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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中華民國、美利堅合眾國共同防禦條約 
（資料來源：和平論壇 http：//www.dsis.org.tw/database/htm） 

本條約締約國 茲重申其對聯合國憲章之宗旨與原則之信心，及其與所有人

民及政府和平相處之願望，並欲增強西太平洋區域之和平結構；以光榮之同感，

追溯上次大戰期間，兩國人民為對抗帝國主義侵略，而在相互同情與共同理想之

結合下，團結一致併肩作戰之關係；願公開正式宣告其團結之精誠，及為其自衛

而抵禦外來武裝攻擊之共同決心，俾使任何潛在之侵略者不存有任一締約國在西

太平洋區域立於孤立地位之妄想；並願加強兩國為維護和平與安全而建立集體防

禦之現有努力，以待西太平洋區域安全制度之發展；茲議訂下列各條款。 

第一條 

本條約締約國承允依照聯合國憲章之規定，以不危及國際和平安全與正義之和平

方法，解決可能牽涉兩國之任何國際爭議，並在其國際關係中，不以任何與聯合

國宗旨相悖之方式，作武力之威脅或使用武力。 

第二條 

為期更有效達成本條約之目的起見，締約國將個別並聯合以自助及互助之方式，

維持並發展其個別及集體之能力，以抵抗武裝攻擊，及由國外指揮之危害其領土

完整與政治安定之共產顛覆活動。 

第三條 

締約國承允加強其自由制度，彼此合作以發展其經濟進步與社會福利，並為達到

此等目的，而增加其個別與集體之努力。 

第四條 

締約國將經由其外交部部長或其代表，就本條約之實施隨時會商。 

第五條 

每一締約國承認對在西太平洋區域內任一締約國領土之武裝攻擊，即將危及其本

身之和平與安全。茲並宣告將依其憲法程序採取行動，以對付此共同危險。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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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項武裝攻擊及因而採取之一切措施，應立即報告聯合國安全理事會。此等措施

應於安全理事會採取恢復並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之必要措施時予以終止。 

第六條 

為適用於第二條及第五條之目的，所有『領土』等辭，就中華民國而言，應指台

灣與澎湖；就美利堅合眾國而言，應指西太平洋區域內在其管轄下之各島嶼領土 

。第二條及第五條之規定，並將適用於共同協議所決定之其他領土。 

第七條 

中華民國政府給予，美利堅合眾國政府接受，依共同協議之決定，在台灣澎湖及

其附近，為其防衛所需而部署美國陸海空軍之權利。 

第八條 

本條約並不影響，且不應被解釋為影響，締約國在聯合國憲章下之權利及義務，

或聯合國為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所負之責任。 

第九條 

本條約應由美利堅合眾國與中華民國各依其憲法程序以批准，並將於在台北互換

批准書之日起發生效力。 

第十條 

本條約應無限期有效。任一締約國得於廢約之通知送達另一締約國一年後，予以

終止。 

為此，下開各全權代表爰於本條約簽字，以昭信守。 

本條約用英文及中文各繕二份。 

公曆一千九百五十四年十二月二日 

中華民國四十三年十二月二日訂於華盛頓。 

美利堅合眾國代表：John Foster Dulles 

中華民國代表：葉公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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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台灣關係法 
（資料來源：http://www.aboveasia.com.tw/mosion/rotbody.htm） 

 

本法乃為協助維持西太平洋之和平、安全與穩定，並授權繼續維持美國人民與在

台灣人民間之商業、文化及其他關係，以促進美國外交政策，並為其他目的。 

簡稱：第一條：本法可稱為「台灣關係法」。 

事實與政策聲明 

 第二條：（甲）由於總統已終止與一九七九年一月一日以前美國所承認為中華

民國之台灣統治當局政府關係，國會認為制定本法乃屬必要，以： 

 （1）協助維持西太平洋之和平、安全與穩定； 

 （2）授權繼續維持美國人民與在台灣人民間之商業、文化及其他關係，以促

進美國外交政策 。 

 （乙）美國之政策為： 

 （1）維持並促進美國人民與在台灣人民以及中國大陸暨西太平洋地區所有其

他人民廣泛、密切與友好之商業、文化及其他關係； 

 （2）宣布該地區（西太平洋地區）之和平及穩定，與美國政治、安全與經濟

利益相攸關，並為國際間關切之事； 

 （3）明白表示美國決定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立外交關係，係基於一項期望，

即台灣之未來將以和平方式決定之； 

 （4）任何試圖以和平手段以外之方式，包括經濟抵制或禁運，決定台灣之未

來，將被認為乃對西太平洋和平與安全一項威脅，為美國所嚴重關切。 

 （5）提供台灣防禦性武器； 

 （6）維持美國之能力以抵制任何可能危及台灣人民安全或社會經濟制度之武

力行使或其他形式之強制行動。 

 （丙）本法任何條文不得與美國對人權之關切相牴觸，尤其是有關居民在台灣

約一千八百萬全體人民之人權。維持並提高在台灣所有人民之人權在此再次被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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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為美國之目標。 

