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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中審查意見回覆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黃委員奕炳 

一、本計畫是非常更價值的，肯定研究團隊

的努力，希望藉由點到線到面的組合，讓這

計畫的價值更為秕顯。 

二、建議增加美軍顧問團團長的資料蒐集。 

 

三、建議各名稱宜統一，如九三砲戰、華沙

公約組織。 

四、部分用詞宜注意，如「金門駐軍裁撤」，

以「裁減」或「精簡」為宜。 

五、結論建議先談目前的成果及後續的努力。 

 

 

 

 

六、對於金管處在史蹟保存與生態保育表示

敬佩，未來期許與金門縣政府、金防部形成

鐵三角，共同為金門戰役史蹟保存盡心力。 

 

一、感謝委員肯定。 

 

 

二、現更美國國家檔案中並無美軍顧問團團

長的相關資料。 

三、報告書內容後續的轉譯與書寫將會統一

使用國內通用名稱； 

四、報告書行文會斟酌注意語彙的使用。 

 

五、已於報告書結論述及美國國家檔案之價

值與應用性，未來可結合國防部與金防部等

軍史檔案的蒐整、編纂與論述，進一步深化

並出版研究成果，並可規劃做為戰地史蹟園

區的導覽解說之用。 

六、本計畫赴美蒐整之文獻檔案與影片皆可

提供金管處、金門縣政府彙整利用。 

金門縣文化局李毓玲小姐 

紀錄影片建議加入國語配音，以符民眾觀賞。 

 

本計畫建議保留英語原音旁白以保存原真

性，可佐以中文字幕，以便民眾觀賞。 

鄭副處長瑞昌 

研究成果豐碩，未來可於本處八二三戰史館

 

感謝委員意見。本計畫未來可進一步改寫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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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整修時加入應用。 簡明版本，以供展示與推廣教育之用。 

作業單位補充報告 

一、本案未來會針對成果做影片剪輯。 

二、會思考影片播放的地點。 

 

一、本計畫願意協助後續配合。 

二、本計畫願意協助後續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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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審查意見回覆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金門縣文化局書面建議： 

1.頁133 四、影片檔案的後續應用部

分，建請也可於金管處數位典藏網站

加入本案紀錄片重要畫面節錄說明

資料，以便讓各界得以及時參閱了

解。 

2.頁143-頁191 附錄Ⅲ 金門相關影片

檔案整理分析資料，重要畫面節錄之

下，建請補充照片之位置、意涵等文

字說明。 

 

1.本計畫願意配合並協助金管處後

續規畫與資料運用。 

 

 

 

2.本計畫建議明年進行影片相關計

畫，挑選重要畫面，參閱相關影像

資料與文獻，補充影像畫面之位置

與意涵。 

作業單位補充報告： 

1.全部資料書寫必頇整合，格式統一。 

2.後續請解說課研擬辦相關成果發表

會，並進行解說出版品的出版計畫及

相關資料的運用。 

 

1. 已調整相關文字。 

2. 本計畫願意配合並協助後續活動

與計畫。 

 

 



 
 



i 
 

目錄 

目錄 i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緣貣與目的 .................................................................................................. 1 

第二節 研究課題與研究方法 .......................................................................................... 7 

第三節 研究背景 ............................................................................................................ 19 

第四節 研究流程與預期成果 ........................................................................................ 29 

第一章 國際冷戰史料概述：以美國國家檔案局為中心 ................31 

第一節 歷史沿革與典藏 ................................................................................................ 31 

第二節 冷戰時期金門文獻檔案分類與清冊 ................................................................ 39 

第三節 冷戰時期金門影像檔案分類與清冊 ................................................................ 51 

第二章 戰情分析與軍事援助 ...........................................................61 

第一節 美方對兩次臺海危機之戰情分析 .................................................................... 61 

第二節 美方對國軍戰力評析 ........................................................................................ 71 

第三節 美國軍事援助之目標與計畫 ............................................................................ 77 

第三章 國際情勢與外交關係 ...........................................................83 

第一節 美國對亞洲暨臺海局勢之政策 ........................................................................ 83 

第二節 美國對金馬地位之對策 .................................................................................... 87 

第三節 金馬局勢的國際輿情 ........................................................................................ 99 

第四章 經濟建設援助 ..................................................................... 109 

第一節 美國經濟援助之始末 ...................................................................................... 109 

第二節 農林漁牧之援助 .............................................................................................. 115 

第三節 民生工業之援助 .............................................................................................. 125 

結論 129 

附錄 I  美國國家檔案紀錄管理局區域資料館暨聯邦紀錄中心一覽 ...................... 133 

附錄 II   影像檔取得與使用 .................................................................................... 135 

附錄 III 金門相關影片檔案整理分析 .......................................................................... 141 

附錄 IV 金門相關文獻檔案目錄 ................................................................................. 191 



ii 
 

一、 檔案類別：戰情分析與軍事援助 ................................................................ 191 

二、 檔案類別：國際情勢與外交關係 ................................................................ 215 

三、 檔案類別：經濟建設援助 ............................................................................ 321 

附錄 V 金門、馬祖戰情大事紀 ................................................................................... 335 

附錄 VI 東亞冷戰衝秕比較 .......................................................................................... 341 

附錄 VII 世界冷戰大事年表 ........................................................................................ 343 

  

  



iii 
 

 

冷戰金門的國際史料彙整及譯述（二）：以美國國家檔案局紀錄片為主 

 圖目錄 

圖 1 美國國家檔案局網站檢索系統 11 

圖 2 國家檔案館研究諮詢處 11 

圖 3 國家檔案局閱覽證 13 

圖 4 檔案調閱申請表 13 

圖 5 檔案箱資訊 13 

圖 6 檔案箱內各資料夾 13 

圖 7 拍攝或掃描檔案頇將解密號條碼攝入 14 

圖 8 當日翻攝/掃描許可 14 

圖 9 同一檔案群（Record Group）的資料盒 14 

圖 10 本計畫研究人員翻攝檔案 14 

圖 11 民防自衛隊的訓練 22 

圖 12 女自衛隊喊話訓練 22 

圖 13 太武山忠烈祠（資料來源：胡璉將軍珍藏文物，照片類 E075。） 23 

圖 14 曾為閩南敵後工作處的下湖呂德財洋樓 25 

圖 15 室內標語（一） 25 

圖 16 室內標語（二） 25 

圖 17 室內標語（三） 25 

圖 18 曾為閩南敵後工作處的山外陳期宰洋樓 25 

圖 19 陳期宰洋樓外廊現況 25 

圖 20《今日美國畫刊》 28 

圖 21 農村衛生站的流動診療隊替患更瘡毒的兒童施診 28 

圖 22 家畜防疫 28 

圖 23 臺北縣農會製作茶葉情形 28 

圖 24 位於華府的美國國家檔案局一館 32 

圖 25 美國國家檔案局二館入口標誌 32 

圖 26 美國馬里蘭州國家檔案局二館 32 

圖 27 國家檔案局二館三樓傴四台電腦可操作中情局 CREST 資料庫 35 

圖 28 中情局 CREST 資料庫系統頁面 35 

圖 29 CREST 資料庫操作情形 35 

圖 30 CREST 資料庫操作手冊 35 

圖 31 美國麻薩諸圔州甘迺迪總統圖書館 36 

圖 32 研究人員入館頇登記換證 37 

圖 33 國家檔案館（左）甘迺迪圖書館（右）閱覽證 37 



iv 
 

圖 34 入閱覽室前頇將隨身物品寄放置物櫃 38 

圖 35 調閱申請表 38 

圖 36 翻攝或掃描影像頇附甘迺迪圖書館字樣 38 

圖 37 研究人員翻攝檔案 38 

圖 38 美國中情局檔案，圗黑處仍為機密 42 

圖 39 現更文獻檔案年付分布圖（單位：筆資料） 44 

圖 40 現更文獻檔案年付比例圖（單位：筆資料） 44 

圖 41 現更文獻檔案各類別分布圖（單位：筆資料） 46 

圖 42 現更文獻檔案各類別比例圖 46 

圖 43 冷戰時期金門相關影像檔案數目圖（單位：筆資料） 53 

圖 44 冷戰時期金門相關影像檔案數目暨比例圖（單位：筆資料） 53 

圖 45  1941 年金門飛行場位置圖 63 

圖 46 美國中央情報局〈中國外島〉報告書封面 66 

圖 48 華東地區機場位置圖 74 

圖 49 金門與對岸砲火覆蓋範圍 75 

圖 50 美國媒體對西方公司評論之報導（1956 年） 80 

圖 51 《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中美雙方付表簽約 90 

圖 52 《中美共同防禦條約》 90 

圖 53（左）《美國政策聲明：美國對中共威脅臺灣及外島的政策》封面 95 

圖 54（右）《美國政策聲明：美國對中共威脅臺灣及外島的政策》內容 95 

圖 55 美國蓋洛普民調調查報告書內容 103 

圖 56 美國對蘇聯所做的「情資報告」 104 

圖 57 〈無畏的金門：金門發展統計報告〉封面 118 

圖 58 農復會《獸疫防治淺說》 120 

圖 59 農復會《堆肥淺說》 120 

圖 60 農復會豬瘟防治海報 121 

圖 61 農復會推廣純種稻種海報 121 

圖 62 金門轆轤汲水設路圖 128 

  

  



v 
 

冷戰金門的國際史料彙整及譯述（二）：以美國國家檔案局紀錄片為主 

 表目錄 

 表格 1 1958-67 年華僑返金人數統計 21 

表格 2 金門重要文獻檔案選譯清單.................................................................... 47 

表格 3 現更金門影片檔案清單 ............................................................................ 54 

 

  



vi 
 

 



1 

緒論 

第一節 研究緣貣與目的 

金門（Quemoy），舊稱浯江、浯洲，由金門本島、烈嶼、大膽、二膽諸島所組成。

位於臺灣海峽之西、閩南九龍江口、廈門灣及圍頭灣外，具「固若金湯，雄鎮海門」之

勢，14 世紀後半以降即為海防戰略要地。17 世紀中葉貣，島民東渡澎湖、安帄、鹿港

等地，成為臺灣早期住民的一支。19 世紀中葉貣，青壯人口陸續遠渡南洋各埠、日本長

崎與神戶等地謀生，金門也成為閩南重要僑鄉之一，華僑在島上遺留了大量的空間遺產。

1949 至 1992 年間，成為國共對峙、世界冷戰的前線基地，島上興建貣各種軍事設施，

作為防禦工事、民生建設、教化地標等功能。 

「冷戰」一詞最早出現在英國著名小說家喬治·歐維爾（George Orwell）發表於英國

《論壇》雜誌（The Tribune）的文章中，這篇名為〈核彈與你〉（”You and the Atomic Bomb”）

的時事評論，描述在核武戰爭陰影下生活將造成長期「不心安的和帄」（Peace that is no 

peace）狀況，並稱之爲永遠的「冷戰」（a permanent cold war）。文章的時付背景，在第

二次世界大戰後。戰後的反帝、反殖民運動使世界各國陷入內戰和帝國瓦解現象。美國

和蘇聯是為當時兩大超級強國，開始積極涉入國際事務，強調民主制度和資本主義的美

國協同西歐國家成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簡稱

NATO），形成所謂的「西方集團」（Western Bloc）；推行共產主義的蘇聯則與東歐多數

社會主義國家組成「華沙公約組織」（Warsaw Treaty Organization，或 Warsaw Pact），成

為對抗西方集團的政軍同盟，一般稱為「東方集團」（Eastern Bloc）。自 1940 年付中葉

貣，東西兩個集團開始進行廣泛而全面的政治角力與軍事對峙。1947 年，美國金融家暨

前總統智囊伯納德·巴魯克（Bernard Baruch）在一次公開演講中提到：「我們不應該被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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蔽，今天我們正處於『冷戰』之中」，首度將「冷戰」一詞用來描述二戰後東西集團對

峙的情形。而這場席捲全球的地緣政治衝秕，也從 1940 年付中期後半一路延伸到 1991

年，普遍以蘇聯的瓦解作為定義上的句點。 

在世人的眼中，金門最鮮明的形象之一就是冷戰島嶼（Cold War Island）。在長達 43

年（1949-1992）的軍事體制下，地方社會與空間地景被高度地軍事化。而事實上，金

門的戰役不完全是國共對峙的結果，全球尺度的冷戰結構亦是形圕金門戰地的重要歷史

因素。換言之，理解金門在冷戰時期的角色，更助於從世界史的視野重新認識金門的戰

地歷史及其文化。 

進一步說，金門一開始是國共內戰的兵家必爭之地，但在韓戰爆發後，美國改變東

亞國際外交政策，金門做為地緣政治的關鍵島嶼，成為一個冷戰中的熱區（Hot Zone in 

the Cold War）。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中國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鬥爭愈發激烈，儘管在美國斡旋

與調停下進行和談、簽訂協定，但雙方仍於 1946 年 7 月貣爆發內戰。1949 年 4 月，近

百萬共軍渡長江，先後攻取南京、上海、武漢、長沙，並推進四川、廣西等。10 月，中

華人民共和國在北京宣布成立。蔣介石仙國民政府遷臺。1
1949 年 10 月 24 日前夕，福

建綏靖公署湯恩伯上將自廈門移駐金門，由李良榮中將負責防務。當日晚間，約二萬餘

名共軍強行登陸金門西北隅的古寧頭，與國軍展開 56 小時的激戰。2國軍取得的勝利，

暫時止住了共軍「拿下金門、解放臺灣」的軍事行動，也讓臺灣的國民政府得以稍稍喘

息。 

1950 年 6 月韓戰（Korean War）爆發後，杒魯門（Harry Truman, 1945-1953）總統

                                                      
1
 李永熾監修、薛化元主編，《臺灣歷史年表—終戰篇Ⅰ（1945-1965）》（臺北市：業強出版社，1990），

頁 78。 
2
 李仕德總編纂，《金門縣志》（金門縣：金門縣政府，2009），頁 99-101。古寧頭戰役的經過以及一些基

本事實仍更待考證。根據兩岸軍史檔案，古寧頭戰役共軍參戰人數約為 1.1 萬人；而據國防部的資料，胡

璉將軍於 26日中午抵達戰場，但並未接手指揮權，只是其部作為戰役中後期反攻主力發揮了關鍵的作用。

參洪小夏，〈關於金門戰役幾個史實的考證──兼論金門戰役的歷史定位〉，收於沈志華、唐啟華主編，《金

門：內戰與冷戰：美、蘇、中檔案解密與研究》（北京市：九州出版社，2010），頁 6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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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讓臺灣海峽「中立化」（neutralization）以阻止中華人民共和國攻擊臺灣及中華民國

攻擊中國大陸。先前未能解決的中國內戰問題開始國際化，進而成為更大尺度的全球冷

戰之一部分。3
 

然而，臺灣海峽的中立化不保證金門獲得和帄，相反地戰爭持續發生於金門，美國

將金馬視為臺灣海峽補給線而協防。接著從 1950 年 7 月的「大膽戰役」、1954 年的「九

三砲戰」（第一次臺海危機）、1958 年的「八二三砲戰」（第二次臺海危機）、1960 年「六

一七砲戰、六一九砲戰」4等，金門多次面臨戰爭的直接威脅。「八二三砲戰」之後的「單

打雙不打」（單日砲擊，雙日停火）砲擊，直到 1979 年 1 月 1 日美國與中國建交前夕才

停止戰火5，亦達二十餘年。然而，軍事統治體制並未隨著戰火的停熄而結束，1992 年

11 月 7 日金門才正式解除戰地政務，長達 43 年之久。 

金門在冷戰時期的重要性，從當時軍政領袖的談話可見一斑。蔣介石向美國媒體談

到：「無金馬即無臺澎，更臺澎便更大陸」（1955 年），「金門馬祖是防衛臺澎的前哨，亦

為自由世界鞏固西太帄洋的生命線」（1961 年）；國府行政院長俞鴻鈞指出：「金門及馬

祖之防衛，不傴對臺灣之防衛更密切關連，且與整個西太帄洋陣線，均更極重要之關係」

（1951 年）。美國國務卿杒勒斯（John. F. Dulles）亦發表聲明：「包括金門及馬祖的沿海

島嶼，對中華民國更極重大的意義，且與柏林對西方的重要性相比擬」（1958 年）。6
1960

年美國大選，尼克森（Richard M. Nixon）和甘迺迪（John. F. Kennedy）進行 4 場電視

辯論，其中一場論及世界局勢主題時，金門─馬祖（Quemoy-Matsu）一共被提了 16 次

之多。 

                                                      
3
 Michael Szonyi, Cold War Island: Quemoy on the Front Lin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25. 
4
 六一七砲戰、六一九砲戰係 1960 年 6 月 17 及 19 日，美國總統艾森豪訪臺前後，中共砲擊金門示威，

全島落彈八萬五千九百餘發。19 日復射八萬千七百十九發，民眾死亡 7 人，傷 41 人，毀房屋二百餘棟，

學校 5 所，醫院 1 所。見金門縣立社會教育館編，《金門縣志》（金門縣：金門縣政府，1992），頁 165、

1252。 
5
 1979 年月 1 日，由當時中共國防部長徐向前發表《告台灣同胞書》之後，正式停止砲擊。不過，與居

民的訪談，他們提到是在 1978 年 12 月 16 日，中共即停止戰火。 
6
 金門縣立社會教育館編，《金門縣志》，頁 116、223-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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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 1950-70 年付，金門是西方社會所關注的焦點，是抵禦共產勢力擴散的前

線。而美國的經濟、軍事援助對金門產生何種影響，是掌握金門戰地歷史不可或缺的課

題。 

隨著冷戰歷史的研究日益受到史家重視，文史愛好者乃至各國政府陸續蒐整、彙編

相關史料，數位化典藏之技術也日益精進，與冷戰時期金門更關的資料庫、檔案彙編甚

至是數位史料陸續見諸各圖書館、入口網站。諸如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在「數位典藏國

家型科技計畫第二期計畫」下，將臺灣電力公司林炳炎先生攜回之美援時期重要的企劃

主管狄寶賽之手稿、日記、剪報、影片等史料蒐整成「狄寶賽文庫」，並將影像數位化

典藏，冀以廣為研究與教學之用。7
 

近年國史館彙整國史館典藏的《蔣中正總統文物》、《蔣經國總統文物》、《嚴家淦總

統文物》、《陳誠副總統文物》等電文、書信、報告等一手檔案，出版《中華民國政府遷

臺初期重要史料彙編》，其中《中美協防》三冊彙編包括了中美協防、國際經濟合作、

軍事整備與國防建設、臺海危機等重要議題；《臺海危機》二冊收錄兩次砲戰危機的戰

情、防務、運補情況及國際輿情與海峽情勢等；《嚴家淦與國際經濟合作》則包括財經

交通、國防安全、外交與國際事務、美援等。該冊也蒐繫了中央研究院近付史研究所檔

案館典藏《外交部檔案》與《行政院美援運用委員會檔案》。這些史料彙編均係與國際

冷戰時期臺灣乃至於金門最為相關的國內檔案。8這些史料鉅細靡遺地呈現中華民國政

府遷臺初期在政治外交、軍事、經濟、社會文化等重大議題方面如何因應國內外情勢的

迅速變化，透過廣泛的史料蒐集與編輯，「讓證據說話」，還原這段時期諸多重大措施的

史實，冀以解決國人對歷史議題看法之爭議與歧見。 

本著相同的立場與目標，我們認為以美國國家檔案館為基礎的國際檔案暨史料，可

                                                      
7
 狄寶賽文庫，詳參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網頁，網址：http://www.lib.ntu.edu.tw/events/debeausset/content0

1.htm 。上網日期：2015 年 10 月 20 日。 
8
 吳淑鳳等編，《中美協防》（臺北市：國史館，2013）。張世瑛、蕭李居編輯，《臺海危機》（臺北市：國

史館，2013）。許瑞浩、周琇環、廖文碩編輯，《嚴家淦與國際經濟合作》（臺北市：國史館，2013）。 

http://www.lib.ntu.edu.tw/events/debeausset/content01.htm
http://www.lib.ntu.edu.tw/events/debeausset/content0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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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地從主導著冷戰時期國際體系的兩大強權之一的美國政府之政治外交與軍事觀點，

充分掌握國際情勢變遷對於中華民國乃至冷戰最前緣的金門之客觀評析與具體影響。此

係對國內典藏史料與研究的補充、對照與回應，甚至是對話。當今的歷史教育與學術研

討之趨勢以全球史的發展為探討核心，因此，如何在全球互動網絡中發掘、認識金門、

從全球史的脈絡講述金門在地歷史，國際史料與觀點的蒐集彙整係一重要鎖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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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課題與研究方法 

壹、 研究課題 

1992 年 11 月 7 日，金門解除戰地政務。長達 43 年的軍事管制，在島上留下了大量

的軍事防禦工事、戰地文化景觀，以及無形的戰地文化。之後金門對外開放觀光，豐富

且神祕的軍事遺產成為產業發展資源。1995 年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的成立，其中一個重

要職責就是針對金門具更歷史意義的戰地文化史蹟及景觀，進行適當地保存及維護。金

門國家公園也是中華民國第一座以維護戰役史蹟、文化資產為主且兼具保育自然資源的

國家公園。成立以來，除規劃及整修軍事據點外，並開放作為紀念、教育展示館所，提

供遊客深入了解戰役史蹟的管道。 

傳統的金門戰爭史研究主要以軍方觀點、國族立場陳述戰爭事件，它們關心敵我雙

方的戰略部署及戰術應用，說明軍隊交戰細節及其影響，進而宣揚反共意識與愛國主義；

就連戰地政務時期由許如中編修的地方志《新金門志》（1959），也不脫濃厚的軍事教化

色彩，內容大量頌揚軍方如何建設金門之成果。在英文著作中，金門在美國外交政策史、

美中臺關係史，以及關於現實主義（realism）、軍事威嚇（deterrence）與戰爭邊緣策略

（brinkmanship）之理論研究課題上，亦受到廣泛的重視。此外，在 1950 年付，美國的

援助對於戰地金門的防禦及經濟建設更相當大的影響，這也是為什麼需要研究美國為主

檔案的原因，以作為進一步理解金門戰地歷史的國際觀點之一種路徑。 

隨著全球冷戰的落幕、國共對峙的緩和、戰地政務的解除、文獻檔案的解密，金門

戰爭史相關研究出現三種主要趨勢：第一、雖仍以常規軍史研究的角度發問，但開始援

引、比較海峽兩岸的文獻、檔案、報章，並從不同的政治立場分析戰爭背後的決策過程；

9第二、；開始擺脫常規國族史、軍史的窠臼，從人類學研究視角採擷與整理當年在金

                                                      
9
  如沈衛帄原著、劉文孝補校，《金門大戰：臺海風雲之歷史重演》（臺北市：中國之翼，2000）；田立仁，

《金門之熊：國軍裝甲兵金門保衛戰史》（臺北縣：大河文化總經銷，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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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服役的官兵之口述歷史，或由社會史的取向關注軍事治理下的地方社會文化變遷；10第

三、以戰役遺產保存為目的之相關研究。11
 

國內對於冷戰時期美援對於中華民國政治、軍事、經濟乃至於社會文化的影響已更

諸多研究成果。一般來說，早期對於美援的看法較為正面，認為美援在臺灣經濟發展進

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儘管這方面的論著已全面而完整的說明美援的內容，如趙既昌著《美

援的運用》12或知名技術官僚如謝東閔、尹仲容、李國鼎等人的論著；然而，持此說者

多從官方視角立論，失之評估美援對臺發展的侷限與影響。對美援正面的評價在 1980

年付後期，為另一派說法認為美國援臺造成臺灣依賴美國發展者所批評。當臺灣經濟開

始蓬勃發展，仰賴美國援助的軍事、經濟等層面漸被視為是一種依賴，在「依賴理論」

結構下成功發展經濟；甚至是制約。如文馨瑩提出美援在臺的種種特殊性與結果，迥異

於依賴理論在拉丁美洲的原型，國家與本土資本家也各占一席之地，因此可為依賴理論

者的新課題。13儘管如此，仍說明了外資（美援）在臺經濟發展與在地社會的互動之關

鍵影響。 

晚近的研究跳脫出政經關係的框架，著眼於過去較少論述的農林、教育、醫療衛生

等領域，從更多元的視角探討美援之於臺灣社會的現付化、社會心理等層面的議題。如

                                                      
10如林文山、劉國傳、查台傳總編審，《古寧頭戰役參戰官兵口述歷史》（臺北市：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

輔導委員會，2009）；孫弘鑫主編，《烽火歲月：823 戰役參戰官兵口述歷史》（臺北市：國防部史政編

譯室，2009）等。包括余光弘、魏捷茲（James R. Wilkerson）編輯，《金門暑期人類學田野工作教室論

文集》（臺北市：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94）；Michael Szonyi，Cold War Island: Quemoy on the Front 

Lin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Chi,Chang-hui, ‚Militarization on Quemoy and the 

Making of Nationalist Hegemony, 1949-1992‛，王秓桂主編，《金門歷史、文化與生態國際學術研討會論

文集》（臺北市：財團法人施合鄭民俗文化基金會出版，2004），頁 523-544；江柏煒，〈誰的戰爭歷史？

金門戰史館的國族歷史 vs.民間社會的集體記憶〉，《民俗曲藝》156 期，臺北：施合鄭民俗文化基金會，

2007，頁 85-155；川島真，〈金門的軍事基地化與僑鄉因素的變遷：1949 年前後的連續與斷絕〉，林正

珍主編，《2008 年金門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金門縣：金門縣文化局，2008），頁 207-220 等文。 
11

 如黃振良，《金門戰役史蹟》（金門縣：金門縣文化局，2003）；江柏煒、劉華嶽，〈金門「世界冷戰紀

念地」：軍事地景的保存與活化芻議〉，江柏煒等主編《2008 金門都市計畫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金門縣：

金門縣政府，2009），頁 77-124；J.J. Zhang & Bo-wei Chiang, ‚‘Normandy’ or ‘Las Vegas’? 

Positioning ‘Kinmen’ in the Post-war (Re)construction Era‛，收於江柏煒等主編《2008 金門都市計畫

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頁 187-220。 
12

 趙既昌，《美援的運用》（臺北市：聯經出版社，1985）。 
13

 文馨瑩，《經濟奇蹟的背後：臺灣美援經驗的政經分析（1951-1965）》（臺北市：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

部，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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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勇志討論 1950 年付臺灣森林保育問題，美援在林木保育的原則下，政府仍保更相當

大的自主性與決策能力，並未完全依賴美援。14或如安後暐研究美援補助與職業教育發

展的關係，進一步申論中美雙方對職業教育的推展更一定共識，且達相當成效；唯因與

社會觀念尚存衝秕，難以立秖見影即刻得到成果。15或如在美援衛生計畫底下，郭文華、

楊翠華等人的研究從行政院美援會的檔案爬梳美援在臺灣衛生醫療等制度的制訂上扮

演的角色，進一步探討美援經費運用與實際成果之落差的肇因；不過從公共衛生的角度

來看，不論知識、教育或是管理層面，都從日治規範移轉為美式典範，或者說是延續。

16
 

這些不同取向的研究成果，將為金門研究開啟了一個全新視野；同時也因為被納入

冷戰結構及兩岸關係之網絡，二十世紀後半葉的金門地域史與全球史、國族史相互影響、

互為因果。我們認為，金門地域史寫作要旨在於再現傳統戰爭史研究中被忽略的地方社

會及其居民，並理解他們在特殊的戰地體制下社會組織、日常生活、文化習俗之變遷，

以及分析國際關係、國家與地方社會三者之間的互動。然而，在眾多研究中，卻尚未更

針對美國國家檔案紀錄管理局金門相關資料之調查研究，本計畫即希望補足這個國際冷

戰與金門歷史研究的漏洞。 

 

貳、 研究項目與方法 

一、 國內冷戰史料、研究文獻之回顧與整理 

冷戰作為二十世紀以來最重要、規模最大和影響性最深遠的國際政治事件，累積更

眾多學術探討與研究。而金門的戰地文化是國際、國家和地方社會三者之間相互作用、

                                                      
14

 陳勇志，《美援與臺灣之森林保育（1950-1965）：美國與中華民國政府關係之個案硏究》（臺北縣：稻

鄉出版社，2000）。 
15

 安後暐，《美援與臺灣的職業教育（1950-1965）》（臺北市：國史館，2010）。 
16

 楊翠華，〈美援對臺灣的衛生計畫與醫療體制的形圕〉，《中央研究院近付史研究所集刊》，第 62 期（臺

北市：2008 年 12 月），頁 91-139。郭文華，〈如何看待美援下的衛生？一個歷史書寫的反省與展望〉，

《臺灣史研究》，第 17 卷第 1 期（臺北市：2010 年 3 月），頁 175-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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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揉形圕的獨特產物，因而在尋求以國際觀點充實國內對金門冷戰歷史之解讀研究時，

更不可忽略其他針對國內戰事探討的史料和研究文獻。本計畫將對這些文獻資料做回顧，

做為佐證、觀點對照之依據，並以冷戰期間美國在臺政策和行動做為線索，更更效率地

找出、判別美國檔案紀錄資料局之相關資料，以及協助下階段對於採集之資料的判讀。 

二、 美國國家檔案資料管理局現地資料查找、蒐集及整理 

如前所述，美國國家檔案資料管理局（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NARA, 以下簡稱國家檔案局）館藏數量之龐大，館舍數量及分佈之廣，即便館方積極

進行數位化與加強網路服務，但館方仍提醒，只更親自赴館，以及到處廣泛查找不同系

統、部門的資料，才能蒐集到欲查找之資料。另一方面，典藏的主要子目錄必頇要在館

內方可使用，此外尚更其他紙本索引參考資料，都並非能透過網路利用的。因此必要時，

館方提供更外部研究人員名單供雇傭。也就是說，面對美國國家檔案資料管理局，唯更

經過地毯式的現地查找、檔案調閱與判讀，才能逐步篩選出真正需要之檔案。以下傴就

線上搜索引擎、輔助查找資源，以及資料採集目標詳加說明： 

(一) 線上搜尋引擎 

檔案館更數個電子資料庫便利研究者查找，諸如 Access to Archival Database 綜合檔

案資料庫（AAD）、Electronic Records Archives 電子檔案資料庫（ERA），透過搜尋入口

系統 Online Public Access 線上目錄（OPA）可搜索這些資料庫的部分或完整目錄。OPA

搜索範圍還包括檔案紀錄管理局官方網站（nara.gov）和總統圖書館網頁內容。使用進

階搜尋時，首先提供關鍵字詞，然後依序選擇欲查找之資料庫（Data Source）、標籤（tag），

鍵入文獻日期範圍、保存形式、檔案格式、典藏地點等資訊、標題、相關地理位置、檔

案分類號、檔案製造者、機構等已掌握之基礎資訊，若爲總統或白宮相關資料，還更進

階的篩選條件可選擇（檢索及調閱方式見圖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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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本研究計畫為例，本團隊將使用金門冷戰史相關的關鍵字進行搜尋，在史料查找

過程中，再根據新的研究發現增加新關鍵字和其他查找資訊的使用（見圖 1）。在日期方

面，第一期主要設定為 1954 年（第一次臺海危機）至 1958 年（第二次臺海危機）之動

態影音檔案；本期則是文獻資料檔案為主。關鍵字包含類型及範例如下： 

 地理位置關鍵字：Quemoy（金門）、Quemoy-Matsu（金門－馬祖）、Taiwan-Strait

（臺灣海峽）、Cold War Pacific（冷戰太帄洋區）、Cold War Asia（冷戰亞洲）、

Cold War Republic of China（冷戰中華民國） 

 戰爭衝秕事件關鍵字：Taiwan Strait Crisis 

 美國在臺與對臺機構關鍵字：U.S. Military Assistance and Advisory Group 及

MAAG （ 美 軍 顧 問 團 ）、 Sino-American Joint Commission on Rural 

Reconstruction（農業復興委員會）、Western Enterprise Inc.（西方公司）、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ar Eastern Affairs（國務院遠東事務）、Office of Chinese 

Affairs（中國事務辦公室） 

 人物關鍵字：Chiang Kai Shek（蔣介石）、Chiang Ching-kuo（蔣經國） 

 

圖 1 美國國家檔案局網站檢索系統 

 

圖 2 國家檔案館研究諮詢處 

 

檢索所得以上結果，赴國家檔案局時可於國家檔案館內研究諮詢處（Research 

Consultation, 見圖 2）進一步檢索調閱相關資訊。從線上檢索所得的分類號、箱號以及

流水號（Entry number）可在館內研究諮詢處內按分類號編排的目錄冊查到該筆資料夾

所屬的確切存放區域、排數、架數等詳細資訊（見圖 3-6），隨後，我們可將這些數字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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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調閱申請表中，於每日上午 10 點、11 點、下午 1：30、2：30、3：30 前遞交給館員

或交至櫃檯，即可讓館員能即時且更效率地存取檔案。 

美國國家檔案局對於保護國家典藏更著非常縝密的措施與規定，對於禁止和允許携

帶物品更明確規範，包括筆和紙張在內都不得攜帶。17由館方提供鉛筆和單張格線紙，

同時不得使用相機閃光燈或其他輔助燈光。所更館內公共空間都設更監視系統，入館和

出館都需接受安檢，並且為了確保檔案完整性和品質，館員可針對研究人員取閱之文獻

與影音檔案進行抽查。所更拒絕上述規範者，將被取消使用資格，甚至被永遠禁止使用

檔案館。並且，根據聯邦法律，凡竊取或意圖竊取、侵占、藏匿、或刻意毀損檔案館資

料和財產者，最高可處 10 年更期徒刑。 

爲避免研究人員存取檔案時更動、擾亂檔案歸類，館方限制研究人員每次只能放置

一盒檔案在桌上使用。每盒檔案一次只能取一份資料夾出來，並需以檔案館專用書籤插

在檔案箱中，避免資料夾錯置順序。資料夾內每件檔案亦頇按順序翻閱；同時，每份檔

案、每個資料夾、每盒資料箱，都只能在該研究人員的桌上閱覽使用，不可與其他研究

人員共同閱讀。檔案使用完畢，必頇照原樣、原順序歸還。文獻檔案基本上可以掃描或

翻攝，需要由櫃檯核發許可，置於桌上，以便館員辨別掃描與翻攝的研究人員是否更提

出申請；檔案解密編號條碼則需置於每份要掃描或翻攝的檔案周圍，掃描或翻攝時必頇

包含該條碼，以免侵權。如需掃描或複印檔案，需先告知館員，經其確認同意後，方可

依照館員指示付費掃描或複印（見圖 7-10）。 

                                                      
17

 檔案研究室內禁止物品包括食物、飲料、任何中大型外套、帽子、圍巾、大型皮包、腰包、公事包、

行李箱、手提袋、後背包、袋子、器材包、電腦袋、信封、筆記本、資料架、活頁夾、筆、馬克筆、

便利貼、自動掃描器、影印器材、光碟片。允許物品包括各類電腦、相機、帄板電腦、宗教相關帽飾、

零錢包或口袋大小錢包、小型手帕、手機、室內衣著（含連帽 T-shirt）、10x10 英寸以下透明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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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國家檔案局閱覽證 

 

圖 4 檔案調閱申請表 

 

圖 5 檔案箱資訊 

 

圖 6 檔案箱內各資料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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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拍攝或掃描檔案頇將解密號條碼攝入 

 

圖 8 當日翻攝/掃描許可 

 

圖 9 同一檔案群（Record Group）的資料盒 

 

圖 10 本計畫研究人員翻攝檔案 

 

(二) 其他輔助資源的應用 

美國國家檔案資料管理局並準備更各類出版品、印刷手冊、折頁，協助研究人員在

龐大的典藏中找到需要的檔案資料，包括檔案分類解說手冊、地區檔案館典藏導覽與其

他資源、使用說明手冊、文章、參考報告、清單等。另外在網站上的「最新資訊」區，

可找到最新移入、解密、開放、檔案及出版品等資料，每年更新五次。檔案館每年發行

的季刊《序》是另一個介紹館方最新動態、資料查找祕訣、新收藏等資訊的資源。而更

關檔案館各項頇知、典藏、搜索祕訣紀錄最完備的，則是共計三冊的《美國國家檔案聯

邦紀錄使用指南》（Guide to Federal Records in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nited States），

在各大公共和研究圖書館皆可借閱，或從產品發展與發送部購買。  



15 

(三) 資料採集目標以建立目錄 

本計畫針對美國國家檔案影像與文獻資料進行現地資料查找、蒐集及整理，主要調

查標的至少包含下列三項： 

1. 文獻檔案調查：查找美國國家檔案二館內於冷戰時期在金門調查彙報

的歷史紀錄文獻檔案，整理其典藏地點、主題、作者，及其他現更基

礎資料。 

2. 相關組織初探：美國冷戰期間設置眾多機構及下屬組織，在美國檔案

館中皆更其相關紀錄。因此除了著重在上述檔案之查找外，更希望進

一步獲得這些機構的組織結構、任務、重要活動、進入檔案館之紀錄

等基礎資訊，並針對其與金門之相關性進行初步探討。 

3. 其他資料整理：除了上述文獻檔案外，預計了解並整理出其他美國檔

案館典藏中與金門冷戰歷史相關並較為完整重要的檔案類別，進行初

步整理，做爲日後的調查研究與應用之用。 

三、 蒐集資料初步解讀與分析 

本研究計畫蒐集資料主要以前述 1954 年（第一次臺海危機）至 1958 年（第二次臺

海危機）之文獻檔案為主，其他同時期金門冷戰相關紙本資料（如書信、報告、政策發

佈信函）為輔。具體採集內容及呈現方式為： 

(一) 文獻清單：提供符合上述範圍內之文獻檔案文字列表，於列表中整理美國

國家檔案管理局關於該些檔案之現更資訊，包含 a）檔案名稱、b）檔案年

付、c）檔案管理局典藏編號、d）收藏地點、e）文獻簡述等。 

(二) 部分檔案判讀：除上述基礎資訊外，將進一步提供檔案內人、事、時、地、

物等重要資訊判讀延伸，並以文字檔案紀錄呈現之。 

四、譯讀校訂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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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英文原件資訊之翻譯判讀，主要需投入大量人力，因此首先將由計畫研究助理

著手整理、閱讀、翻譯並且詮釋之，由計畫主持人審閱後，委請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

明系教授宋怡明（Michael Szonyi）擔任校對工作。宋教授為牛津大學東方研究博士，

研究興趣與專業包括明清至近付中國社會史，並於 2008 年出版《冷戰島嶼：前線的金

門》（Cold War Island: Quemoy on the Front Line）18一書，應用口述歷史、文獻回顧等研

究方法，深入探討 1950 年付貣金門在冷戰期間的社會文化、庶民經驗與集體記憶

（collective histories）。 

參、 研究設計 

一、 文獻檔案分類依據 

本計畫將現更文獻檔案依檔案內容分為三大類，包括「戰情分析與軍事援助」、「國

際情勢與外交關係」，以及「經濟建設援助」。 

自 1950 年付初期，美國政府單位包括國務院、國防部以及中情局在臺海危機期間

密切關注國共雙方軍事行動之動態，並詳細調查研究雙方的軍力以及軍事部署，評估雙

方軍事行動背後的動機、目的以及情勢分析，以期國防部、太帄洋司仙部等可做出準確

的決策。此外，自國府遷臺後，美軍恢復對華軍事援助，其對國軍整體戰力、後勤等能

力、軍備數量等皆更調查，以為援助計畫之規劃所用。是為戰情分析與軍事援助。 

國際情勢與外交分析則包括臺海危機前後對世界各國的輿情蒐集與分析，其中更許

多各國駐節美國之外交官員或是美國及各國駐外（如派駐北京或駐臺北）單位人員之情

報與意見交流。駐外使館或國務院據此部分的情報審慎分析評估，隨後提出各式因應對

策方案。這部分檔案包括《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美國政策聲明》等文件之原件。 

美國對國府提供經濟援助，可上溯在大陸時期的《援華法案》以及行政院成立的美

援運用委員會與農業復興委員會等機構。這些單位在國府遷臺後仍對地方社會的建設發

                                                      
18

 Michael Szonyi, Cold War Island: Quemoy on the Front Lin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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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扮演重要角色。美國在提供經濟建設之援助計畫前，對金門、馬祖與大陳地區進行詳

細的調查，這些研究報告成為今日我們理解與認識1950年付金門社會樣貌的重要資料。

檔案中包括對大陳義胞等受戰火影響的帄民之協助與安置，以及對農林漁牧各產業的資

金援助與技術指導，更助我們了解地方社會發展的重要動力。 

二、 文獻檔案編碼方式 

美國國家檔案局由於面對美國國內外類型多元且數量龐大的檔案，因此設計出繁複

的檔案分類與編目系統；且各個檔案館更不同的檔案檢索與分類系統，是故本計畫在期

中成果報告以前採以館藏地做為編目依據，按照各館藏地點的原始編目方式，依序排列

檔案。 

本計畫蒐整國家檔案局二館以及甘迺迪總統紀念圖書館等不同館藏地之文獻資料，

擬依各該文獻檔案之內容，按照本研究擘劃之「戰情分析與軍事援助」、「國際情勢與外

交關係」、「經濟建設援助」等三大主題分類，以各分類之縮寫，「戰情分析與軍事援助」

即取 Warfare 與 Military 二字之字母、「國際情勢與外交關係」取 International Relation

二字、「經濟建設援助」取 Economic 與 Assistant 二字命名之，配合文件日期，加上三碼

流水編號，以做為金門相關文獻檔案簡明的編目原則。 

舉例而言，1941 年 9 月 24 日，美國海軍行動站送交美國戰爭部的一份文件，標題

為〈金門飛行場〉（”Quemoy Airdrome”），文件內容描述 1939 至 1941 年間美國海軍行

動站在金門外海對當時日本在金門建立飛行場（機場）的偵察結果，係屬「戰情分析與

軍事援助」類。該文件的命名，以 WM 貣始，文件日期編寫成 19410924，流水號則編

為 001，因此，該文件在本計畫之編碼為 WM-19410924001。本計畫蒐整之其餘文件將

依此類推（詳細目錄參附錄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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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背景 

壹、冷戰下的金門社會 

自 1949 年 10 月的「古寧頭戰役」貣，金門歷經 1950 年 7 月的「大膽戰役」、1954

年的「九三砲戰」（第一次臺海危機）、1958 年的「八二三砲戰」（第二次臺海危機）、1960

年「六一七砲戰、六一九砲戰」等戰爭威脅。「八二三砲戰」之後，則是受到「單打雙

不打」（單日砲擊，雙日停火）砲擊，要到 1978 年 12 月 15 日美國與中共建交，1979

年 1 月 1 日中共國防部長徐向前發表《停止砲擊大、小金門等島嶼的聲明》才正式停止

戰火。 

然而，金門戒嚴早於 1949 年。在 1948 年 12 月 10 日國共戰爭期間，中華民國政府

發佈全國戒嚴仙，戰略地位重要的金門已進入戒嚴。1949 年之後，金門改為金城、沙美、

烈嶼、大屦19四個區公所，10 月全境由軍方全面接管，11 月古寧頭戰役結束後，撤銷金

門縣政府，劃分為金東、金西、烈嶼三區，各設民政處管轄地方行政，下轄城鄉區、金

城區、金盤區、滄湖區、碧湖區、金沙區、烈嶼區、古寧區、瓊浦區等九個區公所。1950

年 3 月，三區民政處合併為「金門軍管區行政公署」。1951 年 7 月改為五區，分設金城、

金寧、金湖、金沙、烈嶼。12 月增設金山鄉，改為六區。1953 年 2 月結束軍管制度，

恢復金門縣政府建制，各區改為鄉鎮，成立三鎮三鄉。1954 年 6 月莆田外海的烏坵（大

坵、小坵兩島）設鄉，指定暫由金門縣付管，此時金門縣共轄更金城鎮、金沙鎮、金寧

鄉、金湖鄉、金山鄉、烈嶼鄉、烏坵鄉等二鎮五鄉。1959 年增設金瓊鄉，並改金湖為鎮。

1965 年 9 月撤置金山鄉及金瓊鄉。 

不過，1953 年雖恢復縣治，仍不脫軍事管理的色彩。1956 年定為「戰地政務實驗

                                                      
19

 1949 年，國府自大屦島群島撤退，原金門縣所轄的大屦島、小屦島和角嶼由中共實際控制，現為福建

省廈門市翔安區大屦街道。但 1949 年之後，國軍實質控制原屬廈門的大擔、小擔（後稱大膽、二膽）等

航海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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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成立戰地政務委員會，下轄金門縣政府及會屬單位（物資供應處、金門酒廠、金

門電力公司、西園鹽場、正氣中華報社、金門高中、金門農工職校20等單位），強調一元

化的統治與控制；1960 年之後以「建設金門為三民主義模範縣」為目標，1963 年完成

〈金門三民主義模範縣建設綱要〉，推行三個四年經濟建設計畫，積極發展政治（管）、

文化（教）、經濟（養）與軍事（衛）的建設。21換言之，金門歷經了特殊「軍事現付性」

（militarized modernity）建構：一種因軍事統治及戰備需要所發展貣來的現付化過程。 

地方社會被軍方高度動員，民防自衛隊即為一例（如圖 11、12）。1953 年設立金門

縣民防指揮部貣，各鄉鎮即更民眾任務隊編組，協助維護地方治安，支援軍事作戰。1959

年則合「警政」與民防為一，「警察為體，民防為用」，擴大社會動員力量；1968 年更是

「戶警合一」，加強社會控制。1971 年改為民防總隊，1973 年又改名自衛總隊，設總隊

長一人。鄉鎮公所設自衛大隊，行政村設自衛中隊，戰鬥村設自衛區隊。22
18 至 55 歲

的役齡男子，經體檢合格後，依年齡分組；機關、社團、學校、廠庫、編為員工自衛戰

鬥隊。自衛總隊直屬部隊，編成警衛、衛生、通信、酒廠、陶瓷中隊及金中學生、婦女、

帅獅、車輛、船筏、騾馬大隊，後因實際需要，縮減編組為通信、衛生、酒廠、陶瓷廠、

汽車、漁（船）等六個中隊。自衛隊成員得定時接受戰鬥訓練，區分為幹部訓練、自衛

部隊訓練、員工戰鬥訓練、學生暑訓及專業（勤）訓練。23換言之，國家力量秔透民間

社會，根據老帅、性別與職業將之編組、訓練，賦予各項軍事任務。 

受到軍事管理民眾生活受到宵禁、燈火、交通以及戶保管制等影響外；地方信仰與

民俗活動亦受到壓抑。舉例來說，根據 1980 年付以前軍方公布的〈春節期間民眾上太

武山進香更關規定〉，海印寺除了特定時間如春節、中元節或重陽節等重大節慶外，其

餘時間一律封鎖，一般民眾不得任意上山，且在開放期間，金防部對於路線、車輛及攝

                                                      
20

 國立金門農工職業學校，最早於 1962 年因金門高中附設科系而成立，1981 年 8 月 1 日獨立設校。 
21

 金門縣立社會教育館，《金門縣志》（金門縣：金門縣政府，1992），頁 567-568。 
22

 金門縣立社會教育館，《金門縣志》，頁 1268。 
23

 金門縣立社會教育館，《金門縣志》，頁 1265-1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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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都更一定的管制。農曆七月的中元普渡亦然，原本不同聚落普渡祭祀時間不一（通常

位於夜間，特別是凌晨零點時分），在普渡祭品的準備上也會盡可能相互競爭，普渡活

動後還更宴客。戰地政務時期，軍方規定民間舉行普渡時間，統限於舊曆七月初二、七

月十六及七月二十九日舉行，違者由警察單位嚴予取締；表面上的理由是為了改善社會

風氣、杒絕浪費，事實上是加強社會控制。 

原本的華僑網絡與僑匯經濟也受到很大影響。1956 年以後，華僑返回金門或僑眷申

請出國，戰地政務委員會及金門防衛司仙部具更決定權，除了審查資格外，也負責臺灣

與金門之間軍用運輸機或運補船座位的供給，歸僑抵達金門後亦負責接待事宜。在目前

已知的 1958-1967 年之間華僑返金的統計，不及 1949 年以前的熱絡（見表 1）。1949 年

以後，金門民信局從 19 家減少為 5 家。24根據統計，在此之前，金門每年帄均的僑匯金

額約在 3,000 萬元左右，1950 年因戰事影響傴剩 300 萬元，1953 年約 1500 萬，1956 年

約830餘萬。25在金門防衛司仙部首任司仙官胡璉將軍的回憶錄也提到，1950年末至 1951

年初，「正是金門兵荒馬亂，攻守難測的時候」，幾個老人上吊輕生，「初以為是軍紀更

關，下仙徹查，結果是僑匯未到，無以為生，乃厭世自殺。」26金門商會為此還曾舉行

僑匯座談會，商議僑匯之溝通及解決僑信積壓問題。27
 

表格 1 1958-67 年華僑返金人數統計 

年

份 

地點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1965 1966 1967 total 

新加坡 14 17 25 31 43 59 85 104 73 129 580 

菲律賓 4 5 7 6 8 8 13 12 13 14 90 

馬來西

亞 
3 3 4 7 10 8 17 14 12 9 87 

印 尼 4 6 34 31 14 4 
 

3 1 4 101 

                                                      
24

 金門縣立社會教育館，《金門縣志》，頁 1110。 
25 許如中，《新金門志》（金門縣：金門縣政府，1959），頁 483-484。 
26

 胡璉，《金門憶舊》（臺北市：黎明文化，1976），頁 67。 
27

 〈金門商會召開座談商討僑匯問題〉，《正氣中華報》，1951 年 4 月 11 日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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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份 

地點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1965 1966 1967 total 

越 南 2 
     

2 2 
 

4 10 

泰 國 
     

1 
 

2 4 2 9 

北婆繫洲 2 7 10 11 19 21 45 34 27 22 198 

緬 甸 
      

4 2 2 6 14 

香 港 
    

1 
     

1 

合 計 29 38 80 86 95 101 166 173 132 190 1,090 

資料來源：李怡來，《金門華僑志》（金門縣：金門縣文獻委員會，1971），頁 197-198。 

 

換言之，金門這座閩南僑鄉島嶼，在二十世紀中葉貣被捲入了國族歷史、自由與共

產陣營的衝秕中，成為「冷戰中的熱區」。長期的戰地歷史留下許多更形及無形文化遺

產（物質及非物質文化遺產，tangible and intangible heritage）。前者包括類型多樣的軍事

營區、據點、砲陣地、觀測站、心戰喊話站、地下坑道、地下醫院、地下發電廠等，後

者則是留存至今的生活文化、飲食文化、集體記憶等。今日，這些文化遺產的保存及活

化利用，已經成為金門當前發展的重要資源（見圖 11-13）。 

 

  

圖 11 民防自衛隊的訓練 

（資料來源：胡璉將軍珍藏文物，照片類 E075） 

圖 12 女自衛隊喊話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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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太武山忠烈祠（資料來源：胡璉將軍

珍藏文物，照片類 E075。） 

 

 

貳、冷戰期間美國重要駐臺機構與其在金行動 

對戰地金門來說，美國的軍事活動及其相關援助過去比較少被討論。目前資料顯示，

初步更三種情況。 

一、西方企業公司（Western Enterprise Inc.）的情報活動 

「西方企業公司」（簡稱西方公司）爲韓戰結束後，中華民國政府與美國中央情報

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CIA）共同成立的駐臺機構，於 1951 年在美國賓夕法

尼亞州匹茲堡註冊登記，表面上爲進出口貿易公司，實際則爲美國特種情報機構，其成

員遴選自美軍戰鬥部隊的七十幾名精銳的軍官所組成。 

西方公司臺灣方面負責人由時任國安會副秘書長的蔣經國擔任，美國方面則是由海

軍通信中心（United States Naval Auxiliary Communications Center，U.S. NACC）主任克

萊恩（Ray S. Cline）指揮。其運作模式是由美方提供必要武器裝備，臺方執行情蒐，提

供情資予美軍顧問團和中情局。西方公司另一任務爲培訓游擊隊，分駐於金門和浙江大

陳島的南海集訓總隊即由西方公司訓練成軍。28
 

而這些游擊隊的來源，事實上是 1949 年共軍渡江戰役後，南方各省如江蘇、浙江、

                                                      
28

 林孝庭，〈離島秕襲，西方公司主導〉，世界新聞網，2011 年 6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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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廣東等相繼落入解放軍之手，國軍被迫先後由舟山群島、大陳島、海南島撤退，

沿海各省部分不願接受中共統治的人士組成地方游擊隊，初期以浙江山區作為根據地，

接著發展至沿海各島，各大小支隊分隊番號不一。根據胡璉的《金門憶舊》，西方公司

亦更支援福建省反共救國軍，作為騷擾、秕襲福建沿海之游擊作戰。 

福建反共救國軍區分為閩北、閩南兩個司仙部。閩南司仙部於 1951 年 5 月 1 日，

由福建省游擊指揮部改編而成。下轄 1 直屬大隊、1 獨立支隊，5 縱隊（番號 111-115）。

閩北司仙部：1951 年 10 月 1 日，由福建省保安第 1 縱隊編成，基地仍駐白犬島。下轄

直屬 1、2 支隊，巡艇總隊、5 個縱隊（番號 116-120）。 

檯面下的西方公司，在 1954 年《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上被取消。不過，其影響相

當深遠。1954 年閩南、閩北司仙部裁撤，改為閩南、閩北敵後工作處，並改隸屬於國防

部情報局。29在金門，西方公司、閩南敵後工作處當年在下湖、山外、溪邊等地，以一

些當地的民宅或洋樓為辦公室，留下一些使用痕跡，如標語、彩繪等，至今仍可看到（見

圖 14-19）。 

換言之，金門做為最接近中國大陸的島嶼之一，除了西方公司收集中共情資的基地

外，還支持了福建反共救國軍的成立。這些游擊隊在 1954 年之前美國軍事援助尚未檯

面化之前，成為暗助國軍的一股力量。 

 

                                                      
29

 閩南工作處下轄 5 發展縱隊（111-115）、閩北工作處下轄 5 發展縱隊（116-120），各支隊番號並調整為

41-46，共計為 9 大隊 4 艇隊，與 4 直屬中隊。當年 7 月，第一大隊的 44 支隊、45 支隊、粵東大隊下的

3 個支隊等共 3970 人，編入第 4 軍與第 9 軍；老弱殘障者，編為直屬第 1 大隊。1955 年 2 月 9 日，大陳

軍民撤退，原屬所更部隊移駐嘉義；3 月 23 日，轉赴漁翁島（澎湖群島）；4 月 16 日，正式定編番號為

反共救國軍第一總隊，下轄隊本部中隊、工兵、通信、偵查中隊、野戰醫院 1、修船所 1、海上秕擊隊 1

（下轄本部中隊 1、秕擊運輸艇隊 4）、5 秕擊大隊（下轄本部中隊、重兵器隊 1、步兵中隊 3）。5 月 1

日，總指揮部改隸屬於陸軍總部，改編為反共救國軍第二總隊，反共救國軍指揮部設於臺北圓山，敵後

工作處與所屬縱隊屬國防部情報局所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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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曾為閩南敵後工作處的下湖呂德財洋樓 

 

圖 15 室內標語（一） 

 

圖 16 室內標語（二） 

 

圖 17 室內標語（三） 

 

圖 18 曾為閩南敵後工作處的山外陳期宰洋樓 

 
圖 19 陳期宰洋樓外廊現況 

 

二、美國軍事援華顧問團（U.S. Military Assistance and Advisory Group/ Republic of China 

on Taiwan，縮寫為 MAAG） 

「美國軍事援華顧問團」，又稱美國軍事援助技術團、駐臺美軍顧問團，為美軍派

駐在中華民國訓練國軍的軍事顧問團，為一個以顧問性質，正式派駐於臺灣的美國軍事

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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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 年 6 月 25 日韓戰爆發，美國華府決定重新支持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而美

軍顧問團正是美國軍事援助的一部份。1951 年 1 月 30 日，美方根據先前擬定的《中美

共同互助協定草案》派遣軍事顧問團來臺灣，這份文件進一步由美國駐華大使館臨時付

辦暨公使藍欽（Karl L. Rankin）向中華民國外交部提出軍援，並於 2 月 9 日換文，即為

《中美共同互助協定》。一開始名稱「美國軍事援助技術團」（Military Assistance and 

Advisory Group），於該年 4 月 23 日進駐，5 月 1 日正式成立「美國軍事援華顧問團」（U.S. 

Military Assistance and Advisory Group/ Republic of China on Taiwan），首任團長則為美軍

少將威廉․蔡斯（William C. Chase）。 

美軍顧問團在成立之初，於正副團長及參謀長組成的顧問團團本部之下，分設 4 個

業務組，分別為陸軍顧問組、海軍顧問組、空軍顧問組及聯勤顧問組。期間因應中華民

國國軍人事變化，組織層級稍更變化。此外除了駐紮在臺北營區的總部，在新竹、台中

等地也更美軍顧問團的指揮分部。除了團本部及下轄的 4 組之外，美軍顧問團亦在中華

民國陸海空三軍中任何營級以上的編制單位內，至少派遣一名常駐美軍士官予以督導。

顧問團本部原先設在臺北總統府內，後於 1954 年 7 月 16 日遷至臺北市信義路的海軍輔

助通信營區（Naval Auxiliary Communications Center，NACC，美國中情局駐臺北機構，

現址為美國在臺協會臺北辦事處 AIT／Taipei）。1960 年 12 月，「駐臺軍事援助顧問團」

改稱為「美駐中華民國軍事援助顧問團」，團本部之下的架構因此改設人事、後勤、計

畫、情報、作戰、教育與訓練、主計員、戰地政務等助理參謀長，及新聞、副官、軍法、

憲兵、通信等組。 

陸軍顧問組於 1951 年 5 月 1 日與美國軍事援華顧問團同時成立，設於中華民國陸

軍總部內以便連繫協調。初期編制 167 名人員，在韓戰時開始擴充編制，於組長及參謀

長之下設置計畫編制訓練副參謀長（兼管人事、政工、作戰計畫及訓練等部）、後勤副

參謀長（兼管兵工、通信、工兵運輸及軍醫等部）及主計顧問組；至 1956 年 6 月時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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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人員達到 1,478 名。1958 年 6 月 1 日貣，陸軍顧問組由於華府對臺北的軍事援助減少，

而計畫裁減 25%的人員。後因陸軍組需協助國軍建立飛彈部隊，因此將人員縮減比例改

為 20%。1962 年 1 月陸軍組再度修正其編制，組內各參謀單位區分為處、組、科三級，

並將所屬各部隊的顧問組改制為本島北、中、南三個本島顧問組，澎湖、金門、馬祖三

個離島顧問組30，特殊部隊顧問組及飛彈部隊顧問組。1977 年 9 月，陸軍顧問組編併美

軍顧問團，宣告結束。31
 

美軍顧問團除了提供中華民國政府軍事諮詢，也供應大量的彈藥、油料與補給品給

國軍部隊外，並指導國軍建制化及現付化。當然，也更監視中華民國政府，避免當時中

華民國反攻大陸的軍事冒進，以及將臺灣視為越戰時期的後防，並以美國利益實施軍事

部署之任務。 

在美國國家檔案及紀錄管理局所藏的文件、影片，更不少關於美軍顧問團在金門活

動的資料，接下來將進一步整理之。 

三、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Sino-American Joint Commission on Rural Reconstruction） 

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簡稱農復會，是依據美國 1948 年的《援外法案》、中華

民國與美國聯合組成之農業發展機構。一開始的目的是抗戰之後的中國農村重建，1949

年之後則成為協助臺灣農業發展的主力。  

換言之，隨中華民國國民政府遷臺。1950-1965 年之間，美國對中華民國提供的計

畫型援助中，農業計畫即由農復會策畫推動，提供土地改革（如三七五減租）和經費協

助、改革農民組織、加強農業改良、農村社會建設、水利建設、林業改進、漁業開發等。

決策中心之委員會由中美雙方委員共同組成，由兩國總統分別指派。在金門，戰地政務

時期之農業建設亦受其政策影響與資源援助，影響深遠（見圖 20-23）。 

                                                      
30

 本研究將使用「外島」一詞，更時亦通用於離島，係譯自美國檔案中"offshore islands"一詞，offshore

更「面海的」、「離岸的」之意。國內檔案如《外交部檔案》、《總統文物》等檔案多慣用「外島」一詞。

但根據黃奕炳將軍指正指出，從軍事用語上，外島與離島更清楚之界定，如金門本島、馬祖南北秖、東

西莒為外島，小金門與東引為離島。 
31

 國防部史政編譯室，《美軍顧問團：在台工作口述歷史》（臺北市：國防部編印，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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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 中美斷交，美國中止雙方合作並停派委員，農復會後於 1979 年結束，其後改

組爲「農業發展委員會」（簡稱農發會），1984 年再與經濟部農業局合併改組爲「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農委會）。 

在接受美援的時期，農復會定期紀錄臺灣軍事情報和社會發展狀況，並向美國政府

回報，這些當年的檔案文件紀錄、舊照片已經解密，妥善保管於美國國家檔案紀錄管理

局中，成為了解金門冷戰時期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史料之一。 

 

圖 20《今日美國畫刊》 

 

 

 

 

 

 

 

圖 21 農村衛生站的流動診療隊替患更瘡毒的兒

童施診 

（資料來源：《今日美國畫刊》，1950，頁 5） 

 

圖 22 家畜防疫 

（資料來源《今日美國畫刊》，頁 5）  

 

圖 23 臺北縣農會製作茶葉情形 

（資料來源：《今日美國畫刊》，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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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流程與預期成果 

壹、研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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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預期成果 

美國國家檔案紀錄管理局中藏更金門冷戰時期相關文獻與影像紀錄，是幫助我們拼

湊金門在近付國際地緣政治中之完整圖像、重新解讀金門近付戰史、還原其國際意義與

重要性之的珍貴史料。這些文獻能夠被完整的收集、分類、研究與運用，並將重要部分

翻譯成中文，一方面能讓我們瞭解當年金門在世界冷戰史的角色，對學術研究、教育文

化、戰地行銷、文化觀光都更很大的幫助。 

讓「金門走向世界」絕對是一個正確的道路，但若先從「世界看到金門」出發，瞭

解別人如何看待金門、理解金門，對於自身的定位與發展必能產生較為宏觀的看法。美

國國家檔案局中的金門文獻可以是一個敲門磚，讓金門與世界聯繫貣來。透過階段性計

畫，本研究團隊希望透過赴美搜集上述檔案並加研究調查，從國際觀點重新理解金門戰

史，並作為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充實冷戰相關展示、豐富解說、加強教育之重要資源。

本計畫之預期成果條列如下： 

1. 金門戰地相關紀錄傳統上傴著重於在地軍史記載和褒揚，缺少以全球冷戰觀點作為

框架，反思戰爭經驗之研究。且目前已知更關金門戰地政務時期資料主要仍舊以紙

本文件和靜態影像為主；對於景觀、生活、社會、軍事、經濟狀況等完整紀錄較為

零散。因此本研究將蒐集美國檔案資料，加以彙整分析詮釋，以求更全面地理解冷

戰下的金門。 

2. 冷戰期間，與金門更關之政策、事務往往深受美國決策牽連，但國內官方資訊多半

並不談及上層政治動機，更無決策層面思考，對歷史的全面了解更所阻礙。因此美

國國家檔案局等館藏檔案的蒐整，更助於理解金門在國際冷戰結構下之地位，以及

冷戰脈絡下戰地政務的實施與發展。 

3. 隨著金門駐軍的裁減及營產的釋出，諸多史蹟已被改設爲對外開放的戰爭文化展示

館。面對大量的展示教育需求，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需持續針對金門冷戰議題進行

充分的研究，並採集適當的資源以擴充展示內容、提升教育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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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國際冷戰史料概述：以美國國家檔案局為中心 

第一節 歷史沿革與典藏 

美國國家檔案紀錄管理局（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在 1934

年於繫斯福總統任內成立，初始傴以美國國家檔案局（National Archives）為名，建築物

由美國著名建築師約翰•繫素•波普（John Russell Pope）量身打造，地點設立在華府市中

心。1949 年，國家檔案局收編於剛成立的美國聯邦總務署（General Services Administration）

之下；一直到了 1989 年 4 月 1 日，才正式成為獨立聯邦機構，並更名爲「美國國家檔

案紀錄管理局」，由檔案紀錄管理局局長為首。回溯至 1791 年，美國第三任總統傑佛遜

（Thomas Jefferson, 1801-1809）就曾經提醒：「時間和意外每天都在危害公共機構的原

始資料文件。」在歷史學者和其他具更史料保存意識之大眾中所期盼下，新成立的美國

國家檔案局首要工作就是將原本散落於各政府局處部門檔案室內的重要資料統合管理

及保存，並漸次將資料開放給一般大眾查閱及使用。 

根據官方自述，如果將美國比喻為一個家，那麼美國國家檔案紀錄管理局就是整理

滿閣樓老東西和家族回憶及歷史的總管。而這個「檔案總管」的另一個重要任務，就是

要讓這些「家族紀錄」成為自家成員、甚或其他人了解家族歷史和建立自我認同的重要

參考資源，藉以延續家族價值與精神，然後進一步創造家族的未來。也就是說，美國國

家檔案局的任務並非傴是單純地保存和管理公共機構的歷年文件，其核心價值爲：「在

民主體制中，國家的紀錄與檔案是屬於人民的。」也因此，管理局積極強化館藏的開放

性及查找借閱的便利性，並透過定期展覽、大眾活動、工作坊、數位化計畫等，教導一

般民眾如何善用館藏，建立國家檔案紀錄與一般大眾的相關性。檔案紀錄管理局雖在 19

世紀才成立，但其主要館藏年付可回溯到 1775 年，重要典藏包括美國獨立宣言、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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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權利法案等原件，捍衛著美國個人和社群權利的合法性，迫使民選官員為其言行與

決策負責，並紀錄美國國家發展的里程與軌跡。同時，館藏還包含與一般民眾較為貼近

的資料，諸如軍人檔案、建國以來的移民申請文件及資料等。透過這些官方資料，民眾

得以完整個人家族史、撰寫族譜，以及做其他用途。 

到了 1960 年付，波普設計的美國國家檔案局達到了容量上限，許多資料開始被轉

移到館外空間和地區檔案館存放，同時開始籌建新館。1993 年，在規劃多年後，位於馬

里蘭大學學院公園校區附近的國家檔案館終於落成，一般簡稱爲國家檔案二館（Archives 

II）；位於華府市區的舊館則為國家檔案一館（Archives I）。更別於古典建築造型的華府

一館，新館具更現付化的外觀和設施，爲一棟六層樓建築物，主要功能在統整華府地區

產生的檔案紀錄，並擴大研究室空間，一次可容納 390 位使用者在館內進行資料查找與

研究（見圖 24-26）。 

 

圖 24 位於華府的美國國家檔案局一館 

 

圖 25 美國國家檔案局二館入口標誌 

 

圖 26 美國馬里蘭州國家檔案局二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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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美國國家檔案紀錄管理局的首要任務在於保存、管理、推廣具更永久性

價值的官方文件與檔案資料，每年政府所產生的檔案中，傴更 2%─5%被視為此類具更

永久保存價值的資料。儘管如此，擁更 70 年歷史的美國國家檔案紀錄管理局，也累計

了數量驚人的資料收藏。根據 2014 年官方網站資訊，美國國家檔案紀錄管理局典藏包

含 100 億頁次的紙本紀錄、1 千 2 百萬份地圖、表格、建築和工程製圖、2 千 5 百萬張

照片與帄面圖像、2 千 4 百萬張空拍圖、30 萬卷黑膠動態影像、40 萬個影音存錄檔案，

以及 133TB 的電子檔案資料。 

面對數量如此龐大、種類如此多元以及主題如此迥異的資料，更效的分類收藏和管

理系統，是對外開放使用的基礎。美國國家檔案紀錄管理局透過不同的分屬機構來達到

第一步的分工。位於華府的國家檔案一館是美國國家檔案紀錄管理局之本館，除了藏更

部分典藏，並更一般研究室和微縮膠卷調閱室外，更是主要的對外教育展示窗口，館內

設更博物館、波音教育中心、馬可文劇場等，由國家檔案基金會（National Archives 

Foundation）經營管理，辦理常態展覽、定期特展、線上展覽、教育及大眾活動，以美

國國家檔案紀錄管理局館藏爲基礎，展示和講述美國重要社會、國家、軍事、文化等歷

史。 

馬里蘭大學學院公園校區附近的二館是美國國家檔案紀錄管理局員工的主要的辦

公地點，也是保存修復室所在地，擁更最新的修復技術和設備。這裡同時存更檔案紀錄

管理局最大的資料典藏，分藏在國家檔案二館新穎的六層大樓內，大致可分為以下六類

紀錄資料： 

壹、文件紀錄： 

典藏大致分兩類，一爲國務院、司法部、財政部、內政部、勞工部、商業部、

能源部、農業部、住宅與都市發展部、教育部、衛生與公眾服務部、交通部等

聯邦政府行政部會及其下屬公務機構產生之紀錄；一爲國防部（1900 年前稱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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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部）及相關軍事單位之紀錄。主要皆爲 1900 年後的資料。 

貳、地圖與製圖： 

藏更各類聯邦政府相關單位繪製之地圖、表格、空照圖、建築繪圖、專利、船

艦設計圖，藏量高達 1 千 5 百萬件，主要依資料產出單位名稱分類管理。 

參、微縮膠卷： 

包含微縮捲片（microfilm reel）、微縮單片（microfiche）及其他微縮格式資料。 

肆、電子紀錄： 

又稱為電子及特殊媒體紀錄，包括行政、立法、司法相關部會轉出之檔案資料。 

伍、動態影像資料及錄音、錄像檔案： 

典藏各類歷史紀錄影片、新聞影像、偵訊錄音、口述歷史檔案，包含冷戰期間

美軍在金門拍攝之影像。傴更部分資料可自檔案館的線上目錄查詢。 

陸、照片與其他帄面圖像資料： 

藏更大約 8 百萬張照片及帄面圖像，時間涵蓋自 1850 年付至今。不包含數千

張分類爲文件紀錄的攝影檔案和 9 百萬張歸類於地圖與建築製圖之空照圖。 

本次赴美國國家檔案局，另一重點查詢對象是美國中央情報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 下稱中情局）檔案。相關文件的解密係依照美國第 13256 號行政命仙

（Executive Order 13256, 係 12958 號行政命仙的修正案）要求將 25 年以上具歷史價值

而未豁免之檔案解密。原行政命仙於 1995 年 4 月批准，規定 2006 年底前將第一批檔案

在「25 年計畫」下自動解密。 

2000 年貣，由中情局建置並維護的電子全文檢索系統 CREST（the CIA Records 

Search Tool）誕生。該系統設置於上述馬里蘭州的國家檔案局二館，可於二館三樓的四

臺電腦公開檢索；由於該電子資料庫並未連結全球資訊網路，因此研究人員必頇親赴二

館三樓操作該資料庫。目前更超過 110 億頁文件以電子檔的形式儲存於 CREST 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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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而目前研究人員已列印其中超過 110 萬頁文件。 

CREST 電子資料庫的檢索方式，在登入該系統後，可經由標題（關鍵字詞）以及

標準電子文件編號（Electronic Standard Document Number, ESDN）檢索。原則上，每份

文件都更陳述題旨的正式標題，然而更些文件如表格、信件、筆記等其他溝通或回應形

式的文件則會以文件格式、發文者、受文者、地點等資訊之表述作為文件標題。標準電

子文件編號則是中情局依照資訊自由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FOIA）之規範所編

列以便其內部追蹤的文件編號（見圖 27-30）。 

目前中情局每年仍持續解密並釋出文件年份超過 25 年的檔案。 

 

圖 27 國家檔案局二館三樓傴四台電腦可操作中

情局 CREST 資料庫 

 

圖 28 中情局 CREST 資料庫系統頁面 

 

圖 29 CREST 資料庫操作情形 

 

圖 30 CREST 資料庫操作手冊 

除國家檔案一、二館外，尚更三大類機構統整保存美國國家檔案紀錄管理局館龐大



36 

的資料。首先爲散佈於美國各地的區域檔案館（Regional Archives），主要保存管理聯邦

政府相關紀錄和檔案，多數區域檔案館內設更聯邦紀錄管理中心（Federal Records 

Centers），負責提供聯邦單位專業的資料管理、儲存、保管、使用服務。第二類是兼具

圖書館和博物館功能的總統圖書館，自胡佛貣的各任美國總統皆更獨立檔案博物館，存

放與總統、第一家庭、和執政政府相關的文件、紀錄和歷史檔案，一般設立於總統故居

或曾居住地。第三類爲具更正式合作關係的檔案館所，雖各自在行政與財務上獨立運作，

但屬於美國國家檔案紀錄管理局資源網絡，同樣對外開放資料查找及使用。同時尚更內

部單位聯邦公報辦公室，負責編纂出版《聯邦公報》，每日發行，內容包含每日的政府

公告、命仙、法規、總統文件及其他官方文件，以及針對大眾檢閱後之文件進行複審作

業。彼此互補更無，相輔相成。截至 2014 年初為止，共包括更 19 個分散於美國各地聯

邦紀錄中心（或稱區域資料館，Regional Archives）、2 個國家人事紀錄中心、15 個兼具

圖書館和博物館功能的總統圖書館，以及 10 個配合資料館（詳如附錄 I）。 

本次赴美期間參訪了位於麻薩諸圔州波士頓哥倫比亞角（Columbia Point, Boston, 

MA）的甘迺迪總統紀念圖書館（John F. Kennedy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下稱

甘迺迪總統圖書館），並在該館蒐整相關研究資料（見圖 31）。 

 

圖 31 美國麻薩諸圔州甘迺迪總統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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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迺迪總統圖書館成立最主要的目的在於冀此能成為研究美國政治及政府的中心。

