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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雷根總統與中華民國之關係 

李敏智 ∗ 施浚龍 ∗∗ 方君文 ∗∗∗ 

摘要 

雷根在未當選美國總統之前，是堅決反共的，其演說風格被媒體譽

為「偉大的溝通者」。然而他卻在當選美國第 40 任總統之後，於 1982

年 8 月 17 日與中國總理趙紫陽簽訂了《八一七公報》，並且同意美

國對台軍售不論是在質與量上，都不會超過美、中建交後的水準且

將逐步減少，而為了撫平台灣不滿的情緒，又向台灣政府提出《六

大保證》，這種大玩「兩面外交」手法，其最重要的因素是為了維護

美國的利益及世界霸權的地位，在一連串的外交困境下，「聯中抗俄」

是最高的指導原則，如此才可以抵制蘇聯勢力的擴張，不致於影響

美國「世界警察」的角色。 

關鍵詞：雷根、八一七公報、中美建交公報、中美聯合公報 

一、前言 

近 30 年 以 來，每 當 中 國 對 美 國 在 台 灣 問 題 處 理 上，稍 有 不 如 意 事 件

發生時，中國便會提醒美國政府必須遵守美國與中國所簽訂的三個聯合公

報。是哪三個公報？竟然會有如此大的力量，來限制台灣在國際上的地位；

又是哪三位總統與中國所簽訂的？事實上，此三位總統中，其中有兩位是

以 堅 決 反 對 共 產 主 義 而 聞 名 於 世 的，第 一 個 公 報 是 以 反 共 起 家 的 尼 克 森

(Richard Nixon)，於 1972 年 2 月 28 日在上海，與中國總理周恩來所簽訂的

《 中 美 聯 合 公 報 》；第 二 個 公 報 是 卡 特 (Jimmy Carter)，於 1978 年 12 月 15

日與中國所簽訂的《中美建交公報》；第三個公報也是以反共著稱的雷根，

於 1982 年 8 月 17 日與中國總理趙紫陽所簽訂的《八一七公報》 1。 

美國為何要與中國簽訂此三個聯合公報呢？尼克森為了打開中國的門

戶，因此與中共簽訂了聯合公報，卡特為了與中國建立正式的外交關係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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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簽訂了建交公報，雷根是美國近代總統中，除了艾森豪(Dwight David 

Eisenhower)以外，最支持台灣的美國總統，為何要與中國簽訂《八一七公

報》，將是本文所要探討的重點。 

後冷戰時代，美國成為唯一的超級強權，美國與中國的關係又進入另

一個新的階段。儘管美中之間有著高度相互依存的經濟關係，然而中國在

經濟與軍事上的崛起，又將直接衝撞美國的國家利益 2。台灣的命運與中國

的未來走向緊密相連，回顧歷史，前瞻未來，要如何在理性和務實的態度

中謀求最大公約數，是時代的新挑戰。 

二、雷根的崛起 

雷根(Ronald Reagan)於 1911 年 2 月 6 日，出生於伊利諾州的小鎮(Tampico)。

高中時，雷根喜歡足球，還當選成為學生會主席。大學時，就讀尤里卡學

院(Eureka College)，主修經濟學及社會學 3。1937 年，雷根到加州的好萊塢，

投入電影行業，1941 年，雷根參加第二次世界大戰。大戰結束後，雷根又

回到電影行業，此時他發現共產主義已經開始向美國電影事業中滲透，雷

根極力地保護美國電影事業，使其能夠自由發展。1948 年，他幫助杜魯門

總統競選連任，1965 年，他當選加州州長。 

1971 年 10 月 11 日，雷根以加州州長的身份，首次訪問台灣，這是因

為尼克森於 1971 年 8 月向全世界宣布：「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季辛吉(Henry 

kissinger)正在中國訪問，並與中國首領毛澤東進行會談，討論美國與中國

雙方的新關係發展，而他本人也接受了中國的邀請，即將訪問中國」的消

息 4。為了撫平台灣不滿的情緒，尼克森指派雷根作為總統代表，到台灣來

向蔣介石保證，美台的實質關係不會因為尼克森訪問中國而有所改變 5。 

雷根向蔣介石說，尼克森親自要他堅定地向台灣保證，如果中國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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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要以武力來攻打台灣的話，中國必須先打贏美國這道關卡，美國絕不會

