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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A R T  

— 威 脅 知 多 少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S I T U A T I O N  A N D N A T I O N A L  S E C U R I T Y  



共機又繞台！美軍艦現蹤台灣海峽 
國防部4月10日指出，中共轟6、空警500、殲11等各型機，上午
於台灣西南方海域執行遠海長航訓練，之後美軍RC-135U電子偵
察機也出現在台灣南方巴士海峽往中國沿海偵察巡弋。 新聞連結 

https://www.msn.com/zh-tw/news/national/%E5%85%B1%E6%A9%9F%E5%8F%88%E7%B9%9E%E5%8F%B0%EF%BC%81%E7%BE%8E%E8%BB%8D%E8%89%A6%E7%8F%BE%E8%B9%A4%E5%8F%B0%E7%81%A3%E6%B5%B7%E5%B3%BD-%E4%B8%AD%E5%85%B1%E8%BB%8D%E8%89%A6%E4%BC%B4%E9%9A%A8%E7%9B%A3%E6%8E%A7/ar-BB12rjiK%23image=1


國防部證實美艦通過台海 
國防部4月11日證實，美軍                      「伯克級」驅逐艦貝瑞號
（USS Barry DDG-52）                              作戰艦由北向南通過台
灣海峽，向南行駛執行                                 一般任務。 

新聞連結 

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3130175


兩岸政策是我國國家安全政策中的重中之重， 
攸關國家生存發展至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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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關係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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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的兩岸關係卻處在一種不戰、不和、不統、不獨、不敵、不友，
且無任何國際慣例可資參照的特殊情境下，如何妥善經營兩岸 
關係，以維護國民最大的福祉，在在考驗著執政者的智慧與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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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1999 

2008 

2016 

1949 

1987 

1 9 8 7 ~ 1 9 9 2  
民間交流時期 

1 9 9 2 ~ 1 9 9 9  
兩岸協商時期 

1 9 9 9 ~ 2 0 0 8  
關係倒退時期 

2 0 0 8 ~ 2 0 1 6  
兩岸恢復對話時期 

2 0 1 6 / 5 ~  
兩岸中止對話時期 

1 9 4 9 ~ 1 9 8 7  
軍事對峙時期 

1 9 4 9  

中華民國政府播遷來臺 

1 9 4 9 / 1 0  

古寧頭大捷 

1 9 5 8 / 8  

八二三砲戰 

1 9 8 7  

蔣經國開放民
眾大陸探親 

1 9 9 1  

我國成立「海基會」， 
中國大陸成立「海協會」， 
開啟兩岸協商管道與對話機制。 

1 9 9 1 / 5 / 1  

李登輝公告廢止《動員戡亂時
期臨時條款》，正式結束與中國
大陸的敵對關係。 

1 9 9 5  

 李登輝訪美發表 
「民之所欲，長在我心」  
 演說，造成兩岸關係緊張。 

1 9 9 6  
臺海飛彈危機 

1 9 9 9  

李登輝主張「特殊的國與
國關係」（簡稱兩國論），
兩岸對話中止。 

2 0 0 2  

陳水扁「一邊一國」、
「臺灣正名」、「去
中國化」等主張，使
兩岸關係陷入冰點。 

2 0 0 8  

馬英九採取「擱置
爭議，追求雙贏」，
承認九二共識，恢
復兩岸互動與對話。 

2 0 1 5  

「馬習會」為政治分立以來，
雙方領導人的首次會談。 

2 0 1 6 / 5  

蔡英文主張「九二
共識」並不存在，
兩岸再度中止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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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任元首詮釋不同(02分45秒) 

開啟影片 
資料夾 



歷史變化中的兩岸關係 
政府於民國38年遷臺後，兩岸一直處於對立。 
至民國76年政府宣布解嚴，開放大陸探親，重啟了接觸。
未來，建立正常對等關係，是當今兩岸的關鍵。 