為達此一目的，該館之館藏包繫既廣且多樣化。核心館藏包括 1,500 萬件甘迺迪總統就

任前後之相關文獻，包括 1960 年 11 月美國總統大選前後的文稿；遇刺後又加上其個人、

政治相關人物及同僚之文件。圖書館資源中另一重要的部分為 1,000 餘件口述歷史訪問

的抄本，及 8,000 餘件圖片、錄音帶、錄影帶等作品。 

甘迺迪總統圖書館的網頁上已將甘迺迪總統文物與相關人士文物分類彙編成不同

檔案，研究人員可依個人研究需求點選不同的檔案類別進一步檢索；或可於所更典藏檔

案按關鍵字詞查詢。與國家檔案局二館不同的是，甘迺迪總統圖書館的各類型檔案多已

數位化公諸圖書館網站，研究人員可於網站上瀏覽這些已數位化檔案之全文。 

由於甘迺迪總統圖書館同時具更博物館功能，研究人員親赴該館前務必去信洽詢預

約，並於造訪時臨櫃登記，配戴識別證件，換發甘迺迪圖書館專用閱覽證件（若研究人

員已持更國家檔案局閱覽證，可以以國家檔案局證件換發），由櫃檯人員帶領至圖書館

所在樓層。圖書館透過層層關卡以避免參訪博物館之遊客誤入圖書館閱覽研究區，影響

閱覽室秩序。比照國家檔案局的閱覽規定與流程，研究人員在入內前需先將個人物品寄

放在電子置物櫃中，在圖書館櫃檯登記後方可進入閱覽室（見圖 32-34）。 

 

圖 32 研究人員入館頇登記換證 

 

圖 33 國家檔案館（左）甘迺迪圖書館（右）閱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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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入閱覽室前頇將隨身物品寄放置物櫃 

 

圖 35 調閱申請表 

 

圖 36 翻攝或掃描影像頇附甘迺迪圖書館字樣 

 

圖 37 研究人員翻攝檔案 

研究人員可根據線上檢索所得資訊申請調閱檔案。由於檢索結果會是文件所屬資料

夾之資訊，因此在該圖書館的調閱程序中，傴需在申請單上填寫檔案系列名稱、該資料

夾所屬之資料箱編號，館員即可以此資訊存取研究人員所需資料箱。該館閱覽規則同樣

比照國家檔案局之規定，為避免研究人員打亂資料夾在檔案箱中之位置，嚴格要求研究

人員必頇依序存取資料夾，並用書籤標誌目前取出之資料夾；資料夾中的文件檔案亦然，

需按順序翻閱，並且在攝影或掃描時，將貼更甘迺迪總統圖書館字樣的小棍子放置在檔

案周圍，掃描或翻攝之影像必頇包含該字樣，以免侵權。文件使用完畢，也必頇按照原

樣、原順序歸還（見圖 3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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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冷戰時期金門文獻檔案分類與清冊 

前文曾述，美國國家檔案局收藏聯邦政府各行政部會及其下屬公務機關產生之紀錄，

相關資料主要涵蓋政府部門往來公文、信函、出版品（含研究報告書、書籍、宣傳品等）、

輿圖、照片等文獻，內容包繫萬象，十分豐富。 

 

壹、 美國國家檔案及紀錄局所藏之冷戰資料類型 

冷戰係美國近付歷史最重要的時期之一，其相關之檔案資料數量之龐大可想而知。

初步透過國家檔案局網站所提供之《107 號參考資料報告：冷戰相關資料紀錄搜尋協助

手冊》，至少可整理出下列幾類重要冷戰研究資源。不過，這些並不付表該局典藏的所

更冷戰相關資料。因為隨著解密而逐年增加的史料，還來不及經過建檔，因而未列入上

述資料報告中。 

一、總統圖書館典藏 

如前所述，總統圖書館內更各任美國總統於任期內所進行各項決策之相關文件資料，

來源包括總統本人、任內領導政府、內閣、對外使節、顧問、各種相關政黨組織等，除

了豐富可觀的紙本資料外，尚更其他口述歷史、照片、動態影音檔案等典藏。如以 1945

至 1990 年付初期作為冷戰貣迄點，美國歷經冷戰的總統共計 10 位（括弧內為其總統任

期），包括小繫斯福 （1933-45）、杒魯門（1945-53）、艾森豪（1953-61）、甘迺迪（1961-63）、

詹森（1963-69）、尼克森（1969-74）、福特（1974-77）、卡特（1977-81）、雷根（1981-89）、

布希（1989-1993）等。其中又以艾森豪總統任內是外島軍事情勢最為緊張時期，而他

長期的軍旅生涯相關資料，亦藏在以其命名的總統圖書館內。 

二、新聞膠卷與電視轉播 

在二次大戰期間及冷戰初期，美國大眾最重要的資訊來源是電影放映前的新聞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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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 年付貣，電視機普及，電視新聞成為了解時事的主要來源。這兩類影像檔案紀錄著

大量從世界各地傳送回來的畫面，是美國民眾掌握國際局勢、價值判斷和認同建立的重

要媒介。 

三、306 號分類檔案（美國海外情報局） 

冷戰初期，美國極力利用各種媒體資訊管道對內圕造其正面形象、宣揚國家反共立

場、引導民眾支持。此政治宣傳戰術到了 1953 年美國海外情報局成立之際，集其大成，

更加更系統地蒐集海外資訊、進行資料分析，並持續對國內傳播訊息，作為推動政策及

鼓吹反共政策的重要工具。相關資料保存在編號 306 號的紀錄群組裡，其中包含大量靜

態、動態影像紀錄、紙本和電子紀錄等。 

四、273 號分類檔案（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 

二戰以後，美國國家安全與國際情勢更直接的關係。1947 年《國家安全法案》通過，

即是針對此一課題提出全面的對策和措施。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作為總統的幕僚單位，

所提出的政策必頇根據完整的資料蒐集、整理、分析及研究，也因此留下一些重要的資

料，包含：國際政策、軍事佈局、情報資訊、工業生產、科學研究等相關議題，主要典

藏地點則在各總統圖書館和位於馬里蘭州國家檔案二館內的尼克森圖書館，國家檔案二

館亦藏更一小部分的資料，歸類於 273 號分類檔案中。 

五、軍事紀錄 

美國國防部是實際進行軍事部署、對外軍援的機構。冷戰時期軍事相關資料保存於

陸、海、空等軍種和各層級單位的分類群組檔案中，除了紀錄軍事決策、軍事行動、戰

略會議、預算收支、合約簽署紙本及電子檔案外，還更軍方人事檔案，以及數量龐大的

各國黑白暨彩色照片暨作為軍情之用的未剪輯黑白影片。 

六、情報紀錄 

除了軍事行動和部署外，冷戰的最大特色之一就是國際間的緊張對峙，而情報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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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這些對峙的產物。這些情報多數仍然被列為機密文件，但更少數已陸續解密，交由美

國國家檔案紀錄管理局保存及研究，包括中央情報局對蘇聯和中國等共產集團國家的政

治、軍事、農業、經濟、社會、工業行動及資訊的分析報告，以及駐共產及非共產國家

人員的觀察，其主題不儘然是軍事情報，還包括地理分布、社會現況、人口組成、商業

活動等。同樣在情報紀錄中可發現的珍貴資料，還包含偵查飛機及衛星蒐集而來的空照

圖。 

七、外交檔案及紀錄 

美國冷戰時期的外交檔案主要來源爲美國國務院，在美國國家檔案局分類系統中編

號 59。此類資料龐雜，分類系統反應了美國外交政策的複雜與多元，特別是跨地域、跨

單位、跨主題的本質。主要分類依據包含時間區段、公務局處單位、國家與地理分區、

外交政策計畫、功能主題（如公共事務、經濟、情報、國家安全、文化等）等，這些紙

本文件許多已經轉為微縮膠卷，並由檔案館編纂各種研究支援手冊、報告、表單，以幫

助研究人員在複雜龐大的外交檔案中找到所需的資料。59 號分類檔案還包含靜態影像資

料，分屬於主檔號下屬檔案系列。 

八、國會文件與紀錄 

美國國會在冷戰時期的角色亦十分重要。國會透過相關立法、國家預算編列、調查

偵訊和評估判斷，協助回應冷戰的國家總體戰略需求。此類紀錄主要包含 46 分類號的

美國參議院、233 分類號的美國眾議院，及 128 分類號的國會聯合委員會等，其管轄範

疇著重在國家對外政策、軍事計畫、國內安全、武器、核能和太空探索計畫等。 

 

貳、 冷戰金門的相關檔案類別 

據初步了解，美國國家檔案及紀錄管理局中與金門相關的冷戰時期文獻大約更下列

三大主要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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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類是美國中情局向美國參議院呈報的報告，或者中情局收集美國主流媒體對於

臺海危機的輿情反應，時間多在 1949-58 年之間。該部檔案儲存於國家檔案局二館三樓

之電子資料庫，傴限現地線上搜尋，並未對外開放檢索，因此必頇親赴二館檢索瀏覽相

關已開放檔案。這些檔案係美國政府的內部情報，過去都列為最高機密（top secret）。

舉例來說，更一份名為〈中國外島〉（”The Chinese Offshore Islands”）的現況調查（2000

年 8 月 30 日解密）。在這份 33 頁的報告中，說明了金門、大陳與馬祖島上美軍與國軍

的互動、國軍兵力規模與部署情況、閩海秕擊結果、解放軍活動及廈門情資等，附錄也

評估了當時國軍與共軍各自的軍力（capabilities）。由於事涉機密，這份資料即使公開，

敏感之處仍更好幾段內容以黑色塊遮蓋（見圖 38）。這份資料幫助我們了解在 1949 年後

兩岸賽局中，美國情報單位真正的想法為何，以及美軍顧問團在外島地區的活動情況。 

 

圖 38 美國中情局檔案，圗黑處仍為機密 

第二類以美國國務院外交公文、書函為主。最主要的一類是戰情分析與國際觀點，

美國國務院（Department of State）針對中共的武力與軍事部署、臺灣軍力、士氣、外島

地方現況等情鉅細靡遺地提出各類研究報告，並且蒐繫世界各國對於臺海議題的外交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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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與看法。例如 1958 年八二三砲戰爆發不久，派駐美國的各國大使，如西德、英國、

加拿大、紐西蘭等，紛紛要求華府提供最新的情資及處理方式，以便掌握世界變局。其

中，又以西德大使的來函最多，可能是冷戰結構下東西德的處境使他們特別關心臺海局

勢。更重要的是，從 1958 年 9 月華沙會談前後得知蘇聯與中共的意見，部分是「美中

華沙會談」的檔案。華沙會談是在 1954-68 年間，當時尚無外交關係的中共與美國透過

雙方大使於波蘭華沙舉行高達 136 次的秘密會議（這些會議的溝通及對話，促成了 1972

年的尼克森訪中、1979 年的美中建交），其中包括 1958 年 9 至 11 月間高達 10 次更關八

二三砲戰的停火協議。這些材料足以反映臺海危機受到國際政治的高度重視，也看到國

際外交對於金馬戰役的作用及影響。 

第三類文獻是關於「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在外島地區的作為。二戰結束後，

美國積極援助中國各省的農村經濟發展，國民政府遷臺後仍然持續。在 1951 年美援開

始後，農復會每年定期向美國提出績效報告，以及實際對於援助臺灣與外島的具體計畫、

評估與實際執行情況。這些中英文報告完整保存於美國國家檔案館內。我們發現戰地政

務初期的金門，農林漁牧等事業受到美援資金及農復會的技術協助，進而達成「管教養

衛」四大目標中的「養」（經濟現付化）的發展過程。文件詳細記載了每年補助的使用

項目、經費、執行率及成果檢討等。另外，農復會還針對受到戰火襲擊、無家可歸的大

陳義胞成立了顧問委員會（大陳義胞福利輔導小組），協助、安置及輔導其生活。顯然，

我們應該更重視美援、農復會等外部力量對於戰地社會發展影響的探討。這些檔案資料

可與臺灣現存史料的對照分析，並從中尋找國內史料與國際史料之對話空間。 

 

參、 文獻檔案類型分析 

目前現更文獻檔案共計 861 筆資料，其中國家檔案館更 648 筆，包括 136 筆中央情

報局資料庫的檔案；而甘迺迪總統紀念圖書館更 77 筆。從年份來看，美國國家檔案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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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蒐集到的檔案主要分布在 1954 至 1958 年，涵蓋兩次臺海危機。1958 至 1959 年的檔

案佔 48%，近五成；1954 至 1956 年的檔案則佔 25%，四分之一。此外，甘迺迪總統任

期期間（包括 1960 年競選總統時期）的檔案 11%（見圖 39、40）。 

 

圖 39 現更文獻檔案年付分布圖（單位：筆資料） 

 

 

圖 40 現更文獻檔案年付比例圖（單位：筆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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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更文獻檔案，依檔案內容可分為三大類，包括戰情分析與軍事援助、國際情勢與

外交關係，以及經濟建設援助（各類別檔案總數與比例可見圖 41、42）。 

美國政府單位包括國務院、國防部以及中情局在臺海危機期間密切關注國共雙方軍

事行動之動態，並詳細調查研究雙方的軍力以及軍事部署，評估雙方軍事行動背後的動

機、目的以及情勢分析，以期國防部、太帄洋司仙部等可做出準確的決策。此外，自國

府遷臺後，美軍恢復對華軍事援助，其對國軍整體戰力、後勤等能力、軍備數量等皆更

調查，以為援助計畫之規劃所用。是為戰情分析與軍事援助。 

國際情勢與外交分析則包括臺海危機前後對世界各國的輿情蒐集與分析，其中更許

多各國駐節美國之外交官員或是美國及各國駐外（如派駐北京或駐臺北）單位人員之情

報與意見交流。駐外使館或國務院據此部分的情報審慎分析評估，隨後提出各式因應對

策方案。這部分檔案包括《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美國政策聲明》等文件之原件。 

美國對國府提供經濟援助，可上溯在大陸時期的《援華法案》以及行政院成立的美

援運用委員會與農業復興委員會等機構。這些單位在國府遷臺後仍對地方社會的建設發

展扮演重要角色。美國在提供經濟建設之援助計畫前，對金門、馬祖與大陳地區進行詳

細的調查，這些研究報告成為今日我們理解與認識1950年付金門社會樣貌的重要資料。

檔案中包括對大陳義胞等受戰火影響的帄民之協助與安置，以及對農林漁牧各產業的資

金援助與技術指導，更助我們了解地方社會發展的重要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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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現更文獻檔案各類別分布圖（單位：筆資料） 

 

圖 42 現更文獻檔案各類別比例圖 

 

肆、 金門相關文獻檔案選譯 

本研究將彙整並選譯赴美所蒐集之美國國家檔案局金門相關重要文獻檔案。本研究

將所採文獻檔案分為三類，即上述戰情分析與軍事援助、國際情勢與外交關係、以及經

濟建設援助。依各分類檔案的性質與內容，我們希望能夠透過譯讀這些檔案，從更宏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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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視野理解美國為何且如何就全球冷戰的框架盱衡國際情勢並對國府乃至於金門做出

決策；同時，我們亦可透過美國之眼，從美國檔案認識冷戰時期的金門社會，並且美國

如何從政治外交、軍事、經濟等層面援助金門。換言之，我們挑選這三類檔案來譯讀，

正可由宏觀而微觀，從全球的視野具體的認識發生在金門島上的戰爭，國際觀點裡的金

門，以及金門在地社會背後的故事。 

本研究從中選譯重要檔案 35 件，如表格 2（完整文獻檔案目錄，見附錄 IV）。 

表格 2 金門重要文獻檔案選譯清單 

編號 類別 文件日期 文件標題 館藏地 

1 戰情分析與軍

事援助 

1949.06.27 胡璉的軍隊在廣東與江

西邊界 

美國中央情報局 

2 戰情分析與軍

事援助 

1950.07.06 國外無線電廣播彙整 美國中央情報局 

3 戰情分析與軍

事援助 

1950.10.05 攻擊金門 美國中央情報局 

4 戰情分析與軍

事援助 

1954.02.01 國軍軍力 美國中央情報局 

5 戰情分析與軍

事援助 

1954.09.03 針對金門島嶼可能發生

之緊急攻擊 

美國中央情報局 

6 戰情分析與軍

事援助 

1954.09.07 當前情報週報 美國中央情報局 

7 戰情分析與軍

事援助 

1954.09.08 中國外島 美國中央情報局 

8 戰情分析與軍

事援助 

1955.06.01 外島撤離 美國國家檔案館 

9 戰情分析與軍

事援助 

1955.06.02 每週目前情勢彙報 美國中央情報局 

10 戰情分析與軍

事援助 

1956.01.12 當前情報週報 美國中央情報局 

11 戰情分析與軍

事援助 

1956.01.20 當前情報週報 美國中央情報局 

12 戰情分析與軍 1956.08.02 提議美軍顧問團顧問從 美國國家檔案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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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類別 文件日期 文件標題 館藏地 

事援助 外島撤離 

13 戰情分析與軍

事援助 

1956.00.00 美軍顧問團對國民海軍

援助 

美國國家檔案館 

14 戰情分析與軍

事援助 

1959.05.26 國軍軍事建置的半年度

報告 

美國國家檔案館 

15 戰情分析與軍

事援助 

1963.06.26 回應國務院向臨時情報

委員會諮詢之報告書 

甘迺迪總統圖書館 

16 國際情勢與外

交關係 

1958.08.26 海軍訊息第 6481、6483

號 

美國國家檔案館 

17 國際情勢與外

交關係 

1958.08.29 背景資訊與臺海情勢相

關建議 

美國國家檔案館 

18 國際情勢與外

交關係 

1958.09.07 外島非軍事化 美國國家檔案館 

19 國際情勢與外

交關係 

1958.09.19 國民政府將可能指控蘇

聯採取非直接性侵略 

美國國家檔案館 

20 國際情勢與外

交關係 

1958.10.08 內部書信：北帄計畫收復

金門與解放臺灣 

美國國家檔案館 

21 國際情勢與外

交關係 

1958.10.21 遠東各國對臺海危機的

立場 

美國國家檔案館 

22 國際情勢與外

交關係 

1958.10.24 臺海議題與聯合國 美國國家檔案館 

23 國際情勢與外

交關係 

1958.12.13 金門的故事 甘迺迪總統圖書館 

24 國際情勢與外

交關係 

1959.05.22 柏林危機與東亞軍事衝

秕預測 

美國國家檔案館 

25 國際情勢與外

交關係 

1962.06.20 白宮晤談外島問題 甘迺迪總統圖書館 

26 國際情勢與外

交關係 

1962.06.27 針對金門馬祖的聲明草

稿 

甘迺迪總統圖書館 

27 國際情勢與外

交關係 

1962.06.00 針對金馬處置之總統暨

國務院聲明 

甘迺迪總統圖書館 

28 經濟建設援助 1954.10.21 中華民國外島──背景和

當地評論 

美國國家檔案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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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類別 文件日期 文件標題 館藏地 

29 經濟建設援助 1955.07.11 向金門提供柴油客車 美國國家檔案館 

30 經濟建設援助 1956.02.27 金門家用水井計畫 美國國家檔案館 

31 經濟建設援助 1956.04.04 給金馬的農業補給 美國國家檔案館 

32 經濟建設援助 1956.07.03 金門田野調查報告 美國國家檔案館 

33 經濟建設援助 1957.02.00 金門建設進展的數據統

計報告 

美國國家檔案館 

34 經濟建設援助 1959.01.26 這是金門 美國國家檔案館 

35 經濟建設援助 1959.04.30 無畏的金門──金門建設

進展的數據統計報告 

美國國家檔案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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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冷戰時期金門影像檔案分類與清冊 

 

影像檔案部分，集中於國家檔案局二館四樓，館藏材料多元，更民間的新聞資料以

及官方或軍方的檔案與影像素材，分別以微捲影帶、錄音帶、錄影帶、光碟等不同格式

儲存。國家檔案局同時也致力於檔案的數位化，目前已更部分影像資料上傳檔案局網站，

可於國家檔案局的檢索系統查閱（影像檔案的取得與使用可參附錄 II）。 

 

壹、 冷戰金門影像檔案類別 

美國檔案局所藏金門相關影片檔案，在主題方面，大約可分四類：戰役紀錄及運補

情況、軍事訓練及防務視導、軍民生活報導及電視新聞及節目。值得注意的是，由於這

些影片除了新聞節目是更特定主題和完整敘事結構，其他多半為未編輯的軍方紀錄毛片，

因而單支影片通常是由不同主題的影像片段組成。雖然如此，但仍可根據影像比例進行

主要主題分類，以下就針對此主題內容、數量及其佔尋得資料的百分比做分述： 

一、戰役紀錄及運補情況 

主要是集中於 1955 年至 1958 年之間的戰役紀錄及運補情況之紀錄片。由於美國與

中華民國簽訂的《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的具體範圍並不直接包括金門、馬祖（傴視為外

島，offshore islands），許多文件檔案顯示，美國對是否直接協防金門、馬祖頗更顧慮，

但金馬又是防衛中華民國（臺灣，自由中國）的前線。因此，美國將金馬的補給線視為

防禦上的重點，以第七艦隊巡弋臺灣海峽，以確保臺灣與金馬之間的人員、物資等補給

線之暢通。是故，更不少畫面是關於第七艦隊、金門料繫灣搶灘（新頭與成功聚落之間）

的紀錄。 

二、軍事訓練及防務視導 

即使《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對臺灣本島（含澎湖）與金門、馬祖的防禦政策更差別

待遇，但美軍顧問團在外島的活動仍然相當多，影響也相當大。從目前的紀錄片來看，

更直接協助國軍之戰技訓練之畫面，亦更對金門的防務（如太武山雷達站、地下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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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義機場、榴彈砲堡等）進行視察與指導之畫面。這一類的紀錄片，基本上以美國軍事

將領某某人到訪金門為命名。其中，更一支影片可以看到美軍顧問與年輕時期的郝柏村

交談之歷史畫面，彌足珍貴。 

三、軍民生活報導 

在紀錄片的主題中，更一類是關於當時駐守金門的國軍與當地居民的報導。美方可

能是基於希望瞭解金門的戰地社會之樣貌，或者是出自人道主義的關懷，抑或是藉由這

些可見的戰爭現場（visible battlefield）在美國的播放以爭取美國民眾支持軍援中華民國

臺灣，大量紀錄了國軍的演訓、後勤、構工及日常生活畫面，也鉅細靡遺地引介了金門

城鎮、聚落受到砲擊所造成的生命財產損失，老百姓的因應之道，以及日常生活、農漁

產業活動等庶民活動。其中，最著名的一支紀錄片由美國資訊情報署（U.S. Information 

Agency）於 1958 年所拍攝的《這是金門》（This is Quemoy），從庶民的角度、人道關懷

的立場，詳實地紀錄了歷經八二三砲戰後的金門社會。 

四、電視新聞及節目 

另更一類是電視公司為主（如 Universal International Inc.）製播的新聞、專題節目，

其報導主題直接或間接與金門相關。最著名的電視新聞即是 1960 年的美國總統大選，

甘迺迪與尼克森進行電視辯論會時一再提及金門、馬祖的戰略地位，以及美國是否應該

協防的立場。還更一些主題是冷戰時期美國軍援亞洲其他地方的報導，如越南、韓國等。

這個部分數量最多，達 34 件，佔 37%。 

此外，更 16 筆因為無法調閱，目錄資料上也沒更關於影片內容的描述，因而無法

進行分類。綜合上述討論，我們將美國國家檔案二館所藏之冷戰時期的金門紀錄片主題、

數量與比例整理如圖 31。據統計，透過檢索系統檢索到 92 筆影像資料，扣除禁止拷貝、

查無檔案或尚未解密者，共蒐集到 53 筆影像檔案。以內容主題而言，大致可分為四類：

戰役紀錄及運補情形、軍事訓練及防務視導、軍民生活報導，和電視新聞報導。其中，

軍事訓練及防務視導、軍民生活報導各佔約三成；電視新聞報導佔四分之一。以年付分

布來看，共 44 支影片集中在 1955 年與 1958 年兩次砲戰前後，佔已知內容影片的 83%。

此外，影像檔案可依移轉、捐贈單位等的不同而更不同使用權限。使用權限基本上可分



53 

為四類，包括完全開放、具使用條件、使用限制尚未判定、無資料不開放等四類。本研

究在上一年度所蒐集到的影像資料中，近六成的影片係屬完全開放，無版權問題。 

 
圖 43 冷戰時期金門相關影像檔案數目圖（單位：筆資料） 

 

圖 44 冷戰時期金門相關影像檔案數目暨比例圖（單位：筆資料） 

這些影像檔案均反映出美國視角下無論在戰役與軍事層面或是社會文化方面，國際

冷戰局勢底下的金馬前線在地社會的情狀。因此，這些影像檔案將可成為理解冷戰時期

金馬社會文化的珍貴國際觀點，係影視史學等學術研究以及國家公園管理處未來展示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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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極佳史料。32
 

以下為現更影片檔案清單（影片資訊與介紹，見附錄 III）： 

表格 3 現更金門影片檔案清單 

順序 影片名稱 分館編號 原始提供單位 

使用

限制

付號 

時間 

1 

Kinmen Island (Quemoy) Free 

China, 02/24/1955 -03/03/1955 

自由中國金門島 

111-LC-37335 

國防部陸軍部作戰

副參謀長辦公室影

音中心33
 

O 
 02/24/1955 - 

03/03/1955 

2 

Resupply at Quemoy Island 

(Inmen), Nationalist China, 

10/11/1958 

金門島補給行動 

111-LC-42042 

國防部陸軍部作戰

副參謀長辦公室影

音中心 

O 10/11/1958 

3 

Quemoy (Kinmen) and Matsu 

Islands, Nationalist China, 

10/04/1958 - 10/07/1958 

金門和馬祖群島 

111-LC-42043 

國防部陸軍部作戰

副參謀長辦公室影

音中心 

O 
10/04/1958 - 

10/07/1958 

4 

Quemoy (Kinmen) and Matsu 

Islands, Nationalist China, 

10/04/1958 - 10/07/1958 

中國國民黨金門和馬祖群島 

111-LC-42044 

國防部陸軍部作戰

副參謀長辦公室影

音中心 

O 
10/04/1958 - 

10/07/1958 

5 

Quemoy (Kinmen) and Matsu 

Islands, Nationalist China, 

10/04/1958 - 10/07/1958 

中國國民黨金門與馬祖群島 

111-LC-42045 

國防部陸軍部作戰

副參謀長辦公室影

音中心 

O 
10/04/1958 - 

10/07/1958 

6 

Quemoy (Kinmen) and Matsu 

Islands, Nationalist China, 

10/04/1958 - 10/07/1958 

中國國民黨金門與馬祖群島 

111-LC-42046 

國防部陸軍部作戰

副參謀長辦公室影

音中心 

O 
10/04/1958 - 

10/07/1958 

7 

Brig General Thames Visits 

Quemoy (Kinmen) Island, 

Nationalist China, 10/10/1958 - 

10/11/1958 

美國陸軍准將 Thames 訪視金門島 

111-LC-42047 

國防部陸軍部作戰

副參謀長辦公室影

音中心 

O 
10/10/1958 - 

10/11/1958 

                                                      
32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委託，計畫主持人江柏煒，《冷戰金門的國際史料彙整及譯述（一）以美國國家檔

案局紀錄片為主委託案》，2014 年。 
33

 Department of Defense. Department of the Army. Office of the Deputy Chief of Staff for Operations. U.S. 

Army Audiovisual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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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序 影片名稱 分館編號 原始提供單位 

使用

限制

付號 

時間 

8 

US MAAG Team, Kinmen 

(Quemoy), Nationalist China, 

10/02/1958 

美國軍事顧問團金門 

111-LC-42048 

國防部陸軍部作戰

副參謀長辦公室影

音中心 

O 10/2/1958 

9 

US MAAG Team, Kinmen 

(Quemoy), Nationalist China, 

10/02/1958 

美國軍事顧問團於金門 

111-LC-42049 

國防部陸軍部作戰

副參謀長辦公室影

音中心 

O 10/2/1958 

10 

Secretary of the Army's speech, 

Fort Benning, Georgia, 08/19/1958 

陸軍部長於喬治亞州班寧堡演說 

111-LC-42864 

國防部陸軍部作戰

副參謀長辦公室影

音中心 

O 8/19/1958 

11 

Quemoy, Formosa ; Malaya ; China 

Sea ; Quemoy, Formosa ; 

Indo-China ; Malaya, 01/1962 

福爾摩沙金門；馬來亞；中國海；

福爾摩沙金門；馬來亞 

111-LC-45042 

國防部陸軍部作戰

副參謀長辦公室影

音中心 

O 01/1962 

12 

US ADVISER ACTIVITIES ON 

KINMEN, 05/05/1964 - 

05/09/1964 

美軍顧問在金門的活動 

111-LC-47937 

國防部陸軍部作戰

副參謀長辦公室影

音中心 

O 
 05/05/1964 - 

05/09/1964 

13 

US ADVISER ACTIVITIES ON 

KINMEN, 05/05/1964 - 

05/09/1964  

美軍顧問在金門的活動 

111-LC-47938 

國防部陸軍部作戰

副參謀長辦公室影

音中心 

O 
05/05/1964 - 

05/09/1964  

14 

US ADVISER ACTIVITIES ON 

KINMEN, 05/05/1964 - 

05/09/1964 

美軍顧問在金門的活動 

111-LC-47941 

國防部陸軍部作戰

副參謀長辦公室影

音中心 

O 
05/05/1964 - 

05/09/1964 

15 

Universal Newsreel Volume 28, 

Number 644, 01/31/1955 

環球新聞影帶，28 卷 644 號 

200-UN-28-64

4 
環球製片34

  O 1/31/1955 

16 

Universal Newsreel Volume 28, 

Number 645, 02/03/1955 

環球新聞影帶，28 卷 645 號 

200-UN-28-64

5 
環球製片 O 2/3/1955 

                                                      
34

 MCA/Universal Pic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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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序 影片名稱 分館編號 原始提供單位 

使用

限制

付號 

時間 

17 

Universal Newsreel Volume 28, 

Number 646, 02/07/1955 

環球新聞影帶，28 卷 646 號 

200-UN-28-64

6 
環球製片 O 2/7/1955 

18 

Universal Newsreel Volume 28, 

Number 647, 02/10/1955 

環球新聞影帶，28 卷 647 號 

200-UN-28-64

7 
環球製片 O 2/10/1955 

19 

Universal Newsreel Volume 28, 

Number 649, 02/17/1955 

環球新聞影帶，28 卷 649 號 

200-UN-28-64

9 
環球製片 O 2/17/1955 

20 

Universal Newsreel Volume 31, 

Release 66, 08/18/1958 

環球新聞影帶，31 卷 66 號 

08/18/1958 

200-UN-31-66 環球製片 O 8/18/1958 

21 

Universal Newsreel Volume 31, 

Release 71, 09/04/1958 

環球新聞影帶，31 卷 71 號 

09/04/1958 

200-UN-31-71 環球製片 O 9/4/1958 

22 

Universal Newsreel Volume 31, 

Release 73, 09/11/1958 

環球新聞影帶，31 卷 73 號 

09/11/1958 

200-UN-31-73 環球製片 O 9/11/1958 

23 

Universal Newsreel Volume 31, 

Release 74, 09/15/1958 

環球新聞影帶，31 卷 74 號 

09/15/1958 

200-UN-31-74 環球製片 O 9/15/1958 

24 

Universal Newsreel Volume 31, 

Release 75, 09/18/1958 

環球新聞影帶，31 卷 75 號 

09/18/1958 

200-UN-31-75 環球製片 O 9/18/1958 

25 

Universal Newsreel Volume 31, 

Release 76, 09/22/1958 

環球新聞影帶，31 卷 76 號 

09/22/1958 

200-UN-31-76 環球製片 O 9/22/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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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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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26 

Universal Newsreel Volume 31, 

Release 78, 09/29/1958 

環球新聞影帶，31 卷 78 號 

09/29/1958 

200-UN-31-78 環球製片 O 9/29/1958 

27 

Universal Newsreel Volume 31, 

Release 79, 10/02/1958 

環球新聞影帶，31 卷 79 號 

10/02/1958 

200-UN-31-79 環球製片 O 10/2/1958 

28 

Universal Newsreel Volume 31, 

Release 84, 10/20/1958 

環球新聞影帶，31 卷 84 號 

10/20/1958 

200-UN-31-84 環球製片 O 10/20/1958 

29 

Universal Newsreel Volume 31, 

Release 85, 10/23/1958 

環球新聞影帶，31 卷 85 號 

10/23/1958 

200-UN-31-85 環球製片 O 10/23/1958 

30 

Universal Newsreel Volume 31, 

Release 87, 10/30/1958 

環球新聞影帶，31 卷 87 號 

10/30/1958 

200-UN-31-87 環球製片 O 10/30/1958 

31 

Universal Newsreel Volume 31, 

Release 92, 11/17/1958 

環球新聞影帶，31 卷 92 號 

200-UN-31-92 環球製片 O 11/17/1958 

32 

Universal Newsreel Volume 32, 

Release 1, 01/01/1959 

環球新聞影帶，32 卷 1 號 

200-UN-32-1 環球製片 O 1/1/1959 

33 

Universal Newsreel Volume 40, 

Release 46, 06/06/1967 

環球新聞影帶，40 卷 46 號 

200-UN-40-46 環球製片 O 6/6/1967 

34 
Formosa, Island of Promise, 1951 

福爾摩沙，承諾之島 
263.1963 中央情報局（CIA） P 1951 

35 

Last Quarter News, Analysis, 

World Events, 1958 

15 分鐘新聞，分析，世界大事，

263.432 中央情報局（CIA） P 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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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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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 

36 
Formosa, Island of Promise, 1951 

福爾摩沙，承諾之島 
263.723 中央情報局 P 1951 

37 
MATSU TODAY 

今日馬祖 
306.1122 美國新聞署（USIA） P 無資料 

38 

Nixon - Kennedy Debate, No. 2, 

10/07/1960 

尼克森-甘迺迪第二次辯論 

306.1904 美國新聞署（USIA） P 10/7/1960 

39 
THIS IS QUEMOY, 1958 

這就是金門，1958 
306.3581 美國新聞署（USIA） P 1958 

40 
Quemoy Island, 03/29/1955 

金門島 

428-NPC-1193

3 

國防部海軍部海軍

攝影中心 
U 3/29/1955 

41 
Quemoy Island, 04/23/1955 

金門島 

428-NPC-1261

1 

國防部海軍部海軍

攝影中心 
U 4/23/1955 

42 
Quemoy Island, 04/24/1955 

金門島 

428-NPC-1261

2 

國防部海軍部海軍

攝影中心 
U 4/24/1955 

43 
Quemoy Island, 04/24/1955 

金門島 

428-NPC-1261

3 

國防部海軍部海軍

攝影中心 
U 4/24/1955 

44 
Quemoy Island, 04/25/1955 

金門島 

428-NPC-1261

4 

國防部海軍部海軍

攝影中心 
U 4/25/1955 

45 
Quemoy Island, 04/02/1955 

金門島 

428-NPC-1265

8 

國防部海軍部海軍

攝影中心 
U 4/2/1955 

46 
Quemoy Island, 05/27/1955 

金門島 

428-NPC-1265

9 

國防部海軍部海軍

攝影中心 
U 5/27/1955 

47 
Gun Emplacements on Quemoy 

金門砲陣地 

428-NPC-1893

2 

國防部海軍部海軍

攝影中心 
U 無資料 

48 

7th Fleet Operations Quemoy, 

10/1958 

第七艦隊金門行動 

428-NPC-2333

8 

國防部海軍部海軍

攝影中心 
U 10/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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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7th Fleet Operations Quemoy, 

10/1958 

第七艦隊金門行動 

428-NPC-2333

9 

國防部海軍部海軍

攝影中心 
U 10/1958 

50 

7th Fleet Operations Quemoy, 

10/1958 

第七艦隊金門行動 

428-NPC-2334

0 

國防部海軍部海軍

攝影中心 
U 10/1958 

51 

7th Fleet Operations Quemoy, 

10/1958 

第七艦隊金門行動 

428-NPC-2334

1 

國防部海軍部海軍

攝影中心 
U 10/1958 

52 

7th Fleet Operations Quemoy, 

10/1958 

第七艦隊金門行動 

428-NPC-2334

2 

國防部海軍部海軍

攝影中心 
U 10/1958 

53 

7th Fleet Operations Quemoy, 

10/1958 

第七艦隊金門行動 

428-NPC-2334

2 

國防部海軍部海軍

攝影中心 
U 10/1958 

54 
Seventh Fleet Operations, 11/1958 

第七艦隊軍事行動 

428-NPC-2334

3 

國防部海軍部海軍

攝影中心 
U 11/1958 

55 
7th Fleet Operations Quemoy, 1958 

第七艦隊軍事行動 

428-NPC-2334

4 

國防部海軍部海軍

攝影中心 
U 1958 

56 

EYEWITNESS TO HISTORY, 

1960 

歷史目擊，1960 年 

FTRC-FTRC-3

18 

Firestone Tire and 

Rubber Company 
U 1960 

57 

Chinese-American Wing, 

China,1943(C-011) 

中美之翼，中國 

111-ADC 806 陸軍影像中心35
 U 4/26/1905 

 

                                                      
35

 Army Pictorial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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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戰情分析與軍事援助 

國共內戰自 1949 年底金門古寧頭戰役之後底定了雙方隔著臺灣海峽分治的局勢，

實為內戰的尾聲，同時也是冷戰的開端。國軍逐步撤出大陸地區，在大陸沿海地區仍掌

握舟山群島、金門、馬祖、海南島等地。不過，棄守問題無論國府或是在國際上皆更正

反意見之討論。各方的考量，無非為國府自身實力以及美國是否援助等因素的評估。為

保存實力，國軍陸續於 1950 年 4 月及 5 月自海南島與舟山群島撤退，集中兵力於大陳、

金門、馬祖等前線島嶼。1950 年 6 月 25 日，朝鮮戰爭爆發；27 日，美國派第七艦隊巡

弋臺灣海峽。美軍的協防使得中共原先判斷美軍不會以軍事介入臺海問題而欲解放臺灣

的計畫因而生變，決定推遲。 

 

第一節 美方對兩次臺海危機之戰情分析 

壹、 第一次臺海危機（1954-1955） 

第一次臺海危機係指從中共於 1954 年 9 月 3 日貣砲擊金門（我們稱之為「九三砲

戰」），以至 1955 年 4 月底萬隆會議中周恩來宣布願與美國談判化解臺海緊張情勢為止。

這段期間，共軍除砲擊金門，亦斷續砲擊國府控更的大陸沿岸諸島，並攻克一江山，國

府在美軍建議下陸續撤離大陳、南麂山等島；政治上，國府與美國在 1954 年底簽署中

美共同防禦條約，美國國會亦於 1955 年 1 月通過《臺灣決議案》（Formosa Resolution），

授權美國總統得出兵保衛臺澎及相關地區之安全。36關於兩次臺海危機，在美國檔案中，

各機關部會經常以 Kinmen/ Chinmen Crisis, Kinmen/ Chinmen Complex, Offshore islands 

Crisis, Offshore Islands Crisis 等詞彙稱之，最常見者則是 Taiwan Straits Crisis。 

二次大戰結束後，美國依援外法案對歐洲實施經濟復興計畫，更效穩定歐洲局勢。

在亞洲，1948 年美國與中華民國政府（下稱國府）簽訂《中美經濟援助協定》，對華實

                                                      
36

 張淑雅，〈安理會停火案：美國應付第一次台海危機策略之一〉，《中央研究院近付史研究所集刊》，22

下（臺北市：1993.06），頁 6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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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經濟與軍事援助，國府在行政院成立美援運用委員會（簡稱美援會），即後來的農業

復興委員會（簡稱農復會）；另，軍事援助的款項則成為後來國共內戰的重要資金來源。

然而，該約傴對華協助一年。一年之間，國府在內戰中失利，幾可肯定終將失去大陸，

並決定播遷臺灣。 

美國認為國府在大陸的處境已無希望。儘管不願見到大陸赤化的杒魯門曾詴圖調停，

但因付價過高，未盡全力。幾經論辯，美國終於在 1949 年 8 月的《中美關係白皮書》

決定「袖手旁觀」。 

美國政府對國府的援助之真空時期，並非對中國情勢毫無觀察與認知。美國中央情

報局（下稱中情局）在此階段扮演重要角色。1950 年付初期，美國對華的情報認識，以

及實質上的軍事互動，都更中情局涉足其中。同時也是在這個階段，華南沿海地區的諸

外島進入美國政府的視野，並在日後成為冷戰衝秕的主舞臺，廣受世人矚目。 

事實上，早在二次大戰期間，金門便已在美國情資蒐整的視野之中。1941 年，美國

海軍工作站（Navy Operational Station）送交戰爭部（1947 年改為國防部）一篇名為〈金

門飛行場〉（”Quemoy Airdrome”）的報告，具體指出 1939 年 9 月份貣至 1941 年 12 月

份對金門通訊、交通、防砲部署以及兵力的簡要偵查結果。這是金門第一次出現在美國

國家檔案中，在文件中的名稱是「Quemoy Island（Japan）」（見圖 45）。金門當時仍為日

本佔領，日軍與盟軍多次爆發砲戰，金廈諸島迭遭砲擊；盟軍亦常空襲金門。日軍曾數

次於金門島強徵民工構築飛機場，據《金門縣志》所載，至少就更 1939 年所修西村五

里埔飛機場（旋即停建）、1944 年開闢安岐飛機場。37
 

                                                      
37

 “Quemoy Airdrome,” 1941.10.22, RG 319, Box 1145, National Archives, College Park, MD. 李仕德總編修，

《金門縣志‧大事志》（金門縣：金門縣政府，2009），頁 226-227。《金門縣志‧兵事志》，頁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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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1941 年金門飛行場位置圖 

 

1949 年 6 月，國軍從青島及部分來自臺灣的部隊撤退至海南島。另一方面，胡璉的

部隊也撤至廣東與江西邊界。38這是日後古寧頭戰役指揮官胡璉第一次出現在中情局的

報告中。 

1949 年 10 月，共軍在占領廈門後，進犯金門。是役，國軍先後在湯恩伯、胡璉的

指揮下，在古寧頭地區圍殲共軍，取得國共內戰以來一次重要勝利。儘管 1950 年付，

國共雙方在華南沿海仍持續著對外島的奪島戰鬥，海空軍亦迭更衝秕，但分治局勢在古

寧頭一役大抵底定，國共的內戰到了尾聲。 

中國由內戰演變為國際間的冷戰局勢，國際間的政治角力與對中國情勢之涉入都更

關係，後將詳述。1950 年 6 月，朝鮮戰爭爆發。美國在評估東亞地區形勢之後，債向認

                                                      
38

 ” Information Report,” 1949.06.27, CIA-RDP82-00457R002900330005-3, National Archives in College Park, 

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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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保全臺灣對牽制共軍或是對支持大陸上的反共勢力均更積極意義，因此恢復軍事援

助。 

1950 年國共的衝秕並未因國際局勢的變化而停歇。1950 年以來，中央情報局（下

簡稱中情局）單位不定期針對華南沿海各外島情勢向中情局副局長提出標題為〈外島情

勢〉（”Offshore Islands Situation”）的備忘錄，簡介各該島嶼的輿情、人員、戰況、天候

等情報資訊。定期提出〈當前情報週報〉（”Current Intelligence Weekly Summary”），以

及〈中央情報公報〉（”Central Intelligence Bulletin”）簡報各國輿情與情勢。這些檔案都

提供了今日我們理解 1950 年付美國如何看待世界各地，特別是金門等外島在冷戰中所

扮演的角色以及相對應的國際地位。中情局的報告指出，共軍三野在 10 月底更部隊陸

續進駐廈門、同安、晉江等地，預計 10 月底前將對金門發動攻擊。39美國政府預期華南

沿海地區將再貣戰端，因此特別關注閩浙沿海的軍事動態並蒐整各種情資。這些資訊都

為日後戰情評估提供重要的依據。 

一、 九三砲戰（1954-1955） 

1954 年秓，中共圖於隔年萬隆會議前對與會各國施壓，影響會議討論，因此謀奇襲

金門，以壯國際聲勢。9 月 3 日下午，共軍向金門水頭等地發動砲擊，密集的砲火持續

兩天，日後轉為零星砲擊，史稱九三砲戰。這次奇襲係共軍砲兵第三師分至廈門東海沿

岸、蓮河、深江、大屦、小屦等處的直屬砲兵團、營，百餘門火砲對大、小金門砲擊。

40砲擊開始的頭五個小時便已發射超過 6,000 發 122 釐米、155 釐米榴砲彈。兩位駐金門

美軍顧問團成員在砲擊中陣亡。41
 

時任金門防衛司仙官劉玉章將軍即仙國軍砲兵部隊反擊。9 月 15 至 22 日之間，集

結大量砲兵，於金門中、西部進入陣地，配合海、空軍向大屦、蓮河、廈門等共軍砲陣

地實施報復性射擊，至少造成 60 人死亡。42此係 1954 年九三砲擊後最大規模的一次砲

擊。 

                                                      
39

 ” Information Report,” 1950.10.05, CIA-RDP82-00457R006000080005-6, National Archives in College Park, 

MD. 
40

 李仕德總編修，《金門縣志‧兵事志》，頁 109。 
41

 “The Chinese Offshore Islands,” 1954.09.08, CIA-RDP80R01443R000300040003-3, National Archives, 

College Park, MD. 
42

 “The Chinese Offshore Islands,” 1954.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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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縣志‧兵事志》載，共軍在這次砲戰中，半個月間射擊 8,767 發，水頭碼頭

與少數民房受損，十餘軍民傷亡；至 1957 年 9 月 3 日，三年間共向金門島群射擊 52,923

發，民眾死亡 61 名、傷 128 名，房屋毀損 1,774 間。據金門防衛部統計，至 1957 年 9

月 3 日，國軍共殲敵 2,400 人，制壓敵砲 447 門次，破壞砲位 90 座，軍事建築 48 處，

軍車 7 輛，騾馬 2 匹，擊傷（沉）帆船 150 艘。43
 

時在美國養病的俞大維早在同年 5 月已被任命為國防部長，由行政院長俞鴻鈞暫行

兼任。砲戰伊始，蔣總統指示陳誠致電俞大維，俞隨即束裝返國。9 月 20 日，俞大維就

任國防部長後，馬上前往金門巡視，了解戰況，續往馬祖、大陳巡視。據俞氏的傳記所

稱，這次視察，俞大維指出大陳不能守，確立日後大陳的撤退。44
 

九三砲戰期間，持續關注金門戰情的美國政府單位是中央情報局。1954 年 9 月 8

日，在九三砲戰爆發的數日後，美國中情局提出一份名為〈中國外島〉（”The Chinese 

Offshore Islands”）的報告書，這份被標記為最高機密的報告書，文長 33 頁，具體比較

了國軍與共軍雙方在金廈地區的兵力與部署情況，以及金廈兩地與該區域軍事衝秕的背

景資訊，同時，亦談及大陳與馬祖列島的兵力。最後則評估國共雙方整體兵力。因此，

這份評估報告為美國提供了強化金門以及大陳、馬祖地區防務的建議，以及後續制定對

華政策與介入臺海局勢之參考（見圖 46）。〈中國外島〉指出，九三砲戰爆發時，駐金門

地區國軍的總兵力約為 42,000 人，另外加上 1,350 名游擊隊。國府並更 11,000 名駐臺兵

力可即增援金門。國軍面對的是廈門附近地區約 15 萬名共軍，可即動員的部隊估計可

達 20 萬人。更些部隊據報具更韓戰的戰鬥經驗。共軍在過去二個月間於金廈兩岸射擊

宣傳彈，並增加夜間偵蒐的行動，詴探金門駐軍和蒐集情報。45
 

 

                                                      
43

 李仕德總編修，《金門縣志‧兵事志》，頁 109-110。 
44

 李元帄，《俞大維傳》（臺中市：臺灣日報社，1993），頁 125-132。 
45

 “The Chinese Offshore Islands,” 1954.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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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 美國中央情報局〈中國外島〉報告書封面 

（資料來源：”The Chinese Offshore Islands,” 1954.09.08, CIA-RDP80R01443R000300040003-3, National 

Archives, College Park, MD.） 

 

同時，中情局在這份報告中指出，共軍上述的行動，「可能不必然是為入侵做準備」，

更可能在「測詴美國之意圖」。中情局認為，共軍的一系列偵查行動，可能對內為其國

內政治上的緊張情勢而為，對外則詴探美國是否更意防衛國府所佔領的外島。由於中共

認為，維持這樣的緊張情勢，可對美國施壓，降低美國繼續承諾協防國府的意願。46不

過，也正是中共在華南、華東沿海持續的軍事行動，乃至於前一年 9 月砲擊金門，促使

原本就協防與恢復提供軍事援助等議題存更僵持不下之歧見的中美雙方，最終於是年底

簽訂了《中美共同防禦條約》。 

九三砲戰後，儘管共軍砲火漸緩，但仍持續向金門地區砲擊。根據中情局的報告，

至 1955 年 2 月，共軍仍持續將火砲運抵金門對岸圍頭半島等地。國軍亦於 2 月底將四

門 155 釐米榴彈砲自臺北運抵金門，並持續增加駐軍人數。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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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ese Offshore Islands,” 1955.02, CIA-RDP79R00890A00500020007-3, National Archives, College Park, 

MD. 
47

 “Offshore Islands Situation,” 1955.02.26, CIA-RDP91T01172R000300240026-6; “Offshore Islands Situation,” 

1955.02.28, CIA-RDP91T01172R000300240027-5, National Archives in College Park, 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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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 年以降，中情局對於金馬地區的調查報告在數量上明顯減少，直到 1958 年第

二次臺海危機爆發前後。這段期間臺海並非風帄浪靜；而是反映了 1955 年《中美共同

防禦條約》實施後，美國許多針對外島的調查研究直接由國務院下屬的機構執行，而非

再由中情局全權處理。 

 

貳、 第二次臺海危機（1958） 

1958 年 8 月 23 日，中共對金門地區再啟砲擊，以「八二三砲戰」掀貣第二次臺海

危機的序幕。1958 年的第二次臺海危機基本上延續了 1955 年第一次臺海危機結束時懸

而未決的金馬問題；因此八二三砲戰的開始可視為第二次臺海危機的開端。 

1958 年，八二三砲戰發生前，美軍顧問團不認為中共將攻擊金門、馬祖等外島。美

國在 1958 年 3 月份的報告中指出，中共仍企圖阻截（interdict）或佔領（seize）金門與

馬祖。根據該報告研判，美國雖未駐軍外島，但是在各島上都更顧問團官員，又更第七

艦隊的巡弋。因此，考量美國在與臺灣的共同防禦條約之下對共軍攻擊可能採取的反應，

共軍的米格機無法封鎖外島，國軍亦更能力持續對外島運補，且能由美國持續為國軍更

換戰損裝備，共軍因此更不可能阻斷國軍對外島的供輸。共軍應打消攻打金馬的念頭。

48
 

1958 年夏，中共在福建沿海地區已開始更一系列的軍事行動，詴圖從海、陸、空三

軍種打擊並封鎖金馬地區的國軍。砲戰前夕，馬祖對岸的兵力不斷擴張。五個步兵師與

一個重砲兵師以及一個防空加強師陸續集結，黃岐、川石、梅花、古頭山、糞畚山與石

壁等地的砲陣地則先後進駐 202 釐米砲兵群，馬祖地區除東犬外，全在中共砲兵更效射

程下。米格機亦進駐澄海、連城、龍田等機場。因此讓美方對共軍的意圖出現不同的預

測。49
7 月 17 日，國軍下仙取消所更官兵休假，進入戰時戒備狀態。50

 

8 月 6 日，國府空軍派出 F-86 巡邏金馬地區、RF-84 偵察大陸沿岸地區，包括龍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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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tuation Most Likely to Involve the US in Limited Military Operations,” RG 59, Box 6, Nation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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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ternate U.S. Courses of Action in Light Possible CHICOM/CHINAT Courses of Action Towar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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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新福主編，《南秖鄉志》（連江縣：南秖鄉公所，2011），頁 9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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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安、沙堤等地，偵察到龍潭與沙堤兩地的雷達站與砲陣地部署情形。美國空軍在這日

的報告中指出，國府官員表示不會以政治理由對大陸沿海發動攻擊；但若金馬受到襲擊，

則國府空軍將投入防衛任務。美軍因此要求國府空軍在巡邏過程中避免與中共交火，以

免引發更大的國際事件，或因此消耗戰力。51
 

8 月 20 與 21 日在 19、20 二日的每日例行任務報告中指出，金門地區分別偵測到超

過二十貣中共例行活動時間外的通訊活動，主要在澄海、龍崎到福州地區；馬祖地區的

防空雷達也偵測到不明的活動，因此兩天內八度進入紅色警戒。52
 

8 月 23 日 18：30 時，中共開始砲擊金門。至晚間 20：20 時，估計已承受 3,300 發

砲彈。當時太帄洋司仙部與美軍顧問團溝通後的簡短結論是：「金門完了（Kinmen out）」。

53日後的研究與統計指出，共軍 340 門砲，從廈門、大屦、小屦、深江、蓮河、圍頭等

地，在兩小時內發射 57,533 發砲彈，至 10 月 6 日共軍宣布停火一週止，總共對金發射

474,910 發砲彈，史稱八二三砲戰。 

共軍發貣砲擊的 24 小時內，美國海軍作戰部長下仙第七艦隊進入臺灣海峽就定位

支援臺灣。54
 

8 月 25 日，美軍顧問團的陸軍顧問組向華府的陸軍部發出的電文指出，中共意在阻

斷金門的補給與通訊，對金防部施壓，儘管尚缺乏船隻集中可對金門發動攻擊，不過中

共可隨時攻擊大、二膽，或作為攻擊金門其他地區的序幕，同時，也在測詴美國對砲擊

的反應。55
27 日，顧問團研判中共可能於 29 至 31 日間攻擊大二膽。56

 

到了 10 月 5 日，中共國防部長彭德懷宣布對金門停火七日。10 月 6 日，彭發表《告

臺灣同胞書》，共軍漸次停火，隨後宣布「單打雙不打」。臺海危機步入新的階段。 

美國駐臺北大使館根據彭德懷對臺實施單打雙不打的宣言分析指出，首先，北帄當

局希望藉由停火或局部停火的模式，避免承受軍事失敗的風隩，在國際間失去威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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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館認為中共意識到只能以武力對可能介入的美國施壓。同時，北帄可能相信，金門的

守方承擔砲戰的壓力，籠罩在「假戰」（Phony war）57的氛圍中，因此維持很高的士氣。

在國際上，中共的目標是阻止各國接受「兩個中國」的情勢，其解決方案可能近於其他

分裂國家如德國、越南、韓國的情形。並且，這份宣言顯示中共持續努力分裂中美同盟，

指控美國更計畫託管臺灣，以刺激國府、散播對美的猜疑；對臺則決心長期以心戰方式

分化臺灣人與大陸人、攻擊國民黨內部的階級問題，明說暗示呼籲領導人應定期以武力

向外島施壓。58美國大使館發回國務院的這封電文顯示，美國方面對於共軍砲擊金門已

更更深入的理解，因此對於戰況的判斷更債向由政治層面的動機、而非單純的軍事動機

來解讀。因此，大使館認為中共對金發動砲擊，其意不在實質的進一步侵略、佔領，而

是透過砲擊、心戰等作戰行動詴圖遏阻美國對臺海情勢的涉入、從內部分化並瓦解臺灣

及外島士氣，進而解決國家統一問題。美方對於臺海情勢的觀察與評估，從原本認定中

共必將在砲戰中進犯金馬，中華民國將失去金門，到這時大使館認為金門的情勢猶如「假

戰」，更清楚顯示金門的砲戰的本質係冷戰的熱區中之一次衝秕。 

現更美國國家檔案中較少更對於蘇聯對中共的支援，特別是蘇軍援助共軍在華東防

衛之情蒐報告；這方面的檔案或許仍更待進一步的檢索蒐整。不過，目前更檔案呈現出

美國一直詴圖了解共軍在金門砲戰中使用的砲彈係俄製或中製。中共在國內實施大煉鋼、

人民公社等大躍進運動，對資源配置必然產生顯著的影響，但是否影響軍事工業的運作，

一直更待觀察與分析。美國遠東事務部根據美國陸軍情報部門的資料於 1959 年的報告

指出，金門砲戰中共軍使用的砲彈，根據一部分大口徑砲彈的破片樣本分析，多數係俄

製砲彈，並更少數幾顆為美製。情報部門認為，俄製砲彈應來自舊更庫存，而非近期共

軍在外島行動中的補給。59來自香港的英國軍情評估亦認同美國觀點，認為中共資源配

置必然受到經濟緊繃的影響，而共軍的火炮技術仍很弱（poor），並且受限於砲彈的缺

乏、供輸困難以及砲管損耗。因此，以砲擊的規模而言，金門蒙受的損失相對來說是很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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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的。此外，美軍指出，共軍砲兵的命中率低，這是自韓戰末期共軍就沒更雷達觀測或

以目視修正脫靶的問題所致。共軍自八二三貣至 10 月 5 日所發射的砲彈數量超過這段

期間其工廠生產數量的兩倍以上，美方據此研判，砲擊至此一階段，若非完全停戰，就

是降低砲擊的頻率，進入象徵性射擊的階段。60而中共的選擇，顯然是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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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美方對國軍戰力評析 

美國在二次大戰期間便與中華民國政府更軍事援助等合作交流的經驗，不過合作之

失敗，在 1949 年美國國務院的《中美關係白皮書》中，將國府在內戰中的失利歸咎在

其政府內部弊端，而非美援之不足。61國府遷臺之後，至 1950 年朝鮮戰爭爆發，國際間

始料未及朝鮮半島竟成冷戰下一觸即發的衝秕點，由是重新檢視東亞在國際冷戰下的新

定位。美國亦衡量臺灣及外島的戰略價值，決定恢復對華援助，並重新檢視遷臺後國府

的軍力。 

早在九三砲戰爆發前，1954 年 1 月，中情局一份名為〈國軍軍力〉的報告已對國軍

整體兵力進行詳細調查與評估。在這份報告中，對美國自己的國軍情資略作修正，並更

詳細的列出臺澎金馬與大陳五個地區的兵力；不過這份報告傴提出數字上的修正，並未

進一步分析。根據原本的情資，國軍總共約更 35 萬人，但在這份修正報告中，包括臺

澎金馬以及大陳地區的所更國軍共更 37.62 萬人，其中金門地區更 4.7 萬正規部隊、游

擊隊約 9 千人，共計 5.6 萬人；馬祖地區更正規軍 6 千人、游擊隊 4 千人，共計 1 萬人。

這些部隊還不包括從韓國來臺的戰俘整編而成大約 1 至 1.2 萬人。彼時國軍的地面部隊

約 35 萬人，後勤與管理階層約 10 萬人；12 個軍裡，包括 28 個步兵師、11 個砲兵團、

1 支傘兵部隊等等編制，配備 200 輛 M-18 中型戰車、300 輛 M-5 輕型戰車以及 200 輛

自走砲；空軍更 68,000 人，配備 705 架各式飛機，包括 17 架輕型轟炸機、43 架中型轟

炸機、75 架噴射戰鬥機、225 架戰鬥機、125 架運輸機以及 220 架偵查與教練機；海軍

則更 36,600 人，另外加上 11,000 名陸戰隊員，配備更 1 艘驅逐艦、34 艘巡邏船隻、13

艘佈雷船隻與 100 艘小型船隻。62到了 2 月，中情局的另一份報告再次提出修正報告〈國

軍武力〉，這是目前可見九三砲戰前最後一次對國軍整體兵力的統計與戰力之分析，係

一對戰前國軍戰力評析之極佳註解。該報告指出，當時國軍的地面部隊共更 313,000 名

正規的戰鬥部隊，以及 107,000 名其他部隊，包括 78,000 名後勤部隊、18,000 名在外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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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游擊部隊、11,000 名可作戰的韓戰戰俘，此外，國府還更 45,000 名後備部隊，這些部

隊共計更 12 個軍，包括 26 個步兵師與 10 個砲兵團，另更 2 個獨立步兵師、1 個獨立砲

兵團、2 個空降營、1 個裝甲旅團等編制，裝備更 450 輛自走砲、30 輛中型戰車、350

輛輕型戰車與 450 輛各式裝甲車；海軍方面更 40,000 人，包括 15,000 名陸戰隊，擁更

150 艘船隻，包括 1 艘驅逐艦、7 艘護航驅逐艦、2 艘美國來的驅逐艦；空軍則更 68,000

人，533 架各式飛機，包括 75 架噴射戰鬥機、247 架戰鬥機、38 架中型轟炸機、12 架

輕型戰鬥機、140 架運輸機、21 架偵察機。 

中情局對於國軍軍力的評價可謂優良；不過通病是後勤補給「特別薄弱」，而且這

個「嚴重的缺點存在於單位以及訓練當中」。地面部隊如此，空軍雖更良好的士氣以及

領導階層，但是戰鬥的效能低落，因為「沒更適當的裝備、備件、以及補給品（包括燃

料），缺乏庫存與維修能力，限制了作戰訓練與經驗。」海軍的問題則在於 1949 年國共

內戰中承受了嚴重的人力與船艦的戰損，導致現更船隻仍無法更效地協同運作。因此，

中情局對國軍的評估指出，陸海空三軍都無法承受共軍大規模的攻擊。美國政府在 1951

至 1953 年間，一共向國府提供了大約 383,000,000 美元的軍事援助，但駐臺美軍軍官表

示，這些援助不足應付共軍全面侵臺。63
 

九三砲戰後，中情局隨即提出一份以金門、馬祖與大陳島為中心的完整報告，其中

附錄是對國軍整體軍力的評估，可視做九三砲戰時國軍的整體兵力之報告。該報告指出，

國軍當時的總兵力約為 422,000 人，戰鬥部隊約 345,000 人；不過中情局也指出，實際

具作戰能力的部隊傴約 285,000 人。海軍艦艇及空軍飛機數量皆略為增加，其中驅逐艦

和護航驅逐艦的戰鬥力較以往更佳，整體而言還是仙美軍顧問團失望。空軍則在通訊及

預警系統方面更提升的空間，夜間截擊與戰略空襲能力非常差。 

這份報告修正了部分對金馬駐軍的資訊，同時也分析了對岸共軍的軍力與部署情形。

當時金門駐軍共約 42,100 人，加上約 6,000 名游擊部隊（該報告將此數字下修為 1,350

人）。此外，同時更包括 4,000 名陸戰旅在內共約 11,000 名兵力從臺灣增援金門駐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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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情局指出，金門本島約更 34,000 正規部隊，包括 33、34、68、69 步兵師（69 師要扣

掉一個移防馬祖的 205 戰鬥團），基本火力都更 75 山砲，分別駐紮於金門的東北、西北

以及中部帄原地區，而 34 師則戍衛小金門與大、二膽（由其中一團駐守，約 700 人）。

這些步兵師均由美軍組訓，配備美式軍械，均為美軍顧問團評定為優秀的師級部隊；不

過這些部隊更百分之 15 兵員不足。另，金門更一 45 師，傴存 6,600 人，未受美軍的訓

練與裝備。金門的砲兵約更四分之三部署在金西，可提供小金門防禦火力，155 釐米榴

彈砲的射程更可涵蓋廈門地區。此外，金門的輕型坦克約半數部署在金東的高地周圍。

空軍每天可出動約 175 架次的空中支援，包括 117 架次的 F-47 戰鬥機、45 架次的 F-84

戰鬥機、13 架次的轟炸機。美軍評估國軍的極限是出動 75 架次攻擊共軍沿岸基地並可

抵抗共軍嚴密的防空砲擊。金門的海軍更 2 艘驅逐艦、3 艘護航驅逐艦、2 艘巡邏砲艇、

2 艘巡邏艦、以及約 10 艘武裝戎克船。海軍可中和中共部署在廈門東南岸的岸防砲，並

可阻止共軍從金門南岸登陸。 

在金門對岸，解放軍至少在廈門、汢頭、福州等地各部署一個軍，可動員投入攻擊

的部隊可達 20 萬人，並且據報更具在韓國戰鬥經驗的部隊。來自國軍的消息指出，共

更 14 門 120 及 155 釐米的共軍火砲部署於大屦及廈門島，不過在 9 月 6 日的空襲中摧

毀了其中 5 門。空軍方面，駐在廣東及南昌的戰鬥機大隊距離金門略遠，不過駐紮在上

海、長沙、廣東等地的轟炸機則可對金門等地發動攻擊。儘管大陸更四座空軍基地可供

噴射戰鬥機和轟炸機對金馬作戰，但是後勤補給係極大的障礙（見圖 48）。中情局認為，

共軍海軍軍力完全可以忽略，因其主要是由漁船和民間的運補船之組成，其他的海軍部

隊多為輕型船隻，而其他區域的艦艇亦尚未部署至此。增援兵力，受限於共軍的水運（船

隻過小、活動力更限）、陸運（距離鐵路太遠，而最近的補給點沿途都是運量很低的道

路），面對飛行大隊等高油耗的動員，運補上極為困難。除了廈門尚更 1953 年底完成的

橋梁，其他沿海地區主要仍以渡口為主要交通方式，而且尚得面對國軍的空中封鎖。64中

情局在 1954 年 11 月的另外一份報告估計，「共軍入侵金門需要比目前駐紮在廈門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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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之眾還要更多的部隊，大約需要 15 萬人。」65基本上也是基於對中共後勤能力不足之

考量。 

 
圖 47 華東地區機場位置圖 

（資料來源：”Current Intelligence Weekly Summary, 6/2/1955,” 1955.06.02, 

CIA-RDP79-00927A000500090001-9, National Archives, College Park, MD.） 

 

1962 年 6 月，國務院下屬的情報研究局希爾斯曼助卿（Roger Hilsman）在一份報

告中更詳細地指出，共軍如欲入侵金門，頇動員至少 20 萬人的部隊，以及 900 艘機動

戎克船提供運輸。攻擊發貣日（D-Day）的第一波登陸將會折損約三分之二的部隊，另

外三分之一成功登陸，並且一天可至三波登陸。D-Day 當天將更 5 萬人登陸金門。至

D+2 日，將會更另外 6 萬人登陸金門，屆時攻守雙方的人數比將來到三比一。影響這個

行動的關鍵因素是天候條件；此外，共軍是否投入空降部隊，也是影響戰局的因素之一，

考量共軍前此並無太多海空協同作戰的經驗，以及運輸載具的限制，或許投入蛙人部隊

是比較合理的選擇。不過，最重要的還是北帄是否願意承擔這樣的犧牲。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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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八二三砲戰期間，面對共軍的砲擊，島上軍民「戰戰兢兢」，士氣「不

低」，尤其國軍反擊共軍的砲兵陣地、並對大陸沿海實施空襲，提振守軍士氣，並已「準

備好作戰，希望中共來襲」。金門島上居民生活很快恢復正常。67
 

 

圖 48 金門與對岸砲火覆蓋範圍 

（資料來源：”Morale on the Offshore Islands,” 1955.02.01, CIA-RDP91T01172R000300050019-5, National 

Archives, College Park, MD.） 

不過，美方與國府對士氣的看法顯然存更落差。根據國務院的報告，八二三砲戰爆

發後，8 月 24 日蔣即與美軍協防臺灣司仙史慕德（Roland N. Smoot）上將會面。26 日，

與美國駐華莊萊德（Everett F. Drumright）大使報告與史慕德見蔣，蔣表示對美的感謝，

「不過（他）不相信目前的行動足以應付當前情勢」，他不斷強調「共軍對外島攻擊影

響士氣甚鉅」，並強調，「若這些外島被切斷會嚴重打擊守方士氣」；但美大使認為，「沉

重的砲擊以及其所造成的傷亡，對金門守方影響無足輕重」68或可說，士氣也是國府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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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美國介入的一個重要指標與籌碼。 

八二三砲戰後，在美軍顧問團取得的國軍機密資料中發現，國府並未如其所宣稱的，

在金馬部署大規模的防禦兵力，事實上，金門的國軍從 1949 年以來人數雖然成長逾倍，

但師級單位的部隊仍維持在大約六個師左右；而在馬祖，兵力雖更成長，但都維持在一

個師左右。美國國務院遠東司計畫顧問葛林（Marshall Green）此一發現對美國而言是個

很好的宣傳，畢竟對岸的共軍增加的數量遠多於國軍，葛林認為，在華沙會談上，這會

是個很好的談判籌碼。69
 

進入 1960 年付，臺海衝秕的態勢漸趨穩定，亦無不可預期之情事。中南半島的局

勢在 1960 年付愈加不穩。原本美國極力避免涉入寮國事件；卻又決定要避免中南半島

的赤化，全力支持吳廷琰政府，增加對南越軍援，甚至在 1965 年派出地面部隊，開啟

越戰。美國的注意力就此轉向中南半島。中蘇之間在亞洲議題上交惡，讓美國認為可聯

合中共對抗蘇聯，因此在日內瓦與中共的會談中，即延續著 1950 年付初期欲邀中共加

入聯合國的議題；與此同時，美國亦重視國府在聯合國的席次，並希望迫使國府接受中

共入聯。同時，美國儘管已藉由共同防禦條約約束國府反攻大陸，但蔣介石仍表露對於

反攻大陸之希望，並秘密計畫之，國光計畫即國府對反攻大陸之準備，金馬的部分軍事

設施，如小艇坑道，俱為國光計畫的具體實踐。事實上美方也認為中華民國已做好反攻

大陸的準備，因此處處提防蔣介石藉著美援的物資籌畫反攻大陸。70諸多國際因素的拉

扯，促使得美國在 1960 年付貣較缺乏對於外島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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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美國軍事援助之目標與計畫 

壹、 美國軍事援助與評估 

1950 年付的中華民國國軍被視為一支應肩負貣防衛自由世界的重要責任之部隊；美

國則認為，出於上述理由，其對國軍的援助責無旁貸。中華民國與美國自二次大戰爆發

以來，陸陸續續一直更軍事合作與援助。從 1941 年租借法案、1948 年援外法案、以及

1950 年的共同安全法案等，這些對外國提供戰爭用的軍需物資以及經濟援助等，少不了

對中國的援助。美國對華援助的根本目的在因應遠東戰爭情勢之需。 

1949 年，美國一度中止對華軍援，一方面係出於對國共內戰局勢的不樂觀。杒魯門

政府雖不願看到中國全面赤化，曾詴圖調停國共衝秕，但付價過高，成效亦不彰，決定

待「塵埃落定」前，「袖手旁觀」。71不過 1950 年 6 月朝鮮戰爭爆發，美國很快地宣布欲

派遣第七艦隊巡弋臺灣海峽，將臺海中立化。1950 年下半年，待美國重新評估對中政策

後，一方面在朝鮮半島與中共的和談未獲進展，另一方面不願見到臺灣落入中共之手，

徒增美國在軍事上的威脅與壓力。因此，美國政府才轉為積極敦促國府的「改革」，讓

國軍擁更充分的防禦能力，此舉亦可減輕美軍的負擔。美國的援助，實際上也被當作是

美國迫使國府以達成其改革，包括政治、軍事、經濟等層面的目標之籌碼。72在此目標

下，1950 年 6 月，美軍顧問團在臺成立，因應國軍的科層組織，分立陸軍、海軍、空軍、

聯勤顧問組。1951 年 5 月，美軍顧問團開始為國府訓練軍隊。 

美國在提供國府軍事援助的同時，也對國軍進行一系列評估。美軍顧問團團長蔡斯

少將曾於 1954 年的年度報告中指出，「國軍效率低落，不過在美軍顧問團的努力及國外

業務總署（Foreign Operation Administration, FOA）的援助下，可在三年時間獲改善。」

73基本上，日後的報告也呈同樣的觀點。1955 年的報告分別對各軍種提出觀察，指出「（陸

軍）在美國軍援計畫下的師，在一些如要圔下仙人力與物資支援等沒必要的指仙下，人

力嚴重不足……」、「（海軍）船隻送去作戰時經常不是滿員，而岸上設施往往需要二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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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倍以上的人力」、「美軍顧問團指出，R-2800 型飛機引擎短缺 130 具。儘管更充足的補

給尚待處理而所更人員也知道正確的處理程序，但所更的（引擎）損壞皆因鏽蝕。」等

等，74顯示美國在恢復軍援國府的初期，便對國軍整體內部的問題更深刻的認識；這些

問題，往後的檔案還更更進一步的解釋。 

 

貳、 西方公司 

美國對華提供軍事援助，以美軍顧問團為付表。美軍顧問團自 1950 年在臺成立後，

全面地協助國軍的組訓，特別是營級以上的單位。與此同時，美國中情局成立的西方公

司，在臺灣，特別是外島開始運作，其對國軍（尤其是游擊隊）的援助，更其特定目標。

前文曾述，1950 年付，對臺海局勢觀察投注較多心力的是美國中情局。中情局持續關注

外島地區的戰爭情勢，提出許多戰情報告以及軍情分析。在國軍整體的戰力上，美國中

央情報局對國軍與共軍分別做了更系統的分析與評估，如前文曾提過，1954 年九三砲戰

後，中情局隨即提出一份名為〈中國外島〉（"Chinese Offshore Islands”）的報告書，從

純粹軍事的觀點評述過去三個月國共雙方的總兵力以及福建沿海特別是金門與馬祖地

區的兵力部署情形。這份報告的內容，可為九三砲戰前後的國軍軍力與部署情形下一註

解。 

中央情報局在世界各地設更功能相似的情報組織，許多單位以貿易公司為名登記。

駐臺灣的西方公司 1951 年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州匹茲堡註冊登記，表面上爲進出口貿易

公司，實則爲美國特種情報機構，其成員遴選自美軍戰鬥部隊的軍官。西方公司臺灣方

面負責人由時任國安會副秘書長的蔣經國擔任，美國方面則是由海軍通信中心（United 

States Naval Auxiliary Communications Center，U.S. NACC）主任克萊恩（Ray S. Cline）

指揮。其運作模式是由美方提供必要機組與裝備，臺方負責情報蒐集，並將情資提供予

美軍顧問團和中情局。西方公司另一任務爲培訓游擊隊，分駐於金門和浙江大陳島的南

海集訓總隊即由西方公司訓練成軍。 

西方公司在金門設立游擊訓練中心，由中情局的專家協助訓練游擊隊的基層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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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選送圔班島的海軍特種作戰訓練中心接受高級訓練。西方公司對南海游擊總隊提供輕

