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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戰後臺灣的兩岸關係與外交 

一、時間：民國 38~迄今(1949~2025) 

二、內容重點： 

  1.認識臺海兩岸關係的演變 

  2.了解政府遷臺後的外交發展情形 

 

5-1 兩岸關係的演變 

一、武力對峙(P.126) 

  1.背景：政府遷臺，兩岸形成分裂分治局面 

  2.時間：民國 38~68 年 

  3.雙方口號：中共「武力解放臺灣」；我國「反攻光復大陸」 

.             兩岸形成長期的(        )對峙局面 

  4.重要戰役： 

    (1)民 38年，「(            )戰役」：共軍攻打金門，遭國軍擊退 

    (2)民 47年，「(            )炮戰」：共軍炮擊金門，國軍堅守抵抗 

  5.後續：兩岸軍事衝突趨於緩和，轉為政治與外交戰場上的角力 

 

二、政治對峙(P.126) 

  1.背景：中美建交 

  2.時間：民 68~76 年 

  3.雙方策略：中共改採「(        )統戰」；我國強調「(        )主義統一中國」 

.       口號：中共「一國兩制，三通四流」；我國「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 

.             兩岸形成(        )對峙的局面 

 

三、兩岸交流(P.127) 

  1.背景：我國解除戒嚴 

  2.時間：民國 76年~今 

  3.雙方主張：中共「一國兩制」；我國「對等談判」 

  4.重要發展： 

    (1)民 76年，解嚴後，開放民眾前往大陸(        )，並展開經貿往來 

    (2)民 80年，各自成立機構，建立兩岸(        )交流機制 

      A.中共：官方「國臺辦」；民間「海協會」 

      B.我國：官方「(            )」；民間「(            )」 

    (3)民 82年，兩會於在(            )舉行首次「(        )會談」 

    (4)民 90年，開放金門、馬祖、澎湖與福建的「(            )」 

    (5)民 97年，兩岸全面開放「(            )」與陸客來臺 

  5.成果：兩岸交流熱絡，金門、馬祖從軍事前線轉變成經貿與文化交流通道 

  ※變數：兩岸仍存在政治歧見，加上中共堅持一個中國原則與不放棄武力犯臺，使

兩岸關係充滿變數 



5-2 政府遷臺後的對外關係 

一、鞏固外交(P.128) 

  1.背景：政府遷臺 

  2.時間：民國 38~60 年 

  3.採取策略：(        )外交政策 

    (1)美國支持 

    (2)爭取友邦支持與鞏固國際地位 

    (3)聯合國會員 

    ※聯合國於 1945 年成立，中華民國是創始會員國之一 

  4.期間重要歷史發展： 

    (1)民 39年，韓戰爆發，美國為防共產勢力擴張，派遣(        )艦隊協防臺灣海峽 

    (2)民 40~54 年，提供我國軍事、經濟和外交支持，統稱「(        )」 

    (3)民 43年，簽訂《中美(                )條約》，將臺納入反共防衛體系中 

 

二、彈性外交(P.129) 

  1.背景：我國退出聯合國 

  2.時間：民國 60~77 年 

  3.採取策略：(        )外交政策 

    (1)堅持我國政府是中國唯一合法代表 

    (2)著重與非邦交國的經貿、文化交流 

  4.期間重要歷史發展： 

    (1)民 60年，聯合國大會表決，由中共取得代表「(        )席位」，我國宣布退出 

    (2)民 61年開始，友邦紛紛改變立場，與我國斷交 

    (3)民 68年，中美建交，美國另訂「(               )法」，維持與我國非官方往來 

 

三、務實外交：(P.129) 

  1.背景：李登輝繼任總統，面對中共的外交打壓與封鎖 

  2.時間：民國 77年~今 

  3.採取策略：(        )外交政策 

    (1)不再堅持我國是「中國」唯一合法代表，強調兩岸是分裂分治的政治狀態 

    (2)以(        )實力與政治(            )等成就來突破外交封鎖 

    (3)積極參與國際組織與活動，來拓展外交空間 

 

 

 

 

 

 

 

 



※補充：中華民國外交發展與兩岸關係演變統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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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背景：內戰失利政府遷臺，國際情勢

不利 

2.推動者：蔣中正 

3.對策：致力爭取友邦支持 

4.重要大事： 

  (1)民 39，韓戰爆發，美派第七艦隊協

防臺灣海峽 

  (2)民 40~54，美援協助臺灣 

  (3)民 43，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

臺灣成為反共防禦體系的一環 

38

年

底 

1.背景：38年底，政府遷臺，兩岸形成

「分裂分治」局面 

2.雙方口號： 

  (1)中國：武力解放臺灣 

  (2)我國：反攻收復大陸 

3.重要戰役： 

  (1)民 38，「古寧頭戰役」 

  (2)民 47，「八二三炮戰」 

4.結果：兩岸長期呈現軍事對抗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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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背景：退出聯合國使我國面臨外交困

境 

2.推動者：蔣經國 

3.對策：致力發展與非邦交國間的經貿

與文化交流 

4.重要發展： 

  (1)民 60，中共取代臺灣加入 UN 

  (2)民 61，臺日斷交，各國漸改變立場 

  (3)民 68，中美建交，美另訂《臺灣關

係法》，維持非官方往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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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背景：68年，中美建交，中共對臺灣

改採「和平統戰」策略 

2.雙方主張： 

  (1)中國：一國兩制、三通四流 

  (2)我國：「三不政策」 

3.整體形勢：中共不放棄武力犯台，並

打壓台灣外交發展 

4.結果：軍事衝突和緩，政治對峙仍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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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背景：李登輝繼任總統，中共持續外

