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戰後臺灣的外交                                                                                               朝淦老師整理 

概述  武力對抗（民國 38 年～68 年） 政治對峙（民國 68 年～76 年） 兩岸交流（民國 76 年～現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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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 

1. 民國 38 年 10 月 1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

立，以武力進犯金門，國軍激戰後獲勝，史

稱「古寧頭戰役」 

2. 民國 38 年 12 月，中華民國政府遷臺，海峽

兩岸形成分裂分治的局面 

二、雙方立場 

1. 中華人民共和國：以「武力解放臺灣」 

2. 中華民國政府：念念不忘「光復大陸」 

3. 雙方陷入長期的武力對抗 

三、衝突事件：八二三炮戰 

1. 民國 47 年 8 月 23 日，共軍炮火猛烈轟擊金

門，國軍奮力抵抗 

2. 此後兩岸雖有零星的軍事衝突，但不再出現

大規模的武力對抗 

一、背景：國 68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與美建交 

二、 雙方立場： 

1. 中華人民共和國： 

(1) 對我國改採「和平統戰」 

(2) 提出「三通四流」、「一國兩制」策略 

●三通：通郵、通航、通商 

●四流：學術、文化、體育、科技 

●一國兩制：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底下， 

            各自實行不同的政治、經濟制度 

2. 中華民國： 

(1) 強調「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原則 

(2) 堅持「三不政策」 

(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 

三、雙方狀態： 

1. 兩岸的軍事衝突已趨於緩和，雙方因政治

立場不同而持續對峙 

2. 民間的接觸已在緩和的氣氛下逐漸發展 

一、 背景：民國 76 年，臺灣解除戒嚴後，政府

開放民眾赴中國大陸探親 

二、 兩岸交流單位(民國 80 年起) 

1. 中華民國： 

「行政院」成立「大陸委員會」，委託民間

的「海峽交流基金會」處理兩岸交流事務 

2. 中華人民共和國： 

3. 「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成立「海峽兩

岸關係協會」，作為相互交涉的窗口 

●臺海兩岸關係中的關鍵角色——金門、馬祖 

1. 武力抗爭時期：是軍事前線，捍衛中華民國

在臺灣的穩定發展 

2. 和平交流時期：民國 90 年起，是小三通的

據點，有助於臺海兩岸的經貿與文化交流 

3. 促進交流：民國 97 年，政府宣布正式實施

兩岸三通(大三通)，臺海間的交流更加頻繁 

4. 隱憂：臺海兩岸關係發展仍不穩定，尚有許

多問題有待解決 

 鞏固外交（民國 38 年～60 年） 彈性外交（民國 60～77 年） 務實外交（民國 77 年～現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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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 

1. 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後，臺海局勢動盪不安 

2. 民國 39 年韓戰爆發 

二、局勢轉機 

1. 美國為防止共產勢力擴張，派遣第七艦隊協

防臺灣海峽， 

2. 提供軍事、經濟(美援)、外交支持 

3. 1954 年美國和我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 

→臺灣納入東亞反共防衛體系的一環 

三、影響： 

1. 臺海局勢漸趨穩定 

2. 政府致力爭取友邦、鞏固外交，謀求「確保

臺灣，光復大陸」 

一、背景： 

1. 中華民國是聯合國的創始會員國 

2. 民國 60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我國，獲得

聯合國的「中國席位」 

二、外交狀態 

1. 許多友邦紛紛改變立場，與我國斷交 

2. 民國 68 年，美國也與我國斷交，另制定《臺

灣關係法》 ，維持非官方往來 

三、因應方式： 

1. 為了突破外交困境，改採彈性外交政策 

2. 著重與無邦交國發展經貿、文化等交流 

3. 堅持中華民國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 

一、 背景：民國 77 年李登輝繼任總統後，推動

務實外交 

二、 作法： 

不再堅持中華民國代表中國唯一合法政

府，強調兩岸是分裂分治的政治狀態 

   →希望以經濟實力和政治民主化的成就， 

      突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外交 

三、 外交狀態： 

近年來，我國積極參與國際組織與活動，

善盡國際義務，免簽證國家大幅增加 

四、 限制： 

國際空間受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打壓，我國

的國際地位有待繼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