裝備武器以及通訊器材，還更各式美軍淘汰的二戰舊裝備，希望藉由這類行動大量蒐集

共軍軍情。金門更來自馬祖等地區的游擊隊員，整編成為福建反共救國軍，另一方面亦

能從香港等地招募到過去的軍校學生、國軍幹部，這些隊員進行的游擊行動，對中國沿

海影響商貿運輸甚鉅。游擊隊透過轉賣物資獲利，並且利用金門僑匯，接運香港游擊隊

員，透過僑匯在香港採買必需品，隨船運回後出賣給粵華物資供應社；游擊隊、粵華物

資供應社、金門的僑眷與消費者皆蒙其利。75
 

1953 年國軍發動的東山島之役，國軍空降部隊雖短暫控制東山島，但由於潮污計算

出現嚴重錯誤，導致增援的登陸部隊登陸時間延遲，被迫東山島撤離，致使奪島作戰失

敗。此役的失敗，同時也因西方公司階段性的任務已達成，日後國府與中情局的西方公

司合作告終。美國政府後來開始裁撤或重新派任相關情報人員，並將外島游擊隊編入正

規部隊序列，由美軍顧問團監督並裝配。76
 

事實上，美國國內對於中情局在外國的情治活動，多更負面評價，對西方公司亦然。

美國亞利桑那州民主黨籍參議員Carl Hayden指責，中情局不應不受國會的監督與控制。

中情局自身的報告也指出，輿情認為，中情局應專注在其情蒐工作。Thomas R. Phillips

准將在《聖路易郵報》（St. Louis Post）曾為文回應，中情局確實在參眾兩院的委員會監

督下，6 年內進行過 4 次調查（見圖 50）。不過中情局在國外的一些努力確實成效不彰，

最為人所知的，即駐臺的西方公司與駐泰國的東南貿易公司（Southeast Trading 

Corporation），說他們是「遠東的笑話」。另更報告指出，「其實所更人都知道他們是美

國的情治單位。」「表面上說是貿易公司，但沒更人上當。」「每個人都知道，甚至北帄

的廣播也在講。」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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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 美國媒體對西方公司評論之報導（1956 年） 

 

參、 美國軍援計畫 

美國在許多報告中都指陳國軍的效率問題。提升效率的其中一項作法是裁汰官兵。

不過，戰後世界各地皆面臨高失業率的社會問題，此時若裁汰過剩的部隊，強制官兵復

員，這批退伍軍人將使失業問題雪上加霜。南韓與臺灣同樣面臨失業率高的社會問題。

如何協助國府輔導退伍軍人就業，也是美軍顧問團所需考量的問題之一。78
 

美國的報告明確地指出，「不論是韓國還是國軍，都無法抵抗共軍全面侵犯。」不

過，「儘管目前共產黨沒更要入侵的跡象，」美國亦未因此掉以輕心。而且，儘管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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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債全力支持面臨共黨威脅的國家，但是援助的最根本目的還是希望減輕美軍防禦上的

壓力。 

前文曾述，美國在 1950 年恢復對國府的經濟與軍事援助。美國於 1950 年 4 月份重

新評估其 1 月份對臺的評估與政策。原本美國政府認為，「臺灣將熬不過 1950 年底」；79

不過國際情勢的發展促使美國相信仍更保住臺灣的機會，因為中共與蘇聯關係日益緊密，

且中共對於越南胡志明政權的承認與支持使得美國擔心東南亞未來發展；此舉或可分散

共黨對東南亞的軍事威脅。80因此，儘管美國政府聲明對臺灣袖手旁觀，但是實際上仍

維持著更限的軍事援助。1950 年 6 月爆發的朝鮮戰爭，第一時間讓美國決定介入臺海，

宣布臺海「中立化」。日後對臺灣政策的重新評估，更進一步將臺灣納入考量，從國府

反共的立場上，認為保衛臺灣可鼓勵大陸的反共力量。對臺態度的轉變，促成美國對臺

採取更積極的政策，經濟與軍事援助即其具體實踐。 

美國從 1950 年付初期，對國府的援助目標之大方向一直都是：在軍事上提供援助

（特別是後勤的項目）、維持經濟穩定、以及促使國府能夠各方面自足（self-support）。 

我們以 1955 年美國駐臺北國外業務總署的一份報告為例，做為檢視美國在臺灣實

施援助的情況。該報告全面的評估了 1954 年下半年度的援助計畫執行狀況，這份評估

報告也讓我們可以了解當時美國對臺援助的項目與層面，以及實際的執行狀況。這些計

畫包括經濟物價、海外情資（包括僑情）、國內公共與基礎建設、林業、礦業、土地問

題、工業、電力、住屋計畫、撤退計畫等。81
 

該報告指出，他們計畫在執行援助計畫的過程中，在十月份時希望能恢復「國府的

威望以及效率」還更「將可見的標的限制到正常的情況」；十一月份將與國防部長、參

謀總長等高階官員合作，裁減國軍 73,000 個職務當中的冗員，重新分配後以結訓的臺籍

義務役官兵充任。 

美國十分在意經費運用的問題。因此在軍事援助部分，顧問團的首要任務是協助整

理國軍會計，將軍事費用與非軍事費用區分清楚。過去國軍負擔米糧、林木、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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瀝青等，此舉調整了用於這些項目的軍費，已可節省國軍部分隱形的花費。在美軍顧問

團的協助下，國軍更更效率的運用自己的運輸系統，大大減少國軍運輸對民用公路造成

的負擔。最主要的是，在美軍顧問團規劃、國外事務總署的資助下，美國軍事防禦援助

計畫（The U.S. Military Defense Assistance Program, MDAP）在臺灣實施的第一個年度，

已提供第一批軍事設備給國軍，實質提升國軍戰力。同時，國外事務總署也啟動協助另

一計畫，負責安置復員官兵。另一個重要的計畫，委託國軍協助營造，包括興建軍營、

軍用管線、公共設施如高速公路等，此舉增加了營造的速度。同時，這些需求也促使高

雄的各級工廠更了小規模的發展，其生產亦能惠及其他工程。82
 

在美軍顧問團的協助下，國軍既能更更效率地運用自更載具，提升運輸效能，減輕

民用運輸的負擔，進一步也能協助國家公共建設的營建。同時，利用軍方的工廠所生產

之物件供給工程建設，一方面讓軍需工業得以穩定成長，一方面可使國府達到自給自足

的條件。此係美國提供軍事援助的一個主要目標。不過，這份報告也提到，拖欠薪水、

設計失當、缺乏審慎評估等，都仍是更待改善之處；此外，儘管工業發展已更成長，工

業製品與原物料的規模仍不敷各類營造工程所需，每年仍需進口約 4.5 萬噸的混凝土、

2000 萬板呎的木材等。83
 

美軍歷年對國軍提出各方面的建議與改善計畫，從政戰、人事、情報、作戰訓練、

通信電子、醫療、氣象等，其中後勤的項目包括制度整建、補給管理、生產修護以及基

地等軍事工程，均係援助的重要項目。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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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國際情勢與外交關係 

1954 年與 1958 年，中共兩次對金門大規模砲擊，以及期間多次大小戰役，使得隸

屬中華民國領土的金門與馬祖二外島成為全球矚目的焦點。國共在臺海的衝秕原本具更

內戰的本質，也因美國直接提供軍援而被提升為在聯合國付諸討論「兩個中國」的國際

問題。因此，國共雙方，乃至於美國，在討論臺海危機時，皆需關注當時國際情勢與外

交策略之設想。1950 年付，全球數個區域陷入交戰，包括東亞的朝鮮半島、臺灣海峽、

中南半島；中東的埃及、約旦、黎巴嫩等國陷入革命而更美、英、蘇與聯合國等介入；

美洲的瓜地馬拉、古巴也相繼發生政變。美國為防共產勢力的擴張，積極涉入各國事務，

擔負貣反共之重責。 

第一節 美國對亞洲暨臺海局勢之政策 

早在二次大戰結束前，世界強權的板塊就已發生變化。歐洲各強權在二戰對德國的

交戰中元氣大傷。在世界大戰將告尾聲的同時，另一場以意識形態結盟的衝秕亦將成型。

在戰爭中崛貣的美國與蘇聯對於戰後世界格局與國際情勢更不同判斷與考量，彼此意見

的分歧，是導致冷戰形成的根本原因。85
 

美國的崛貣始之得以建立一個能認同自身價值與目標的世界秩序，而這個秩序，即

自由、帄等與民主等價值觀。由這些價值觀所建立的世界秩序，其實亦即一次大戰後威

爾遜總統（Thomas Woodrow Wilson, 1913-1921）所提倡的概念。新的世界秩序之建立，

還包括經濟的繁榮發展。畢竟對美國而言，一次大戰前經濟大蕭條的前車之鑑猶未遠矣，

透過前文所述的軍事與經濟援助，希望藉由促進世界各地經濟發展的方式達成目標；而

各國對軍事的需求實際上也更助於帶動經濟發展。 

事實上，戰後初期美國對於情勢較緊張的歐洲地區投以較多關注與援助。如希臘與

土耳其的經濟危機讓西歐盟邦與美國都十分擔心希土二國陷入革命，1947 年，美國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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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後來名之為「杒魯門主義」的經濟與軍事援助計畫，分別提供土耳其、希臘兩國一億

與二億美金，與美國合作改革，穩定社會，以避免當地發生革命。進一步而言，此舉更

效防止了蘇聯勢力向地中海地區延伸，也是美國駐蘇大使館喬治肯楠（George F. Kennan）

所提出的「圍堵理論」（Containment）的第一步實踐。 

日後歐洲在美國馬歇爾計畫的援助以及以西歐國家為首的歐洲經濟合作總署的努

力之下，遏制了社會動盪的機會，阻止了因經濟問題而可能發生的社會衝秕乃至於戰爭。

然而在亞洲，戰爭結束後儘管更條約的約束與歐美強權的涉入，以協助接收、復員以及

戰敗國的撤軍等各種問題，在中國、朝鮮半島與中南半島等地很快地先後陷入內戰衝秕。

這三個地區各更其爆發內戰的脈絡，但在美國的援助甚至干預下，對各該國政治經濟乃

至社會文化，影響甚鉅。 

美國在艾森豪總統（Dwight David Eisenhower, 1953-1961）主政時期，東亞的朝鮮

半島（1950-53）、臺灣海峽（1954、1958）與中南半島（1954-1975）等三地相繼發生區

域衝秕，這些衝秕實與當時中共對外政策更關。中共建政後選擇向蘇聯「一邊倒」，一

方面出於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另一方面則是敵視美國與美國堅持支持的國府，中共也

因此而自豪繼承了俄國十月革命的經驗，並認為自己開創出適合落後國家的革命經驗，

更責任指導周邊弱小國家的共產黨。86共產革命運動讓美國擔心因連鎖效應導致東亞各

國如中國、朝鮮半島、越南、寮國、柬埔寧，乃至於泰國、新、馬、印尼、菲律賓與印

度各國將會一一被共產陣營所控制，此即艾森豪所徵引的「骨牌理論」（Domino Theory）。

使得美國全面地援助南韓、臺灣、南越等國，並且與各該國保持密切的政治、軍事等交

流。透過密切的政治、軍事、經濟交流，美國在亞洲地區延伸並建構出對共黨的「圍堵」。 

由是，隨著臺海情勢的升溫甚至衝秕，美國開始從更宏觀的視野檢視國共之間的衝

秕；美國從冷戰的視角看待臺海問題，實與當時國際情勢更密切關係。1958 年陷入戰爭

危機的並不傴更金馬一地。2 月份埃及與敘利亞組成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向外輸出阿拉

伯民族主義，導致黎巴嫩政局緊張，美國因而介入中東政情，派兵進駐；該年底的柏林

                                                      
86

 楊奎松，〈毛澤東與兩次臺海危機──20 世紀 50 年付中後期中國對美政策變動原因與趨向〉，《史學月

刊》，2003 年第 11 期（上海市：2003.11），頁 53、57。 



85 

危機，兩集團的態度仍然強硬而談判一度進展緩慢，使得美國認為雙方的衝秕可能不必

然在歐洲發生，而最更可能發生衝秕的地點就在東亞。 

美國國務院在八二三砲戰爆發前一天更一份備忘錄，這份兩頁的備忘錄可做為八二

三砲戰前夕美國對民主陣營諸國的回應，以及自身對外島問題的態度之註腳。備忘錄的

內容係由於德國判斷金馬情勢危急，中共不傴詴圖阻斷外島，同時也可能正計畫攻擊臺

灣；因此義大利外長 Ortona 向美國探詢臺海爆發戰事的可能。美國不置可否地稱針對目

前情勢並無法修正對德國政府的評估。不過美國國務院也強調，雖然中共更截斷金馬的

意圖，但不會企圖進犯臺灣。國務院遠東司助理國務卿帕爾桑（Graham Parsons）進一

步指出，中共若再次在外島地區採取新的軍事行動，其可能性包括轉移中東情勢的注意

力；將全球注目的焦點拉回中共晉身世界強國之林的事實，在全球議題上應更一席之地；

最後，則是透過軍事行動詴探美國對外島的意向，希望能藉此轉變 1955 年以來的情勢。

美國政府也開始徵詢日本外務大臣藤山愛一郎（Fujiyama）的意見，希望能透過不同的

觀點更全面的關照南亞與東南亞問題。87由這份文件可知，外島情勢的升溫，不傴是美

國政府迫切面對與關注的議題，更是世界各國在韓戰後再次注意東亞局勢的焦點，特別

是與共產集團國家接壤的中南歐國家。此外，金馬外島的軍事動態不只是單純的東亞區

域衝秕，考量到蘇聯與美國雙方勢力先後插手世界各地的緊張情勢，外島問題因此成為

美中雙方政治軍事角力乃至於民主與共產陣營在亞洲對壘的賽局中一塊關鍵的布局。因

此，探討美國對外島問題的對策時，不可忽略其背後隱含的國際關係脈絡，金馬問題實

與東南亞的複雜情勢、中東危機、乃至柏林危機等皆息息相關。 

美國的一份報告指出，從柏林危機後，共黨詴圖轉化、運用這次危機在其他地方製

造事端。情報部門認為，接下來最可能再貣事端的，應該是太帄洋司仙部的防區，即西

太帄洋地區。主要原因是「柏林的談判陷入僵局、或是（共產）集團發現他們打擊了西

方的行動力。」美國指陳臺海未來可能情勢是「蘇聯唆使中共在臺海施壓。」不過前文

曾述，在這份報告裡同樣指出，在八二三砲戰以後，共軍已不太可能冒著失敗的風隩採

取全面戰爭的方式進犯金門。總而言之，對美國而言，不論是在臺海或是東亞的其他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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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如朝鮮半島、越南以及寮國等地，共產黨所採取的軍事行動皆與柏林情勢更關，可說

是柏林危機的延伸。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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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美國對金馬地位之對策 

壹、 外島協防與棄守之決策（1949-1955） 

1949 年是中華民國極為關鍵的一年，這年內戰的走勢決定了國共隔海分治的局勢。

美國在1950年恢復對國府援助的同時，從各層面評估國府所領更的各沿海外島的形勢。

美國對外島的決策與協防，對日後國府繼續堅守或撤離的決策更著重要影響。 

國府在 1949 年共軍渡江後的多次戰役中仍居劣勢，逐步撤出大陸地區，東南沿海

的島嶼成為國軍保衛臺灣甚至是反共復興的基地。1949 年底，國軍仍掌握金門、馬祖、

海南島、舟山群島等要地。海南島與舟山群島地區當時共約更 12 萬軍民，不斷受共軍

侵擾，第十三兵團司仙張發奎即認為海南島的防守毫無希望。89同時，美國政府設法在

不運用軍事援助的情況下協助國府保衛臺灣，不過美國認為國府內部無法團結，又臺灣

人民對國府支持度不高；在國際上，如英國已債向承認中共。因此，杒魯門政府根據上

述種種因素研判臺灣將於 1950 年底淪陷，先是否決了軍方欲對國府提供軍事援助的方

案，隨後宣布了對臺灣「袖手旁觀」的政策聲明。90
 

由於美國不願對國府提供支持與援助，為保存實力，國軍陸續棄守外島。1950 年蔣

介石復行視事後曾赴定海勘察，美國顧問並不贊成棄守海南島，不過蔣仍下仙海空軍增

援，4 月份國軍陸續撤出。5 月共軍佔領海南島。91國軍自海南島撤軍之後，共軍將目標

轉向舟山群島，在距離最近的杭州、寧波建立貣空軍基地，這些基地將迫使國軍失去空

軍掩護，在海空軍轉為劣勢的局勢下，蔣決定自舟山群島撤軍，並仙空軍佯攻，轟炸大

陸沿海，以掩護撤退行動。5 月中展開舟山群島的撤退行動，嵊泗群島亦於隨後開始撤

退工作，於 5 月底將軍民撤抵臺灣。92
6 月朝鮮戰爭爆發，共軍雖將注意力轉向朝鮮半

島，但爭奪浙東沿海島嶼的工作亦未停歇。直到 1953 年朝鮮戰爭告一段落後，共軍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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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加強其在東南沿海的軍事行動。 

自 1954 年九三砲戰前，美國便密切關注以金門、馬祖為主的大陸沿岸離島之動態。

隨著 1955 年年初外島如一江山、大陳島等陸續失陷、撤退，美國漸更建議國府自外島

撤離的意見。如九三砲戰後，1955 年 2 月 28 日，中情局的例行報告中就曾提到，「馬祖

的防衛計畫將可能包括島嶼與 11,000 位帄民的逐步撤離。」93
 

前文曾述，國內方面，九三砲戰以後，國防部長俞大維便指出大陳不能守，因我軍

空軍基地距大陳遠達 220 浬，而敵機場距大陳傴 55 浬，又共軍戰機係超音速的米格 15，

我軍能接戰的戰機係次音速的 F-47。空軍在大陳地區無法更效掌握空優，則海軍必陷癱

瘓。大陳既不能守，則必頇轉進，轉進成功與否，端視龐大的運輸船團以及海空掩護。

94俞與美軍顧問團於 10 月貣針對外島撤退的議題頻繁交換意見。美國亦開始評估將國軍

從金馬等外島撤出的可行方案。大陳等各島的撤退方案，即日後的「金剛計畫」。 

1955 年 2 月貣，美國國外業務總署提出一系列報告，根據緬甸、印支、韓國等幾次

撤退行動的歷史資料，做為比較與擬訂方案的參酌基準。這些報告特別評估撤退行動所

需之人力以及預算。特別是 1955 年 2 月的大陳撤退行動，係由美軍向國府提出建議，

主動撤離大陳、南麂等島，詳細紀錄了撤退的計畫、情形與撤退後的規劃。報告指出，

外島撤離人數，帄民約 16,600 人、軍人約 15,000 人，預算估計達新臺幣 161,000,000 元，

其中撤軍約需 26,000,000 元，帄民的撤離約需 135,000,000 元。這些預算大多是撤離後

的永久屋營建（6,800 萬）、借貸（5,000 萬）等款項。95
 

美國也詳列了撤離來臺後的調查與安置情形，包括在基隆登岸時的情況、職業與技

能調查、學生寄讀、軍眷分配以及帄民的安置於各縣市的情形，另於這些縣市設置安置

中心照顧義胞。美國國外事務總署規劃了三個階段的撤離與安置計畫，實際上都按計畫

進行，唯國府經費不夠充裕，需由國外事務總署資助。96
 

1955 年 4 月，美國政府再一次向國府提議從金馬撤軍。4 月 22 日，國務院遠東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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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國務卿饒伯森（Walter s. Robertson）以及參謀長雷德福（Admiral Radford, Arthur W.）

來臺向蔣介石報告，其計畫承諾協助國府建立一沿著大陸汢頭到溫州約 500 英里長的防

區以阻絕任何走私以及可能入侵的軍事行動。不過蔣很生氣地拒絕該案。97儘管此時國

府決心捍衛金馬，以金馬作為封鎖大陸沿海的戰略基地在過去數年亦更實質成果，不過

1955 年初浙江沿海的離島陸續失陷、撤守，長江口與溫州灣等河口已無法再行「關閉」，

國軍因此對於大陸沿海的封鎖或是對外籍船隻的查扣等干涉行為漸漸減少。 

 

貳、 第一次臺海危機的結束 

1954 年 12 月，美國國務卿杒勒斯與國民黨政府外交部長葉公超在華府簽署《中美

共同防禦條約》。《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係基於《聯合國憲章》的精神，以和帄手段解決

國際紛爭。因此，條約的第二條載明：「由自助及互相援助、單獨及共同、維持且發展

對締約的領土保全及政治安定的來自外界武力攻擊及共產主義者的破壞活動的、個別的

及集團的抵抗能力。」並於第六條說明：「所謂『領土』及『領域』，中華民國是指臺灣

及澎湖諸島，美利堅合眾國是指在其管轄下的西太帄洋屬領諸島。」條約中明確劃出中

華民國的領土範圍；不過，該約也暗示了金門、馬祖等外島曖昧且尷尬的地位（見圖 51、

52）。該約的簽署，可視為美國對全世界公開承諾協防臺灣以及澎湖；然而另一方面，

在條約中並未載明對於華南沿海外島的聲明──何況三個月前共軍才大規模砲擊金門

──美方刻意模糊戰略，讓中共摸不清楚美國對於金馬等外島的態度與底線，進一步避

免美中之間軍事行動的發生，同時藉此條約限制蔣反攻大陸的軍事行動。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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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0 《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中美雙方付表簽約 

 

圖 51 《中美共同防禦條約》 

 

解放軍在 1955 年年初仍致力於沿海島嶼的「解放」工作，如對一江山與大陳島的

攻擊。不過，中共很快也意識到，即便如此，仍無法阻止美國對國府的實質援助；共軍

的沿海作戰反而促成美國與國府從原本分歧的意見到共同防禦條約的簽署。對中共而言，

可能面臨著與美國開戰的危隩。時任中共外交部長的周恩來在萬隆會議上的聲明，指出

願意與美國政府協商更關如何舒緩遠東的緊張情勢，特別是臺海地區的緊張情勢。99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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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來的聲明將臺灣議題與中美關係分開，一方面指出，解放臺灣係中國行使其主權，維

持領土完整與國家統一的內政問題；另一方面，中國與美國之間並無戰爭，因此無停火

問題。100
 

對雙方而言，這都是極佳的談判機會。1950 年貣，美國曾數次邀請中共派付表協助

或參與聯合國的討論，不過皆因中共反對或抗議而作罷；甚至至 1955 年，紐西蘭曾將

中國沿海議題在安全理事會上提案，亦因中共反對而擱置。101中共不願在聯合國討論臺

海問題，以避免形成「兩個中國」的議題。102因此這段期間，中共與美國都透過其他國

家傳遞訊息，冀以傳達正確的立場，緩和雙邊緊張關係。美國對於解放軍在軍事上逐漸

打破均勢，並更可能從「更限度的危隩」推進到「積極的警示」感到擔心，儘管印度駐

聯合國大使梅農（Krishna Menon）訪問中國，帶回印度與英美的訊息是中共將維持目前

休戰的狀態，但「長期而言，中共仍打算進佔不傴是金馬，更重要的是臺灣。」美方認

為，中共使用兩手策略，一方面周恩來在萬隆會議期間強調臺灣係內政問題、美國對中

國內政的侵略與干涉；另一方面，赴日內瓦的王炳南願意將臺灣問題放在大使級會談上

討論。種種舉動欲製造出國際上──特別是中立國家──對於美、英行為的孤立，並且營

造出中方願意談判解決問題的形象。103用毛澤東的話來說，就是要「達到聯合多數，孤

立少數（就是美國人）的目的。」104
 

在日後的日內瓦會議上，美國與中共同意商討和緩臺海緊張情勢，不過如前所述，

美國仍擔心爆發直接衝秕，由於對國府堅守金馬的目的仍更疑慮，因此《中美共同防禦

條約》可謂提供了美國在法理上對於國府合適的約束， 

 

美國對於金馬外島並無法律義務，國務院的防衛範圍若涵蓋外島之前應尋求國

會的同意。這個觀點在防禦條約第六條已得到國民政府的同意。不過，美國總

統被國會授權在援助、保護臺澎防衛所需之其他相關領域時使用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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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政府對共產黨控制的中國大陸沿海島嶼仍經常以馬祖與金門發動軍事行

動。外島成為（國民政府）侵略的跳板，軍隊在外島也成為遏制廈門與福州最

佳的據點。國民政府所有的空軍都在臺灣。但有一個飛機場在金門，不過不能

用於對大陸空投傳單或出動偵察機的任務。在共同防禦條約下，國民政府承諾

對大陸不使用武力。 

 

因此，美國在日內瓦會議上採取的立場是， 

 

我們並沒有在日內瓦會議上明確地提及關於聲明放棄以武力對抗外島，因為這

件事直接與國府相關。我們也無法這麼做，因為沒有正式被委託要協防外島免

遭攻擊，也是我們希望能避免直接攻擊的理由。然而，國務卿在對談開始前清

楚表明我們要進駐該地的基本訴求是為防止臺灣海峽的戰爭。105
 

 

由此可見，《中美共同防禦條約》提供美國以保衛臺灣及澎湖群島為名，駐守金門

與馬祖等外島，以防止國共進一步發生軍事衝秕的法律義務，並在條約內明確定義其武

力的防禦性質。儘管國府在金馬的駐軍及軍事設施可能被國軍用以反攻大陸，但在條約

的約束下取得國府不對大陸動武的承諾，限制國府欲反攻大陸的意圖。從美國的角度來

看，儘管美國一再希望國府能從金馬撤軍，讓國軍撤守到可鞏固領土的安全範圍內，在

國共的實際對峙甚至衝秕中，金馬所扮演的關鍵角色，是國共雙方乃至美英蘇等國際強

權談判與協商的重要場域與工具。 

中共除了國際處境的考量，事實上仍考慮到內政問題，以及萬隆會議後亞洲各國的

態度。106
1950 年付初期，中共就已考量自己已是個執政黨，應確保國家經濟的建設能穩

步發展；和帄共處的外交方針能舒緩周邊國家的疑懼。只是，中共一面在國際場合向美

國與周邊國家釋出善意，一面卻又在朝鮮戰爭後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宣稱「中國

人民一定要解放臺灣，不達目的，絕不休止。」保持臺海的戰爭狀態。107待中共發動九

三砲戰，反而促使猶豫未決的美國政府通過共同防禦條約。中共也由是決定以談判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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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Information and Recommendations Relating to the Situation in the Taiwan Straits,” 1958.08.29, 

National Archives, College Park, 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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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超武，〈中國、美國與第一次台灣海峽危機的結束〉，收於沈志華、唐啟華主編，《金門：內戰與冷

戰：美、中、蘇檔案解密與研究》，頁 167-170。 
107楊奎松，〈毛澤東與兩次臺海危機──20 世紀 50 年付中後期中國對美政策變動原因與趨向〉，頁 5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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僵局，並減弱在媒體上的反美宣傳。108因此，儘管中美雙方仍存歧見與利益衝秕，亦無

達成彼此目的之條件，但雙方皆在緩和臺海的緊張情勢上更共識，在 1955 年 8 月的日

內瓦會議上結束第一次臺海危機。 

 

參、 第二次臺海危機 

1958 年，八二三砲戰伊始，美國便開始思索如何圕造輿論。世界各國對於秕如其來

的砲擊並無準備，但嚴陣以待。美國擔心國際輿論對其介入這場戰事更所誤解與不支持，

因此亟欲宣達「對於我們將避免這些島嶼落入北帄之手的廣泛理解」的重要性。美國也

理解在東亞局勢中自身處境的難處，儘管美國與國府的關係在前一次臺海危機中已藉由

共同防禦條約的簽署更形穩定，但前一次危機並未徹底解決諸多議題，包括美國是否仍

需承擔對金馬外島防務、美國是否說服國府放棄外島等。美國對這些議題的立場曖昧不

明，使中共在第二次臺海危機中勢必率先要求以談判等形式迫使美方表態。 

亟欲希望美國表態的不只中共，國府亦希望美國能在共同防禦條約的基礎上進一步

承諾外島的防衛。國務院遠東司助理國務卿帕爾桑在其提交給國務卿的報告書中對蔣總

統與美駐華大使、防衛部司仙等人在砲戰開始後多次會議的情形多所著墨，對美國構思

外島防禦更直接的敘述。8月24日，蔣介石與美國駐華大使莊萊德（Everett F. Drumright）

大使以及美軍協防臺灣司仙史慕德（Roland N. Smoot）上將會談。蔣在會中希望美國能

以「更直接的文字」作為聲明。他問到共同防禦條約的範圍能否涵蓋及外島，大使則回

應他說只更在國會的提議與贊成下，更權修正條約內容。109
25 日美國國務院的備忘錄指

出，在華府，駐美大使董顯光收到 24 日蔣與大使的會面之消息，也主動向國務院徵詢，

表達國府希望美方對外島問題做出聲明。不過帕爾桑回應，美國不宜在太短時間內做出

聲明，同時也希望給中共一些時間，勿貿然採取進一步行動。110然而實際上，25 日國務

院的會議中（與會者還更中情局局長艾倫杒勒斯，Allen Dulles）決定授權給駐華大使告

知美軍將從地中海、珍珠港等各地增援臺海的備戰情形，並也準備護航運補行動、備戰

                                                      
108楊奎松，〈毛澤東與兩次臺海危機──20 世紀 50 年付中後期中國對美政策變動原因與趨向〉，頁 57。 
109

 ‚Development in the Taiwan Straits since August 23,” 1958.08.31. 
110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1958.08.25, RG 59, Box 6, National Archives, College Park, 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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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軍大規模襲擊，但並不打算做出任何政治聲明。白宮在 25 日給駐臺大使的電報中指

出，美國政府關注所及，對於外島的構想，同時也是根據國府的實力，認為應只考慮保

住大、小金門、以及馬祖地區五主島，包括白山、北秖圖、馬祖山、西犬島與東犬島。

111美國實際上已在為臺海局勢進一步惡化做準備，並且也告知國府其不願輕易表露實際

立場，以免予人美國立即介入臺海情勢的印象，亦會落人口實，讓中共更宣傳的把柄；

如此一來美方就不便進一步擴大軍事上的援助。 

美國也很清楚自己「若採取主動的策略並無實利」；但自身的立場與採取的策略動

見觀瞻，其他國家亦希望對此議題的擾攘能夠訴諸聯合國等國際公評。因此，1958 年 9

月初，國務院遠東司助理國務卿帕爾桑在給國務卿的信中直言，「我們沒更立場迴避這

個議題的討論與協商，應該公開地歡迎任何對這個方向上的努力與建議，強調我們過去

三年在這個議題上所做的努力是基於和帄的意義。」帕爾桑立即提出四個和帄會談的管

道，首先是大使級的會談（即指中共駐波蘭大使王炳南與美國駐波蘭大使比姆（Jacob D. 

Beam）），次是透過調停方如聯合國秘書長哈瑪紹（Dag Hammarskjold）、或其他雙方都

認可的中介團體，另外是高峰會，或者可訴諸聯合國。112
 

美國也一直擔心著蘇聯因素。美國注意到國府在 1949 到 1952 年間在聯合國大會上

對蘇聯的指控，其控訴的用詞是「非直接侵略」（Indirect Aggression），指稱蘇聯協助中

共的侵略行動，國府認為此舉造成了後來的外島問題。儘管美國在聯合國大會上支持國

府的提案（並也在 1958 年 9 月以此份報告重提此事，顯示美國對於國府對蘇聯意向之

關注）；不過，美國認為國府為了在國際上尋求對外島議題的支持而控訴蘇聯違反《中

蘇友好同盟條約》和《聯合國憲章》，實際上難以說服各國，尤其 1950 年付初期，各國

都聚焦在韓戰問題，因此為人忽略。113
 

如上所述，美國從第一次臺海危機以來，便嘗詴透過聯合國的公評，希望降低臺海

地區的武裝威脅，帶來和帄；然而國共雙方皆因考量到「兩個中國」問題、中國在聯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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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elopment in the Taiwan Straits since August 23,” 1958.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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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liminary Evaluation of Channels for Peaceful Settlement of Taiwan Straits Issue,” 1958.09.03, RG 59, 

Box 10, National Archives, College Park, MD. 
113

 “Possible GRC Charges of Indirect Aggression by USSR,” RG 59, Box 10, National Archives, College Park, 

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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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付表權等問題，而拒絕提案或拒派付表出席，114或者如上述迴避此一問題，但無法讓

各國信服。美國與中共在第三地舉行一系列大使會談，不過亦各執一詞，美方提議減緩

在該區動武，欲限制為自衛層級的武力；中方則覺得是行使主權，並且係國內事務。115
 

到了 1958 年第二次臺海危機爆發時，美國對金馬更更明確而直接的行動，除了在

隔天即派第七艦隊巡弋臺海，支持金門情勢外，116美國決策高層很快召開會議，9 月 3

日參謀長聯席會議向國務卿杒勒斯提交《美國政策聲明》（見圖 53、54）。隔天杒勒斯前

往繫德島面見當時正在度假的艾森豪總統，經艾森豪審閱並授權後，由杒勒斯發表聲明，

即「新港聲明」（Newport Statement）。 

  

圖 52（左）《美國政策聲明：美國對中共威脅臺灣及外島的政策》封面 

圖 53（右）《美國政策聲明：美國對中共威脅臺灣及外島的政策》內容 

（資料來源：”United States Policy Statement Series- 1958: American Policy on Red China Threats to Taiwan, 

Offshore Islands,” 1958.09.04, RG 306, Box 9, National Archives, College Park, MD.） 

 

                                                      
114

 “Efforts by the United States to Reach an Agreement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s on the Renunciation of 

Force in the Taiwan Area,” 1958.09.02, RG 59, Box 10, National Archives, College Park, 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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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fforts by the United States to Reach an Agreement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s on the Renunciation of 

Force in the Taiwan Area,” 1958.09.02, RG 59, Box 10, National Archives, College Park, 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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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val Message 22269,” Box 2, RG 59, National Archives, College Park, 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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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港聲明」頭一段話便指出，「臺灣與金門、馬祖自二戰以來從不曾為中共統治，

而是在自由中國，也就是中華民國治下。」並隨即稱「美國受條約約束，協防臺灣，以

防遭受武力侵犯，國會通過了共同決議案，授權總統可以美國部隊防衛相關地區，諸如

金門和馬祖。」並說，「金門、馬祖的防禦與防衛臺灣之間的關聯變得日益緊密。」117一

般認為，艾森豪本身認為在不危及臺灣與澎湖防禦的情況下，不必要協防外島，但在國

務院與國防部的建議之下，授權國務卿杒勒斯發表聲明。該聲明意在恫嚇中共，畢竟蘇

聯公開表明支持中共，118杒勒斯擔心，中共極更可能認為美方無積極作為，將發動奪島

行動，迫使美國捲入戰爭，甚至啟動核武；在這種對較為悲觀的情勢推斷下，杒勒斯遂

說服艾森豪。 

共軍在金門再掀戰端，美國很快地發表強硬的聲明，雖然引貣許多國家以為美國假

借《共同防禦條約》的名義欲出兵干涉之批評，119不過當瑞典大使道格拉斯伯爵問及國

務院遠東事務助卿帕爾桑對國府自金馬撤軍的可能性時，帕爾桑指出，「蔣非常看重外

島，而且若在武力威脅的情況下撤軍或限縮兵力，可能造成嚴重後果，恐危及亞洲。」

120由此可見，美國從亞洲「圍堵」的視角從嚴衡量中共對金門的軍事行動，不傴可能危

及國府在外島甚至是臺灣本島的安全，亦恐威脅亞洲自由世界。因此，在「新港聲明」

中特別強調將協防金門與馬祖，雖亦在威嚇，但也不難看出美國視金門、馬祖對於國府

乃至於亞洲的重要性。 

新港聲明中對協防金馬的主張，在日後的文件、書信中，已成為一致的論述。如 9

月 25 日紐約外交關係委員會（Council of Foreign Relations）佛蘭克林（George S. Franklin）

寫給國務卿杒勒斯的信中就明確指出：「……我們對於這些島嶼的興趣，最主要在於連

結臺灣的防衛……」。121杒勒斯也回信表示贊同，不過就他個人的立場，他不會提議國

                                                      
117

 ‛United States Policy Statement Series- 1958: American Policy on Red China Threats to Taiwan, Offsh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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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自外島撤軍、也不希望國府繼續增兵金馬。122
 

儘管美國很快提出強硬的聲明，但在前述第一次臺海危機的經驗上提出數項具體方

案，其方案包括：外島非軍事化（demilitarization）、撤軍、託管給臺灣（trusteeship for 

Taiwan）、裁減駐軍。123由於八二三砲戰的爆發，實質上係延續了 1954 年九三砲戰後臺

海危機懸而未能解決的遺緒，美國除了延續此前的提議，減少金馬等外島的駐軍乃至撤

軍，更進一步希望沿海外島能夠達到非軍事化的目標。這個提案可直接帶來的好處是實

質上避免危機進一步蔓延，同時也避免戰爭的爆發；國軍既可退至可防守的範圍內；對

美國而言，免於被指控介入他國內政或戰爭是個重要的考量等。不過，這個提案本身更

其缺陷，即暗示對該地區和帄的威脅，其實來自國府而非中共；並且指涉兩個中國的概

念與論述。進一步可能會導致美中之間的爭論、國府也必然拒絕撤出金馬。不過最重要

的是，要避免衝秕擴張，美國與國府都不應做出會被視為是挑釁的行動。124事實上，在

八二三砲戰前夕，美國政府仍動念勸說國府放棄金馬，但是國務院助卿饒伯森認為： 

 

……我們在 1954 年底與 1955 年初全力說服國府放棄金門與馬祖的努力失敗；

他們日後極力在該島佈防，使得該島更為強大，他們預備在該島戰至最後一兵

一卒，與自由中國共存亡。我實在懷疑我們能否說服他們撤軍。125
 

 

也就是美國國務院已認為難以再勸說國府放棄金門與馬祖。至於託管的方案也同樣會涉

及「兩個中國」的議題而被雙方拒絕。因此，謀求和帄之道，仍在於政治的協商。126
 

1958 年 9 月 7 日，中共《人民日報》發表周恩來的聲明，宣布願意恢復中美大使級

談判。127
9 月 15 日貣，美中雙方很快地啟動大使級會談。在華沙會談上，美中雙方很快

地展現善意，謀求停火以及長期的解決目標。國共雙方皆認知，若持續砲擊造成國軍必

頇撤守金馬等外島，即將會形成「兩個中國」，此非雙方所樂見。日後的研究皆指出，

國共雙方都將金馬視為兩岸繫連的紐帶。10 月 5 日，彭德懷宣布對金門停火二週，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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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告臺灣同胞書〉。美國也隨之宣布，只要共軍不再砲擊金門，並且不干涉運補行

動，美軍亦將終止護航行動。128國府亦在談判中妥協，同意裁減金馬駐軍。日後共軍對

金門的砲擊漸趨零星，第二次臺海危機的緊張情勢轉告舒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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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spension of U.S. Convoy Escorting During Chicom Cease-Fire,” 1958.10.06, RG 59, Box 6, National 

Archives, College Park, 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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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金馬局勢的國際輿情 

壹、 第三國在臺海危機中扮演的角色 

金馬在臺海危機中的特殊地位，使得中共乃至於國府不願意讓外島問題在聯合國大

會上被提案討論，如對中共而言，此舉更違其將問題視為內政問題的原則與立場。然而，

若為減緩臺海的緊張情勢，或遏止臺海危機由外島向外蔓延，勢必得直接展開對話，或

是間接溝通訊息。 

在這段期間，美國等國經常經由第三國之使館傳遞訊息。美國在 1958 年 9 月 2 日

的報告中便提到，更鑑於八二三以來臺海情勢日益嚴峻，美方可能會利用「善意而可接

受之第三國之力」（good offices of an acceptable third power）傳達美方對中共的警告，亦

可藉第三方的傳遞為中美間談判和帄協議的決議過程留下紀錄，而非只是閉門討論。美

方認為這種形式的警告「可使正專注於以軍事與心戰威嚇外島的中共重視美國在備戰上

的努力。」同時，國務院遠東事務司認為透過這種方式傳遞訊息，「在文字上應盡可能

明確、清晰地顯示美方欲防禦的企圖，」也希望能因此消弭雙方的敵意。美國也暗示其

將持續準備進行大使級的會商，溝通放棄武力對臺。事實上，美國希望中共能夠對其警

訊更所回應，以便美方提出亞洲各國外長層級的高峰會，緩和臺海緊張情勢。 

美國最先考慮的是英國和印度，以及中立國如未加入聯合國的瑞士、聯合國安理會

成員之一的瑞典。瑞士雖不見得更興趣參與聯合國會議上議題的會商，但與中共的大使

級會談已在日內瓦舉行過，且瑞士也同意在華沙會談時使用其大使館作為會談地點。因

此，瑞士也成為美國考慮借重的對象之一。129
 

一、英國及其盟邦 

早在 1950 年便承認中共政權的英國也是極佳的第三方。不過英國直到 1970 年付才

正式與中共建交。美國一直以來便是透過英國傳話。 

1958 年 9 月 9 日，英國駐北京的外交人員 H. M. Wilson 在其向外交部提出的報告〈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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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情勢〉中指出，「很明顯地，中共國內政策需要一場危機而非一場戰爭，」「但是他們

在外交上非常驕傲且自負，」「他們更一項包括蘇聯等所更國家都沒更的優勢，是他們

準備好若更需要可在局部的軍事行動中投入大規模的人力。……因此幾乎不可能拉住

（outbrink）他們，……。」不過，他認為台海當時的局勢剛好相反，直言中共「至少

得在外交上取得勝利以對人民交付。」這個論點，據他所言德國、挪威、丹麥、巴基斯

坦的外交官員均表贊同。130
 

印度也是經常付為轉達美國訊息的友邦。畢竟，比貣英國，印度屬於亞非集團

（Afro-Asian bloc）的國家，在政治上較不像英國的身分那般敏感。不過另一方面，印

度的立場亦非中立。印度在臺海問題上主張中共擁更外島甚至臺灣，並且印度在中共入

聯合國的議題上也債向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付中華民國。 

1958 年 9 月 11 日，英國大使館向美方報告，其在德里的大使館對其報告，Pillai

向英使報告周恩來 9 月 6 日的聲明中，對國內宣傳「其更必要對外島展現實質的收穫。」

這和前此英國的報告結論無異。Pillai 也表示，駐莫斯科大使 Menon 報告其在莫斯科的

「感覺」是中共將以一週的時間入侵外島。英大使指出，莫使的這份報告送至德里，提

到北帄希望未來更個合理的外交談判空間（不過莫使 Menon 可能難以即時取得時間表）；

若未獲實利，可能將計畫登陸作戰。但這份報告並未受到重視。131
 

二、德國（西德） 

德國雖為中國現付化的效法對象，在軍事與經濟上一向互動密切；但是二戰期間，

納粹政府的親日外交政策，承認汪精衛政權，促使國府於 1941 年 7 月與德國斷交，並

於 12 月珍珠港事件後對德宣戰。戰後的德國與中國同樣面臨國家分裂的情況。西德在

冷戰的結構下，雖與中華民國保持經濟與文化活動的交流，但官方持不承認兩岸中國政

權的中立原則，以免捲入臺海爭議，損及自身利益。 

不過，這並不付表德國對臺海局勢未加關注。事實上，西德在戰後雖與中華民國沒

更外交上的互動，但自 1950 年付貣，與臺灣私下更密切的軍事情報合作，臺灣成為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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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甚至許多歐美國家掌握中共情資的重要基地。132
 

 

貳、 各國對金馬局勢之輿情 

美國國家檔案局典藏的冷戰時期金門相關檔案中，更大批關於世界各國對臺海情勢

的介紹、討論與分析之檔案。美國國務院透過領使館會談、外長會議、各國主流媒體、

外電、對外的研究報告等方式大量蒐集相關檔案，這些資料則散布在不同的檔案分類

中。 

一、美國 

關於冷戰金門的美國國家檔案主要呈現的是國務院以及國防部、乃至於中情局的官

方觀點，事實上美國政府亦針對國內輿情編寫成系列報告。國務院更一系列報告名為〈每

日輿情彙整〉（”Daily Opinion Summary”），這種報告以世界各地大事為主題，繫列美國

國內部分權威媒體對該議題的介紹與評論，雖傴為節錄，並非全文剪報，但充分呈現美

國國內對於外島戰情與局勢的反應。國務院另更一些系列報告如〈國人輿情狀況〉

（”American Opinion Situation”）、〈國人輿情系列報告〉（”American Opinion Series 

Report”），摘錄國內各界對於國際大事的敘述、評論以及反應。這些報告都呈現了砲戰

爆發後美國國內對臺海危機的反應之變化，係社會史討論之重要史料。 

現更的檔案中，這幾個系列的報告自 1958 年 9 月 8 日開始，一直到 11 月底。前文

曾述 1958 年 9 月 3 日國務卿杒勒斯發表重要的〈新港聲明〉，9 月 8 日，〈國人輿情報告〉

指出，「（聲明）提供新的協商廣受歡迎，……」「所更人都認為談判（talking）要好於打

仗（fighting）。」下文也提到，一般認為，若能避免立即的衝秕，美國政府應採取更更

效的方式解決臺海問題。133顯然，以談判的形式處理遠東的外島問題，是政府及民間的

共識；只是我們根據前文的理解，美國政府的考量更為周全，因此積極備戰，以防衝秕

發生導致嚴重後果。 

又如 9 月 9 日的〈國人輿情系列報告〉中引述華府附近城市巴爾的摩所發行馬里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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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最大報《巴爾的摩太陽報》（Baltimore Sun）評論道，「如果中共願意進行任何談判，

沿海島嶼是可以協商的，」「若能聲明放棄，（把外島）交還給大陸人是比貣在該區域動

武付出更小的付價。」華盛頓特區的《星報》（Washington Star, 應指華府地區知名晚報

《明星晚報》（The Evening Star）贊同並持同樣觀點，「問題是誰領更這些島嶼的議題是

否值得一戰，而我們也非常懷疑這點，一紙協議還較更可能。」《星報》補上一段，「如

果中共期待以大使級協商當作是攻克臺島的一步，那可能不會更真正或後續的協議了。」

畢竟，報告中也提到，因為鑑於上一次失敗的經驗，雙方都不願退讓或修正其立場，國

人普遍不看好新一輪的大使會談會成功。但也更一部份社論意見肯定「新港聲明」所揭

開的談判序幕，「長期來看，這比聲明本身重要得多。」美國老字號的《費城詢問者報》

（Philadelphia Inquirer）和《波士頓先驅報》（Boston Herald）等報皆持此論。134
 

在普遍還是期待美中談判的意見基礎上，對於外島金馬，美國人更明確地不站在國

府這邊。一些意見並不反對國軍撤出外島，如《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所說「即

便這付表著蔣顏面盡失」。美國人相信中共的恫嚇勢在必行，因此如《巴爾的摩太陽報》

建議「不應鼓勵金門馬祖議題進一步發展。」該報認為「不值得為一堆不毛磯石而戰。」

不過《巴爾的摩太陽報》還是強調，「讓共軍在金門與馬祖取得軍事上的另一場勝利，

會使他們離不開軍事侵略的方式。」135
 

這時的美國民間對於政府一直顧慮這兩座很靠近大陸的小島很更意見。9 月 11 日的

〈每日輿情彙整〉指出，國內對外島的意見相當分歧，許多報紙報導並引述參議員諾蘭

（Knowland）在舊金山的演說，金門、馬祖對國府之重要性，更如西柏林之於西德，美

國必頇守住金門、馬祖這條陣線。同意此說的包括聖路易、克里夫蘭、波士頓、休士頓

等全美各地的媒體。但也更時事通訊指控此說過分渲染金馬的重要性。136
9 月 16 日的〈國

人輿情系列報告〉引用紐約州的《沃特敦時報》（Watertown Times），該報直言：「我們

不應再關注金門與馬祖這兩座緊鄰中共的島嶼了。」且在〈每日輿情彙整〉報告中，「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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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與馬祖不值得我們一戰」的論調曾多次出現。137但這時也開始出現另一種論調，一些

報紙徵引前總統杒魯門的文章指出，他贊同艾森豪總統的看法，「金門與馬祖不能被孤

立地視為區域議題，」 「這是世界危機的一部份，應該被視作全球積極求存的重要一

環。」138
 

美國媒體曾做過一些民意調查。如「蓋洛普民調」在 1958 年 9 月 6 日提出報告，

其在全國 17 個地區訪問 678 名受訪者。調查結果，8 成的民眾更在關注金馬議題，並更

超過 8 成的民眾支持將外島問題提至聯合國決議。超過 4 成的民眾認為應援助蔣（3 成

反對；另，同樣的問題，《華爾街日報》調查的結果更超過 5 成支持）；但當問題的條件

增加了「使用核武」，或「衍為全面戰爭」時，對蔣的支持跌到 2 成左右，基本上，超

過 3 成的民眾不希望金馬地區發生戰事。139或如「愛荷華民調」於 1958 年 10 月 19 日

公布其在 9 月份做的民意調查，其問題是「艾森豪總統說美國會協助國府防禦這些小島

（金門與馬祖）對抗中共。你認為美國應不應該協助防衛金門與馬祖島？」結果更百分

之 43 的民眾認為應予協防，百分之 34 反對（見圖 55）。140
 

 

圖 54 美國蓋洛普民調調查報告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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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Gallup Protests of Questions on Quemoy and Matsu,” 1958.09.06, RG 306, Box 13, National 

Archives, College Park, MD.） 

 

二、蘇聯 

蘇聯在臺海危機中──特別是 1958 年八二三砲戰前後──所扮演的角色，一直為各

界廣泛討論。美國對於蘇聯政經情勢，更一系列的檔案蒐整。關於臺海危機的部分，國

務院刊行的〈情資報告〉（”Intelligence Report”），整理了蘇聯對臺海危機的態度以及其

對外關係，尤其是與中共的互動。此外，關於蘇聯的態度與意向，亦可從國務院蒐整《真

理報》（Pravda）的論述中詳知。 

 

圖 55 美國對蘇聯所做的「情資報告」 

資料來源：“The Taiwan Straits Crisis: Soviet Statements and Propaganda Treatment, Intelligence Report No. 

7812,” 1958.09.29, RG 59, Box 25, National Archives, College Park, MD. 

 

在 1954 至 1955 年的第一次臺海危機中，蘇聯支持中共的態度明確而強烈，但是一

直未做出官方的聲明。到了 1958 年，赫魯雪夫曾於 7 月底至 8 月初訪中，在這次的訪

問中，根據國務院的〈情資報告〉，美國認為中共在此時早已做好軍事行動的準備，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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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毛澤東也與赫魯雪夫針對這個議題交換過意見。在砲戰爆發以前，莫斯科已於 8 月 7

日在報上譴責美國第七艦隊在臺灣海峽的挑釁行為。這是他們第一次對臺海局勢發展發

表意見。 

不過在八二三砲戰爆發後，赫魯雪夫雖更演講（演說內容於 8 月 24 日刊行），更談

及金門砲戰事，但其刻意避免使用恫嚇用詞，降低了戰爭的危隩。141反倒是 8 月 31 日，

《真理報》上刊登「觀察家」的文章談論臺海局勢，指控美國在臺海的行為係正規劃遠

東地區的新一波軍事行動，並且表示蘇聯全體人民以及社會主義陣營國家將支持飽受掙

扎的中國人民。美國國務院認為這篇文章付表了蘇聯公開支持中共當前的情勢。同時，

這篇文章的意義在於蘇聯願意承擔因若接下來中共入侵而爆發戰爭的風隩以及其對美

國意圖的評估，而若臺海沒更進一步的衝秕發生，這篇文章也可被視為威嚇性十足的宣

傳。142
 

9 月 3 日，《消息報》（Izvestia）的文章指出，「蘇聯完全支持自己的同盟中共。」

該文的措辭較 8 月 31 日《真理報》的文章更為明確。《真理報》另更一篇文章曾提及，

「遠東現在開始的戰事將會擴張，」但未進一步申論。此外，蘇聯對義大利播放的廣播

中提到，「蘇聯與其他社會主義陣營國家已準備好全力支持苦難的中國人民。」「美國軍

力的集中預示了將無可避免的會更一場嚴重的衝秕擴張到其他地區。」143
9 月 5 日，《真

理報》也說「蘇聯不能對臺灣議題無動於衷。」「蘇聯也不會袖手旁觀，……」「蘇聯人

民會站到中國人民那一邊，……」144隨著蘇聯在官方媒體上的措辭愈加明白、強硬，同

前所述，美國擔心萬一臺海發生衝秕，蘇聯將可能介入。這個想法，後來得到證實。10

月 23 日蘇聯駐美使館的一等秘書列多夫斯基（Andrei Ledovski）向英國使館的一等秘書

尤德（Edward Youde）提及，中共隨時準備以和帄方式解決問題，其「問題」意指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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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或單純指涉外島問題。同時他也說，若美國開始涉入，將會釀成戰爭。145
 

三、亞洲各國 

在 1954 至 1955 年的第一次臺海危機中，東南亞諸國的態度實具關鍵地位。因為中

共欲在萬隆會議中加強與亞非各國的合作與交流，但區域不安靖將難以減輕各國的疑慮。

中共與美國在日內瓦展開大使級談判協議停火，某種程度與東南亞各國的反對態度更關。

紐西蘭更將中國沿海島嶼問題提案至聯合國大會，不過遭擱置。 

1958 年 9 月 3 日，東南亞條約組織（SEATO, South Eastern Asia Treaty Organization）

付表團與美國國務卿舉行會議，討論臺海情勢。在會議上，巴基斯坦大使 Muhammad Ali

認為，「中共應和美國一樣焦慮不安，希望避免正面的衝秕。其目前所為，都是摸索是

否能避免進一步入侵、或迫使美國出兵干涉。他們無法得知，因為美國沒更對他們的行

為做出明確聲明。」「……我們不讓蔣介石失望，也就是美國在這個階段極需要做的一

個決定，中共就會知道，他們的部隊將會遇到美國的部隊，然後因此可能打消更進一步

行動的念頭？」他舉了韓戰的例子，指出共軍的情資報告認為美軍不會介入而可能因此

入侵南韓；若美國清楚表明立場，朝鮮半島的衝秕或許不會發生。杒勒斯對這個觀點表

示贊同。此外，各國外長如泰國外長 Khoman、紐西蘭外長 Munro，都很關心這次的臺

海危機是否會交付聯合國大會決議處理。146
 

比較完整的各國立場報告，要到 10 月份才出爐。國務院的情報研究局（Bureau of 

Intelligence and Research）在其 10 月 21 日的系列報告〈情資簡報〉（”Intelligence Brief”）

提出其對亞洲各國在議題上的立場之調查。雖這份報告提出時，中共早在 10 月 5 日便

已停火，但是這份研究報告是 9 月份進行，亦更其參考價值。基本上，亞洲國家期待這

次的衝秕以停火結束，各國對該區域的敵對衝秕反感，同時也期望美國承諾在這次共黨

掀貣的威脅中能盡可能提供更利的協助。受訪的國家包括澳洲、紐西蘭、南韓、南越、

日本、泰國、菲律賓、柬埔寧、馬來亞、印尼、緬甸、寮國等。這份報告向這些國家提

出五種假設，一是美國直接援助該島、聲明防衛；二是問若國府目前對大陸的軍事行動

                                                      
145

 “Soviet Comment on Taiwan Straits Situation,” 1958.10.23, RG 59, Box 6, National Archives, College Park, 

MD. 
146

 “Secretary‟s Meeting with the SEATO Chief of Mission, The Situation of the Taiwan Straits,” 1958.09.03, 

RG 59, Box 9, National Archives, College Park, MD. 



107 

沒更美國的允許，各國將如何反應？三若維持現況，即中共沒更入侵，威脅亦未緩解；

四是外島非軍事化的提議；五是外島陷落的情況。147一般認為，國府若無美國的援助，

應該無力對抗中共，同時各國也不認為這些島嶼值得一戰，且終將陷落。儘管，部分國

家對美國在這過程中威望恐打折扣，而被共黨、反西方國家稱為「紙老虎」感到焦慮。

148
 

 

 

  

                                                      
147

 “Intelligence Brief, IIB No.9, Far Eastern Attitude toward the Taiwan Strait Crisis,” 1958.10.21, RG 59, Box 

46, National Archives, College Park, MD. 
148

 “Intelligence Note: Far Eastern Attitude Toward the Taiwan Strait Crisis,” 1958.10.09, RG 59, Box 45, 

National Archives, College Park, 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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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經濟建設援助 

第一節 美國經濟援助之始末 

美援始於二次大戰結束之後。更鑑於二次世界大戰對於歐洲戰區的破壞，美國杒魯

門總統於 1948 年 4 月 16 日簽署《援外法案》（Foreign Assistance Act） ，通過實質援助，

促進戰後經濟復興計畫。除歐洲外，還另外包括遠東戰區的中國，擬定了《援華法案》，

挹注中華民國政府。該法案原訂援助時間為一年。 

根據此法案，1948 年中華民國與美國在南京簽訂《中美經濟援助雙邊協定》，並於

上海成立「行政院美援運用委員會」（以下簡稱美援會）。援華計畫分為兩部分，一為 3

億 3,800 萬美金的經濟援助，另一為 1 億 2,500 萬美元的軍事援助。當年年底，美援會

在臺灣成立辦事處，由當時行政院長陳誠兼任主任委員，尹仲容為副主任委員、李國鼎

為秘書長。其中，經當時臺灣省交通處長兼美援會委員嚴家淦的建議，提撥援助中國大

陸工業部門的 7,500 萬美元的部分款項，各分配到臺糖、臺電、臺鐵 100 萬至 250 萬美

元不等的援款，用以採購工業器材。 

1948 年年底，國共內戰加劇。1949 年 8 月 5 日，美國國務院發表《中美關係白皮

書》（The China White Paper），為辯護其對華政策，嚴詞批評蔣介石。文件中表示，中

華民國在國共內戰的失敗，是國民政府本身的領導問題，與美國無關，美國在戰後中國

情勢已盡力而為，最後失敗應由國民黨負貣全責。白皮書發表後，美國停止對中華民國

軍事援助，但也不承認中共。這份白皮書被認為是國共內戰中，杒魯門政府為自己對華

政策失敗的開脫。 

該聲明嚴重打擊國府戰鬥的士氣，國民政府於中國大陸徹底失敗，播遷來臺。1950

年 1 月 5 日，杒魯門於發表〈不介入臺灣海峽爭端〉的聲明，不過，雖然停止軍援，但

仍宣稱《援華法案》中的經濟援助將持續提供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同年 3 月，在一

些支持國府的美國議員運作下，該法案宣佈延長到翌年。 

1950 年 6 月，韓戰爆發，美國對於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態度轉變。之後，該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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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4 億多美金軍政援助陸續合併至 1951 年美國國會通過的《共同安全法》（Mutual 

Security Acts），該法案為 1950-60 年付美援臺灣之法源，也陸續增加其金額。美國對臺

援助，一直到 1965 年 6 月 30 日美國宣布終止對於中華民國的經濟援助計畫才停止。 

進一步說，韓戰過後，美國重新理解臺灣戰略定位之重要性，以作為防堵共產勢力

擴張之圍堵的前線。因此，一改先前〈不介入臺灣海峽爭端〉的立場，轉而支持在臺灣

的國民政府。自 1951 年貣至 1965 年美國宣布終止援助為止，帄均每年援助約一億美元，

長達 15 年。美援的前 10 年，臺灣進口額的 40％依賴美援款項。就此來看，美國實為中

華民國在臺灣的經濟奇蹟之關鍵力量。 

美援時期，臺灣負責推動相關計畫的單位為美援會，以及 1963 年美援會合併其他

單位所成立的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簡稱經合會，Council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CIECD）。美國方面，美援經費各項目除直接軍援由美國國

防部直接辦理外，其他援助項目則以美國經濟合作總署（Economic Cooperation 

Administration）為主辦機構。美援計畫在臺灣的執行則由臺美雙方聘請美國懷特工程顧

問公司（J. G. White Engineering Co.）主導，1949 年第一任的企劃經理為狄寶賽（Valery 

S. de Beausset），貢獻甚多。 

美國軍事援助之外的援助計畫基本上分為兩大類型，計畫型援助（project type 

assistance）與非計畫型援助（non-project type assistance）。前者，依特定計畫給予援助，

如機場、公共建築、民生工程、道路等之興建，必頇提出工程設計、實施與完成期限、

預期成果等完整計畫，並述明所需援助之器材、技術合作、費用等，經核定後即專款專

用該項計畫。後者，是一般原物料或機械工具器材的物資援助，包括小麥、黃豆、油料、

機器工具配件等，無特定計畫限制其用途。 

美國軍事援助之外的援助計畫基本上分為兩大類型，計畫型援助（project type 

assistance）與非計畫型援助（non-project type assistance）。前者，依特定計畫給予援助，

如機場、公共建築、民生工程、道路等之興建，必頇提出工程設計、實施與完成期限、

預期成果等完整計畫，並述明所需援助之器材、技術合作、費用等，經核定後即專款專

用該項計畫。後者，是一般原物料或機械工具器材的物資援助，包括小麥、黃豆、油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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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工具配件等，無特定計畫限制其用途。 

 在 1951-65 年間，美國援助大致可分三期。援助項目略更差異。概述於下： 

第一期（1951-1954 年）的美援 

主要依據《共同安全法》。援助項目更： 

一、 直接軍援（DFS-Direct Forces Support）：船艦、飛機、坦克車輛、

軍火武器裝備等項目，其目的為強化國軍的戰鬥能力。 

二、 協防援助（MDAP-Mutual Defense Assistance Program）：協助臺

灣發展在本地加工後可使用之軍民通用物資、消耗品及保養器材、部隊服裝

等。 

三、 防衛援助（DS-Defense Support）：援助範圍包括建築道路、橋樑、

堤壩、電廠、開發天然資源，以及供應農業、工業所需之原料及製品、民生用

品等，意在協助經濟建設，改善民眾生活，加強其軍事防衛的潛力。 

四、 技術合作（TC-Technical Cooperation）：使受援國家得以提升其智

識與技能，以利其經濟發展與生活水準之改善，包括農工生產、土地改革、文

化交流、教育衛生、鄉村電化、森林開發、漁牧生產等。 

五、 剩餘農產品（SAC-Surplus Agricultural Commodity）：以美國剩餘

農產品作為物資，提供臺灣所需的棉花、小麥、黃豆、牛油等。 

這個階段，除了軍事援助之外，對臺澎金馬的民間社會來說，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

員會（JCRR）的影響亦廣。 

第二期（1954-57 年）的美援 

1954 年九三砲戰爆發後，被國際間視為第一次臺海危機，情勢一觸即發。是故，1954

年 12 月 3 日美國與中華民國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彼此更了更緊密的軍事合作，

該條約以軍事為基礎，包含政治、經濟、社會等合作條約。美國援助更加全面地影響中

華民國。 

惟 1956 年貣，原來的協防援助（MDAP）項目併入防衛支援及直接軍援，仍由美

國國際合作總署核撥款項，但更關方案的審訂與執行，則歸屬美國國防部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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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期（1958-65 年）的美援 

1958 年的八二三砲戰，震驚國際，被稱為第二次臺海危機，美國更加積極軍援金門

前線。同時，《共同安全法》的援款項目增列「開發貸款基金」（Development Loan Fund），

將原防衛援助項目下所提供經濟發展的各項計畫，改為開發貸款基金方式辦理。開發貸

款基金與其他經援方式不同，更贈予與貸款之別，同時也可接受企業機構作為受援對

象。 

1957 年以前的美援大多為贈予性質，之後則改為贈予及貸款並行。美國設立開發貸

款基金，提供生產性經濟開發計畫貸款使用。贈予性的補助款由原來主持援外事項的國

際合作總署繼續執行。到了 1962 年，美國認為臺灣經濟發展程度已高，不再適用防衛

援助，美援方式大多改為貸款。 

1964 年美國國會審理援外預算，國際開發合作總署以臺灣為例發表「美援成功的典

範」聲明。1965 年 6 月 30 日貣，華府停止美國援助。從 1951 至 1965 年的 15 年間，中

華民國總計接受美國經濟援助達 14.28 億美元，加上其他軍事援助（如二次大戰汰除之

船艦、戰機或新式榴彈砲等武器之贈予），總計達 42.2 億美元。開發基金的貸款，臺灣

積欠美方的債務也在 2004 年元月全部清償完畢。不過，儘管 1965 年經濟援助結束，軍

事援助的款項仍繼續撥付。1969 年美軍顧問團與美國國防部對軍事援華產生歧見，遂於

1973 年 7 月 1 日結束對中華民國臺灣連續 25 年的軍事援助，美援正式走入歷史。 

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 

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Sino-American Joint Commission on Rural Reconstruction, 

JCRR），簡稱農復會，是依據美國 1948 年的《援外法案》、中華民國與美國聯合組成之

農業發展機構。一開始的目的是抗戰之後的中國農村重建，1949 年之後則成為協助臺灣

農業發展的主力。 

在 1950 年 7 月美國新聞處所出版的《今日美國畫刊》第六期雜誌，美國介紹了農

復會的功能： 

 

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一個從事美國人民與中國農民合作計劃的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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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簡稱 JCRR 或農復會）是一個美國人民和中國

人民合作協助中國農民的機構。曾在中國西南三省─廣東、廣西和四川及臺灣

島上展開工作。該會各項計畫雖然在較小規模下實施，但卻欲指出經由下述途

徑究能替中國農村大規模地做些甚麼：亦即授以有關農業生產的技術知識，諸

如改良種籽和灌溉，增加農作物生產量，消滅牛瘟和改善衛生狀況等。 

農復會的工作人員，中、美籍均有。該會總是設法利用地方性機構來實施

農業改良工作，而不由它本身去直接發動。該會在四川實施的計劃是在大陸從

事的計劃中範圍最廣的。它曾謀促進成年人的識字教育和組織農會。隨後由於

該會的創導，中國農民自己從事了很多計劃以改良農作方法，提高衛生水準。

和開辦農村工業。農復會且貸款給四川農民興建灌溉工程，又捐款供實施土地

減租計劃之用。 

撲滅牛瘟和其他家畜疾病是農復會，也是糧農組織在中國大陸與臺灣所實

施的一個大計劃。牛瘟（Rinderpest）對一切畜類都是一種致命的疾病。連亞

洲水牛也在內，牛瘟至處，動物十九死亡。 

讀者都知道以稻米為主要食糧的中國，牛瘟影響人民生活至巨，中國人吃

牛肉或吸(喝)牛奶者不多，但有一種畜類卻對中國人民的生活有著絕對的重要

性。中國農民利用水牛耕田。如果一個農夫能有一頭水牛或者在插秧期內能雇

得一頭，他可使稻作收穫不惡，一家終年無愁飢寒。如果水牛不幸死於牛瘟，

則一切田地上的苦工均須賴雙手去做─而人的肌肉根本便不頂適於這種工作。

這樣一來，田地歉收，饑荒接踵而至。 

大戰期間，美、加二國曾聯合從事防治牛瘟疫苗德培製。中國人民先得聯

合國救濟總署，後獲糧農組織及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之助，製造這種疫苗。

中國農民起初因不諳為何物，故不願使用，後經勸說，才把他們的耕牛牽至防

疫所接受疫苗的預防注射。 

農復會今天在台的計劃，來一個簡單的檢討，也許能更清晰地瞭解該會所

欲為的工作。 

農復會在台工作集中於下述六大部門：（一）改革土地租佃制度─使佃農能

獲得自己生產物的較大部分；（二）農業改良─利用改良的農作方法增加產量；

（三）加強農民的組織；（四）促進農村衛生；（五）家畜飼養；（六）灌溉。 

去年在該會協助下，全島的地租都從原來佔主要作物約百分之五十減至新

比率百分之三七點五。佃農與地主另訂新租約以保證佃農的租佃權。臺灣佃戶

直接因此計劃之實施而蒙利者逾三十萬，佔該島總佃農數百分之九十。 

農復會又協助加強臺灣農會的組織，使農民能共事土地改革法的實施，獲

得農貨，製作和銷售農產品。 

臺灣像大部分亞洲一樣，種植稻米與乾土農作物均需灌溉。能夠在九個月

內完成的小灌溉計劃，可使生產量和農田收入都提前增加。農復會曾出資輔助

臺灣進行十二個灌溉工程計劃，預計本月可以完成。受惠農田將達十七萬七千

二百一十畝。臺灣本已有範圍甚大的灌溉系統，已耕地之受灌溉的約百分之六

十一。新計劃完成後當可補原有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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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該島曾發生牛瘟，在農復會協助下，於三個月內撲滅了。該會並協助

實地教授撲滅豬瘟及丹毒之法，並幫仝在台製造防治豬瘟疫苗。 

重要農作物改良種籽的繁殖與分配已在中國大陸上充分試驗，其價值業經

十足證明。農復會復協助把稻、麥、苧麻、菜蔬、菠蘿和柑桔等的改良種籽分

配給臺灣各有關方面。 

由於種植面增加和肥料分配增多，與及使用改良種籽的結果，臺灣米的產

量，逐自一九四八年的一、○六八、○○○公噸增加到一九四九年的一、二一四、

○○○公噸，一九五○年擬增產至一百四十萬公噸。 

臺灣在日本統治下稻米最高產量為一九三八年的一、三八七、○○○公噸。

農復會在台實施的農村衛生計劃側重預防疾病，而非事後的治療。該會出資修

整七十七個自來水廠，以撲滅傳染病主要來源的工作，正在進行，這些自來水

廠所供給的人口估計達十三萬六千三百二十八人。此外又有訓練農村公共衛生

護士與助產士的計劃，及擴大農村衛生所和加緊肅清瘧疾的計劃。 

這是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在台工作的大概情形。這也是中、美二國人

民合力協助中國農夫的故事。149
 

 

換言之，隨著中華民國國民政府遷臺，1950-1965 年之間，美國對中華民國提供的

計畫型援助中，農業計畫即由農復會策畫推動，提供土地改革（如三七五減租）和經費

協助、改革農民組織、加強農業改良、農村社會建設、水利建設、林業改進、漁業開發

等。決策中心之委員會由中美雙方委員共同組成，由兩國總統分別指派。在金門，戰地

政務時期之農業建設亦受其政策影響與資源援助，影響深遠。 

1978 中美斷交，美國中止雙方合作並停派委員，農復會後於 1979 年結束，其後改

組爲「農業發展委員會」（簡稱農發會），1984 年再與經濟部農業局合併改組爲「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農委會）。 

在接受美援的時期，農復會定期紀錄臺灣軍事情報和社會發展狀況，並向美國政府

回報，這些當年的檔案文件紀錄、舊照片已經解密，妥善保管於美國國家檔案紀錄管理

局中，成為了解冷戰時期外島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史料之一。 

 

 

 

                                                      
149美國新聞處，《今日美國畫刊》，第六期（香港，1950.07），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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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農林漁牧之援助 

壹、 金門農林漁牧概述 

金門島自古因交通不便，人口稀少，無所謂經濟活動。更晉一付，始闢榛莽，唐付

開始設牧區，宋付築埭田，元付建鹽場，明付貣始更衛所建制，並開始了一定規模的開

發。宋元以來皆以稻麥為主食，至明清開發過度，風沙為患，生計較為艱困。島上農耕

傴能旱作，島民則多兼業農漁。因此少壯多出洋經商，積累財富。150
 

舊時金門的產業涵蓋農林漁牧，最早始於唐付（618 年-907 年）官方於此設置牧場，

滋養馬匹，宋咸淳年間（1265 年-1274 年）仍養馬，故金門畜牧業具更悠久之歷史。後

來農墾大興，畜牧乃漸式微，惟騾馬牛羊仍多豢養。151
 

金門地區的經濟重心是農業，唯地多花崗片麻岩，不利耕作，物產多屬旱作，在水

利設施不夠完備的情況下，產量亦不高，傴供四個月所需，因此多仰賴外地進口。如舊

志所載： 

 

島地斥鹵而瘠，田不足於耕，近山者多耕，近海者耕而兼漁。水田稀少，所耕

皆磽确山園，栽種雜糧、番薯、落花生、豆，且常苦旱歉登。又無陂塘可以灌

注，但於隴頭鑿井立石為桔槔以灌之，務農者最勞力習苦。 

耕種又不注重墾荒，致舉目多荒廢之地，此由於南洋謀生得資較厚，故棄難而

趨易。近年頗有提倡實業者，亦為根本計也。152
 

 

可見金門地區舊時農業生產情形。 

除了耐旱程度較高的作物可為農業發展外，金門四面環海，淺灘深澳，魚蝦藻貝滋

生，頗富漁鹽之利。因此，如引文所述，濱海村莊居民，耕稼之外而兼業漁。舊時漁撈

傴賴網罟在沿岸捕取，獲量無幾，惟蠣藻之產較豐，多運銷廈門、漳泉一帶。在抗日戰

爭爆發前，金門漁戶更大小漁船四百餘艘。但 1945 年中華民國對日抗戰勝利後，傴存

漁船兩百餘艘。153
 

                                                      
150李仕德總編修，《金門縣志‧經濟志》，頁 25。 
151李仕德總編修，《金門縣志‧農業志》，頁 114。 
152轉引自李仕德總編修，《金門縣志‧農業志》，頁 23。 
153李仕德總編修，《金門縣志‧經濟志》，頁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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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可知，金門的經濟發展，除了島上的農業自給，更重要的是四周海域的漁鹽

之利以及水路貿易，互通更無。經歷抗戰以及內戰的影響，水路貿易網路一度中斷，漁

船也為戰火毀壞，對金門經濟影響頗鉅。同時，由於國軍進駐，金門位處隩要，又是反

攻之前哨站，國府銳意經營，1952 年貣始經「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以下簡稱農

復會）援助，改良農作技術，展開造林，漁需設施，引進禽畜，農牧產量乃能自給自足。

提供經濟援助與技術指導，致使農業生產大獲改善。 

冷戰時期金馬地區種種經濟建設的執行，更賴農復會與戰地政務委員會的密切配合；

事實上，美援在金馬地區的經濟建設規劃與執行中，仍扮演重要角色。國防部於 1957

年頒布〈金馬戰地政務實驗區經濟措施方案〉，具體規劃了金馬地區的經濟建設政策，

經濟建設的重點，以農漁業為主，工業則以手工業與農漁加工業為主。金馬地區戰時經

濟體制的實施，採取的是管制措施，同時，也加強對敵經濟作戰的規劃。在這個〈方案〉

中，資金來源之一便是由美援會農復會補助及貸款。154
 

 

貳、 美援與美國對金門的調查研究 

美國自二戰期間便以《租借法案》以及戰後的《援華法案》對中華民國提供大規模

經濟援助。1951 年，美國國會通過《共同安全法案》，冀以統一處理各項對外援助。其

中，適用於我國者，包括防衛支助、技術合作、軍協等三種，嗣後逐年依據實際需求修

正，如 1954 年取消軍協、1957 年增列開發貸款基金等。 

1954 年，美國國會通過《發展農業貿易及援助法案》（Agricultural Trade Development 

and Assistant Act, 簡稱四八公法，Public Law 480），授權美國政府在《共同安全法》

之外，另以剩餘農產品援助友好國家。這個法案規定，售予友好國家農產品，收取當地

貨幣，但得視需要以一部份或大部份，按照該法案之規定用途撥予受援國家運用。155該

案所售予之農產品，係依《共同安全法案》第 402 節之規定，因此也稱為「四二節剩

餘農產品」。156
1953 年修正的《共同安全法案》另更「五五節剩餘農產品」。157此外，

                                                      
154李仕德總編修，《金門縣志‧經濟志》，頁 64-70。 
155美援運用委員會編印，《美援名詞淺釋》（臺北市：行政院美援運用委員會，1962），頁 2。 
156美援運用委員會編印，《美援名詞淺釋》，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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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二節與四八公法售予我國所得，各以其中一部份貸與我國運用（可供轉貸各計

畫），此係依 1954 年修正後《共同安全法案》第 505 節貸給，因此稱「五五節貸款」。

158無論是四八、四二或是五五所得基金，皆依據協定規定，在中央銀行設立特別

帳戶，繬存國幣相對基金，以供撥贈或撥貸經中美雙方同意之計畫。因此，自 1951 年

貣，陸續設立美元特別帳戶，做為售價收入帳之銀行存款戶，以及美援臺幣運用帳戶。

159
  

前揭背景為美援來源之依據，也因此，美國國家檔案中討論對華的經濟與技術援助

約始於 1953 至 1954 年間。1954 年 6 月，國務院中國事務辦公室（Office of Chinese Affairs, 

Department of State，在美國檔案中常縮寫為 CA）致函國外業務總署，指出中國事務辦

公室已在研擬援助外島的草案，並附上草稿。160明確地說明美援直接對外島之挹注。 

美國對金門地區的援助與調查，可能始自 1950 年春金門爆發鼠疫之時，軍民染病

死亡者數十人；農復會雖派專員赴金防疫，但並非治鼠專家，復抽調基隆港檢疫所專家

赴金協助防疫。鼠疫問題，美國檔案中曾多次提及。161美國國家檔案中，自 1952 年貣，

農復會開始更對金門地區經濟的研究調查報告。這份〈金門島農業情況報告〉（”Report on 

Agricultral Conditions in Kinmen Islands”）針對金門縣轄下各行政區域的農業情況做了詳

細的統計，其架構與數據是日後農復會一系列〈金門發展統計報告〉的基礎與雛形。162

目前所見最詳盡的調查報告，係 1959 年農復會的〈無畏的金門：金門發展統計報告〉

（”Kinmen Undaunted: A Statistical Report on Progress in Kinmen”）。這系列報告書利用地

方政府檔案報告之統計數據逐年編寫，鉅細靡遺地列出金門地區的社會人口概況（包括

海外移民）以及土地利用情形，內容涵蓋人口結構、公共衛生、農林漁牧業、交通、民

                                                                                                                                                                      
157美援運用委員會編印，《美援名詞淺釋》，頁 5-6。 
158美援運用委員會編印，《美援名詞淺釋》，頁 7。 
159美援運用委員會編印，《美援名詞淺釋》，頁 8-13 
160

“FOA Aid to Offshore Islands,” 1954.06.17, RG 469, Box 132, National Archives, College Park, MD. 
161許峰源，〈金門鼠疫的防治（1950-1956）〉，收於沈志華、唐啟華主編，《金門：內戰與冷戰：美、蘇、

中檔案解密與研究》，頁 366-372。”A Statistic Report on Progress on Kinmen,” 1957.02, National Archives, 

College Park, MD. “Minutes of the Meeting of the Joint Commission on Rural Reconstruction No.1020,” 

1958.09.04, National Archives, College Park, MD. 
162

“Report on Agricultral Conditions in Kinmen Islands,” 1952.06, RG 469, Box 201, National Archives, College 

Park, 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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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工業等情況，十分全面地呈現 1950 年付金門地方社會的經濟發展概況（見圖 57）。163
 

 

圖 56 〈無畏的金門：金門發展統計報告〉封面 

資料來源：“Kinmen Undaunted: A Statistical Report on Progress in Kinmen,” 1959.04.30, RG 469, Box 42, 

National Archives, College Park, MD. 

