蔣經國先生的例子而

言，他於 1910 年在中國大陸浙江省出生，1949 年隨國民政府遷徙到臺灣生

活與工作，1987 年對外認同自己是臺灣人，據此，若是簡潔的說明蔣經國

先生是「蔣經國先生是臺灣人，祖籍是中國的浙江省。」假設此說法是成

立的，接續將以此觀點檢視 1949-1996 年生活在臺灣不同族群的認同： 

（一） 原住民：就現有的歷史考究文獻中得知，原住民是最早存在臺灣社會的

族群，他們是臺灣人，祖籍是臺灣。 

（二） 閩南人：明、清時期，從中國福建省與廣東省遷徙到臺灣社會的族群，

他們是臺灣人，祖籍是中國的福建省或廣東省。 

（三） 客家人：明、清時期或是清朝解除禁海令後，從中國福建省與廣東省遷

徙到臺灣社會的族群，他們是臺灣人，祖籍是中國的福建省或廣東省。 

（四） 外省人：1949 年左右，從中國各省遷徙到臺灣社會的族群，他們是臺灣

人，祖籍是源於各自祖先在中國的各個省份。 

根據上述的分析與歸納，本文繪製臺灣四大族群的自我認同示意圖，如圖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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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6 臺灣四大族群的推論自我認同示意圖 

作者自製。
330
 

 

二、 個人在群體中的認同： 

  高格孚認為，我們出生的時候唯一有的是遺傳基因認同，其他是後來

隨著生活中慢慢累積的認同，因此，認同是一直在改變，甚至到生命的最

後一天。Huntington 則認為，人們有無數的認同來源，他大致將其歸納成

六個面向： 

（一） 歸屬（asprictive）的認同：如年齡、祖先、性別、血緣、族裔（指血緣

的延伸）與種族。 

（二） 文化（cultural）的認同：如宗氏、部落、族裔（指生活的方式）、語言、

國籍、宗教與文明。 

                                                      
330 1998 年 10 月 14 日，台北市長選舉，李登輝先問「你是什麼地方人？」馬英九回答「我是台

灣人，吃台灣米，喝台灣水長大的新台灣人」，李登輝再作球發問：「你要走什麼路線？」馬

英九回應「李登輝路線！」李登輝於是接腔補充道「無論是什麼族群，不管何時來到台灣或

來自何處，只要愛台灣，認同台灣這個安全繁榮的民主社會的人，就是台灣人！」參考資料：

公視新聞議題中心：【台灣歷史隧道】1998 年 10 月 14 日李登輝的「新台灣人論」，網址：

https://pnn.pts.org.tw/main/2011/10/14/【台灣歷史隧道】1998 年 10 月 14 日李登輝的「新台灣

人論/，最後瀏覽日期 2017 年 12 月 23 日。 

  

原住民

祖籍：臺灣

閩南人

祖籍：中國福建省或廣東省

客家人

祖籍：中國福建省或廣東省

外省人

祖籍：中國各省

新臺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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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地域（territorial）的認同：如鄰居、村莊、城鎮、都市、省、州、區（section）、

國家、地理區域（geographical area）、洲陸（continent）與半球。 

（四） 政治（political）的認同：如派系、朋黨（clique）、領袖、利益團體、政

治運動、政治原則與目的、政黨、政治的意識形態、國家。 

（五） 經濟（economic）的認同：如工作、職業（occupation）、行業（profession）、

工作團隊、雇員、工業、經濟產業、工會、階級。 

（六） 社會（social）的認同：如朋友、俱樂部、團隊、同事、休閒伙伴以及社

會地位。 

  在 Huntington 所歸納的各個面向中，是從較狹小的範疇到較寬廣的範疇分類，

發現到人與人之間的認同的關係是相當複雜的，因為有的面向是相容的，有的面

向是相斥的，例如，二戰期間的敵對國家，美國人和日本人可以在同一個辦公室

中共同擘劃公司的遠景；但不太容易見到天主教徒和穆斯林人士一起討論宗教的

教義。331 

臺灣戰後的社會發展，由於受到威權政治的限制與影響，使得許多人在群體

之中的認同過程受到影響，導致日後在臺灣的社會中蘊藏著族群對立與衝突的因

子，並且隨著時間的推移而不斷累積這些負面的能量，分析可能的因素包括： 

（一）認同政策的迷惘：無庸置疑，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對於遷徙到美國的移

民，美國政府致力推動國家認同的政策與措施，18 世紀末，開始有「美

國化」（Americanization）的辭彙與觀念；到了 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初，

達到美國化的最盛時期，而所謂「美國化」的意思是指：使遷徙到美國的

移民，在服裝、禮儀、習慣以及語言等方面，皆更換成美國人生活的方式，

以確保其權益與情感已深植在美國。332反觀，1949 年遷徙到臺灣的移民

人數，僅占臺灣總人口數的 15%，國民政府為鞏固政權，於是採取「中國

化」的政策：在社會文化的教育方面，歷史教材是以中國五千年的傳統文

                                                      
331 Huntington, 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 pp. 27-28. 
332 Huntington, 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 p. 131.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74 
 

化與歷史發展作為教材的主要範疇，相對於臺灣歷史發展的相關篇幅則含

括較少；此外，在地理教材方面則是以中國大陸三十五省的地理交通為主，

對於臺灣地理環境與風俗習慣的介紹較少。在語言教育方面，採取「推行

國語」與「禁止方言」的政策。從國家與遷入移民的觀點分析，美國政府

與中華民國政府的差異在於美國對遷入的移民施行「美國化」的認同政策，

而中華國民政府遷徙到臺灣後推行「中國化」，並且限制「臺灣化」或「本

土化」的認同政策，或許這是當時國民政府正處在政治社會動盪的環境之

中所採取的折衷政策，但是認同政策的迷惘，卻在臺灣社會中衍生出三個

重大的問題： 

1. 對國家的認同出現背離的現象：日本治臺之初，由於語言不通，不利

於殖民統治，於是透過小學教育，全面推動學習日語運動。1945 年，

中華民國政府接收臺灣後，在語言方面呈現和日本相同的情形，政府

與人民無法建立直接的溝通管道，於是採取和日本相同的方式，強制

推行國語政策。333因此，使得臺灣原居住民的族群認為，這是遷徙來

臺的中華民國政府輕視他們的尊嚴、權利與文化的政策與行為，導致

本省人以「狗去豬來」形容統治者，「狗」是形容日本統治者；「豬」

是形容中華民國政府的統治者。二者不同的是，日本是以殖民心態治

臺，國民政府則是為鞏固政權而採取威權政治，然而，無論是前者還

是後者，對於本省人所承受壓力與限制的感受並無太大的區別，因此，

驅使當時臺灣社會各個族群內部的認同更為凝聚，但對於國家的認同

卻出現背離現象。 

2. 外省族群在臺灣社會的生活與就業不易：自 1661 年鄭成功驅離荷蘭

人後到 1949 年，閩南人在臺灣生活已有近三百多年的歷史，無論是

語言與文化，皆有相當穩固的基礎與傳承，外省人在遷徙來臺後，進

                                                      
333 同註 43，頁 317-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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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在大多數是本省人（閩南人、客家人與原住民）的臺灣社會時，由

