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1 兩岸關係的演變

5-2 政府遷臺後的對外關係

課P.124

課文動畫：戰後臺灣的兩岸關係與外交影音

素養看動畫：戰後臺灣的對外關係影音

B2H5_戰後臺灣的兩岸關係與外交.mp4
B2H5_素養看動畫_戰後臺灣的對外關係.mp4


5-1 兩岸關係的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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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武力對峙(民國38～68年)

1.消滅對方
此時期，中華人民共和國堅持以武力解放臺

灣，中華民國則不忘反攻大陸。

2.古寧頭戰役
西元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隨

後共軍進攻金門，是為古寧頭戰役。

3.政府遷臺
西元1949年12月，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兩岸

分裂對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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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 海峽兩岸形勢圖



2-5-2 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傳解放臺灣的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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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武力對峙(民國38～68年)

1.消滅對方
2.古寧頭戰役
3.政府遷臺

4.八二三炮戰

(1)民國47年8月23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金門進

行密集炮擊，國軍奮力抵抗，史稱八二三炮

戰。

(2)炮戰結束後，兩岸不再有大規模的軍事對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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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治對峙(民國68～76年)

1.持續對峙
此時期，兩岸的軍事衝突已趨於和緩，雙方

因政治立場不同而持續對峙。

2.中共策略
民國6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與美國建交，對

臺改採和平統戰，提出三通四流、一國兩制。

2.臺灣回應
中華民國政府則強調三不政策與三民主義統

一中國來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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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電站

三通四流

三通指通郵、通航、通商。

四流指經濟、文化、科技、體育交流。

一國兩制

一國是指只有「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一個中國。

兩制強調中國與臺灣統一後可分別維持不同的政

治制度。

一國兩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為處理臺灣、香港、

澳門問題而訂定的政策。

三不政策：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

課P.126



2-5-3兩岸政治對峙時
期，雙方的宣傳標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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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間交流(民國76年～現今)

1.民國76年
臺灣解嚴後，政府開放國人前往中國大陸探
親，民間貿易與文化交流日趨頻繁。

2.民國80年
(1)我國政府設立大陸委員會(陸委會)，處理海峽

兩岸事務。

(2)民間的海峽交流基金會(海基會)，負責對中國
大陸事務的協商工作。

(3)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海協

會)，兩岸的民間交流機制得以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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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 民國82年，中華民國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與中華人
民共和國海協會會長汪道涵在新加坡進行首次辜汪會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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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 兩岸事務的溝通單位示意圖



三、民間交流(民國76年～現今)

1.民國76年-解嚴後民間交流

2.民國80年-海基會、海協會互動

3.民國90年

(1)政府開放小三通、大三通、陸客來臺。

(2)金門、馬祖從防衛據點轉為交流通道。

充電站

小三通：民國90年起，政府開放金門、馬祖、澎
湖與中國大陸東南沿海地區的交流。

大三通：民國97年，兩岸全面開放通郵、通航和
通商的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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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未來發展

兩岸在投資、觀光等方面活動頻繁，但中華

人民共和國始終堅持一個中國主張和不放棄

武力犯臺，讓兩岸關係仍充滿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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