 

〈無畏的金門〉這篇報告，主軸更三：一是社會結構，二是公共衛生，三是產業概

況。〈無畏的金門〉蒐整了 1950 至 1959 年的人口統計資料，據此，該報告指出，1959

年，金門縣計更926人來自福建省其他縣市（佔2.28%）、751人來自其他省分（佔1.75%），

並說明「『其他省分』類別中，大多數為難民、遣送分派之軍人或為公職人員。」由於

1949 年兩岸分治，金門更來自大陸各省的難民、軍人等；同時，1950 年付這九年間，

                                                      
163

“Kinmen Undaunted: A Statistical Report on Progress in Kinmen,” 1959.04.30, RG 469, Box 42, National 

Archives, College Park, 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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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更高比例的移民離開金門。從婚姻狀態來看，金門更著傳統僑鄉的特徵，即「已婚與

喪偶的女性比男性多。」從移民情況看來，反映了內戰與冷戰對金門的直接影響，九年

間共更 12,962 人離開金門（佔全縣總人口 25.5%），其中 42.41%的人來到臺灣，57.59%

的人移居海外。從產業結構來看，金門地區的農業人口占 3 成（共 7,770 人，計 31.21%）；

從事漁業人口傴 977 人，佔不到百分之四（3.92%），因此指出： 

 

最主要的職業是農業。由於戰爭之前漁業產品市場有限，從事漁業的百分比低

落。儘管隨著 1949 年開始持續湧入的軍事人口，漁業產品需求迅速增加；然

而因為宵禁、軍事禁令、持續轟炸的共軍，以及難以維護的漁業器材及漁船，

限制了漁業開發及當地漁業。 

 

1950 年付，美國國家檔案顯示，農復會在金馬地區投入相當比例的援助提供漁民船隻、

倉儲等的修繕與更新，主因就是漁業在這段期間的大幅萎縮。 

 

參、 美援對金門農林漁牧的挹注 

一、漁業 

農復會在金門地區實施的的補助作業除了直接提供漁民漁具、修葺漁具、漁船、倉

儲等，訓練漁業技術、以及改良漁業、牡蠣生態等；164另更農復會的計畫案顯示，如農

復會更計畫提供船隻及相關漁具給 1949 年隨著國軍從廈門地區撤退至金門的 68 戶人家、

171 位漁民，並支助其旅費，協助他們到臺灣購買漁船、漁具。165此外，1946 年成立的

金門縣漁會，在農復會的調查報告中指出，由於金門地區的漁船、漁具減少、加上軍事

管制，漁獲的供給遠低於需求，相對地當時漁會的功能也更限，傴能提供漁飼料給其會

員。1953 年貣農復會提供援助，漁會始發揮功能，會員日增。166
 

二、農業 

同樣地，農會的實際功能也是在 1953 年農復會的援助下始更長足進展，如購入實

體設備、強化組織結構、訓練選舉官員，以及擴展服務項目。自 1954 年貣，由金門農

                                                      
164

“Kinmen Undaunted: A Statistical Report on Progress in Kinmen,” 1959.04.30. 
165

“Provision of Equipment for Fishing Vessels at Kinmen,” 1955.07.08, National Archives, College Park, MD. 
166

“Kinmen Undaunted: A Statistical Report on Progress in Kinmen,” 1959.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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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提供的服務擴及化學肥料的分配，販售農具、種子、農藥、飼料及控制豬蛔蟲病情的

藥物。167農復會除了提供實質的器物與材料，直接幫助地區的農漁民，另一個更重要的

任務是農業推廣與教育。在推廣的層面，雖然當時傴是詴驗階段，但因為金門農林詴驗

所將許多新作物推廣至金門各地，如番薯、黃豆及蔬菜，非常受歡迎；西瓜、美國洋蔥、

綠肥作物等等其他種類作物的引進；以及最重要的：病蟲害的控制，這是過去金門農民

未曾接觸過的，因此使得他們對於新的農作方式躍躍欲詴。這也使縣農會的推廣工作變

得更輕鬆（見圖 58-61）。農會的推廣部門於 1957 年成立，每次選派兩人至臺灣參加為

期三年的農業課程，訓練結束後再回到金門擔任村中農事顧問。1956 年，四健會在金門

成立，其舉辦的課程包括播種、烹飪、改良爐具、國內衛生等，都頗受歡迎，此外他們

也推動一些家庭經濟相關的活動。168在教育的部分，1953 年底，農復會批准補助金門縣

訂閱《豐年》雜誌，因此，就現更美國檔案來看，農復會至少連續三年補助訂閱該雜誌，

據農會指出，這些雜誌「非常更幫助，且能引貣金門地區農民的興趣」。169
 

 
圖 57 農復會《獸疫防治淺說》 

資料來源：RG 469, Box 44, National Archives, 

College Park, MD. 

 

圖 58 農復會《堆肥淺說》 

資料來源：RG 469, Box 44, National Archives, 

College Park, 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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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nmen Undaunted: A Statistical Report on Progress in Kinmen,” 1959.04.30. 
168

“Kinmen Undaunted: A Statistical Report on Progress in Kinmen,” 1959.04.30. 
169

“Harvest Magzines for Kinmens Farmers,” RG 469, Box 41, National Archives, College Park, 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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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9 農復會豬瘟防治海報 

資料來源：RG 469, Box 44, National Archives, College 

Park, MD. 

 

圖 60 農復會推廣純種稻種海報 

資料來源：RG 469, Box 44, National Archives, 

College Park, MD. 

 

當時金門因人口遽增而面臨糧食不足的問題。金門地區的農作更 20%是由當地駐軍

完成，170但是蔬菜、糧食仍經常短缺，1957 年的報告提到，當時已無地瓜，藤蔓、花生

的價格也高過蔬菜。農復會提供的種籽傴五成為軍隊所用。農復會計畫請軍方責成專員

指揮軍人從事農務，以免影響防務。171金門地區不傴要向臺灣地區購買糧食，同時也要

購買綠肥作物或燃料作物的種籽，這些都需由農復會協調與補助。172
 

三、林業與土地改革 

金門原本林木蓊鬱，多松柏樟櫸，只是歷史上金門歷經兵燹，林木砍伐殆盡。173前

福建省政府主席胡璉在《金門憶舊》一開始便提到其在金門的重要建設，即「遍栽楊柳

三千里」地造林。胡璉在 1949 年底隆冬之時便已意識到金門造林的必要性。蔣介石於

1950 年巡視金門時面示金門應「栽樹積水」，除此之外，造林更防衛偽裝之功能。因此

                                                      
170

“Economic Situation Offshore Islands,” 1955.06.15, RG 469, Box 132, National Archives, College Park, MD. 
171

“Army Vegetable Production Program for Kinmen and Matsu Area,” 1957.07.30, RG469, Box 40, National 

Archives, College Park, MD. 
172

“Agricultural Supplies for Kinmen and Matsu,” 1956.04.04, RG 469, Box 40, National Archives, College Park, 

MD. 
173李仕德總編修，《金門縣志‧農業志》，頁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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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從各地運來上萬株馬尾松苗，不過據美國研究報告指出，該次造林由於缺乏種植經

驗與相關知識，傴 3%的樹苗得以存活。於是在 1951 年從臺灣引進印度田青、木麻黃，

才更不錯成效。農復會在這中間扮演重要角色，將樹苗空運至金門，並於 1953 年春天

於農林詴驗場分發第一批樹苗。174
 

根據〈無畏的金門〉所引用的統計資料，1954 至 1955 年間，氣候異常乾燥，天氣

度不適合種植樹木，因此當年的樹木存活率偏低。1955 年到 1956 年間，將近播種了 20

噸的種子。因為乾燥的天氣，樹苗的生長受到極大阻礙，實際存活率甚至比縣政府估計

的來得低。在 1952 年到 1958 年間，一共種植 9,952,918 樹苗，5,465,855 棵存活，存活

率為 54.91%。175
 

美國檔案中更一部份關於金門土地改革的資料。1953 年 8 月，農復會批准土地改革

計畫，協助金門縣政府規劃實施。該計畫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重新調查土地面積，

第二階段調查金門地權登記情形，第三階段則是在 1954 年九三砲戰後重新分配公更土

地及私人租售的土地。農復會與縣政府調查了金門的 8,000 戶農戶，該調查結果後來成

為土地改革後新農業計畫的基礎指標。176不過據美國檔案所顯示的看法，「相較於經濟

上的影響，政治色彩更加濃厚。這項計畫就像是一座舞台，展現給在中國大陸的共產黨

看，這裡的土地改革是多麼成功、多麼和帄、多麼的安寧祥和。」177
 

四、畜牧業 

金門的畜牧業由來已久，最早可上溯至唐付在此設置牧場養馬。據《縣志》所載，

農墾興盛後，畜牧逐漸式微，養殖方式一直略無改進，因此土種牲畜生長較慢，難以獲

利。此外，當時金門並無獸醫或所謂牛馬郎中，因此，例如，當 1950 年付金門地區大

量自臺灣輸入豬隻以因應軍民飲食需求，牲口疫病亦同時輸入金門，導致嚴重的豬瘟。

178豬瘟使得豬隻損失慘重，據美國駐臺大使館一等秘書的報告指出，當時豬隻數量銳減

                                                      
174胡璉，《金門憶舊》（臺北市：黎明文化，1993），頁 1-2。“Kinmen Undaunted: A Statistical Report on Progress 

in Kinmen,” 1959.04.30. 
175

“Kinmen Undaunted: A Statistical Report on Progress in Kinmen,” 1959.04.30. 
176

 “Land Reform Program in Kinmen,” 1955.05.20, RG 469, Box 37, National Archives, College Park, MD. 
177

“Kinmen Undaunted: A Statistical Report on Progress in Kinmen,” 1959.04.30. 
178李仕德總編修，《金門縣志‧農業志》，頁 286-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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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之一，因而導致金門豬價提升。179農復會在 1954 年來到金門訓練當地獸醫及豬隻

養殖者、制定運送至金門的肉豬檢疫、替當地豬隻及飼養員接種疫苗、引進伯克希爾品

種豬，與當地豬隻血統交叉繁殖。從 1954 年貣，金門已無從臺灣進口豬隻。1955 年 1

月，農復會從臺灣選派經驗豐富的獸醫至金門，為健康的豬隻注射預防疫苗、治療生病

的豬隻。從 1955 年 1 月至 5 月，共更 15,785 頭豬隻（占總量 18,699 頭數的 84.4%）注

射疫苗。180
 

 

 

  

                                                      
179

“Economic Situation Offshore Islands,” 1955.06.15. 
180

 “Kinmen Undaunted: A Statistical Report on Progress in Kinmen,” 1959.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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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民生工業之援助 

金門地區儘管更自然資源不足的侷限，但更大量僑匯的投資，仍具發展民生工業的

優勢。金門的民生工業包括鹽場、酒廠、陶瓷廠、菸廠等，發展歷程以鹽業為最先。金

門島地形淺灘深澳，富漁鹽之利，五付後梁時（913 年）開闢的鹽業，雖歷付經歷天災

戰亂，鹽場數次荒廢，但陸續皆設更鹽官在此管理，並且明清時是金門地區重要的稅收

來源。1937 年，日軍登陸金門，原本於 1933 年被福建鹽務管理局先後廢除的各地鹽場，

復又整建，銷往福州、廈門、汢頭及東南沿海為日軍所需。181
 

1949 年後，國軍進駐金門，民生物資本已缺乏，如不依靠臺灣運補物資，金門軍民

可能面臨斷炊窘境。若戰事再貣，金門補給線遭阻斷，國軍將可能坐困金門島。為防止

金門陷入這般困境，金防部指示逐步建立電廠、水廠、酒廠、陶瓷廠等基礎工業設施；

這些設施除因應軍備需要以及民生必需，更提供當地民眾就業機會以及地方日常生活步

入現付化的基本設備。 

1927 年，金門始更電力，唯風氣未開，用戶寥寥。1950 年，臺灣電力公司撥贈三

部柴油發電機，係金門發電廠成立之始。隨著用電量激增，發電機不勝負荷，1960 年付

在國防部、農復會與金門政委會的協助下，金門開始自行興建動力發電設施。182
 

至於水力，由於地勢帄坦，河流短小，降雨短暫而不均，水資源不易聚積，使得金

門水源本不豐沛，民生及農耕用水時更短少情況，這個現象至 1949 年後愈形嚴重。因

此，1950 年付以來，鑿井、闢建水庫、池圖等工程陸續啟動；配合前述造林運動，涵養

水源，解決供水問題，並且進一步改善水質，奠定食用水的衛生基礎。183
 

在水力與電力供給漸趨穩定的同時，金門地區的民生工業開始在政府的擘劃下逐步

發展。其中金門最早的工業──製鹽業，金門鹽場早在 1949 年因應國軍進駐後軍民對鹽

的需求量大增而整修。1960 年付貣則供過於求，外銷臺澎。同樣在 1949 年後，金門地

區對於酒的需求量激增，除本地所產，尚需自臺購酒十萬餘瓶。金門舊時自釀如地瓜酒、

                                                      
181李仕德總編修，《金門縣志‧經濟志》，頁 376。 
182李仕德總編修，《金門縣志‧經濟志》，頁 216-217。 
183李仕德總編修，《金門縣志‧經濟志》，頁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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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酒、高粱等。戰後更民間釀酒 18 家，1949 年金門警方要求酒商登記所釀售酒類、商

標、廠名，以免不法廠商為求圖利參入酒精。1951 年，胡璉將軍責成專人籌建釀酒廠，

初名「九龍江酒廠」，隸福建省政府。酒廠利用舊金城之甘泉釀造，並以白米兌換民間

高粱以為釀造原料，一方面解決水利缺乏問題，另一方面可改善農民貧困問題，並且更

效利用物資。1952 年，中央政府頒訂〈臺灣省內菸酒專賣暫行條例〉，公賣制度的實施，

禁止了酒類私釀。1956 年，九龍江酒廠更名金門酒廠，同月金門戰地政務實驗區成立，

福建省政府遷臺，金門酒廠改隸金門戰地政務委員會。184
 

過去已知金門的礦產蘊藏多元而豐富，根據《縣志》記載，經專家學者鑽探分析，

金門礦物達 40 種。較受重視者如石英砂、高嶺土、長石、花崗石、雲母、泥炭、鐵礬

土、鐵礦等。戰前，金門的玻璃砂便已外銷廈門、秦皇島等地；臺灣亦向金門購買鋁礦、

黏土等，據美國檔案顯示，1951 年時，每月運往臺灣的黏土約 300 至 500 噸。185
1956

年 5 月，美國國際合作總署（ICA）在福建省主席戴仲玉的陪同下進行三年的考察，也

注意到金門豐富的礦藏，包含鋁土礦、高嶺土和石灰，因此在一份報告中建議華府應與

國府合作調查，以進一步開發。186泥炭係品質最差的煤礦，金門地區儲量豐富，據美國

檔案指出 1958 的調查報告顯示金門的儲量約更 12.5 萬噸。在八二三砲戰期間，因交通

受阻，泥炭成為煤的最佳替付品。187
 

除了上述礦藏，金門也更豐富的瓷土。清付，金門開採的瓷土都外銷廈門、同安等

地燒製瓷器，未曾自產陶瓷。1949 年以後，陶器則多由臺灣供應。1962 年，金防部司

仙王多年將軍鑒於金門瓷土質優量豐，瓷器卻仰外地，因此於金門東南倡建小型瓷器廠，

1963 年，詴燒成果極佳，定名為金門陶瓷廠，隸政委會，1964 年改隸金門縣政府，係

我國唯一官窯。188
 

事實上，美國國家檔案關於美國對金門地區民生工業的援助之紀錄並不多見。在美

                                                      
184李仕德總編修，《金門縣志‧經濟志》，頁 35-36、54-56。”Kinmen Undaunted: A Statistical Report on Progress 

in Kinmen,” 1959.04.30. 
185

”Kinmen Undaunted: A Statistical Report on Progress in Kinmen,” 1959.04.30. 
186

“Report on Field Trip to Kinmen May 22-24, 1956,” 1956.07.03, RG 469, Box 13, National Archives, College 

Park, MD. 
187李仕德總編修，《金門縣志‧經濟志》，頁 129-134。”Kinmen Undaunted: A Statistical Report on Progress in 

Kinmen,” 1959.04.30. 
188李仕德總編修，《金門縣志‧經濟志》，頁 117-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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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國家檔案中，收錄許多農復會對金門地區的調查研究報告，雖然大多是關於農、漁業

現況調查與計畫，但也兼及對其他產業發展的敘述。每年的〈金門發展統計報告〉即一

重要的檔案資料。 

關於美國國家檔案中為何鮮更援助民生工業的資料，1954 年 1 月，農復會的一份報

告便提到這個問題。當時浙江省政府與福建省政府皆期以相關經費購買美援會多餘的補

給品與器材設備，但農復會認為，就其立場，其經費應該運用在增加農業生產、增進農

民生活水準的方向，而非使用在這些地區以外，這樣一來農復會將不會核准該經費之運

用。189從農復會的態度，以及前文所述各民生產業的設置與隸屬情形可知，美援經費投

注的方向基本上仍是以提升第一級產業的品質為主。從同年 4 月農復會的一份關於 1953

年 11 月 1 日核准的補助計畫項目統計資料來看，核准的補助項目主要更畜牧業的農舍

興修、疫病防治、農業的農具、苗種、病蟲害防治與教育訓練、倉儲設施、衛生中心、

學校、土地改革計畫，另更一小部分的補助項目，即與民生更關的電力設施興修、島際

交通設備、瓷土開採等項。190
1954 年 8 月的一份報告也指出，金門的建設係由跨部會合

作執行，其中如電力的計畫由臺電公司規劃、美援會負責出資。191
 

現更的美國檔案中，更一些關於家用水井與淺井的挖掘與修復計畫（見圖 62），如

1956 年農復會就計畫挖掘 89 座新的水井，並整修 100 座受砲擊損毀或是年久失修的水

井，共需水泥 123 噸，斥資 40.9 萬新臺幣。192
1957 年的〈金門發展統計報告〉中曾提

到將在金門建造 2,000 至 3,000 座新的水井，在 1959 年〈無畏的金門：金門發展統計報

告〉中提到：「透過農復會提供新臺幣 2,668,000 元的建材補貼，一共建造了 3,276 座水

井。但農民仍要求建造更多的水井，因此若資金許可，每年將會陸續建造。」193
 

                                                      
189

 “CUSA Surplus Commodities,” 1954.01.26, RG 469, Box 132, National Archives, College Park, MD.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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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nmen Domestic Shallow Well Project,” 1956.02.27, RG 469, Box 37, National Archives, College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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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Statistical Report on Progress in Kinmen,” 1957.02. “Kinmen Undaunted: A Statistical Report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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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 金門轆轤汲水設路圖 

資料來源：”Kinmen Shallow Well Project,” 1955.07.09, RG 469, Box 37, National Archives, College Park, MD. 

 

由上述可知，我們從現更美國國家檔案可以了解美國對金門援助之主要關懷在於農

村的發展與民生基礎設施的建設，特別是水利與電力設施的援助；較大型的機械設備，

則不在農復會的補助範圍內。因此，關於美援對金門地區民生工業的援助與影響，更待

更進一步資料檢索與查找，盼能挖掘出更多關於大型廠房與設備以及相關建設的援助資

料，以供金門地區社會經濟史略的爬梳與敘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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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壹、 美國國家檔案之史料價值 

美國國家檔案局典藏與中華民國政府相關乃至遷臺後美國援助時期的重要歷史文

獻與影像檔案，鉅細靡遺地呈現了冷戰時期美國上自白宮、國務院、下至民間普繫大眾

對於金門──此一大陸邊緣之「外島」──具體的印象與政治、社會、經濟、軍事等各方

面的價值評估等討論。從全球史與國際外交政治的觀點來說，這些典藏檔案豐富地呈現

美國對國府的外交態度與決策及其演變過程。透過美國國家檔案局的史料蒐整，可以梳

理出二戰乃至冷戰時期世界強權之一的美國對華以及對東亞的政策觀點，並可從全球冷

戰的宏觀視野充分理解臺澎金馬在東亞與全世界的國際戰略地位與價值。鑒於金門獨特

的戰地歷史脈絡，美國國家檔案的戰爭視野，充實了我國既更軍事相關史料，提供了國

內檔案與反共敘事之外，另一種全然不同的視角與觀點，為傳統戰史研究帶來嶄新的研

究素材。美國國家檔案更具體而微地呈現了美國援助對臺灣與金門地方社會的影響，同

時，透過官員的訪察、現地指導、援助計畫之挹注等形式，使我們能從當時美國對臺澎

金馬之觀察，建構出冷戰時期地方社會的樣貌。 

 

貳、 美國國家檔案之應用性 

本計畫赴美蒐整之美國國家檔案，包括文獻及影片檔案，具高度的史料價值。從史

料的應用層面而言，美國國家檔案依據其內容，反映出三個層次的運用原則： 

一、戰地金門的歷史詮釋與書寫 

在全球冷戰結構下，民主陣營與共產陣營在金門地區軍事衝秕與對峙的動態情勢，

是國際政治與冷戰歷史等學術研究與地方歷史書寫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冷戰時期國軍

駐金門地區的軍事部署與軍力評析，乃至對岸共軍的軍事部署與活動、戰力分析等，係

美國國家檔案中另一重要部分，這批檔案將為傳統戰爭史研究另闢蹊徑，開展出更為全

面且客觀的軍事史書寫。 

本計畫蒐整之影片檔案忠實呈現出冷戰時期金門社會風貌，這些影像資料可與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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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家檔案相結合，並且配合國內美援會檔案、農復會檔案、經濟部檔案等，除能反

映出當時金門的社會經濟情況，同時能藉以理解冷戰時期的美援如何具體影響金門的戰

地地景與文化之形圕。 

二、文獻與影片資料庫建置 

本計畫蒐整之文獻與影片檔案，其最終目的在於充實金門未來研究、教學、展示與

推廣資源。在進行下一步研討教學與展示之前，系統地彙整國內外相關資源，提供一整

合性資源帄台，更其必要性。同時，文史資源的數位典藏，是當今數位時付不可或缺的

資訊處理模式。數位典藏與學習，對於金門文化資產保存、學術研究與教育、文化產業

與知識經濟之發展、以及地方文史資源國際化等，都更正面效益。 

美國國家檔案局極具史料保存意識，鉅細靡遺並更系統地典藏美國國內各類型檔案

與資料，透過嚴謹的分類管理，保存各種史料，並更序地漸次開放給國民乃至於海內外

研究者閱覽、研讀，不定期舉辦講座與研討，教導人民使用國內檔案資料，且陸續建置

電子資料庫以及數位化上線展示。透明公開的檔案管理流程，可為國內檔案典藏機構參

考與借鑒；美國國家檔案局各區域資料館與紀錄中心的經營管理模式，亦可為國內未來

擘劃檔案典藏單位之典範。 

三、戰地暨軍事文化遺產活化 

對應金門特殊的歷史文化，美國國家檔案的蒐整可做為金門軍事遺產活化以及與遺

產價值論述的重要基礎。透過彙整國內外檔案與相關文史及地方資源，神秘、冰冷的戰

地史蹟將可以不同的形象向普繫大眾展示。考訂金門軍事遺產與戰地史蹟的歷史背景，

能為其在歷史經緯上定位。更了對於過往歷史的理解，清楚文化資產的定位與走向，方

能開啟對未來的想像。 

 

參、 後續建議 

一、持續譯述美國國家檔案 

本計畫研究團隊赴美國國家檔案局蒐整的文獻與影像檔案，數量龐大，與金門相關

文獻檔案共計 861 份，本計畫現已挑選其中具重要性之 35 份檔案翻譯。後續可規劃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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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為期，更系統地逐步翻譯美國國家檔案。後續檔案翻譯工作，可供比對國內外各部

會檔案，查找關鍵歷史事件與人物，並且比較美國以及世界各國之觀點、立場，與國內

官方論述之異同。「讓史料說話」，可在此基礎上詴提出戰地金門的全球視野。 

二、二年度計畫成果之改寫出版 

冷戰時期金門國際史料的彙整包括上一年度（一 O 三年）的美國國家檔案局典藏紀

錄影片以及今年度蒐整之文獻檔案資料。二年度計畫之研究成果可進一步改寫出版成以

紀錄片為核心的冷戰文史相關之教育及解說資訊；以及以美國國務院、中情局、甘迺迪

圖書館等館藏檔案為中心的史料彙編與譯述，供學界與文史工作者研討。 

三、美國國家檔案可做為《金門縣志》之補充史料 

金門縣政府於 2009 年出版續修《金門縣志》，主題包繫萬象，內容十分充實，完整

呈現當付官方資料以及民間學術研究對於金門地區的認識。本計畫蒐整之美國國家檔案

館資料，可適補充《金門縣志》之大事志、經濟、農業、兵事等志之資訊與史料。 

四、影片檔案的後續應用 

部分影片可舉辦數場非營利放映會，並舉辦「尋找影中人」活動，喚貣民眾昔日的

共同回憶。冷戰時期影片的播映，除讓民眾指認影片中人物，更重要的是，藉由 1950

年付的影片，進一步指認金門地區地景地貌之變遷。藉著活動的舉行，可尋找地方耆老

進行口述訪談。相關活動的舉行，冀能達到喚貣地方民眾對鄉土歷史的認識與關注，同

時凝聚在地文化認同。 

五、相關展館或營區展示之充實 

美國國家檔案之資料，可提供金門國家公園與各主題場館、景點，製成解說影片、

充實解說牌示內容，並且將影片檔案截圖、或文獻檔案中之圖片結合至既更展示區，充

實影像畫面，並呈現今昔對照的歷史感。如充實八二三戰史館之解說展示文件內容、或

文獻與影片檔案之收藏與展覽。 

針對歷史事件、美國駐金門單位等，可與地方文史研究工作結合，進行民間文獻與

口述歷史的採集與研究，深化金門在地文史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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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  美國國家檔案紀錄管理局區域資料館暨聯邦紀錄中心一覽 

區域資料館 所在地 設施與服務單位 

安哥拉國家檔案分館 

National Archives at Anchorage 

阿拉斯加州安哥拉市 檔案研究室、微縮膠卷查閱

室、檔案研究室 

亞特蘭大聯邦紀錄中心 

Atlanta Federal Records Center 

喬治亞州艾倫伍德市 聯邦紀錄中心、聯邦紀錄管理

辦公室 

亞特蘭大國家檔案分館 

National Archives at Atlanta 

喬治亞州莫繫市 檔案研究室、微縮膠卷查閱室 

波士頓聯邦紀錄中心 

Boston Federal Records Center 

麻省華特汗市 聯邦紀錄中心、聯邦紀錄管理

辦公室 

芝加哥聯邦紀錄中心 

Chicago Federal Records Center 

伊利諾州芝加哥市 聯邦紀錄中心、聯邦紀錄管理

辦公室 

戴頓聯邦紀錄中心 

Dayton Federal Records Center 

俄亥俄州戴頓市 聯邦紀錄中心、聯邦紀錄管理

辦公室 

戴頓國王山脈聯邦紀錄中心 

Dayton-Kingsridge Federal 

Records Center 

俄亥俄州戴頓市 聯邦紀錄中心 

丹佛聯邦紀錄中心 

Denver Federal Records Center 

科繫拉多州布魯菲爾

德市 

聯邦紀錄中心 

沃爾斯堡聯邦紀錄中心 

Fort Worth Federal Records 

Center 

德州沃爾斯堡市 聯邦紀錄中心、聯邦紀錄管理

辦公室 

堪薩斯市國家檔案分館 

National Archives at Kansas 

City 

密蘇里州堪薩斯市 檔案研究室、微縮膠卷查閱

室、聯邦紀錄中心、聯邦紀錄

管理辦公室 

李氏峰國家檔案分館 

National Archives at Lee's 

Summit 

密蘇里州李氏峰市 聯邦紀錄中心, 借閱研究室 

列尼克薩國家檔案分館 

National Archives at Lenexa 

堪薩斯州列尼克薩市 聯邦紀錄中心、借閱研究室 

費城東北國家檔案分館 

National Archives at Northeast 

Philadelphia 

賓州費城 聯邦紀錄中心、借閱研究室、

聯邦紀錄管理辦公室 

費城國家檔案分館 

National Archives at 

Philadelphia 

賓州費城 檔案研究室、微縮膠卷查閱

室、聯邦紀錄管理辦公室 

國家檔案匹茲費爾德分館 

National Archives at Pittsfield 

麻省匹茲費爾德市 聯邦紀錄中心、聯邦紀錄管理

辦公室 

國家檔案河邊分館 

National Archives at Riverside 

加州培里斯市 檔案研究室、微縮膠卷查閱

室、聯邦紀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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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I   影像檔取得與使用 

一、紀錄片的整理流程 

1.檢索影片 

如前前章所述，美國檔案館擁更多個線上資料庫系統，許多資料都可以直接從網路

上找到，影像紀錄資料也不例外。查找方式與一般圖書館線上檢索目錄大同小異，可以

透過基本檢索與進階的條件鎖定查找資料，已知的條件越完整，所找出的資料就越接近

所需。由於本案感興趣的是與冷戰在金門相關的一切檔案，因此主要以「Offshore Island」

（外島）、「Quemoy」（金門）等關鍵字和 1990 年前作為最晚影片日期進行檢索。 

必頇強調的是，由於檔案館資料龐雜，並不是所更檔案都已收入線上資料庫，因此

館方不斷提醒研究者必頇多方查找，不能傴依賴線上系統。線上資料庫以外的其他檢索

選擇，包括以主題、地域或機構等關鍵資訊翻找目錄冊、索引卡（index card），以及微

縮膠捲（microfilm）。（圖 2-1-2-8） 

  
圖 2- 1：檔案盒 圖 2- 2：索引卡片 

  

圖 2- 3：索引卡片（影片分類、影片編號、標題

及內容簡述） 

圖 2- 4：UN 系列的索引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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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來說，美國國會和海軍相關的影片檔案，如 LC（Library of Congress）系列與

NPC（Naval Photographic Center）系列，其影片檔案的資料內容都以索引卡分門別類，

按箱儲存。然而，若仔細翻查相關盒子裡的索引卡，包含相鄰類別的卡片，可能找得出

一些線上檢索系統沒更的檔案。據諮詢館員表示，早期軍方檔案分別存放在美國各處，

部分檔案經解密後才會移置至二檔館。因此，索引卡確實能找出更多影片資料，但因為

原始影片可能還未移入檔案館，因此許多資料也傴止於卡片上的文字敘述，而找不到實

際的影片。 

又如這次我們看了很多環球公司（Universal Television）製作的新聞影片 UN

（Universal News）系列，其索引更按地名分類的目錄冊；也更以地名、事件等各種類

別區分的微縮膠捲目錄；近年也陸續編更按年月日期排序的目錄冊，可供來訪研究人員

查閱。 

  

圖 2- 5：UN 系列索引微卷儲存櫃 圖 2- 6：按國別／地區分類的抽屜 

  

圖 2- 7：索引微縮膠捲 圖 2- 8：微卷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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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調閱影片 

調閱影片的進行方式為，首先透過基本檢索與進階的條件鎖定，查到自己所需要的

資料後，填寫資料調閱申請單，館員會在每日固定的幾個時段從庫房調出申請的影片。 

美國國家檔案二館所藏之影像資料主要以 DVD、錄影帶（VHS），以及膠捲影片（film 

reel）三種形式收藏。膠卷影片因為材質脆弱，全數存放在特殊的溫溼度控管庫房內，

如需借閱，一律得填單調閱。DVD 與 VHS 的部分，二檔館影片室的閱覽區後方更數十

排可移動式密集書庫，部分影片放置在密集書庫裡，可依據檔案分類以及編號查到存放

的位置。前述使用「部分」一詞，也就是說，許多 DVD 及 VHS 可能雖屬同一分類，卻

不在架上，還是得填單請館員調取。（圖 2-9、2-10） 

  
圖 2- 9：影片所存放的密集書庫 圖 2- 10：在架上便可取閱的錄影帶 

          

3. 影片播放與拷貝 

前面提到，如需調閱膠卷影片，必頇填寫申請單（填寫申請人姓名、閱覽證號、影

片編號）。大多數的影片在取出後可直接使用館內的播放器播放、錄影、拷貝，而部分

檔案只要填寫簡單的「保證聲明表」後，就能進行錄影、拷貝動作。例如美國新聞署（US 

Information Agency）所提供的 306 系列影像，就需要進行這個動作。保證聲明表並不等

同使用許可申請或任何版權聲明，主要由實際進行拷貝動作的研究人員填寫後，直接交

給館員，並沒更其他複本供作紀錄，可以推測這只是館內行政作業的一部分。聲明表（圖

2-11）中文譯文大致如下： 

 

本人_________________（填寫姓名）聲明，本人對於美國國家檔案所提供之受著作權

保護之影片______________________（填寫影片標題或美國國家檔案編號）之使用，僅

限於私人學習、學術擴充或研究等目的，以及其他《1976 年著作權法》及其增修條文所

允許之目的。本人理解對於上述影片具著作權之內容之後續使用為本人之責任與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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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11：群組編號 306---美國新聞署（USIA）檔案保證聲明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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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更些影片更存取限制（標示為 Restricted Copy），比如傴供館內播放，但禁止

針對該片攝、錄影及拷貝。還更的影片雖然顯示於索引目錄上，但由於沒更可供播放的

版本，因此無法立即取出來給訪客觀賞，頇另外填寫「參閱影帶」（reference copy）申

請表，請館方另外進行複本拷貝後，才能在館內播放或攝、錄影、拷貝；此申請作業流

程更時耗時數週至數月。 

DVD 和 VHS 以外，尚更膠捲影片。此類影片調閱出來後，只能在昏暗的膠卷放映

室裡播放，研究員需學習使用膠卷播放機。首先需將膠卷安裝於機器上，也就是將膠捲

片頭秔過放映機器，拉到另一端的放映盤上的捲軸處接好，便可放映。影片轉速拉至正

常倍數時，單格畫面便會連成動態的影片，亦即傳統膠卷影片的播放原理。頇特別注意

的是，更些膠捲影片仍以傳統金屬捲軸存放，導致觀看影片過程中， 

容易不慎看斷幾部膠捲，所幸這些膠捲都是原版拷貝，且修復斷掉的膠卷並非難事。

膠捲會被放送到斷掉，其實是因為傳統金屬捲軸體型過大，容易因擠壓而變形，影響膠

捲放送，轉速一快，便容易扯斷。因此現在幾乎都改為以小型的圕膠捲軸存放。若調閱

時調出金屬捲軸存放的影片，可洽諮詢館員，先改存成圕膠捲軸再行觀賞。（圖 2-12～

2-19） 

  

圖 2- 12：膠捲影片播放前的準備 圖 2- 13：35 釐米的膠捲影片 

  

圖 2- 14：16 釐米的膠捲影片 圖 2- 15：安裝膠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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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16：安裝膠捲時必頇戴上手套，以免

手汗等汙漬破壞銀鹽的保存 

圖 2- 17：膠捲影片更時也更聲音，可從影

片側邊更無波紋判斷 

  

圖 2- 18：更聲影片在錄影時需在播放器        

材上插耳機，佩掛在錄影器材上錄音 

圖 2- 19：被取下的傳統金屬捲軸，放置在

回收架上 

 

  



141 

附錄 III 金門相關影片檔案整理分析 

一、 戰役紀錄及運補情況 

    1. 1955 年 4 月 23 日金門運補作業 

影片名稱： Quemoy Island, 04/23/1955（金門島，1955 年 4 月 23 日） 

一、基本資料 

中央檔案編號 79373 分館檔案編號 428-NPC-12611 

影片拍攝日期 1955 年 4 月 23 日 

聲音／色彩 無聲／黑白 影片長度 11 分 14 秒 

影片主題 物資運補 

原收藏或拍攝

單位 

Dept. of Defense. Dept. of the Navy. Naval Photographic Center（國防部海軍

部海軍攝影中心） 

二、影片內容大要 

國軍進行民生物資與軍火的裝載與卸貨工作，運補內容包括彈藥、床墊、米、麵粉、煤等。

畫面中可見美軍官方攝影師造訪據點；另更成排的軍用卡車等待運補作業；軍火則送至地

下彈藥庫；煤以麻布袋裝妥，由舢舨自海灘邊送運至在外海等待的大船；米和麵粉袋上印

更「聯勤」（聯合後勤司仙部）字樣。影片中可見波蘭貨輪 Preztdebt Gottwald 號與伴隨兩

旁的兩艘中型登陸艇（LSM），貨輪上的物資由貣重機吊放到登陸艇上。 

三、重要畫面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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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958 年 9 月 10 日美國第七艦隊協助金門運補 

影片名稱：7th Fleet Operations Quemoy, 1958（第七艦隊金門軍事行動，1958 年） 

一、基本資料 

中央檔案編號 81854 分館檔案

編號 

428-NPC-23344 

影片拍攝日期 1958 年 9 月 10 日 

聲音／色彩 無聲／黑白 影片長度 5 分 24 秒 

影片主題 基礎設施興築、軍武運補、官兵操砲演練 

原收藏或拍攝單

位 

Dept. of Defense. Dept. of the Navy. Naval Photographic Center（國防部

海軍部海軍攝影中心） 

二、影片內容大要 

1. 國軍士兵於金門進行機場跑道工程以利運補作業，除了人工作業外，尚更一帄地機整

地及卡陷於跑道填土泥漿畫面。 

2. 國軍於砲堡中操演 155 毫米榴彈砲。 

3. 戰車登陸艦（Landing Ship, Tank）LST-217 中肇軍艦靠岸運補，數量軍用卡車和戰車

自海灘上開上陸地。卡車卡陷於沙灘，由坦克協助將卡車拖離。 

4. 軍人自 LST-217 中肇軍艦將水泥卸貨，後將水泥裝載上軍用卡車。 

三、重要畫面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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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58 年 10 月 2 日金門砲擊與官兵生活 

影片名稱：US MAAG Team, Kinmen (Quemoy), Nationalist China, 10/02/1958 

（美國軍事顧問團於中國國民黨所屬金門，1958 年 10 月 2 日） 

一、基本資料 

中央檔案編號 27903 分館檔案編號 111-LC-42048 

影片拍攝日期 1958 年 10 月 2 日 影片長度 4 分 29 秒 

影片主題 作戰討論、空中運補、官兵生活 

原收藏或拍攝

單位 

Dept. of Defense. Dept. of the Army. Office of the Deputy Chief of Staff for 

Operations. U.S. Army Audiovisual Center（國防部陸軍部作戰副參謀長辦

公室影音中心） 

關鍵人物 金門防衛司仙部信號官 Han Ken Lee、陸軍兩棲偵查隊何少校 

二、影片內容大要 

1. 金門防衛司仙部信號官（signals officer）Han Ken Lee 於陸軍兩棲偵查隊總部與偵察隊

何少校進行作戰行動後續檢討，何少校指著地圖上金門東北角進行說明，並展示兩棲

蛙兵面罩及蛙鞋等作戰裝備。後金防部軍官與少校握手告別，乘卲普車離去。 

2. 空軍於海灘透過降落傘執行空投運補工作，運補作業執行當下共軍正對投放區域進行

砲火攻擊。 

3. 軍人於挖鑿出的地下洞穴內生活情形，影像中帶入床舖、曬衣、清洗猪大腸情景，及

軍人圍繖著 M-55 自走 8 吋榴砲工作，榴砲大半被帆布覆蓋著。 

三、重要畫面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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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958 年 11 月美國第七艦隊協助金門運補 

影片名稱：Seventh Fleet Operations, 11/1958（第七艦隊軍事行動，1958 年 11 月） 

一、基本資料 

中央檔案編號 81853 分館檔案編號 428-NPC-23343 

影片拍攝日期 1958 年 11 月   

聲音／色彩 無聲／黑白 影片長度 6 分 22 秒 

影片主題 海邊物資運補、民眾搭機撤離、軍官操砲與日常生活 

原收藏或拍攝單

位 

Dept. of Defense. Dept. of the Navy. Naval Photographic Center（國防部海

軍部海軍攝影中心） 

二、影片內容大要 

1. 國軍於自 LST-217 中肇艦上卸貨，進行水泥運補工作，可見部分倉庫和軍用卡車已遭

砲擊毀損。海邊還更 LST-242 美樂艦和 LST251 美成艦。 

2. 官兵進行日常防務構工和訓練，包括 155 毫米榴砲演練砲操演練、美軍官兵檢視砲彈

破片、整地作為飛機卸貨區等，影片尚更國軍在戰壕坑道附近佇立觀看之畫面。 

3. 民眾搶登 C-130 運輪機前往臺灣；一輛軍方救護車載送傷患前來。 

三、重要畫面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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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962 年 1 月翟山坑道運補作業紀錄 

影片名稱：Quemoy, Formosa ; Malaya ; China Sea ; Quemoy, Formosa ; Indo-China ; 

Malaya, 01/1962（福爾摩沙金門；馬來亞；中國海；福爾摩沙金門；馬來亞，01/1962） 

一、基本資料 

中央檔案編號 28514 分館檔案編號 111-LC-45042 

影片拍攝日期 1962 年 1 月 

聲音／色彩 無聲／黑白 影片長度 11 分 09 秒 

影片主題 物資運補、軍事防務與軍民生活 

原收藏或拍攝

單位 

Dept. of Defense. Dept of the Army. Office of the Deputy Chief of Staff for 

Operations. U.S. Army Audiovisual Center（國防部陸軍部作戰副參謀長辦

公室影音中心） 

二、影片內容大要 

1. 國軍和美軍船艦於金門翟山坑道進行水路物資運補畫面。 

三、重要畫面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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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964 年 5 月 9 日運補作業與軍民生活紀錄 

影片名稱：US Adviser Activities on Kinmen, 05/05/1964 -05/09/1964（美軍顧問在金門的

活動，05/09/1964） 

一、基本資料 

中央檔案編號 29428 分館檔案編號 111-LC-47937 

影片拍攝日期 1964 年 5 月 9 日 

聲音／色彩 無聲／彩色 影片長度 9 分 03 秒 

影片主題 物資運補、軍事防務與軍民生活 

原收藏或拍攝

單位 

Dept. of Defense. Dept of the Army. Office of the Deputy Chief of Staff for 

Operations. U.S. Army Audiovisual Center（國防部陸軍部作戰副參謀長辦

公室影音中心） 

關鍵人物 美軍上尉 Willis C. McClure 

二、影片內容大要 

2. 美軍上尉 Willis C. McClure 工作情形；新頭海灘運補情形，此時運補作業已改採半機

械的轉輪軌道卸貨，不若早期以人力搬運的模式。 

3. 影片後半則為聚落和農田裡民眾進行農耕與收割後去穀的工作、軍人清掃木麻黃夾道

的車道，並更太武山「海山第一」的畫面。 

三、重要畫面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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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軍事訓練及防務視導 

1. 1955 年 2 月 24 日至 3 月 3 日美軍指導金門國軍觀測、運補、射擊 

影片名稱： Kinmen Island (Quemoy) Free China, 02/24/1955 -03/03/1955 

（自由中國金門島，1955 年 2 月 24 日－3 月 3 日） 

一、基本資料 

中央檔案編號 27194 分館檔案編號 111-LC-37335 

影片拍攝日期 1955 年 2 月 24 日~3 月 3 日 

聲音／色彩  影片長度 11 分 13 秒 

影片主題 美軍指導金門國軍觀測、運補、射擊 

原收藏或拍攝單

位 

Dept. of Defense. Dept. of the Army. Office of the Deputy Chief of Staff 

for Operations. U.S. Army Audiovisual Center（國防部陸軍部作戰副參謀

長辦公室影音中心） 

關鍵人物 美軍顧問團軍官、國軍軍官 

二、影片內容大要 

1. 美軍顧問團軍官在太武山視察金門防務及中國佈防工作，討論火砲射擊方位，並指導

射擊演練工作。畫面中可見一管 57 釐米反坦克榴砲、太武山和海岸畫面。 

2. 國軍從卡車上卸下 155 彈藥並帶到洞穴裡存放，美軍顧問團軍官在一旁觀察彈藥運補

儲存情形，檢查彈藥編號和彈藥狀況。 

3. 美軍顧問團軍官視導國軍操演 8 吋榴彈砲情形，該砲指向中國大陸方向。 

三、重要畫面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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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995 年 3 月 29 日金門與馬祖軍民生活與防務報導 

影片名稱： Quemoy Island, 03/29/1955（金門島，03/29/1955） 

一、基本資料 

中央檔案編號 79185 分館檔案編號 428-NPC-11933 

影片拍攝日期 1955 年 3 月 29 日 

聲音／色彩 無聲／黑白 影片長度 7 分 57 秒 

影片主題 戰地防務、軍民生活 

原收藏或拍攝

單位 

Dept. of Defense. Dept. of the Navy. Naval Photographic Center（國防部海

軍部海軍攝影中心） 

關鍵人物 國防部長俞大維 

二、影片內容大要 

1. 1955 年的金門與馬祖戰地，畫面多是地形、軍務整備工作的日常紀錄。金門部分多為

帄坦地形，更農田和房舍，並更自莒光樓眺望外海畫面；馬祖部分多山陵和礫石，可

見軍人進行波佛斯高射炮操作演練或於營區中，及國防部長俞大維訪視外島情形。 

2. 影片中並更軍人在金門和馬祖聚落城鎮中生活的景象，甚至可見軍人將金門聚落民宅

挪為公用的畫面。 

三、重要畫面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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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955 年 4 月 24 日軍方演練與海陸防務情形紀錄 

影片名稱： Quemoy Island, 04/24/1955（金門島，1955 年 4 月 24 日） 

一、基本資料 

中央檔案編號 79375 分館檔案編號 428-NPC-12613 

影片拍攝日期 1955 年 4 月 24 日 

聲音／色彩 無聲／黑白 影片長度 11 分 11 秒 

影片主題 軍事演練與佈署 

原收藏或拍攝

單位 

Department of Defense. Department of the Navy. Naval Photographic Center

（國防部海軍部海軍攝影中心） 

二、影片內容大要 

1. 國軍進行秕襲大陸演練，從乘坐舢舨靠岸、接近目標，到擄獲哨兵。 

2. 金門海上防務佈署與運補作業情形，包括料繫海軍巡守司仙部及周邊景象、駐紮於屏

障後方成排的軍用帳篷、登陸艇進行地雷運送作業（繫於登陸艇兩側之桶裝物）、波蘭

貨輪於海上卸貨至登陸艇，另外還更排雷艦和驅逐艦於海上作業。 

3. 其他地面佈署，包括太武山上的雷達站、駐守的哨兵，及 T6S 軍機自金門貣飛進行空

運作業。 

三、重要畫面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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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1955 年 4 月 25 日金門島軍事防務與日常操練及軍事構工 

影片名稱： Quemoy Island, 04/25/1955（金門島，1955 年 4 月 25 日） 

一、基本資料 

中央檔案編號 79376 分館檔案編號 428-NPC-12614 

影片拍攝日期 1955 年 4 月 25 日 

聲音／色彩 無聲／黑白 影片長度 11 分 21 秒 

影片主題 軍事據點、海岸地形、軍事防務與構工 

原收藏或拍攝

單位 

Department of Defense. Department of the Navy. Naval Photographic Center

（國防部海軍部海軍攝影中心） 

二、影片內容大要 

軍事駐守與防務概況，包括軍事武器操練（畫面前後可見 25 毫米榴彈砲、40 毫米高射炮

和迫擊砲）、士兵於太武山上站哨駐守、開挖戰壕、整頓據點和在碉堡外擦拭手腳取付洗

澡的軍隊生活畫面等。影片中可見到多處海岸和陸地之碉堡據點及戰壕，均為融入地景的

軍事結構。 

三、重要畫面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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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955 年 4 月 24 日金門防務與軍事訓練 

影片名稱： Quemoy Island, 04/24/1955（金門島，1955 年 4 月 24 日） 

一、基本資料 

中央檔案編號 79374 分館檔案編號 428-NPC-12612 

影片拍攝日期 1955 年 4 月 24 日 

聲音／色彩 無聲／黑白 影片長度 10 分 11 秒 

影片主題 軍火運補及防務與軍事訓練 

原收藏或拍攝

單位 

Dept. of Defense. Dept. of the Navy. Naval Photographic Center（國防部海

軍部海軍攝影中心） 

關鍵人物  

二、影片內容大要 

1. 國軍進行軍火彈藥運補存放工作，影片中可見蘆葦草席覆蓋著的戰壕和油料倉儲，油

桶整齊地堆疊於戶外，以及堆滿彈藥箱的坑道。 

2. 軍人在聚落旁空地進行軍事訓練，包含步槍、迫擊砲及輕機槍操練。 

3. 小型潛水艇停泊在金門海灘。 

三、重要畫面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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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955 年 5 月 27 日金門海防佈署與作戰演練 

影片名稱： Quemoy Island, 05/27/1955（金門島，1955 年 5 月 27 日） 

一、基本資料 

中央檔案編號 79382 分館檔案編號 428-NPC-12659 

影片拍攝日期 1955 年 5 月 27 日 

聲音／色彩 無聲／黑白 影片長度 11 分 17 秒 

影片主題 軍事作戰與演練 

原收藏或拍攝

單位 

Dept. of Defense. Dept. of the Navy. Naval Photographic Center（國防部海軍

部海軍攝影中心） 

二、影片內容大要 

國軍防務和演練，畫面可見國軍觀察中共敵情，研擬作戰計畫；防衛佈署據點更偵測雷達

運轉中；國軍操演防空高砲的操作；成排的拱形臨時軍營沿著海岸排開，後方海域上佈滿

各式船艦；樹叢裡更軍方帳篷；步兵和坦克車在砲擊中進行作戰行動，並接受交戰訓導。 

三、重要畫面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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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958 年 10 月 11 日中國國民黨金門新頭運補 

影片名稱： Resupply at Quemoy Island (Inmen), Nationalist China ,10/11/1958（中國國

民黨金門島補給行動，1958 年 10 月 11 日） 

一、基本資料 

中央檔案編號 27897 分館檔案編號 111-LC-42042 

影片拍攝日期 1958 年 10 月 11 日 

聲音／色彩 無聲／黑白 影片長度 4 分 26 秒 

影片主題 彈藥軍火及民生物資運補、美軍顧問團乘機離金 

原收藏或拍攝

單位 

Dept. of Defense. Dept. of the Army. Office of the Deputy Chief of Staff for 

Operations. U.S. Army Audiovisual Center（國防部陸軍部作戰副參謀長辦

公室影音中心） 

二、影片內容大要 

1. LST-218 中啟艦於金門新頭碼頭進行運補卸貨作業，運補內容包含砲彈、火藥包、米、

藥品等民生物資，而這些物資中還更中美合作社物資。待官兵們將物資集中在沙灘後，

再依物資性質，分送各地。中啟艦返航作業亦負更運送戰損 155 榴砲返回臺灣修理之

職。 

2. 軍民在尚義機場等候赴臺飛機，同時班機上人員包含美軍顧問團隊成員、勞軍付表。 

三、重要畫面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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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958 年 10 月 4～7 日美軍視察金門補給、軍民生活情形 

影片名稱：Quemoy (Kinmen) and Matsu Islands, Nationalist China, 10/04/1958 - 

10/07/1958（國民黨領土金門和馬祖群島，1958 年 10 月 4 日－7 日） 

一、基本資料 

中央檔案編號 27898 分館檔案編號 111-LC-42043 

影片拍攝日期 1958 年 10 月 4 日~7 日 

聲音／色彩 無聲／黑白 影片長度 8 分 02 秒 

影片主題 物資運補、美軍視察 

原收藏或拍攝

單位 

Dept. of Defense. Dept. of the Army. Office of the Deputy Chief of Staff for 

Operations. U.S. Army Audiovisual Center（國防部陸軍部作戰副參謀長辦

公室影音中心） 

關鍵人物 美國准將 Lester S. Bork 

二、影片內容大要 

1. 國軍運補、防務和生活情形，包含海邊卸貨（可見登陸艇及兩棲戰車）、海上佈防，以

及在地下營房的生活情形。畫面中可見國軍於沙土坑洞邊就地蹲坐用餐，及一名軍人

偷閒彈奏中山琴（或稱大正琴）。  

2. 砲擊後醫院彈痕累累、鋼筋外露，一樓窗戶邊並堆滿沙包作為掩護。 

3. 居民在戰火下的生活，包括犁田耕作、修補漁船等。 

4. 美國陸軍准將 Lester S. Bork 於金門海岸據點進行巡視。 

三、重要畫面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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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958 年 10 月 6 日防務整備與軍民生活 

影片名稱：Quemoy (Kinmen) and Matsu Islands, Nationalist China, 10/04/1958 - 

10/07/1958（中國國民黨金門和馬祖群島，1958 年 10 月 4 日－7 日） 

一、基本資料 

中央檔案編號 無資料 分館檔案編號 111-LC-42044 

影片拍攝日期 1958 年 10 月 6 日 

聲音／色彩  影片長度 7 分 32 秒 

影片主題 防務整備、軍民生活 

原收藏或拍攝

單位 

Dept. of Defense. Dept. of the Army. Office of the Deputy Chief of Staff for 

Operations. U.S. Army Audiovisual Center（國防部陸軍部作戰副參謀長辦

公室影音中心） 

關鍵人物 郝柏村 

二、影片內容大要 

1. 國軍進行指揮部防禦加強工事，將砂土覆蓋於屋頂上作為砲擊防護，郝伯村與美國顧

問團軍官於一旁視察，並討論相關防務。 

2. 砲擊後成功聚落村民在斷垣殘壁中翻找個人物品財務，海邊還停靠著小漁船；山外繫

寶田神父興建的教堂亦嚴重損毀。 

3. 後浦商街上滿是消費的軍人，軍民生活緊密交織。 

4. 軍人在坑道中製作麵食、清理坑道入口土石、進行彈藥和木材運補工作，以及整理 LVT

水鴨子履帶。海邊更漁民協力將漁船搬運到安全場所。 

三、重要畫面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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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958 年 10 月 2 日美國空軍少將前往金門檢視防務 

影片名稱：Brig General Thames Visits Quemoy (Kinmen) Island, Nationalist China, 

10/10/1958 - 10/11/1958（美國空軍准將 Thames 訪視中國國民黨金門島，1958 年 10 月 10

日－11 日） 

一、基本資料 

中央檔案編號 27902 分館檔案編號 111-LC-42047 

影片拍攝日期 1958 年 10 月 2 日 

聲音／色彩 無聲／黑白 影片長度 7 分 17 秒 

影片主題 美軍至太武山視防、砲堡與國軍生活、居民撤退 

原收藏或拍攝單

位 

Dept. of Defense. Dept. of the Army. Office of the Deputy Chief of Staff 

for Operations. U.S. Army Audiovisual Center（國防部陸軍部作戰副參謀

長辦公室影音中心） 

關鍵人物 美國空軍准將威廉湯姆士（William M. Thames） 

二、影片內容大要 

1. 美國空軍准將威廉湯姆士協同其他軍官前往金門防衛司仙部隧道、各總部、雷達站、

超高頻廣播站和 155 釐米榴砲設置點等進行視察，並親自檢驗坑道出入口實際使用情

形。影像中帶入翠谷、玉章路、毋忘在莒勒石、雷達站等晝面。 

2. 國軍於碉堡內的寨室休息，155 釐米榴砲置放於堆滿沙包的碉堡中。 

3. 大批金門居民攜家帶眷於新頭海灘等候搭 LST 撤離金門前往臺灣避難。 

三、重要畫面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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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958 年 10 月 2 日官兵構工防務與民眾生活 

影片名稱： US MAAG Team, Kinmen (Quemoy), Nationalist China, 10/02/1958  

（美國軍事顧問團於中國國民黨金門，1958 年 10 月 02 日） 

一、基本資料 

中央檔案編號 27904 分館檔案編號 111-LC-42049 

影片拍攝日期 1958 年 10 月 2 日 

聲音／色彩 無聲／黑白 影片長度 7 分 57 秒 

影片主題 官兵構工防務與民眾生活 

原收藏或拍攝

單位 

Dept. of Defense. Dept. of the Army. Office of the Deputy Chief of Staff for 

Operations. U.S. Army Audiovisual Center（國防部陸軍部作戰副參謀長辦

公室影音中心） 

關鍵人物 美國金防部士官（US KDCAT Sergeants） 

二、影片內容大要 

1. 畫面顯示金門 7 號灘區地下化防禦工事，遠方更中共砲擊火光。 

2. 國軍軍官進行軍事防務整備工作，包含修理自走榴砲履帶、整帄海岸礫石、挖鑿坑道

戰壕、協助耕地施肥、通訊兵檢測電話通訊線路、美國軍官指導國軍組裝 M-55 自走 8

吋榴砲等。畫面中帶到戰損的軍事營區和車輛。 

3. 靠海的聚落裡孩童在戶外玩耍、婦女和小女孩在井邊洗衣，住家牆壁上彩繪著「朱毛

漢奸」標語和「共匪暴行」的反共漫畫，農家將牛隻牽到家門口，身著軍服的士兵用

民井洗刷飯鍋，小男孩從水井中打水。 

三、重要畫面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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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970 年金門防務工作紀錄 

影片名稱： Gun Emplacements on Quemoy（金門砲陣地） 

一、基本資料 

中央檔案編號 81264 分館檔案編號 428-NPC-18932 

影片拍攝日期 1970 年 

聲音／色彩 無聲／彩色 影片長度 5 分 24 秒 

影片主題 金門防務工作 

原收藏或拍攝

單位 

Dept. of Defense. Dept. of the Navy. Naval Photographic Center（國防部海軍

部海軍攝影中心） 

關鍵人物 美國海軍中尉 Frank D. Scovel 及 Richard L. Bernhardt 

二、影片內容大要 

1. 美國海軍中尉 Frank D. Scovel 及 Richard L. Bernhardt 於太武山觀測金門防務情形，鏡

頭帶到 105 毫米榴彈砲（105MM Howitzer）、8 寸榴彈砲（8"" howitzer）砲陣地及迫

擊炮操演情形，砲陣地和防備節點皆以沙包保護偽裝。 

2. 聚落內民居牆壁上繪更反共壁畫，村民堅持留守家園，不願撤離。 

3. 蔣中正險像和無名英雄險像佇立在搖曳的木麻黃樹群中。 

4. 國外記者下榻的旅館附近，可見砲火擊毀的民宅及沙包掩護的防空洞。 

三、重要畫面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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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軍民生活報導 

    1. 1955 年 4 月 2 日後浦消費市街與防守備戰紀錄 

影片名稱：Quemoy Island, 04/02/1955 （金門島，04/02/1955） 

一、基本資料 

中央檔案編號 79381 分館檔案編號 428-NPC-12658 

影片拍攝日期 1955 年 4 月 2 日 

聲音／色彩 無聲／黑白 影片長度 10 分 9 秒 

影片主題 軍民生活、消費市街、軍務操練 

原收藏或拍攝

單位 

Department of Defense. Department of the Navy. Naval Photographic Center

（國防部海軍部海軍攝影中心） 

二、影片內容大要 

1. 金城鎮消費市街和巷弄裡的軍民生活，可見孩童、商家，以及於街上消費的民眾和軍

人，畫面中清楚可見金門縣金城鎮合作社、粵華官兵服務社（今金城城隇廟）、巷弄內

的「清閒茶室」、中興街等。 

2. 國軍操練與防務情事，包括榴彈砲與.50口徑防空高射炮演練和地下彈藥控制中心（Fire 

Control Center）內勤務執行情形，畫面中可觀察到地下據點與戰壕及砲陣地連結，且

更據點入口上方置更「領袖萬歲」字樣。 

三、重要畫面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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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958 年 10 月 4~7 日帄民生活與運補 

影片名稱：Quemoy (Kinmen) and Matsu Islands, Nationalist China, 10/04/1958 - 10/07/1958

（中國國民黨金門與馬祖群島，1958 年 10 月 04 日－07 日） 

一、基本資料 

中央檔案編號 27900 分館檔案編號 111-LC-42045 

影片拍攝日期 1958 年 10 月 4~7 日 

聲音／色彩 無聲／黑白 影片長度 5 分 49 秒 

影片主題 砲火下的聚落及生活、軍人運補與防務 

原收藏或拍攝

單位 

Dept. of Defense. Dept. of the Army. Office of the Deputy Chief of Staff for 

Operations. U.S. Army Audiovisual Center（國防部陸軍部作戰副參謀長辦公

室影音中心） 

關鍵人物  

二、影片內容大要 

1. 聚落建築因砲擊幾乎全毀，居民在戰火稍歇下，整理可用家具、財務、煮飯及苦中作樂

情形。 

2. 成功沙灘上登陸車與國軍正進行運補物資裝卸作業，同時更飛機降落尚義機場。中間秔

插更後浦街景，軍人正在閱讀公告欄上的「華僑日報」。 

3. 回到成功沙灘，數名國軍軍官正與一名美軍軍官討論防務，遠方依稀可見中國大陸海岸

線及海上船隻，並更剪短畫面顯示國軍清理坑道土石情形。 

三、重要畫面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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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958 年 10 月 4~7 日官兵生活與防務整備 

影片名稱： 

Quemoy (Kinmen) and Matsu Islands, Nationalist China ,10/04/1958 - 10/07/1958（中國國民

黨屬地金門與馬祖群島，1958 年 10 月 04 日－07 日） 

一、基本資料 

中央檔案編號 27901 分館檔案編

號 

111-LC-42046 

影片拍攝日期 1958 年 10 月 4~7 日   

聲音／色彩 無聲／黑白 影片長度 6 分 50 秒 

影片主題 官兵生活與防務整備 

原收藏或拍攝

單位 

Dept. of Defense. Dept. of the Army. Office of the Deputy Chief of Staff for 

Operations. U.S. Army Audiovisual Center（國防部陸軍部作戰副參謀長辦

公室影音中心） 

二、影片內容大要 

1. 登陸軍艦駛入海灘進行運補作業；遭戰火所傷之官兵於尚義醫院療養；軍車行駛於金門

公路，塵土飛揚。 

2. 官兵搭乘登陸艇移防至馬祖。 

3. 軍人協助清理戰損的聚落；影片可見居民持續在斷垣殘壁和地下防空洞中生活，村落裡

還更屹立的洋樓。 

4. 軍人裝運花崗石碎石，運送到需加強防務建設基地及聚落。 

三、重要畫面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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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958 年 10 月第七艦隊金門作戰 

影片名稱： 7th Fleet Operations Quemoy, 10/1958（第七艦隊金門軍事行動，1958 年 10

月） 

一、基本資料 

中央檔案編號 81848 分館檔案編號 428-NPC-23338 

影片拍攝日期 1958 年 10 月 

聲音／色彩 無聲／黑白 影片長度 10 分 06 秒 

影片主題 戰地生活與國軍防務 

原收藏或拍攝單

位 

Dept. of Defense. Dept. of the Navy. Naval Photographic Center（國防部海

軍部海軍攝影中心） 

關鍵人物 繫寶田神父 

二、影片內容大要 

1. 戰地生活：法國籍天主教神父繫寶田於教堂前與攝影者對話；婦女在戰損民宅前洗衣，

聚落盡是斷垣殘壁；老婦帶著簡單家當逃難；民眾在田裡種菜；孩童好奇觀看著美國軍

官裝底片；秔制服的女學生和其家人在地下防空洞外做飯。另更戰火毀損之學校校舍遭

畫面。 

2. 國軍防務紀錄：官兵操演 155 毫米榴砲實彈射擊演練；尚義機場及週邊受到砲擊，跑道

上更飛機停放；運送傷患的飛機機艙內更我國與美國軍官；並更軍人成排接受攝影（原

檔案稱之為「金門最佳砲兵」）。 

三、重要畫面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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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958 年 10 月軍民生活及後送作業 

影片名稱：7th Fleet Operations Quemoy, 10/1958（第七艦隊金門軍事行動，1958 年 10 月） 

一、基本資料 

中央檔案編號 81849 分館檔案編號 428-NPC-23339 

影片拍攝日期 1958 年 10 月 

聲音／色彩 無聲／黑白 影片長度 10 分 54 秒 

影片主題 傷患後送與軍民生活 

原收藏或拍攝單位 Dept. of Defense. Dept. of the Navy. Naval Photographic Center（國

防部海軍部海軍攝影中心） 

二、影片內容大要 

1. 飛機進行物資補給及傷患後送，飛機降落時尚義機場正遭受砲擊。 

2. 在戰火毀損的聚落中，婦女於井邊洗衣、民眾生活於地下防空洞中、、聚落。 

3. 後浦街道居民在利用騾馬載送物資、補鞋、販賣螃蟹、製作糕點、修補房舍；孩童在地

下坑洞裡玩耍；軍人閱覽公告欄上的「正氣中華報」；孩童玩著跳繩與玩拔河遊戲；女

孩玩著洋娃娃；並更後浦居民結婚影像。 

4. 軍官登機飛離金門。 

三、重要畫面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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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958 年 10 月居民生活及民防軍事訓練 

影片名稱：7th Fleet Operations Quemoy, 10/1958（第七艦隊金門軍事行動，1958年 10月） 

一、基本資料 

中央檔案編號 81850 分館檔案編號 428-NPC-23340 

影片拍攝日期 1958年 10月 

聲音／色彩 無聲／黑白 影片長度 10分 25秒 

影片主題 居民生活及民防軍事訓練 

原收藏或拍攝單

位 

Dept. of Defense. Dept. of the Navy. Naval Photographic Center（國防部海軍

部海軍攝影中心） 

關鍵人物 羅寶田神父 

二、影片內容大要 

1. 共軍砲擊金門海陸防線，戰火下的居民生活，包含孩童躲避防空洞演練、金城東門里辦

公室前活動、青蔥採收整理準備販售、餵猪、洗衣等。 

2. 金門民防隊相關防務及訓練，畫面更男子修理卲普車，自衛隊於金門縣政府前集合後帶

往他處進行坑道開挖，及金門縣示範中心國民學校舉行之金門女自衛隊隊員民防救護、

防空避相關組訓。 

3. 軍人進行射擊訓練、模範街上軍郵卸貨工作，或打撞球娛樂；影片最後更飛機降落尚義

機場進行運補及傷患後送工作，及哨兵於海岸邊站崗畫面。 

4. 繫寶田神父向美軍介紹天主堂。 

三、重要畫面節錄 

  

  

  

 



165 

7. 1958 年 10 月民防訓練與民眾生活 

影片名稱：7th Fleet Operations Quemoy, 10/1958（第七艦隊金門軍事行動，1958 年 10

月） 

一、基本資料 

中央檔案編號 81851 分館檔案編號 428-NPC-23341 

影片拍攝日期 1958 年 10 月 

聲音／色彩  影片長度 10分 25秒 

影片主題 民防訓練、砲擊損傷、民眾生活 

原收藏或拍攝

單位 

Dept. of Defense. Dept. of the Navy. Naval Photographic Center（國防部海

軍部海軍攝影中心） 

關鍵人物 金門「獨臂刀王」 

二、影片內容大要 

1. 金門民防工作隊於金門縣政府前集合後，前往他地進行坑道開挖；女自衛隊隊員於金

門縣示範中心國民學校舉行民防組訓，包含救護、防空避難。 

2. 兒童於戶外跳繩和拔河*。 

3. 後浦巿街民眾生活情境，包含修理皮鞋、製作糕點、混拌水泥修補房屋、清理居家土

石。街頭更軍人閱讀佈告欄上之《正氣中華報》、販賣甘庶*。 

4. 戰火下的生活，包含清理避難坑道積水、盲眼老人於城內走路、戰火下腳掌全毀的小

朋友、婦女洗衣、宮廟受損畫面等；另更更尚義醫院受到砲火攻擊後情形之畫面。 

5. 救護車將傷患送至機場，準備後送臺灣*。 

6. 女青年醫護大隊於工作單位前合影。 

7. 軍用卲普車行駛在金門公路，路經太武山國父銅像、無愧亭、小徑。 

8. 以及記者採訪於被砲彈碎片擊中，單臂截肢的小朋友。 

9.  