交封鎖與打壓 

2.推動者：李登輝 

3.目的：以經濟實力和政治民主化突破

封鎖 

4.重要發展： 

  (1)不再堅持中華民國是中國唯一合

法政府，強調兩岸是分裂分治的政

治狀態 

  (2)民 77，開始推動務實外交，藉經濟

實力與非邦國建立實質關係 

  (3)積極參與國際事務，加強與各國關

係，例如：參加奧運、加入 APEC、

WTO等 

  (4)派遣農技團、醫療團至各國交流 

1.背景：政府解嚴，開放探親、文化交

流與民間貿易 

2.雙方口號： 

  (1)中國：一國兩制 

  (2)我國：對等談判 

3.重要發展： 

  (1)分別成立官方與民間組織展開交

流 

  (2)民 82，舉行「辜汪會談」 

  (3)民 90，金馬「小三通」 

  (4)民 97，開放大三通，兩岸直航，

陸客來臺 

4.成果：兩岸民間交流漸趨熱絡 

5.變數：堅持一中且不放棄武力犯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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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後練習：(每題 2 分) 

(   ) 1.政府遷臺後，在外交上採取「鞏固外交」策略，來維持國際地位，其中不包括下列何種

方式？ (A) 擁有聯合國席位 (B) 致力爭取友邦支持 (C) 拓展與非邦交國的交流 (D) 

得到美國協助。 

(   ) 2.民國 40~50 年代，我國不僅接受美國近 15 億美元的經濟援助，也得到美國軍用品的支

援及美軍顧問團駐臺協助軍事演練。這是導因於哪一場戰爭？ (A) 第二次世界大戰 (B) 

國共內戰 (C) 韓戰 (D) 八二三炮戰。 

(   ) 3.聯合國 2758 號決議：「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利，承認其政府代表為中國在聯合

國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並立即把蔣介石的代表從其在聯合國組織及其所屬一切機構中

所非法佔據的席位上驅逐出去。」請問：此決議會出現在下列何時呢？(時間：西元) (A) 

1945年 (B) 1971 年 (C) 1979 年 (D) 1987 年。 

(   ) 4.承上題，該決議顯示出我國政府正面臨什麼樣的問題呢？ (A) 韓戰爆發 (B) 退出聯合

國 (C) 與美國斷交 (D) 失去世界衛生大會的觀察員身分。 

(   ) 5.今日我國與美國雖無邦交關係，卻常常能購買美國提供的武器，來提升我國軍事實力。

請問：這是依據哪一份文件所進行的交流？ (A) 《中美共同防禦條約》 (B) 《臺灣關

係法》 (C) 《中華民國憲法》 (D) 《臺灣安全法》。 

(   ) 6.臺灣六年級生連加恩，在 2001 年志願參加外交替代役，前往西非國家協助興建孤兒院；

到了 2010 年，再度被外交部派往南非進行醫療工作。根據上述事蹟判斷，這是臺灣何種

外交政策的表現？ (A) 鞏固外交 (B) 孤立外交 (C) 彈性外交 (D) 務實外交。 

(   ) 7.中共在民國 38年、47 年曾兩度企圖以武力進犯臺灣，但最後都未能

達到目的。這兩次的戰役都發生在同一地區，此地因而以戰役史蹟聞

名。請問：上述以戰役史蹟聞名的地點位於右圖中的何處？ (A) 甲 (B) 

乙 (C) 丙 (D) 丁。 

(   ) 8.隨著兩岸關係的演變，我國的政策也因應時代需要有所轉變。請問：

現階段我國所採取的兩岸政策為何？ (A) 三不政策 (B) 一國兩制 (C) 

大三通 (D) 反攻大陸。 

(   ) 9.電影「海峽兩岸」描述早期從中國來臺老兵，與大陸家人分隔 38 年後，重新踏上故鄉

土地，但親人往往早已不在人世。請問：電影中的老兵能重回故鄉與哪件事情有關？ (A) 

退出聯合國 (B) 解除戒嚴 (C) 開放大三通 (D) 辜汪會談。 

(   )10.民國 60 年代後期，中共對我國改採「和平統一」策略，態度轉變與下列何事有關？ (A) 

我國退出聯合國 (B) 我國與美國斷交 (C) 我國解除戒嚴 (D) 我國撤退來臺。 

(   )11.兩岸自從開放民間交流後，來往的活動日趨頻繁，我國為解決因開放而衍生的問題，

分別成立官方與民間的哪些機構來處理兩岸事務？ (A) 陸委會、海基會 (B) 國臺辦、

海基會 (C) 陸委會、海協會 (D) 國臺辦、海協會。 

(   )12.民國 82 年，兩岸舉行「辜汪會談」，這是兩岸分治後首次有重要人士的會面交談。請

問：這次的會談是在何處舉行？ (A) 香港 (B) 新加坡 (C) 東京 (D) 臺北。 

(   )13.兩岸在民間交流階段所展開的「三通」，其中包含哪些項目？ (A) 通郵、通婚、通航 (B) 

通訊、通航、通商 (C) 通訊、通婚、通商 (D) 通郵、通航、通商。 

(   )14.目前兩岸交流密切，為何臺海間卻仍未完全和平？ (A) 因中共主張「一國兩制」 (B) 因

臺灣堅持「反攻大陸」 (C) 因中國還不放棄武力犯臺 (D) 因美國的干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