一 

A d d i t i o n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補充資料 兩岸關係發展I 



自民國38年政府播遷來臺，直
到民國76年11月2日開放赴大陸
探親，終止對大陸的三不政策。 

民國38~76年 

軍事對峙時期 1 

不 
妥協 

不 
接觸 

不 
談判 

三不政策 
t h r e e  n o ' s  p o l i c y  

A d d i t i o n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補充資料 兩岸關係發展I 



三不政策 
為前總統蔣經國先生主政時期，我國對中共採取所謂「不接觸、不
談判、不妥協」的三不政策，後因政府受到民間要求改善兩岸關係
的壓力，終於在民國76年，蔣經國授權中華民國紅十字會代表政府
與大陸的中國紅十字會接觸，作為兩岸溝通的窗口，經兩岸紅十字
會協商後，開放臺灣居民赴大陸探親，三不政策從此走入歷史。 

A d d i t i o n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補充資料 兩岸關係發展I 



  

C H I N A  

中國 

T a i w a n  

台灣 

K i n m e n  C o u n t y  

金門 A m o y  

廈門 

福州、深圳、東莞、廣州、上海、
北京、大連……等 

中國內陸點 

小三通 
是自民國90年1月1日起，臺灣海峽兩岸實施的小型 
三通模式，實現兩岸小規模的通商、通航和通郵。 

A d d i t i o n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補充資料 兩岸關係發展I 



自民國76年政府開放民眾赴大陸探親，至民國81年政府公布施
行《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雙方政府建立法律
及制度以規範兩岸關係。 

民國76~81年 

民間交流時期 2 

A d d i t i o n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補充資料 兩岸關係發展I 

兩岸開放探親30年 坎坷尋根路(02分41秒) 

開啟影片 
資料夾 



1991年成立「海峽交流基金會（海基會）」，同年12月，大陸
方面也因應相對成立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海協會），開啟兩岸
協商管道。民國82年4月在新加坡舉行的「辜汪會談」中達成
四項協議。 

民國81~84年 

兩岸協商時期 3 

開啟影片 
資料夾 

辜汪會談兩岸新局(04分04秒) 

A d d i t i o n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補充資料 兩岸關係發展I 



辜汪會談 
1993年4月27～29日 
由臺灣方面的海峽交流基金會董事長辜振甫， 
與中國方面的海峽兩岸關係協會董事長汪道涵 
在新加坡舉行的會談。 
辜汪會談也是海峽兩岸自1949 年國民政府遷臺以來， 
首度進行的正式官方級會晤。 

A d d i t i o n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補充資料 兩岸關係發展I 



經過連續三天密集協商，雙方在4月29日上午簽署兩岸公證書
查證協議、兩岸掛號函件查詢補償事宜協議、兩會聯繫與會談
制度協議，以及辜汪會談共同協議等四項事務性協議， 
而兩岸由當局授權的談判機制，象徵臺海兩岸關係的解凍和發展， 
引起國際社會矚目、華人世界歡迎。 

A d d i t i o n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補充資料 兩岸關係發展I 



國家統一委員會 
為我國政府一個特殊機構，非法定機關，採任務 
編組，於民國79年由前總統李登輝宣布成立。 
法源依據是《國家統一委員會設置要點》， 
  隸屬總統府，設置目的在主導兩岸關係 
  發展，依據「民主、自由、均富」，力促 
   中國統一， 並於民國80年第三次會議通 
    過國家統一綱領。  

前總統李登輝 
宣布成立 

A d d i t i o n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補充資料 兩岸關係發展I 



國統會成立後共舉行14次會議，從當初追求 
「國家統一」逐漸演變為「縮小雙方發展差距， 
促成兩岸融合」及「促進雙方關係正常化」。 
臺灣首次政黨輪替後，民進黨政府從未再 
召開過會議，最終於民國95年2月28日 
正式「終止運作」。 

A d d i t i o n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國統綱領  

前總統陳水扁 
宣告終止 

A d d i t i o n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補充資料 兩岸關係發展I 



民國84年李登輝前總統訪美演講，觸動了
中共敏感神經，隔年導彈試射，引發臺海
危機，至民國97年5月第二次政黨輪替止，
此時期是兩岸關係倒退時期。 

民國84~97年 

關係倒退時期 4 

台海危機十週年(04分25秒) 