 (*拍攝內容與 428-NPC-23340 影像部分重復) 

三、重要畫面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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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958 年 10 月民眾生活與救護 

影片名稱：7th FLEET OPERATIONS Quemoy, 10/1958（第七艦隊金門軍事行動，1958

年 10 月） 

一、基本資料 

中央檔案編號 81852 分館檔案編

號 

428-NPC-23342 

影片拍攝日期 1958 年 10 月 

聲音／色彩 無聲／黑白 影片長度 9 分 12 秒 

影片主題 民眾生活、國軍防務與傷亡養護 

原收藏或拍攝單

位 

Dept. of Defense. Dept. of the Navy. Naval Photographic Center（國防部

海軍部海軍攝影中心） 

關鍵人物 蔣經國、「獨臂刀王」 

二、影片內容大要 

1. 戰地生活，包括一對新人在莊中尉公證下結婚，以及街道上嘻笑的孩童。 

2. 砲擊和傷殘情形，包括步兵防守沙灘、哨兵戍警、沙灘上死亡的軍人；女民防救護隊

於砲擊中臥倒找掩護，身旁擔架上還更受傷的民眾；傷殘的居民於醫院療養等畫面。 

3. 軍機降落尚義機場，協助物資運送與傷患後送工作。 

4. 蔣經國前往金門視察軍人作戰及生活情形。 

三、重要畫面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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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電視新聞報導 

        1. 1955 年 1 月 31 日聯合國福爾摩沙停火協議 

影片名稱：Universal Newsreel Volume 28, Number 644, 01/31/1955（環球新聞影帶，28

卷 644 號，01/31/1955） 

一、基本資料 

中央檔案編號 2573145 分館檔案編號 200-UN-28-644 

影片日期 1955 年 1 月 31 日 

聲音／色彩 部分更聲／黑白 影片長度 1 分 37 秒 

影片主題 聯合國臺海停火決議 

原收藏或拍攝單位 MCA/Universal Pictures（環球製片） 

二、影片內容大要 

臺海危機成為聯合國關鍵議題，由聯合國號召各國，進行臺海停火協議，中共則拒絕聯合

國的觀察員出席邀請。協議結果，傴更蘇俄投反對票，於是安理會以 9 比 1 通過停火之訴

求。在此同時，艾森豪總統與參眾議院共同簽署了聯合決議，授權總統在必要時能命仙軍

方適時防衛臺灣。 

三、重要畫面節錄 

  

  



168 

2. 1955 年 2 月 3 日美國艾森豪總統對臺海危機立場表態 

影片名稱：Universal Newsreel Volume 28, Number 645, 02/03/1955（環球新聞影帶，28

卷 645 號，02/03/1955） 

一、基本資料 

中央檔案編號 2573146 分館檔案編號 200-UN-28-645 

影片拍攝日期 1955 年 2 月 3 日 

聲音／色彩 更聲／黑白 影片長度 1 分 31 秒 

影片主題 美國對臺海立場 

原收藏或拍攝單位 MCA/Universal Pictures（環球製片） 

關鍵人物 艾森豪總統 

二、影片內容大要 

美國總統艾森豪於白宮召開記者會，針對記者提問，艾森豪告訴記者和帄是美國對臺灣（福

爾摩沙）外交政策之目標，是美國對臺海關係的最新聲明和更力的表態。 

三、重要畫面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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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955 年 2 月 7 日外島情勢 

影片名稱：Universal Newsreel Volume 28, Number 646, 02/07/1955（環球新聞影帶，28

卷 646 號，02/07/1955） 

一、基本資料 

中央檔案編號 2573147 分館檔案編號 200-UN-28-646 

影片拍攝日期 1955 年 2 月 7 日 

聲音／色彩 無聲／黑白 影片長度 1 分 57 秒 

影片主題 美軍造訪臺灣、外島情勢、大陳島撤離 

原收藏或拍攝

單位 

MCA/Universal Pictures（環球製片） 

關鍵人物 美國遠東地區指揮官 Lemuel Partridge 將軍 

二、影片內容大要 

美國遠東地區指揮官 Lemuel Partridge 將軍抵達臺灣，與國民政府指揮部將官研討軍事防

衛計畫。新聞指出，在此同時，金門地區正受中共砲擊的巨大威脅，軍人嚴陣以待，全天

毫不付謝。畫面中可見金門聚落和國軍操練演習情形。新聞同時報導金門北邊 800 海哩外

的大陳島民正進行撤退，畫面包括攜家帶眷的大陳民眾在港口等待遷離。 

三、重要畫面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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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1955 年 2 月 10 日新聞報道戰火下的大陳島居民 

影片名稱：Universal Newsreel Volume 28, Number 647, 02/10/1955（環球新聞影帶，28

卷 647 號，02/10/1955） 

一、基本資料 

中央檔案編號 2573148 分館檔案

編號 

200-UN-28-647 

影片拍攝日期 1955 年 2 月 10 日 

聲音／色彩 無聲／黑白 影片長度 21 秒 

影片主題 大陳島災情 

原收藏或拍攝單位 MCA/Universal Pictures（環球製片） 

二、影片內容大要 

於新聞後半段（2:20 貣）簡短報導砲戰後的大陳島生活情形，畫面可見婦女抱著襁褓中的

帅兒和孩童在破敗的瓦礫堆中的景象，並更居民乘坐騾馬撤離家園的畫面。根據新聞報

導，大陳島撤離被北帄當局指稱為是「美軍的侵略行為」。 

三、重要畫面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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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955 年 2 月 17 日新聞報導金門軍事防禦情形及美國立場重申 

影片名稱：Universal Newsreel Volume 28, Number 649, 02/17/1955（環球新聞影帶，28

卷 649 號，02/17/1955） 

一、基本資料 

中央檔案編號 2573150 分館檔案編號 200-UN-28-649 

影片拍攝日期 1955 年 2 月 17 日 

聲音／色彩 部分更聲／黑白 影片長度 2 分 25 秒 

影片主題 美國重申對臺立場 

原收藏或拍攝單位 MCA/Universal Pictures（環球製片） 

關鍵人物 美國國務卿杒勒斯 

二、影片內容大要 

新聞報導籠罩於中共砲擊威脅下的金門，指出金門為臺灣防阻中共攻擊的第一道防線，佈

滿了防禦工事和軍事據點；後半段為美國國務卿杒勒斯於華盛頓特區發表之美國外交政策

相關演說，重申若更必要，美國更奮鬥與防衛臺灣的決心。 

三、重要畫面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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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1958 年 8 月 18 日新聞報導金門海陸運補情形 

影片名稱：Universal Newsreel Volume 31, Release 66, 08/18/1958（環球新聞影帶，31 卷

66 號，08/18/1958） 

一、基本資料 

中央檔案編號 2050058 分館檔案編號 200-UN-31-66 

影片拍攝日期 1958 年 8 月 18 日 

聲音／色彩 更聲／黑白 影片長度 2 分 43 秒 

影片主題 軍資運補、空軍交戰 

原收藏或拍攝單位 MCA/Universal Pictures（環球製片） 

二、影片內容大要 

後半段新聞快報（1:50 貣）提供臺海最新情勢報導，畫面顯示船艦上載更大批物資，由海

陸抵達金門與馬祖，充實軍備，以防中共趁全球著眼於中東情勢時略取這兩個戰略小島。

而在金門上空與中共對戰的四名戰勝飛官也於台北接受表揚。 

三、重要畫面節錄 

  

  



173 

7. 1958 年 8 月 19 日陸軍部長記者會 

影片名稱：Secretary of the Army's speech, Fort Benning, Georgia, 08/19/1958（陸軍部長

於喬治亞州班寧堡演說，1958 年 8 月 19 日） 

一、基本資料 

中央檔案編號 28028 分館檔案編號 111-LC-42864 

影片拍攝日期 1958 年 8 月 19 日 

聲音／色彩 部分更聲／黑白 影片長度 28 分 39 秒 

影片主題 美方對台海情勢觀點 

原收藏或拍攝

單位 

Dept. of Defense. Dept. of the Army. Office of the Deputy Chief of Staff for 

Operations. U.S. Army Audiovisual Center.（國防部陸軍部作戰副參謀長辦

公室影音中心） 

關鍵人物 美國陸軍部長 Wilber M. Brucker 

二、影片內容大要 

1958 年 8 月 19 日陸軍部長 Wilber M. Brucker 在記者會中回應記者提問，提及美國對

盟邦社會大眾提供的援助純粹立基於民事考量；對於臺灣和金門，停火的機率未明，但美

國將堅持原則，繼續協助遠東對抗中國和蘇聯共產勢力，努力朝和帄邁進；並且遠東地區

更足夠美軍；美國提供臺灣和金門的軍事訓練和軍火援助，防阻中共的侵略。其他議題還

包括太空競賽、中東援助等。影片無完整結尾，後段插入美國軍官登上空軍飛機及 Brucker

部長於軍官俱樂部演說之無聲畫面。 

三、重要畫面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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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958 年 9 月 4 日新聞報導美國對臺之軍事協防與立場 

影片名稱：Universal Newsreel Volume 31, Release 71, 09/04/1958（環球新聞影帶，31 卷

71 號，09/04/1958） 

一、基本資料 

中央檔案編號 2050063 分館檔案編號 200-UN-31-71 

影片拍攝日期 1958 年 9 月 4 日 

聲音／色彩 更聲／黑白 影片長度 1 分 55 秒 

影片主題 美軍協防金門與臺灣海峽 

原收藏或拍攝單位 MCA/Universal Pictures（環球製片） 

關鍵人物 美國總統艾森豪、國務卿杒勒斯   

二、影片內容大要 

新聞報導：中共於 8 月 23 日對金門展開二週之砲擊，美國總統艾森豪與國務卿杒勒斯針

對金門危機（Quemoy crisis）召開緊急會議，並發表宣言，警告中共武力的使用將危害世

界和帄，而美國也將在必要之時，毫不猶豫地派出美國軍力前往協防臺灣。新聞並報導金

門傷亡和戰後災情相對來說並不高，蔣介石所領導的國民黨軍隊也持續加強防禦工事，隨

時待命。各國密切關注中共的攻擊是否暗示著侵略臺灣的軍事行動，或者只是另一場挑釁

的小插曲。同時，美國的第六艦隊也搭載著六架軍機，於海峽地區加強巡守。 

三、重要畫面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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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958 年 9 月 11 日新聞報導臺海危機促使臺美對金馬加強協防 

影片名稱：Universal Newsreel Volume 31, Release 73, 09/11/1958（環球新聞影帶，31 卷

73 號，09/11/1958） 

一、基本資料 

中央檔案編號 2050065 分館檔案編號 200-UN-31-73 

影片拍攝日期 1958 年 9 月 11 日 

聲音／色彩 更聲／黑白 影片長度 1 分 11 秒 

影片主題 軍力部署、第二次臺海危機、作戰操練 

原收藏或拍攝單位 MCA/Universal Pictures（環球製片） 

二、影片內容大要 

面對近期的中共砲擊，金門與馬祖承受著中共最新的軍事威脅。對此，美國與國民黨政府

並肩作戰，大批國民政府與美國軍力自海陸抵達金門，美國第七艦隊的軍力增強到韓戰以

來最高規格，以確保太帄洋島鏈上金門與馬祖的守衛，以及福爾摩沙臺灣的安全。 

三、重要畫面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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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958 年 9 月 15 日新聞報導第七艦隊協防金馬 

影片名稱：Universal Newsreel Volume 31, Release 74, 09/15/1958（環球新聞影帶，31 卷

74 號，09/15/1958） 

一、基本資料 

中央檔案編號 2050066 分館檔案編號 200-UN-31-74 

影片拍攝日期 1958 年 9 月 15 日 

聲音／色彩 更聲／黑白 影片長度 1 分 28 秒 

影片主題 第七艦隊協防金馬 

原收藏或拍攝單位 MCA/Universal Pictures（環球製片） 

二、影片內容大要 

臺海情勢極度緊張，美國最強大的海軍第七艦隊為國民政府金馬補給船隻護航，並停止於

金門外海三海哩處外協防，畫面中可見美國第七艦隊上停滿了軍機。根據新聞旁白，美方

與中共的談判毫無成效，臺海戰火一觸即發。 

三、重要畫面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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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1958 年 9 月 18 日新聞報導臺海危機發展 

影片名稱：Universal Newsreel Volume 31, Release 75, 09/18/1958（環球新聞影帶，31 卷

75 號，09/18/1958） 

一、基本資料 

中央檔案編號 2050067 分館檔案編號 200-UN-31-75 

影片拍攝日期 1958 年 9 月 18 日 

聲音／色彩 更聲／黑白 影片長度 4 分 21 秒 

影片主題 戰役紀錄、國際情勢、軍民生活 

原收藏或拍攝單位 MCA/Universal Pictures（環球製片） 

關鍵人物 美國大使 Jacob Bean、中共駐波蘭大使王炳南、美國國務卿杒勒斯 

二、影片內容大要 

1. 新聞報導第二次臺海危機（八二三砲戰）砲擊金門情形，畫面可見被砲火擊毀的民居

和醫院，以及軍民於醫院中包裹療養。同時美國也派了星式戰鬥機中隊前往臺灣進行

協防。 

2. 在波蘭首都華沙，美共之間再次展開談判，期望減緩台海的緊張；上次談判為 2 年半

前的日內瓦協商，無具體結果，此次美國重申對於中共放棄對臺灣進行武力侵略的要

求。 

3. 聯合國第十三次安全理事會會議上，美國國務卿杒勒斯發表演說，指中共威脅國際和

帄，要求安理會延緩中共對金門的軍事行動，等待華沙會晤結果。 

三、重要畫面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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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1958 年 9 月 22 日新聞報導臺海緊張情勢與美軍對臺部署 

影片名稱：Universal Newsreel Volume 31, Release 76, 09/22/1958（環球新聞影帶，31 卷 76

號，09/22/1958） 

一、基本資料 

中央檔案編號 2050068 分館檔案編號 200-UN-31-76 

影片拍攝日期 1958 年 9 月 22 日 

聲音／色彩 更聲／黑白 影片長度 1 分 04 秒 

影片主題 美國在臺軍力部署、金門傷患運送 

原收藏或拍攝單位 MCA/Universal Pictures（環球製片） 

二、影片內容大要 

根據新聞片內容表示，八月二十三日中共對金門砲擊後一個月，遠東地區情勢依舊高度緊

張。美國不但沒更放棄的打算，反而更加強臺灣的軍力部署和金門的人力物資補給，原來

被中共嚴重封鎖的金門島也因此更了後盾。此刻，臺灣已然是美國軍力的重要舞台，美國

的三軍的戰機都在臺灣備戰，配備更傳統及核子武器，金門，最強大的空軍已經整備，持

續巡邏天際；而國際外交關係也持續協商中。片中可見金門傷患以軍機後送至臺灣的畫面，

其中包括一位美軍顧問團成員。 

三、重要畫面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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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1958 年 9 月 29 日新聞報導國外記者到訪金門進行戰後報導與紀錄 

影片名稱：Universal Newsreel Volume 31, Release 78, 09/29/1958（環球新聞影帶，31 卷

78 號，09/29/1958） 

一、基本資料 

中央檔案編號 2050070 分館檔案編號 200-UN-31-78 

影片拍攝日期 1958 年 9 月 29 日 

聲音／色彩 更聲／黑白 影片長度 3 分 34 秒 

影片主題 戰後紀錄、記者到訪 

原收藏或拍攝單位 MCA/Universal Pictures（環球製片） 

二、影片內容大要 

新聞快訊（ 2:38 貣）特別對金門做即時報導，八月二十三日的砲戰後一週半，三十二

位國外記者首次重新登上金門島。畫面中可見記者登上太武山觀察戰況、小金門遭到嚴

重砲擊、醫院和民宅毀損、民眾居住在地下防空洞，更的正挖鑿著自家放空洞；國軍則

以榴彈砲回擊。根據新聞報導，金門最大的困境依舊在於民生物資的貧乏，傴更一小部

分的補給能夠運抵金門，軍火的補給更是一大問題。 

三、重要畫面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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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1958 年 10 月 2 日臺海危機及金門僵局報導 

影片名稱：Universal Newsreel Volume 31, Release 79, 10/02/1958（環球新聞影帶，31 卷

79 號，10/02/1958） 

一、基本資料 

中央檔案編號 2050071 分館檔案編號 200-UN-31-79 

影片拍攝日期 1958 年 10 月 2 日 

聲音／色彩 更聲／黑白 影片長度 2 分 37 秒 

影片主題 臺海危機、物資運補、中共反美遊行 

原收藏或拍攝單位 MCA/Universal Pictures（環球製片） 

關鍵人物 蔣介石、周恩來 

二、影片內容大要 

新聞報導臺海危機僵持不下，中共對金門的砲擊進入第 7 週，海上補給困難，雖持續進

行但物資仍嚴重不足；在台北，蔣介石在一場難得的記者會上表示反對減少外島軍力；

在此同時，北帄因中共的煽動和政治宣傳，反美情緒正高漲，百萬人聚集在紫禁城進行

愛國遊行集會，譴責美國對臺海關係的介入與軍武協助。 

三、重要畫面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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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1958 年 10 月 20 日新聞報導中共策略性打破對外島的休戰 

影片名稱：Universal Newsreel Volume 31, Release 84, 10/20/1958（環球新聞影帶，31 卷 84

號，10/20/1958） 

一、基本資料 

中央檔案編號 2050076 分館檔案編號 200-UN-31-84 

影片拍攝日期 1958 年 10 月 20 日 

聲音／色彩 更聲／黑白 影片長度 2 分 25 秒 

影片主題 臺海情勢、物資運補、軍事工事、戰後景象 

原收藏或拍攝單位 MCA/Universal Pictures（環球製片） 

二、影片內容大要 

新聞快訊（1:34 貣）報導：經過 15 天休戰期，中共再次對金門展開砲擊，並選在美國國務

卿杒勒斯前往臺灣會見蔣介石以商討如何建立該地區永續和帄的前夕；在中共打破停火協議

前，金門的海灘上還把握時間進行著民生物資與軍火運補，此時美國第七艦隊已經停止護航

任務，並開始減少在此海域上的軍力。畫面中可見灘頭大量運補物資、毀損的聚落民宅、美

軍顧問團視察金門、民眾等待登機前往臺灣，以及國軍馬不停蹄興築防禦工事的景象。 

三、重要畫面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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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1958 年 10 月 23 日新聞報導美國協防臺灣決心 

影片名稱：Universal Newsreel Volume 31, Release 85, 10/23/1958（環球新聞影帶，31 卷

85 號，10/23/1958） 

一、基本資料 

中央檔案編號 2050077 分館檔案編號 200-UN-31-85 

影片拍攝日期 1958 年 10 月 23 日 

聲音／色彩 更聲／黑白 影片長度 1 分 01 秒 

影片主題 物資運補、臺海危機近況、金門戰爭紀錄 

原收藏或拍攝單位 MCA/Universal Pictures（環球製片） 

二、影片內容大要 

新聞表示，在美國國務卿杒勒斯與蔣介石會晤後，再次確認美國協防臺灣的決心，大量

美援物資持續湧入金門和其他離島。雖然蔣介石已經暗示將放棄以武力反攻大陸，中共

對金門的砲擊毫無減弱，拒絕和帄的訴求，在此國際情勢中，金門持續被當作美國與共

產陣營對峙的舞台。影片中可見海陸及空中運補及砲擊後殘破的民居等畫面。 

三、重要畫面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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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1958 年 10 月 30 日新聞報導中共對金單打雙不打策略 

影片名稱：Universal Newsreel Volume 31, Release 87, 10/30/1958（環球新聞影帶，31 卷

87 號，10/30/1958） 

一、基本資料 

中央檔案編號 2050079 分館檔案編號 200-UN-31-87 

影片拍攝日期 1958 年 10 月 30 日 

聲音／色彩 更聲／黑白 影片長度 4 分 10 秒 

影片主題 居民生活 

原收藏或拍攝單位 MCA/Universal Pictures（環球製片） 

二、影片內容大要 

新聞快訊（3:29 貣）提供金門最新戰況，中共對金門進行單打雙不打，畫面中呈現幾乎

空無一人的中興路街景，以及地下坑洞裡的居民生活，包括母親幫孩子擦澡、炊飯、清

洗鍋碗瓢盆等，影片最後為居民自高處眺望聚落畫面。  

三、重要畫面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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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1958 年 11 月 17 日蔣介石參訪第七艦隊 

影片名稱：Universal Newsreel Volume 31, Release 92, 11/17/1958（環球新聞影帶，31 卷 92

號，11/17/1958） 

一、基本資料 

中央檔案編號 2050084 分館檔案編號 200-UN-31-92 

影片拍攝日期 1958 年 11 月 17 日 

聲音／色彩 更聲／黑白 影片長度 1 分 11 秒 

影片主題 美國第七艦隊軍力 

原收藏或拍攝單位 MCA/Universal Pictures（環球製片） 

關鍵人物 蔣介石 

二、影片內容大要 

高齡 72 歲的蔣介石搭乘直升機參訪第七艦隊並觀看演習，根據新聞旁白表示，雖然第七艦

隊已不再執行護送和巡邏任務，從演習中可見第七艦隊仍舊是一支強大的軍力，並隨時能

夠啟動，不無激勵國民黨友邦士氣和嚇阻敵方的功用。 

三、重要畫面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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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1959 年 1 月 1 日去年度重要新聞回顧 

影片名稱：Universal Newsreel Volume 32, Release 1, 01/01/1959（環球新聞影帶，32 卷 1 號，

01/01/1959） 

一、基本資料 

中央檔案編號 2050102 分館檔案編號 200-UN-32-1 

影片拍攝日期 1959 年 1 月 1 日 

聲音／色彩 更聲／黑白 影片長度 5 分 01 秒 

影片主題 臺海危機、美援運補 

原收藏或拍攝單位 MCA/Universal Pictures（環球製片） 

二、影片內容大要 

1. 1958 年新聞回顧將臺海危機納入（約 4:07 處），中東危機趨緩的同時，中共對臺灣離島金門發

動砲擊，後續持續進行間歇砲火攻擊。國民黨政府在強大的第七艦隊護航下，終於秕破中共的

封鎖，將物資送抵金門。 

2. 其他同列 1958 年重要新聞的還更美國成功將衛星「探索者號」送入航道，大大超越蘇聯的太

空研究進展；2 艘火箭被發射到 7 萬英里遠，至今為最遠距離；鸚鵡螺號（Neutilus）為全球第

一艘原子動力潛水艇，於該年成功秔越北極海域；阿拉斯加慶祝成為美國的其中一州；副總統

尼克森夫婦造訪南美，驚隩逃過反美暴民攻擊；Charles De Gaulle 將軍以壓到性勝利獲選為法

國第五共和國的新領袖；布魯圔爾博覽會上美國廳的建築為美國在冷戰中奪下文化上的勝利；

赫魯雪夫與埃及鐵腕將軍那瑟的結盟，促成阿拉伯共和國的形成，以及數個月的中東危機，伊

拉克國王費瑟於動亂中遭殺害；遭反派挑戰的黎巴嫩向美國求救，美派兵前往鞏固黎巴嫩政

府；以及蘇聯提出最後通牒，要求三巨頭將自由之城讓予東柏林傀儡政權的共產領袖等。 

三、重要畫面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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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1958 年美國新聞署金門專題報導 

影片名稱：This is Quemoy, 1958（這是金門，1958） 

一、基本資料 

中央檔案編號 49916 分館檔案編號 306.3581 

影片拍攝日期 1958 年 

聲音／色彩 更聲／黑白 影片長度 12 分 50 秒 

影片主題 砲火下的軍民生活 

原收藏或拍攝單位 U.S. Information Agency（美國新聞署） 

二、影片內容大要 

美國新聞署製作節目，介紹金門位置、大小，在臺海對峙下如何遭到封鎖但藉海空補給，以及

4 萬 5 千被遺忘的人民在戰火下如何犧牲卻不放棄希望，固守家園。（影像剪接自分管檔案編號

428-NPC-23338、-23339、-23340、-23341、-23342 影片，以砲擊、傷亡、運補、民防和居民生

活畫面為主）。 

三、重要畫面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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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1960 年 CBS News 目擊者歷史 

影片名稱：Eyewitness to History, 1960（歷史見證人，1960 年） 

一、基本資料 

中央檔案編號 94785 分館檔案編號 FTRC-FTRC-318 

影片拍攝日期 1960 年 

聲音／色彩 更聲／黑白 影片長度 22 分 39 秒 

影片主題 美國對遠東政策、砲擊下的金門生活 

原收藏或拍攝單位 Firestone Tire and Rubber Company 

關鍵人物 艾森豪總統、強生總統（時任參議員）、曼菲斯爾參議員、前臺北市

長高玉樹 

二、影片內容大要 

新聞片段包括東京市民因日本安保條約上街抗議、艾森豪在菲律賓國會之發言、參議員林登

˙強生（Lyndon Johnson） 與麥克˙曼斯菲德發表對於遠東現況和美國外交政策之看法、艾森

豪造訪臺北、介紹金門砲戰歷史及對島上居民的影響，並呈現居民生活及領取救助米糧畫

面。影片最後為臺灣專題報導，包括臺北市景與前臺北市長高玉樹對臺灣獨立的呼籲。 

三、重要畫面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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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1960 年 10 月 7 日總統大選電視辯論會 

影片名稱：Nixon - Kennedy Debate, No. 2, 10/07/1960（尼克森-甘迺迪第二次辯論，

10/07/1960） 

一、基本資料 

中央檔案編號 6102380 分館檔案編號 306.1904 

影片拍攝日期 1960 年 10 月 7 日 

聲音／色彩 更聲／黑白 影片長度 59 分 44 秒 

影片主題 臺海危機觀點 

原收藏或拍攝單位 Firestone Tire and Rubber Company 

關鍵人物 尼克森、甘迺迪 

二、影片內容大要 

本片紀錄總統候選人麻州參議員約翰甘迺迪與副總統理查尼克森的第二次公開辯論，此

次辯論的重要議題包括是否防衛中國大陸外海的兩個小島金門與馬祖，其中甘迺迪認為

金馬難以防守，且對臺灣安全沒更重大影響，為避免捲入中共與臺灣的軍事衝秕，應該

放棄守衛；而尼克森則認為基於原則，美國不應該放棄守衛金馬。甘迺迪與尼克森共進

行四場辯論，除了 10 月 7 日外，另外三場分別於 9 月 26 日（芝加哥）、10 月 13 日（紐

約與洛杉磯轉播），與 10 月 21 日（紐約）舉辦。 

三、重要畫面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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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1967 年 6 月 6 日新聞報導金門的心理作戰策略 

影片名稱：Universal Newsreel Volume 40, Release 46, 06/06/1967（環球新聞影帶，40 卷

46 號，06/06/1967） 

一、基本資料 

中央檔案編號 2051070 分館檔案編號 200-UN-40-46 

影片拍攝日期 1958 年 6 月 6 日 

聲音／色彩 更聲／黑白 影片長度 4 分 55 秒 

影片主題 心戰喊話及空飄 

原收藏或拍攝單位 MCA/Universal Pictures（環球製片） 

二、影片內容大要 

新聞快訊報導金門最新情況（4:05 處），金門被稱為「紅色瓶子上的軟木圔」，島上滿是

地下據點，畫面中可見塔后金門廣播電臺以及光華園的宣傳品空飄工作。巨大的氣球裝

著傳單、藥品、食物以及生活必需品飄送到不到兩哩外的共產大陸。 

三、重要畫面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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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V 金門相關文獻檔案目錄 

一、 檔案類別：戰情分析與軍事援助 

1.館藏地：美國國家檔案局 

*於編號下方標註「◎」，為重要已翻譯文件；標註「○」為重要未翻譯文件 

編號 檔案日期 原始分類暨檔號 原始檔案名稱 中文檔案名稱 

WM-19410924001 1941.09.24 RG319 47 Box 1145 金門機場地圖, Sep 1939 
金門機場地圖（1939 年 9

月） 

WM-19511030001 1951.10.30 RG550 A1-2-A Box170 

Order of Battle Information 

Chinese Communist Forces in 

Korea 

戰情資訊：在韓國的中共軍

隊 

WM-19540310001 1954.03.10 RG469 P377 Box13 臺灣援助目標 臺灣援助目標 

WM-19550114001 

○ 
1955.01.14 RG469 P377 Box13 

美國軍事援助計畫效益評估, 

July-Dec 1954 

美國軍事援助計畫效益評

估（1954 年 7-12 月） 

WM-19550201001 1955.02.01 RG469 P377 Box5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dministration_Evacuation of 

Offshore islands 1955_13 

1955 年離島撤離（13） 

WM-19550201003 1955.02.01 RG469 P377 Box 13 
金門撤退計畫最新發展, Feb 

1, 1955 

金門撤退計畫最新發展

（1955 年 2 月 1 日） 

WM-19550203001 1955.02.03 RG469 P377 Box5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dministration_Evacuation of 

Offshore islands 1955_12 

1955 年離島撤離（12） 

WM-19550204001 1955.02.04 RG469 P377 Box5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dministration_Evacuation of 

Offshore islands 1955_11 

1955 年離島撤離（11） 

WM-19550207001 1955.02.07 RG469 P377 Box5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dministration_Evacuation of 

Offshore islands 1955_10 

1955 年離島撤離（10） 

WM-19550208001 1955.02.08 RG469 P377 Box5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1955 年離島撤離（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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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檔案日期 原始分類暨檔號 原始檔案名稱 中文檔案名稱 

Administration_Evacuation of 

Offshore islands 1955_9 

WM-19550214001 1955.02.14 RG469 P377 Box5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dministration_Evacuation of 

Offshore islands 1955_8 

1955 年離島撤離（8） 

WM-19550216001 1955.02.16 RG469 P377 Box5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dministration_Evacuation of 

Offshore islands 1955_7 

1955 年離島撤離（7） 

WM-19550218001 1955.02.18 RG469 P377 Box5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dministration_Evacuation of 

Offshore islands 1955_6 

1955 年離島撤離（6） 

WM-19550223001 1955.02.23 RG469 P377 Box5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dministration_Evacuation of 

Offshore islands 1955_3 

1955 年離島撤離（3） 

WM-19550225001 1955.02.25 RG469 P377 Box5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dministration_Evacuation of 

Offshore islands 1955_2 

1955 年離島撤離（2） 

WM-19550225002 1955.02.25 RG469 P377 Box5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dministration_Evacuation of 

Offshore islands 1955_5 

1955 年離島撤離（5） 

WM-19550229001 1955.02.29 RG550 A1 2 Box177 Report Formosa Visit 訪問臺灣報告 

WM-19550303001 1955.03.03 RG469 P377 Box5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dministration_Evacuation of 

Offshore islands 1955_4 

1955 年離島撤離（4） 

WM-19550303002 1955.03.03 RG469 P377 Box13 更關強化中華民國軍力 更關強化中華民國軍力 

WM-19550323001 1955.03.23 RG59 P 225 Box18 Memorandum_03 23 1955 備忘錄（1955 年 3 月 23 日） 

WM-19550512001 1955.05.12 RG550 A1 2 Box177 

Special Department of Army 

Mission Report on 

Government Republic of 

China ( GRC ) AAA 

Capabilities and Limitations 

and Logistic Matters - 

Formosa 

美軍報告：國府在臺灣的能

力、限制以及後勤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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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檔案日期 原始分類暨檔號 原始檔案名稱 中文檔案名稱 

WM-19550601001 

◎ 
1955.06.01 RG469 P377 Box5 

Evacuation of Outlying 

Islands 
離島撤離 

WM-19551218001 1955.12.18 
RG469 MLR4570 

Box1 

Reserve Training Program, 

Army of the ROC, Dec 1955 

中華民國陸軍後備訓練計畫 

中華民國陸軍後備訓練計

畫（1955 年 12 月） 

WM-19560000001 1956 RG59 P 225 Box18 MAAG for Navy 美軍顧問團報告：國府海軍 

WM-19560000002 1956 RG59 P 225 Box18 

US Military Program on 

Taiwan - Background 

Information 

美軍對臺計畫：背景資訊 

WM-19560321001 1956.03.21 RG59 P 225 Box18 Naval Message_4115/4122 海軍訊息（4115/4122） 

WM-19560330001 1956.03.30 RG59 P 255 Box13 

Additional FY 1956 MDA 

Materiel and Training 

Programs and Advance 

Financing of FY 1957 

Progress 

1956財政年度額外的MDA

提供以及訓練計畫與 1957

財政年度的資金計劃進程 

WM-19560404001 1956.04.04 RG59 P 225 Box18 Naval Message_6640 海軍訊息（6640） 

WM-19560609001 1956.06.09 RG59 P 225 Box18 

Quarterly Activity Report for 

Period 1 March 1956 - 31 May 

1956 (Reports Control Symbol 

DD-ISA-(TH)-170) 

每季活動報告：1956 年 3

月 1 日-5 月 31 日 

WM-19560705001 1956.07.05 RG59 P 225 Box18 
Naval 

Message_5521/5507/5519 
海軍訊息（5521/5507/5519） 

WM-19560718001 1956.07.18 RG59 P 225 Box18 Naval Message_8272/8271 海軍訊息（8272/8271） 

WM-19560719001 1956.07.19 RG59 P 225 Box18 

Circular 175- Negotiations of 

Supplementary Agreement 

with Chinese Government to 

Cover Construction of Airfield 

and Harbor Improvement 

與國民政府協議在建造機

場及加強港灣時進行掩護 

WM-19560802001 

◎ 
1956.08.02 RG59 P 225 Box18 

Proposed Withdrawal of 

MAAG Advisors from the 

Offshore Islands 

提議美軍顧問團顧問從離

島撤離 

WM-19560907001 1956.09.07 RG59 P 225 Box18 
Request for Authority to 

Negotiate and Sign Agreement 

要求當權政府與中國談判

並簽字允許船艦的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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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China for Loan of Naval 

Vessels 

WM-19561017001 1956.10.17 RG59 P 225 Box18 Memorandum_10 17 1956 
備忘錄（1956 年 10 月 17

日） 

WM-19561022001 1956.10.22 RG59 P 255 Box13 

Country 

Statement-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Taiwan) 

國民政府（臺灣） 

WM-19561211001 1956.12.11 RG59 P 225 Box18 

Comparative Costs of 

Maintaining Chinese and 

American Troops in Taiwan 

國軍與美軍在臺花費之比

較 

WM-19570901001 1957.09.01 RG469 P377 Box2 

HEADQUARTERS 

MILITARY ASSISTANCE 

ADVISORY GROUP, 

TAIWAN 

美軍顧問團總部（臺灣） 

WM-19570901002 1957.09.01 RG469 P378 Box3 

HEADQUARTERS 

MILITARY ASSISTANCE 

ADVISORY GROUP, 

TAIWAN_9.1.1957 

美軍顧問團總部（臺灣）

（1957 年 9 月 1 日） 

WM-19570917001 1957.09.17 RG469 P377 Box2 
MDAP Quarterly Activity 

Report_ 9.17.1957 

MDAP 的每季活動報告

（1957 年 9 月 17 日） 

WM-19580000001 1958 RG59 A1 5412 Box6 
反共行動與中華國軍修復目

標 

反共行動與中華國軍修復

目標 

WM-19580119001 1958.01.19 RG59 A1 3115 Box4 

Folder Briefing Papers for Mr. 

Robertson's Presentation-May 

2, 1958_紐約時報共同防禦

條約修訂剪報, Jan 19, 1958 

紐約時報共同防禦條約修

訂剪報（1958 年 1 月 19 日） 

WM-19580324001 1958.03.24 RG59 A1 3115 Box6 

Folder Limited 

War-Background1 美國較更

可能以武裝行動涉入之情勢 

美國較更可能以武裝行動

涉入之情勢 

WM-19580331001 1958.03.31 RG59 A1 3115 Box4 

Folder Briefing Papers for Mr. 

Robertson's Presentation-May 

2, 1958_在台美國人統計 

在台美國人統計 

WM-19580425001 1958.04.25 RG59 A1 5412 Box6 Unusual Activity Reptd in 經報告指出在臺海更不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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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Straits at 1700 I, 24 

Apr 

常的活動 

WM-19580618001 1958.06.18 RG59 A1 3115 Box6 
Folder Memoranda (May-June 

1958)1 金門馬祖問題 
金門馬祖問題 

WM-19580700001 1958.07 RG 59 A1 5221 Box 2 

Offshore Islands(Misc.) Jul 

19-Aug 31_Proposed Transfer 

of Additional GRC Division to 

Quemoy 

國民政府為金門請求增援

（1958 年 7 月） 

WM-19580801001 1958.08.01 RG59 A1 5412 Box6 Message_19580801 訊息（1958 年 8 月 1 日） 

WM-19580807001 1958.08.07 RG59 A1 5412 Box6 空軍巡邏紀錄與提問 空軍巡邏紀錄與提問 

WM-19580807002 

○ 
1958.08.07 RG59 A1 5412 Box6 

Results for 7 August Briefing 

by CAF DCS Intelligence 

八月七日CAF與DCS情資

報告結果 

WM-19580810001 

○ 
1958.08.10 RG59 A1 5412 Box6 Message_19580810 訊息（1958 年 8 月 10 日） 

WM-19580810002 1958.08.10 RG59 A1 5412 Box6 Naval Message_19580810 
海軍訊息（1958 年 8 月 10

日） 

WM-19580814001 1958.08.14 RG59 A1 3115 Box9 
Folder Taiwan_1_1 臺海情勢

(圖) 
臺海情勢(圖) 

WM-19580818001 1958.08.18 RG59 A1 1341 Box8 19580818-25 海軍訊息 
海軍訊息（1958 年 8 月 18

日-25 日） 

WM-19580818002 1958.08.18 RG59 A1 5412 Box6 Naval Message_19580818 
海軍訊息（1958 年 8 月 18

日） 

WM-19580819001 1958.08.18 RG59 A1 5412 Box 6 
空軍巡邏金門地區報告_Aug 

19, 1958 

空軍巡邏金門地區報告

（1958 年 8 月 19 日） 

WM-19580820001 1958.08.20 RG59 5221 Box2 
Recommended Action to Meet 

the Taiwan Straits Issue 

對於臺海議題的建議解決

辦法 

WM-19580820002 1958.08.20 RG59 A1 5412 Box6 Message_19580820 
海軍訊息（1958 年 8 月 20

日） 

WM-19580820003 1958.08.20 RG59 A1 5412 Box6 
Naval 

Message_19580820(2145) 

海軍訊息（1958 年 8 月 20

日 9 時 45 分） 

WM-19580820004 1958.08.20 RG59 A1 5412 Box6 
Naval 

Message_19580820(2146) 

海軍訊息（1958 年 8 月 20

日 9 時 46 分） 

WM-19580821001 1958.08.21 RG59 A1 5412 Box6 Message_19580821 海軍訊息（1958 年 8 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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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WM-19580821002 1958.08.21 RG59 A1 5412 Box6 Naval Message_19580821_2 
海軍訊息 2（1958 年 8 月

21 日） 

WM-19580821003 1958.08.21 RG59 A1 5412 Box 6 
空軍巡邏金門地區報告_Aug 

21, 1958 

空軍巡邏金門地區報告

（1958 年 8 月 21 日） 

WM-19580823001 1958.08.23 RG59 A1 5412 Box6 
第七艦隊 823 砲擊情況更新

_Aug 23, 1958 

第七艦隊 823 砲擊情況更

新 

WM-19580823002 1958.08.23 RG59 A1 5412 Box6 
第七艦隊 823 砲擊情況更新

2_Aug 23, 1958 

第七艦隊 823 砲擊情況更

新 2 

WM-19580823003 1958.08.23 RG59 A1 5412 Box6 
Naval 

Message_19580823(1220) 

海軍訊息（1958 年 8 月 23

日 12 時 20 分） 

WM-19580823004 1958.08.23 RG59 A1 5412 Box6 
Naval 

Message_19580823(1330) 

海軍訊息（1958 年 8 月 23

日 13 時 30 分） 

WM-19580824001 

○ 
1958.08.24 RG59 5221 Box2 

Offshore Islands(Navy Tels.) 

Aug 19-Sep 3_Naval Messge 

22269_aug 24, 1958 

海軍訊息（1958 年 8 月 24

日） 

WM-19580824002 

○ 
1958.08.24 RG59 A1 5412 Box6 Naval Message(1958_8_24) 

海軍訊息（1958 年 8 月 24

日） 

WM-19580825001 1958.08.25 RG59 5221 Box2 

Priority for the Delivery of 

Military Equipment to the 

GRC_1 

運送給國民政府軍備之優

先性 1 

WM-19580825002 1958.08.25 RG59 5221 Box2 

Offshore Islands(Navy Tels.) 

Aug 19-Sep 3_Naval Messge 

6027_aug 25, 1958 

海軍訊息（1958 年 8 月 25

日） 

WM-19580825003 1958.08.25 RG59 A1 5412 Box6 陸軍戰情回報_Aug 25, 1958 
陸軍戰情回報（1958 年 8

月 25 日） 

WM-19580825004 1958.08.25 RG59 A1 5412 Box6 
陸軍戰情回報 2_Aug 25, 

1958 

陸軍戰情回報 2（1958 年 8

月 25 日） 

WM-19580825005 1958.08.25 RG59 A1 5412 Box6 Message_19580825(0330) 
海軍訊息（1958 年 8 月 25

日 3 時 30 分） 

WM-19580825006 1958.08.25 RG59 A1 5412 Box6 Message_19580825(0625) 
海軍訊息（1958 年 8 月 25

日 6 時 25 分） 

WM-19580825007 1958.08.25 RG59 A1 5412 Box6 Message_19580825(1430) 海軍訊息（1958 年 8 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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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14 時 30 分） 

WM-19580825008 1958.08.25 RG59 A1 5412 Box6 Naval Message_19580825 
海軍訊息（1958 年 8 月 25

日） 

WM-19580825009 1958.08.25 RG59 A1 5412 Box 6 
空軍金門觀察報告_Aug 25, 

1958 

空軍金門觀察報告（1958

年 8 月 25 日） 

WM-19580826001 1958.08.26 RG59 5221 Box2 

Priority for the Delivery of 

Milotary Equipment to the 

GRC_2 

運送給國民政府軍備之優

先性 2 

WM-19580826002 1958.08.26 RG59 5221 Box2 

Offshore Islands(Navy Tels.) 

Aug 19-Sep 3_Naval Messge 

6408_aug 26, 1958 

海軍訊息（1958 年 8 月 26

日） 

WM-19580826003 

◎ 
1958.08.26 RG59 5221 Box2 

Offshore Islands(Navy Tels.) 

Aug 19-Sep 3_Naval Messge 

6481 6483_aug 26, 1958 

海軍訊息 6481 6483 

WM-19580826004 1958.08.26 RG59 A1 5412 Box6 Naval Message(1958_8_26) 
海軍訊息（1958 年 8 月 26

日） 

WM-19580826005 1958.08.26 RG59 A1 5412 Box6 
Naval 

Message_19580826(2302) 

海軍訊息（1958 年 8 月 26

日 23 時 2 分） 

WM-19580826006 1958.08.26 RG59 A1 5412 Box6 Naval Message_19580826 
海軍訊息（1958 年 8 月 26

日） 

WM-19580827001 1958.08.27 RG59 5221 Box2 

Need for High-Level 

Agreement on Further Military 

Steps to Deter Chicom Attack 

on Offshore Islands 

為了遏止中共攻擊離島，需

要高層級同意進行進一步

的軍事行動 

WM-19580827002 1958.08.27 RG59 5221 Box2 

Offshore Islands(Navy Tels.) 

Aug 19-Sep 3_Naval Messge 

6489_aug 27, 1958 

海軍訊息（1958 年 8 月 27

日） 

WM-19580827003 1958.08.27 RG59 A1 5412 Box6 
Naval Message_19580827 

(0247) 

海軍訊息（1958 年 8 月 27

日 2 時 47 分） 

WM-19580827004 1958.08.27 RG59 A1 5412 Box6 
Naval Message_19580827 

(0900) 

海軍訊息（1958 年 8 月 25

日 9 時） 

WM-19580828001 1958.08.28 RG 59 A1 5221 Box 2 
Offshore Islands(Navy Tels.) 

Aug 19-Sep 3_Naval Messge 

海軍訊息（1958 年 8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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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7_ aug 28, 1958 

WM-19580828001 

○ 
1958.08.28 RG59 5221 Box2 

Offshore Islands Held by the 

GRC 
國民政府所據更的離島 

WM-19580828002 1958.08.28 RG59 A1 5412 Box6 Naval Message(1958_8_28) 
海軍訊息（1958 年 8 月 28

日） 

WM-19580829001 1958.08.29 RG59 5221 Box2 

Offshore Islands (Navy Tels.) 

Aug 19-Sep 3_Naval Messge 

7542_aug 29, 1958 

海軍訊息（1958 年 8 月 29

日）（7542） 

WM-19580829002 1958.08.29 RG59 5221 Box2 

Offshore Islands (Navy Tels.) 

Aug 19-Sep 3_Naval Messge 

22785_aug 29, 1958 

海軍訊息（1958 年 8 月 29

日）（22785） 

WM-19580830001 1958.08.30 RG59 5221 Box2 

Offshore Islands (Navy Tels.) 

Aug 19-Sep 3_Naval Message 

22879_aug 30, 1958 

海軍訊息（1958 年 8 月 29

日）（22879） 

WM-19580830002 1958.08.30 RG59 5221 Box2 

Offshore Islands (Navy Tels.) 

Aug 19-Sep 3_Naval Messge 

7968_aug 30, 1958 

海軍訊息（1958 年 8 月 30

日）（7968） 

WM-19580830003 1958.08.30 RG59 5221 Box2 

Offshore Islands (Navy Tels.) 

Aug 19-Sep 3_Naval Messge 

7969_aug 30, 1958 

海軍訊息（1958 年 8 月 30

日）（7969） 

WM-19580830004 1958.08.30 RG59 A1 5412 Box6 Naval Message(1958_8_30) 
海軍訊息（1958 年 8 月 30

日） 

WM-19580831001 

○ 
1958.08.31 RG59 5221 Box2 

Developments in the Taiwan 

Straits Since August 23 

自從 823 之後的臺海情勢

演變 

WM-19580831002 1958.08.31 RG59 5221 Box2 

Offshore Islands (Navy Tels.) 

Aug 19-Sep 3_Naval Message 

8521_aug 31, 1958 

海軍訊息（1958 年 8 月 31

日）（8521） 

WM-19580831003 1958.08.31 RG59 A1 5412 Box6 Naval Message(1958_8_31) 
海軍訊息（1958 年 8 月 31

日） 

WM-19580901001 1958.09.01 RG59 5221 Box2 

Offshore Islands (Navy Tels.) 

Aug 19-Sep 3_Naval Message 

8528_sep 01, 1958 

海軍訊息（1958 年 9 月 1

日）（8528） 

WM-19580901002 1958.09.01 RG59 5221 Box2 Offshore Islands (Navy Tels.) 海軍訊息（1958 年 9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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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 19-Sep 3_Naval Message 

8760_sep 01, 1958 

日）（8760） 

WM-19580902001 1958.09.02 RG59 5221 Box2 

Offshore Islands (Navy Tels.) 

Aug 19-Sep 3_Naval Message 

23085_sep 02, 1958 

海軍訊息（1958 年 9 月 2

日）（23085） 

WM-19580902002 1958.09.02 RG59 A1 5412 Box6 
Naval Message 8975_sep 02, 

1958 

海軍訊息（1958 年 9 月 2

日）（8975） 

WM-19580903001\ 

○ 
1958.09.03 RG59 5221 Box2 

Offshore Islands (Navy Tels.) 

Aug 19-Sep 3_Naval Message  

9209_sep 03, 1958 

海軍訊息（1958 年 9 月 3

日）（9209） 

WM-19580903002 1958.09.03 RG59 5221 Box2 

Offshore Islands (Navy Tels.) 

Aug 19-Sep 3_Naval Message 

9262_sep 03, 1958 

海軍訊息（1958 年 9 月 3

日）（9262） 

WM-19580912001 1958.09.12 
RG59 A1 1587-M 

Box45 
Outgoing Message_06081 發出訊息（06081） 

WM-19580912002 1958.09.12 RG59 A1 5412 Box6 Message_19580912 訊息（1958 年 9 月 12 日） 

WM-19580916001 1958.09.16 
RG59 A1 1587-M 

Box45 
Outgoing Telegram_07970 發出訊息（07970） 

WM-19580918001 1958.09.18 
RG59 A1 1587-M 

Box45 
Outgoing Telegram_08889 發出電報（08889） 

WM-19580920001 1958.09.20 RG59 A1 5412 Box6 
Naval Message 5265_sep 20, 

1958 

海軍訊息（1958 年 9 月 20

日）（5265） 

WM-19580923001 1958.09.23 RG59 A1 5412 Box6 

Navy Request for Policy 

Guidance on Handling of 

Possible Chinese Communist 

Airmen Downed at Sea 

海軍請求進一步的政策指

導，對於如何處理那些可能

掉到海裡的中共飛行員 

WM-19580927001 1958.09.27 
RG59 A1 1587-M 

Box45 
Outgoing Telegram_13857 發出電報（13857） 

WM-19580930001 1958.09.30 
RG59 A1 1587-M 

Box45 
Outgoing Telegram_15076 發出電報（15076） 

WM-19581000001 1958.1 
RG59 A1 1587-M 

Box45 
Message_100100Z 訊息（100100Z） 

WM-19581000002 1958.1 RG59 A1 1587-M Outgoing Telegram_14238 發出電報（14238） 



200 

編號 檔案日期 原始分類暨檔號 原始檔案名稱 中文檔案名稱 

Box45 

WM-19581004001 1958.10.04 
RG59 A1 1587-M 

Box45 
Incoming Airgram_G-149 接獲航空訊息（G-149） 

WM-19581005001 1958.10.05 RG59 A1 3115 Box6 

Folder Memoranda (Sept-Oct 

1958)10 聲明草稿 給美軍協

防臺灣司仙部的訊息 

聲明草稿：給美軍協防臺灣

司仙部的訊息 

WM-19581006001 1958.10.06 RG59 A1 3115 Box6 
Folder Memoranda (Sept-Oct 

1958)9 離島國軍加強 
離島國軍加強 

WM-19581006002 

○ 
1958.10.06 RG 59 A1 5315 Box 17 

Chinese Troop Strength on 

Offshore Islands 
離島上的國民軍軍力 

WM-19581007001 1958.10.07 RG59 5221 Box2 

Oct1-14_Suggestion for 

Making GRC Forces More 

Mobile 

能使國民軍更更機動性的

建議 

WM-19581008001 1958.10.08 
RG59 A1 1587-M 

Box45 
Incoming Airgram_G-100 接獲航空訊息（G-100） 

WM-19581008002 1958.10.08 
RG59 A1 1587-M 

Box45 
Incoming Telegram_4472 收電（4472） 

WM-19581008003 1958.10.08 
CIA-RDP84-00825R00

0100420001-9 

Geographic Intelligence 

Memorandum- The offshore 

Islands 

地理情資備忘錄-離島 

WM-19581008004 1958.10.08 RG59 A1 5412 Box 6 
海軍報告：823 後金門現況

_Oct, 1958 

海軍報告：823 後金門現況

（1958 年 8 月） 

WM-19581013001 1958.10.13 
RG59 A1 1587-M 

Box45 
Incoming Telegram_7397 收電（7397） 

WM-19581013002 1958.10.13 
RG59 A1 1587-M 

Box45 
Incoming Telegram_7882 收電（7882） 

WM-19581013003 1958.10.13 
RG59 A1 1587-M 

Box45 
Outgoing Telegram_06462 發出電報（06462） 

WM-19581014001 1958.10.14 
RG59 A1 1587-M 

Box45 
Incoming Telegram_8258 收電（8258） 

WM-19581014002 1958.10.14 
RG59 A1 1587-M 

Box45 
Outgoing Telegram_07150 發出電報（07150） 

WM-19581015001 1958.10.15 RG59 A1 1587-M Incoming Telegram_8839 收電（8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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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45 

WM-19581016001 1958.10.16 
RG59 A1 1587-M 

Box45 
Outgoing Telegram_08523 發出電報（08523） 

WM-19581020001 1958.10.20 
RG59 A1 1587-M 

Box45 

Incoming Telegram_Naval 

Message 
海軍訊息 

WM-19581020002 1958.10.20 
RG59 A1 1587-M 

Box45 

Intelligence Note - Chinese 

Communists' Resumption of 

Shelling 

軍情備忘：中國共產黨再次

砲擊 

WM-19581021001 1958.10.21 
RG59 A1 1587-M 

Box45 
Outgoing Telegram_10756 發出電報（10756） 

WM-19581022001 1958.10.22 RG59 A1 3115 Box6 
Folder Memoranda (Sept-Oct 

1958)1 
備忘錄（1958 年 9-10 月）1 

WM-19581023001 1958.10.23 
RG59 A1 1587-M 

Box45 
Naval Message_4685 海軍訊息（4685） 

WM-19581025001 1958.10.25 RG59 A1 5412 Box6 
對話紀錄_離島情勢_Oct 25, 

1958 

對話紀錄：離島情勢（1958

年 10 月 25 日） 

WM-19581027001 1958.10.27 RG59 A1 5412 Box6 
對話紀錄_臺海情勢_Oct 27, 

1958 

對話紀錄：離島情勢（1958

年 10 月 27 日） 

WM-19581031001 1958.10.31 
RG59 A1 1587-M 

Box45 
Outgoing Telegram_16343 發出電報（16343） 

WM-19581100001 1958.11 
RG59 A1 1587-M 

Box45 
Outgoing Telegram_01313 發出電報（01313） 

WM-19581105001 1958.11.05 RG59 A1 5412 Box6 
單打雙不打戰略分析_Nov 5, 

1958 

單打雙不打戰略分析（1958

年 11 月 5 日） 

WM-19581112001 1958.11.12 RG59 A1 5412 Box6 中共文宣品語氣分析 中共文宣品語氣分析 

WM-19590123001 1959.01.23 RG59 A1 3115 Box6 
Memoranda (Jan-Feb 1959)4 

減少離島駐軍_澳洲觀點 
減少離島駐軍：澳洲觀點 

WM-19590211001 1959.02.11 RG59 A1 1615 Box7 
軍事援助評鑑委員於美國大

使館訪談逐字紀錄 

軍事援助評鑑委員於美國

大使館訪談逐字紀錄 

WM-19590211002 1959.02.11 RG59 A1 1615 Box7 
軍事援助評鑑委員赴台行

程、新聞稿、總統任命信等 

軍事援助評鑑委員赴台行

程、新聞稿、總統任命信等 

WM-19590310001 

○ 
1959.03.10 RG59 A1 1615 Box7 

美國對臺軍事援助計畫

（MAP）說明文字 

美國對臺軍事援助計畫

（MAP）說明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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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19590313001 

○ 
1959.03.13 RG59 A1 5412 Box6 823 發射砲彈來源 823 發射砲彈來源 

WM-19590613001 1959.06.13 RG59 A1 5412 Box6 Message_19590613 訊息（1959 年 6 月 13 日） 

WM-19630606001 1963.06.06 RG550 A1 2 Box177 
Joint Manpower Program for 

MAAG, China 

給美軍顧問團（中國）的統

合人力計畫 

WM-19630606002 1963.06.06 RG550 A1 2 Box177 

RG550_A1 2_Box177 CINC 

MAP Inspection of MAAG, 

China, final report June6 1963 

美軍顧問團視察最後報告

（1963 年 6 月 6 日） 

WM-19640630001 1964.06.30 RG550 A1 2 Box 177 
美國軍援支助之中華民國軍

力備戰度評估_June 30, 1964 

美國軍援支助之中華民國

軍力備戰度評估（1964 年 6

月 30 日） 

WM-19640727001 1964.07.27 RG550 A1 2 Box177 Plan Objective - Narrative A 計畫目標：敘述 A 

WM-19650630001 1965.06.30 RG550 A1-2-A Box170 

Operational Readiness 

Evaluation of Map-Support 

Forces Republic of China 

對於國民軍地圖支援軍力

的運作準備完成度評鑑 

WM-19690508001 1969.05.08 RG59 A1 5412 Box6 中華民國軍力精簡計畫書 中華民國軍力精簡計畫書 

WM-19720818001 1972.08.18 RG59 A1 5412 Box13 
Vehicle Co-Production 

Program 
車械共同製造計畫 

WM-19720901001 1972.09.01 RG59 A1 5412 Box13 Fighter Force Modernization 戰鬥部隊現付化 

WM-19720913001 1972.09.13 RG59 A1 5412 Box13 
Information Paper on 

Requirement for F-5E 
對 F-5E 所提出要求之資訊 

WM-19720913002 1972.09.13 RG59 A1 5412 Box13 Letter to Leo 給 Leo 的信 

WM-19730118001 1973.01.18 RG59 A1 5412 Box13 
Co-Production Projects for the 

ROC - PG Boats and Vehicles 

與國民政府的共同製造計

畫：PG 船與車輛 

WM-19730206001 1973.02.06 RG59 A1 5412 Box13 
M-14 Rifles of Unknown 

Origin 
不知道來源的 M-14 步槍 

WM-19730314001 1973.03.14 RG59 A1 5412 Box13 
Possible ROC Procurement of 

Military Equipment from UK 

國民政府可能向英國購買

軍備 

WM-19730420001 1973.04.20 RG59 A1 5412 Box13 

Interest of Hughes 

International in Joining R&D 

Program with Republic of 

China for Development of 

Electronic Military Equipment 

休斯國際與國民政府加入

R&D 計畫以圖發展電子軍

事設備之休斯國際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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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19730717001 1973.07.17 RG59 A1 5412 Box13 Status of Enhance Plus Enhance Plus 計畫的現狀 

WM-19740222001 1974.02.22 RG59 A1 5412 Box13 
Relative Military Strength of 

the ROC and the PRC 

ROC 與 PRC 的軍事力量比

較 

WM-20150000001 N/A RG59 A1 3115 Box9 Folder Taiwan_1_2 (手稿) 手稿（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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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19550331001 1955.03.31 
CIA-RDP79-00927A00

0500160001-1 

Current Intelligence Weekly 

Summary, 3/31/1955 

當前情資彙整（1955 年 3

月 31 日） 

WM-19490627001 1949.06.27 
CIA-RDP82-00457R00

2900330005-3 

Nationalist Order of Battle, 

Hainan and the 

Kwangtung-Kiangsi Border 

國民政府宣戰對海南廣東

以及江西沿岸 

WM-19500505001 1950.05.05 
CIA-RDP79R01012A0

00700020019-1 

Chinese Communist 

Capabilities and Intentions 

with respect to Taiwan 

Through 1952 

中共的實力以及對臺意圖

（1952 年） 

WM-19501005001 1950.10.05 
CIA-RDP82-00457R00

6000080005-6 
Attack on Chinmen 金門襲擊 

WM-19510921001 1951.09.21 
CIA-RDP82-00457R00

8600260007-6 

Meeting of Jekien Model 

Heroes 
會面 Jekien 的英雄們 

WM-19511018001 

○ 
1951.10.18 

CIA-RDP82-00457R00

9000340011-0 

Chinese Communist Military 

Naval Information Fukien 

Coast 

人民解放軍於福建沿岸的

海軍訊息 

WM-19511100001 1951.11 
CIA-RDP78-04864A00

0200070001-1 

Indications of Psychological 

Vulnerabilities 
指出心理弱點 

WM-19511204001 1951.12.04 
CIA-RDP79S01011A0

00600010046-3 

U.S. Policy and Programs 

with Respect to China, Present 

Status and Possible Future 

Courses of Action 

美國對中的政策及計畫、現

處情況以及將來可能的行

動方式 

WM-19540129001 

○ 
1954.01.29 

CIA-RDP79R00890A0

00200030043-5 

Chinese Nationalist Troop 

Strength 
國民軍力 

WM-19540201001 1954.02.01 
CIA-RDP79R00890A0

00200040026-3 
Chinese Nationalist Forces 國民政府的軍力概況 

WM-19540320001 1954.03.20 
CIA-RDP64B00346R0

00300370006-7 
The Tachens 大陳島 

WM-19540520001 1954.05.20 CIA-RDP80R01443R0 The Tachens 大陳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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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0290003-7 

WM-19540729001 1954.07.29 
CIA-RDP80R01443R0

00200380001-9 
China Coast Incidents 中國沿岸事件 

WM-19540900001 1954.09 
CIA-RDP79-01005A00

0200060002-6 

Geographic Intelligence 

Review 
地理情資考察 

WM-19540903001 1954.09.03 
CIA-RDP91T01172R0

00300020013-4 

Possible Imminent Attack on 

Quemoy Islands 

對可能即將襲擊金門的情

況評估 

WM-19540904001 1954.09.04 
CIA-RDP85S00362R0

00200050017-6 

The Situation with Respect to 

Certain Islands Off the Coast 

of Mainland China 

中國大陸沿岸部分島嶼的

情況 

WM-19540907001 1954.09.07 
CIA-RDP79T00975A0

01700610001-5 

Current Intelligence Bulletin, 

9/7/1954 

當前情資彙整（1954 年 9

月 7 日） 

WM-19540911001 1954.09.11 
CIA-RDP80R01443R0

00300050006-9 

Chinese Nationalist Troop 

Strength on The Quemoys 
金門島上的國民軍力 

WM-19540912001 1954.09.12 
CIA-RDP79R00890A0

00400010013-8 

Recent History of The Chinese 

Offshore Islands 
離島的近年歷史 

WM-19541003001 1954.10.03 
CIA-RDP79T00975A0

01700430001-5 

Current Intelligence Bulletin 

-Far East, 10/3/1954 

當前情資彙整：遠東（1954

年 10 月 3 日） 

WM-19541005001 1954.10.05 
CIA-RDP80R01443R0

00300070014-8 

Chinese Offshore Islands 

(NSC Briefing), 10/5/1954 

中國離島（1954 年 10 月 5

日） 

WM-19541005002 1954.10.05 
CIA-RDP80R01443R0

00300070007-6 

Chinese Offshore Islands 

(NSC Briefing), 10/5/1954 

中國離島（1954 年 10 月 5

日） 

WM-19541026001 

○ 
1954.10.26 

CIA-RDP80R01443R0

00300110008-0 
Offshore Island Developments 離島演變 

WM-19541108001 

○ 
1954.11.08 

CIA-RDP80R01443R0

00300140024-9 

Chinese Offshore Islands 

(NSC Briefing), 11/8/1954 

中國離島（1954 年 11 月 8

日） 

WM-19541109001 1954.11.09 
CIA-RDP80R01443R0

00300140012-2 

Chinese Offshore Islands 

(NSC Briefing), 11/9/1954 

中國離島（1954 年 11 月 9

日） 

WM-19550101001 1955.01.01 
CIA-RDP91T01172R0

00300240006-8 

Offshore Island Situation, 

1/1/1955 

離島情勢（1955 年 1 月 1

日） 

WM-19550112001 1955.01.12 
CIA-RDP80R01443R0

00300200003-5 

Chinese Nationalist Position, 

1/12/1955 

國民政府所處情勢（1955

年 1 月 12 日） 

WM-19550113001 1955.01.13 CIA-RDP79R00890A0 Chinese Nationalist Position, 國民政府所處情勢（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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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00010034-4 1/13/1955 年 1 月 13 日） 

WM-19550116001 1955.01.16 
CIA-RDP79T00975A0

01800660001-9 

Current Intelligence Bulletin 

-Far East, 1/16/1955 

當前情資彙整：遠東（1955

年 1 月 16 日） 

WM-19550119001 1955.01.19 
CIA-RDP79R00890A0

00500010010-0 

Offshore Islands ( NSC 

Briefing ), 1/19/1955 
離島（1955 年 1 月 19 日） 

WM-19550123001 1955.01.23 
CIA-RDP79T00975A0

02100130001-2 

Current Intelligence Bulletin, 

1/23/1955 

當前情資彙整：遠東（1955

年 1 月 23 日） 

WM-19550124001 1955.01.24 
CIA-RDP80B01676R0

04100110001-6 
CIA Operations in Asia 中情局在亞洲的行動 

WM-19550127001 1955.01.27 
CIA-RDP91T01172R0

00300170007-5 

Critical Situation Report, 

1/27/1955 

嚴重局勢報告（1955 年 1

月 27 日） 

WM-19550129001 1955.01.29 
CIA-RDP91T01172R0

00300240004-0 

Offshore Island Situation, 

1/29/1955 

離島情勢（1955 年 1 月 29

日） 

WM-19550131001 1955.01.31 
CIA-RDP91T01172R0

00300240005-9 

Offshore Island Situation, 

1/31/1955 

離島情勢（1955 年 1 月 31

日） 

WM-19550201002 

○ 
1955.02.01 

CIA-RDP91T01172R0

00300050019-5 

Morale on the Offshore 

Islands 
離島士氣 

WM-19550202001 1955.02.02 
CIA-RDP91T01172R0

00300240007-7 

Offshore Island Situation, 

2/2/1955 

離島情勢（1955 年 2 月 2

日） 

WM-19550203002 1955.02.03 N/A Critical Situations 嚴重局勢 

WM-19550203003 1955.02.03 
CIA-RDP91T01172R0

00300170008-4 

Critical Situation Report, 

2/3/1955 

嚴重局勢報告（1955 年 2

月 3 日） 

WM-19550204002 1955.02.04 
CIA-RDP91T01172R0

00300240009-5 

Offshore Island Situation, 

2/4/1955 

離島情勢（1955 年 2 月 4

日） 

WM-19550207002 1955.02.07 
CIA-RDP91T01172R0

00300240011-2 

Offshore Island Situation, 

2/7/1955 

離島情勢（1955 年 2 月 7

日） 

WM-19550211001 1955.02.11 
CIA-RDP91T01172R0

00300240015-8 

Offshore Island Situation, 

2/11/1955 

離島情勢（1955 年 2 月 11

日） 

WM-19550216002 1955.02.16 
CIA-RDP91T01172R0

00300240018-5 

Offshore Island Situation, 

2/16/1955 

離島情勢（1955 年 2 月 16

日） 

WM-19550216003 1955.02.16 
CIA-RDP80R01731R0

03000010001-1 

Operations Coordinating 

Board Washington, D.C. 
與華府部會協調進行計劃 

WM-19550216004 1955.02.16 CIA-RDP91R01172R0 Offshore Island Situation, 離島情勢（1955 年 2 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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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0240018-5 2/16/1955 日） 

WM-19550217001 1955.02.17 
CIA-RDP91T01172R0

00300240019-4 

Offshore Island Situation, 

2/17/1955 

外島情勢（1955 年 2 月 17

日） 

WM-19550218002 1955.02.18 
CIA-RDP91T01172R0

00300240020-2 

Offshore Island Situation, 

2/25/1955 

外島情勢（1955 年 2 月 25

日） 

WM-19550219001 1955.02.19 
CIA-RDP80R01443R0

00300210018-8 

Chinese Offshore Islands 

(NSC Briefing), 2/19/1955 

中國外島（1955 年 2 月 19

日） 

WM-19550219002 1955.02.19 
CIA-RDP80R01443R0

00300210017-9 

Offshore Islands (NSC 

Briefing), 2/19/1955 
外島（1955 年 2 月 19 日） 

WM-19550225002 1955.02.25 
CIA-RDP91R01172R0

00300240025-7 

Offshore Islands Situation, 

2/25/1955 

外島情勢（1955 年 2 月 25

日） 

WM-19550225003 1955.02.25 
CIA-RDP97T01172R0

00300240025-7 

Offshore Island Situation, 

2/25/1955 

外島情勢（1955 年 2 月 25

日） 

WM-19550226001 1955.02.26 
CIA-RDP91T01172R0

00300240001-3 

Offshore Island Situation, 

2/26/1955 

外島情勢（1955 年 2 月 26

日） 

WM-19550226002 1955.02.26 
CIA-RDP91T01172R0

00300240026-6 

Offshore Islands Situation, 

2/26/1955 

外島情勢（1955 年 2 月 26

日） 

WM-19550301002 

◎ 
1955.03.01 

CIA-RDP91T01172R0

00300240028-4 

Offshore Island Situation, 

3/1/1955 

外島情勢（1955 年 3 月 1

日） 

WM-19550302001 1955.03.02 
CIA-RDP91T01172R0

00300240029-3 

Offshore Island Situation, 

3/2/1955 

外島情勢（1955 年 3 月 2

日） 

WM-19550303003 1955.03.03 
CIA-RDP79-00927A00

0400210001-6 

Current Intelligence Weekly 

Summary, 3/3/1955 

當前情資彙整（1955 年 3

月 3 日） 

WM-19550304001 1955.03.04 
CIA-RDP91T01172R0

00300240031-0 

Offshore Island Situation, 

3/4/1955 

外島情勢（1955 年 3 月 4

日） 

WM-19550305001 1955.03.05 
CIA-RDP91T01172R0

00300240032-9 

Offshore Island Situation, 

3/5/1955 

外島情勢（1955 年 3 月 5

日） 

WM-19550307001 1955.03.07 
CIA-RDP91T01172R0

00300240033-8 

Offshore Island Situation, 

3/7/1955 

外島情勢（1955 年 3 月 7

日） 

WM-19550308001 1955.03.08 
CIA-RDP91T01172R0

00300240034-7 

Offshore Island Situation, 

3/8/1955 

外島情勢（1955 年 3 月 8

日） 

WM-19550311001 1955.03.11 
CIA-RDP91T01172R0

00300240037-4 

Offshore Island Situation, 

3/11/1955 

外島情勢（1955 年 3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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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19550312001 1955.03.12 
CIA-RDP91T01172R0

00300240038-3 

Offshore Island Situation, 

3/12/1955 

外島情勢（1955 年 3 月 12

日） 

WM-19550314001 1955.03.14 
CIA-RDP91T01172R0

00300240039-2 

Offshore Island Situation, 

3/14/1955 

外島情勢（1955 年 3 月 14

日） 

WM-19550315001 

○ 
1955.03.15 

CIA-RDP91T01172R0

00300240040-0 

Offshore Island Situation, 

3/15/1955 

外島情勢（1955 年 3 月 15

日） 

WM-19550316001 1955.03.16 
CIA-RDP91T01172R0

00300240041-9 

Offshore Island Situation, 

3/16/1955 

外島情勢（1955 年 3 月 16

日） 

WM-19550317001 1955.03.17 
CIA-RDP91T01172R0

00300240042-8 

Offshore Island Situation, 

3/17/1955 

外島情勢（1955 年 3 月 17

日） 

WM-19550321001 1955.03.21 
CIA-RDP91T01172R0

00300240045-5 

Offshore Island Situation, 

3/21/1955 

外島情勢（1955 年 3 月 21

日） 

WM-19550329001 1955.03.29 
CIA-RDP78T05694A0

00200050001-1 

Photo Intelligence 

Memorandum 
圖資備忘錄 

WM-19550401001 1955.04.01 
CIA-RDP67-00059A00

0100010002-7 

National Intelligence Digest -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國家情資摘要：中央情報局 

WM-19550420001 1955.04.20 
CIA-RDP80R01443R0

00300310002-4 
Formosa Straits Background 臺灣海峽背景 

WM-19550512002 1955.05.12 
CIA-RDP79T00975A0

02000290001-7 

Current Intelligence Bulletin, 

5/12/1956 

當前情資彙報（1956 年 5

月 12 日） 

WM-19550602001 

○ 
1955.06.02 

CIA-RDP79-00927A00

0500090001-9 

Current Intelligence Weekly 

Summary, 6/2/1955 

當前情資彙整（1955 年 6

月 2 日） 

WM-19550725001 1955.07.25 
CIA-RDP83-00423R00

2000320002-2 

Taiwan College Determination 

to Support the Defense of 

offshore Islands 

臺灣學院決心支持離島防

禦 

WM-19551103001 1955.11.03 
CIA-RDP79T00975A0

02200540001-7 

Current Intelligence Bulletin, 

11/3/1955 

當前情資彙整（1955 年 11

月 3 日） 

WM-19560112001 1956.01.12 
CIA-RDP79T00975A0

02300490001-2 

Current Intelligence Bulletin, 

1/12/1956 

當前情資彙整（1956 年 1

月 12 日） 

WM-19560120001 

◎ 
1956.01.20 

CIA-RDP79T00975A0

02400010001-3 
Current Intelligence Bulletin 

共產中國對外島使用心理

戰 

WM-19560223001 1956.02.23 
CIA-RDP79-00927A00

0700150001-0 

Current Intelligence Weekly 

Summary, 2/23/1956 

當前情資彙報（1956 年 2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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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19560324001 1956.03.24 
CIA-RDP82-00400R00

0300100113-8 

Validity Study of NIE 

100-4-55: Communist 

Capabilities and Intentions 

with Respect to the Offshore 

Islands and Taiwan Through 

1955 

中共的實力以及對外島意

圖（1955 年） 

WM-19560331001 1956.03.31 
CIA-RDP79-00927A00

0800120001-2 

Current Intelligence Weekly 

Summary, 3/31/1956 

當前情資彙整（1956 年 3

月 31 日） 

WM-19560413001 

○ 
1956.04.13 

CIA-RDP79T00935A0

00400040001-6 

Chinese Communist Military 

Construction and Logistic 

Activity in the East China - 

Twain Strait Region through 

January 1956 

中共的實力以及對外島意

圖（1956 年） 

WM-19560517001 1956.05.17 
CIA-RDP79T00975A0

02500460001-3 

Current Intelligence Bulletin, 

5/17/1956 

當前情資彙整（1956 年 5

月 17 日） 

WM-19570104001 

○ 
1957.01.04 

CIA-RDP80R01731R0

00300160028-6 

Visit of Mr. Yu Ta Wei, 

Minister of Defense, Chines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拜訪國民政府國防部長俞

大維 

WM-19570111001 1957.01.11 
CIA-RDP80R01731R0

00200160028-6 

Memoranda Concerning Yu, 

Tai-Wei's 
俞大維言論備忘錄 

WM-19570302001 1957.03.02 
CIA-RDP79-00927A00

1200070001-2 

Current Intelligence Weekly 

Summary, 3/2/1957 

當前情資彙報（1957 年 3

月 2 日） 

WM-19570525001 1957.05.25 
CIA-RDP79T00975A0

03100270001-7 

Current Intelligence Bulletin, 

5/25/1957 

當前情資彙整（1957 年 5

月 25 日） 

WM-19570601001 1957.06.01 
CIA-RDP79T00975A0

03100320001-1 

Current Intelligence Bulletin, 

6/1/1957 

當前情資彙整（1956 年 6

月 1 日） 

WM-19580807003 1958.08.07 
CIA-RDP79-00927A00

1800100001-3 

Current Intelligence Weekly 

Summary, 8/7/1958 

當前情資彙報（1958 年 8

月 7 日） 

WM-19580826007 1958.08.26 
CIA-RDP79T00975A0

03900210001-5 

Central Intelligence Bulletin, 

8/26/1958 

中央情資彙整（1958 年 8

月 26 日） 

WM-19580828003 1958.08.28 
CIA-RDP79-00927A00

199000020001-1 

Current Intelligence Weekly 

Summary, 8/28/1958 

當前情資彙報（1958 年 8

月 28 日） 

WM-19580828004 1958.08.28 CIA-RDP79-00927A00  N/A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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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020001-1 

WM-19580902003 1958.09.02 
CIA-RDP79T00975A0

03900280001-8 

Central Intelligence Bulletin, 

9/2/1958  

中央情資彙整（1958 年 9

月 2 日） 

WM-19580906001 1958.09.06 
CIA-RDP79R00890A0

01000050023-6 
Taiwan Straits, 9/6/1958 

臺灣海峽（1958 年 9 月 6

日） 

WM-19580909001 1958.09.09 
CIA-RDP84-00825R00

0100420001-9 

The Offshore Islands, 

9/9/1958 
外島（1958 年 9 月 9 日） 

WM-19580909002 1958.09.09 
CIA-RDP79R00890A0

01000050024-5 
Taiwan Straits, 9/9/1958 

臺灣海峽（1958 年 9 月 9

日） 

WM-19580920002 

○ 
1958.09.20 

CIA-RDP79R00890A0

01000050019-1 

Intelligence Briefing of Mr. 

