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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遷台後的對外關係(民國 38 年至民國 68 年) 

兩岸

關係 

背景 
民國 38年 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隨後，中華民國政府在         戰中逐漸失

利，同年 12月底播遷來台，兩岸呈現武力對峙分立的局面。 

武力衝突

(民 38-68) 

             

戰役 

民國      年 10月，共軍突擊         ，國軍展開強烈反擊，成功

阻止共軍攻勢，國君最後終於獲得勝利。古寧頭戰役穩定了當時軍心

與民心，也確保中華民國政府日後在台的安全。 

             

炮戰 

民國      年 8月，共軍突然向         展開砲擊，直到 10月才停

止。砲戰結束後，兩岸不再有大規模的軍事對戰。 

兩岸政策 

(民 38-68) 

中華人民共

和國 
強調「以       解放台灣」。 

中華民國 強調「           」，視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偽政權，主張「反攻大陸」。 

外交

關係 

美國援助下

的外交 

(民 39-68) 

背景 
民國 39年，   戰爆發，美國為了防止共產勢力擴張，派遣第七艦隊

協防台灣，並提供台灣經濟、軍事、外交支援，統稱為「美援」。 

        援 

1、 派遣         艦隊巡防台灣海峽。 

2、 給予台灣 15億美元左右的民生物資與軍需品，穩定台灣的經濟。 

3、 與台灣簽訂「            條約」，正式將台灣納入西太平洋反

共防禦體系的一環。 

結果 美國支援下，中華民國政府極力爭取友邦支持，鞏固外交與國際地位。 

退出聯合國

後的外交

(民 60) 

1、民國   年，聯合國即將通過            國入會，我國先行宣布退出聯合國，

至此，台灣逐漸失去國際地位。 

2、民國 61年，日本首先與中共建交，成為第一個與我國斷交的國家。 

 韓戰的爆發是因為北韓(屬於共產政權)出兵南韓(屬於民主政權)，美國以聯合國名義參與韓戰，中共

則發動「          」協助北韓。西元 1953 年雙方達成協議，以北緯 38 度為界分裂為南北韓。 

 中美共同防禦條約行使(民 43-68 年)，為    戰結束後開始至          後結束。 

 金門的菜刀十分有名，也見証了砲戰的慘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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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美斷交後的外交發展(民國 68 年至民 76 年) 

外交

關係 

台美斷交後的

外交 

(民 60-77) 

背景 
民國    年，   國欲拉攏中共對抗      ，因此與中共建交，宣布

與台灣斷交。 

轉變 

1、廢止中美共同防禦條約(民     年至民       年) 

2、以           法(民 68年至今)與台灣維持經濟、文化等非官方

關係。 

結果 

1、台美斷交後，台灣許多友邦紛紛改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 

2、政府為了突破外交困境，一方面仍堅持中華民國是代表「中國」

唯一合法的政府，一方面則積極與無邦交國發展經貿、文化等交流。 

兩岸

關係 

背景 民國 68年，美國欲拉攏中共對抗蘇聯而與中共建交。 

政治對立 

(民 68-76) 
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台灣改採軍事威脅與外交壓制，使兩岸處於政治對立的狀態。 

兩岸政策 

(民 68-76) 

中華人民

共和國 

為營造和平假象，以利推動改革開放政策，對台灣改「          」、

「          」等策略。 

中華民國 以「          」與「                 」回應。 

 所謂「一國兩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處理        、          、        問題而訂的政策，強調

在只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統治下可分別維持不同的政治制度。 

 三不政策為不         、不         、不         。 

 民國 60 年代以前的「一個『中國』」與「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中國』指的是           國。 

 「『一國』兩制」的『一國』指的是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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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來台灣的外交發展(民 76 年至今) 

對外

關係 

解嚴後的外交 

(民 77-今) 

1、民國 77 年，總統        採取務實外交政策，不再堅持中華民國是代表中國

的唯一合法政府，強調兩岸是分裂分治的兩個對等政治實體。此時政府亦積極參

與國際事務，加強與友邦的關係，提升與無邦交國的實質關係。 

2、政府積極參與各種國際會議與賽事、鼓勵民間團體參與各種援外工作，支援邦

衛生與醫療服務，並對遭受天災與戰亂地區進行急難和人道救援。 

3、近年來，政府積極推動「           政策」，加強東南亞地區等各國的聯繫，

希望開創外交局勢。 

兩岸

關係 

民間交流(民

76-今) 

背景 

1、民國 76年，蔣經國總統宣布         ，隨即開放台灣人民前往

大陸探親。 

2、民國 80年，李登輝總統宣布                ，結束內戰狀態，

兩岸民間貿易往來，公開通訊日益頻繁。 

兩岸政策 

中華人民共

和國 

一國兩制。 

中華民國 對等談判。 

方式 

1、民國    年，開放台灣民眾可至中國         、文化交流與間

接      ，揭開兩岸民間交流的序幕。 

2、民國    年，動員戡亂中止後，政府不再視對岸為叛亂團體，因

此政府成立                      (陸委會)，並委託民間性質的 

                 (海基會)，處理兩岸交流事務。 

3、民國    年以來，政府陸續實施「小三通」、「大三通」、陸客來

台等，       、        在兩岸關係的角色，從防衛據點轉為流通

道。 

4、近年來兩岸雖已從隔絕走向交流，但中華人民共和國仍不放棄武

力犯台與堅持一國兩制，將兩岸問題視為是「內政」問題，使兩岸

關係充滿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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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通：通  、通  、通  。 

 「小三通」指的是民國     年政府開放      、       、       與中國大陸東南沿海地區的交

流。(小範圍的三通) 

 「大三通」則是民國      年兩岸全面開放通郵、通商、通航。 

 台灣官方(行政院)     會→台灣民間      會←→      會大陸民間←        大陸官方 

 民國 82 年辜振甫與汪道涵在        舉行首度的「      會談」；民國 97 年馬英九就任總統後，

江丙坤與陳雲林在北京舉行首度的「       會談」。 

 民國 104 年兩岸領導人馬英九與習近平在新加坡進行首次會談(      會)。 

 民國 105 年政府開始推動經貿合作、人才交流、資源共享與區域鏈結等面向的計畫，希望與     

    、         與紐、澳等地區，創造互利共贏的新合作模式，是為「新南向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