A d d i t i o n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兩國論  

A d d i t i o n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補充資料 兩岸關係發展I 

開啟影片 
資料夾 



民國97年二次政黨輪替後，馬英九總統傾
向為了兩岸各自發展需要，便暫擱置部分
爭議，繼續往前推進。 

民國97~105年5月 

二次政黨輪替後的兩岸關係 5 

新三不政策 
t h r e e  n o ' s  p o l i c y  

不統 不獨 不武 

A d d i t i o n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補充資料 兩岸關係發展I 



期間雙方除了簽署金融合作、海空定期航班、郵政
合作、食品安全協議、共同打擊犯罪以及陸客來臺
的幾項重要協議外，還發表了陸資來臺共同聲明， 
使兩岸邁入直接通商、通郵與通航的大三通時代。 

A d d i t i o n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補充資料 兩岸關係發展I 



兩岸關係面臨的國內情勢發展 
2014年3月臺灣受到全球經濟的影響，經濟表現不如預期，因此政
府以提振經濟為優先，其中調整兩岸經貿往來架構是重要的一環。
但因國內朝野對兩岸互動立場不同，不易形成具共識的大陸政策。 

A d d i t i o n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補充資料 兩岸關係發展I 



兩岸陸續簽署（MOU）和（ECFA）後，未來我國金融發展機會更
寬廣，兩岸經濟合作與經貿關係「正常化」也更有助益。 

ECFA膨風-黑箱服貿是福是禍(03分00秒) 太陽花運動歌曲(04分53秒) 

A d d i t i o n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太陽花學運  

A d d i t i o n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補充資料 兩岸關係發展I 

開啟影片 
資料夾 



2015年11月雙方最高領導人首次 
會晤，為兩岸自1949年政治分立 
以來，雙方最高領導人的首次會晤。 
雙方認為應繼續堅持「九二共識」，鞏固 
共同政治基礎，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維護臺海和平穩定。 

A d d i t i o n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補充資料 兩岸關係發展I 

九二共識(02分22秒) 
開啟影片 
資料夾 



民國105年5月~ 

三次政黨輪替後的兩岸關係 06 

2016年5月20日蔡英文總統執政後，不願意 
承認「九二共識」，兩岸關係陷入冰凍期， 
官方接觸隨之中斷，習政權的對台 
「制裁」步驟，先是縮減中國觀光客、 
戰機遠訓繞台挑釁。 

A d d i t i o n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補充資料 兩岸關係發展I 

蔡英文主張「九二共識」(01分51秒) 

開啟影片 
資料夾 



2016年12月初川蔡通電話之後，
對岸再增加了聖多美普林西比斷交， 
  以及遼寧艦繞行臺灣東岸等作為， 
    致使兩岸退回威脅恫嚇老路。 

A d d i t i o n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川蔡通話  

A d d i t i o n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補充資料 兩岸關係發展I 

中台對川蔡通話各有反應(02分57秒) 

開啟影片 
資料夾 



開放陸客來臺觀光 
自2016年5月20日蔡英文總統執政後，兩岸關係緊繃，中國縮減 
來臺觀光人數，據交通部 觀光局統計，2016年11月來臺觀光 
陸客約20.3 萬人，較去年同期減少15.5萬人，減幅達43.2%。 
若以平均每位陸客在臺停留七天，每日消費金額為232.5美元，
粗估單11月份就減少了近81億元的觀光收益，對觀光業者如航
空、飯店、餐飲、遊覽車、夜市攤販等行業衝擊極大。 

A d d i t i o n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補充資料 兩岸關係發展I 

春節陸客人數再下兩成(03分48秒) 