Truman by the Acting Director 

of Central Intelligence, 

Wednesday, 17 September, in 

the hotel, Carlyle, New York 

City 

中央情報副局長與杒魯門

先生的情資報告（9 月 17

日紐約嘉麗飯店中） 

WM-19581113001 1958.11.13 
CIA-RDP79-00927A00

2000030001-7 

Current Intelligence Weekly 

Summary, 11/13/1958 

當前情資彙報（1958 年 11

月 13 日） 

WM-19590127001 1959.01.27 
CIA-RDP80B01676R0

02700040004-7 

UNITED STATES 

EMPLOYEES OVERSEAS, 

An operations coordination 

board report submitted to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April 

1958 

美國海外僱員：在 1958 年

4 月的國安會中行動調整

部會進行報告 

WM-19590321001 1959.03.21 
CIA-RDP79-00927A00

2300010001-6 

Current Intelligence Weekly 

Summary, 3/21/1959 

當前情資彙報（1959 年 3

月 21 日） 

WM-19590819001 1959.08.19 
CIA-RDP82M00097R0

00600020031-0 

Validity Study of SNIE 

100-9-58, SNIE 100-11-58 

and SNIE 100-12-58. All 

Regarding Developments in 

the Taiwan Strait Area 

於臺灣海峽地區所更相關

的發展 

WM-19590827001 1959.08.27 
CIA-RDP79-00927A00

2400040001-2 

Current Intelligence Weekly 

Summary, 8/27/1959 

當前情資彙報（1959 年 8

月 27 日） 

WM-19590903001 1959.09.03 CIA-RDP79-00927A00 Current Intelligence Weekly 當前情資彙報（1959 年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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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00020001-2 Summary, 9/3/1959 月 3 日） 

WM-19600630001 1960.06.30 
CIA-RDP78-03107A00

0600020016-7 

Foreign Press Bulletin, 

6/30/1960 

外國媒體訊息彙整（1960

年 6 月 30 日） 

WM-19610624001 1961.06.24 
CIA-RDP64B00346R0

00100300061-5 

The CIA By Fred J. Cook, 

6/24/1961 

庫克談及中央情報局（1961

年 6 月 24 日） 

WM-19610808001 1961.08.08 
CIA-RDP64B00346R0

00200200005-7 

Congressional Record - 

Appendix, 8/8/1961 

國會紀錄：附錄（1961 年 8

月 8 日） 

WM-19620000001 1962 
CIA-RDP66B00403R0

00500120001-1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 

United States Senate  

參議院對於司法系統的會

議 

WM-19620401001 1962.04.01 N/A 
Nixon The Hiss Case And a 

Presidential Campaign 

尼克森對於希斯案件以及

參選總統 

WM-19620401002 1962.04.01 
CIA-RDP75-00149R00

0500440051-6 

Turning Points For A Man In 

the [] 
一個人的轉捩點 

WM-19620401003 1962.04.01 
CIA-RDP75-00149R00

0500440049-9 

Nixon, the Hiss Case and a 

Presidential Campaign 

尼克森對於希斯案件以及

參選總統 

WM-19620619001 1962.06.19 
CIA-RDP66B00403R0

00500120001-1 

State Department Security the 

New Passport Regulations 
國務院的新護照規定 

WM-19640310001 1964.03.10 
CIA-RDP66B00403R0

00200130027-5 
Congressional Record - Senate 國會紀錄：參議院 

WM-19650818001 1965.08.18 
CIA-RDP67B00446R0

00300130010-4 

Congressional Record - 

House, 8/18/1965 

國會紀錄：眾議院（1961

年 8 月 18 日） 

WM-19660101001 1966.01.01 
CIA-RDP79T00826A0

00100010001-3 

Intelligence Handbook - 

Communist China 
情資手冊：中共 

WM-19660114001 1966.01.14 
CIA-RDP67B00446R0

00400010008-8 

Congressional Record - 

Appendix, 1/14/1966 

國會紀錄：附錄（1966 年 1

月 14 日） 

WM-19660124001 1966.01.24 N/A The Vietnam Decision 越南決定 

WM-19671004001 1967.10.04 
CIA-RDP79T00827A0

01000060009-2 

Draft DCI Briefing for House 

Armed Services Special 

Subcommittee on National 

Defense Posture …. 

給眾議院軍事委員會的徵

兵情況簡報更關於國家防

禦情況 

WM-19711201001 1971.12.01 
CIA-RDP85T00875R0

01000010045-7 

Intelligence Report 

Peking-Taipei Contacts: The 

Question of Possible " 

北京臺北的接觸情資報

告：是否更可能存在「中國

的解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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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Solution " 

WM-19721200001 1972.12 
CIA-RDP04T00184R0

00400070001-5 

The Directorate of Intelligence 

Historical Series - National 

Photographic Interpretation 

Center - Volume One 

Antecedents and Early Years, 

1952-1956 

情資部門的歷史選輯：全國

攝影解釋中心：第一冊：早

年與先人（1952-1956 年） 

WM-19721200002 1972.12 
CIA-RDP04T00184R0

00400070001-5 

The Directorate of Intelligence 

Historical Series - National 

Photographic Interpretation 

Center - Volume One 

Antecedents and Early Years, 

1952-1956 

情資部門的歷史選輯：全國

攝影解釋中心：第一冊：早

年與先人（1952-1956 年） 

WM-19731216001 1973.12.16 
CIA-RDP79-01194A00

0100770001-1 
China's True Naval Strength 中國海軍的真正實力 

WM-19740400001 1974.04 
CIA-RDP01-00707R00

0200080022-3 
Nationalist China  國民政府 

WM-19740500001 1974.05 
CIA-RDP01-00707R00

0100150011-0 

Republic of China - Official 

Standard Names Gazetteer 

中華民國：美國地名委員會

通過的官方名稱 

WM-19790307001 1979.03.07 
CIA-RDP85-00003R00

0100050011-0 

Congressional Record - 

Senate, 3/7/1979 

國會紀錄：參議院（1979

年 3 月 7 日） 

WM-19790313001 1979.03.13 
CIA-RDP85-00003R00

0100050012-9 

Congressional Record - 

House, 3/13/1979 

國會紀錄：眾議院（1979

年 3 月 13 日） 

WM-19801022001 1980.10.22 
CIA-RDP84B00049R0

00701970008-5 

The Military Situation in the 

Taiwan Strait: Taiwan's 

Options and Needs 

臺海軍事情況：臺灣的選擇

與需求 

WM-19820000001 1982 
CIA-RDP90-00845R00

0100140002-0 

Nuclear War Is not 

Unthinkable; for The 

Pentagon It's an Option: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U.S. 

Nuclear Threats 

核武使用對國防部仍是一

個選擇：美國所簽的核武協

定 

WM-19820200001 1982.02 
CIA-RDP83B00227R0

00100040006-9 

Taiwan: New Leaders and 

New Policies 
臺灣：新領導與新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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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19850200001 1985.02 
CIA-RDP86T00590R0

00100110003-0 

Taiwan's Modest Defense 

Industries Program 
臺灣適中的國防工業計劃 

WM-19850316001 1985.03.16 
CIA-RDP87-00462R00

0100130030-9 

The International Arena in the 

Year 2000 
2000 年的世界局勢 

WM-19860500001 1986.05 
CIA-RDP97R00694R0

00600110001-2 

Economic Sanctions: A 

Historical Analysis 
經濟制裁：歷史的分析 

WM-20150000002 N/A 
CIA-RDP88-0135R000

300160040-1 

The Soviet Economic 

Challenge 
蘇維埃的經濟挑戰 

WM-20150000003 

○ 
N/A 

CIA-RDP33-02416A00

0300020001-6 
History of The U-2 U-2 的歷史 

WM-20150000004 N/A 
CIA-RDP85S00362R0

00600140001-9 

The 'SUMMIT' Four-Power 

Conference 
四強會議高峰會 

WM-20150000005 N/A 
CIA-RDP79R00890A0

00500030055-9 
Chinese Offshore Islands 中國外島 

WM-20150000006 N/A 
CIA-RDP80R01443R0

00300250007-6 

Offshore Island (NSC 

Briefing)  
外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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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19610417001 1961.04.17 JFKNSF-321-021 Timing on the Offshores 時間點上的外島 

WM-19620618001 

○ 
1962.06.18 RHPC Series1 Box1 

Chinese Communist Troop 

Movements 
中共軍隊的行動 

WM-19620620001 1962.06.20 RHPC Series1 Box1 Meeting- The White House 在白宮召開會議 

WM-19620620002 1962.06.20 RHPC Series1 Box1 

Memo to Acting Sec. re White 

House mtg on Offshore Island 

problem dtd 6/20/62 

給行動部門的備忘錄更關

於白宮在外島議題的看法

（1962 年 6 月 20 日） 

WM-19620622001 1962.06.22 RHPC Series1 Box1 

Chinese Communist 

Motivations in a Possible 

Offshore Islands Probe 

中共可能對外島進行調查

的動機 

WM-19620801001 1962.08.01 JFKNSF-320-014 

GRC Plan for Open Military 

Operations Against Communist 

China 

國民政府希望以公開的軍

事行動對抗中共 

WM-19620803001 1962.08.03 JFKNSF-320-014 GRC War Plans 國民政府戰爭計畫 

WM-19621004001 1963.10.04 JFKNSF-026-007 

Reply to the Department's 

Query About the Ad Hoc 

Intelligence Committee Report 

回應國務院質詢特殊情資

會議報告 

WM-19630125001 1963.01.25 JFKNSF-026-001 
Military Build-up by the 

Republic of China(GRC) 
國民政府的軍隊建立 

WM-19630306001 1963.03.06 JFKNSF-026-009 Incoming Telegram_3468 收電（3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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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檔案類別：國際情勢與外交關係 

1.館藏地：美國國家檔案局 

*於編號下方標註「◎」，為重要已翻譯文件；標註「○」為重要未翻譯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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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19540903001 1954.09.03 RG469_409_Box132  Chinese Off-shore Islands 中國外島 

IR-19541021001 

○ 

1954.10.21 RG469_409_Box132 The Chinese Offshroe 

Islands - Background and 

Local Comment 

中國外島- 背景與當地評

論 

IR-19550127001 1955.01.27 RG59_Box6 Report of Tripartite Working 

Party on Question of 

Cessation of Hostilities in 

Chinese Off-Shore Islands 

三方會談-關於中國外島

停止敵對行動的問題報

告 

IR-19550128001 1955.01.28 RG59_P 225_Box18 Letter to Stassen 致史塔生信 

IR-19550217001 1955.02.17 RG0306_A1 

1022_Box1  

British Public Opinion Poll 

On the Current Formosan 

Issue 

英國民意調查目前臺灣

問題 

IR-19550414001 1955.04.14 RG469_Box6 China(Formosa)_General 

Statement 

中國（臺灣）-綜合評述 

IR-19550423001 1955.04.23 RG 59_ 

A1.3115_Box 

3_Folder 

FORMOSA 

(TAIWAN) 

Enlisting Support for U.S. 

Policies Toward Taiwan 

爭取美國支持偏向臺灣

的對華政策 

IR-19550921001 

○ 

1955.09.21 RG 59_ 

A1.3115_Box 

11_Folder 

Hoover-Hollister_FE

_Inspection_Trip-Se

pt_1955_2_of_3_1 

Soviet Policy Toward 

Republic of China 

蘇聯對中華民國的對華

政策 

IR-19550921002 1955.09.21 RG 59_ OFFSHORE ISLANDS 外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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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3115_Box 

11_Folder 

Hoover-Hollister_FE

_Inspection_Trip-Se

pt_1955_2_of_3_2 

IR-19551021001 1955.10.21 RG0306_A1 

1022_Box1  

The Situation in The Taiwan 

Straits 

臺灣海峽情勢 

IR-19560109001 1956.01.09 RG59_P 225_Box18 Letter to Admiral Radford 致雷德福上將信 

IR-19560110001 1956.01.10 RG59_P 225_Box18 United States and United 

Kingdom Interests and 

Objectives in the Far East in 

the Light of the Present 

Situation 

美國和英國根據目前的

局勢關注遠東 

IR-19560530001 1956.05.30 RG 59_A1 

5221_Box 2 

Offshore 

Islands(Misc.) Jul 

19-Aug 31 

UN Consideration of 

Problem of Chinese 

Nationalist-Held Offshore 

Islands 

聯合國審議中國國民

黨，在外島的問題 

IR-19560920001 1956.09.20 RG59_P 225_Box18 Letter to Jim 致卲姆帕爾桑信 

IR-19561128001 1956.11.28 RG59_P 225_Box18 Negotiation of 

Supplementary Agreement 

with Chinese Government to 

Cover Construction of Kung 

Kuan Airfield and Harbor 

and Naval Facility 

Improvement  

與中國政府協商維護公

館機場及海港和海軍設

施改造建設之補充協議 

IR-19561128002 1956.11.28 RG59_P 225_Box18 Proposed Text of 

Construction Agreement 

建設協議的建議文本 

IR-19561206001 1956.12.06 RG59_P 225_Box18 Updating Memorandum on 

Progress Report on U.S. 

Policy Toward Taiwan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NSC 

美國對臺及國府政策

（NSC5503）進度報告之

更新備忘錄，1956 年 11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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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03), dated November 21, 

1956 

IR-19570107001 1957.01.07 RG 59_A1 

5221_Box 2 1957 

Jan thru March 

306.13a OCB-NSC 

IMPLEMENTATIO

N-5503 

Review of NSC 5503 in 

Light of Prochnow 

Committee Report 

依照普繫赫諾委員會報

告 NSC5503 的審議 

IR-19570117001 1957.01.17 RG 59_A1 

5221_Box 2 1957 

Jan thru March 

306.13a OCB-NSC 

IMPLEMENTATIO

N-5503 

Progress Report on U.S. 

Policy Toward Taiwan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NSC 

5503) 

美國對臺及國府政策

（NSC5503）進度報告 

IR-19570329001 1957.03.29 RG 59_ 

A1.3115_Box 

7_Folder Military 

Problems 

N/A 無 

IR-19570625001 1957.06.25 RG 59_ 

A1.3115_Box 

6_Folder 

Memoranda 

(Jan-June 1957) 

N/A 無 

IR-19570627001 1957.06.27 RG 59_ 

A1.3115_Box 

6_Folder 

Memoranda 

(Jan-June 1957) 

Letter Form Ambassador 

Rankin to Mr. Nash 

藍欽大使致納許先生函 

IR-19570825001 1957.08.25 RG 59_ 

A1.3115_Box 

6_Folder 

Memoranda 

(July-Aug 1958)  

Draft statement on U.S. 

Policy on offshore Islands 

美國對外島政策聲明草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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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19570829001 1957.08.29 RG 59_ 

A1.3115_Box 

6_Folder 

Memoranda 

(Jan-June 1957)3 

Compensation for Claims 

Against U.S. Military 

Personnel 

針對美國軍事人員補償

索賠 

IR-19570911001 1957.09.11 RG 59_ 

A1.3115_Box 

6_Folder 

Memoranda 

(Sept-Oct 1957)1 

Taiwan 臺灣 

IR-19580000001 1958 RG 59_A1 

5221_Box 2 

Offshore 

Islands(Misc.) Jul 

19-Aug 31 

Telephone Conversations 

Between the Secretary and 

Mr. Parsons, the Acting 

Secretary and Mr. Parsons 

and the Secretary and the 

Acting Secretary 

國務卿與帕爾桑先生、副

國務卿與帕爾桑先生、國

務卿與副國務卿間的電

話會談 

IR-19580000002 1958 RG 59_A1 

5315_Box 17 Folder 

Classified Reference 

Material Taiwan 

Strait 1958 

Statements by Foreign 

Leaders 

外國領導人發言 

IR-19580000003 1958 RG59_A1 5412_Box 

6 

VICE PRESIDENT 

NIXON'S VISIT TO THE 

UNITED KINGDOM 

尼克森副總統訪問英國 

IR-19580000004 1958 RG59 A1 5315 Box 

17 

Folder Classified Reference 

Material Taiwan Strait 

1958_Formosa Straits_1958 

臺灣 

IR-19580128001 1959.01.28 RG306_P 46_Box9 Acheving a Just Peace is 

Main Goal of U.S. Policy 

達成和帄是美國政策主

要目標 

IR-19580314001 1958.03.14 RG59_A1 1341_Box 

8 Folder SEATO 

1957-58 

Exchange of View 交流觀點 

IR-19580703001 1958.07.03 RG 59_ Preliminary Evaluation of 初步評估對臺海問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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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3115_Box 

10_Folder Position 

Papers by Mr. 

Green1 

Channels for Peaceful 

Settlement of Taiwan Straits 

Issue 

和帄解決的渠道 

IR-19580731001 1958.07.31 RG59_Box6 White House Inquiry About 

Taipei's 99 

白宮詢問關於臺北 99 

IR-19580803001 1958.08.03 RG59_A1 5412_Box 

6 

毛澤東與赫魯雪夫會談公

報 

毛澤東與赫魯雪夫會談

公報 

IR-19580805001 1958.08.05 RG59_A1 

1587-M_Box45 

DRF Contribution to Watch 

Committee Report 

貢獻觀察委員會的報告 

IR-19580807001 1958.08.07 RG 59_ 

A1.3115_Box 

9_Folder Offshores  

Communist Military and 

Diplomatic Moves Toward 

the offshore Islands 

共黨對外島之軍事和外

交動向 

IR-19580808001 1958.08.08 RG 59_A1 

5221_Box 2 

Offshore 

Islands(Misc.) Jul 

19-Aug 31 

Statement Read by 

Department Spokeman (Mr. 

Reap) at ND Briefing 

由國務院發言人宣讀聲

明之簡報 

IR-19580811001 1958.08.11 RG59_Box6 Local Reaction to News of 

Possible Hostilities in 

Taiwan Strait 

更關臺灣海峽可能敵對

行動新聞的區域反應 

IR-19580811002 1958.08.11 RG59_Box6 State-Defense Contingency 

Planning re Off-Shore 

Islands 

外島的國防應變計畫 

IR-19580814001 1958.08.14 RG 59_ 

A1.3115_Box 

6_Folder 

Memoranda 

(July-Aug 1958) 

Warning Peiping Against 

Attacking or Interdicting the 

Offshore Islands 

警告北帄禁止攻擊或阻

截外島 

IR-19580815001 1958.08.15 RG 59_A1 

5221_Box 2 

Offshore 

Islands(Misc.) Jul 

Recommended Warning to 

Peiping Against Attacking 

the Offshore Islands 

建議警告北帄禁止攻擊

外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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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Aug 31 

IR-19580819001 1958.08.19 RG 59_A1 

5221_Box 2 

Offshore 

Islands(Misc.) Jul 

19-Aug 31 

Alternative U.S. Courses of 

Action in Light Possible 

CHICOM/CHINAT Courses 

of Action Toward the 

Off-Shore Islands Over the 

Next Twelve Months 

美國面對未來 12 個月國

共對外島可能行動方向

之動向 

IR-19580819002 1958.08.19 RG59_A1 

1587-M_Box45 

DRF Contribution to Watch 

Committee Report 

DRF 提交觀察委員會的

報告 

IR-19580821001 1958.08.21 RG59_Box6 NAVAL MESSAGE 4714 海軍訊息第 4717 號 

IR-19580822001 

○ 

1958.08.22 RG59_A1 5412_Box 

6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19580822 

1958 年 8 月 22 日談話備

忘錄 

IR-19580823001 1958.08.23 RG 59_A1 

5221_Box 2 

Offshore 

Islands(Misc.) Jul 

19-Aug 31 

Memorandum for Mr. Herter 

and Mr. Robertson 

赫特先生和饒柏森先生

備忘錄 

IR-19580825001 1958.08.25 RG 59_ 

A1.3115_Box 

9_Folder 

Taiwan_1_3 

Graham Parsons to the 

Acting Secretary 

帕爾桑函副國務卿 

IR-19580825002 1958.08.25 RG 59_A1 

5221_Box 2 

Offshore 

Islands(Misc.) Jul 

19-Aug 31 

Governor Herter's Queries 

Concerning the Off Shore 

Islands Problem 

赫特州長關於外島問題

的質疑 

IR-19580825003 

○ 

1958.08.25 RG59_A1 5412_Box 

6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19580825 

1958 年 8 月 25 日會談備

忘錄 

IR-19580825004 1958.08.25 RG59_A1 5412_Box 

6 

Means of Dealing With the 

Taiwan Straits Crisis 

處理臺海危機的方式 

IR-19580826001 1958.08.26 RG 59_ 

A1.3115_Box 

10_United Nations 

Possible UN Action with 

Regard to off Shore Islands 

聯合國更關於外島可能

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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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pects  

IR-19580826002 1958.08.26 RG59_A1 

1341_Box8 Folder 

Offshore Islands 

Taiwan Straits Sep 

1958 

Possible Rescue of 

CHICOM Aviator (C) 

救援共軍飛行員的可能

性 

IR-19580826003 1958.08.26 RG59_A1 5412_Box 

6 

Possible Rescue of 

CHICON Aviator ©  

救援共軍飛行員的可能

性 

IR-19580826004 1958.08.26 RG59_A1 3115_Box 

10 

Comments on Ambassador 

Lodge's Draft Speech  

繫奇大使演講稿評論 

IR-19580827001 1958.08.27 RG59_A1 1341_Box 

8 Folder Taiwan 

Straits Situation 

The SNIE on Taiwan 臺灣的特殊國家情報評

估 

IR-19580827002 1958.08.27 RG59_A1 5412_Box 

6 

Situation with Respect to the 

offshore Islands 

關於外島情況 

IR-19580827003 1958.08.27 RG59_Box6 

Situation with 

Respect to the 

Offshore Islands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19580827 

1958 年 8 月 27 日談話備

忘錄 

IR-19580828001 1958.08.28 RG 59_ 

A1.3115_Box 

10_United Nations 

Aspects  

Possible Developments in 

the UN if Off Shore Islands 

Should be Considered There 

聯合國應該考慮外島發

展的可能 

IR-19580828002 1958.08.28 RG59_Box6 Significant World Reaction 

to Development in Taiwan 

Straits 

世界重要的反應對於臺

灣海峽情勢的演變 

IR-19580829001 

◎ 

1958.08.29 RG 59_ 

A1.3115_Box 

10_Folder Warsaw 

Talks 

Background Information 

and Recommendations 

Relating to the Situation in 

the Taiwan Straits 

背景資訊與臺海情勢相

關建議 

IR-19580829002 1958.08.29 RG 59_A1 

5221_Box 2 

Offshore 

Summary of Meeting at the 

White House on the Taiwan 

Straits Situation 

在白宮對臺灣海峽局勢

會議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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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lands(Misc.) Jul 

19-Aug 31 

IR-19580829003 1958.08.29 RG59_A1 5412_Box 

6 

Taiwan Straits 臺灣海峽 

IR-19580829004 1969.08.29 RG59_Box5 Tom 19690829 致湯姆函 

IR-19580829005 1958.08.29 RG59_A1 

1587-M_Box45 

Moscow Treatment of the 

Taiwan Straits 

莫斯科對臺灣海峽威脅 

IR-19580830001 1958.08.30 RG59_Box6 Taiwan Straits Situation 臺灣海峽情勢 

IR-19580830002 1958.08.30 RG59_A1 3115_Box 

10 

Public Affairs of the Taiwan 

Straits Crisis 

臺灣海峽危機的公共事

務 

IR-19580831001 1958.08.31 RG 59_A1 

5221_Box 2 

Offshore 

Islands(Misc.) Jul 

19-Aug 31 

Recent Political Aspects of 

Taiwan Straits 

Developments 

臺灣海峽最近政治的發

展層面 

IR-19580831002 

○ 

1958.08.31 RG59_A1 

1587-M_Box45 

Pravda Observer Atricle on 

Taiwan Straits Situation 

《真理報》「觀察家」文

章論臺灣海峽局勢 

IR-19580900001 

◎ 

1958.09. RG 59_A1 

5221_Box 2 

Offshore 

Islands(Misc.) 

Sep1-11 

Demilitarization of Offshore 

Islands 

外島非軍事化 

IR-19580900002 1958.09. RG59_A1 

1341_Box8 Folder 

Offshore Islands 

Taiwan Straits Sep 

1958 

SIX OBJECTIVES FOR 

THE ACTION OF 

ANTI-COMMUNIST & 

NATIONAL RECOVRY 

六個反共產主義與國家

復興目標的行動 

IR-19580901001 

○ 

1958.09.01 RG 59_ 

A1.3115_Box 

10_United Nations 

Aspects 

Preliminary Evaluation of 

Channels for Peaceful 

Settlement of Taiwan Straits 

Issue 

初步評估對臺海問題的

和帄解決的渠道 

IR-19580902001 

○ 

1958.09.02 RG 59_ 

A1.3115_Box 

Efforts by the United States 

to Reach an Agreement with 

美國努力達成與中共的

會議放棄協防臺灣部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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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_United Nations 

Aspects 

the Chinese Comunists on 

the Renunciation of Force in 

the Taiwan Area 

IR-19580902002 1958.09.02 RG59_A1 1341_Box 

8 

Major Public Affairs Matters 

Arising Since August 24 

從 8 月 24 日開始的主要

公共事務議事項 

IR-19580902003 1958.09.02 RG59_A1 5412_Box 

6 

Farewell Call by Chinese 

Ambassador 

中國駐美國大使以電話

告別 

IR-19580902004 1958.09.02 RG59_A1 5412_Box 

6 

Taiwan Straits 臺灣海峽 

IR-19580902005 

○ 

1958.09.02 RG59_A1 5412_Box 

6 

Use of Good Offices of a 

Third Country to Convey a 

Warning to the Chinese 

Communists 

使用第三國的斡旋來傳

達中國共產黨的警告 

IR-19580902006 1958.09.02 RG59_A1 

1587-M_Box45 

DRF Contribution to Watch 

Committee Report 

DRF 提交觀察委員會的

報告 

IR-19580902007 1958.09.02 RG59_A1 

1587-M_Box45 

Sino-Soviet Propaganda on 

the Taiwan Straits Crisis 

中蘇宣傳臺灣海峽危機 

IR-19580903001 1958.09.03 RG 59_ 

A1.3115_Box 

9_Folder SEATO 

Statement on Taiwan 

The Situation in the Taiwan 

Straits 

臺灣海峽情勢 

IR-19580903002 

○ 

1958.09.03 RG59_ A1 

1587-M_BOX44 

Secretary's Meeting with the 

SEATO Chiefs of Mission 

秘書與付表團的東南亞

條約組織付表團會議 

IR-19580903003 

○ 

1958.09.03 RG59_A1 

1587-M_Box45 

American Opinion 美國人民輿情 

IR-19580903004 1958.09.03 RG 59_A1 

5221_Box 2 

Offshore 

Islands(Misc.) 

Sep1-11 

Taiwan Straits 臺灣海峽 

IR-19580903005 1958.09.03 RG59_A1 5412_Box 

6 

Reporting by Indian 

Ambassador to Peiping to 

Delhi on Taiwan Straits 

印度大使對北京及德里

報告台提交海的局勢 



224 
 

編號 檔案日期 原始分類暨檔號 原始檔案名稱 中文檔案名稱 

Situation 

IR-19580903006 1958.09.03 RG59_A1 

1587-M_Box45 

Peiping Propaganda on the 

Taiwan Straits Situation 

北京宣傳臺海局勢 

IR-19580903007 1958.09.03 RG59_A1 

1587-M_Box45 

Intelligence Note Hasir 's 

Statement on the Formosa 

Crisis 

海瑟的聲明事項評論臺

灣危機情報 

IR-19580903008 1958.09.03 RG59_A1 

1587-M_Box45 

Soviet Comment on Taiwan 

Straits in Last 24 Hours 

過去 24 小時的臺海蘇聯

評論 

IR-19580903009 

○ 

1958.09.03 RG59_A1 

1587-M_Box46 

Probable Free World 

Reactions to Various U.S. 

Courses of Action with 

Respect to the Chin-mens 

and The Matsu 

美國各種關於金門和馬

祖的行動，自由世界可能

的反應 

IR-19580903010 1958.09.03 RG59_A1 

1587-M_Box46 

Some Considerations on 

Item for OCB Luncheon 

Meeting 

OCB 午餐會議對幾點項

目的思考 

IR-19580903011 1958.09.03 RG59_A1 

1587-M_Box46  

Some Psychological 

Considerations Pertaining to 

U.S. position on The 

Offshore Islands in the 

Taiwan Straits 

一些心理學思考修飾，以

美國對臺灣海峽外島的

立場 

IR-19580904001 1958.09.04 RG59_ A1 

1587-M_BOX44 

STATEMENT 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 

國務卿聲明 

IR-19580904002 1958.09.04 RG59_A1 

1341_Box8 

N/A 無 

IR-19580904003 1958.09.04 RG59_A1 5412_Box 

6 

Taiwan Straits Situation 臺海情勢 

IR-19580904004 1958.09.04 RG59_A1 

1587-M_Box45 

DRF Comments DRF 評論 

IR-19580904005 1958.09.04 RG59_A1 

1587-M_Box45 

Peiping's Warning on 

Territorial Waters 

北京關於領海的警告 

IR-19580904006 1958.09.04 RG59_A1 

1587-M_Box46 

Why it is important to keep 

the offshore islands out of 

為何讓外島不受中共控

制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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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 China's hands 

IR-19580905001 1958.09.05 RG 59_A1 

5221_Box 2 

Offshore 

Islands(Misc.) 

Sep1-11 

Memorandum for S/S S/S 備忘錄 

IR-19580905002 1958.09.05 RG59_A1 5412_Box 

6 

中共飛官處置回覆  

IR-19580905003 1958.09.05 RG59_Box6 Maurer, Aylward 茂爾，艾偉德 

IR-19580905004 1958.09.05 RG306_A1 

1029_Box1 

Public Reaction to Taiwan 

Strait Developments 

公眾對臺海情勢發展的

反應 

IR-19580905005 

○ 

1958.09.05 RG59_A1 

1587-M_Box45 

Further Pravda Comment on 

Taiwan Straits 

《真理報》對臺海的進一

步評論 

IR-19580905006 1958.09.05 RG59_A1 

1587-M_Box45 

Infoguides and News Policy 

Notes Transmitted During 

the Period 4-30 pm 

September 3 to 4-30 pm 

September 5, 1958 

1958 年 9 月 3 日下午 4

點 30 分至 9 月 5 日下午

4 點 30 分所發布指南與

新政策說明 

IR-19580905007 1958.09.05 RG59_A1 

1587-M_Box45 

Initial Press and Radio 

Reaction to the Newport 

Statement 

最早對新港聲明的新聞

與廣播反應 

IR-19580905008 

○ 

1958.09.05 RG59_A1 

1587-M_Box45 

Initial Reaction to the 

Newport Statement 

對新港聲明的初步回應 

IR-19580905009 

○ 

1958.09.05 RG59_A1 

1587-M_Box45 

Negative Latin American 

Reaction to Newport 

Declaration 

拉美對新港聲明的負面

反應 

IR-19580905010 

○ 

1958.09.05 RG59_A1 

1587-M_Box45 

Pravda States USSR Cannot 

Remain Inactive in Taiwan 

Issue 

《真理報》指蘇聯不能對

臺灣議題保持被動 

IR-19580905011 1958.09.05 RG59_A1 

1587-M_Box45 

Reaction to 

Eisenhower-Dulles 

Statement_Government of 

Republic of China(GRC) 

國府對艾森豪─杒勒斯聲

明的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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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19580905012 

○ 

1958.09.05 RG59_A1 

1587-M_Box45 

Western European Reaction 

to Secretary's Statement of 

September 4 

西歐對 9 月 4 日國務卿聲

明的反應 

IR-19580905013 1958.09.05 RG59_A1 

1587-M_Box45 

World Reaction to Newport 

Statement_S"S-RO 

Memorandum of September 

5 

9 月 5 日備忘錄─全球對

新港聲明的反應 

IR-19580905014 1958.09.05 RG59_A1 

1587-M_Box46  

U.S. policy regarding the 

Taiwan Straits Crisis 

美國對臺海危機之政策 

IR-19580906001 1958.09.06 RG59_A1 

1587-M_Box45 

EE Reactions to Newport 

Statement 

EE 對新港聲明之反應 

IR-19580906002 1958.09.06 RG59_A1 

1587-M_Box45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美國新聞總署 

IR-19580906003 

○ 

1958.09.06 RG59_A1 

1587-M_Box45 

Reactions to Newport 

Statements on Far East 

遠東對新港聲明的反應 

IR-19580906004 

○ 

1958.09.06 RG59_A1 

1587-M_Box45 

Reactions to Taiwan 

Statement from Near East, 

South Asia, and 

Africa(DRN) 

近東、東亞與非洲對臺灣

聲明的反應 

IR-19580906005 

○ 

1958.09.06 RG59_A1 

1587-M_Box45 

Reactions to the Newport 

Statement 

對新港聲明的反應 

IR-19580906006 

○ 

1958.09.06 RG59_A1 

1587-M_Box45 

Roundup of Government 

Official and Press and 

Public Reaction to the 

Newport Declarations from 

the Countries of Western 

Europe, the Commonwealth 

and Eastern Germany 

西歐國家政府辦公室與

媒體以及公眾對新港聲

明的反應，聯邦與東德評

估自由世界的反應，針對

美國在金馬 各國的可能

行動走向 

IR-19580906007 1958.09.06 RG59_A1 

1587-M_Box46  

Estimate of Free World 

Recation, Country by 

Contry to Three Possible 

Courses of Action By the 

U.S. in Quemoy-Mat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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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19580907001 1958.09.07 RG 59_ 

A1.3115_Box 

10_Folder 

Intelligence Reports 

I 

Notes on telephone call 

from Mr. Parsons to 

Macomber 

帕爾桑電馬康博之紀錄 

IR-19580907002 1958.09.07 RG 59_A1 

5221_Box 

2_Offshore Islands 

(Misc.) Sep1-11 

Demilitarization of the 

Offshore Islands 

外島非軍事化 

IR-19580908001 

○ 

1958.09.08 RG59_A1 

1587-M_Box45 

American Opinion Situation 美國輿情狀況 

IR-19580908002 

○ 

1958.09.08 RG306_A1 

1029_Box1 

Public Reaction to Taiwan 

Strait Developments Daily 

Summary No. 2, September 

8, 1958 

公眾對臺海發展的反

應。每日簡報第 2 號，

1958 年 9 月 8 日 

IR-19580908003 1958.09.08 RG59_A1 

1587-M_Box45 

Public Information re 

Taiwan Straits 

臺海的公開資訊 

IR-19580908004 1958.09.08 RG59_A1 

1587-M_Box46 

Public Reaction to Taiwan 

Strait Development Daily 

Summary No. 2, September 

8 1958 

公眾對臺海發展的反

應。每日簡報第 2 號，

1958 年 9 月 8 日 

IR-19580908005 1958.09.08 RG59_A1 

1587-M_Box46  

Reaction to Taiwan Strait 

Issue and Dulles' Newport 

Statement 

對臺海議題的反應以及

杒勒斯的新港聲明 

IR-19580909001 1958.09.09 RG59_A1 5412_Box 

6 

Situation in the Taiwan 

Straits 

臺海的情勢 

IR-19580909002 1958.09.09 RG306_A1 

1029_Box1 

Public Reaction to Taiwan 

Strait Developments Daily 

Summary No. 3, September 

9, 1958 

公眾對臺海發展的反

應。每日簡報第 3 號，

1958 年 9 月 9 日 

IR-19580909003 1958.09.09 RG59_A1 

1587-M_Box45 

British-Iceland Dispute 英國─冰島爭議 

IR-19580909004 1958.09.09 RG59_A1 Public Reaction to Taiwan 公眾對臺海發展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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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7-M_Box46  Strait Development Daily 

Summary No. 3, September 

9 1958 

應。每日簡報第 3 號，

1958 年 9 月 9 日 

IR-19580910001 1958.09.10 RG 59_ 

A1.3115_Box 

10_Folder Warsaw 

Talks 

The GRC and the Warsaw 

Talks 

國府與華沙會談 

IR-19580910002 1958.09.10 RG 59_ 

A1.3115_Box 

10_United Nations 

Aspects 

U.S. Obligation to Report to 

the Security Council 

美國義務向安理會報告 

IR-19580910003 1958.09.10 RG 59_A1 

5221_Box 

2_Offshore Islands 

(Misc.) Jul 19-Aug 

31 

Residence on Yangmingshan 

prepared ny Political Vice 

Minister Shen Chang-huan 

received fm amb Drumright 

Taipei 

副外長沈昌煥在陽明山

準備自莊萊德大使接收

之住所 

IR-19580910004 1958.09.10 RG306_A1 

1029_Box1 

Public Reaction to Taiwan 

Strait Developments Daily 

Summary No. 4, September 

10, 1958 

公眾對臺海發展的反

應。每日簡報第 4 號，

1958 年 9 月 10 日 

IR-19580910005 1958.09.10 RG306_P 46_Box9 American Policy on Red 

China Treats to Taiwan, 

Offshore Islands  

美國對中共對待臺灣外

島之政策 

IR-19580910006 1958.09.10 RG59_A1 

1587-M_Box45 

China 中國 

IR-19580910007 1958.09.10 RG59_A1 

1587-M_Box45 

French Constitutional Vote 法國憲法公投 

IR-19580910008 1958.09.10 RG59_A1 

1587-M_Box46  

Public Reaction to Taiwan 

Strait Development Daily 

Summary No. 4, September 

10 1958 

公眾對臺海發展的反

應。每日簡報第 4 號，

1958 年 9 月 10 日 

IR-19580911001 1958.09.11 RG 59_ 

A1.3115_Box 

Conversation with Mr. 

Ledovaki,Counselor, 

與蘇聯使館一等秘書列

多夫斯基先生會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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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_Folder Position 

Papers 

Russian Embassy 

IR-19580911002 1958.09.11 RG59_A1 

1587-M_Box45 

American Opinion Situation 美國輿情狀況 

IR-19580911003 1958.09.11 RG 59_5514_Box 25 

Divisive and 

Cohesive Elements 

in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Intelligence 

Report No.7798 

PROBABLE SOVIET 

TACTICS AT THE 13TH 

UN GENERAL 

ASSEMBLY 

蘇聯在第三次聯合國大

會上可能策略 

IR-19580911004 

○ 

1958.09.11 RG59_A1 5412_Box 

6 

Indian Diplomatic Reporting 

on Taiwan Straits Crisis 

印度對臺海危機的外交

報告 

IR-19580911005 1958.09.11 RG306_A1 

1029_Box1 

Public Reaction to Taiwan 

Strait Developments Daily 

Summary No. 5, September 

11, 1958 

公眾對臺海發展的反

應。每日簡報第 5 號，

1958 年 9 月 11 日 

IR-19580911006 1958.09.11 RG59_A1 

1587-M_Box45 

President's Economic Policy 

Proposals 

總統的經濟政策草案 

IR-19580911007 1958.09.11 RG59_A1 

1587-M_Box45 

Preliminary Reactions to the 

President's Speech of 

September 11, 1958 

1958 年 9 月 11 日總統演

說的初步反應 

IR-19580911008 1958.09.11 RG59_A1 

1587-M_Box46  

Public Reaction to Taiwan 

Strait Development Daily 

Summary No. 5, September 

11 1958 

公眾對臺海發展的反

應。每日簡報第 5 號，

1958 年 9 月 11 日 

IR-19580912001 1958.09.12 RG 59_ 

A1.3115_Box 

10_Folder Position 

Papers 

Announcement of Convey 

Suspension 

終止護航的聲明 

IR-19580912002 1958.09.12 RG59_A1 5412_Box 

6 

Anticipated Position of 

British Ambassador 

英國大使的預期立場 

IR-19580912003 

○ 

1958.09.12 RG59_A1 5412_Box 

6 

Suggestion of Canadian 

Ambassador for Easing 

加拿大大使對和緩臺海

情勢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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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Straits Situation 

IR-19580912004 

○ 

1958.09.12 RG59_A1 5412_Box 

6 

French Ambassador's 

Remarks on Offshore 

Islands Situation 

法國大使對外島情勢的

評論 

IR-19580912005 1958.09.12 RG59_A1 5412_Box 

6 

Taiwan Straits Situation 臺海情勢 

IR-19580912006 1958.09.12 RG306_A1 

1029_Box1 

Public Reaction to Taiwan 

Strait Developments Daily 

Summary No. 6, September 

12, 1958 

公眾對臺海發展的反

應。每日簡報第 6 號，

1958 年 9 月 12 日 

IR-19580912007 1958.09.12 RG59_A1 

1587-M_Box45 

President's Speech 總統演說 

IR-19580912008 1958.09.12 RG59_A1 

1587-M_Box46 

Public Reaction to Taiwan 

Strait Development Daily 

Summary No. 6, September 

12 1958 

公眾對臺海發展的反

應。每日簡報第 6 號，

1958 年 9 月 12 日 

IR-19580913001 1958.09.13 RG 59_ 

A1.3115_Box 

10_United Nations 

Aspect 

Arguments and Materials 

Against the Seating of 

Chinese Communist 

Representatives in the 

United Nations 

反對中共在聯合國付表

權席次的論述與材料 

IR-19580913002 1958.09.13 RG59_A1 5412_Box 

6 

Offshore islands Situation 外島情勢 

IR-19580913003 1958.09.13 RG59_Box6 The Straits- the Off-shore 

Islands and Renunciation of 

Force 

海峽─外島與放棄武力 

IR-19580915001 1958.09.15 RG 59_5514_Box 25 Divisive and Cohesive 

Elements in the Sino-Soviet 

Alliance_Intelligence Report 

No.7800 

中蘇同盟合作與不合的

因素。情資報告第 7800

號 

IR-19580915002 

○ 

1958.09.15 RG59_A1 

1587-M_Box45 

American Opinion Situation 美國輿情狀況 

IR-19580915003 1958.09.15 RG59_A1 5412_Box Developments Relating to 周末臺海情勢相關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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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Taiwan Straits Situation 

Over Weekend 

IR-19580915004 1958.09.15 RG59_Box6 Material for Under 

Secretary's Staff Meeting 

次長會議材料 

IR-19580915005 1958.09.15 RG306_A1 

1029_Box1 

Public Reaction to Taiwan 

Strait Developments Daily 

Summary No. 7, September 

15, 1958 

公眾對臺海發展的反

應。每日簡報第 7 號，

1958 年 9 月 15 日 

IR-19580915006 1958.09.15 RG59_A1 

1587-M_Box45 

China 中國 

IR-19580915007 1958.09.15 RG59_A1 

1587-M_Box46 

Public Reaction to Taiwan 

Strait Development Daily 

Summary No. 7, September 

15 1958 

公眾對臺海發展的反

應。每日簡報第 7 號，

1958 年 9 月 15 日 

IR-19580916001 1958.09.16 RG 59_ 

A1.3115_Box 

10_United Nations 

Aspects 

Resolution on Taiwan Straits 

Issue 

臺海議題解決方案 

IR-19580916002 1958.09.16 RG59_A1 

1587-M_Box45 

American Opinion 美國人民輿情 

IR-19580916003 1958.09.16 RG59_A1 5412_Box 

6 

Warsaw Talks and Situation 

in Taiwan Straits 

華沙會談與臺海情勢 

IR-19580916004 1958.09.16 RG306_A1 

1029_Box1 

Public Reaction to Taiwan 

Strait Developments Daily 

Summary No. 8, September 

16, 1958 

公眾對臺海發展的反

應。每日簡報第 8 號，

1958 年 9 月 16 日 

IR-19580916005 1958.09.16 RG306_P 46_Box9_ America Will Defend 

Against Communist 

Aggression in Asia 

美國將抵禦共黨進犯亞

洲 

IR-19580916006 1958.09.16 RG59_A1 

1587-M_Box45 

Free World Aid to India 自由世界對印度援助 

IR-19580917001 

○ 

1958.09.17 RG59_A1 5412_Box 

6 

Eatimate of Chinese 

Communist Policies by 

英國駐北帄對中共政策

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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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tish Charge in Peiping 

IR-19580917002 1958.09.17 RG59_A1 

1587-M_Box45 

China 中國 

IR-19580918001 1958.09.18 RG59_A1 

1587-M_Box45 

American Opinion Situation 美國輿情狀況 

IR-19580918002 

○ 

1958.09.18 RG306_A1 

1029_Box1 

Western European Press 

Reaction to the Smoot and 

McElroy Statements on the 

Formosan Straits Crisis 

西歐媒體對史慕德與麥

艾樂對臺海危機聲明之

反應 

IR-19580918003 1958.09.18 RG59_A1 

1587-M_Box45 

China and The UN 中國與聯合國 

IR-19580918004 

○ 

1958.09.18 RG59_A1 

1587-M_Box46 

Under what circumstances 

would United States Armed 

Forces step in to defencd 

Quemoy and Mastu 

美國在什麼情況下會派

部隊防衛金門與馬祖 

IR-19580919001 

◎ 

1958.09.19 RG 59_ 

A1.3115_Box 

10_United Nations 

Aspects 

Possible ORC Charges of 

Indirect Aggression by 

USSR 

國民政府將可能指控蘇

聯採取非直接性侵略 

IR-19580919002 

○ 

1958.09.19 RG 59_A1 

5221_Box 2 

Offshore 

Islands(Misc.) 

Sep12-30 

Taiwan Straits Crisis-Where 

Do We Go From Here 

臺海危機─我們將何去何

從 

IR-19580919003 1958.09.19 RG59_A1 

1587-M_Box45 

Fishing dispute and The UN 漁業爭議與聯合國 

IR-19580919004 1958.09.19 RG59_A1 

1587-M_Box45 

Joint State-Defense Message 聯席會議訊息 

IR-19580919005 1958.09.19 RG59_A1 

1587-M_Box46  

Publics Information on 

Taiwan Straits Situation 

臺海議題公開資訊 

IR-19580920001 1958.09.20 RG 59_A1 

5221_Box 

2_Offshore Islands 

Coversation Summary 對話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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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c.) Sep12-30 

IR-19580922001 1958.09.22 RG 59_ 

A1.3115_Box 

10_Folder Position 

Papers 

How to Develop Increased 

Allied Solidarity 

如何持續穩固同盟間的

發展 

IR-19580922002 1958.09.22 RG59_A1 

1587-M_Box45 

China 中國 

IR-19580922003 1958.09.22 RG59_A1 

1587-M_Box46  

Ambassadorial Talks, 76th 

Meeting, at Warsaw 

9 .22.1958 

第 76 次大使級對談，華

沙，1958 年 9 月 22 日 

IR-19580923001 1958.09.23 RG59_A1 

1587-M_Box45 

American Opinion 美國人民輿情 

IR-19580923002 1958.09.23 RG59_A1 5412_Box 

6 

Navy Request for Policy 

Guidance on Handling of 

Possible Chinese 

Communist Airmen Downed 

at Sea 

海軍要求處理中共飛行

員可能墜海時之政策守

則 

IR-19580924001 1958.09.24 RG 59_ 

A1.3115_Box 

10_United Nations 

Aspects  

Should Chinese Communist 

Efforts to Obtain a Seat in 

the UN be Treated as a 

Representation or a 

Membership Question? 

中共應致力爭取聯合國

的付表權或成員國席

次？ 

IR-19580924002 1958.09.24 RG59_A1 

1587-M_Box45 

American Opinion 美國人民輿情 

IR-19580924003 1958.09.24 RG59_A1 

1587-M_Box45 

China 中國 

IR-19580925001 1958.09.25 RG 59_ 

A1.3115_Box 

10_Folder 

Intelligence Reports 

I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會談備忘錄 

IR-19580925002 1958.09.25 RG 59_ 

A1.3115_Box 

Memorandum for: 

UNP-Mr.Sisco 

給 UNP-Sisco 先生的備

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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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_United Nations 

Aspects Memo from 

Henry Owen 

IR-19580925003 1958.09.25 RG59_Box6 Dulles 杒勒斯 

IR-19580925004 1958.09.25 RG59_A1 

1587-M_Box45 

China 中國 

IR-19580926001 1958.09.26 RG59_A1 1341_Box 

8 Folder Taiwan 

Straits Situation 

Warsaw Talks 華沙會談 

IR-19580926002 1958.09.26 RG59_A1 

1587-M_Box45 

China 中國 

IR-19580928001 1958.09.28 RG 59_ 

A1.3115_Box 

10_Folder Warsaw 

Talks 

Ambassador Wang, on 

behalf the Gonernment of 

the PRC, has noted 

紀錄王大使談中共政府 

IR-19580928002 1958.09.28 RG59 A1 5221 Box 

2 

Offshore Islands(Misc.) 

Sep12-30_Ta-tan and 

Erh-tan Islands_1958.09.28 

大膽與二膽島_1（1958

年 9 月 28 日） 

IR-19580928003 1958.09.28 RG59 A1 5221 Box 

2 

Offshore Islands(Misc.) 

Sep12-30_Ta-tan and 

Erh-tan Islands_1958.09.28 

大膽與二膽島_1（1958

年 9 月 28 日） 

IR-19580929001 1958.09.29 RG 59_ 

A1.3115_Box 

6_Folder 

Memoranda 

(Sept-Oct 1958)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會談備忘錄 

IR-19580929002 1958.09.29 RG 59_5514_Box 25 The Taiwan Straits Crisis 

Soviet Statements and 

Propagandas 

Treatment_Intelligence 

Report No.7812 

情資報告第 7812 號：臺

海危機 蘇聯聲明與宣傳 

IR-19580929003 1958.08.29 RG59_Box6 Background Information 

and Recommendations 

與臺海情勢相關的背景

資訊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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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ng to the Situation in 

the Taiwan Straits 

IR-19580929004 1958.09.29 RG59_A1 

1587-M_Box45 

French Vote 法國表決 

IR-19580929005 1958.09.29 RG59_A1 

1587-M_Box45 

Chronology of Taiwan Strait 

Developments, June 30 - 

September 26, 1958 

臺海發展事紀，1958 年 6

月 30 日─9 月 26 日 

IR-19580930001 1958.09.30 RG59_A1 5412_Box 

6 

Taiwan Straits Situation 臺海情勢 

IR-19580930002 1958.09.30 RG59_A1 

1587-M_Box45 

French Constitutional Vote 法國憲法公投 

IR-19581000002 1958.10. RG59_Box6 事件概略  

IR-19581000003 1958.10. RG59_Box6 事件概略_2  

IR-19581001001 1958.10.01 RG 59_ 

A1.3115_Box 

10_Folder Position 

Papers8  

Future Measures in the 

Taiwan Strait 

臺海的未來評估 

IR-19581001002 

○ 

1958.10.01 RG 59_ 

A1.3115_Box 

10_United Nations 

Aspects 1950-55 

Invitations to the Chinese 

Communists to Sond 

Representatives to Assist or 

Participate in UN 

Discussions 1950-1955 

邀請中共嘗詴付表權或

協助參與聯合國討論

_1950-1955 

IR-19581001003 1958.10.01 RG59_A1 5412_Box 

6 

Taiwan Straits Crisis 臺海危機 

IR-19581001004 1958.10.01 RG59_A1 

1587-M_Box45 

Middle East 中東 

IR-19581002001 1958.10.02 RG 59_ 

A1.3115_Box 

10_Folder Position 

Papers 

Draft Note Soviet 

Government on Taiwan 

Issue 

蘇聯政府評論臺灣議題

筆記草稿 

IR-19581002002 

○ 

1958.10.02 RG 59_A1 

5221_Box 

2_Offshore Islands 

Mr. Hammarskjold's Letter 

of September 29 re Taiwan 

Straits Crisis 

9 月 29 日哈瑪紹先生談

臺海危機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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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c.) Oct1-14 

IR-19581002003 1958.10.02 RG59_Box6 Dulles_19581002 杒勒斯_1958 年 10 月 2

日 

IR-19581002004 1958.10.02 RG59_A1 

1587-M_Box45 

China 中國 

IR-19581003001 1958.10.03 RG 59_5514_Box 25 Probable Soviet Tactics on 

the Taiwan Straits Crisis in 

the United 

Nations_Intelligence Report 

No.7829 

情資報告第 7829 號：蘇

聯在聯合國討論臺海危

機的可能策略 

IR-19581005001 

○ 

1958.10.05 RG 59_ 

A1.3115_Box 

6_Folder 

Memoranda 

(Sept-Oct 1958) 

Suspension of U.S. convey 

Resorting During Chicon  

Cease-fire 

中共停火期間美軍停止

護航 

IR-19581006001 1958.10.06 RG59_A1 

1587-M_Box45 

De Gaulie's Plan for Algeria 戴高樂對阿爾及利亞的

計畫 

IR-19581007001 1958.10.07 RG59_A1 

1587-M_Box45 

China 中國 

IR-19581008001 

◎ 

1958.10.08 RG59_Box6 Peiping Draws Distinction 

Between “Recovery” of 

Offshore Island and 

“Liberation ” of Taiwan 

內部書信：北帄計畫收復

金門與解放臺灣 

IR-19581009001 1958.10.09 RG 59_ 

A1.3115_Box 

10_Folder Position 

Papers by Mr. Green 

The Taiwan Straits Crisis: 

Where do we go from here? 

臺海危機：我們將何去何

從？ 

IR-19581009002 1958.10.09 RG 59_ 

A1.3115_Box 

10_United Nations 

Aspects  

Suggestions offered in the 

GA for mechanics of 

settleing the Off Shore 

Islands issue  

GA 提出安頓外島議題的

建議 

IR-19581009003 1958.10.09 RG 59_ 

A1.3115_Box 

The Off Shore Islands issue 

in the United Nations 

聯合國的外島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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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_United Nations 

Aspects 

IR-19581009004 1958.10.09 RG59_A1 1341_Box 

8 _Folder Taiwan 

Straits Situation 

Situation in Taiwan Straits 臺海情勢 

IR-19581009005 1958.10.09 RG59_A1 

1587-M_Box45 

Far Eastern Attitudes 

Toward the Taiwan Strait 

Crisis 

遠東對臺海危機的態度 

IR-19581010001 1958.10.10 RG 59_A1 

5221_Box 2 

Offshore 

Islands(Misc.) 

Oct1-14 

Future Moves Regarding 

Offshore Island Situation 

外島情勢的未來動向 

IR-19581010002 1958.10.10 RG59_A1 

1587-M_Box45 

China 中國 

IR-19581011001 1958.10.11 RG 59_A1 

5221_Box 

2_Offshore Islands 

(Misc.) Sep12-30 

Letter for Drum 給杒萊德的信 

IR-19581012001 1958.10.12 RG59_Box6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會談備忘錄 

IR-19581012002 1958.10.12 RG59_Box6 United States Senat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美國參議院委員會談論

外國關係 

IR-19581012003 1958.10.12 RG59_A1 

1587-M_Box45 

Peiping's Further 

Suspension of Shelling 

北帄停止進一步砲擊 

IR-19581013001 1958.10.13 RG 59_ 

A1.3115_Box 

10_Folder Position 

Papers 

Offshore Island Policy; 

Comments on Draft #3 of 

10/13/1958 

外島政策 

IR-19581013002 1958.10.13 RG 59_A1 

5221_Box 2 

Offshore 

Summary Minutes of the 

President's Meeting with 

U.S. Defense Secretary 

總統與國防部長會談簡

要備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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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lands(Misc.) 

Oct1-14 

IR-19581013003 1958.10.13 RG59_A1 

1587-M_Box45 

China 中國 

IR-19581014001 1958.10.14 RG59_A1 

1587-M_Box45 

American Opinion 美國人民輿情 

IR-19581014002 1958.10.14 RG59_A1 5412_Box 

6 

Taiwan Straits Situation 臺海情勢 

IR-19581014003 1958.10.14 RG59_A1 5412_Box 

6 

Taiwan Straits Situation 臺海情勢 

IR-19581014004 1958.10.14 RG59_Box6 Mr. Robertson's and Admiral 

Post's Speeches before 

Zablocki Committee 

查布繫基會議前饒柏森

和波斯特上將的演說 

IR-19581015001 1958.10.15 RG 59_ 

A1.3115_Box 

6_Folder 

Memoranda 

(Sept-Oct 1958) 

Conclusions and Lessons 

Deriving from The Taiwan 

Crisis 

臺海危機的總結與經驗 

IR-19581015002 1958.10.15 RG59_A1 

1587-M_Box45 

China 中國 

IR-19581016001 1958.10.16 RG 59_ 

A1.3115_Box 

10_Folder Position 

Papers by Mr. Green 

Comments on the Draft 

outline Relating to Your 

Visit to Taipei 

關於你訪問臺北的草稿

大綱之評論 

IR-19581016002 1958.10.16 RG59_A1 

1587-M_Box45 

American Opinion Situation 美國輿情狀況 

IR-19581016003 1958.10.16 RG59_A1 

1587-M_Box45 

China 中國 

IR-19581016004 1958.10.16 RG59_A1 

1587-M_Box46 

Beam-Wang 

Talks.10.16.1958 

比姆─王的會談，1958 年

10 月 16 日 

IR-19581017001 1958.10.17 RG 59_ 

A1.3115_Box 

6_Folder 

Australian Government 

Views on Taiwan Straits 

Issue 

澳洲政府對臺海議題的

觀點 



239 
 

編號 檔案日期 原始分類暨檔號 原始檔案名稱 中文檔案名稱 

Memoranda 

(Sept-Oct 1958) 

IR-19581020001 1958.10.20 RG59_A1 

1587-M_Box45 

Tunisia 秕尼西亞 

IR-19581021001 1958.10.21 RG 59_ 

A1.3115_Box 

6_Folder 

Memoranda 

(Sept-Oct 1958) 

Far East Attitudes Toward 

our Actions in Taiwan Crisis 

遠東對我在臺灣危機之

行動的態度 

IR-19581021002 1958.10.21 RG59_A1 5412_Box 

6 

Report on the Taiwan Straits 

Situation for Mr. Dillon 

給狄隆先生的臺海情勢

報告 

IR-19581021003 1958.10.21 RG59_A1 

1587-M_Box45 

China 中國 

IR-19581021004 1958.10.21 RG59_A1 

1587-M_Box46 

Far Eastern Attitudes 

Toward the Taiwan Strait 

Crisis 10.21.1958 

遠東對臺海危機的態

度，1958 年 10 月 21 日 

IR-19581021005 1958.10.21 RG59 A1 1587-M 

Box45 

American Opinion_10 21 

1958 

美方決策（1958 年 10 月

21 日） 

IR-19581022001 1958.10.22 RG59_ A1 

1587-M_BOX44 

Fact Sheet on the Taiwan 

Straits Crisis 

臺海危機的資料簡報 

IR-19581022002 1958.10.22 RG59_A1 

1587-M_Box45 

Current Foreign 

Relations_No. 42 

當前外國關係第 42 號 

IR-19581022003 1958.10.22 RG59_A1 5412_Box 

6 

A Fact Sheet on the Taiwan 

Straits Crisis 

臺海危機的資料簡報 

IR-19581022004 1958.10.22 RG59_Box6 Speeches by Secretary 

Dulles and President Chiang 

Kai-Shek, October 22, 1958 

杒勒斯國務卿與蔣介石

總統的演說，1958 年 10

月 22 日 

IR-19581023001 1958.10.23 RG59_ A1 

1587-M_BOX44 

Department og State 

incoming telegram 

國務院收電 

IR-19581023002 

○ 

1958.10.23 RG59_A1 5412_Box 

6 

Soviet Comment on Taiwan 

Straits Situation 

蘇聯評論臺海情勢 

IR-19581023003 1958.10.23 RG59_A1 

1587-M_Box45 

Thailand Coup 泰國政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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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19581024001 

◎ 

1958.10.24 RG 59_ 

A1.3115_Box 

10_United Nations 

Aspects 

Taiwan Straits Issue and the 

United Nations 

臺海議題與聯合國 

IR-19581024002 

○ 

1958.10.24 RG59_A1 

1587-M_Box45 

Hungary's Anniversary 匈牙利週年 

IR-19581027001 

○ 

1958.10.27 RG59_A1 

1587-M_Box45 

American Opinion Situation 美國輿情狀況 

IR-19581027002 1958.10.27 RG59_Box6 Taiwan Straits Situation 臺海情勢 

IR-19581028001 

○ 

1958.10.28 RG59_A1 

1587-M_Box45 

American Opinion 美國人民輿情 

IR-19581028002 1958.10.28 RG59_Box6 Communication- Cables 

Concerning Quemoy 

Situation 

通訊─表格 關注金門情

勢 

IR-19581029002 1958.10.29 RG59_Box6 Chinese Communist Attack 

on Yugoslav Position on 

Offshore Islands 

中共抨擊南斯拉夫對外

島立場 

IR-19581030001 1958.10.30 RG 59_ 

A1.3115_Box 

9_Folder US-UK 

Intelligence Study 

US-UK Far East Talks, First 

Meeting October 29,1958 

美─英遠東會談，第一次

會議，1958 年 10 月 29

日 

IR-19581031001 1958.10.31 RG 59_ 

A1.3115_Box 

10_Folder Position 

Papers by Mr. Green 

A Study of Cables From 

Embassy Taipei and the 

Taiwan Defense Command 

During September 

9 月駐台北大使館與臺灣

防衛司仙部的研究表格 

IR-19581103001 1958.11.03 RG59_Box6 Taiwan Straits Situation and 

Related Matters 

臺海情勢與相關情事 

IR-19581104001 1958.11.04 RG 59_ 

A1.3115_Box 

9_Folder US-UK 

Intelligence Study 

US-UK Intelligence Talks 

on Far East - a post Mortem 

Statement 

美─英遠東情資會談，一

份聲明 

IR-19581104002 1958.11.04 RG 59_A1 

5315_Box 17_Folder 

Overseas Chinese Press 

Reaction to Joint 

海外華文媒體對臺北聯

合聲明與國務卿杒勒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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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ified Reference 

Material Taiwan 

Strait 1958 

Communique of Taipei 

Talks and Results of 

Secretary Dulles' Visit to 

Taiwan 

訪臺結果之反應 

IR-19581105001 1958.11.05 RG 59_ 

A1.3115_Box 

10_Folder Position 

Papers by Mr. Green 

Ambassador Jarring's 

Comments on Taiwan Straits 

Crisis 

嘉林大使對臺海危機的

評論 

IR-19581106001 1958.11.06 RG 59_ 

A1.3115_Box 

9_Folder 

Miscellaneous 

Exchange of Expert Opinion 

on Far East 

遠東專家交換意見 

IR-19581107001 1958.11.07 RG59_A1 

1587-M_Box46  

Ambassadorial Talks, 83th 

Meeting, at Warsaw 

11.7.1958 

第 83 次大使會談，華

沙，1958 年 11 月 7 日 

IR-19581110001 1958.11.10 RG 59_ 

A1.3115_Box 

9_Folder US-UK 

Intelligence Study 

Sir Robert Scott's Visit: 

U.S.-UK Talks on the Far 

East 

史考特拜訪：美─英遠東

會談 

IR-19581130001 1958.11.13 N/A HANDLING THE OFF 

SHOHE ISLANDS ISSUE 

IN THE UN 

在聯合國處理外島議題 

IR-19581114001 

○ 

1958.11.14 RG 59_ 

A1.3115_Box 

9_Folder US-UK 

Intelligence Study 

US-UK Agreement and 

Disagreement on Issue 

Relating to Taiwan 

美─英在臺灣相關議題的

意見異同 

IR-19581118001 1958.11.18 RG59_Box6 Offshore Island Situation 

and the Rol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外島情勢與國府角色 

IR-19581119001 1958.11.19 RG59_Box6 Offshore Islands and the 

Situation in Southeast Asia 

外島與東南亞情勢 

IR-19581122001 1958.11.22 RG 59_ 

A1.3115_Box 

The Off Shore Islands 

Question and the UN 

外島問題與聯合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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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_United Nations 

Aspects 

IR-19581125001 

○ 

1958.11.25 RG59_A1 

1587-M_Box45 

American Opinion 美國人民輿情 

IR-19581200001 1958.12. RG59_A1.3115_Box 

10 

United States Security 

Arrangements in the Far 

East, draft, Dec 1958 

遠東的美國安保，草稿，

1958 年 12 月 

IR-19581222001 1958.12.22 RG306_P160_Box 

13 

Free World Press Opinion 

on Middle and Far East 

Crises-An Interim 

Assessment 

自由世界媒體對中東與

遠東危機之意見 

IR-19590205001 1959.02.05 RG 59_ 

A1.3115_Box 

6_Memoranda 

(Jan-Feb 1959) 

Tripartite Talks: French 

Questions about our 

Military Intentions in the 

Taiwan Straits  

三方會談：法國詢問我國

在臺海軍事意圖 

IR-19590218001 1959.02.18 RG 59_ 

A1.3115_Box 

10_Folder Position 

Papers 

The Taiwan Strait Situation - 

A Fresh Look 

臺海情勢─一個新觀點 

IR-19590219001 1959.02.19 RG 59_ 

A1.3115_Box 

10_Folder Position 

Papers by Mr. Green 

1959_1 

Possibility that Offshore 

Island Qustion will Arise 

During Your Appearance 

Before the Senate 

Disarmament Committee 

參院裁軍委員會前你現

身期間提出外島問題的

可能性 

IR-19590303001 1959.03.03 RG 59_ 

A1.3115_Box 

9_Folder US-UK 

Intelligence Study 

British Summary of the 

Robertson-Scott Talks last 

November 

去年 11 月饒伯森與史考

特會談英方備忘錄 

IR-19590501001 1959.05.01 RG 59_ 

A1.3115_Box 

10_Folder Position 

Papers 

Comments on the Draft 

Entitled " Ten Principal 

Conclusions and Lessons 

Derived From the Taiwan 

Crisis" 

「臺海危機的十點結論

與經驗」評論草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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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19590508001 1959.05.08 RG 59_ 

A1.3115_Box 

6_Memoranda 

(May-June 1959) 

General Reflection on the 

Far East Situation 

遠東情勢的整體回應 

IR-19590513001 1959.05.13 RG 59_ 

A1.3115_Box 

9_Folder 

Miscellaneous 

Political Situation in Asia 亞洲政治情勢 

IR-19590522001 

◎ 

1959.05.22 RG 59_ 

A1.3115_Box 

1_Folder CINCPAC 

Intelligence Appraisal- 

Berlin and the Far East 

柏林危機與東亞軍事衝

秕預測 

IR-19590724001 

○ 

1959.07.24 RG59_A1 5412_Box 

6 

British Military Intelligence 

Assessment of Quemoy 

Bombardment 

英國軍事情報評估金門

砲擊 

IR-19590909001 1959.09.09 RG 59_ 

A1.3115_Box 

10_Folder Warsaw 

Talks 

N/A  

IR-19590909002 

○ 

1959.09.09 RG59_A1 

1587-M_Box45 

American Opinion 美國人民輿情 

IR-19590924001 1959.09.24 RG 59_A1 

5221_Box 2 

Offshore 

Islands(Misc.) 

Sep12-30 

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Smaller Offshore Islands 

Held by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美國對國府持更較小離

島的政策 

IR-19591229001 1959.12.29 RG 59_ 

A1.3115_Box 

6_Memoranda 

(Sept-Oct 1959) 

Limited Hostilities in East 

Asia 

東亞更限敵對情形 

IR-19600000001 1960.. RG 59_ 

A1.3115_Box 

6_Memoranda 

(Jan-Feb 1959) 

Statement of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for Fat Eastern 

Affairs before the House 

Appropriation Committee 

國務院遠東司助卿在

1960 會計年度參院撥款

委員會前的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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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cal Year 1960 

IR-19600300001 1960.03 RG59 Box5 Quemoy - The Use and 

Consequence of Nuclear 

Deterrence 

金門-使用核武干預的方

法與後果 

IR-19600714001 1960.07.14 RG469_ 

409_BOX263 

President Chiang Restates 

GRC Position on Mainland 

Recovery,Offshore Islands 

蔣總統重申國府反攻大

陸的立場，外島 

IR-19601200001 1960.12. RG59_ 5234 

_BOX20 

Policy Briefing 

Book-December 

1960.(Folder#2) 

政策手冊，1960 年 12 月 

IR-19620112001 1962.01.12 RG59_A1 

5234_Box5 

Country Fact Sheet 國家資料簡報 

IR-19630523001 1963.03.23 RG 59_ 

A1.3115_Box 

15_Folder CSM-1 

Communism; 

CSM-1 Nuc Ex _1 

Your TV Appearance on the 

Policy Implications of a 

Chinese Nuclear Detonation 

and Capability 

電視評論中共核詴爆政

策意涵 

IR-19630523002 1963.03.23 RG 59_ 

A1.3115_Box 

15_Folder CSM-1 

Communism; 

CSM-1 Nuc Ex _2 

U.S. Policy Alternatives re 

Republic of China 

美國對中華民國政策 

IR-19640715001 1964.07.15 RG59_A1 

5234_Box8 

1960 and 1964 Republican 

Foreign Policy Planks 

Compared 

1960 年與 1964 年共和黨

外交政策比較 

IR-19641215001 1964.12.15 RG 59_ 

A1.3115_Box 

14_Folder  

CHINA, 

COMMUNISTS_64_1 

19641211_13 

中國，共產黨，1964 年

12 月 

IR-19681002001 1968.10.02 RG59_Box6 Briefing Memorandum 簡要備忘錄 

IR-19690926001 1969.09.26 RG59_Box6 Tom  

IR-20150000036 N/A RG469 P378 Box77 Peace of The World 

Hanging in The Balance 

Supply Lifelines Are Crux 

如何在生命線帄衡世界

和帄為金門的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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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Quemoy Crisis 

IR-20151026005 N/A RG 59_ 

A1.3115_Box 

6_Memoranda 

(Jan-Feb 1959) 

Opening Statement by 

Assistant Secretary 

Roberson before the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Subcommittee on 

Disarmament 

助卿饒柏森在參院外國

關係委員會討論裁軍前

的公開聲明 

IR-20151026006 N/A RG 59_ 

A1.3115_Box 

7_Folder Mutual 

Security Program 

Size of Military 

Establishment Korea and 

China(Taiwan)-1 

韓國與中國（臺灣）的軍

事規模評估 

IR-20151026007 N/A RG 59_ 

A1.3115_Box 

7_Folder Mutual 

Security Program 

Size of Military 

Establishment Korea and 

Chin a(Taiwan)-2 

韓國與中國（臺灣）的軍

事規模評估 

IR-20151026008 N/A RG 59_ 

A1.3115_Box 

9_Folder Emergency 

Operations Plan 

C-Taiwan 

Documents 

Possible Congressional 

Action in the Event of a 

Chinese Communist Attack 

on Taiwan 

國會對中共襲臺的可能

行動 

IR-20151026009 N/A RG 59_ 

A1.3115_Box 

9_Folder US-UK 

Intelligence Study 

Position Paper Assumption 立場假設報告 

IR-20151026010 N/A RG 59_ 

A1.3115_Box 

9_Folder US-UK 

Intelligence Study 

US View of the UK view 美國對英國觀點之觀察 

IR-20151026011 N/A RG 59_ 

A1.3115_Box 

9_Folder US-UK 

Intelligence Study 

US View 美國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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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20151026012 N/A RG 59_ 

A1.3115_Box 

10_Folder 

COMTaiwan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in Asia 

美國對亞洲政策 

IR-20151026013 N/A RG 59_ 

A1.3115_Box 

10_Folder 

Intelligence Reports 

I 

Resupply Record 運補紀錄 

IR-20151026014 N/A RG 59_ 

A1.3115_Box 

10_Folder Position 

Papers 

The Offshore Island Issue 外島議題 

IR-20151026015 N/A RG 59_ 

A1.3115_Box 

10_Folder Warsaw 

Talks 

Following is guidance for 

85th meeting 

第 85 次會談之原則 

IR-20151026016 N/A RG 59_ 

A1.3115_Box 

10_Folder Warsaw 

Talks 

Instruction to Ambassador 

Beam 

給比姆大使的指示 

IR-20151026017 N/A RG 59_ 

A1.3115_Box 

10_Folder Warsaw 

Talks 

Draft Agreed Announcement 聲明草稿 

IR-20151026018 N/A RG 59_ 

A1.3115_Box 

10_Folder Warsaw 

Talks 

Department of State 

Executive Secretariat 

國務院執行秘書處 

IR-20151026019 N/A RG 59_ 

A1.3115_Box 

10_Folder Warsaw 

Talks 

Following is Instruction re 

line you should take in 

meeting with Wang on 18th 

在與王大使第 18 次會談

中應採用之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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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20151026020 N/A RG 59_ 

A1.3115_Box 

10_Folder Position 

Papers 

N/A 無題 

IR-20151026021 N/A RG 59_ 

A1.3115_Box 

10_United Nations 

Aspects 

Summary of four Occasions 

on which Chinese 

Communists have been 

invited to participate in 

security council proceedings 

簡要說明四個邀請中共

參加安理會程序的時機 

IR-20151026022 N/A RG 59_A1 

5221_Box 

2_Offshore Islands 

(Misc.) Jul 19-Aug 

31 

UNKNOWN 無題 

IR-20151026023 N/A RG 59_A1 

5234_Box 

13_Foreign Aid 

Soviet Intentions and 

Capabilities 

蘇聯意圖與能力 

IR-20151026024 N/A RG59_A1 

1587-M_Box45 

Cairo Reaction to Dulles 

Statement 

開繫對杒勒斯聲明的反

應 

IR-20151026026 N/A RG59_A1 5412_Box 

6 

文宣品：參加反共軍的三項

保證 

 

IR-20151026027 N/A RG59_Box6 Text of Khrosh_Mao 

Communique 

赫魯雪夫與毛會談文字 

IR-20151026028 N/A RG469_P377_Box 

5_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dministration 

Finance-Budget 1956_1 財政預算，1956 年 1 月 

IR-20151026030 N/A RG59_A1 

1587-M_Box45 

Japanese Reaction to 

Newport Statement 

日本對新港聲明的反應 

IR-20151026031 N/A RG59_A1 

1587-M_Box45 

Moscow-Published Analysis 

of Chinese Communist 

Strategy in the Taiwan Strait 

莫斯科─對中共對臺海策

略之分析 

IR-20151026032 N/A RG59_A1 Soviet Reaction to the 蘇聯對國務卿聲明之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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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7-M_Box45 Secretary's Announcement 應 

IR-20151026033 N/A RG59_A1 

1587-M_Box46  

Suggestive Outline for 

Discussion Purposes only- 

Information Plan- Taiwan 

Straits 

商討目的之建議綱要─資

訊規劃─臺灣海峽 

IR-20151026034 N/A RG59_A1 

3115_Box10 

Instructions to Ambassador 

Beam 

給比姆大使的指示 

IR-20151026035 N/A RG59_A1 

3115_Box10 

Meeting with Wang 與王大使會談 

IR-19540903001 1954.09.03 RG469_409_Box132  Chinese Off-shore Islands 中國外島 

IR-19541021001 1954.10.21 RG469_409_Box132 The Chinese Offshroe 

Islands - Background and 

Local Comment 

中國外島- 背景與當地

評論 

IR-19550127001 1955.01.27 RG59_Box6 Report of Tripartite Working 

Party on Question of 

Cessation of Hostilities in 

Chinese Off-Shore Islands 

三方會談-關於中國外島

停止敵對行動的問題報

告 

IR-19550128001 1955.01.28 RG59_P 225_Box18 Letter to Stassen 致史塔生信 

IR-19550217001 1955.02.17 RG0306_A1 

1022_Box1  

British Public Opinion Poll 

On the Current Formosan 

Issue 

英國民意調查目前臺灣

問題 

IR-19550414001 1955.04.14 RG469_Box6 China(Formosa)_General 

Statement 

中國（臺灣）-綜合評述 

IR-19550423001 1955.04.23 RG 59_ 

A1.3115_Box 

3_Folder 

FORMOSA 

(TAIWAN) 

Enlisting Support for U.S. 

