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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國際情勢動態-印太安全局勢

圖片來源：The Indo-Pacific Power Keg Report，2023.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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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島鏈對抗 共軍機艦擾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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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國際情勢動態-印太安全局勢

資料來源：外交部、媒體公開資料蒐整

支持臺海維持現狀。

義大利外長塔加尼

06.05

強調臺海和平穩定重要性。

日本防相浜田靖一

06.03

臺海緊張升高將對地區及歐洲產生
影響。

瑞典總理克里斯特森

05.30

日本
臺海和平是國際關注議題，非中國
內政議題。

美國亞太助卿康達

05.02

美國總統拜登

05.09

英國外相柯維立

美英須在維繫臺海和平上設法影響
北京決策，此議題攸關所有世人。

臺灣問題是全球議題，重申臺海和
平穩定重要性。

05.11 05.09

強調臺海和平穩定重要性。

外相林芳正
防相浜田靖一

法國
外長科羅娜
防長勒克努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05.09

英國外相柯維立

將共同維護臺海和平穩定。

韓國總統尹錫悅

英國首相蘇納克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05.22

歐盟主席馮德萊恩

提及臺海和平穩定重要性。

05.18

臺海和平穩定是國際安全不可或缺
的一部分。

臺海安全屬國際議題，重申臺海
和平穩定重要性。

G7 各國領袖

05.21

中國不能用武力改變臺海現狀。

德國總理蕭茲

05.21

臺海安全關乎全球利益。

美國防長奧斯汀

06.03

美國防長奧斯汀

06.01

日本防相浜田靖一

確認維持臺海和平穩定重要性。

重申臺海穩定重要性。

荷蘭外長胡克斯特拉

05.23

國際社會關切臺海和平穩定重要性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07.27

義大利總理梅洛尼

維繫臺海和平穩定至關重要。

07.13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歐盟主席馮德萊恩

理事會主席米歇爾

臺海和平穩定對國際社會安全
與繁榮不可或缺。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06.30

歐盟領袖峰會

對臺灣海峽逐漸升高的
緊張情勢表達關切。

06.22

歐美「第5次中國

議題高階對話」及
「第4次高階印太諮商」

維繫臺海和平穩定極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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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日韓
元首峰會