開啟影片 
資料夾 



二，海峽兩岸面臨的新局勢 
兩岸關係一直是難解的習題，雖然中共一再企圖
矮化其為「國內事務」，無視我國存在的事實，
以實現「一國兩制，統一中國」的目的， 
但無論臺灣或中國，處理兩岸事務，都需兼顧國際與海峽
兩岸間的互動關係，而非「國內事務」可以涵蓋的。 

A d d i t i o n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補充資料 兩岸關係發展I 



臺海兩岸的分裂對峙是20世紀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東西
兩大陣營冷戰對立的縮影，在冷戰期間，中華民國加入以
美國為首的民主陣營，而中國大陸先是歸屬於以蘇聯為首
的共產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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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情勢與兩岸關係演變 

052 



1960年因為中共與蘇共分裂，中共脫離而出成為第三世界的
一員，並與美 蘇兩大強權保持等距的關係，以先前提出的
「和平共處五原則」 

052 



「和平共處五原則」，包括： 
1. 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     
2. 互不侵犯     
3. 互不干涉內政     
4. 平等互利     
5. 和平共處 

052 



在兩岸關係上，和平共處五原則也是中國大陸用以排除其他國
家介入兩岸事務的重要主張。  

052 



國際社會對於臺海局勢的關注，主要以美國和日本的態度最為
重要。自美國於1979年正式與我國斷絕外交關係以來，美國
仍是支持我國最重要的力量，臺美間以「一法三公報」，維持
密切的民間經貿、文化交流往來。 

052 



日本則因為地緣政治的因素，加以和美國之間簽訂有日美安保
條約，因此也在臺海安全情勢中扮演重要角色。 

052 

A d d i t i o n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日本安保法 

重申釣魚台納安保條約(01分43秒) 



國防知識  
D e f e n s e - k n o w l e d g e  

臺灣關係法 
● 時間：1979年1月1日生效 
● 內容：   
1. 維持及促進美國人民與臺灣人民間廣泛、密切及友好的商務、文化
及其他各種關係。  

2. 美中建交是基於臺灣前途將以和平方式決定的期望。  
3. 任何企圖以非和平方式決定臺灣的前途之舉，包括使用經濟抵制及
禁運手段在內，為美國所嚴重關切。  

4. 提供防禦性武器給臺灣人民。美國將依據對臺防衛需要判斷，遵照
法定程序，決定提供防衛物資及服務的種類及數量。 

 

一法三公報 

053 

臺灣關係法40年(04分09秒) 

A d d i t i o n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美台共同防禦條約》 

A d d i t i o n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一法三公報 

A d d i t i o n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臺灣關係法 



國防知識  
D e f e n s e - k n o w l e d g e  

中美上海公報 
● 時間：1972年2月27日在上海簽署，28日發表聯合公報。  
● 公報內容：   
1. 中美關係正常化符合所有國家的利益。  
2. 中方反對「一中一臺」、「一個中國、兩個政府」、「兩個中國」、
「臺灣獨立」與鼓吹「臺灣地位未定論」活動。  

3. 美方認知（acknowledges）海峽兩岸的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
臺灣是中國的一部 分，對這一立場不提出異議（not to challenge）。  

4. 反對任何國家在亞洲建立霸權或在世界範圍內劃分利益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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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上海公報】(03分17秒) 



國防知識  
D e f e n s e - k n o w l e d g e  

中美建交公報 

● 時間：1978年12月15日簽署。1979年1月1生效。  
● 重要性：   
1. 中美相互承認並建立外交關係。  
2. 美國首次承認（recognizes）「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
合法政府」。在此範圍內，美國人民將與臺灣人民保持文化、商務
和其他非官方關係。  

3. 美國認知（acknowledges）中國（人）立場（the Chinese position），
只有一個中國， 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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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知識  
D e f e n s e - k n o w l e d g e  

中美八一七公報 
時間：1982年8月17日簽署  
● 公報內容：   
1. 美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美國認知中國
（人）立場， 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2. 美國對臺軍售承諾：  
 向臺灣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數量上將不超過美中建交後近幾年供應的水準。     
 準備逐步減少對臺灣的武器出售。  
 並同意經過一段時間最後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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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七公報(04分59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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