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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兩岸關係：鞏固中華民國主權，壯大臺灣實力，引領兩岸關係良性發展， 
                               建構臺海的長期和平與穩定 

二、國防安全：建構「固若磐石」的自我防衛國防武力，達成嚇阻威脅、預 
                               防戰爭之目標，以維護臺海和平穩定，確保國家生存發展 

    鞏固中華民國主權，在中華民國憲法架構下，維持「不統、不獨、不武」
的臺海現狀，並在「互不承認主權、互不否認治權」的兩岸互動下，堅持
「對等、尊嚴、互惠」的原則，建構長期、穩定、制度化的兩岸關係。 
    以「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為基礎，秉持「擱置爭議、共創雙贏」、
「以臺灣為主、對人民有利」及「國家需要、民意支持、國會監督」的原則，
凝聚國內朝野共識，持續推動制度化協商，為臺灣創造更多優勢條件，讓
「世界走進臺灣、臺灣走向世界」。 
    運用「創新、不對稱」思維，強化建軍備戰，厚植國防實力，打造精銳
新國軍，確保臺海和平。 

    引領兩岸關係良性發展，發揚臺灣軟實力，分享臺灣經驗，讓自由、民
主、人權、法治成為推動兩岸關係的核心價值，促成兩岸公民社會的相互提
升，實現臺海永久和平。 

施政主軸 

和平兩岸 

政策理念 

–鞏固主權，壯大臺灣，兩岸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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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施政主軸一：兩岸關係 

1.實現兩岸關係制度化，創造兩岸永續和平的大局 
2.發揮臺灣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等核心價值與文化軟實力，

引領兩岸關係良性發展 
3.善用兩岸優勢，積極參與區域與全球經貿活動，壯大臺灣 
4.維護中華民國主權，堅守臺灣主體性，有尊嚴地廣泛參與國際

社會，建構兩岸國際良性互動的新模式 

1.鞏固主權、和平護國 

1.1在中華民國憲法架構下，維持「不統、不獨、不武」的臺海現狀。 
1.2維護國家主權，堅守臺灣主體性，透過兩岸交流對話，創造有利國家發展的和

平大局。 

2.持續推動制度化協商，建構兩岸穩定、機制化的互動模式 

2.1秉持「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的兩岸制度化協商基礎，及「對等、尊嚴、互
惠」，「以臺灣為主、對人民有利」、「先急後緩、先易後難、先經後政」等
原則，深化制度化協商，推動有利國家發展與提升民生福祉之兩岸協商議題，
建構兩岸良性互動模式。 

策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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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完備兩岸經貿往來等相關安全管理機制  
   3.1強化兩岸經貿相關安全管理機制，確保臺灣經濟的主體性及安全性。 

   3.2在確保國內金融體系穩定及有效風險控管前提下，適時檢討放寬兩岸金融
業務往來相關規範，使我金融服務業更具競爭力，並協助臺商發展。 

   3.3考量兩岸經濟量體懸殊，在開放兩岸經貿政策中，確保弱勢傳統產業在本

土的發展權益，及協助其拓展空間。  

施政主軸一：兩岸關係(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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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積極落實並擴大兩岸已簽署之海空運、旅遊、共同打撃犯罪、食品安全、醫
藥衛生，以及「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等各項協議執行成效；
有序推動ECFA後續及其他議題之協商，包括：投資保障、貨品貿易、服務貿

易、爭端解決、海關合作、產業合作、貨幣清算等議題之協商。  
2.3常態化兩岸人員往來機制，落實民眾權益保障，完善法制規範。 
2.4循序穩健推動兩岸互設辦事機構。 
2.5在國內民意達成高度共識，兩岸累積足夠互信的前提下，秉持「國家需要、

民意支持、國會監督」的原則，通盤評估國內外情勢發展，審酌推動兩岸商

簽和平協議，以維護兩岸永續和平。  



 

4.循序漸進推動兩岸經貿制度化之交流及合作 
   4.1適時調整兩岸經貿政策，建構具國際吸引力及永續發展之投資環境，加強吸

引臺商及外商來臺投資。  

   4.2秉持優勢互補原則，協助國內產業發展及促進就業，進一步開放陸資來臺投
資。  

   4.3確保臺灣產業優勢下，加強兩岸製造業及服務業合作，積極創造兩岸產業合
作的機會，並強化連結跨國企業進行全球布局。  

   4.4輔導臺商轉型升級，協助拓展大陸內需市場。 

   4.5有效利用臺灣海空運地理優勢，結合兩岸與全球海空運網路，增益臺灣海空
樞紐地位。  

   4.6擴大大陸人民來臺觀光並確保優質旅遊，進一步吸引赴大陸旅遊的國際觀光

客來臺。  

施政主軸一：兩岸關係(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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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推廣臺灣核心價值與軟實力 