因為要去結交中國這個新朋友，而把台灣這位老朋友棄之不顧。 

三、雷根對華政策之轉變 

1978 年 12 月 15 日，卡特宣布將於 1979 年 1 月 1 日與中國建立正式的

外交關係時，雷根就曾公開宣布他將運用一切影響力來促使美國國會反對

卡特的這項決定。1978 年，雷根第二次訪問台灣。1979 年 2 月，雷根更呼

籲國會中保守派的議員們，支持高華德參議員向美國最高法院，對卡特片

面與台灣斷交之行為，提出控告。1979 年 4 月 28 日，雷根接受美國華語

電 視 台 的 專 訪 時 ， 表 示 ：「 我 們 不 認 為 因 為 要 結 交 新 朋 友 ， 就 必 須 拋 棄 一

位老朋友，至於要如何解決台灣與中國之間的問題，那是中國人民自己的

事。」 6 

1980 年，雷根代表共和黨競選美國總統時，公開表示：如果他當選總

統，他一定要重新調整美國和台灣的關係，恢復以前的外交關係。雷根認

為與中國建交應該建立在不傷害老朋友台灣的基礎上進行。因此，他宣稱

一旦他當選美國總統之後，他會在這個信念上去努力，唯一可行的辦法就

是恢復與台灣政府的官方外交關係。雷根的公開宣言，造成他的競選團隊

十分擔心，害怕這項宣言將成為競爭對手民主黨攻擊的目標，因此建議雷

根改變立場，公開表示不會更改與中國建交時所答應的承諾 7。 

1981 年 1 月 21 日，雷根就任美國第 40 任總統，在其八年總統任內，

他所推行的「雷根主義」，對內復甦了 1980 年代初期所面臨的嚴重經濟問

題；對外則以強硬的軍事競賽來對抗，促成蘇聯共產集團的垮台，終結冷

戰 8。 

此時美國在國際上正面臨一連串的外交困境，在中東，伊朗(Iron)被反

美份子掌握政權；在南美的尼加拉瓜(Nicaragua)也被左派人士掌握政權；

而蘇聯已經入侵阿富汗(Afghanistan)9，雷根必須採取強硬政策全力來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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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聯及其附庸共產集團。因此美國除了擴充軍備、更新武器之外，還要加

強與反共盟國之間的關係，這個時候的中國，已經漸漸崛起了，不再像過

去一樣，處處依靠著蘇聯，因此，如何聯絡中國來共同對抗蘇聯，便成為

雷根政府當前的最高政策 10。 

雷根一方面與中國總理趙紫陽簽訂了《八一七公報》，來達成美國政

府「聯中抗俄」的最重要政策原則；另一方面卻又向台灣政府提出下面《六

大保證》 11： 

1.美國並未同意在對台軍售上設定一個結束期限。 

2.美國並未同意中國之要求，對台軍售必須事先與中國磋商。 

3.美國無意扮演中國與台灣之間的協調人。 

4.美國不同意修改《台灣關係法》。 

5.美國並未同意變更，美國對台灣主權的一貫立場。 

6.美國不會對台灣施加壓力，使台灣與中國進行談判。 

當 1969 年尼克森開放了美、中關係正常化之後，中國的地位就一

直在美國建構的全球戰略布局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12。另一方面，美國

在台灣的利益，是混合著歷史淵源、政治與安全考量，因此當中國適時

地利用波蘭危機而試圖解決美國對台軍售的同時，雷根固然需要同意與

中共簽署《八一七公報》；然而，雷根的親台立場，又促使他在此公報

外對台灣做出《六大保證》。  

雷根一方面要執行推動「聯中制俄」此一外交政策；另外一方面又

要避免中國成為下一個蘇聯，因此不能放棄台灣作為牽制中國的力量，

因而大玩「兩面外交」手法。  

四、結論 

雷根之於台灣，相對於其他總統是較為友好的，根據美國前駐台灣經

濟辦事處處長及美國前駐中國大使李潔民(James Lilley)的《回憶錄》中指

出，在他即將啟程到台灣去擔任台美斷交後的美國駐台灣最高官員時，雷

                                                 
10 楊念祖，<雷根國防政策之回顧與評估>，《美國月刊》，3：10=34，民 78.02，pp.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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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新 126 期 

 46

根 以 總 統 的 身 分 當 面 告 訴 他 ：「 我 只 想 讓 你 知 道 ， 我 喜 歡 那 裡 的 人 民 。 」

雷根本人在未當選總統之前，其立場是堅決反共的，然而為何在當選美國

總統之後，於 1982 年 8 月 17 日訪問中國時，與當時的中國總理趙紫陽簽

署 了 《 八 一 七 公 報 》， 並 且 同 意 美 國 對 台 軍 售 ， 不 論 是 在 質 和 量 上 ， 都 不

會超過美、中建交後的水準且將逐步減少呢？其原因分析如下： 

1.雷根當選美國總統之後，其所站的位置已和當年擔任加州州長時不

一樣了，其所要思考的角度也不一樣了，他的一切施政方針必須以維護美

國的最大利益為原則，不能再像擔任州長時，暢所欲言，為所欲為。 

2.當時的國際情勢混亂，蘇聯及其附庸國的勢力正在逐漸擴大，造成

對美國的威脅很大，中東的伊朗被反美份子掌握政權；南美的尼加拉瓜也

被左派人士佔領；蘇聯又出兵入侵阿富汗，要解決這一連串的外交困境，

總統與國會之間已達成一個共識，那就是要「聯中抗俄」，才能阻止蘇聯

勢力的擴張；國際社會秩序才不致於大亂；才不會動搖美國成為世界霸權

的地位。 

雷根當了八年的美國總統，把美國又重新帶回世界上最有強勢的領導

地位。他呼籲戈巴契夫(Milkhael S.Gorbachev)推倒柏林圍牆 13，雷根也積極

地發展軍備，編列大量的軍事預算來抵抗蘇聯勢力的擴張，美國擁有雄厚

的經濟力量來支持軍備競賽，可是蘇聯共產集團沒有此經濟能力與之抗衡，

最後終於導致蘇聯共產集團的全面崩潰。 

今年適逢中華民國建國百年，恰巧也是雷根百歲的冥誕，雷根是相對

於較反共的美國總統；相對於較支持台灣的最大盟國元首，但是，為了其

自己國家的利益；為了維持美國「世界警察」的地位，雷根對台灣的承諾

不得不有所權衡，這便印證了國際間「沒有永久的朋友；也沒有永久的敵

人」的道理；國與國之間的外交關係是建立在如何來「維護本國利益」為

最高指導原則；國家的命運與前途是掌握在國人的手中，是不能寄託於他

國的承諾之上。如何利用國際情勢的變化，來創造出有利於自己國家的外

交環境，將是國人今後可以努力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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