美國對台灣政策之實施 

 第三條：（甲）為推行本法第二條所揭示之政策，美國將供應台灣必要數量之

防禦軍資與服務，俾使台灣維持足夠之自衛能力。 

 （乙）總統與國會應依照法定程序，並完全根據其對台灣之需要所作之判斷，

決定此種防禦軍資與服務之性質及數量。此種對台灣防禦需要之決定，應包括美

國軍事當局對總統與國會提出之建議所作之評估。 

 （丙）任何對在台灣人民安全或社會經濟制度之威脅，以及因而對美國利益而

產生之任何危險，總統應立即通知國會。總統與國會應依照憲法程序，決定美國

為對付任何此類危險，而採取之適當行動。 

法律與國際協定之適用 

 第四條：（甲）外交關係與承認之欠缺，不得影響到美國法律對台灣之適用，

美國法律並應以與一九七九年一月一日以前相同之方式，適用於台灣。 

 （乙）本條款（甲）項之適用，應包括但不限於下列各項： 

 （1）凡美國法律提及或涉及外國、外國民族、外國國家、外國政府或類似實

體時，此等名詞應包括台灣，此等法律亦應適用於台灣。 

 （2）獲美國法律授權、或依照美國法律，推行或執行與外國、外國民族、外

國國家、外國政府或類似實體之計畫、交易或其他關係時，總統或美國政府之任

何機構獲有授權，依照美國現行法律及本法第六條之規定，與台灣推行及執行此

種計畫、交易及其他關係（其中包括但不限於透過與在台灣之若干商業實體所訂

之合約，以對美國提供服務）。 

 （3）1、與台灣雖無外交關係及承認，但不得就此廢止、侵害、修改、拒絕或

以任何方式影響 ，在美國法律下，前此或今後為台灣所獲致或與台灣有關之任

何權利或義務（其中包括但不限於涉及合同、債務或任何財產利益之權利義務在

內）。 



附錄 

 

 188

     2、為了在美國法律下之各項目的，包括在美國法院之訴訟在內，承認中

華人民共和國之舉在任何情形下不得影響在台灣之統治當局於一九七八年十二

月卅一日以前擁有或持有，或此一日期以後獲得或賺得之有形財產及無形財產之

所有權、或其他權利及利益，以及其他有價物品等。 

 （4）美國法律之適用，有賴於目前或過去適用於台灣之法律或須合乎台灣之

法律時，在台灣人民所適用之法律，就此節而言，應視為可適用之法律。 

 （5）本法中所載，或總統給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承認、台灣人民與美國間

無外交關係、或不為美國所承認等事實，以及若干隨附之情況等等，均不得在任

何行政或司法程序中被解釋為美國政府之任何部、會、署得依據一九五四年原子

能法和一九七八年禁止核子擴散法，作事實之認定或法律之決定，以作為拒絕出

口許可證申請或廢止現存對台灣核子輸出許可證之根據。 

 （6）為了移民及歸化法案之各項目的。台灣可獲得該法案第二○二條（Ｂ）

項第一款中所明訂之待遇。 

 （7）台灣依據美國法律在美國各法院進行訴訟和被訴之能力，不得因為無外

交關係或承認而受到廢止、侵害、修改、拒絕或任何方式之影響。 

 （8）美國法律之任何規定，無論是明示或暗示，凡以需要保有外交關係或承

認為條件者，概不適用於台灣。 

 （丙）為了各項目的，包括在美國任何法院中進行訴訟，國會認可美國與在一

九七九年一月一日以前被承認為中華民國之台灣統治當局所簽訂，並迄至一九七

八年十二月卅一日一直有效之各項條約及包括多邊協定在內之其他國際協定，繼

續有效，除非並直至依法終止為止 。 

 （丁）本法之任何條款，概不得被解釋為支持排除或驅逐台灣在任何國際金融

機構或任何其他國際組織之會籍之依據。 

海外私人投資公司 

 第五條：（甲）自本法案制定為法律之日起三年期間，一九六一年援外法案第

二三一條第二項第二款中規定之一千美元個人平均所得之限制，不得用以海外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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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投資公司決定是否提供有關在台灣投資計畫任何保險、再保險、貸款或擔保等