於受到認同混淆的政策影響，使得族群之間既已存在的隔閡（例如，

不瞭解臺灣文化與不會說閩南語等）更為嚴重，在生活與工作的場合

中，不同族群之間出現無法進行有效的溝通、交流與合作的情形，使

得臺灣的社會發展受到負面的衝擊，最直接的影響是，外省族群在臺

灣社會中的生活與就業不易。 

3. 第二代對於認同容易產生模糊與疑問：首先，對於外省第二代而言，

他們在臺灣出生、成長、就學與就業，但是所接受的教育，大多都是

以中國大陸為主的教材內容；其次，對於 1949 年之後在臺灣出生的

本省人而言，他們延續著本省人的習俗與文化，在臺灣生活，但是在

學校學習的語言與文化課程中，卻和就學前的生活與認同分歧。無論

是前者或是後者，在面對認同模糊的政策時，受到考試制度的影響，

必須單向的接受，導致第二代生活在與現實環境不相符的情境下，容

易對認同產生模糊與疑問。 

（二）禁用方言教育的政策：1949 年，國民政府遷徙到臺灣後，加速推動「中

國化」政策。1951 年 7 月 10 日，臺灣省教育廳通令各級學校應以國語教

學，嚴禁使用方言，「方言」含括閩南語、客家語與原住民語，導致各級

學校在「推行國語」的同時，並且盡諸般手段「禁止方言」，甚至採取處

罰的方式，334所幸，在蔣經國執政後期，政府逐步的推行臺灣化與本土化

的政策，改善個人與族群的認同。 

三、 認同與肯認： 

對於認同與肯認的關係，Taylor 將認同與「肯認」劃分為個人的層面

與公共的層面，認同是個人的層面，「肯認」則是公共的層面，而個人層面

的認同是被公共肯認部分所型塑，或是不存在於公共肯認之中的。Taylor

                                                      
334 同註 43，頁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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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通常個人的認同會受到他人的誤認（misrecognition），倘若周遭人群

與社會對其反應出的是局限、貶低與鄙視的印象時，往往會導致個人或群

體因此受到扭曲與傷害。另一個現象是，公共層面的不承認（nonrecognition）

與誤認，往往會造成傷害與形成壓迫，並且將人們禁錮在錯誤、扭曲與貶

抑的存在模式（mode of being）之中，335例如，提倡女性主義者，除了

重視婦女在自我認同的重要之外，更必須關注婦女在所處的社會環境，對

於婦女的公平對待、地位與尊嚴，並且努力爭取在政治中權力的公平分配

與發言的權利，儘可能的避免婦女在「肯認」的公共層面，遭到社會的不

承認或誤認的待遇。 

Taylor 重視公共肯認的層面，即是平等肯認的政治（politics of equal 

recognition），他的主要訴求有二：其一是，強調所有公民的尊嚴，以及在

政治中的權力與權益平等；其二是，任何個人獨特的認同，都應該得到公

共的肯認，他認為，人類的衝突與爭議來自於差異性，而差異性往往會導

致歧視。因此，當我們在衡量生活周遭的差異時，不是以消極的「差異盲

目」（difference-blind）來看待社會環境，而是應該以積極的態度去「珍惜

獨特性」（cherish distinctness），不僅是現在，而且是永久的。336 

綜上所述，本節第一個部分探討的是遷徙與認同的關係，主要是假設當人們

發現在自己所處的社會環境中，無法找到自我的認同，或是遭遇到四周的人或族

群不承認或誤認的情況時，可以自由的選擇繼續居留或是遷移到另一個環境，一

旦決定在新環境長期居留之後，便會逐漸的探尋個人在群體的認同。第二個部分

是討論個人在群體的認同，戰後的臺灣社會受到政府在認同混淆的政策影響，使

得社會呈現出族群各自發展，特別是「外省族群」與「本省族群」，先是受到「二

二八事件」、「白色恐怖」與「戒嚴令」的影響，之後又強制接受「中國化」與「推

行國語、禁用方言」等的教育政策，使得兩個族群之間的對立與誤解，不但沒有

                                                      
335 Taylor, “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p. 25. 
336 Taylor, “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p. 3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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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時間的推移而化解，反而因為缺乏溝通與交流，仇視的情況更為加劇，並且

延伸影響到第二代的外省人與本省人，對於自我與彼此的認同出現混淆的認知。

此外，臺灣在自由化與民主化後，不時可以在各種的選舉造勢場合中，發現政治

人物重申歷史的發展過程，企圖喚起集體回憶與強化族群對立，進而爭取族群認

同的選票。當然，許多國內外的學者亦針對認同與臺灣社會的發展進行研究，期

能在研究中找到通則化的論述，特別是法國學者高格孚以《風和日暖》作為書名，

客觀而正面的分析臺灣社會中的族群認同與「外省人」族群在臺灣的生活與發

展。 

最後，在圖 5-6 中的交集區（臺灣人）是各個族群相同的部分，沒有交集的

部分是各個族群自身的文化特色與不同於其他族群的差異性，在檢視臺灣社會的

認同問題時，本文從 Taylor 的肯認政治觀點中發現我們不但不需要盲目的看待族

群之間的差異；相反的，應該更加珍惜與尊重各個族群的獨特性，因為這不僅是

對個人的基本尊重，亦是維護個人的基本尊嚴與權益的方式，一旦人與人之間存

在彼此尊重，族群之間便會平等對待，如此，將有助於社會的正向、健康與和平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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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臺灣戰後的社會發展 

 