5.1發揮臺灣軟實力與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的核心價值，深化兩岸環保、人
權、婦女、勞工、新聞等領域民間團體的交流，成為兩岸公民社會相互提升
的動力。 

5.2促進兩岸資訊對等傳播，拓展臺灣影音、出版品進入大陸，推廣媒體改革、
資訊開放之理念。  

   

 



 5.3穩健推動陸生來臺就學，強化兩岸青年交流與相互瞭解，分享民主、人權等普世
價值。 

 5.4發揮具臺灣特色的中華文化優勢，強化臺灣多元、民主價值觀的影響力，提倡正
體字，共創優質的中華文化。 

 
6.發展兩岸在國際社會良性互動的新模式 

 6.1在對等、尊嚴原則上，針對氣候變遷、環保、人道救援、綠色能源、公共衛生、
糧食安全等全球新興議題，倡議兩岸合作交流，並推動國際多邊合作。 

 6.2持續發揮兩岸關係和緩的和平紅利，強化國際社會支持我國推動參與國際組織與
活動，並促使大陸在「對等、尊嚴、互惠」的原則下，共同在國際間發展良性的
互動關係。 

 6.3促成臺灣的非政府組織（NGO）有尊嚴地、廣泛參與國際社會、為臺灣發聲，與
大陸的非政府組織（NGO）共同貢獻國際社會。 

 

7.強化兩岸交流長期觀察機制，促進兩岸關係良性互動、有序的發展   
 針對兩岸交流可能產生的社會、經濟、文化、教育衝擊，建立觀察指標，例如：就業
 安全、環境安全、食品安全、公共衛生、公平貿易、產業衝擊、教育領域的影響、文
 創產品的流通自由度、新聞與網路的流通自由度等，引導兩岸交流健全發展。 

施政主軸一：兩岸關係(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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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1.建立「小而精、小而強、小而巧」的勁旅，強化國防力量 
2.打造精銳國軍，捍衛中華民國主權，保衛臺海安全 

施政主軸二：國防安全 

策 略 

1.建構可恃戰力 
  1.1本「預防戰爭、保衛國家」之理念，持續推動國防轉型，精進國防組織調整，建

立高效聯合戰力，籌建新式武器裝備，強化資訊安全防護，發展創新與不對稱能
力。 

   1.2統合國家整體資源及動員全民總體力量，厚植全民國防實力，以擊退任何犯臺企
圖。 

2.展現防衛決心 
  2.1依「汰舊換新、自我防衛及無法自製」之原則，合理分配國防預算，爭取美國及

其他國家軍售，並致力高科技國防武器的研發，發展軍民通用科技，提升國防自
主能量。 

   2.2整建現代化國防武力，堅定全民抗敵意志，維護國家安全，展現自我防衛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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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主軸二：國防安全(續) 

3.維護區域穩定 
   3.1秉持維護和平之理念，建構「預防危機、掌握狀況、緊急應變、快速處理、避免

擴大」的防範衝突機制。 
   3.2強化美、日及周邊等國關係，建立戰略對話合作管道，並積極參與區域事務。 

   3.3遵守國際公約及聯合國決議，絕不發展核子及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恪盡國際義務。 
   3.4打擊走私偷渡等犯罪行為，並加強國際合作，從境外剷除不法根源，維護社會及

海域安全。 

4.重塑精神戰力 
  堅定國家認同，塑造精實軍風，整飭部隊風紀，推動行政革新，培養軍人氣節，建立 

   官兵榮譽。 

5.強化災害防救 
   5.1本著「救災就是作戰」、「超前部署、預置兵力、隨時防救」及「防災重於救災

、離災優於防災」等政策指導，結合政府與民間整體資源，確保及時因應天然災
變、複合式災害、污染防救及疫病防治。 

   5.2貫徹「平時能救災、戰時能作戰」之訓練目標，以降低人民災損，守護國土家園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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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主軸二：國防安全(續) 

6.推動募兵制度 
   6.1順應民意期盼，減輕國民兵役負擔，釋出人力投入國家建設，發揮人力資源最大效   
     益，以利國家長遠發展。 
  6.2修正相關法規，調整福利待遇，建立優質環境，規劃生涯發展等措施，打造專精、 
     專業、高戰力的精銳國軍。 

7.優化官兵照顧 
  7.1保障官兵福利與權益，鼓勵官兵終身學習汲取新知、增進國軍創新能力；重視眷屬

福利服務，運用社會及地方政府資源，照顧軍人家庭生活。 
  7.2配合都市計畫，提高土地效益，改善居住品質，妥善軍眷服務；加強退員照護、關

懷退役袍澤，協同退輔會及社福團體，全面關懷解決疑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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