活動。 

 （乙）除本條（甲）項之規定外，海外私人投資公司對在台灣之投資計畫所給

予之保險、再保險、貸款、或擔保，應適用其對世界其他地區所適用之相同標準。 

美國在台協會 

 第六條：（甲）總統或美國政府任何機構所推行或執行之有關台灣之計畫、交

易及其他關係，應在總統指示之方式和範圍內，經由或透由下列機構推行及執行 

： 

 （1）美國在台協會－一個依據哥倫比亞特區法律所設立之非營利法人；或（2）

總統可能指定與前者相當之繼任非政府實體。（此後在本法中稱為「協會」） 

 （乙）總統或美國政府之任何機構，在美國法律之授權、要求、或規定下，訂

立、執行、實施或維持與台灣有關之協定或交易時，此種協定或交易，應在總統

指示之方式和範圍內，經由或透由協會照予訂立、執行或實施。 

 （丙）協會之設立或執行業務時所依據之哥倫比亞特區、各州或政治次級單位

之法律、規章、規定、或法令，對協會依據本法執行其功能有所阻礙或干預時，

本法應被視為優先於此等法律、規章、規定或法令。 

美國在台協會對在台美國公民提供服務 

 第七條：（甲）該協會得授權其在台任何職員　 

 （1）監督或接受任何人之宣誓、證詞、誓詞或口供，並執行在法律規定或授

權在美國國內執行公證時公證人所執行之公證行為； 

 （2）擔任已故美國公民個人財產之臨時監護人；以及 （3）行使其他根據總

統指定之美國法律所授權為領事目的在美國國外執行之行為，以協助並保護美國

人之利益。 

 （乙）經授權之該協會職員依照本條款所執行之行為應為有效，其效力及效果

在美國國內一如美國法律授權任何其他人執行之行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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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在台協會之免稅地位 

 第八條：（甲）該協會，其財產及其收入，均得免除美國目前或以後所徵之稅

（但本法第十一條（甲）項（3）款規定應繳納按照與聯邦保險稅法有關之一九

五四年國內稅法第廿一章所徵之稅例外），亦得免除美國任何州或地方稽徵當局

所徵之稅。 

 （乙）為一九五四年國內稅法之目的，該協會應被視為如一七○項（乙）(1)

（甲）、一七○項（丙）、二○五五項（甲）、二一○六項（甲）(2)（甲）、二五二

二項（甲）、以及二 五二二項（乙）所敘述之一機構。 

提供美國在台協會之財產與服務及該協會所提供之服務 

 第九條：（甲）美國政府任何機構均被授權，依照總統所指示之條件，得對該

協會出售、出借、出租財產（包括孳息在內）以及履行行政及技術支援之職能與

服務，以利該協會之作業。本款所稱之對各部會之償款應納入有關機構目前可使

用之經費中。 

 （乙）美國政府任何機構均被授權，依照總統所指示之條件，得自該協會獲取

及接受服務。在總統決定促進本法之目的時，該等機構自該協會所獲服務，不必

顧及在通常情形下對各該機構獲取服務而適用之總統頒佈行政命令所指定之法

律。 

 （丙）美國政府任何機構依據本法提供經費予該協會，應與該協會安排，俾使

美國審計長得以檢查該協會帳目與紀錄，並有機會監督該協會之作業。 

台灣之機構 

 第十條：（甲）總統或美國政府任何機構，獲有美國法律授權，或美國法律要

求或依照美國法律，向台灣提供，或供給，或自台灣接納或接受任何作為、通知 

、保證、承諾或其他行動，則此種行動應在總統指定之方式及範圍內向台灣所設

立之一項機構提供、或供給，或自該機構接納或接受。該一台灣設立之機構，總

統決定其擁有根據在台灣人民適用之法律所規定之必要權力，以代表台灣按照本

法提供保證並採取其他行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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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經要求總統給予台灣設立機構之辦公處所與人員與一九七九年一月一日