從前揭分析的內容中，發現 1949 年遷徙後，臺灣社會在發展上受到政治的

影響，導致族群之間形成對立的情形，雖然期間在經濟發展上獲得改善，但是族

群之間的關係，依舊存在著歷史的恩怨與現實不平等的社會裂縫（ social 

cleavage），使得臺灣戰後的社會發展，始終蘊含著族群對立的意識形態，而此意

識形態始終潛藏於臺灣的社會之中，一旦當煽動者喚起集體記憶時，便會立刻形

成族群動員的集體力量，導致族群衝突的情形發生，學者對於國家境內族群衝突

的來源大致上區分為三方面論述， 第一是，原生論者（primordialist）：血緣關

係是凝聚族群意識最重要的線索。共同的血緣最能號召族群的認同，並且較易與

其他族群形成區隔，一旦族群之間有競爭的情形發生時，族群內部依此作為動員

的訴求，形成族群對立，當雙方產生摩擦時，便會擴大成為族群衝突。第二是，

工具論者（instrumentalist）認為：指族群動員通常是為了獲取權力或是資源的工

具。在社會中，有些社群的領袖或是政治人物，透過煽動族群意識的方式，意圖

形成族群對立，製造族群衝突，進而達到從中獲取政治權力與資源的目的，這就

是將族群動員或族群衝突作為獲取利益的工具。第三是，建構論者（constructivist）

認為：指族群劃分與仇恨是人為建構出來的。掌權者依個人主觀偏好建構出的族

群認同，劃分族群差異，製造族群對立與衝突。而這些族群的建構未必如實反映

歷史與社會的實際情況。337本節將從 1949 年遷徙後探討移民與臺灣戰後的社會

發展之間的關係，以下區分三個部分進行論述： 

一、 自日本撤離臺灣後，國民政府治理臺灣，在政治發展上朝向民主、自由與

開放，在經濟發展上獲得逐年經濟增長的成果，然而在社會發展上卻形成

長期族群對立的現象，探究主要的因素有以下三點： 

（一） 二二八事件：臺灣在經歷「二二八事件」的三階段，即「暴動階段」，臺

                                                      
337 同註 4，頁 202-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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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人棍打外省人；「鎮壓階段」，國軍掃射屠殺臺灣人；以及「清鄉階段」，

以連坐法及線民密報，大批逮捕異議份子。338對於國民政府如此嚴厲的

對待臺灣百姓，造成臺灣人與外省人之間長期的族群對立，且「二二八

事件」儼然已經成為臺灣歷史中不可抹去的記憶。 

（二） 白色恐怖的陰影：國民政府在 1949 年大舉搜捕在臺進行滲透或破壞的共

產黨員，雖然目的是為了國家的安全與人民的生存，然而，由於情治單

位的執行作法是「寧可錯殺一千，亦不放過一人。」使得當時的社會形

成相互監控、懷疑與防範的氛圍，恐懼與不信任成為日常生活中的基調，

李登輝曾經說過：「我們這些七十幾歲的人，以前在晚上是無法安心睡覺

的。」339在「人人心中有警總」的社會環境中，經歷過白色恐怖時期的

本省人，內心始終隱藏著恐懼的陰影。 

（三） 「中國化」的政策：國民政府在臺灣施行的教育政策，是以推行「中國

化」為指導方針與目標，於是在教科書內容的編排過程中，皆是以中國

傳統文化為主軸，此外，為了推行國語而在校園中禁止方言的使用，然

而，「中國化」的政策，雖然有利於政權的鞏固，但卻無益於社會中各族

群之間的整合，間接使得社會形成對立的氛圍，凝聚各個族群內部的「鍵」，

也擴大加深族群之間搭建「橋」的鴻溝。 

二、 移民與社會排除：在 1949 年遷徙來到臺灣的一百二十多萬移民中，約有半

數以上是軍人，他們跟隨國軍撤退到臺灣時，大多數人是隻身來臺，在臺

灣，部隊是他們唯一的家。在軍隊的制度中，各個階級皆有相對的年齡限

制，無法升遷者或無意願繼續留在部隊中的人，在退伍進入社會後，首先

要承擔的是「外省人」在「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與「禁止方言」的

三項原罪，因為是「外省人」，所以被視為是國民黨的同路人；因為是軍警

人員，所以被視為是國民黨的「抓耙子」（告密者），或被認為是一群寄生

                                                      
338 同註 43，頁 226。 
339 若林正丈，2014，《臺灣戰後政治史：中華民國臺灣化的歷程》。臺北市：台大出版。頁 103-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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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民黨體制與政治圖騰下的頑固信徙。340其次是，當時遷徙到臺灣的移

民約占臺灣人口 15%，另 85%的人口是臺灣人，所以在社會中，主要使用

的語言是「閩南語」，對於退伍的低階軍人而言，彷彿進入另一個國度，一

個具有敵意的社會，一個語言不通的區域，以下分別從就業、婚姻與居住

三方面，探討退伍軍人在臺灣的社會排除現象，或許不是所有的退伍軍人

皆是如此的遭遇，但是在許多的文獻中發現，臺灣社會的確存在著對於遷

徙到臺灣的軍人，尤其是低階軍人，在退伍之後的生活，竟是符合或類似

社會排除的情形。 

（一） 就業的問題：國民政府遷臺後為了精簡部隊，推動「退除役官兵輔導就

業」方案，由於從軍中退伍後的人，他們大多數由於教育程度較低，不

論是接受輔導就業或轉業，多半只能從事以勞力為主的非技術性工作。

例如，在學校擔任工友、清潔隊隊員、大廈管理員或是在工地打零工；

另有一技之長者，自行謀生，打著家鄉口味的招牌開設小吃店，或者是

在街巷中叫賣包子饅頭等，然而，老兵生涯轉換的心情，充滿徬徨與不

安，因為在軍隊服役多年，所學的不外是戰鬥技術，或是一般例行的行

政工作，若要適應社會的工商環境，往往需要很大的勇氣，在面對現實

生活的考驗時，有些人積極面對，有些人在遭遇挫敗後，便會沮喪而退

縮在社會的角落。341 

（二） 婚姻的問題：1952 年，政府明文規定現役士兵不准結婚，至 1959 年，

修訂《戡亂時期軍人婚姻》後，規定年滿 25 歲的男性士官兵均可結婚。

自 1949 年遷徙到臺灣的士官兵，到 1959 年開放可以結婚，大多數的軍

人已年過三十歲，此外，由於長期生活在軍隊之中，和異性交往的時間

受限，在年齡差距、經濟因素與社會地位的影響之下，一般臺灣女子很

少願意嫁給外省低階的退伍軍人。於是，當老兵若想結婚生子，傳宗接

                                                      
340 同註 273，頁 50。 
341 同註 269，頁 231-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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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只能與臺灣社會中處於「邊緣地位」的婦女結婚，例如殘疾、貧苦、