08.18

強調臺海和平穩定重要性。

08.01

「七年建軍法」重申
捍衛臺海自由航行權。

法國



美中維持「鬥而不破」

3

布
王
雅
加
答

會
談

2023.2 2023.5 2023.6 2023.7 2023.112023.8 2023.9

中
國
間
諜

氣
球
事
件

布
林
肯
訪
中

葉
倫
訪
中

A
P
E
C

峰
會

蘇
王
會
談

王
文
濤
訪
美

凱
瑞
訪
中

雷
蒙
多
訪
中

G

20

峰
會

聯
合
國
大
會

東
協
峰
會

8/9拜登簽署
行政命令限
制對中科技
投資（包括半
導體、量子運
算與人工智慧
領域）

8/1起中國
限制鎵、
鍺等半導
體材料出
口

6/12 美將
先豐服務
等 31個中
國實體列
管制名單

6/9 美 制
裁迫害維
族納斯達、
中泰化學
等中企

3/2 美 將
華大基因
等28個中
企列出口
限制

9/1起
中國管
制無人
機設備
出口

8/16中國
對美歐英
新鹵化丁
基橡膠實
施反傾銷

3/28美制
裁迫害維
族海康威
視子公司
等5中企

5/30美制
裁非法藥
品中國 7
家實體及
6名個人



臺美關係升溫

圖片來源：總統府 Flickr、AIT主席推特

2022 裴洛西訪臺

裴洛西是臺美斷交後第2位任內訪臺眾議長、
「臺灣旅行法」生效後訪臺層級最高官員

裴洛西．美國眾議長．民主黨

日期：2022.8.3

地點：總統府

2023 蔡麥會

蔡總統「民主夥伴共榮之旅」過境加州，
會晤麥卡錫及跨黨派議員

麥卡錫．美國眾議長．共和黨

日期：2023.4.6

地點：加州，雷根總統圖書館

「每個世代都須捍衛
自由」；民主正遭挑
戰，讓自由燈塔不滅
是當務之急。感謝美
挺臺法案。臺灣致力
成為世界可靠夥伴、
區域穩定基石，努力
捍衛現有生活方式。

2023賴副過境

臺灣會堅定維護主權，
盡力強化防衛，致力維
護臺海和平穩定，持續
強化與美合作。

美絕不背棄對臺承諾，
訪臺要彰顯美臺團結；
致力保障臺灣及全世
界民主決心堅定不移。

美臺關係正處最強時刻；
臺灣民主成功、經濟繁
榮，享全球衛生、科學
領導地位；美須續出售
武器，按時運抵，加強
經貿與科技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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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副總統過境紐約、舊金山。AIT主席
羅森伯格多次推文歡迎賴副總統過境，
並與賴副總統在舊金山會晤。

日期：2023.8.13(美東時間)、
8.16(美西時間)

地點：過境紐約、舊金山



中共對臺政策

強調貫徹「總體方略」，凸出「反分裂、反干涉」，
疫後擴大兩岸交流

「二十大」報告強調貫徹「總體方略」；黨章修正新增「堅決反
對和遏制『臺獨』」文字

今年「中共中央對臺工作會議」強調要恢復擴大兩岸交流等「五
個要」

對臺主軸為「反獨反干涉、促統促融合、和武兩手
併進」，以兩手策略強化對臺綜合性布局

硬的一手：對臺軍事威嚇、經貿施壓；逼迫在陸臺
人政治表態

軟的一手：邀臺人赴陸「大交流、大統戰」；發布
「惠臺措施、同等待遇」，吸引臺人才
資金赴陸

圖片來源：上） 2023中共中央對臺工作會議，國臺辦，
2023.5.10 ；

中）宋濤「新年寄語」，國臺辦，2023.1.2；
下）自由時報，2022.11.12

圖片來源： https://alashinow.wordpres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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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對臺介選及認知作戰

2024 總統及立委大選，
中共再發動認知戰與介選

攻勢

營造「兵凶戰危」氛圍，

激化備戰、避戰爭論

操作疑美論、疑賴論、

毀臺論，分化臺美關係

對我滲透分化，企圖影響

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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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中共控制臺灣選舉產業
鏈，
王立第二戰研所、鄉民
挺起來，2018.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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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通過「反間諜法」等國安法規，大幅提升
國人赴陸交流風險



現階段兩岸交流情勢

圖片來源：上）中央社，2023.1.3；
中）天下雜誌，2019.1.9；
下）陸委會，2021.3.5

學術交流

觀光旅遊

兩岸交通往來
• 陸方推促16個直航航點、「小三通」
• 我方開放10個定期直航航點，逐步放寬

「小三通」

• 陸方開放我團客赴陸，仍暫停陸客來臺
觀光

• 我方主張開放觀光須符合對等原則；近
將開放旅居中國大陸以外地區陸客來臺

• 陸方2020年暫停陸畢業生來臺升學
• 我方歡迎陸生來臺學習，提醒臺師生赴

陸交流風險

農漁產品、食品、
石化原料

• 陸方對我農漁產品等輸陸操作「先收後
放」；對我聚碳酸脂實施臨時反傾銷措施

• 我方認為中共將經貿措施當作統戰工具，
已循WTO及兩岸協議機制要求溝通；協
助廠商爭取中國大陸以外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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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兩岸政策

110年「四個堅持」

堅持自由民主的憲政

體制

堅持主權不容侵犯

併吞

堅持中華民國臺灣

前途，必須遵循全體

臺灣人民意志

堅持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華民國與互不隸屬

「四個堅持」、「四大韌性」捍衛臺灣民主自由體制

有韌性的社會安全網

111年「四個韌性」

有韌性的民主自由
體制

有韌性的國防戰力

有韌性的經濟與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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