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三級 

歷史時期：中華人民共和國 

課題一：建國至 1978 年間的內政與外交 

第四章：1950 至 70 年代中國之外交 

 

考前筆記 

 
 

 



-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之外交政策受意識形態及世界冷戰格局影響，而有所轉變。 

- 中國與蘇聯由同盟轉變為交惡；中國與美國由對抗轉變為友好。 

 

一、1950 至 1969 

1.1 建國初期 

- 二戰後，國際大致分為共產主義陣營與資本主義陣營，形成緊張的冷戰格局。 

-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宣佈不承認以往國民政府的外交承諾。 

- 中國以平等外交為對外政策宗旨，首先與拉丁美洲、非洲及亞洲各國開展關係。 

- 毛澤東提倡在政治、經濟、文教「以俄為師」，推行「一邊倒」外交政策。 

- 1950 年 2 月，中蘇簽定《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兩國開展緊密關係。 

- 美國支持已遷台的國民政府，而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對立。 

 

 

 

 

 

 

 

 

 

 

 

 

 

 

 



1.2 中美熱戰（韓戰） 

- 朝鮮半島上南北兩政權之戰爭，由 1950 年 6 月 25 日開戰至 1953 年 7 月 27 日簽訂休戰協定。 

- 二戰日本戰敗，美國與蘇聯於朝鮮半島上各自扶植政權，形成兩個國家。 

- 親蘇的政權為朝鮮民主主義口民共和國（簡稱北韓）；親美的政權為大韓民國（簡稱南韓），雙方以北絳 38 度為界。 

- 1950 年 6 月 25 日，北韓大軍越過邊界，大舉進攻南韓，南韓大部分疆土失陷，只剩下釜山。 

- 同月 27 日，聯合國決議，以美國為首組成聯軍，協助南韓抵禦。 

- 開戰前，中國已將解放軍內的朝鮮族部隊移交北韓，開戰後亦增兵東北。 

- 美軍參戰後，派軍登陸仁川，與釜山之部隊南北夾擊北韓軍隊。 

- 美軍為首的聯合國軍反攻，10 月 19 日攻佔北韓國都平壤，並向鴨綠江中國邊界推進。 

- 美軍第七艦隊已進駐台灣海峽，大有南北夾擊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 同日晚上，中國解放軍以人民志願軍名義越過鴨綠江突襲美軍。 

- 美軍被打過措手不及，節節敗退，中國軍隊進入南韓境內作戰。 

- 因補給線過長，中國軍被擊退，雙方在三八線進入拉鋸戰。 

- 最後，各方於 1953 年 7 月 27 日簽訂休戰協定。 

- 戰後，中美一直保持敵對關係至 1972 年。 

 

1.3 中蘇交惡 

- 1953 年，史太林逝世，赫魯曉夫掌政，主張與西方國家和平共存。 

- 蘇聯的改革路線與毛澤東所提倡的社會主義建設，存有分歧，兩國關係開始惡化。 

- 1959 年，蘇聯突然撤走在華技術人員、取消所有合作及停止援助，中蘇關係正式決裂。 

- 1969 年，蘇聯軍隊進入有主權爭議的珍寶島，引發兩國武裝衝突。 

 

 

 

 

 



 

1.4 中印齟齬 

- 1950 年，印度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承認北京政權。 

- 1954 年，中印兩國總理互訪，發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 該五項原則為：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 

- 1959 年，印度主張「麥克馬洪線」為中印邊界。 

- 麥克馬洪線是 1914 年 3 月，英軍強行劃定向北推延的新中印邊界，將藏南地區劃歸英屬印度，但歷屆中國政府皆並不承認。 

- 1962 年，中印因此爆發邊境戰爭，中國雖取得勝利，但退回麥克馬洪線，沒有取得實際戰果。 

 

1.5 萬隆會議 

- 二戰後的世界政局出現以美蘇為首的對峙陣營，威脅亞非國家的安全。 

- 1954 年，印度倡導亞非國家商討維護國家民族獨立的會議於印尼萬隆舉行，因此稱為「萬隆會議」。 

- 1955 年 4 月，中華人民共和國獲邀參與會議，中共派周恩來出席。 

- 周恩來於會議上提出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得到各國代表支持。 

 

 

 

 

 

 

 

 

 

 

 

 



 

二、1970 至 1979 

2.1 中美建交 

- 中蘇交惡後，中國採聯美制蘇策略，嘗試與美國改善關係。 

- 1971 年，中國邀請美國乒乓球隊來華，中美雙方藉體育活動，秘密接觸。 

- 美國國務卿基辛格秘密訪問中國，中美關係解凍。 

- 1971 年 11 月，美國支持下，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在聯合國之席位。 

- 1972 年，美國總統尼克遜訪問中國，與中國於上海共同發表《中美聯合公報》（通稱上海公報），中美關係正常化。 

- 1978 年，中美發表《中美建立外交關係聯合公報》（通稱建交公報），翌年中美正式建交。 

 

2.2 中日建交 

-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日本屬於西方陣營，在外交上沒有承認，只保持民間的文化、經濟交往。 

- 1972 年，日本首相田中角榮繼美國後，亦訪問中國，並簽署《聯合聲明》，兩國建交。 

- 1978 年，中日簽訂《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確立邦交原則，兩國交往更頻繁。 

 

2.3 中英建交 

- 英國於 1950 年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 

- 因世界冷戰格局，中英沒有正式外交關係。 

- 1972 年，英國與中國正式建立邦交。 

- 1979 年，英國主動接觸中國商討香港之新界地區租借條約問題。 

 

 

 

 

 

 



 

2.4 中蘇針鋒相對 

- 中國借中美關係解凍時機，加強亞洲、非洲及拉丁美洲的外交，以對抗蘇聯。 

- 1979 年，蘇聯入侵與中國接壤的阿富汗，中蘇關係更形緊張。 

 

2.5 中越交戰 

- 因中蘇交惡與南海領海紛爭，中越關係也日漸緊張。 

- 1978 年，越南入侵柬埔寨，推翻親中共的赤柬政權，中越緊張關係升級。 

- 1979 年 2 月，中國對越南發動戰爭，解放軍一度逼近越南首都河內，雙方傷亡慘重。 

- 3 月，中國軍隊主動撤回邊境，戰後雙方不斷加強邊境防務。 

 

2.6 加入聯合國 

- 1945 年，聯合國成立，中國與美、英、法、蘇同是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 

- 國共內戰後，遷台灣的中華民國一直保持在聯合國內的地位。 

- 1971 年 10 月 25 日，聯合國第二十六屆大會通過決議，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了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