離婚、寡居、養女或娼妓等，此種類型的婚姻與家庭是臺灣戰後的社會

中邊緣弱勢者（退伍老兵與邊緣地位的婦女）的結合。吳明季在花蓮安

樂村對外省老兵婚姻狀況的田野調查研究中描述： 

許多老兵伯伯娶了智障、聾啞的太太，生了智障的孩子，他們聚集打發

時間的場合也是村中智障者、精神病患常會出現之處，讓人形成那群《瘋子、

白痴與老兵》的印象。安樂村對待智障者及精神病患的態度和對待蕭伯伯一

樣，342平時任其在村子裡走動，只要不鬧事就不會將他們關起來，但除了親

人，也沒人會理他們。其中一位退伍老兵說：「臺灣人啊！……簍底那個柑

橘，爛的、都沒人要的，就是我們阿兵哥通通收起來了。」縱使沒有結婚的

老兵，他們不結婚的理由多半是看清自己的情況，也沒有什麼選擇權而放棄

有關。343 

  類似的情境在林秋芬對花蓮「玉里榮民醫院」老榮民的婚姻情況作田

野調查研究中亦可發現： 

玉里榮民醫院收治的精神病患以榮民為主，亦收治榮眷；根據

1999 年 7 月的調查，女性慢性精神病房中具有榮眷身分的病患有 340

人，占病房病患 77.2%，其中丈夫為榮民的女眷病患更高達 233 人。

意即，這群女性精神病患的主要照顧者，多是 1949 年前後遷徙來臺

灣的老榮民，這些老榮民散居在全臺各地，比起其他精神病患的照顧

者，老榮民的經濟資源與社會網絡相對有限，所承擔的壓力也就愈沈

重。 

此外，林秋芬對於老榮民的觀察研究是： 

五十多年前，老榮民隨政府遷臺，不得已必須和原生家庭分開；

                                                      
342 蕭伯伯是國軍開發隊退伍的老榮民，娶過太太並領養兩個女兒，由於蕭伯伯的老婆跟人家跑

了，之後蕭伯伯就精神不正常了。吳明季，2010，〈三重失落的話語：花蓮外省老兵的流亡處

境及其論述〉。收錄於李廣均主編，《離與苦：戰爭的延續》。頁 12。 
343 同註 349，頁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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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年代末期，政府開放探親，他們返鄉探親後，眼見一切人事已非，

只好再度離開老家。如今太太病（精神病）發住院，再度遭逢與家人

分離的命運，老榮民心中有著一般人無法理解的痛，他們的一生可說

是長期處於一種不完整的家庭經驗中。344 

（三）居住的問題：退伍老兵的居住主要分為三個居住地點，眷村、榮民之家與

隨機定居。 

1. 眷村：1949 年，遷徙到臺灣 60 萬人的軍隊中，大多數的單身者居住在

軍營中，較無居住的問題，但對於攜眷來臺者則不易安置。1956 年，宋

美齡呼籲民間捐款，興建軍眷住宅，提供軍眷購置居住，逐漸形成聚落

「村」，「眷村」之名由此而來。此外，國防部暨所屬單位亦視需求興建

住宅區。至 1967 年，全臺眷村共有 8 萬 7258 戶家庭居住，約有 43 萬人

居住在眷村，因此，居住在眷村的軍人在退伍之後，便持續居住在眷村

之中。345 

2. 榮民之家： 

（1） 實體設施：主要根據榮民的身體狀況分類，包括一般的安養堂、半自

理的養護堂與無法自理的養護堂三類。「養護堂」內部擺放三、四張

床，彼此沒有隔音，與醫療院所的設計相似；「安養堂」採無房門隔

間，完全無隔音，也無隱密性。 

（2） 精神層面：在廖如芬的田野調查研究中提到： 

尚未進入榮家前，我總以為過去軍中同袍的患難情誼，必定能在

他們之間建立深厚的情感基礎，但這樣的預設在踏入榮家大門的那一

刻起徹底崩解。我原本以為，一般人在互動相處時應該都會出現一些

小動作或小團體，但這種想法並不適用於榮民之家，榮家的每位榮民

伯伯彷彿就像一顆顆的星球，在各自的軌道上運轉，彼此間幾乎沒什

                                                      
344 林秋芬，2010，〈家與枷：老榮民與罹患精神疾病配偶的婚姻與家庭〉。收錄於李廣均主編，《離

與苦：戰爭的延續》。頁 101。 
345 同註 346，頁 124。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83 
 

麼交集。 

依照榮民的說法是： 

「這邊的榮民都是這麼想的（等死），……我們在這邊就是吃飯、

拉屎、睡覺，最後沒辦法吃的時候，就是耗著。這邊是待命，待命要

死掉的！」346 

3. 隨機定居：有些老兵在拓築橫貫公路後，選擇在沿線山間墾植蔬果，與

原住民中或老或少的女性交往或結婚，但是定居在山間的老兵際遇各有

不同，時運好的在蘋果水梨收成後致富，時運不濟的在蔬果歉收，年輕

的妻子跑了，留下幾個管教不來的孩子和數間空屋，一周半月下山採購

一次食物，拮据孤單地度日，臺灣社會的繁榮進步已與他們無關，人生

早已淹沒在生活的重荷之中。347 

    1980 年代，臺灣的詩人黃克全以詩呈現出老兵作為社會邊緣族群的弱

勢心理，也呈現出臺灣社會底層的問題。在《老兵不死》的十首詩組中，以

「螻蟻」比喻老兵不受社會的重視，有如螻蟻的生命一般，只有孤獨與卑微

相伴一生，詩中描述著老兵自我價值的低落、社會的忽略與歧視以及對於過

往忠貞政治信仰的幻滅；另外，黃克全在《流自冬季血管的詩》六首中，以

「蒼蠅」比喻社會對老兵的歧視眼光，他們被看成是蒼蠅般令人嫌惡的小蟲。

令人感嘆與婉惜的是，昔日他們曾經終日堅守崗位，誓死抵抗中共解放軍的

襲擊，「以國家興亡為己任，視個人死生於度外」為職志的捍衛國家與人民，

然而他們的晚年竟是如此的不堪。348 

三、 臺灣社會發展與制度：在多元化的移民社會中，當發現少數和弱勢的族群

存在於社會一隅而無助的遭到排除時，最快與最直接的解決方法，便是透

過政府與民間社會的力量，建立相關的組織制度，落實對弱勢者的協助與

關懷，使他們的問題能夠受到國家與社會的重視，得到紓解，進而減少社

                                                      
346 同註 273，頁 49。 
347 同註 269，頁 239。 
348 同註 369，頁 236-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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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排除的現象，如此方可使得各個族群皆能在政府的社會保護政策下，得

