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當代東亞與東南亞
的發展

課第6

	2-6-1	韓戰形勢圖

6-1	冷戰時期的東亞局勢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世界局勢形成兩大陣

營，一是以美國為首的民主國家，另一則是以蘇聯為

首的共產國家。兩陣營相互對峙，相互抑制，但又避

免爆發全面衝突的情勢，稱為「冷戰」。

一  戰爭與對抗

冷戰初期，美國支持親西方的南韓政權，蘇聯則

扶植北韓政府成立共產政權。西元1950年南韓、北韓

爆發戰爭(2-6-1、2-6-2)，代表美 蘇勢力的衝突。西元

1953年雙方停戰後，美國派兵駐守南韓，巡航東亞海

域，以防堵共產勢力擴張。

冷戰局勢中，美蘇中三

國如何在東亞地區競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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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元1950年韓戰爆發，美國派

遣第七艦隊巡防臺灣海峽，並提供

臺灣軍事、經濟及外交支持，統稱

「美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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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戰

	 2-6-2	 參與韓戰的美

國軍隊，以及因失去戰友

而悲傷的美國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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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大戰結束之際，美國曾占領日本。西元

1951年，美 日簽訂的條約中，日本同意美國駐軍， 

成為美國日後介入亞洲事務的重要基地(2-6-3)。

其後美國藉此主導東亞局勢。

西元1954年，越南脫離法國殖民統治(2-6-4)， 

隨後美國扶植的南越政權與共產黨控制的北越開

戰。一九六○年代美國直接參戰，越戰規模擴大

(2-6-5)。西元1973年美國撤軍，南越迅速被北越

統一，越戰結束(2-6-6)。越南追求國家統一的內

戰，同時也成為美 蘇兩大陣營的角力場。

	2-6-3	美國在日本	東京的空軍軍事基地。

	2-6-4	西元1954年越南形勢圖

	2-6-5	 越戰期間，美軍在越南噴灑落葉劑，以便清剿叢林中的越

共，意外造成嚴重的環境傷害，並長期影響人民的健康。

	2-6-6	西元1975年4月，北越軍隊占領南越首都西貢	(今胡志明市)，

越戰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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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美蘇關係變化

中共原本得到蘇聯支持而興起，一向採取親蘇政策(2-6-7)，

蘇聯亦提供中共資金、技術與人才資源以協助建設。

但一九五○年代末期，毛澤東認為蘇聯企圖控制中國的內

政與外交，雙方交惡(2-6-8)。其後蘇聯全面停止援助中國，並

要求返還貸款；至西元1969年，兩國又因邊界糾紛而兵戎相

見，關係降至冰點。

中 蘇分歧之際，毛澤東希望改善中 美關係；美國亦希望拉

攏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制衡蘇聯。西元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森

(Richard Milhous Nixon)訪問北京(2-6-9)，兩國開始「關係正常

化」，至西元1979年建立外交關係。

鄧小平推行改革開放後，希望改善與蘇聯的緊張關係。西

元1989年，蘇聯領導人戈巴契夫(Mikhail Sergeyevich Gorbachev)

訪問中國(2-6-10)，雙方恢復正常交往。此後，中 美 俄三國關

係，仍然影響東亞局勢甚鉅。

	2-6-9	 西元1972年美國總

統尼克森(西元1913～1994

年)訪問中國，並登上長城留

影。

	2-6-7	 一九五○年代

由蘇聯畫家繪製的中	蘇

友好海報。

	2-6-8	 文化大革命時

期的宣傳海報。畫中呈

現當時中國反美、反蘇

的外交政策。

	2-6-10	 西元1989年蘇聯

領導人戈巴契夫(西元1931

年～)訪問中國，與鄧小平會

面。

　西元1971年，毛澤東

邀請美國桌球隊訪華。	

4月10日，代表隊抵達中

國訪問，舉辦友誼賽，這

支球隊成為西元1949年

以後第一個獲准訪問中華

人民共和國的美國團體。	

4月17日桌球隊返美之

前，美國總統尼克森已宣

布終止對中國的貿易禁

運，並表示其樂意訪問中

國的心願。

　請想一想，毛澤東當時

邀請美國桌球隊訪問中國

的原因為何？

想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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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東南亞地區國際組織的發展

一  東南亞公約組織

韓戰爆發後，美國為了防堵共產主義勢力在亞洲擴

散，陸續與亞洲許多國家簽訂協防條約，因此得以在各地

派遣駐軍。西元1954年，美國成立「東南亞公約組織」

(Southeast Asia Treaty Organization，SEATO)，簡稱「東約組

織」，希望透過軍事聯盟，將整個東南亞納入反共體系

(2-6-11、2-6-12)。

美國投入越戰後，東約組織中的西方成員國均不願出

兵支援美軍。此外，多數東南亞國家不願選擇依附美國或

蘇聯，拒絕加入東約組織。

隨後東南亞各國陸續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不再標

舉反共立場。因此，東南亞公約組織逐漸失去美國原本預

期的功能，遂於西元1977年解散。

	2-6-12	東南亞公約組織會員國分布圖

	2-6-11	西元1964年由菲律賓發行

的郵票。郵票上顯示東南亞公約組

織的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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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東南亞國家協會