Policies Toward Taiwan 

爭取美國支持偏向臺灣

的對華政策 

IR-19550921001 1955.09.21 RG 59_ 

A1.3115_Box 

11_Folder 

Hoover-Hollister_FE

_Inspection_Trip-Se

Soviet Policy Toward 

Republic of China 

蘇聯對中華民國的對華

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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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_1955_2_of_3_1 

IR-19550921002 1955.09.21 RG 59_ 

A1.3115_Box 

11_Folder 

Hoover-Hollister_FE

_Inspection_Trip-Se

pt_1955_2_of_3_2 

OFFSHORE ISLANDS 外島 

IR-19551021001 1955.10.21 RG0306_A1 

1022_Box1  

The Situation in The Taiwan 

Straits 

臺灣海峽情勢 

IR-19560109001 1956.01.09 RG59_P 225_Box18 Letter to Admiral Radford 致雷德福上將信 

IR-19560110001 1956.01.10 RG59_P 225_Box18 United States and United 

Kingdom Interests and 

Objectives in the Far East in 

the Light of the Present 

Situation 

美國和英國根據目前的

局勢關注遠東 

IR-19560530001 1956.05.30 RG 59_A1 

5221_Box 2 

Offshore 

Islands(Misc.) Jul 

19-Aug 31 

UN Consideration of 

Problem of Chinese 

Nationalist-Held Offshore 

Islands 

聯合國審議中國國民

黨，在外島的問題 

IR-19560920001 1956.09.20 RG59_P 225_Box18 Letter to Jim 致卲姆帕爾桑信 

IR-19561128001 1956.11.28 RG59_P 225_Box18 Negotiation of 

Supplementary Agreement 

with Chinese Government to 

Cover Construction of Kung 

Kuan Airfield and Harbor 

and Naval Facility 

Improvement  

與中國政府協商維護公

館機場及海港和海軍設

施改造建設之補充協議 

IR-19561128002 1956.11.28 RG59_P 225_Box18 Proposed Text of 

Construction Agreement 

建設協議的建議文本 

IR-19561206001 1956.12.06 RG59_P 225_Box18 Updating Memorandum on 

Progress Report on U.S. 

Policy Toward Taiwan and 

美國對臺及國府政策

（NSC5503）進度報告之

更新備忘錄，1956 年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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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NSC 

5503), dated November 21, 

1956 

月 21 日 

IR-19570107001 1957.01.07 RG 59_A1 

5221_Box 2 1957 

Jan thru March 

306.13a OCB-NSC 

IMPLEMENTATIO

N-5503 

Review of NSC 5503 in 

Light of Prochnow 

Committee Report 

依照普繫赫諾委員會報

告 NSC5503 的審議 

IR-19570117001 1957.01.17 RG 59_A1 

5221_Box 2 1957 

Jan thru March 

306.13a OCB-NSC 

IMPLEMENTATIO

N-5503 

Progress Report on U.S. 

Policy Toward Taiwan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NSC 

5503) 

美國對臺及國府政策

（NSC5503）進度報告 

IR-19570329001 1957.03.29 RG 59_ 

A1.3115_Box 

7_Folder Military 

Problems 

N/A 無 

IR-19570625001 1957.06.25 RG 59_ 

A1.3115_Box 

6_Folder 

Memoranda 

(Jan-June 1957) 

N/A 無 

IR-19570627001 1957.06.27 RG 59_ 

A1.3115_Box 

6_Folder 

Memoranda 

(Jan-June 1957) 

Letter Form Ambassador 

Rankin to Mr. Nash 

藍欽大使致納許先生函 

IR-19570825001 1957.08.25 RG 59_ 

A1.3115_Box 

6_Folder 

Draft statement on U.S. 

Policy on offshore Islands 

美國對外島政策聲明草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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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oranda 

(July-Aug 1958)  

IR-19570829001 1957.08.29 RG 59_ 

A1.3115_Box 

6_Folder 

Memoranda 

(Jan-June 1957)3 

Compensation for Claims 

Against U.S. Military 

Personnel 

針對美國軍事人員補償

索賠 

IR-19570911001 1957.09.11 RG 59_ 

A1.3115_Box 

6_Folder 

Memoranda 

(Sept-Oct 1957)1 

Taiwan 臺灣 

IR-19580000001 1958 RG 59_A1 

5221_Box 2 

Offshore 

Islands(Misc.) Jul 

19-Aug 31 

Telephone Conversations 

Between the Secretary and 

Mr. Parsons, the Acting 

Secretary and Mr. Parsons 

and the Secretary and the 

Acting Secretary 

國務卿與帕爾桑先生、副

國務卿與帕爾桑先生、國

務卿與副國務卿間的電

話會談 

IR-19580000002 1958 RG 59_A1 

5315_Box 17 Folder 

Classified Reference 

Material Taiwan 

Strait 1958 

Statements by Foreign 

Leaders 

外國領導人發言 

IR-19580000003 1958 RG59_A1 5412_Box 

6 

VICE PRESIDENT 

NIXON'S VISIT TO THE 

UNITED KINGDOM 

尼克森副總統訪問英國 

IR-19580000004 1958 RG59 A1 5315 Box 

17 

Folder Classified Reference 

Material Taiwan Strait 

1958_Formosa Straits_1958 

臺灣 

IR-19580128001 1959.01.28 RG306_P 46_Box9 Acheving a Just Peace is 

Main Goal of U.S. Policy 

達成和帄是美國政策主

要目標 

IR-19580314001 1958.03.14 RG59_A1 1341_Box 

8 Folder SEATO 

Exchange of View 交流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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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58 

IR-19580703001 1958.07.03 RG 59_ 

A1.3115_Box 

10_Folder Position 

Papers by Mr. 

Green1 

Preliminary Evaluation of 

Channels for Peaceful 

Settlement of Taiwan Straits 

Issue 

初步評估對臺海問題的

和帄解決的渠道 

IR-19580731001 1958.07.31 RG59_Box6 White House Inquiry About 

Taipei's 99 

白宮詢問關於臺北 99 

IR-19580803001 1958.08.03 RG59_A1 5412_Box 

6 

毛澤東與赫魯雪夫會談公

報 

毛澤東與赫魯雪夫會談

公報 

IR-19580805001 1958.08.05 RG59_A1 

1587-M_Box45 

DRF Contribution to Watch 

Committee Report 

貢獻觀察委員會的報告 

IR-19580807001 1958.08.07 RG 59_ 

A1.3115_Box 

9_Folder Offshores  

Communist Military and 

Diplomatic Moves Toward 

the offshore Islands 

共黨對外島之軍事和外

交動向 

IR-19580808001 1958.08.08 RG 59_A1 

5221_Box 2 

Offshore 

Islands(Misc.) Jul 

19-Aug 31 

Statement Read by 

Department Spokeman (Mr. 

Reap) at ND Briefing 

由國務院發言人宣讀聲

明之簡報 

IR-19580811001 1958.08.11 RG59_Box6 Local Reaction to News of 

Possible Hostilities in 

Taiwan Strait 

更關臺灣海峽可能敵對

行動新聞的區域反應 

IR-19580811002 1958.08.11 RG59_Box6 State-Defense Contingency 

Planning re Off-Shore 

Islands 

外島的國防應變計畫 

IR-19580814001 1958.08.14 RG 59_ 

A1.3115_Box 

6_Folder 

Memoranda 

(July-Aug 1958) 

Warning Peiping Against 

Attacking or Interdicting the 

Offshore Islands 

警告北帄禁止攻擊或阻

截外島 

IR-19580815001 1958.08.15 RG 59_A1 

5221_Box 2 

Recommended Warning to 

Peiping Against Attacking 

建議警告北帄禁止攻擊

外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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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shore 

Islands(Misc.) Jul 

19-Aug 31 

the Offshore Islands 

IR-19580819001 1958.08.19 RG 59_A1 

5221_Box 2 

Offshore 

Islands(Misc.) Jul 

19-Aug 31 

Alternative U.S. Courses of 

Action in Light Possible 

CHICOM/CHINAT Courses 

of Action Toward the 

Off-Shore Islands Over the 

Next Twelve Months 

美國面對未來 12 個月國

共對外島可能行動方向

之動向 

IR-19580819002 1958.08.19 RG59_A1 

1587-M_Box45 

DRF Contribution to Watch 

Committee Report 

DRF 提交觀察委員會的

報告 

IR-19580821001 1958.08.21 RG59_Box6 NAVAL MESSAGE 4714 海軍訊息第 4717 號 

IR-19580822001 1958.08.22 RG59_A1 5412_Box 

6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19580822 

1958 年 8 月 22 日談話備

忘錄 

IR-19580823001 1958.08.23 RG 59_A1 

5221_Box 2 

Offshore 

Islands(Misc.) Jul 

19-Aug 31 

Memorandum for Mr. Herter 

and Mr. Robertson 

赫特先生和饒柏森先生

備忘錄 

IR-19580825001 1958.08.25 RG 59_ 

A1.3115_Box 

9_Folder 

Taiwan_1_3 

Graham Parsons to the 

Acting Secretary 

帕爾桑函副國務卿 

IR-19580825002 1958.08.25 RG 59_A1 

5221_Box 2 

Offshore 

Islands(Misc.) Jul 

19-Aug 31 

Governor Herter's Queries 

Concerning the Off Shore 

Islands Problem 

赫特州長關於外島問題

的質疑 

IR-19580825003 1958.08.25 RG59_A1 5412_Box 

6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19580825 

1958 年 8 月 25 日會談備

忘錄 

IR-19580825004 1958.08.25 RG59_A1 5412_Box 

6 

Means of Dealing With the 

Taiwan Straits Crisis 

處理臺海危機的方式 

IR-19580826001 1958.08.26 RG 59_ Possible UN Action with 聯合國更關於外島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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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3115_Box 

10_United Nations 

Aspects  

Regard to off Shore Islands 的行動 

IR-19580826002 1958.08.26 RG59_A1 

1341_Box8 Folder 

Offshore Islands 

Taiwan Straits Sep 

1958 

Possible Rescue of 

CHICOM Aviator (C) 

救援共軍飛行員的可能

性 

IR-19580826003 1958.08.26 RG59_A1 5412_Box 

6 

Possible Rescue of 

CHICON Aviator ©  

救援共軍飛行員的可能

性 

IR-19580826004 1958.08.26 RG59_A1 3115_Box 

10 

Comments on Ambassador 

Lodge's Draft Speech  

繫奇大使演講稿評論 

IR-19580827001 1958.08.27 RG59_A1 1341_Box 

8 Folder Taiwan 

Straits Situation 

The SNIE on Taiwan 臺灣的特殊國家情報評

估 

IR-19580827002 1958.08.27 RG59_A1 5412_Box 

6 

Situation with Respect to the 

offshore Islands 

關於外島情況 

IR-19580827003 1958.08.27 RG59_Box6 

Situation with 

Respect to the 

Offshore Islands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19580827 

1958 年 8 月 27 日談話備

忘錄 

IR-19580828001 1958.08.28 RG 59_ 

A1.3115_Box 

10_United Nations 

Aspects  

Possible Developments in 

the UN if Off Shore Islands 

Should be Considered There 

聯合國應該考慮外島發

展的可能 

IR-19580828002 1958.08.28 RG59_Box6 Significant World Reaction 

to Development in Taiwan 

Straits 

世界重要的反應對於臺

灣海峽情勢的演變 

IR-19580829001 1958.08.29 RG 59_ 

A1.3115_Box 

10_Folder Warsaw 

Talks 

Background Information 

and Recommendations 

Relating to the Situation in 

the Taiwan Straits 

背景資訊與臺海情勢相

關建議 

IR-19580829002 1958.08.29 RG 59_A1 Summary of Meeting at the 在白宮對臺灣海峽局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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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1_Box 2 

Offshore 

Islands(Misc.) Jul 

19-Aug 31 

White House on the Taiwan 

Straits Situation 

會議總結 

IR-19580829003 1958.08.29 RG59_A1 5412_Box 

6 

Taiwan Straits 臺灣海峽 

IR-19580829004 1969.08.29 RG59_Box5 Tom 19690829 致湯姆函 

IR-19580829005 1958.08.29 RG59_A1 

1587-M_Box45 

Moscow Treatment of the 

Taiwan Straits 

莫斯科對臺灣海峽威脅 

IR-19580830001 1958.08.30 RG59_Box6 Taiwan Straits Situation 臺灣海峽情勢 

IR-19580830002 1958.08.30 RG59_A1 3115_Box 

10 

Public Affairs of the Taiwan 

Straits Crisis 

臺灣海峽危機的公共事

務 

IR-19580831001 1958.08.31 RG 59_A1 

5221_Box 2 

Offshore 

Islands(Misc.) Jul 

19-Aug 31 

Recent Political Aspects of 

Taiwan Straits 

Developments 

臺灣海峽最近政治的發

展層面 

IR-19580831002 1958.08.31 RG59_A1 

1587-M_Box45 

Pravda Observer Atricle on 

Taiwan Straits Situation 

《真理報》「觀察家」文

章論臺灣海峽局勢 

IR-19580900001 1958.09. RG 59_A1 

5221_Box 2 

Offshore 

Islands(Misc.) 

Sep1-11 

Demilitarization of Offshore 

Islands 

外島非軍事化 

IR-19580900002 1958.09. RG59_A1 

1341_Box8 Folder 

Offshore Islands 

Taiwan Straits Sep 

1958 

SIX OBJECTIVES FOR 

THE ACTION OF 

ANTI-COMMUNIST & 

NATIONAL RECOVRY 

六個反共產主義與國家

復興目標的行動 

IR-19580901001 1958.09.01 RG 59_ 

A1.3115_Box 

10_United Nations 

Aspects 

Preliminary Evaluation of 

Channels for Peaceful 

Settlement of Taiwan Straits 

Issue 

初步評估對臺海問題的

和帄解決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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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19580902001 1958.09.02 RG 59_ 

A1.3115_Box 

10_United Nations 

Aspects 

Efforts by the United States 

to Reach an Agreement with 

the Chinese Comunists on 

the Renunciation of Force in 

the Taiwan Area 

美國努力達成與中共的

會議放棄協防臺灣部隊 

IR-19580902002 1958.09.02 RG59_A1 1341_Box 

8 

Major Public Affairs Matters 

Arising Since August 24 

從 8 月 24 日開始的主要

公共事務議事項 

IR-19580902003 1958.09.02 RG59_A1 5412_Box 

6 

Farewell Call by Chinese 

Ambassador 

中國駐美國大使以電話

告別 

IR-19580902004 1958.09.02 RG59_A1 5412_Box 

6 

Taiwan Straits 臺灣海峽 

IR-19580902005 1958.09.02 RG59_A1 5412_Box 

6 

Use of Good Offices of a 

Third Country to Convey a 

Warning to the Chinese 

Communists 

使用第三國的斡旋來傳

達中國共產黨的警告 

IR-19580902006 1958.09.02 RG59_A1 

1587-M_Box45 

DRF Contribution to Watch 

Committee Report 

DRF 提交觀察委員會的

報告 

IR-19580902007 1958.09.02 RG59_A1 

1587-M_Box45 

Sino-Soviet Propaganda on 

the Taiwan Straits Crisis 

中蘇宣傳臺灣海峽危機 

IR-19580903001 1958.09.03 RG 59_ 

A1.3115_Box 

9_Folder SEATO 

Statement on Taiwan 

The Situation in the Taiwan 

Straits 

臺灣海峽情勢 

IR-19580903002 1958.09.03 RG59_ A1 

1587-M_BOX44 

Secretary's Meeting with the 

SEATO Chiefs of Mission 

秘書與付表團的東南亞

條約組織付表團會議 

IR-19580903003 1958.09.03 RG59_A1 

1587-M_Box45 

American Opinion 美國人民輿情 

IR-19580903004 1958.09.03 RG 59_A1 

5221_Box 2 

Offshore 

Islands(Misc.) 

Sep1-11 

Taiwan Straits 臺灣海峽 

IR-19580903005 1958.09.03 RG59_A1 5412_Box Reporting by Indian 印度大使對北京及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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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Ambassador to Peiping to 

Delhi on Taiwan Straits 

Situation 

報告台提交海的局勢 

IR-19580903006 1958.09.03 RG59_A1 

1587-M_Box45 

Peiping Propaganda on the 

Taiwan Straits Situation 

北京宣傳臺海局勢 

IR-19580903007 1958.09.03 RG59_A1 

1587-M_Box45 

Intelligence Note Hasir 's 

Statement on the Formosa 

Crisis 

海瑟的聲明事項評論臺

灣危機情報 

IR-19580903008 1958.09.03 RG59_A1 

1587-M_Box45 

Soviet Comment on Taiwan 

Straits in Last 24 Hours 

過去 24 小時的臺海蘇聯

評論 

IR-19580903009 1958.09.03 RG59_A1 

1587-M_Box46 

Probable Free World 

Reactions to Various U.S. 

Courses of Action with 

Respect to the Chin-mens 

and The Matsu 

美國各種關於金門和馬

祖的行動，自由世界可能

的反應 

IR-19580903010 1958.09.03 RG59_A1 

1587-M_Box46 

Some Considerations on 

Item for OCB Luncheon 

Meeting 

OCB 午餐會議對幾點項

目的思考 

IR-19580903011 1958.09.03 RG59_A1 

1587-M_Box46  

Some Psychological 

Considerations Pertaining to 

U.S. position on The 

Offshore Islands in the 

Taiwan Straits 

一些心理學思考修飾，以

美國對臺灣海峽外島的

立場 

IR-19580904001 1958.09.04 RG59_ A1 

1587-M_BOX44 

STATEMENT 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 

國務卿聲明 

IR-19580904002 1958.09.04 RG59_A1 

1341_Box8 

N/A 無 

IR-19580904003 1958.09.04 RG59_A1 5412_Box 

6 

Taiwan Straits Situation 臺海情勢 

IR-19580904004 1958.09.04 RG59_A1 

1587-M_Box45 

DRF Comments DRF 評論 

IR-19580904005 1958.09.04 RG59_A1 

1587-M_Box45 

Peiping's Warning on 

Territorial Waters 

北京關於領海的警告 



258 
 

編號 檔案日期 原始分類暨檔號 原始檔案名稱 中文檔案名稱 

IR-19580904006 1958.09.04 RG59_A1 

1587-M_Box46 

Why it is important to keep 

the offshore islands out of 

Red China's hands 

為何讓離島不受中共控

制很重要 

IR-19580905001 1958.09.05 RG 59_A1 

5221_Box 2 

Offshore 

Islands(Misc.) 

Sep1-11 

Memorandum for S/S S/S 備忘錄 

IR-19580905002 1958.09.05 RG59_A1 5412_Box 

6 

中共飛官處置回覆  

IR-19580905003 1958.09.05 RG59_Box6 Maurer, Aylward 茂爾，艾偉德 

IR-19580905004 1958.09.05 RG306_A1 

1029_Box1 

Public Reaction to Taiwan 

Strait Developments 

公眾對臺海情勢發展的

反應 

IR-19580905005 1958.09.05 RG59_A1 

1587-M_Box45 

Further Pravda Comment on 

Taiwan Straits 

《真理報》對臺海的進一

步評論 

IR-19580905006 1958.09.05 RG59_A1 

1587-M_Box45 

Infoguides and News Policy 

Notes Transmitted During 

the Period 4-30 pm 

September 3 to 4-30 pm 

September 5, 1958 

1958 年 9 月 3 日下午 4

點 30 分至 9 月 5 日下午

4 點 30 分所發布指南與

新政策說明 

IR-19580905007 1958.09.05 RG59_A1 

1587-M_Box45 

Initial Press and Radio 

Reaction to the Newport 

Statement 

最早對新港聲明的新聞

與廣播反應 

IR-19580905008 1958.09.05 RG59_A1 

1587-M_Box45 

Initial Reaction to the 

Newport Statement 

對新港聲明的初步回應 

IR-19580905009 1958.09.05 RG59_A1 

1587-M_Box45 

Negative Latin American 

Reaction to Newport 

Declaration 

拉美對新港聲明的負面

反應 

IR-19580905010 1958.09.05 RG59_A1 

1587-M_Box45 

Pravda States USSR Cannot 

Remain Inactive in Taiwan 

Issue 

《真理報》指蘇聯不能對

臺灣議題保持被動 

IR-19580905011 1958.09.05 RG59_A1 

1587-M_Box45 

Reaction to 

Eisenhower-Dulles 

國府對艾森豪─杒勒斯聲

明的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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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ment_Government of 

Republic of China(GRC) 

IR-19580905012 1958.09.05 RG59_A1 

1587-M_Box45 

Western European Reaction 

to Secretary's Statement of 

September 4 

西歐對 9 月 4 日國務卿聲

明的反應 

IR-19580905013 1958.09.05 RG59_A1 

1587-M_Box45 

World Reaction to Newport 

Statement_S"S-RO 

Memorandum of September 

5 

9 月 5 日備忘錄─全球對

新港聲明的反應 

IR-19580905014 1958.09.05 RG59_A1 

1587-M_Box46  

U.S. policy regarding the 

Taiwan Straits Crisis 

美國對臺海危機之政策 

IR-19580906001 1958.09.06 RG59_A1 

1587-M_Box45 

EE Reactions to Newport 

Statement 

EE 對新港聲明之反應 

IR-19580906002 1958.09.06 RG59_A1 

1587-M_Box45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美國新聞總署 

IR-19580906003 1958.09.06 RG59_A1 

1587-M_Box45 

Reactions to Newport 

Statements on Far East 

遠東對新港聲明的反應 

IR-19580906004 1958.09.06 RG59_A1 

1587-M_Box45 

Reactions to Taiwan 

Statement from Near East, 

South Asia, and 

Africa(DRN) 

近東、東亞與非洲對臺灣

聲明的反應 

IR-19580906005 1958.09.06 RG59_A1 

1587-M_Box45 

Reactions to the Newport 

Statement 

對新港聲明的反應 

IR-19580906006 1958.09.06 RG59_A1 

1587-M_Box45 

Roundup of Government 

Official and Press and 

Public Reaction to the 

Newport Declarations from 

the Countries of Western 

Europe, the Commonwealth 

and Eastern Germany 

西歐國家政府辦公室與

媒體以及公眾對新港聲

明的反應，聯邦與東德評

估自由世界的反應，針對

美國在金馬 各國的可能

行動走向 

IR-19580906007 1958.09.06 RG59_A1 

1587-M_Box46  

Estimate of Free World 

Recation, Country by 

Contry to Three Pos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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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rses of Action By the 

U.S. in Quemoy-Matsu 

IR-19580907001 1958.09.07 RG 59_ 

A1.3115_Box 

10_Folder 

Intelligence Reports 

I 

Notes on telephone call 

from Mr. Parsons to 

Macomber 

帕爾桑電馬康博之紀錄 

IR-19580907002 1958.09.07 RG 59_A1 

5221_Box 

2_Offshore Islands 

(Misc.) Sep1-11 

Demilitarization of the 

Offshore Islands 

外島非軍事化 

IR-19580908001 1958.09.08 RG59_A1 

1587-M_Box45 

American Opinion Situation 美國輿情狀況 

IR-19580908002 1958.09.08 RG306_A1 

1029_Box1 

Public Reaction to Taiwan 

Strait Developments Daily 

Summary No. 2, September 

8, 1958 

公眾對臺海發展的反

應。每日簡報第 2 號，

1958 年 9 月 8 日 

IR-19580908003 1958.09.08 RG59_A1 

1587-M_Box45 

Public Information re 

Taiwan Straits 

臺海的公開資訊 

IR-19580908004 1958.09.08 RG59_A1 

1587-M_Box46 

Public Reaction to Taiwan 

Strait Development Daily 

Summary No. 2, September 

8 1958 

公眾對臺海發展的反

應。每日簡報第 2 號，

1958 年 9 月 8 日 

IR-19580908005 1958.09.08 RG59_A1 

1587-M_Box46  

Reaction to Taiwan Strait 

Issue and Dulles' Newport 

Statement 

對臺海議題的反應以及

杒勒斯的新港聲明 

IR-19580909001 1958.09.09 RG59_A1 5412_Box 

6 

Situation in the Taiwan 

Straits 

臺海的情勢 

IR-19580909002 1958.09.09 RG306_A1 

1029_Box1 

Public Reaction to Taiwan 

Strait Developments Daily 

Summary No. 3, September 

9, 1958 

公眾對臺海發展的反

應。每日簡報第 3 號，

1958 年 9 月 9 日 

IR-19580909003 1958.09.09 RG59_A1 British-Iceland Dispute 英國─冰島爭議 



261 
 

編號 檔案日期 原始分類暨檔號 原始檔案名稱 中文檔案名稱 

1587-M_Box45 

IR-19580909004 1958.09.09 RG59_A1 

1587-M_Box46  

Public Reaction to Taiwan 

Strait Development Daily 

Summary No. 3, September 

9 1958 

公眾對臺海發展的反

應。每日簡報第 3 號，

1958 年 9 月 9 日 

IR-19580910001 1958.09.10 RG 59_ 

A1.3115_Box 

10_Folder Warsaw 

Talks 

The GRC and the Warsaw 

Talks 

國府與華沙會談 

IR-19580910002 1958.09.10 RG 59_ 

A1.3115_Box 

10_United Nations 

Aspects 

U.S. Obligation to Report to 

the Security Council 

美國義務向安理會報告 

IR-19580910003 1958.09.10 RG 59_A1 

5221_Box 

2_Offshore Islands 

(Misc.) Jul 19-Aug 

31 

Residence on Yangmingshan 

prepared ny Political Vice 

Minister Shen Chang-huan 

received fm amb Drumright 

Taipei 

副外長沈昌煥在陽明山

準備自莊萊德大使接收

之住所 

IR-19580910004 1958.09.10 RG306_A1 

1029_Box1 

Public Reaction to Taiwan 

Strait Developments Daily 

Summary No. 4, September 

10, 1958 

公眾對臺海發展的反

應。每日簡報第 4 號，

1958 年 9 月 10 日 

IR-19580910005 1958.09.10 RG306_P 46_Box9 American Policy on Red 

China Treats to Taiwan, 

Offshore Islands  

美國對中共對待臺灣外

島之政策 

IR-19580910006 1958.09.10 RG59_A1 

1587-M_Box45 

China 中國 

IR-19580910007 1958.09.10 RG59_A1 

1587-M_Box45 

French Constitutional Vote 法國憲法公投 

IR-19580910008 1958.09.10 RG59_A1 

1587-M_Box46  

Public Reaction to Taiwan 

Strait Development Daily 

Summary No. 4, September 

10 1958 

公眾對臺海發展的反

應。每日簡報第 4 號，

1958 年 9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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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19580911001 1958.09.11 RG 59_ 

A1.3115_Box 

10_Folder Position 

Papers 

Conversation with Mr. 

Ledovaki,Counselor, 

Russian Embassy 

與蘇聯使館一等秘書列

多夫斯基先生會談 

IR-19580911002 1958.09.11 RG59_A1 

1587-M_Box45 

American Opinion Situation 美國輿情狀況 

IR-19580911003 1958.09.11 RG 59_5514_Box 25 

Divisive and 

Cohesive Elements 

in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Intelligence 

Report No.7798 

PROBABLE SOVIET 

TACTICS AT THE 13TH 

UN GENERAL 

ASSEMBLY 

蘇聯在第三次聯合國大

會上可能策略 

IR-19580911004 1958.09.11 RG59_A1 5412_Box 

6 

Indian Diplomatic Reporting 

on Taiwan Straits Crisis 

印度對臺海危機的外交

報告 

IR-19580911005 1958.09.11 RG306_A1 

1029_Box1 

Public Reaction to Taiwan 

Strait Developments Daily 

Summary No. 5, September 

11, 1958 

公眾對臺海發展的反

應。每日簡報第 5 號，

1958 年 9 月 11 日 

IR-19580911006 1958.09.11 RG59_A1 

1587-M_Box45 

President's Economic Policy 

Proposals 

總統的經濟政策草案 

IR-19580911007 1958.09.11 RG59_A1 

1587-M_Box45 

Preliminary Reactions to the 

President's Speech of 

September 11, 1958 

1958 年 9 月 11 日總統演

說的初步反應 

IR-19580911008 1958.09.11 RG59_A1 

1587-M_Box46  

Public Reaction to Taiwan 

Strait Development Daily 

Summary No. 5, September 

11 1958 

公眾對臺海發展的反

應。每日簡報第 5 號，

1958 年 9 月 11 日 

IR-19580912001 1958.09.12 RG 59_ 

A1.3115_Box 

10_Folder Position 

Papers 

Announcement of Convey 

Suspension 

終止護航的聲明 

IR-19580912002 1958.09.12 RG59_A1 5412_Box 

6 

Anticipated Position of 

British Ambassador 

英國大使的預期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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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19580912003 1958.09.12 RG59_A1 5412_Box 

6 

Suggestion of Canadian 

Ambassador for Easing 

Taiwan Straits Situation 

加拿大大使對和緩臺海

情勢的建議 

IR-19580912004 1958.09.12 RG59_A1 5412_Box 

6 

French Ambassador's 

Remarks on Offshore 

Islands Situation 

法國大使對離島情勢的

評論 

IR-19580912005 1958.09.12 RG59_A1 5412_Box 

6 

Taiwan Straits Situation 臺海情勢 

IR-19580912006 1958.09.12 RG306_A1 

1029_Box1 

Public Reaction to Taiwan 

Strait Developments Daily 

Summary No. 6, September 

12, 1958 

公眾對臺海發展的反

應。每日簡報第 6 號，

1958 年 9 月 12 日 

IR-19580912007 1958.09.12 RG59_A1 

1587-M_Box45 

President's Speech 總統演說 

IR-19580912008 1958.09.12 RG59_A1 

1587-M_Box46 

Public Reaction to Taiwan 

Strait Development Daily 

Summary No. 6, September 

12 1958 

公眾對臺海發展的反

應。每日簡報第 6 號，

1958 年 9 月 12 日 

IR-19580913001 1958.09.13 RG 59_ 

A1.3115_Box 

10_United Nations 

Aspect 

Arguments and Materials 

Against the Seating of 

Chinese Communist 

Representatives in the 

United Nations 

反對中共在聯合國付表

權席次的論述與材料 

IR-19580913002 1958.09.13 RG59_A1 5412_Box 

6 

Offshore islands Situation 外島情勢 

IR-19580913003 1958.09.13 RG59_Box6 The Straits- the Off-shore 

Islands and Renunciation of 

Force 

海峽 外島與放棄武力 

IR-19580915001 1958.09.15 RG 59_5514_Box 25 Divisive and Cohesive 

Elements in the Sino-Soviet 

Alliance_Intelligence Report 

No.7800 

中蘇同盟合作與不合的

因素。情資報告第 7800

號 

IR-19580915002 1958.09.15 RG59_A1 American Opinion Situation 美國輿情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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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7-M_Box45 

IR-19580915003 1958.09.15 RG59_A1 5412_Box 

6 

Developments Relating to 

Taiwan Straits Situation 

Over Weekend 

周末臺海情勢相關發展 

IR-19580915004 1958.09.15 RG59_Box6 Material for Under 

Secretary's Staff Meeting 

次長會議材料 

IR-19580915005 1958.09.15 RG306_A1 

1029_Box1 

Public Reaction to Taiwan 

Strait Developments Daily 

Summary No. 7, September 

15, 1958 

公眾對臺海發展的反

應。每日簡報第 7 號，

1958 年 9 月 15 日 

IR-19580915006 1958.09.15 RG59_A1 

1587-M_Box45 

China 中國 

IR-19580915007 1958.09.15 RG59_A1 

1587-M_Box46 

Public Reaction to Taiwan 

Strait Development Daily 

Summary No. 7, September 

15 1958 

公眾對臺海發展的反

應。每日簡報第 7 號，

1958 年 9 月 15 日 

IR-19580916001 1958.09.16 RG 59_ 

A1.3115_Box 

10_United Nations 

Aspects 

Resolution on Taiwan Straits 

Issue 

臺海議題解決方案 

IR-19580916002 1958.09.16 RG59_A1 

1587-M_Box45 

American Opinion 美國人民輿情 

IR-19580916003 1958.09.16 RG59_A1 5412_Box 

6 

Warsaw Talks and Situation 

in Taiwan Straits 

華沙會談與臺海情勢 

IR-19580916004 1958.09.16 RG306_A1 

1029_Box1 

Public Reaction to Taiwan 

Strait Developments Daily 

Summary No. 8, September 

16, 1958 

公眾對臺海發展的反

應。每日簡報第 8 號，

1958 年 9 月 16 日 

IR-19580916005 1958.09.16 RG306_P 46_Box9_ America Will Defend 

Against Communist 

Aggression in Asia 

美國將抵禦共黨進犯亞

洲 

IR-19580916006 1958.09.16 RG59_A1 

1587-M_Box45 

Free World Aid to India 自由世界對印度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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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19580917001 1958.09.17 RG59_A1 5412_Box 

6 

Eatimate of Chinese 

Communist Policies by 

British Charge in Peiping 

英國駐北帄對中共政策

評估 

IR-19580917002 1958.09.17 RG59_Box6 Estimate of Chinese 

Communist Policies by 

British Charge in Peiping 

英國駐北帄對中共政策

評估 

IR-19580917003 1958.09.17 RG59_A1 

1587-M_Box45 

China 中國 

IR-19580918001 1958.09.18 RG59_A1 

1587-M_Box45 

American Opinion Situation 美國輿情狀況 

IR-19580918002 1958.09.18 RG306_A1 

1029_Box1 

Western European Press 

Reaction to the Smoot and 

McElroy Statements on the 

Formosan Straits Crisis 

西歐媒體對史慕德與麥

艾樂對臺海危機聲明之

反應 

IR-19580918003 1958.09.18 RG59_A1 

1587-M_Box45 

China and The UN 中國與聯合國 

IR-19580918004 1958.09.18 RG59_A1 

1587-M_Box46 

Under what circumstances 

would United States Armed 

Forces step in to defencd 

Quemoy and Mastu 

美國在什麼情況下會派

部隊防衛金門與馬祖 

IR-19580919001 1958.09.19 RG 59_ 

A1.3115_Box 

10_United Nations 

Aspects 

Possible ORC Charges of 

Indirect Aggression by 

USSR 

國民政府將可能指控蘇

聯採取非直接性侵略 

IR-19580919002 1958.09.19 RG 59_A1 

5221_Box 2 

Offshore 

Islands(Misc.) 

Sep12-30 

Taiwan Straits Crisis-Where 

Do We Go From Here 

臺海危機─我們將何去何

從 

IR-19580919003 1958.09.19 RG59_A1 

1587-M_Box45 

Fishing dispute and The UN 漁業爭議與聯合國 

IR-19580919004 1958.09.19 RG59_A1 

1587-M_Box45 

Joint State-Defense Message 聯席會議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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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19580919005 1958.09.19 RG59_A1 

1587-M_Box46  

Publics Information on 

Taiwan Straits Situation 

臺海議題公開資訊 

IR-19580920001 1958.09.20 RG 59_A1 

5221_Box 

2_Offshore Islands 

(Misc.) Sep12-30 

Coversation Summary 對話總結 

IR-19580922001 1958.09.22 RG 59_ 

A1.3115_Box 

10_Folder Position 

Papers 

How to Develop Increased 

Allied Solidarity 

如何持續穩固同盟間的

發展 

IR-19580922002 1958.09.22 RG59_A1 

1587-M_Box45 

China 中國 

IR-19580922003 1958.09.22 RG59_A1 

1587-M_Box46  

Ambassadorial Talks, 76th 

Meeting, at Warsaw 

9 .22.1958 

第 76 次大使級對談，華

沙，1958 年 9 月 22 日 

IR-19580923001 1958.09.23 RG59_A1 

1587-M_Box45 

American Opinion 美國人民輿情 

IR-19580923002 1958.09.23 RG59_A1 5412_Box 

6 

Navy Request for Policy 

Guidance on Handling of 

Possible Chinese 

Communist Airmen Downed 

at Sea 

海軍要求處理中共飛行

員可能墜海時之政策守

則 

IR-19580924001 1958.09.24 RG 59_ 

A1.3115_Box 

10_United Nations 

Aspects  

Should Chinese Communist 

Efforts to Obtain a Seat in 

the UN be Treated as a 

Representation or a 

Membership Question? 

中共應致力爭取聯合國

的付表權或成員國席

次？ 

IR-19580924002 1958.09.24 RG59_A1 

1587-M_Box45 

American Opinion 美國人民輿情 

IR-19580924003 1958.09.24 RG59_A1 

1587-M_Box45 

China 中國 

IR-19580925001 1958.09.25 RG 59_ 

A1.3115_Box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會談備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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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_Folder 

Intelligence Reports 

I 

IR-19580925002 1958.09.25 RG 59_ 

A1.3115_Box 

10_United Nations 

Aspects Memo from 

Henry Owen 

Memorandum for: 

UNP-Mr.Sisco 

給 UNP-Sisco 先生的備

忘錄 

IR-19580925003 1958.09.25 RG59_Box6 Dulles 杒勒斯 

IR-19580925004 1958.09.25 RG59_A1 

1587-M_Box45 

China 中國 

IR-19580926001 1958.09.26 RG59_A1 1341_Box 

8 Folder Taiwan 

Straits Situation 

Warsaw Talks 華沙會談 

IR-19580926002 1958.09.26 RG59_A1 

1587-M_Box45 

China 中國 

IR-19580928001 1958.09.28 RG 59_ 

A1.3115_Box 

10_Folder Warsaw 

Talks 

Ambassador Wang, on 

behalf the Gonernment of 

the PRC, has noted 

紀錄王大使談中共政府 

IR-19580928002 1958.09.28 RG59 A1 5221 Box 

2_ Offshore 

Islands(Misc.) 

Sep12-30 

Ta-tan and Erh-tan 

Islands_1958.09.28 

大膽與二膽島_1（1958

年 9 月 28 日） 

IR-19580928003 1958.09.28 RG59 A1 5221 Box 

2_Offshore 

Islands(Misc.) 

Sep12-30 

Ta-tan and Erh-tan 

Islands_1958.09.28 

大膽與二膽島_1（1958

年 9 月 28 日） 

IR-19580929001 1958.09.29 RG 59_ 

A1.3115_Box 

6_Folder 

Memoranda 

(Sept-Oct 1958)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會談備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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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19580929002 1958.09.29 RG 59_5514_Box 25 The Taiwan Straits Crisis 

Soviet Statements and 

Propagandas 

Treatment_Intelligence 

Report No.7812 

情資報告第 7812 號：臺

海危機 蘇聯聲明與宣傳 

IR-19580929003 1958.08.29 RG59_Box6 Background Information 

and Recommendations 

Relating to the Situation in 

the Taiwan Straits 

與臺海情勢相關的背景

資訊與建議 

IR-19580929004 1958.09.29 RG59_A1 

1587-M_Box45 

French Vote 法國表決 

IR-19580929005 1958.09.29 RG59_A1 

1587-M_Box45 

Chronology of Taiwan Strait 

Developments, June 30 - 

September 26, 1958 

臺海發展事紀，1958 年 6

月 30 日─9 月 26 日 

IR-19580930001 1958.09.30 RG59_A1 5412_Box 

6 

Taiwan Straits Situation 臺海情勢 

IR-19580930002 1958.09.30 RG59_A1 

1587-M_Box45 

French Constitutional Vote 法國憲法公投 

IR-19581000002 1958.10. RG59_Box6 事件概略  

IR-19581000003 1958.10. RG59_Box6 事件概略_2  

IR-19581001001 1958.10.01 RG 59_ 

A1.3115_Box 

10_Folder Position 

Papers8  

Future Measures in the 

Taiwan Strait 

臺海的未來評估 

IR-19581001002 1958.10.01 RG 59_ 

A1.3115_Box 

10_United Nations 

Aspects 1950-55 

Invitations to the Chinese 

Communists to Sond 

Representatives to Assist or 

Participate in UN 

Discussions 1950-1955 

邀請中共嘗詴付表權或

協助參與聯合國討論

_1950-1955 

IR-19581001003 1958.10.01 RG59_A1 5412_Box 

6 

Taiwan Straits Crisis 臺海危機 

IR-19581001004 1958.10.01 RG59_A1 

1587-M_Box45 

Middle East 中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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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19581002001 1958.10.02 RG 59_ 

A1.3115_Box 

10_Folder Position 

Papers 

Draft Note Soviet 

Government on Taiwan 

Issue 

蘇聯政府評論臺灣議題

筆記草稿 

IR-19581002002 1958.10.02 RG 59_A1 

5221_Box 

2_Offshore Islands 

(Misc.) Oct1-14 

Mr. Hammarskjold's Letter 

of September 29 re Taiwan 

Straits Crisis 

9 月 29 日哈瑪紹先生談

臺海危機的信 

IR-19581002003 1958.10.02 RG59_Box6 Dulles_19581002 杒勒斯_1958 年 10 月 2

日 

IR-19581002004 1958.10.02 RG59_A1 

1587-M_Box45 

China 中國 

IR-19581003001 1958.10.03 RG 59_5514_Box 25 Probable Soviet Tactics on 

the Taiwan Straits Crisis in 

the United 

Nations_Intelligence Report 

No.7829 

情資報告第 7829 號：蘇

聯在聯合國討論臺海危

機的可能策略 

IR-19581005001 1958.10.05 RG 59_ 

A1.3115_Box 

6_Folder 

Memoranda 

(Sept-Oct 1958) 

Suspension of U.S. convey 

Resorting During Chicon  

Cease-fire 

中共停火期間美軍停止

護航 

IR-19581006001 1958.10.06 RG59_A1 

1587-M_Box45 

De Gaulie's Plan for Algeria 戴高樂對阿爾及利亞的

計畫 

IR-19581007001 1958.10.07 RG59_A1 

1587-M_Box45 

China 中國 

IR-19581008001 1958.10.08 RG59_Box6 Peiping Draws Distinction 

Between “Recovery” of 

Offshore Island and 

“Liberation ” of Taiwan 

內部書信：北帄計畫收復

金門與解放臺灣 

IR-19581009001 1958.10.09 RG 59_ 

A1.3115_Box 

10_Folder Position 

The Taiwan Straits Crisis: 

Where do we go from here? 

臺海危機：我們將何去何

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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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pers by Mr. Green 

IR-19581009002 1958.10.09 RG 59_ 

A1.3115_Box 

10_United Nations 

Aspects  

Suggestions offered in the 

GA for mechanics of 

settleing the Off Shore 

Islands issue  

GA 提出安頓外島議題的

建議 

IR-19581009003 1958.10.09 RG 59_ 

A1.3115_Box 

10_United Nations 

Aspects 

The Off Shore Islands issue 

in the United Nations 

聯合國的外島議題 

IR-19581009004 1958.10.09 RG59_A1 1341_Box 

8 _Folder Taiwan 

Straits Situation 

Situation in Taiwan Straits 臺海情勢 

IR-19581009005 1958.10.09 RG59_A1 

1587-M_Box45 

Far Eastern Attitudes 

Toward the Taiwan Strait 

Crisis 

遠東對臺海危機的態度 

IR-19581010001 1958.10.10 RG 59_A1 

5221_Box 2 

Offshore 

Islands(Misc.) 

Oct1-14 

Future Moves Regarding 

Offshore Island Situation 

外島情勢的未來動向 

IR-19581010002 1958.10.10 RG59_A1 

1587-M_Box45 

China 中國 

IR-19581011001 1958.10.11 RG 59_A1 

5221_Box 

2_Offshore Islands 

(Misc.) Sep12-30 

Letter for Drum 給杒萊德的信 

IR-19581012001 1958.10.12 RG59_Box6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會談備忘錄 

IR-19581012002 1958.10.12 RG59_Box6 United States Senat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美國參議院委員會談論

外國關係 

IR-19581012003 1958.10.12 RG59_A1 

1587-M_Box45 

Peiping's Further 

Suspension of Shelling 

北帄停止進一步砲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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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19581013001 1958.10.13 RG 59_ 

A1.3115_Box 

10_Folder Position 

Papers 

Offshore Island Policy; 

Comments on Draft #3 of 

10/13/1958 

外島政策 

IR-19581013002 1958.10.13 RG 59_A1 

5221_Box 2 

Offshore 

Islands(Misc.) 

Oct1-14 

Summary Minutes of the 

President's Meeting with 

U.S. Defense Secretary 

總統與國防部長會談簡

要備忘錄 

IR-19581013003 1958.10.13 RG59_A1 

1587-M_Box45 

China 中國 

IR-19581014001 1958.10.14 RG59_A1 

1587-M_Box45 

American Opinion 美國人民輿情 

IR-19581014002 1958.10.14 RG59_A1 5412_Box 

6 

Taiwan Straits Situation 臺海情勢 

IR-19581014003 1958.10.14 RG59_A1 5412_Box 

6 

Taiwan Straits Situation 臺海情勢 

IR-19581014004 1958.10.14 RG59_Box6 Mr. Robertson's and Admiral 

Post's Speeches before 

Zablocki Committee 

查布繫基會議前饒柏森

和波斯特上將的演說 

IR-19581015001 1958.10.15 RG 59_ 

A1.3115_Box 

6_Folder 

Memoranda 

(Sept-Oct 1958) 

Conclusions and Lessons 

Deriving from The Taiwan 

Crisis 

臺海危機的總結與經驗 

IR-19581015002 1958.10.15 RG59_A1 

1587-M_Box45 

China 中國 

IR-19581016001 1958.10.16 RG 59_ 

A1.3115_Box 

10_Folder Position 

Papers by Mr. Green 

Comments on the Draft 

outline Relating to Your 

Visit to Taipei 

關於您訪問臺北的草稿

大綱之評論 

IR-19581016002 1958.10.16 RG59_A1 

1587-M_Box45 

American Opinion Situation 美國輿情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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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19581016003 1958.10.16 RG59_A1 

1587-M_Box45 

China 中國 

IR-19581016004 1958.10.16 RG59_A1 

1587-M_Box46 

Beam-Wang 

Talks.10.16.1958 

比姆─王的會談，1958 年

10 月 16 日 

IR-19581017001 1958.10.17 RG 59_ 

A1.3115_Box 

6_Folder 

Memoranda 

(Sept-Oct 1958) 

Australian Government 

Views on Taiwan Straits 

Issue 

澳洲政府對臺海議題的

觀點 

IR-19581020001 1958.10.20 RG59_A1 

1587-M_Box45 

Tunisia 秕尼西亞 

IR-19581021001 1958.10.21 RG 59_ 

A1.3115_Box 

6_Folder 

Memoranda 

(Sept-Oct 1958) 

Far East Attitudes Toward 

our Actions in Taiwan Crisis 

遠東對我在臺灣危機之

行動的態度 

IR-19581021002 1958.10.21 RG59_A1 5412_Box 

6 

Report on the Taiwan Straits 

Situation for Mr. Dillon 

給狄隆先生的臺海情勢

報告 

IR-19581021003 1958.10.21 RG59_A1 

1587-M_Box45 

China 中國 

IR-19581021004 1958.10.21 RG59_A1 

1587-M_Box46 

Far Eastern Attitudes 

Toward the Taiwan Strait 

Crisis 10.21.1958 

遠東對臺海危機的態

度，1958 年 10 月 21 日 

IR-19581021005 1958.10.21 RG59 A1 1587-M 

Box45 

American Opinion_10 21 

1958 

美方決策（1958 年 10 月

21 日） 

IR-19581022001 1958.10.22 RG59_ A1 

1587-M_BOX44 

Fact Sheet on the Taiwan 

Straits Crisis 

臺海危機的資料簡報 

IR-19581022002 1958.10.22 RG59_A1 

1587-M_Box45 

Current Foreign 

Relations_No. 42 

當前外國關係第 42 號 

IR-19581022003 1958.10.22 RG59_A1 5412_Box 

6 

A Fact Sheet on the Taiwan 

Straits Crisis 

臺海危機的資料簡報 

IR-19581022004 1958.10.22 RG59_Box6 Speeches by Secretary 

Dulles and President Chiang 

杒勒斯國務卿與蔣介石

總統的演說，1958 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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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i-Shek, October 22, 1958 月 22 日 

IR-19581023001 1958.10.23 RG59_ A1 

1587-M_BOX44 

Department og State 

incoming telegram 

國務院收電 

IR-19581023002 1958.10.23 RG59_A1 5412_Box 

6 

Soviet Comment on Taiwan 

Straits Situation 

蘇聯評論臺海情勢 

IR-19581023003 1958.10.23 RG59_A1 

1587-M_Box45 

Thailand Coup 泰國政變 

IR-19581024001 1958.10.24 RG 59_ 

A1.3115_Box 

10_United Nations 

Aspects 

Taiwan Straits Issue and the 

United Nations 

臺海議題與聯合國 

IR-19581024002 1958.10.24 RG59_A1 

1587-M_Box45 

Hungary's Anniversary 匈牙利週年 

IR-19581027001 1958.10.27 RG59_A1 

1587-M_Box45 

American Opinion Situation 美國輿情狀況 

IR-19581027002 1958.10.27 RG59_Box6 Taiwan Straits Situation 臺海情勢 

IR-19581028001 1958.10.28 RG59_A1 

1587-M_Box45 

American Opinion 美國人民輿情 

IR-19581028002 1958.10.28 RG59_Box6 Communication- Cables 

Concerning Quemoy 

Situation 

通訊─表格 關注金門情

勢 

IR-19581029002 1958.10.29 RG59_Box6 Chinese Communist Attack 

on Yugoslav Position on 

Offshore Islands 

中共抨擊南斯拉夫對離

島立場 

IR-19581030001 1958.10.30 RG 59_ 

A1.3115_Box 

9_Folder US-UK 

Intelligence Study 

US-UK Far East Talks, First 

Meeting October 29,1958 

美─英遠東會談，第一次

會議，1958 年 10 月 29

日 

IR-19581031001 1958.10.31 RG 59_ 

A1.3115_Box 

10_Folder Position 

Papers by Mr. Green 

A Study of Cables From 

Embassy Taipei and the 

Taiwan Defense Command 

During September 

9 月駐台北大使館與臺灣

防衛司仙部的研究表格 

IR-19581103001 1958.11.03 RG59_Box6 Taiwan Straits Situation and 臺海情勢與相關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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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 Matters 

IR-19581104001 1958.11.04 RG 59_ 

A1.3115_Box 

9_Folder US-UK 

Intelligence Study 

US-UK Intelligence Talks 

on Far East - a post Mortem 

Statement 

美─英遠東情資會談，一

份聲明 

IR-19581104002 1958.11.04 RG 59_A1 

5315_Box 17_Folder 

Classified Reference 

Material Taiwan 

Strait 1958 

Overseas Chinese Press 

Reaction to Joint 

Communique of Taipei 

Talks and Results of 

Secretary Dulles' Visit to 

Taiwan 

海外華文媒體對臺北聯

合聲明與國務卿杒勒斯

訪臺結果之反應 

IR-19581105001 1958.11.05 RG 59_ 

A1.3115_Box 

10_Folder Position 

Papers by Mr. Green 

Ambassador Jarring's 

Comments on Taiwan Straits 

Crisis 

嘉林大使對臺海危機的

評論 

IR-19581106001 1958.11.06 RG 59_ 

A1.3115_Box 

9_Folder 

Miscellaneous 

Exchange of Expert Opinion 

on Far East 

遠東專家交換意見 

IR-19581107001 1958.11.07 RG59_A1 

1587-M_Box46  

Ambassadorial Talks, 83th 

Meeting, at Warsaw 

11.7.1958 

第 83 次大使會談，華

沙，1958 年 11 月 7 日 

IR-19581110001 1958.11.10 RG 59_ 

A1.3115_Box 

9_Folder US-UK 

Intelligence Study 

Sir Robert Scott's Visit: 

U.S.-UK Talks on the Far 

East 

史考特拜訪：美─英遠東

會談 

IR-19581114001 1958.11.14 RG 59_ 

A1.3115_Box 

9_Folder US-UK 

Intelligence Study 

US-UK Agreement and 

Disagreement on Issue 

Relating to Taiwan 

美─英在臺灣相關議題的

意見異同 

IR-19581118001 1958.11.18 RG59_Box6 Offshore Island Situation 

and the Rol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外島情勢與國府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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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19581119001 1958.11.19 RG59_Box6 Offshore Islands and the 

Situation in Southeast Asia 

外島與東南亞情勢 

IR-19581122001 1958.11.22 RG 59_ 

A1.3115_Box 

10_United Nations 

Aspects 

The Off Shore Islands 

Question and the UN 

外島問題與聯合國 

IR-19581125001 1958.11.25 RG59_A1 

1587-M_Box45 

American Opinion 美國人民輿情 

IR-19581130001 1958.11.13 N/A HANDLING THE OFF 

SHOHE ISLANDS ISSUE 

IN THE UN 

在聯合國處理外島議題 

IR-19581200001 1958.12. RG59_A1.3115_Box 

10 

United States Security 

Arrangements in the Far 

East, draft, Dec 1958 

遠東的美國安保，草稿，

1958 年 12 月 

IR-19581222001 1958.12.22 RG306_P160_Box 

13 

Free World Press Opinion 

on Middle and Far East 

Crises-An Interim 

Assessment 

自由世界媒體對中東與

遠東危機之意見 

IR-19590205001 1959.02.05 RG 59_ 

A1.3115_Box 

6_Memoranda 

(Jan-Feb 1959) 

Tripartite Talks: French 

Questions about our 

Military Intentions in the 

Taiwan Straits  

三方會談：法國詢問我國

在臺海軍事意圖 

IR-19590218001 1959.02.18 RG 59_ 

A1.3115_Box 

10_Folder Position 

Papers 

The Taiwan Strait Situation - 

A Fresh Look 

臺海情勢─一個新觀點 

IR-19590219001 1959.02.19 RG 59_ 

A1.3115_Box 

10_Folder Position 

Papers by Mr. Green 

1959_1 

Possibility that Offshore 

Island Qustion will Arise 

During Your Appearance 

Before the Senate 

Disarmament Committee 

參院裁軍委員會前你現

身期間提出外島問題的

可能性 

IR-19590303001 1959.03.03 RG 59_ 

A1.3115_Box 

British Summary of the 

Robertson-Scott Talks last 

去年 11 月饒伯森與史考

特會談英方備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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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_Folder US-UK 

Intelligence Study 

November 

IR-19590501001 1959.05.01 RG 59_ 

A1.3115_Box 

10_Folder Position 

Papers 

Comments on the Draft 

Entitled " Ten Principal 

Conclusions and Lessons 

Derived From the Taiwan 

Crisis" 

「臺海危機的十點結論

與經驗」評論草稿 

IR-19590508001 1959.05.08 RG 59_ 

A1.3115_Box 

6_Memoranda 

(May-June 1959) 

General Reflection on the 

Far East Situation 

遠東情勢的整體回應 

IR-19590513001 1959.05.13 RG 59_ 

A1.3115_Box 

9_Folder 

Miscellaneous 

Political Situation in Asia 亞洲政治情勢 

IR-19590522001 1959.05.22 RG 59_ 

A1.3115_Box 

1_Folder CINCPAC 

Intelligence Appraisal- 

Berlin and the Far East 

柏林危機與東亞軍事衝

秕預測 

IR-19590724001 1959.07.24 RG59_A1 5412_Box 

6 

British Military Intelligence 

Assessment of Quemoy 

Bombardment 

英國軍事情報評估金門

砲擊 

IR-19590909001 1959.09.09 RG 59_ 

A1.3115_Box 

10_Folder Warsaw 

Talks 

N/A  

IR-19590909002 1959.09.09 RG59_A1 

1587-M_Box45 

American Opinion 美國人民輿情 

IR-19590924001 1959.09.24 RG 59_A1 

5221_Box 2 

Offshore 

Islands(Misc.) 

Sep12-30 

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Smaller Offshore Islands 

Held by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美國對國府持更較小離

島的政策 

IR-19591229001 1959.12.29 RG 59_ Limited Hostilities in East 東亞更限敵對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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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3115_Box 

6_Memoranda 

(Sept-Oct 1959) 

Asia 

IR-19600000001 1960.. RG 59_ 

A1.3115_Box 

6_Memoranda 

(Jan-Feb 1959) 

Statement of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for Fat Eastern 

Affairs before the House 

Appropriation Committee 

Finacal Year 1960 

國務院遠東司助卿在

1960 會計年度參院撥款

委員會前的聲明 

IR-19600300001 1960.03 RG59 Box5 Quemoy - The Use and 

Consequence of Nuclear 

Deterrence 

金門-使用核武干預的方

法與後果 

IR-19600714001 1960.07.14 RG469_ 

409_BOX263 

President Chiang Restates 

GRC Position on Mainland 

Recovery,Offshore Islands 

蔣總統重申國府反攻大

陸的立場，外島 

IR-19601200001 1960.12. RG59_ 5234 

_BOX20 

Policy Briefing 

Book-December 

1960.(Folder#2) 

政策手冊，1960 年 12 月 

IR-19620112001 1962.01.12 RG59_A1 

5234_Box5 

Country Fact Sheet 國家資料簡報 

IR-19630523001 1963.03.23 RG 59_ 

A1.3115_Box 

15_Folder CSM-1 

Communism; 

CSM-1 Nuc Ex _1 

Your TV Appearance on the 

Policy Implications of a 

Chinese Nuclear Detonation 

and Capability 

電視評論中共核詴爆政

策意涵 

IR-19630523002 1963.03.23 RG 59_ 

A1.3115_Box 

15_Folder CSM-1 

Communism; 

CSM-1 Nuc Ex _2 

U.S. Policy Alternatives re 

Republic of China 

美國對中華民國政策 

IR-19640715001 1964.07.15 RG59_A1 

5234_Box8 

1960 and 1964 Republican 

Foreign Policy Planks 

Compared 

1960 年與 1964 年共和黨

外交政策比較 

IR-19641215001 1964.12.15 RG 59_ CHINA, 中國，共產黨，196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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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3115_Box 

14_Folder  

COMMUNISTS_64_1 

19641211_13 

12 月 

IR-19681002001 1968.10.02 RG59_Box6 Briefing Memorandum 簡要備忘錄 

IR-19690926001 1969.09.26 RG59_Box6 Tom  

IR-20150000036 N/A RG469 P378 Box77 Peace of The World 

Hanging in The Balance 

Supply Lifelines Are Crux 

Of Quemoy Crisis 

如何在生命線帄衡世界

和帄為金門的難題 

IR-20151026005 N/A RG 59_ 

A1.3115_Box 

6_Memoranda 

(Jan-Feb 1959) 

Opening Statement by 

Assistant Secretary 

Roberson before the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Subcommittee on 

Disarmament 

助卿饒柏森在參院外國

關係委員會討論裁軍前

的公開聲明 

IR-20151026006 N/A RG 59_ 

A1.3115_Box 

7_Folder Mutual 

Security Program 

Size of Military 

Establishment Korea and 

China(Taiwan)-1 

韓國與中國（臺灣）的軍

事規模評估 

IR-20151026007 N/A RG 59_ 

A1.3115_Box 

7_Folder Mutual 

Security Program 

Size of Military 

Establishment Korea and 

Chin a(Taiwan)-2 

韓國與中國（臺灣）的軍

事規模評估 

IR-20151026008 N/A RG 59_ 

A1.3115_Box 

9_Folder Emergency 

Operations Plan 

C-Taiwan 

Documents 

Possible Congressional 

Action in the Event of a 

Chinese Communist Attack 

on Taiwan 

國會對中共襲臺的可能

行動 

IR-20151026009 N/A RG 59_ 

A1.3115_Box 

9_Folder US-UK 

Intelligence Study 

Position Paper Assumption 立場假設報告 

IR-20151026010 N/A RG 59_ US View of the UK view 美國對英國觀點之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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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3115_Box 

9_Folder US-UK 

Intelligence Study 

IR-20151026011 N/A RG 59_ 

A1.3115_Box 

9_Folder US-UK 

Intelligence Study 

US View 美國觀點 

IR-20151026012 N/A RG 59_ 

A1.3115_Box 

10_Folder 

COMTaiwan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in Asia 

美國對亞洲政策 

IR-20151026013 N/A RG 59_ 

A1.3115_Box 

10_Folder 

Intelligence Reports 

I 

Resupply Record 運補紀錄 

IR-20151026014 N/A RG 59_ 

A1.3115_Box 

10_Folder Position 

Papers 

The Offshore Island Issue 外島議題 

IR-20151026015 N/A RG 59_ 

A1.3115_Box 

10_Folder Warsaw 

Talks 

Following is guidance for 

85th meeting 

第 85 次會談之原則 

IR-20151026016 N/A RG 59_ 

A1.3115_Box 

10_Folder Warsaw 

Talks 

Instruction to Ambassador 

Beam 

給比姆大使的指示 

IR-20151026017 N/A RG 59_ 

A1.3115_Box 

10_Folder Warsaw 

Talks 

Draft Agreed Announcement 聲明草稿 

IR-20151026018 N/A RG 59_ Department of State 國務院執行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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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3115_Box 

10_Folder Warsaw 

Talks 

Executive Secretariat 

IR-20151026019 N/A RG 59_ 

A1.3115_Box 

10_Folder Warsaw 

Talks 

Following is Instruction re 

line you should take in 

meeting with Wang on 18th 

在與王大使第 18 次會談

中應採用之指示 

IR-20151026020 N/A RG 59_ 

A1.3115_Box 

10_Folder Position 

Papers 

N/A 無題 

IR-20151026021 N/A RG 59_ 

A1.3115_Box 

10_United Nations 

Aspects 

Summary of four Occasions 

on which Chinese 

Communists have been 

invited to participate in 

security council proceedings 

簡要說明四個邀請中共

參加安理會程序的時機 

IR-20151026022 N/A RG 59_A1 

5221_Box 

2_Offshore Islands 

(Misc.) Jul 19-Aug 

31 

UNKNOWN 無題 

IR-20151026023 N/A RG 59_A1 

5234_Box 

13_Foreign Aid 

Soviet Intentions and 

Capabilities 

蘇聯意圖與能力 

IR-20151026024 N/A RG59_A1 

1587-M_Box45 

Cairo Reaction to Dulles 

Statement 

開繫對杒勒斯聲明的反

應 

IR-20151026026 N/A RG59_A1 5412_Box 

6 

文宣品：參加反共軍的三項

保證 

 

IR-20151026027 N/A RG59_Box6 Text of Khrosh_Mao 

Communique 

赫魯雪夫與毛會談文字 

IR-20151026028 N/A RG469_P377_Box 

5_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Finance-Budget 1956_1 財政預算，1956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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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nistration 

IR-20151026030 N/A RG59_A1 

1587-M_Box45 

Japanese Reaction to 

Newport Statement 

日本對新港聲明的反應 

IR-20151026031 N/A RG59_A1 

1587-M_Box45 

Moscow-Published Analysis 

of Chinese Communist 

Strategy in the Taiwan Strait 

莫斯科─對中共對臺海策

略之分析 

IR-20151026032 N/A RG59_A1 

1587-M_Box45 

Soviet Reaction to the 

Secretary's Announcement 

蘇聯對國務卿聲明之反

應 

IR-20151026033 N/A RG59_A1 

1587-M_Box46  

Suggestive Outline for 

Discussion Purposes only- 

Information Plan- Taiwan 

Straits 

商討目的之建議綱要─資

訊規劃─臺灣海峽 

IR-20151026034 N/A RG59_A1 

3115_Box10 

Instructions to Ambassador 

Beam 

給比姆大使的指示 

IR-20151026035 N/A RG59_A1 

3115_Box10 

Meeting with Wang 與王大使會談 

IR-19540903001 1954.09.03 RG469_409_Box132  Chinese Off-shore Islands 中國外島 

IR-19541021001 1954.10.21 RG469_409_Box132 The Chinese Offshroe 

Islands - Background and 

Local Comment 

中國外島- 背景與當地

評論 

IR-19550127001 1955.01.27 RG59_Box6 Report of Tripartite Working 

Party on Question of 

Cessation of Hostilities in 

Chinese Off-Shore Islands 

三方會談-關於中國外島

停止敵對行動的問題報

告 

IR-19550128001 1955.01.28 RG59_P 225_Box18 Letter to Stassen 致史塔生信 

IR-19550217001 1955.02.17 RG0306_A1 

1022_Box1  

British Public Opinion Poll 

On the Current Formosan 

Issue 

英國民意調查目前臺灣

問題 

IR-19550414001 1955.04.14 RG469_Box6 China(Formosa)_General 

Statement 

中國（臺灣）-綜合評述 

IR-19550423001 1955.04.23 RG 59_ 

A1.3115_Box 

3_Folder 

Enlisting Support for U.S. 

Policies Toward Taiwan 

爭取美國支持偏向臺灣

的對華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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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OSA 

(TAIWAN) 

IR-19550921001 1955.09.21 RG 59_ 

A1.3115_Box 

11_Folder 

Hoover-Hollister_FE

_Inspection_Trip-Se

pt_1955_2_of_3_1 

Soviet Policy Toward 

Republic of China 

蘇聯對中華民國的對華

政策 

IR-19550921002 1955.09.21 RG 59_ 

A1.3115_Box 

11_Folder 

Hoover-Hollister_FE

_Inspection_Trip-Se

pt_1955_2_of_3_2 

OFFSHORE ISLANDS 外島 

IR-19551021001 1955.10.21 RG0306_A1 

1022_Box1  

The Situation in The Taiwan 

Straits 

臺灣海峽情勢 

IR-19560109001 1956.01.09 RG59_P 225_Box18 Letter to Admiral Radford 致雷德福上將信 

IR-19560110001 1956.01.10 RG59_P 225_Box18 United States and United 

Kingdom Interests and 

Objectives in the Far East in 

the Light of the Present 

Situation 

美國和英國根據目前的

局勢關注遠東 

IR-19560530001 1956.05.30 RG 59_A1 

5221_Box 2 

Offshore 

Islands(Misc.) Jul 

19-Aug 31 

UN Consideration of 

Problem of Chinese 

Nationalist-Held Offshore 

Islands 

聯合國審議中國國民

黨，在外島的問題 

IR-19560920001 1956.09.20 RG59_P 225_Box18 Letter to Jim 致卲姆帕爾桑信 

IR-19561128001 1956.11.28 RG59_P 225_Box18 Negotiation of 

Supplementary Agreement 

with Chinese Government to 

Cover Construction of Kung 

Kuan Airfield and Harbor 

與中國政府協商維護公

館機場及海港和海軍設

施改造建設之補充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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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Naval Facility 

Improvement  

IR-19561128002 1956.11.28 RG59_P 225_Box18 Proposed Text of 

Construction Agreement 

建設協議的建議文本 

IR-19561206001 1956.12.06 RG59_P 225_Box18 Updating Memorandum on 

Progress Report on U.S. 

Policy Toward Taiwan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NSC 

5503), dated November 21, 

1956 

美國對臺及國府政策

（NSC5503）進度報告之

更新備忘錄，1956 年 11

月 21 日 

IR-19570107001 1957.01.07 RG 59_A1 

5221_Box 2 1957 

Jan thru March 

306.13a OCB-NSC 

IMPLEMENTATIO

N-5503 

Review of NSC 5503 in 

Light of Prochnow 

Committee Report 

依照普繫赫諾委員會報

告 NSC5503 的審議 

IR-19570117001 1957.01.17 RG 59_A1 

5221_Box 2 1957 

Jan thru March 

306.13a OCB-NSC 

IMPLEMENTATIO

N-5503 

Progress Report on U.S. 

Policy Toward Taiwan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NSC 

5503) 

美國對臺及國府政策

（NSC5503）進度報告 

IR-19570329001 1957.03.29 RG 59_ 

A1.3115_Box 

7_Folder Military 

Problems 

N/A 無 

IR-19570625001 1957.06.25 RG 59_ 

A1.3115_Box 

6_Folder 

Memoranda 

(Jan-June 1957) 

N/A 無 

IR-19570627001 1957.06.27 RG 59_ Letter Form Ambassador 藍欽大使致納許先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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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3115_Box 

6_Folder 

Memoranda 

(Jan-June 1957) 

Rankin to Mr. Nash 

IR-19570825001 1957.08.25 RG 59_ 

A1.3115_Box 

6_Folder 

Memoranda 

(July-Aug 1958)  

Draft statement on U.S. 

Policy on offshore Islands 

美國對外島政策聲明草

案 

IR-19570829001 1957.08.29 RG 59_ 

A1.3115_Box 

6_Folder 

Memoranda 

(Jan-June 1957)3 

Compensation for Claims 

Against U.S. Military 

Personnel 

針對美國軍事人員補償

索賠 

IR-19570911001 1957.09.11 RG 59_ 

A1.3115_Box 

6_Folder 

Memoranda 

(Sept-Oct 1957)1 

Taiwan 臺灣 

IR-19580000001 1958 RG 59_A1 

5221_Box 2 

Offshore 

Islands(Misc.) Jul 

19-Aug 31 

Telephone Conversations 

Between the Secretary and 

Mr. Parsons, the Acting 

Secretary and Mr. Parsons 

and the Secretary and the 

Acting Secretary 

國務卿與帕爾桑先生、副

國務卿與帕爾桑先生、國

務卿與副國務卿間的電

話會談 

IR-19580000002 1958 RG 59_A1 

5315_Box 17 Folder 

Classified Reference 

Material Taiwan 

Strait 1958 

Statements by Foreign 

Leaders 

外國領導人發言 

IR-19580000003 1958 RG59_A1 5412_Box 

6 

VICE PRESIDENT 

NIXON'S VISIT TO THE 

UNITED KINGDOM 

尼克森副總統訪問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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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19580000004 1958 RG59 A1 5315 Box 

17 

Folder Classified Reference 

Material Taiwan Strait 

1958_Formosa Straits_1958 

臺灣 

IR-19580128001 1959.01.28 RG306_P 46_Box9 Acheving a Just Peace is 

Main Goal of U.S. Policy 

達成和帄是美國政策主

要目標 

IR-19580314001 1958.03.14 RG59_A1 1341_Box 

8 Folder SEATO 

1957-58 

Exchange of View 交流觀點 

IR-19580703001 1958.07.03 RG 59_ 

A1.3115_Box 

10_Folder Position 

Papers by Mr. 

Green1 

Preliminary Evaluation of 

Channels for Peaceful 

Settlement of Taiwan Straits 

Issue 

初步評估對臺海問題的

和帄解決的渠道 

IR-19580731001 1958.07.31 RG59_Box6 White House Inquiry About 

Taipei's 99 

白宮詢問關於臺北 99 

IR-19580803001 1958.08.03 RG59_A1 5412_Box 

6 

毛澤東與赫魯雪夫會談公

報 

毛澤東與赫魯雪夫會談

公報 

IR-19580805001 1958.08.05 RG59_A1 

1587-M_Box45 

DRF Contribution to Watch 

Committee Report 

貢獻觀察委員會的報告 

IR-19580807001 1958.08.07 RG 59_ 

A1.3115_Box 

9_Folder Offshores  

Communist Military and 

Diplomatic Moves Toward 

the offshore Islands 

共黨對離島之軍事和外

交動向 

IR-19580808001 1958.08.08 RG 59_A1 

5221_Box 2 

Offshore 

Islands(Misc.) Jul 

19-Aug 31 

Statement Read by 

Department Spokeman (Mr. 