到平等的對待與應有的尊嚴。以下列舉我國政府的組織制度與政策措施： 

（一）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為使國軍退除役官兵離營後，在政府的妥

善照顧與輔導之下，投入社會就業，繼續為國家貢獻，政府於 1954 年成

立「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就業輔導委員會」，統籌規劃辦理退除役官兵

就業輔導及安置事宜，嗣後由於服務層面擴大，不再局限於就業輔導，

1966 年更名為「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統籌辦理輔導榮

民就學、就業、就醫、就養及一般服務照顧等工作，為順利推展上揭各

項工作，退輔會先後設置各類型所屬機構： 

1. 榮民服務處：由於榮民散居臺灣各地，1962 年於各縣市設置 22 所「榮

民服務處」，以提供榮民就近的服務。 

2. 榮民之家：為使因戰（公）傷殘或年老無工作能力之退除役官兵，皆能

獲得妥善照顧，政府設置 14 所「公費安養」機構及 4 所「自費安養」機

構，辦理安養與養護的服務。 

3. 職訓中心：為加強退除役官兵及待退官士之職業技術，以利就業，設立

「職業訓練中心」，專責技職訓練，強化榮民就業能力。 

4. 榮民醫院：鑑於退除役官兵人數眾多，醫療保健工作有其迫切與必要性，

先後設立 15 所榮民醫療機構。 

5. 生產事業機構：為使國軍退除役官兵自軍中退伍後能夠順利轉業，安定

其生活，自 1954 年逐步創設各類型「生產事業」機構，提供就業機會。

1989 年因貫徹政府「公營事業移轉民營」及「組織改造」政策，機構規

模逐漸縮小，目前尚有農林、勞務、工業及工程等 9 所機構。349 

（二） 原住民委員會：1996 年正式成立「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專責統籌規

劃原住民事務，業務涵蓋原住民族之法政及自治制度、國際交流、教育

                                                      
349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參考網址：http://www.vac.gov.tw/home/index.asp，最後瀏覽日

期 2014 年 7 月 18 日。 

http://www.vac.gov.tw/auxiliary/index.asp?pno=163
http://www.vac.gov.tw/auxiliary/index.asp?pno=162
http://www.vac.gov.tw/auxiliary/index.asp?pno=165
http://www.vac.gov.tw/home/index.asp，最後瀏覽日期2014年7月18
http://www.vac.gov.tw/home/index.asp，最後瀏覽日期2014年7月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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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衛生福利、工作權保障、住宅輔導、公共建設、經濟產業發展、

土地規劃管理利用等廣闊面向，原住民族政策推動，整合中央、地方政

府及民間團體的能量，追求符合「個人與群體、傳承與創新、保育與發

展、公平與正義」的需求，共同達成憲政法制保障原住民族權利的目標，

並落實多元文化的精神。350 

（三）國家元首向「二二八事件」受難者家屬及全體國人致歉：1995 年 2 月 28

日，李登輝以中華民國總統的身分代表政府首次為「二二八事件」向受難

者家屬及全體國人道歉。351  

整體而言，分析 1949 年大遷徙後，臺灣社會中的族群對立與衝突，主要因

素可歸究於建構論者，次要因素為工具論者，而原生論者則是既存的事實。在國

民政府遷臺的施政過程中，建立政權的合法性與穩定性為理所當然的首要工作，

於是在臺灣推行「中國化」與威權政治的政策，然而，在政府施行的部分政策中，

未能顧及到 Taylor 在「肯認政治」中所提出的珍惜與尊重各個族群的獨特性，以

維護個人的基本尊嚴與權益，導致當時處於弱勢的本省族群，無論在政治、經濟、

社會與文化層面均未受到公平的對待，直到蔣經國執政後期，臺灣的政治發展逐

漸趨向民主化與自由化，經濟加速發展，社會中各族群與個人的尊嚴與權益開始

受到重視與保障，也就是肯認政治逐漸在臺灣社會中成形的時刻。 

另一個值得探討臺灣社會的面向，在於 1980 至 90 年代，由於經濟發展已從

起飛期到成熟期，在外國資金不斷的湧進臺灣企業投資的情況下，形成「臺灣錢

淹腳目」的榮景，除了造就臺灣許多中、小企業規模的成型之外，亦培育許多成

功的大型企業家，例如有「臺灣經營之神」的台塑集團總裁王永慶、長榮集團總

裁張榮發、以及奇美集團創辦人許文龍等人，他們都是本省人；相對於榮民在經

濟上僅能依賴政府固定而微薄的月退俸金，維持個人的基本生計，在當時的臺灣

                                                      
350 原住民委員會，參考網址：https://www.apc.gov.tw/portal/index.html，最後瀏覽日期 2017 年 10

月 29 日。 
351 中華民國總統府，參考網址：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tabid=74，最後瀏覽日

期 2014 年 7 月 18 日。 

https://www.apc.gov.tw/portal/index.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7年10月29
https://www.apc.gov.tw/portal/index.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7年10月29
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tabid=74，最後瀏覽日期：2014
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tabid=74，最後瀏覽日期：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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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中，「低階外省人」在經濟上顯得相對的貧窮，尤其是在沒有良好的經濟、

語言與年齡的條件下，他們在面對婚姻與居住方面，逐漸顯現出被社會所排除的

現象，此或許就是學者所謂的臺灣社會中「一整代人隱忍不言的傷」352與「離與

苦-戰爭的延續」的面向。然而，透過經濟發展的成果，改善臺灣社會不公平的

現象，是指本省人與「高階外省人」的政治社會地位趨於平等，但卻使得「低階

外省人」陷入更不平等的社會之中。 

倘若就本章第一節所探討移民社會發展的四個特性對臺灣戰後的社會發展

進行分析，首先是移民社會的族群差異與容忍：族群彼此間存在著差異是必然的

現象，然而，在 1949-1996 年之間，受到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與戒嚴的威權統