隨著一九六○年代東亞國際局勢改

變，東南亞各國逐漸希望自主發展，積

極推展區域經濟與安全合作。以印尼為首

的5個東南亞國家倡議建立跨國組織，於

西元1967年在泰國  曼谷成立「東南亞國

家協會」(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簡稱「東協」，至西元

2019年止，東協共有10個會員國(2-6-13∼

2-6-15)。

	2-6-13	 西元2019年在泰國	曼谷舉行的東協領袖會

議。

	2-6-14	東南亞國家協會會員國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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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一向重視東南亞的華僑工作，希望爭

取華僑的投資。一九七○年代以後，我國政府開始

強化與東協各國的經濟貿易往來。一九九○年代，

臺灣面臨勞工短缺、土地成本提高的經濟困境，政

府於是鼓勵臺商前往東協國家設立工廠(2-6-16)，

並引進東南亞勞工投入就業市場。近年來政府側重

「新南向政策」，進一步強化經貿、人才與資源的

交流(2-6-17、2-6-18)。

東協地區人口眾多，資源豐富，具有發展潛

力，近年來吸引世界各國投資，參與開發。隨著東

協經濟體擴大，也可成為臺灣向世界各國推展貿易

的重要管道。

2-6-17	由經濟日報主辦的「2019贏在新南向高峰論

壇」，邀請蔡英文總統出席致詞，說明政府推行新南

向政策的成果，以及未來發展策略。

	2-6-16	 臺商在柬埔寨投資設立的成衣

廠。

	2-6-18	 大學生組成國際志工團，至「新南向政策」國家參與環境保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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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積極推動「新南向政策」，加

強與東南亞地區等各國的聯繫，希望

藉此開創外交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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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後

閱

讀 		韓戰一開始由麥克阿瑟(西元1880～1964年)將軍擔

任聯合國部隊的總司令，但後因與美國總統杜魯門

(西元1884～1972年)意見不合而被解職。

韓戰
與反共義士

(

配
合
第
６
課)

西元1950年1月，美國總統杜魯門(Harry	

S.	 Truman)曾經發表聲明，宣示不介入中國

的國	共內戰，被稱為「袖手旁觀」政策，但

韓戰爆發，卻逼得美國不得不重新評估其政

策，也讓中華民國政府獲得喘息的機會。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朝鮮半島以北

緯38度線分為南韓、北韓兩個政府，分別

由美、蘇扶持。西元1950年6月，雙方爆發

軍事衝突，北韓軍隊先是打下南韓首都漢城

(今首爾)，然後一路南下。美國見狀，結合

了聯合國內的盟友，派出軍隊，在麥克阿瑟

(Douglas	MacArthur)將軍指揮下，登陸朝鮮半

島，支援南韓。

		西元1950年9月，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隊從南韓	仁川登陸，展開對北韓的反攻。

同一時間，美國擔心中華人民共和國

趁機攻打臺灣，派出了第七艦隊協防，維持

臺灣海峽的中立。當時的美國政府，雖然希

望防堵共產勢力擴張，但對蔣中正領導的中

華民國政府也沒有好感。所以，第七艦隊的

協防，一開始只是暫時性手段，隨著戰爭推

進，美國政府才開始重新評估，提高臺灣在

其國際政策中的重要性。

麥克阿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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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後

閱

讀
		西元1954年來到臺灣的「反共義士」宣誓入營報國。 		「反共義士」赴菲律賓訪問。

學習圖解學習圖解
閱讀完這篇文章之後，想一想韓戰對於中華民

國政府的意義是什麼？

延 伸 思 考 (由教師與學生彈性運用)

另一方面，中華民國政府則在韓戰爆

發後，開始對臺灣內部進行精神喊話，宣傳

反共志業，希望藉此穩定原本風雨飄搖的局

勢。中華民國政府宣示與美國及聯合國盟軍

站在一起，並強調中	韓之間的兄弟情誼，甚

至願意派出軍隊，支援戰爭。

隨著聯合國軍隊到來，中華人民共和

國也派遣「人民志願軍」進入朝鮮，參與他

們口中的「抗美援朝」戰爭。在與聯合國軍

隊的五次主要戰事中，不少中國士兵遭到

俘虜，其中有一萬四千多人，後來被送往臺

灣。大約一百多名士兵，在西元1954年1月

23日搭乘飛機抵達臺灣。其餘的一萬多人，

則在之後幾天陸續搭船，從基隆港上岸。

中華民國政府將這群人稱為「反共義

士」，他們到臺灣之後，先要接受思想教

育，而後有些人選擇技能訓練，以便在臺灣

找工作求生。政府將他們的到來，視為反共

宣傳的重要機會，除了在報紙上宣揚之外，

也將他們組成訪問團，到各地拜訪，甚至派

到日本、菲律賓、泰國、越南等國家。

除此之外，第一批「反共義士」到達

臺灣那一天，也被政府定為「一二三自由

日」。在韓戰結束之後，中華民國政府每年

仍會在自由日當天積極宣傳，繼續強化反共

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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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戰時期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傳「抗美援朝」

的宣傳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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