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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戰後（1945-1947）中美共同軍事佔領 

臺灣的事實與問題 

  蘇瑤崇 

摘 要 

一般以為 1945 年 8 月 15 日是「戰後」或「終戰」的開始，但就國際法言，

這是「停戰狀態」，1952 年 4 月 28 日舊金山和約生效後，才是真正「戰後」或「終

戰」的開始。嚴格而言，1945 年 8 月至 1952 年 4 月這段期間是盟國對日本帝國

全領域的「佔領」時期。然而在長期黨國教育與宣傳下，往往使人忽略、無視「佔

領的事實」與「法理的程序」，而把「佔領」解釋為「光復」，形成了臺灣戰後史

許多曲解與誤解之根源。 

本文想從「法理」與「歷史事實」兩個基礎上，重建臺灣這一段被「佔領」

的歷史。此一歷史始於中美的共同佔領，雖然最後美國成立領事館代替美軍佔領

任務，中國當局則因腐敗無能，使民不聊生，而爆發二二八事件，導致佔領的長

官公署軍政府改組具「文人政府」意義的省政府。但這兩者只是表面狀態的改變，

實際佔領的本質並無改變，只能說明中華民國雖統治著臺灣，卻無法證明擁有臺

灣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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