治所影響，加劇族群之間相互的對立與衝突，以及本省族群與外省族群之間的社

會裂縫。特別是在社會中出現族群對立的建構論者與工具論者所論述的情形，意

即在族群中有人刻意塑造族群對立與衝突的集體記憶與意識型態，那麼，Walzer

所提出「容忍使得差異的存在成為可能，差異的存在使得容忍成為必須。」的現

象，在 1949-1996 年之間是不容易顯現在臺灣的社會之中，對此，可由近二十多

年來在臺灣的各項選舉過程中得以驗證。第二個部分是移民社會的同化與多元化：

在 1949 年後，臺灣社會遷入約 120 萬人的移民，他們來自中國大陸各地，使得

臺灣社會的文化更為多元，國民政府為鞏固政權，因此採取「中國化」的同化教

育政策，但是，由於遷入移民僅是少數族群，所以雖然表面上「中國化」的政策

是正常的運作，但卻壓抑臺灣各族群在社會中的多元化發展。第三個部分是社會

排除與社會接納：對於在臺灣社會中出現類似排除的現象，本文聚焦在學者對於

退伍老兵的研究與論述中，以及結合筆者居住在眷村的經驗，臺灣社會對於退伍

老兵的接納與排除，部分是有形物質的因素，但主要的部分則是在於精神上的支

持，對此情況，若是退輔會可建制足夠的心理輔導機構，或是結合各地區社會局，

積極協助退伍老兵融入社會，如此將有助於減少社會排除的現象。最後是社會資

                                                      
352 龍應台，2009，《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台北市：天下。頁 335-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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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社會資本奠基於信任之上，自國民政府遷臺後，推動「中國化」以及白色恐

怖與戒嚴等政策，促使各族群內部的信任與團結更為融合，增強族群內部的鍵，

增加各族群的社會資本；然而，卻對使得各族群之間的信任關係背道而馳，特別

是白色恐怖期間，社會中充滿著猜疑與不信任，疏離族群之間的橋，也減低臺灣

社會的社會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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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本文的研究目的首先在於檢視 1949 年從中國大陸到臺灣的遷移行為是否符

合遷徙理論，其次是檢視1949至 1996年之間，遷臺移民與臺灣戰後發展的關係，

藉由移民在臺灣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探究政治、經濟與社會三個面向的發展過

程，因為政治自由有助於增進經濟安全，社會機會有助於經濟參與，經濟便利則

有助於帶來個人富裕，並為社會便利帶來公共資源，不同類型的自由之間可以相

互增強，353因此，研究中以遷徙移民為核心以連結政治發展、經濟發展與社會發

展等三個面向。 

在研究中發現，根據聯合國國際移民組織對於移民的定義：凡是居住在非出

生國家一年以上者，皆可謂之移民。因此，在此基礎之上，對於遷移到臺灣的閩

南人、客家人或是外省人皆可被稱之為移民，他們的差異在於先來後到的時間順

序。另一方面，從遷徙的分類中，發現到移民遷臺目的的差異性，大致上可將其

歸類為「屯墾移民」與「難民移民」兩個部分，前者是指明、清時期遷徙到臺灣

的閩南人與客家人，後者是指 1949 年前後遷徙來臺的外省人。此外，本文從文

獻資料中，整理並列舉全球遷徙的歷史、地理環境與人數的演變，主要是以宏觀

的角度思考，無論是從縱向的歷史時間、橫向的地理空間以及遷徙的人口數量觀

之，「1949 大遷徙」僅是全球過程遷徙中的微小變動。 

關於移民與臺灣戰後的政治發展方面，研究中發現自 1949 年國民政府遷徙

來臺，臺灣的政治制度在 1949 至 1996 年間，歷經蔣介石、蔣經國、以及李登輝

三位總統的政治轉型過程，從威權政治轉型到自由民主政治的過程中，產生許多

不同面向的阻力與衝突，例如，在臺灣政治社會中，曾經歷過由上而下官逼民反

的「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的戒嚴時期與「中國化」的教育政策，以及由下

而上的公民社會運動，如「橋頭事件」、「美麗島事件」與「野百合學運」等，這

                                                      
353 同註 34，頁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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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都是臺灣在 1949 至 1996 年政治發展的拍打與回擊等過程。此外，本文試圖運

用 David Easton 的系統分析理論，檢視臺灣整體的政治發展過程，主要分為系

統外部與系統內部。在系統外部的部分，是指國際環境對我國的影響，由於失去

中國大陸的統治權，在現實的國際社會中，臺灣逐漸失去國際社會的地位與尊嚴，

除了被逐出聯合國與其周邊的組織之外，我國失去邦交國家的數目猶如骨牌效應

一般，從 1969 年到 1988 年，67 個邦交國家僅剩下 22 個，雖然在 1995 年增加

到 30 個邦交國家，但是臺灣在國際上的外交空間仍是遭受到中共的打壓。至於

系統內部的部分，在蔣介石時期，政治系統的運作過程強調輸出端的部分，即政

府的決策與行動，包括政策的制訂、法律的審議、徵收稅金與公共經費的分配等，

主要是由政府單向決定。到了蔣經國時期，政府在政治上逐步施行開放政策，於

是在政治系統運作過程中，開始重視輸入端的需求與支持；然而，實現系統理論

正常運作的階段，是在李登輝政府時期，包括輸入端、守門者的參與運作以及從

輸出端回饋到輸入端的廻路。整體而言，臺灣的政治發展過程，並非是直線進化

的，在 1950 年代，臺灣政府為獲得美國的支持，對外維持民主化國家形象；1960

年代，政治自由轉趨嚴苛，限縮反對人士的活動空間；1970 年代，政治建設以

提拔青年才俊為號召，以政治革新爭取人民支持，強化政權的正當性，但被視為

是官僚威權統治；1980 年代，臺灣的政治逐漸朝向自由化與民主化發展；1990

年代，在政治民主化與自由化的過程中趨於穩定發展，特別是在透過政黨政治與

1996 年總統人民直選呈現出臺灣自 1949 年大遷徙後至 1996 年戰後在政治轉型

中的民主化與自由化成果。回顧三位領導者治理臺灣的政策，目的都是因應當時

臺灣政治社會的情境所致，若是從現今可以獲取更多的資訊，進行思考、分析與

判斷，是否能有其他更佳的方式可以處理當時的政治環境與社會問題呢？相信這

是沒有確切的答案。然而，可以確定的是，對於臺灣政治的轉型，無論是自由化

與民主化，皆是漸進式的政治發展過程，並無法完全歸功於某一個時期的政府；

至於移民與臺灣戰後政治發展的關係，本文在研究中發現，在 1949-1996 年間，

國家的政權主要是由 1949 年遷徙來臺的移民所掌控，國民政府透過穩定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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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開放與解禁的政策，漸進式的擴大公民參與政治的空間，並最終在臺灣實現