以前被承認為中華民國在台灣之統治當局前在美國作業之辦公處所與人員之數

目相同。 

 （丙）依據台灣給予該協會及其適當人員相對之特權與豁免，總統被授權給予

台灣之機構及其適當人員以有效執行其職權所必需之特權與豁免（在適當之條件

與義務下）。 

政府人員離開公職而受僱於協會 

 第十一條：（甲）（1）依據總統所指示之條件，美國政府任何機構得將其任何

官員或職員於接受協會聘僱時離開政府公職一特定時間。 

 （2）依據本款（1）項脫離原機構而受僱於該協會之任何官員或職員，有權在

受僱期滿時，依照總統可能規定之期限與其他條件，獲得原機構（或繼任機構）

以適當職位重新僱用，並享有如未脫離一般之權利、特權與福利。 

 （3）有權依據本款（2）項享有重新僱用或復職權利之官員或職員，在繼續受

僱於該協會而服務並無中斷時，得繼續參加該員加入該協會前所參加之福利計畫 

，包括因公死亡、受傷或生病之補償；健康及人壽保險；年假、病假及其他法定

休假、退休等，惟只有在受僱者與僱用者依照規定扣存與負擔參加經費，而存於

福利計畫基金，受僱人始得繼續享有此類福利。該類官員或職員在受僱該協會期

間，以及重新僱用或復職之前死亡或退休時，應視為在美國政府機構任內死亡或

退休，以享受退休或撫卹之福利。 

 （4）在本法頒布前，任何獲准無薪告假離職至該協會服務之美國政府機構之

官員或職員，服務期間得享本項所列之福利。 

 （乙）在台灣僱用外籍人員之任何美國政府機構，得將該等人員，連同積生之

津貼、福利與權利，轉調至該協會，勿任服務中斷，以求繼續享有該外籍人員在

調至該協會之前所參加之退休及其他福利計畫之目的，包括繼續參加按照美國法

律所訂定之任何職員退休計畫，但只有在受僱者與僱用者依照規定扣存及負擔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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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經費，而存於福利計畫基金或保管者下，始得在該協會辦理退休。 

 （丙）該協會職員應非為美國之僱用人員，在代表該協會時，應豁免美國法典

第十八條二○七款之限制。 

 （丁）（1）為一九五四年國內稅法九一一與九一三款之目的，該協會支付予其

職員之薪水不應被視為營利所得。該協會職員所獲薪水，不應包括在總所得之內 

，而應予免稅，免稅範圍為此等薪水與美國政府文官與職員所獲津貼與福利相

等。依據該項稅法九一二項，此等津貼與福利是免稅的。 

 （2）除本條（甲）項（3）所規定之範圍外，該協會職員所作之服務，不應構

成該項稅法第廿一章以及社會安全法第二條所規定目的之僱用。 

報告之規定：第十二條： 

（甲）國務卿應將協會為其中一造的任何協定全文送達國會，惟如總統認為，

該等協定任何一項之立即公開透露會妨礙美國的國家安全，則不應如此將之送

達國會，而應依總統命令作適當解除機密性之時方再送達參院及眾院外交委員

會。 

 （乙）（甲）項所稱之「協定」一詞係包括： 

 （1）協會與台灣統治當局或台灣所設置之機構締結之任何協定，以及 

 （2）協會與美國政府任一機構所締結之協定。 

 （丙）已經或將要由協會或透由協會達成之協議及交易，應遵照國會知會、檢

討及批准之規定及程序，與此等協議及交易係由或透由協會所代表美國政府機構

達成者無二致。 

 （丁）自本法生效之日起二年內，國務卿應每隔六個月向眾院議長及參院外交

委員會提交一份描述並檢討美國與台灣經濟關係之報告，指出對正常商務關係之

任何干擾。 

規章：第十三條：授權總統釐訂其認為為實施本法目的之該等適當規章。自本法

生效之日起三年內，此等規章應迅速送達眾院議長及參院外交委員會。惟此類行

動不應解除本法加諸協會之各項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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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會之監督：第十四條：（甲）眾院外交委員會、參院外交委員會及國會之其他

適當委員會應監督： 

 （1）本法各條款之執行； 

 （2）協會之作業及程序； 

 （3）美國與台灣的繼續關係之法理及技術面；以及 

 （4）美國關於東亞安全與合作政策之執行。 

 （乙）該等委員會應適時分別向其所屬之各該議院報告其監督結果。 

定義：第十五條：為本法之目的： 

 （甲）「美國之法律」一詞，包括任何法律、法令、規章、條例、命令、或美

國或其任何政治區域之司法判決；以及 

 （乙）「台灣」一詞，按照法案全文之需要，包括台灣本島及澎湖，該等島嶼

上之人民，依據適用於該等島嶼之各項法律所設立或組織之法人及其他的實體及

協會，以及在一九七九年之前被美國承認為中華民國的在台灣之統治當局及任何

繼承之統治當局（包括其政治區域、機構及實體）。 

撥款之授權 

 第十六條：為執行本法各項條款而可從其他方面獲得之經費除外，授權於一九

八○會計年度內核撥國務卿以實施該等條款所需之款額，此項款額准予保留運用

至用盡為止。 

條款效力：第十七條：如若本法之任何條款或其對任何人或情況之適用被認為無

效，本法之其餘部分及該等條款對其他任何人或情況之適用，不應因而受到影響。 

生效日期： 第十八條：本法應自一九七九年一月一日起生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