自由民主的政治體制，由此結果得知移民對於臺灣戰後政治民主化與自由化的發

展是具有相當程度的貢獻。 

在移民與臺灣戰後經濟發展方面，首先本文以美國經濟學家 Rostow 提出經

濟成長的五個階段檢視臺灣戰後的經濟發展，發現到 1949 年初至 1960 年之前，

臺灣的經濟是以農業為主而分層結構的傳統社會，並且是較為狹窄幅度的垂直移

動階段；1960 年代至 1970 年代，臺灣的經濟進入準備起飛階段，國家的經濟產

業受到開發國家中現代化科技的影響，從傳統社會轉移到輕工業與勞力密集工業，

朝向實現產業綜合利益的方向發展；1980 年代以後，臺灣的經濟進入起飛階段，

國家呈現一股力量促使經濟進步，產生有限爆發性的現代活動與擴張，進而主導

著社會發展，並且透過運用新工業快速擴張所產生的利益，開發未曾使用過的生

產方式；1990 年代以後，臺灣進入趨於成熟的階段，透過產業的升級與科技的

改善，在經濟結構上產生變化，其中包括新興工業加速發展，老舊工業逐漸汰除，

使得臺灣在全球的商品鏈與國際經濟地位上，佔有一席之地。2000 年以後，臺

灣已進入大規模的消費的經濟社會，人民除了在消費方式改善外，對於消費商品

朝向汽車、冰箱與電視等長期使用的商品，甚至開始朝向對奢侈性商品的消費；

因此，就臺灣從 1949 年國民政府遷臺之後的經濟發展過程而言，應驗 Rostow 所

提出經濟成長的五個階段。在 1949-1996 年期間，政府除了在因應全球經貿環境

的快速變化，而採取正確的產業轉型策略與措施之外，同時在教育制度的改善與

提升，以及培育臺灣的技術與科技人才以符合產業需求等方面，不僅維持國家低

失業率的水平，更提升國家在國際經濟環境的競爭力；在國民的平均壽命方面，

政府對於衛生保健的重視與宣教，培育醫療人才，改善醫療制度與設備，使得臺

灣人民的平均壽命逐年遞增；在環境品質方面，臺灣雖非聯合國會員國家，卻仍

是以聯合國規範的標準，在政府組織中設置相關機構，透過環保政策與編列預算

進行預防、抑制與保護環境的運用，這些都是臺灣戰後經濟發展的實際成果。 

  此外，本文試圖透過遷徙理論中的「二元勞動市場理論」探討 1949 年遷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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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臺移民的兩個不同層次的工作型式：第一個層次是「高社經地位者」或所謂的

「高階外省人」，他們掌握國家政治經濟的主導權，即是國家機器的操控者，在

1949-1996 年間，他們擘劃臺灣的經濟政策，從土地改制、調控幣制與公共建設，

到產業轉型、進口替代、出口導向與貿易自由化等，引導臺灣戰後經濟發展的走

向，使得臺灣的經濟從動盪、穩定到起飛，之後跟隨著全球經濟發展的趨勢與脈

動，由於他們規劃與決定臺灣經濟發展的策略與藍圖，致使臺灣的經貿能進入全

球經濟發展的商品鏈，並朝向自創品牌與研發創新的產業發展。第二個層次是「低

社經地位者」或所謂的「低階外省人」，他們在中國沒有機會受到良好的教育，

在軍中處於低階士官兵的位置，在離開軍隊步入臺灣社會後，由於語言與文化的

障礙，導致適應不佳，謀職不易，多數人從事低技術、勞力為主的工作。然而，

當政府推動「十大建設」等國家的經濟基礎建設計畫時，榮民投入參與這些工程，

這些工程是必須翻山越嶺，開山闢路，在建設初期，臺灣在各項工程技術、經驗

與機具等方面皆處於十分匱乏的情形，使得許多交通建設的工作，顯得十分險峻。

相較於現今所謂「骯髒、危險與困難」的工作，當時榮民所處的工作環境則更具

風險性，但是，榮民憑藉著滿腔的熱血與毅力與開路搭橋的革命精神，克服各項

艱難的挑戰，為臺灣的經濟發展奠下良好的基礎。另一方面，由於居住在臺灣數

十年，所以榮民儲蓄與消費的地點，主要仍是在臺灣，即使偶爾安排大陸的返鄉

探親之旅，通常僅是短暫的行程。最後，本文以菲律賓與墨西哥兩國移工的案例，

比較臺灣榮民對於國家的貢獻程度，絶不亞於前二者的移民，因為臺灣社會對於

榮民而言，不僅是遷居之地，也是他們安身立命之處和成家立業之所，相較於菲、

墨二國的移工，他們是在其他國家從事建設與服務的工作，賺取薪資，寄回家鄉。

因此，從研究中得知 1949 年遷徙來臺灣的移民，無論是「高社經地位者」或是

「低社經地位者」，對於臺灣戰後的經濟發展，都付出相當程度的努力，因此臺

灣成為舉世聞名的「經濟奇蹟」，並且與南韓、香港與新加坡併稱之為「亞洲四

小龍」，移民是重要的支柱，他們的付出與貢獻是功不可沒。 

在移民與臺灣戰後社會發展方面，本文分別透過認同、容忍、社會排除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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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接納、以及社會資本的途徑分析。在 Taylor 對於認同的定義中，發現「認同」

並不是多麼艱深而矛盾的概念，反倒應該是簡單且清楚的觀點，那就是「我們是

誰？我們來自於何處？」，研究中特別舉出非裔美國人的前美國總統歐巴馬，父

親是匈牙利人的法國前總統薩科齊，以及從中國大陸遷徙來臺，曾經說過「我是

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的前中華民國總統蔣經國等三人為例。此外，從全球遷

徙的角度觀察，發現到一個共通、簡單而清楚的認同模式，例如，自北非突尼西

亞的法國人會說：「我是法國人，祖籍是突尼西亞。」反觀，居住在臺灣的人民，

無論何時遷徙到臺灣或是原住民，亦可以透過相同的模式找到自我的認同。據此，

臺灣社會的各個族群，便可以在此認同的基礎之上，開啟與建立社會接觸（social 

contact）的平台，並以此在臺灣社會中建立個人與族群的基本尊嚴，至於其他層

面與範疇的認同，例如國家、宗教、政黨、宗族……等，亦可在此共同平台上延

伸討論。 

另一方面，在 1949 年後，政府執政初期，所推行的「中國化」政策與教育，

導致部分的原居住民之民心向背，低階移民在社會中的生活與就業不易，以及外

省族群的第二代在認同上產生相當程度的迷惘等，然而，就國家當時的處境而言，

「中國化」政策與教育，或許是穩定政權與安定社會的較佳方案。 

此外，本文發現在移民社會中，人與人之間存在著差異是必然的現象，而容

忍則是社會中必要存在的另一部分；另一方面，本文透過 Healey 對於移民社會

中不同族群的差異變化的研究，歸納出移民二個相處的途徑，即同化與多元化的

現象是並行不悖的；另藉由 Park 所提出的「族群關係循環」的概念，理解到當

群體之間首次接觸時，彼此之間的關係是衝突的與競爭的，但是最終的循環過程

會朝著族群同化或相互滲透與融合的方向進行。由於在移民社會中，個人或族群

之間的差異是必然存在的現象，所以無論是同化或是多元化的過程，社會勢必會

經歷接觸與磨合的過程，例如，在研究中發現，國民政府在遷臺後施行白色恐怖

的威權政治與中國化的政策，使得族群之間的差距與社會裂縫逐漸加大，但是，

隨著開放與解禁政策的推動之後，族群對立與衝突理應會逐漸改善，臺灣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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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多元文化的社會，為了減少或緩和族群之間的衝突與對立，「容忍」是有助

於社會發展的方式之一。 

  社會排除在理論上源自於貧窮，但也因為貧窮而衍生出不同面向的社會問題，

包括資源分配、居住、家庭、社區、教育、疾病、就業與剝削童工等。對於榮民

在臺灣社會的生活，從一些學者研究的田野案例中發現，部分榮民在居住、就業

與婚姻方面，出現類似於「社會排除」的現象，然而，在本文的研究中發現政府

對於全臺灣榮民的服務與照顧，包括在各縣市皆設置榮民服務處（含括離、外島）；

在就養方面，設置退除役官兵的居住與安養處所；在就業方面，設立職業訓練中

心，主動協助與安排退除役官兵尋求適當的就業機會；在就醫方面，設置榮民醫

療機構，提供榮民的醫療照護。或許這些就養、就業與就醫皆只是外在的、有形

的條件，無形的是移民心中的離與苦，究竟是社會排除他們，還是他們排除社會？

這是歷史的殤。對此，本文提出建議，希望政府除了從物質的方面進行改善外，

在精神方面亦能提供協助，以減少或避免社會排除的情形發生。 

自 1949 年大遷徙後，臺灣呈現出所謂的「四大族群」的社會，從社會資本

的概念中，發現到運用 Putnam 提出「鍵」與「橋」的概念，各族群內部是鍵的

關係，族群之間是橋的關係，臺灣各族群內部之間「鍵」的凝聚力較強，例如，

原住民有「成年季」與「豐年季」的節慶儀式；客家人有「義民節」；閩南人有

「宗親會」；外省人有「同鄉會」等方式，強化族群內部的溝通與合作，亦是增

加社會資本的方式。但是，各族群受到政治權力與經濟利益的影響，弱化族群之

間「橋」的關係，意即無形之中減低臺灣社會的社會資本。 

  誠如 Pieterse 對於發展理論觀點的註解：「由於發展理論具有其重要性，所

以社會力量必須與其相隨，相對的，發展理論必須符合社會的世界觀，闡述社會

的利益，並且能具有意識型態的功能…，對於事情有不同的解釋方法，端視從何

立場觀看事實，使得農夫滿意的解釋方式，並不同於使地主、銀行家與國際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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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組織的官員滿意的解釋方式。」354本文在研究方法上主要在於文獻資料的蒐

集、整理、閱讀、歸納與分析，並透過理論檢視遷徒移民與臺灣戰後的社會發展，

在研究過程中，僅能就有限的歷史資料與文獻進行研究與探索，因此，對於 1949

年從中國大陸遷徒來臺的人數統計上，無法獲得較為精確的數字。另一方面，由

於本文著重在於探討移民與臺灣戰後的發展，主要是聚焦於二者之間的關連性，

然而，臺灣的經濟發展並不是完全歸功於單一族群，而是依賴社會中的各個族群

共同努力，在 1949-1996 年臺灣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曾經為臺灣付出的每一位份

子，他們包括王永慶、張榮發、許文龍……等大企業家與中小企業的負責人，以

及楠梓加工區的女作業員、蘇澳的漁民、後壁種稻米的農夫、在家庭中一邊照顧

孩子，一邊編織塑膠花的家庭主婦……等，他（她）們皆是期間造就臺灣社會進

步、安定與經濟發展的成員，對於未來研究臺灣的社會經濟發展，這些皆是重要

的環節與值得深入研究的題材。 

本文研究聚焦在從 1949 年中國大陸移民遷入臺灣社會後，自 1949-1996 年

將近半個世紀間，探討移民與臺灣戰後社會發展的關係，至於移民的第二代或是

所謂的外省第二代與臺灣社會後續發展的關係，例如國家政治民主化的進程與改

變，經濟發展的轉型與創新，以及社會的融合與矛盾等議題，由於受到研究篇幅

的限制，研究中僅略為提及，但並未多予著墨，或許可以作為爾後繼續研究之方

向。此外，在研究遷徙與社會的發展關係中，並不侷限於政治、經濟與社會三個

範疇，因為遷徙對於社會的影響還包括性別與發展（GAD）、居住與安全、醫療

與衛生等諸多面向，這些都是值得關注的重要議題，亦是觀察遷徙與發展的重要

指標。 

在化學實驗中，以不同的元素放入不同的溶液之中，將會導致不同的化學反

應，同理，在全球化的衝擊之下，使得世界人口遷徙的數量增加，頻率增快，導

致社會的發展與變化亦更為多元而複雜。臺灣的經貿位處於全球生產鏈的一環，

必然會為了因應勞動力的供需問題，進而出現遷徙人口流動的情形。1990 年代

                                                      
354 Pieterse, 2010, Development theory: deconstructions/reconstructions, 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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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我國政府對於外籍勞工、外籍配偶與大陸配偶遷徙進入臺灣的政策逐漸放

寬，使得多元文化的臺灣社會中，隨著移民的遷徙，注入更多不同的語言與文化。

雖然，移民可以增加國家的經濟成長，但亦可能會形成社會發展的問題，此現象

在先進的歐美國家皆有先例，至於如何的安排與照顧移民，使得他們成為發展的

正能量，不僅是政府的責任，亦是生活在臺灣社會中每一個人的責任。因此，如

何對新移民多一點的尊重、包容與接納，協助他們融入臺灣社會，並且尊重多元

文化存在於社會之中，勢將成為現今臺灣社會發展的重要課題之一，倘若在國家

社會之中的各族群皆能為相同的一個目標而努力（Ethnic Groups for one 

Goal, EGG），共同孕化一個物富民豐而彼此尊重的安定社會，相信將會有助於臺

灣社會在未來的安定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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