Reap) at ND Briefing 

由國務院發言人宣讀聲

明之簡報 

IR-19580811001 1958.08.11 RG59_Box6 Local Reaction to News of 

Possible Hostilities in 

Taiwan Strait 

更關臺灣海峽可能敵對

行動新聞的區域反應 

IR-19580811002 1958.08.11 RG59_Box6 State-Defense Contingency 

Planning re Off-Shore 

Islands 

外島的國防應變計畫 



286 
 

編號 檔案日期 原始分類暨檔號 原始檔案名稱 中文檔案名稱 

IR-19580814001 1958.08.14 RG 59_ 

A1.3115_Box 

6_Folder 

Memoranda 

(July-Aug 1958) 

Warning Peiping Against 

Attacking or Interdicting the 

Offshore Islands 

警告北帄禁止攻擊或阻

截外島 

IR-19580815001 1958.08.15 RG 59_A1 

5221_Box 2 

Offshore 

Islands(Misc.) Jul 

19-Aug 31 

Recommended Warning to 

Peiping Against Attacking 

the Offshore Islands 

建議警告北帄禁止攻擊

外島 

IR-19580819001 1958.08.19 RG 59_A1 

5221_Box 2 

Offshore 

Islands(Misc.) Jul 

19-Aug 31 

Alternative U.S. Courses of 

Action in Light Possible 

CHICOM/CHINAT Courses 

of Action Toward the 

Off-Shore Islands Over the 

Next Twelve Months 

美國面對未來 12 個月國

共對外島可能行動方向

之動向 

IR-19580819002 1958.08.19 RG59_A1 

1587-M_Box45 

DRF Contribution to Watch 

Committee Report 

DRF 提交觀察委員會的

報告 

IR-19580821001 1958.08.21 RG59_Box6 NAVAL MESSAGE 4714 海軍訊息第 4717 號 

IR-19580822001 1958.08.22 RG59_A1 5412_Box 

6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19580822 

1958 年 8 月 22 日談話備

忘錄 

IR-19580823001 1958.08.23 RG 59_A1 

5221_Box 2 

Offshore 

Islands(Misc.) Jul 

19-Aug 31 

Memorandum for Mr. Herter 

and Mr. Robertson 

赫特先生和饒柏森先生

備忘錄 

IR-19580825001 1958.08.25 RG 59_ 

A1.3115_Box 

9_Folder 

Taiwan_1_3 

Graham Parsons to the 

Acting Secretary 

帕爾桑函副國務卿 

IR-19580825002 1958.08.25 RG 59_A1 

5221_Box 2 

Offshore 

Governor Herter's Queries 

Concerning the Off Shore 

Islands Problem 

赫特州長關於外島問題

的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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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lands(Misc.) Jul 

19-Aug 31 

IR-19580825003 1958.08.25 RG59_A1 5412_Box 

6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19580825 

1958 年 8 月 25 日會談備

忘錄 

IR-19580825004 1958.08.25 RG59_A1 5412_Box 

6 

Means of Dealing With the 

Taiwan Straits Crisis 

處理臺海危機的方式 

IR-19580826001 1958.08.26 RG 59_ 

A1.3115_Box 

10_United Nations 

Aspects  

Possible UN Action with 

Regard to off Shore Islands 

聯合國更關於外島可能

的行動 

IR-19580826002 1958.08.26 RG59_A1 

1341_Box8 Folder 

Offshore Islands 

Taiwan Straits Sep 

1958 

Possible Rescue of 

CHICOM Aviator (C) 

救援共軍飛行員的可能

性 

IR-19580826003 1958.08.26 RG59_A1 5412_Box 

6 

Possible Rescue of 

CHICON Aviator ©  

救援共軍飛行員的可能

性 

IR-19580826004 1958.08.26 RG59_A1 3115_Box 

10 

Comments on Ambassador 

Lodge's Draft Speech  

繫奇大使演講稿評論 

IR-19580827001 1958.08.27 RG59_A1 1341_Box 

8 Folder Taiwan 

Straits Situation 

The SNIE on Taiwan 臺灣的特殊國家情報評

估 

IR-19580827002 1958.08.27 RG59_A1 5412_Box 

6 

Situation with Respect to the 

offshore Islands 

關於外島情況 

IR-19580827003 1958.08.27 RG59_Box6 

Situation with 

Respect to the 

Offshore Islands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19580827 

1958 年 8 月 27 日談話備

忘錄 

IR-19580828001 1958.08.28 RG 59_ 

A1.3115_Box 

10_United Nations 

Aspects  

Possible Developments in 

the UN if Off Shore Islands 

Should be Considered There 

聯合國應該考慮外島發

展的可能 

IR-19580828002 1958.08.28 RG59_Box6 Significant World Reaction 世界重要的反應對於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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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Development in Taiwan 

Straits 

灣海峽情勢的演變 

IR-19580829001 1958.08.29 RG 59_ 

A1.3115_Box 

10_Folder Warsaw 

Talks 

Background Information 

and Recommendations 

Relating to the Situation in 

the Taiwan Straits 

背景資訊與臺海情勢相

關建議 

IR-19580829002 1958.08.29 RG 59_A1 

5221_Box 2 

Offshore 

Islands(Misc.) Jul 

19-Aug 31 

Summary of Meeting at the 

White House on the Taiwan 

Straits Situation 

在白宮對臺灣海峽局勢

會議總結 

IR-19580829003 1958.08.29 RG59_A1 5412_Box 

6 

Taiwan Straits 臺灣海峽 

IR-19580829004 1969.08.29 RG59_Box5 Tom 19690829 致湯姆函 

IR-19580829005 1958.08.29 RG59_A1 

1587-M_Box45 

Moscow Treatment of the 

Taiwan Straits 

莫斯科對臺灣海峽威脅 

IR-19580830001 1958.08.30 RG59_Box6 Taiwan Straits Situation 臺灣海峽情勢 

IR-19580830002 1958.08.30 RG59_A1 3115_Box 

10 

Public Affairs of the Taiwan 

Straits Crisis 

臺灣海峽危機的公共事

務 

IR-19580831001 1958.08.31 RG 59_A1 

5221_Box 2 

Offshore 

Islands(Misc.) Jul 

19-Aug 31 

Recent Political Aspects of 

Taiwan Straits 

Developments 

臺灣海峽最近政治的發

展層面 

IR-19580831002 1958.08.31 RG59_A1 

1587-M_Box45 

Pravda Observer Atricle on 

Taiwan Straits Situation 

《真理報》「觀察家」文

章論臺灣海峽局勢 

IR-19580900001 1958.09. RG 59_A1 

5221_Box 2 

Offshore 

Islands(Misc.) 

Sep1-11 

Demilitarization of Offshore 

Islands 

外島非軍事化 

IR-19580900002 1958.09. RG59_A1 

1341_Box8 Folder 

SIX OBJECTIVES FOR 

THE ACTION OF 

六個反共產主義與國家

復興目標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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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shore Islands 

Taiwan Straits Sep 

1958 

ANTI-COMMUNIST & 

NATIONAL RECOVRY 

IR-19580901001 1958.09.01 RG 59_ 

A1.3115_Box 

10_United Nations 

Aspects 

Preliminary Evaluation of 

Channels for Peaceful 

Settlement of Taiwan Straits 

Issue 

初步評估對臺海問題的

和帄解決的渠道 

IR-19580902001 1958.09.02 RG 59_ 

A1.3115_Box 

10_United Nations 

Aspects 

Efforts by the United States 

to Reach an Agreement with 

the Chinese Comunists on 

the Renunciation of Force in 

the Taiwan Area 

美國努力達成與中共的

會議放棄協防臺灣部隊 

IR-19580902002 1958.09.02 RG59_A1 1341_Box 

8 

Major Public Affairs Matters 

Arising Since August 24 

從 8 月 24 日開始的主要

公共事務議事項 

IR-19580902003 1958.09.02 RG59_A1 5412_Box 

6 

Farewell Call by Chinese 

Ambassador 

中國駐美國大使以電話

告別 

IR-19580902004 1958.09.02 RG59_A1 5412_Box 

6 

Taiwan Straits 臺灣海峽 

IR-19580902005 1958.09.02 RG59_A1 5412_Box 

6 

Use of Good Offices of a 

Third Country to Convey a 

Warning to the Chinese 

Communists 

使用第三國的斡旋來傳

達中國共產黨的警告 

IR-19580902006 1958.09.02 RG59_A1 

1587-M_Box45 

DRF Contribution to Watch 

Committee Report 

DRF 提交觀察委員會的

報告 

IR-19580902007 1958.09.02 RG59_A1 

1587-M_Box45 

Sino-Soviet Propaganda on 

the Taiwan Straits Crisis 

中蘇宣傳臺灣海峽危機 

IR-19580903001 1958.09.03 RG 59_ 

A1.3115_Box 

9_Folder SEATO 

Statement on Taiwan 

The Situation in the Taiwan 

Straits 

臺灣海峽情勢 

IR-19580903002 1958.09.03 RG59_ A1 

1587-M_BOX44 

Secretary's Meeting with the 

SEATO Chiefs of Mission 

秘書與付表團的東南亞

條約組織付表團會議 

IR-19580903003 1958.09.03 RG59_A1 American Opinion 美國人民輿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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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7-M_Box45 

IR-19580903004 1958.09.03 RG 59_A1 

5221_Box 2 

Offshore 

Islands(Misc.) 

Sep1-11 

Taiwan Straits 臺灣海峽 

IR-19580903005 1958.09.03 RG59_A1 5412_Box 

6 

Reporting by Indian 

Ambassador to Peiping to 

Delhi on Taiwan Straits 

Situation 

印度大使對北京及德里

報告台提交海的局勢 

IR-19580903006 1958.09.03 RG59_A1 

1587-M_Box45 

Peiping Propaganda on the 

Taiwan Straits Situation 

北京宣傳臺海局勢 

IR-19580903007 1958.09.03 RG59_A1 

1587-M_Box45 

Intelligence Note Hasir 's 

Statement on the Formosa 

Crisis 

海瑟的聲明事項評論臺

灣危機情報 

IR-19580903008 1958.09.03 RG59_A1 

1587-M_Box45 

Soviet Comment on Taiwan 

Straits in Last 24 Hours 

過去 24 小時的臺海蘇聯

評論 

IR-19580903009 1958.09.03 RG59_A1 

1587-M_Box46 

Probable Free World 

Reactions to Various U.S. 

Courses of Action with 

Respect to the Chin-mens 

and The Matsu 

美國各種關於金門和馬

祖的行動，自由世界可能

的反應 

IR-19580903010 1958.09.03 RG59_A1 

1587-M_Box46 

Some Considerations on 

Item for OCB Luncheon 

Meeting 

OCB 午餐會議對幾點項

目的思考 

IR-19580903011 1958.09.03 RG59_A1 

1587-M_Box46  

Some Psychological 

Considerations Pertaining to 

U.S. position on The 

Offshore Islands in the 

Taiwan Straits 

一些心理學思考修飾，以

美國對臺灣海峽外島的

立場 

IR-19580904001 1958.09.04 RG59_ A1 

1587-M_BOX44 

STATEMENT 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 

國務卿聲明 

IR-19580904002 1958.09.04 RG59_A1 N/A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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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1_Box8 

IR-19580904003 1958.09.04 RG59_A1 5412_Box 

6 

Taiwan Straits Situation 臺海情勢 

IR-19580904004 1958.09.04 RG59_A1 

1587-M_Box45 

DRF Comments DRF 評論 

IR-19580904005 1958.09.04 RG59_A1 

1587-M_Box45 

Peiping's Warning on 

Territorial Waters 

北京關於領海的警告 

IR-19580904006 1958.09.04 RG59_A1 

1587-M_Box46 

Why it is important to keep 

the offshore islands out of 

Red China's hands 

為何讓外島不受中共控

制很重要 

IR-19580905001 1958.09.05 RG 59_A1 

5221_Box 2 

Offshore 

Islands(Misc.) 

Sep1-11 

Memorandum for S/S S/S 備忘錄 

IR-19580905002 1958.09.05 RG59_A1 5412_Box 

6 

中共飛官處置回覆  

IR-19580905003 1958.09.05 RG59_Box6 Maurer, Aylward 茂爾，艾偉德 

IR-19580905004 1958.09.05 RG306_A1 

1029_Box1 

Public Reaction to Taiwan 

Strait Developments 

公眾對臺海情勢發展的

反應 

IR-19580905005 1958.09.05 RG59_A1 

1587-M_Box45 

Further Pravda Comment on 

Taiwan Straits 

《真理報》對臺海的進一

步評論 

IR-19580905006 1958.09.05 RG59_A1 

1587-M_Box45 

Infoguides and News Policy 

Notes Transmitted During 

the Period 4-30 pm 

September 3 to 4-30 pm 

September 5, 1958 

1958 年 9 月 3 日下午 4

點 30 分至 9 月 5 日下午

4 點 30 分所發布指南與

新政策說明 

IR-19580905007 1958.09.05 RG59_A1 

1587-M_Box45 

Initial Press and Radio 

Reaction to the Newport 

Statement 

最早對新港聲明的新聞

與廣播反應 

IR-19580905008 1958.09.05 RG59_A1 

1587-M_Box45 

Initial Reaction to the 

Newport Statement 

對新港聲明的初步回應 

IR-19580905009 1958.09.05 RG59_A1 Negative Latin American 拉美對新港聲明的負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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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7-M_Box45 Reaction to Newport 

Declaration 

反應 

IR-19580905010 1958.09.05 RG59_A1 

1587-M_Box45 

Pravda States USSR Cannot 

Remain Inactive in Taiwan 

Issue 

《真理報》指蘇聯不能對

臺灣議題保持被動 

IR-19580905011 1958.09.05 RG59_A1 

1587-M_Box45 

Reaction to 

Eisenhower-Dulles 

Statement_Government of 

Republic of China(GRC) 

國府對艾森豪─杒勒斯聲

明的反應 

IR-19580905012 1958.09.05 RG59_A1 

1587-M_Box45 

Western European Reaction 

to Secretary's Statement of 

September 4 

西歐對 9 月 4 日國務卿聲

明的反應 

IR-19580905013 1958.09.05 RG59_A1 

1587-M_Box45 

World Reaction to Newport 

Statement_S"S-RO 

Memorandum of September 

5 

9 月 5 日備忘錄─全球對

新港聲明的反應 

IR-19580905014 1958.09.05 RG59_A1 

1587-M_Box46  

U.S. policy regarding the 

Taiwan Straits Crisis 

美國對臺海危機之政策 

IR-19580906001 1958.09.06 RG59_A1 

1587-M_Box45 

EE Reactions to Newport 

Statement 

EE 對新港聲明之反應 

IR-19580906002 1958.09.06 RG59_A1 

1587-M_Box45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美國新聞總署 

IR-19580906003 1958.09.06 RG59_A1 

1587-M_Box45 

Reactions to Newport 

Statements on Far East 

遠東對新港聲明的反應 

IR-19580906004 1958.09.06 RG59_A1 

1587-M_Box45 

Reactions to Taiwan 

Statement from Near East, 

South Asia, and 

Africa(DRN) 

近東、東亞與非洲對臺灣

聲明的反應 

IR-19580906005 1958.09.06 RG59_A1 

1587-M_Box45 

Reactions to the Newport 

Statement 

對新港聲明的反應 

IR-19580906006 1958.09.06 RG59_A1 

1587-M_Box45 

Roundup of Government 

Official and Press and 

Public Reaction to the 

西歐國家政府辦公室與

媒體以及公眾對新港聲

明的反應，聯邦與東德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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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port Declarations from 

the Countries of Western 

Europe, the Commonwealth 

and Eastern Germany 

估自由世界的反應，針對

美國在金馬 各國的可能

行動走向 

IR-19580906007 1958.09.06 RG59_A1 

1587-M_Box46  

Estimate of Free World 

Recation, Country by 

Contry to Three Possible 

Courses of Action By the 

U.S. in Quemoy-Matsu 

 

IR-19580907001 1958.09.07 RG 59_ 

A1.3115_Box 

10_Folder 

Intelligence Reports 

I 

Notes on telephone call 

from Mr. Parsons to 

Macomber 

帕爾桑電馬康博之紀錄 

IR-19580907002 1958.09.07 RG 59_A1 

5221_Box 

2_Offshore Islands 

(Misc.) Sep1-11 

Demilitarization of the 

Offshore Islands 

外島非軍事化 

IR-19580908001 1958.09.08 RG59_A1 

1587-M_Box45 

American Opinion Situation 美國輿情狀況 

IR-19580908002 1958.09.08 RG306_A1 

1029_Box1 

Public Reaction to Taiwan 

Strait Developments Daily 

Summary No. 2, September 

8, 1958 

公眾對臺海發展的反

應。每日簡報第 2 號，

1958 年 9 月 8 日 

IR-19580908003 1958.09.08 RG59_A1 

1587-M_Box45 

Public Information re 

Taiwan Straits 

臺海的公開資訊 

IR-19580908004 1958.09.08 RG59_A1 

1587-M_Box46 

Public Reaction to Taiwan 

Strait Development Daily 

Summary No. 2, September 

8 1958 

公眾對臺海發展的反

應。每日簡報第 2 號，

1958 年 9 月 8 日 

IR-19580908005 1958.09.08 RG59_A1 

1587-M_Box46  

Reaction to Taiwan Strait 

Issue and Dulles' Newport 

Statement 

對臺海議題的反應以及

杒勒斯的新港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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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19580909001 1958.09.09 RG59_A1 5412_Box 

6 

Situation in the Taiwan 

Straits 

臺海的情勢 

IR-19580909002 1958.09.09 RG306_A1 

1029_Box1 

Public Reaction to Taiwan 

Strait Developments Daily 

Summary No. 3, September 

9, 1958 

公眾對臺海發展的反

應。每日簡報第 3 號，

1958 年 9 月 9 日 

IR-19580909003 1958.09.09 RG59_A1 

1587-M_Box45 

British-Iceland Dispute 英國─冰島爭議 

IR-19580909004 1958.09.09 RG59_A1 

1587-M_Box46  

Public Reaction to Taiwan 

Strait Development Daily 

Summary No. 3, September 

9 1958 

公眾對臺海發展的反

應。每日簡報第 3 號，

1958 年 9 月 9 日 

IR-19580910001 1958.09.10 RG 59_ 

A1.3115_Box 

10_Folder Warsaw 

Talks 

The GRC and the Warsaw 

Talks 

國府與華沙會談 

IR-19580910002 1958.09.10 RG 59_ 

A1.3115_Box 

10_United Nations 

Aspects 

U.S. Obligation to Report to 

the Security Council 

美國義務向安理會報告 

IR-19580910003 1958.09.10 RG 59_A1 

5221_Box 

2_Offshore Islands 

(Misc.) Jul 19-Aug 

31 

Residence on Yangmingshan 

prepared ny Political Vice 

Minister Shen Chang-huan 

received fm amb Drumright 

Taipei 

副外長沈昌煥在陽明山

準備自莊萊德大使接收

之住所 

IR-19580910004 1958.09.10 RG306_A1 

1029_Box1 

Public Reaction to Taiwan 

Strait Developments Daily 

Summary No. 4, September 

10, 1958 

公眾對臺海發展的反

應。每日簡報第 4 號，

1958 年 9 月 10 日 

IR-19580910005 1958.09.10 RG306_P 46_Box9 American Policy on Red 

China Treats to Taiwan, 

Offshore Islands  

美國對中共對待臺灣外

島之政策 

IR-19580910006 1958.09.10 RG59_A1 China 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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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7-M_Box45 

IR-19580910007 1958.09.10 RG59_A1 

1587-M_Box45 

French Constitutional Vote 法國憲法公投 

IR-19580910008 1958.09.10 RG59_A1 

1587-M_Box46  

Public Reaction to Taiwan 

Strait Development Daily 

Summary No. 4, September 

10 1958 

公眾對臺海發展的反

應。每日簡報第 4 號，

1958 年 9 月 10 日 

IR-19580911001 1958.09.11 RG 59_ 

A1.3115_Box 

10_Folder Position 

Papers 

Conversation with Mr. 

Ledovaki,Counselor, 

Russian Embassy 

與蘇聯使館一等秘書列

多夫斯基先生會談 

IR-19580911002 1958.09.11 RG59_A1 

1587-M_Box45 

American Opinion Situation 美國輿情狀況 

IR-19580911003 1958.09.11 RG 59_5514_Box 25 

Divisive and 

Cohesive Elements 

in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Intelligence 

Report No.7798 

PROBABLE SOVIET 

TACTICS AT THE 13TH 

UN GENERAL 

ASSEMBLY 

蘇聯在第三次聯合國大

會上可能策略 

IR-19580911004 1958.09.11 RG59_A1 5412_Box 

6 

Indian Diplomatic Reporting 

on Taiwan Straits Crisis 

印度對臺海危機的外交

報告 

IR-19580911005 1958.09.11 RG306_A1 

1029_Box1 

Public Reaction to Taiwan 

Strait Developments Daily 

Summary No. 5, September 

11, 1958 

公眾對臺海發展的反

應。每日簡報第 5 號，

1958 年 9 月 11 日 

IR-19580911006 1958.09.11 RG59_A1 

1587-M_Box45 

President's Economic Policy 

Proposals 

總統的經濟政策草案 

IR-19580911007 1958.09.11 RG59_A1 

1587-M_Box45 

Preliminary Reactions to the 

President's Speech of 

September 11, 1958 

1958 年 9 月 11 日總統演

說的初步反應 

IR-19580911008 1958.09.11 RG59_A1 

1587-M_Box46  

Public Reaction to Taiwan 

Strait Development Daily 

Summary No. 5, September 

公眾對臺海發展的反

應。每日簡報第 5 號，

1958 年 9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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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958 

IR-19580912001 1958.09.12 RG 59_ 

A1.3115_Box 

10_Folder Position 

Papers 

Announcement of Convey 

Suspension 

終止護航的聲明 

IR-19580912002 1958.09.12 RG59_A1 5412_Box 

6 

Anticipated Position of 

British Ambassador 

英國大使的預期立場 

IR-19580912003 1958.09.12 RG59_A1 5412_Box 

6 

Suggestion of Canadian 

Ambassador for Easing 

Taiwan Straits Situation 

加拿大大使對和緩臺海

情勢的建議 

IR-19580912004 1958.09.12 RG59_A1 5412_Box 

6 

French Ambassador's 

Remarks on Offshore 

Islands Situation 

法國大使對外島情勢的

評論 

IR-19580912005 1958.09.12 RG59_A1 5412_Box 

6 

Taiwan Straits Situation 臺海情勢 

IR-19580912006 1958.09.12 RG306_A1 

1029_Box1 

Public Reaction to Taiwan 

Strait Developments Daily 

Summary No. 6, September 

12, 1958 

公眾對臺海發展的反

應。每日簡報第 6 號，

1958 年 9 月 12 日 

IR-19580912007 1958.09.12 RG59_A1 

1587-M_Box45 

President's Speech 總統演說 

IR-19580912008 1958.09.12 RG59_A1 

1587-M_Box46 

Public Reaction to Taiwan 

Strait Development Daily 

Summary No. 6, September 

12 1958 

公眾對臺海發展的反

應。每日簡報第 6 號，

1958 年 9 月 12 日 

IR-19580913001 1958.09.13 RG 59_ 

A1.3115_Box 

10_United Nations 

Aspect 

Arguments and Materials 

Against the Seating of 

Chinese Communist 

Representatives in the 

United Nations 

反對中共在聯合國付表

權席次的論述與材料 

IR-19580913002 1958.09.13 RG59_A1 5412_Box 

6 

Offshore islands Situation 外島情勢 

IR-19580913003 1958.09.13 RG59_Box6 The Straits- the Off-shore 海峽 外島與放棄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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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lands and Renunciation of 

Force 

IR-19580915001 1958.09.15 RG 59_5514_Box 25 Divisive and Cohesive 

Elements in the Sino-Soviet 

Alliance_Intelligence Report 

No.7800 

中蘇同盟合作與不合的

因素。情資報告第 7800

號 

IR-19580915002 1958.09.15 RG59_A1 

1587-M_Box45 

American Opinion Situation 美國輿情狀況 

IR-19580915003 1958.09.15 RG59_A1 5412_Box 

6 

Developments Relating to 

Taiwan Straits Situation 

Over Weekend 

周末臺海情勢相關發展 

IR-19580915004 1958.09.15 RG59_Box6 Material for Under 

Secretary's Staff Meeting 

次長會議材料 

IR-19580915005 1958.09.15 RG306_A1 

1029_Box1 

Public Reaction to Taiwan 

Strait Developments Daily 

Summary No. 7, September 

15, 1958 

公眾對臺海發展的反

應。每日簡報第 7 號，

1958 年 9 月 15 日 

IR-19580915006 1958.09.15 RG59_A1 

1587-M_Box45 

China 中國 

IR-19580915007 1958.09.15 RG59_A1 

1587-M_Box46 

Public Reaction to Taiwan 

Strait Development Daily 

Summary No. 7, September 

15 1958 

公眾對臺海發展的反

應。每日簡報第 7 號，

1958 年 9 月 15 日 

IR-19580916001 1958.09.16 RG 59_ 

A1.3115_Box 

10_United Nations 

Aspects 

Resolution on Taiwan Straits 

Issue 

臺海議題解決方案 

IR-19580916002 1958.09.16 RG59_A1 

1587-M_Box45 

American Opinion 美國人民輿情 

IR-19580916003 1958.09.16 RG59_A1 5412_Box 

6 

Warsaw Talks and Situation 

in Taiwan Straits 

華沙會談與臺海情勢 

IR-19580916004 1958.09.16 RG306_A1 

1029_Box1 

Public Reaction to Taiwan 

Strait Developments Daily 

公眾對臺海發展的反

應。每日簡報第 8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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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No. 8, September 

16, 1958 

1958 年 9 月 16 日 

IR-19580916005 1958.09.16 RG306_P 46_Box9_ America Will Defend 

Against Communist 

Aggression in Asia 

美國將抵禦共黨進犯亞

洲 

IR-19580916006 1958.09.16 RG59_A1 

1587-M_Box45 

Free World Aid to India 自由世界對印度援助 

IR-19580917001 1958.09.17 RG59_A1 5412_Box 

6 

Eatimate of Chinese 

Communist Policies by 

British Charge in Peiping 

英國駐北帄對中共政策

評估 

IR-19580917002 1958.09.17 RG59_Box6 Estimate of Chinese 

Communist Policies by 

British Charge in Peiping 

英國駐北帄對中共政策

評估 

IR-19580917003 1958.09.17 RG59_A1 

1587-M_Box45 

China 中國 

IR-19580918001 1958.09.18 RG59_A1 

1587-M_Box45 

American Opinion Situation 美國輿情狀況 

IR-19580918002 1958.09.18 RG306_A1 

1029_Box1 

Western European Press 

Reaction to the Smoot and 

McElroy Statements on the 

Formosan Straits Crisis 

西歐媒體對史慕德與麥

艾樂對臺海危機聲明之

反應 

IR-19580918003 1958.09.18 RG59_A1 

1587-M_Box45 

China and The UN 中國與聯合國 

IR-19580918004 1958.09.18 RG59_A1 

1587-M_Box46 

Under what circumstances 

would United States Armed 

Forces step in to defencd 

Quemoy and Mastu 

美國在什麼情況下會派

部隊防衛金門與馬祖 

IR-19580919001 1958.09.19 RG 59_ 

A1.3115_Box 

10_United Nations 

Aspects 

Possible ORC Charges of 

Indirect Aggression by 

USSR 

國民政府將可能指控蘇

聯採取非直接性侵略 

IR-19580919002 1958.09.19 RG 59_A1 

5221_Box 2 

Taiwan Straits Crisis-Where 

Do We Go From Here 

臺海危機─我們將何去何

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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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shore 

Islands(Misc.) 

Sep12-30 

IR-19580919003 1958.09.19 RG59_A1 

1587-M_Box45 

Fishing dispute and The UN 漁業爭議與聯合國 

IR-19580919004 1958.09.19 RG59_A1 

1587-M_Box45 

Joint State-Defense Message 聯席會議訊息 

IR-19580919005 1958.09.19 RG59_A1 

1587-M_Box46  

Publics Information on 

Taiwan Straits Situation 

臺海議題公開資訊 

IR-19580920001 1958.09.20 RG 59_A1 

5221_Box 

2_Offshore Islands 

(Misc.) Sep12-30 

Coversation Summary 對話總結 

IR-19580922001 1958.09.22 RG 59_ 

A1.3115_Box 

10_Folder Position 

Papers 

How to Develop Increased 

Allied Solidarity 

如何持續穩固同盟間的

發展 

IR-19580922002 1958.09.22 RG59_A1 

1587-M_Box45 

China 中國 

IR-19580922003 1958.09.22 RG59_A1 

1587-M_Box46  

Ambassadorial Talks, 76th 

Meeting, at Warsaw 

9 .22.1958 

第 76 次大使級對談，華

沙，1958 年 9 月 22 日 

IR-19580923001 1958.09.23 RG59_A1 

1587-M_Box45 

American Opinion 美國人民輿情 

IR-19580923002 1958.09.23 RG59_A1 5412_Box 

6 

Navy Request for Policy 

Guidance on Handling of 

Possible Chinese 

Communist Airmen Downed 

at Sea 

海軍要求處理中共飛行

員可能墜海時之政策守

則 

IR-19580924001 1958.09.24 RG 59_ 

A1.3115_Box 

10_United Nations 

Aspects  

Should Chinese Communist 

Efforts to Obtain a Seat in 

the UN be Treated as a 

Representation or a 

中共應致力爭取聯合國

的付表權或成員國席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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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bership Question? 

IR-19580924002 1958.09.24 RG59_A1 

1587-M_Box45 

American Opinion 美國人民輿情 

IR-19580924003 1958.09.24 RG59_A1 

1587-M_Box45 

China 中國 

IR-19580925001 1958.09.25 RG 59_ 

A1.3115_Box 

10_Folder 

Intelligence Reports 

I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會談備忘錄 

IR-19580925002 1958.09.25 RG 59_ 

A1.3115_Box 

10_United Nations 

Aspects Memo from 

Henry Owen 

Memorandum for: 

UNP-Mr.Sisco 

給 UNP-Sisco 先生的備

忘錄 

IR-19580925003 1958.09.25 RG59_Box6 Dulles 杒勒斯 

IR-19580925004 1958.09.25 RG59_A1 

1587-M_Box45 

China 中國 

IR-19580926001 1958.09.26 RG59_A1 1341_Box 

8 Folder Taiwan 

Straits Situation 

Warsaw Talks 華沙會談 

IR-19580926002 1958.09.26 RG59_A1 

1587-M_Box45 

China 中國 

IR-19580928001 1958.09.28 RG 59_ 

A1.3115_Box 

10_Folder Warsaw 

Talks 

Ambassador Wang, on 

behalf the Gonernment of 

the PRC, has noted 

紀錄王大使談中共政府 

IR-19580928002 1958.09.28 RG59 A1 5221 Box 

2 

Offshore Islands(Misc.) 

Sep12-30_Ta-tan and 

Erh-tan Islands_1958.09.28 

大膽與二膽島_1（1958

年 9 月 28 日） 

IR-19580928003 1958.09.28 RG59 A1 5221 Box 

2 

Offshore Islands(Misc.) 

Sep12-30_Ta-tan and 

Erh-tan Islands_1958.09.28 

大膽與二膽島_1（1958

年 9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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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19580929001 1958.09.29 RG 59_ 

A1.3115_Box 

6_Folder 

Memoranda 

(Sept-Oct 1958)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會談備忘錄 

IR-19580929002 1958.09.29 RG 59_5514_Box 25 The Taiwan Straits Crisis 

Soviet Statements and 

Propagandas 

Treatment_Intelligence 

Report No.7812 

情資報告第 7812 號：臺

海危機 蘇聯聲明與宣傳 

IR-19580929003 1958.08.29 RG59_Box6 Background Information 

and Recommendations 

Relating to the Situation in 

the Taiwan Straits 

與臺海情勢相關的背景

資訊與建議 

IR-19580929004 1958.09.29 RG59_A1 

1587-M_Box45 

French Vote 法國表決 

IR-19580929005 1958.09.29 RG59_A1 

1587-M_Box45 

Chronology of Taiwan Strait 

Developments, June 30 - 

September 26, 1958 

臺海發展事紀，1958 年 6

月 30 日─9 月 26 日 

IR-19580930001 1958.09.30 RG59_A1 5412_Box 

6 

Taiwan Straits Situation 臺海情勢 

IR-19580930002 1958.09.30 RG59_A1 

1587-M_Box45 

French Constitutional Vote 法國憲法公投 

IR-19581000002 1958.10. RG59_Box6 事件概略  

IR-19581000003 1958.10. RG59_Box6 事件概略_2  

IR-19581001001 1958.10.01 RG 59_ 

A1.3115_Box 

10_Folder Position 

Papers8  

Future Measures in the 

Taiwan Strait 

臺海的未來評估 

IR-19581001002 1958.10.01 RG 59_ 

A1.3115_Box 

10_United Nations 

Aspects 1950-55 

Invitations to the Chinese 

Communists to Sond 

Representatives to Assist or 

Participate in UN 

邀請中共嘗詴付表權或

協助參與聯合國討論

_1950-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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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s 1950-1955 

IR-19581001003 1958.10.01 RG59_A1 5412_Box 

6 

Taiwan Straits Crisis 臺海危機 

IR-19581001004 1958.10.01 RG59_A1 

1587-M_Box45 

Middle East 中東 

IR-19581002001 1958.10.02 RG 59_ 

A1.3115_Box 

10_Folder Position 

Papers 

Draft Note Soviet 

Government on Taiwan 

Issue 

蘇聯政府評論臺灣議題

筆記草稿 

IR-19581002002 1958.10.02 RG 59_A1 

5221_Box 

2_Offshore Islands 

(Misc.) Oct1-14 

Mr. Hammarskjold's Letter 

of September 29 re Taiwan 

Straits Crisis 

9 月 29 日哈瑪紹先生談

臺海危機的信 

IR-19581002003 1958.10.02 RG59_Box6 Dulles_19581002 杒勒斯_1958 年 10 月 2

日 

IR-19581002004 1958.10.02 RG59_A1 

1587-M_Box45 

China 中國 

IR-19581003001 1958.10.03 RG 59_5514_Box 25 Probable Soviet Tactics on 

the Taiwan Straits Crisis in 

the United 

Nations_Intelligence Report 

No.7829 

情資報告第 7829 號：蘇

聯在聯合國討論臺海危

機的可能策略 

IR-19581005001 1958.10.05 RG 59_ 

A1.3115_Box 

6_Folder 

Memoranda 

(Sept-Oct 1958) 

Suspension of U.S. convey 

Resorting During Chicon  

Cease-fire 

中共停火期間美軍停止

護航 

IR-19581006001 1958.10.06 RG59_A1 

1587-M_Box45 

De Gaulie's Plan for Algeria 戴高樂對阿爾及利亞的

計畫 

IR-19581007001 1958.10.07 RG59_A1 

1587-M_Box45 

China 中國 

IR-19581008001 1958.10.08 RG59_Box6 Peiping Draws Distinction 

Between “Recovery” of 

內部書信：北帄計畫收復

金門與解放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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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shore Island and 

“Liberation ” of Taiwan 

IR-19581009001 1958.10.09 RG 59_ 

A1.3115_Box 

10_Folder Position 

Papers by Mr. Green 

The Taiwan Straits Crisis: 

Where do we go from here? 

臺海危機：我們將何去何

從？ 

IR-19581009002 1958.10.09 RG 59_ 

A1.3115_Box 

10_United Nations 

Aspects  

Suggestions offered in the 

GA for mechanics of 

settleing the Off Shore 

Islands issue  

GA 提出安頓離島議題的

建議 

IR-19581009003 1958.10.09 RG 59_ 

A1.3115_Box 

10_United Nations 

Aspects 

The Off Shore Islands issue 

in the United Nations 

聯合國的離島議題 

IR-19581009004 1958.10.09 RG59_A1 1341_Box 

8 _Folder Taiwan 

Straits Situation 

Situation in Taiwan Straits 臺海情勢 

IR-19581009005 1958.10.09 RG59_A1 

1587-M_Box45 

Far Eastern Attitudes 

Toward the Taiwan Strait 

Crisis 

遠東對臺海危機的態度 

IR-19581010001 1958.10.10 RG 59_A1 

5221_Box 2 

Offshore 

Islands(Misc.) 

Oct1-14 

Future Moves Regarding 

Offshore Island Situation 

離島情勢的未來動向 

IR-19581010002 1958.10.10 RG59_A1 

1587-M_Box45 

China 中國 

IR-19581011001 1958.10.11 RG 59_A1 

5221_Box 

2_Offshore Islands 

(Misc.) Sep12-30 

Letter for Drum 給杒萊德的信 

IR-19581012001 1958.10.12 RG59_Box6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會談備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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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19581012002 1958.10.12 RG59_Box6 United States Senat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美國參議院委員會談論

外國關係 

IR-19581012003 1958.10.12 RG59_A1 

1587-M_Box45 

Peiping's Further 

Suspension of Shelling 

北帄停止進一步砲擊 

IR-19581013001 1958.10.13 RG 59_ 

A1.3115_Box 

10_Folder Position 

Papers 

Offshore Island Policy; 

Comments on Draft #3 of 

10/13/1958 

離島政策 

IR-19581013002 1958.10.13 RG 59_A1 

5221_Box 2 

Offshore 

Islands(Misc.) 

Oct1-14 

Summary Minutes of the 

President's Meeting with 

U.S. Defense Secretary 

總統與國防部長會談簡

要備忘錄 

IR-19581013003 1958.10.13 RG59_A1 

1587-M_Box45 

China 中國 

IR-19581014001 1958.10.14 RG59_A1 

1587-M_Box45 

American Opinion 美國人民輿情 

IR-19581014002 1958.10.14 RG59_A1 5412_Box 

6 

Taiwan Straits Situation 臺海情勢 

IR-19581014003 1958.10.14 RG59_A1 5412_Box 

6 

Taiwan Straits Situation 臺海情勢 

IR-19581014004 1958.10.14 RG59_Box6 Mr. Robertson's and Admiral 

Post's Speeches before 

Zablocki Committee 

查布繫基會議前饒柏森

和波斯特上將的演說 

IR-19581015001 1958.10.15 RG 59_ 

A1.3115_Box 

6_Folder 

Memoranda 

(Sept-Oct 1958) 

Conclusions and Lessons 

Deriving from The Taiwan 

Crisis 

臺海危機的總結與經驗 

IR-19581015002 1958.10.15 RG59_A1 

1587-M_Box45 

China 中國 

IR-19581016001 1958.10.16 RG 59_ Comments on the Draft 關於你訪問臺北的草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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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3115_Box 

10_Folder Position 

Papers by Mr. Green 

outline Relating to Your 

Visit to Taipei 

大綱之評論 

IR-19581016002 1958.10.16 RG59_A1 

1587-M_Box45 

American Opinion Situation 美國輿情狀況 

IR-19581016003 1958.10.16 RG59_A1 

1587-M_Box45 

China 中國 

IR-19581016004 1958.10.16 RG59_A1 

1587-M_Box46 

Beam-Wang 

Talks.10.16.1958 

比姆─王的會談，1958 年

10 月 16 日 

IR-19581017001 1958.10.17 RG 59_ 

A1.3115_Box 

6_Folder 

Memoranda 

(Sept-Oct 1958) 

Australian Government 

Views on Taiwan Straits 

Issue 

澳洲政府對臺海議題的

觀點 

IR-19581020001 1958.10.20 RG59_A1 

1587-M_Box45 

Tunisia 秕尼西亞 

IR-19581021001 1958.10.21 RG 59_ 

A1.3115_Box 

6_Folder 

Memoranda 

(Sept-Oct 1958) 

Far East Attitudes Toward 

our Actions in Taiwan Crisis 

遠東對我在臺灣危機之

行動的態度 

IR-19581021002 1958.10.21 RG59_A1 5412_Box 

6 

Report on the Taiwan Straits 

Situation for Mr. Dillon 

給狄隆先生的臺海情勢

報告 

IR-19581021003 1958.10.21 RG59_A1 

1587-M_Box45 

China 中國 

IR-19581021004 1958.10.21 RG59_A1 

1587-M_Box46 

Far Eastern Attitudes 

Toward the Taiwan Strait 

Crisis 10.21.1958 

遠東對臺海危機的態

度，1958 年 10 月 21 日 

IR-19581021005 1958.10.21 RG59 A1 1587-M 

Box45 

American Opinion_10 21 

1958 

美方決策（1958 年 10 月

21 日） 

IR-19581022001 1958.10.22 RG59_ A1 

1587-M_BOX44 

Fact Sheet on the Taiwan 

Straits Crisis 

臺海危機的資料簡報 

IR-19581022002 1958.10.22 RG59_A1 Current Foreign 當前外國關係第 42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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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7-M_Box45 Relations_No. 42 

IR-19581022003 1958.10.22 RG59_A1 5412_Box 

6 

A Fact Sheet on the Taiwan 

Straits Crisis 

臺海危機的資料簡報 

IR-19581022004 1958.10.22 RG59_Box6 Speeches by Secretary 

Dulles and President Chiang 

Kai-Shek, October 22, 1958 

杒勒斯國務卿與蔣介石

總統的演說，1958 年 10

月 22 日 

IR-19581023001 1958.10.23 RG59_ A1 

1587-M_BOX44 

Department og State 

incoming telegram 

國務院收電 

IR-19581023002 1958.10.23 RG59_A1 5412_Box 

6 

Soviet Comment on Taiwan 

Straits Situation 

蘇聯評論臺海情勢 

IR-19581023003 1958.10.23 RG59_A1 

1587-M_Box45 

Thailand Coup 泰國政變 

IR-19581024001 1958.10.24 RG 59_ 

A1.3115_Box 

10_United Nations 

Aspects 

Taiwan Straits Issue and the 

United Nations 

臺海議題與聯合國 

IR-19581024002 1958.10.24 RG59_A1 

1587-M_Box45 

Hungary's Anniversary 匈牙利週年 

IR-19581027001 1958.10.27 RG59_A1 

1587-M_Box45 

American Opinion Situation 美國輿情狀況 

IR-19581027002 1958.10.27 RG59_Box6 Taiwan Straits Situation 臺海情勢 

IR-19581028001 1958.10.28 RG59_A1 

1587-M_Box45 

American Opinion 美國人民輿情 

IR-19581028002 1958.10.28 RG59_Box6 Communication- Cables 

Concerning Quemoy 

Situation 

通訊─表格 關注金門情

勢 

IR-19581029002 1958.10.29 RG59_Box6 Chinese Communist Attack 

on Yugoslav Position on 

Offshore Islands 

中共抨擊南斯拉夫對離

島立場 

IR-19581030001 1958.10.30 RG 59_ 

A1.3115_Box 

9_Folder US-UK 

Intelligence Study 

US-UK Far East Talks, First 

Meeting October 29,1958 

美─英遠東會談，第一次

會議，1958 年 10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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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19581031001 1958.10.31 RG 59_ 

A1.3115_Box 

10_Folder Position 

Papers by Mr. Green 

A Study of Cables From 

Embassy Taipei and the 

Taiwan Defense Command 

During September 

9 月駐台北大使館與臺灣

防衛司仙部的研究表格 

IR-19581103001 1958.11.03 RG59_Box6 Taiwan Straits Situation and 

Related Matters 

臺海情勢與相關情事 

IR-19581104001 1958.11.04 RG 59_ 

A1.3115_Box 

9_Folder US-UK 

Intelligence Study 

US-UK Intelligence Talks 

on Far East - a post Mortem 

Statement 

美─英遠東情資會談，一

份聲明 

IR-19581104002 1958.11.04 RG 59_A1 

5315_Box 17_Folder 

Classified Reference 

Material Taiwan 

Strait 1958 

Overseas Chinese Press 

Reaction to Joint 

Communique of Taipei 

Talks and Results of 

Secretary Dulles' Visit to 

Taiwan 

海外華文媒體對臺北聯

合聲明與國務卿杒勒斯

訪臺結果之反應 

IR-19581105001 1958.11.05 RG 59_ 

A1.3115_Box 

10_Folder Position 

Papers by Mr. Green 

Ambassador Jarring's 

Comments on Taiwan Straits 

Crisis 

嘉林大使對臺海危機的

評論 

IR-19581106001 1958.11.06 RG 59_ 

A1.3115_Box 

9_Folder 

Miscellaneous 

Exchange of Expert Opinion 

on Far East 

遠東專家交換意見 

IR-19581107001 1958.11.07 RG59_A1 

1587-M_Box46  

Ambassadorial Talks, 83th 

Meeting, at Warsaw 

11.7.1958 

第 83 次大使會談，華

沙，1958 年 11 月 7 日 

IR-19581110001 1958.11.10 RG 59_ 

A1.3115_Box 

9_Folder US-UK 

Intelligence Study 

Sir Robert Scott's Visit: 

U.S.-UK Talks on the Far 

East 

史考特拜訪：美─英遠東

會談 

IR-19581114001 1958.11.14 RG 59_ 

A1.3115_Box 

US-UK Agreement and 

Disagreement on Issue 

美─英在臺灣相關議題的

意見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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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_Folder US-UK 

Intelligence Study 

Relating to Taiwan 

IR-19581118001 1958.11.18 RG59_Box6 Offshore Island Situation 

and the Rol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離島情勢與國府角色 

IR-19581119001 1958.11.19 RG59_Box6 Offshore Islands and the 

Situation in Southeast Asia 

離島與東南亞情勢 

IR-19581122001 1958.11.22 RG 59_ 

A1.3115_Box 

10_United Nations 

Aspects 

The Off Shore Islands 

Question and the UN 

離島問題與聯合國 

IR-19581125001 1958.11.25 RG59_A1 

1587-M_Box45 

American Opinion 美國人民輿情 

IR-19581130001 1958.11.13 N/A HANDLING THE OFF 

SHOHE ISLANDS ISSUE 

IN THE UN 

在聯合國處理離島議題 

IR-19581200001 1958.12. RG59_A1.3115_Box 

10 

United States Security 

Arrangements in the Far 

East, draft, Dec 1958 

遠東的美國安保，草稿，

1958 年 12 月 

IR-19581222001 1958.12.22 RG306_P160_Box 

13 

Free World Press Opinion 

on Middle and Far East 

Crises-An Interim 

Assessment 

自由世界媒體對中東與

遠東危機之意見 

IR-19590205001 1959.02.05 RG 59_ 

A1.3115_Box 

6_Memoranda 

(Jan-Feb 1959) 

Tripartite Talks: French 

Questions about our 

Military Intentions in the 

Taiwan Straits  

三方會談：法國詢問我國

在臺海軍事意圖 

IR-19590218001 1959.02.18 RG 59_ 

A1.3115_Box 

10_Folder Position 

Papers 

The Taiwan Strait Situation - 

A Fresh Look 

臺海情勢─一個新觀點 

IR-19590219001 1959.02.19 RG 59_ 

A1.3115_Box 

Possibility that Offshore 

Island Qustion will Arise 

參院裁軍委員會前你現

身期間提出離島問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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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_Folder Position 

Papers by Mr. Green 

1959_1 

During Your Appearance 

Before the Senate 

Disarmament Committee 

可能性 

IR-19590303001 1959.03.03 RG 59_ 

A1.3115_Box 

9_Folder US-UK 

Intelligence Study 

British Summary of the 

Robertson-Scott Talks last 

November 

去年 11 月饒伯森與史考

特會談英方備忘錄 

IR-19590501001 1959.05.01 RG 59_ 

A1.3115_Box 

10_Folder Position 

Papers 

Comments on the Draft 

Entitled " Ten Principal 

Conclusions and Lessons 

Derived From the Taiwan 

Crisis" 

「臺海危機的十點結論

與經驗」評論草稿 

IR-19590508001 1959.05.08 RG 59_ 

A1.3115_Box 

6_Memoranda 

(May-June 1959) 

General Reflection on the 

Far East Situation 

遠東情勢的整體回應 

IR-19590513001 1959.05.13 RG 59_ 

A1.3115_Box 

9_Folder 

Miscellaneous 

Political Situation in Asia 亞洲政治情勢 

IR-19590522001 1959.05.22 RG 59_ 

A1.3115_Box 

1_Folder CINCPAC 

Intelligence Appraisal- 

Berlin and the Far East 

柏林危機與東亞軍事衝

秕預測 

IR-19590724001 1959.07.24 RG59_A1 5412_Box 

6 

British Military Intelligence 

Assessment of Quemoy 

Bombardment 

英國軍事情報評估金門

砲擊 

IR-19590909001 1959.09.09 RG 59_ 

A1.3115_Box 

10_Folder Warsaw 

Talks 

N/A  

IR-19590909002 1959.09.09 RG59_A1 

1587-M_Box45 

American Opinion 美國人民輿情 

IR-19590924001 1959.09.24 RG 59_A1 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美國對國府持更較小離



310 
 

編號 檔案日期 原始分類暨檔號 原始檔案名稱 中文檔案名稱 

5221_Box 2 

Offshore 

Islands(Misc.) 

Sep12-30 

Smaller Offshore Islands 

Held by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島的政策 

IR-19591229001 1959.12.29 RG 59_ 

A1.3115_Box 

6_Memoranda 

(Sept-Oct 1959) 

Limited Hostilities in East 

Asia 

東亞更限敵對情形 

IR-19600000001 1960.. RG 59_ 

A1.3115_Box 

6_Memoranda 

(Jan-Feb 1959) 

Statement of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for Fat Eastern 

Affairs before the House 

Appropriation Committee 

Finacal Year 1960 

國務院遠東司助卿在

1960 會計年度參院撥款

委員會前的聲明 

IR-19600300001 1960.03 RG59 Box5 Quemoy - The Use and 

Consequence of Nuclear 

Deterrence 

金門-使用核武干預的方

法與後果 

IR-19600714001 1960.07.14 RG469_ 

409_BOX263 

President Chiang Restates 

GRC Position on Mainland 

Recovery,Offshore Islands 

蔣總統重申國府反攻大

陸的立場，離島 

IR-19601200001 1960.12. RG59_ 5234 

_BOX20 

Policy Briefing 

Book-December 

1960.(Folder#2) 

政策手冊，1960 年 12 月 

IR-19620112001 1962.01.12 RG59_A1 

5234_Box5 

Country Fact Sheet 國家資料簡報 

IR-19630523001 1963.03.23 RG 59_ 

A1.3115_Box 

15_Folder CSM-1 

Communism; 

CSM-1 Nuc Ex _1 

Your TV Appearance on the 

Policy Implications of a 

Chinese Nuclear Detonation 

and Capability 

電視評論中共核詴爆政

策意涵 

IR-19630523002 1963.03.23 RG 59_ 

A1.3115_Box 

15_Folder CSM-1 

Communism; 

U.S. Policy Alternatives re 

Republic of China 

美國對中華民國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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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M-1 Nuc Ex _2 

IR-19640715001 1964.07.15 RG59_A1 

5234_Box8 

1960 and 1964 Republican 

Foreign Policy Planks 

Compared 

1960 年與 1964 年共和黨

外交政策比較 

IR-19641215001 1964.12.15 RG 59_ 

A1.3115_Box 

14_Folder  

CHINA, 

COMMUNISTS_64_1 

19641211_13 

中國，共產黨，1964 年

12 月 

IR-19681002001 1968.10.02 RG59_Box6 Briefing Memorandum 簡要備忘錄 

IR-19690926001 1969.09.26 RG59_Box6 Tom  

IR-20150000036 N/A RG469 P378 Box77 Peace of The World 

Hanging in The Balance 

Supply Lifelines Are Crux 

Of Quemoy Crisis 

如何在生命線帄衡世界

和帄為金門的難題 

IR-20151026005 N/A RG 59_ 

A1.3115_Box 

6_Memoranda 

(Jan-Feb 1959) 

Opening Statement by 

Assistant Secretary 

Roberson before the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Subcommittee on 

Disarmament 

助卿饒柏森在參院外國

關係委員會討論裁軍前

的公開聲明 

IR-20151026006 N/A RG 59_ 

A1.3115_Box 

7_Folder Mutual 

Security Program 

Size of Military 

Establishment Korea and 

China(Taiwan)-1 

韓國與中國（臺灣）的軍

事規模評估 

IR-20151026007 N/A RG 59_ 

A1.3115_Box 

7_Folder Mutual 

Security Program 

Size of Military 

Establishment Korea and 

Chin a(Taiwan)-2 

韓國與中國（臺灣）的軍

事規模評估 

IR-20151026008 N/A RG 59_ 

A1.3115_Box 

9_Folder Emergency 

Operations Plan 

C-Taiwan 

Documents 

Possible Congressional 

Action in the Event of a 

Chinese Communist Attack 

on Taiwan 

國會對中共襲臺的可能

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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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20151026009 N/A RG 59_ 

A1.3115_Box 

9_Folder US-UK 

Intelligence Study 

Position Paper Assumption 立場假設報告 

IR-20151026010 N/A RG 59_ 

A1.3115_Box 

9_Folder US-UK 

Intelligence Study 

US View of the UK view 美國對英國觀點之觀察 

IR-20151026011 N/A RG 59_ 

A1.3115_Box 

9_Folder US-UK 

Intelligence Study 

US View 美國觀點 

IR-20151026012 N/A RG 59_ 

A1.3115_Box 

10_Folder 

COMTaiwan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in Asia 

美國對亞洲政策 

IR-20151026013 N/A RG 59_ 

A1.3115_Box 

10_Folder 

Intelligence Reports 

I 

Resupply Record 運補紀錄 

IR-20151026014 N/A RG 59_ 

A1.3115_Box 

10_Folder Position 

Papers 

The Offshore Island Issue 離島議題 

IR-20151026015 N/A RG 59_ 

A1.3115_Box 

10_Folder Warsaw 

Talks 

Following is guidance for 

85th meeting 

第 85 次會談之原則 

IR-20151026016 N/A RG 59_ 

A1.3115_Box 

10_Folder Warsaw 

Talks 

Instruction to Ambassador 

Beam 

給比姆大使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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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20151026017 N/A RG 59_ 

A1.3115_Box 

10_Folder Warsaw 

Talks 

Draft Agreed Announcement 聲明草稿 

IR-20151026018 N/A RG 59_ 

A1.3115_Box 

10_Folder Warsaw 

Talks 

Department of State 

Executive Secretariat 

國務院執行秘書處 

IR-20151026019 N/A RG 59_ 

A1.3115_Box 

10_Folder Warsaw 

Talks 

Following is Instruction re 

line you should take in 

meeting with Wang on 18th 

在與王大使第 18 次會談

中應採用之指示 

IR-20151026020 N/A RG 59_ 

A1.3115_Box 

10_Folder Position 

Papers 

N/A 無題 

IR-20151026021 N/A RG 59_ 

A1.3115_Box 

10_United Nations 

Aspects 

Summary of four Occasions 

on which Chinese 

Communists have been 

invited to participate in 

security council proceedings 

簡要說明四個邀請中共

參加安理會程序的時機 

IR-20151026022 N/A RG 59_A1 

5221_Box 

2_Offshore Islands 

(Misc.) Jul 19-Aug 

31 

UNKNOWN 無題 

IR-20151026023 N/A RG 59_A1 

5234_Box 

13_Foreign Aid 

Soviet Intentions and 

Capabilities 

蘇聯意圖與能力 

IR-20151026024 N/A RG59_A1 

1587-M_Box45 

Cairo Reaction to Dulles 

Statement 

開繫對杒勒斯聲明的反

應 

IR-20151026026 N/A RG59_A1 5412_Box 

6 

文宣品：參加反共軍的三項

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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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20151026027 N/A RG59_Box6 Text of Khrosh_Mao 

Communique 

赫魯雪夫與毛會談文字 

IR-20151026028 N/A RG469_P377_Box 

5_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dministration 

Finance-Budget 1956_1 財政預算，1956 年 1 月 

IR-20151026030 N/A RG59_A1 

1587-M_Box45 

Japanese Reaction to 

Newport Statement 

日本對新港聲明的反應 

IR-20151026031 N/A RG59_A1 

1587-M_Box45 

Moscow-Published Analysis 

of Chinese Communist 

Strategy in the Taiwan Strait 

莫斯科─對中共對臺海策

略之分析 

IR-20151026032 N/A RG59_A1 

1587-M_Box45 

Soviet Reaction to the 

Secretary's Announcement 

蘇聯對國務卿聲明之反

應 

IR-20151026033 N/A RG59_A1 

1587-M_Box46  

Suggestive Outline for 

Discussion Purposes only- 

Information Plan- Taiwan 

Straits 

商討目的之建議綱要─資

訊規劃─臺灣海峽 

IR-20151026034 N/A RG59_A1 

3115_Box10 

Instructions to Ambassador 

Beam 

給比姆大使的指示 

IR-20151026035 N/A RG59_A1 

3115_Box10 

Meeting with Wang 與王大使會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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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19581023004 1958.10.23 
JCTPP-018 Series 1 

Box 18 
Communique 公報 

IR-19581213001 

○ 
1958.12.13 

JFKCAMP1960-1033-

013_Box1033 

Articles by others, Alsop, 

Stewart,The Story Behind 

Quemoy_The Story Behind 

Quemoy- How We Drifted 

Close to War 

金門背後的故事─我們如

何步向戰爭 

IR-19600113001 

○ 
1960.01.13 

JCTPP-018_Series 

1_Box 18 

Chiang Told U.S. Draws No 

Isle Line, Here We Go Again, 

U.S. Denies Change in 

Formosa Policy 

蔣告訴美國不畫島嶼防

線，再一次，美國否認改

變對臺政策 

IR-19600609001 1960.06.09 
JFKCAMP1960-1033_

Series 15.01_Box 1033 

The Problem of Succession; 

CH'EN CH'eng's Position and 

Prospects 

繼承問題；陳誠的立場與

與展望 

IR-19600929001 1960.09.29 
JCTPP-018_Series 

1_Box 18 

Letters to Our Policy for 

Taiwan 
我國對臺政策函 

IR-19601000001 1960.10. 
JFKCAMP1960-1030-

021_Box1030 

Foreign affairs,Quemoy and 

Matsu_The Issue of Quemoy 

and Matsu 

外國事務，金門與馬祖─金

門與馬祖議題 

IR-19601004001 1960.10.04 
JCTPP-018_Series 

1_Box 18 

Pressures Mold U.S. China 

Policy 
形圕美國對中政策之壓力 

IR-19601008001 1960.10.08 
JFKCAMP1960-1052-

007_Box1052 

Nixon, Kennedy Trade 

Charges in Gloves-off 2d TV 

Debate 

尼克森甘迺迪協商─第二

次電視辯論 

IR-19601011001 

○ 
1960.10.11 

JFKPOF-137-016_Box

137 

Quemoy and Matsu- 

background on issue from 

Clark Clifford 

金門與馬祖─克里福德提

供議題背景 

IR-19601013001 1960.10.13 
JFKCAMP1960-1034-

018_Box1034 

Today and Tomorrow. By 

Walter Lippmann - The Second 

李普曼─今日和明日，第二

次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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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bate 

IR-19601013002 1960.10.13 
JFKCAMP1960-1052-

004_Box1052 

Transcript of Open Debate 

Between Nixon and Kennedy 

尼克森與甘迺迪公開辯論

紀錄 

IR-19601013003 1960.10.13 
JFKCAMP1960-1052-

004_Box1052 

Transcript of Open Debate 

Between Nixon and Kennedy 

尼克森與甘迺迪公開辯論

紀錄 

IR-19601016001 1960.10.16 
JFKCAMP1960-1034-

018_Box1034 

College News Conference 

4461 Connecticut Avenue, 

N.W. Washington, D. C. 

華盛頓特區西北區康乃狄

克大道 4461 號，新聞記者

會 

IR-19601022001 

○ 
1960.10.22 

JFKCAMP1960-1052-

007_Box1052 

Transcript of 4th 

Kennedy-Nixon Debate 

第 4 次甘迺迪尼克森辯論

紀錄 

IR-19610418001 1961.04.18 
JFKCAMP1960-1033_

Series 15.01_Box 1033 
Letter to Komer 函可麥 

IR-19610500001 1961.05. 
JFKCAMP1960-1033_

Series 15.01_Box 1033 

Background Paper - Vice 

President's Trip to the Far East 

背景文件─副總統訪遠東

行 

IR-19610502001 1961.05.02 
JFKNSF-321-021_Box

321 

Operation Candor with the 

GRC 
與國府的坦白行動 

IR-19610621001 1961.06.21 
JCTPP-015-010_Series 

1_Box 15 

US Posture, Nationalist 

Chinese Interests, and Chinese 

Communist Intensions 

美國姿態、國府興趣、以

及中共意圖 

IR-19610724001 1961.07.24 

JFKCAMP1960-1033_

Series 15.01_Box 

1033_Comments on 

State Contingency 

Planning Paper on 

Renewed Chicom 

Attack on Offshores 

Comments on State 

Contingency Planning Paper 

on Renewed Chicom Attack on 

Offshores 

評論更新後針對中共攻擊

離島的應變方案 

IR-19610725001 1961.07.25 
JFKCAMP1960-1033_

Series 15.01_Box 1033 

Presidential Meeting with 

Chinese Premier 
與中國總理的總統級會談 

IR-19610725002 1961.07.25 
JFKCAMP1960-1033_

Series 15.01_Box 1033 

Tentative Program for The 

Visit to The United States of 

His Excellency Chen Chen 

陳誠訪美的暫訂計畫 

IR-19610725003 1961.07.25 
JFKCAMP1960-1033_

Series 15.01_Box 1033 

Tentative Program for The 

Visit to The United States of 
陳誠訪美的暫訂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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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 Excellency Chen Chen 

IR-19610727001 1961.07.27 
JFKCAMP1960-1033_

Series 15.01_Box 1033 

Position Paper - The Offshore 

Islands 
意見書─離島 

IR-19610728001 

○ 
1961.07.28 

JFKCAMP1960-1033_

Series 15.01_Box 1033 

Briefing Papers for Ch'en 

Ch'eng Visit 
陳誠到訪的簡短報告 

IR-19610822001 1961.08.22 
JCTPP-015-010_Series 

1_Box 15 

The Offshore Islands 

Alternative Cources and 

Probable Concequences 

離島的替付方案與可能後

果 

IR-19610826001 1961.08.26 
JFKCAMP1960-1033_

Series 15.01_Box 1033 
Incoming Telegram 19948 收電 19948 

IR-19611015001 1961.10.15 
JFKCAMP1960-1033_

Series 15.01_Box 1033 
Message to Chiang Kai-Shek 給蔣介石的訊息 

IR-19611222001 1961.12.22 
JFKCAMP1960-1033_

Series 15.01_Box 1033 

Chinese Nationalist Irregulars 

in the Thai-Burma-Laos 

Border Area -- A Continuing 

Problem 

國府在緬泰寮邊界地區的

非法行為─一個持續的問

題 

IR-19620000001 1962.. 
JCTPP-015-010_Series 

1_Box 15 

American Opinion_1962 

Public Attitudes Toward U.S. 

Policy on China 

美國人民輿情─1962 年對

美國對中政策之公眾態度 

IR-19620131001 1962.01.31 
JCTPP-015-010_Series 

1_Box 15 
Offshore Islands 離島 

IR-19620425001 1962.04.25 
JCTPP-015-010_Series 

1_Box 15 
Foreign Policy and China 外國政策與中國 

IR-19620510001 1962.05.10 
JCTPP-015-010_Series 

1_Box 15 
China Policy 中國政策 

IR-19620515001 1962.05.15 
JCTPP-018_Series 

1_Box 18 

Expression of Taiwanese 

Sentiments 
臺人意見之表達 

IR-19620600001 1962.06. 
JFKNSF-023-006_Seri

es 1_Box 23 

Statement by the President and 

Secretary of State Regarding 

Quemoy and Matsu 

針對金馬處置之總統暨國

務院聲明 

IR-19620600002 1962.06. 

POF_Box56A_Press 

Conference 6.27.62 

Background Materials 

The Changing Patterns of 

Defense Procurement 
防禦採購之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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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IR-19620614001 1962.06.14 

POF_Box56A_Press 

Conference 6.14.62 

Background Material 

III 

Briefing Paper for the 

President's News Conferfence 

總統新聞記者會之簡短報

告 

IR-19620622001 1962.06.22 
JCTPP-015-010_Series 

1_Box 15 

Chinese Communist 

Motivations in a Possible 

Offshore Islands Probe 

中共意在對離島探查 

IR-19620622002 1962.06.22 
JCTPP-015-010_Series 

1_Box 15 

Evidence of Peiping's Concern 

over Possible GRC-US 

Intensions 

北帄關注國府與美國動態

之可能證據 

IR-19620622003 1962.06.22 
JCTPP-018_Series 

1_Box 18 

The Taiwan Straits Crisis and 

the UN 
臺海危機與聯合國 

IR-19620622004 1962.06.22 RHPC_Series 1_Box 1 Memorandum Conversation 會談備忘錄 

IR-19620625001 1962.06.25 
JFKPOF-056a-004_Bo

x56A 

JCS Replay to Questions 

related to the Defense of the 

offshore Islands 

參謀長聯席會議回應離島

防禦相關問題 

IR-19620626001 1962.06.26 

POF_Box56A_Press 

Conference 6.27.62 

Background Materials 

I 

Quemoy and Matsu - Some 

Possible Questions and 

Answers 

金門與馬祖─一些可能的

問題與回答 

IR-19620626002 1962.06.26 

POF_Box56A_Press 

Conference 6.27.62 

Background Materials 

I 

Statements by Candidate 

Kennedy on Quemoy and 

Matsu During The 1960 

Campaign 

1960 年競選期間甘迺迪候

選人對金門馬祖之聲明 

IR-19620626003 1962.06.26 
POF_Box56A_Press 

Conference 6.27.62 
Memorandum for the President 給總統的備忘錄 

IR-19620627001 1962.06.27 
JFKPOF-056a-004_Bo

x56A 

President John F. Kennedy's 

News Conference #37 
甘迺迪總統記者會 37 號 

IR-19620627002 

◎ 
1962.06.27 

POF_Box56A_Press 

Conference 6.27.62 

Background Materials 

II 

Draft Statement on 

Quemoy-Matsu 
針對金門馬祖的聲明草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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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19620627003 1962.06.27 

POF_Box56A_Press 

Conference 6.27.62 

Background Materials 

III 

Briefing Paper for the 

President's News 

Conference_Thailand and the 

Geneva Conference on Laos 

總統記者會簡要報告_泰

國、日內瓦會議討論寮國 

IR-19620627004 1962.06.27 

POF_Box56A_Press 

Conference 6.27.62 

Background Materials 

III 

Chinese Communist Military 

Buildup on Coast 
中共在沿岸軍力建置 

IR-19620627005 1962.06.27 

POF_Box56A_Press 

Conference 6.27.62 

Background Materials 

III 

Draft Press Conference 

Statement by the President 
總統在記者會上聲明草稿 

IR-19620627006 1962.06.27 
POF_Box56A_Press 

Conference 6.27.62 

Stenotype Transcript of Press 

Conference 
記者會文字紀錄 

IR-19620701001 1962.07.01 
JFKCAMP1960-1033_

Series 15.01_Box 1033 

Offshore Islands Working 

Group Participants 
離島工作小組人員 

IR-19620706001 1962.07.06 
JFKCAMP1960-1033_

Series 15.01_Box 1033 

OSI Crisis 1962- Chronology 

No. 1 (June 18 - July 3) 

OSI 危機，1962 事紀第一

號（6 月 18 日至 7 月 3 日） 

IR-19620707001 1962.07.07 
JFKNSF-320-014_Seri

es 1_Box 320 

U.S. Aide Scores Taiwan 

Spending 
美援獲得臺灣之消費 

IR-19620710001 1962.07.10 
JCTPP-015-010_Series 

1_Box 15 

Soviet Reaction to 

Developments in the Offshore 

Island Area 

蘇聯對離島地區發展之反

應 

IR-19621210001 1962.12.10 
NSF_Box26_China 

Cables, 12.62-2.63 

Reported Speech in June by 

Chou En-lai on Economic 

Shortcomings and Sino-Soviet 

Relations 

6 月周恩來對經濟衰退與

中蘇關係之談話 

IR-19630313001 

○ 
1963.03.13 

NSF_Box26_China 

Cables, 3.63-5.63 
Counterattack in 1963 1963 年反攻？ 

IR-19630524001 1963.05.24 
NSF_Box26_China 

Cables, 3.63-5.63 

Transmitting Study Paper 

Entitled U.S. Policy and the 

Offshore Islands 

美國政策與離島報告研究 

IR-19630611001 1963.06.11 NSF_Box26_China Foreign Minister's Conclusion 外交部對甘迺迪總統 5 月



320 
 

編號 檔案日期 原始分類暨檔號 原始檔案名稱 中文檔案名稱 

Cables, 

6.63-8.63_China 

Cables, 6.63-8.63 

that President Kennedy's 22 

May Countattack Comments 

Did Not Represent a U.S. 

Policy Change 

22 日反攻言論不付表美國

政策轉變的結論 

IR-19630918001 1963.09.18 
JFKCAMP1960-1033_

Series 15.01_Box 1033 

Chinese Nationalist Ties with 

Irregulars Near the Yunnan 

Border 

國府與雲南邊界非法繫連 

IR-19631004001 1963.10.04 
NSF_Box26_China 

Cables,  9.63-11.63 

Reply to the Department's 

Query About the Ad Hoc 

Intelligence Committee Report 

回應國務院質詢關於情報

特別委員會報告 

IR-19640303001 1964.03.03 
JCTPP-018_Series 

1_Box 18 
Recent Observations in Taipei 最近在臺北的觀察 

IR-20150000001 N/A 
JCTPP-018_Series 

1_Box 18 
China (Taiwan) 中國（臺灣） 

IR-20150000002 N/A 
JCTPP-018_Series 

1_Box 18 

Republican Leaders Statement 

regard to Quemoy and Matsu 

共和黨領袖關於金門與馬

祖的聲明 

IR-20150000003 N/A 
JCTPP-018_Series 

1_Box 18 
Today and Tomorrow… 今日與明日 

IR-20150000004 N/A 
JFKCAMP1960-1034-

018_Box1052 

Television debates, 

Transcript,Second debate 
第二次電視辯論文本 

IR-20150000025 N/A 
JCTPP-015-010_Series 

1_Box 15 

A U.S. Policy Toward 

Communist China 
美國對中共政策 

IR-20150000029 N/A RHPC_Series 1_Box 1 

Congressional Debating and 

Vote on the Formosa 

Resolution  

國會對臺灣決議案的辯論

與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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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檔案類別：經濟建設援助 

1.館藏地：美國國家檔案局 

*於編號下方標註「◎」，為重要已翻譯文件；標註「○」為重要未翻譯文件 

編號 檔案日期 原始分類暨檔號 原始檔案名稱 中文檔案名稱 

EA-19510000001 1951 RG469 Box5 

Fiscal Year 1951 Program 

Estimated Dollar Cost of 

Program by Major Project 

Category 

1951 財政年度計劃： 

EA-19520201001 1952.02.01 RG469 Box42 Kinmen Undaunted 無畏的金門 

EA-19520201002 1952.02.01 RG469 P378 Box77 

A STATISTICAL REPORT on 

PROGRESS IN 

KINMEN_2.1.1952 

金門進度統計報告（1952

年 2 月 1 日） 

EA-19520600001 1952.06 
RG469 UD409 

Box201 

Office of Far East Ops-China 

1948-57_Folder_China Prgm 

Offshore Isl_1 金門島農業情

況報告 

金門島農業情況報告 

EA-19520600002 1952.06 
RG469 UD409 

Box201 

Report on agricultural 

conditions in Kinmen islands, 

June 1952 金門島農業情況報

告 

金門島農業情況報告（1952

年 6 月） 

EA-19520600003 1952.06 
RG469 UD406 Box 

201 

Office of Far East Ops-China 

1948-57_Folder_China Prgm 

Offshore Isl_1 金門島農業情

況報告 

金門島農業情況報告（1948

年-57 年） 

EA-19520600004 1952.06 
RG469 UD406 Box 

201 

Report on agricultural 

conditions in Kinmen islands, 

June 1952 金門島農業情況報

告 

金門島農業情況報告（1952

年 6 月） 

EA-19530210001 1953.02.10 RG469 409 Box132   
Four-Year Plans For 

Attainment Of Economic 

使國府經濟獨立的四年計

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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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pendence By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EA-19530428001 1953.04.28 RG469 409 Box132   

Mutual Security Agency 

Program Data- 

China(Formosa) 

共同防禦計劃資料-臺灣 

EA-19530600001 1953.06 
RG469 UD406 Box 

201 

農復會金門視察報告_June 

1953 

農復會金門視察報告（1953

年 6 月） 

EA-19540126001 1954.01.26 RG469 409 Box132  
CUSA Surplus Commodities 

1.26.1954 

美援會剩餘商品（1954 年 1

月 26 日） 

EA-19540427001 1954.04.27 RG469 409 Box132  

Agenda for the 9th meeting of 

the Advisory Committee on 

Assistance to Kinmen and 

Tachen Islands 4.27.1954 

對金門及大陳島援助顧問

委員會第九次會議議程

（1954 年 4 月 27 日） 

EA-19540526001 1954.05.26 RG469 409 Box132  
Food & Fertilizer Division by 

R. N. Gleason 5.26.1954 

食物與肥料分配 - R. N. 

Gleason （1954 年 5 月 26

日） 

EA-19540611001 1954.06.11 RG469 409 Box132  

Minutes of JCRR Meetings - 

Guiding Principles for 

Dividing Field of Activities to 

be Undertaken in Kinmen & 

6.11.1954 

農復會會議紀錄 - 外交部

及美援會對於金門及大陳

島執行的活動領域分割的

指引原則（1954 年 6 月 11

日） 

EA-19540617001 1954.06.17 RG469 409 Box132   
FOA Aid to Offshore Islands 

( Letter ) 
美國援助離島（信） 

EA-19540619001 1954.06.19 RG469 409 Box132  
FOA Aid to Offshore Islands 

6.19.1954 

外交部對離岸島嶼的援助

（1954 年 6 月 19 日） 

EA-19540701001 1954.07.01 RG469 409 Box132  
A Literacy Survey of Kinmen 

Rural Area 7.1.1954 

金門鄉郊地區讀寫能力調

查（1954 年 7 月 1 日） 

EA-19540722001 1954.07.22 RG469 409 Box132   FOA Aid to Offshore Islands 美國援助離島 

EA-19540803001 1954.08.03 RG469 410 Box132 

Four-Year Plans For 

Attainment Of Economic 

Independence By The 

使國府經濟獨立的四年計

劃 



323 
 

編號 檔案日期 原始分類暨檔號 原始檔案名稱 中文檔案名稱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EA-19540826001 1954.08.26 RG469 409 Box132  
Report On Kinmen ( Quemoy ) 

Island 8.26.1954 

金門島報告（1954 年 8 月

26 日） 

EA-19540904001 1954.09.04 RG469 409 Box132  

Minutes of The Meeting Of 

The JCRR - Farm Implement 

Program for Kinmen FY 1955 

9.4.1954 

農復會會議紀錄 - 金門耕

作執行計劃 - 財政年度

1955 年（1954 年 9 月 4 日） 

EA-19540929001 1954.09.29 RG469 409 Box132  
 Land Reform Division - by H. 

S. Tang 9.29.1954 

土地重組劃分 -  H. S. 

Tang  （1954 年 9 月 29 日） 

EA-19541026001 1954.10.26 RG469 409 Box132  
Engineering Equipment of 

Kinmen Islands 10.26.1954  

金門島嶼工程裝備（1954

年 10 月 26 日） 

EA-19541102001 1954.11.02 RG469 Box5 
Incoming 

Cablegram_19541102 

傳入的海底電報（1954 年

11 月 2 日） 

EA-19541109001 1954.11.09 RG469 Box5 

Far East and Pacific Region 

Proposed FY 1956 

Programs_China(Formosa) 

1956 財政年度遠東及太帄

洋地區的計劃提案-臺灣 

EA-19541207001 1954.12.07 RG469 409 Box132  
Offshore Islands Aided By 

JCRR Projects 12.7.1954 

受農復會計劃援助的離岸

島嶼（1954 年 12 月 7 日） 

EA-19550111001 1955.01.11 RG469 Box41 
Loan for Procurement of 

Diesel Trucks for Kinmen 
貸款-金門採購柴油貨車 

EA-19550210001 1955.02.10 RG469 Box40 
Vegetable Production on 

Kinmen Island 
金門島上的蔬菜生產 

EA-19550217001 1955.02.17 
RG469 MLR4570 

Box1 

To Senator Bender from 

Stassen 

Stassen 寫給參議員 Bender

的信 

EA-19550225001 1955.02.25 RG469 Box40 
Loan for Outfitting Fishing 

Vessel at Kinmen 
貸款- 金門漁船配置裝備 

EA-19550225002 1955.02.25 RG469 Box41 
Loan for Outfitting Fishing 

Vessel at Kinmen 
貸款-金門配備漁船 

EA-19550305001 1955.03.05 RG469 Box40 
Vegetable Pest Control in 

Kinmen_3 
金門蔬菜蟲害控制_3 

EA-19550307001 1955.03.07 RG469 Box40 
Farm Implement Program for 

Kinmen 
金門耕作執行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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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19550317001 1955.03.17 RG469 410 Box37 

Land Reform on Kinmen 

Islands Funds are for travel 

expenses3.17.1955 

金門島嶼土地重組資金為

旅遊支出（1955 年 3 月 17

日） 

EA-19550319001 1955.03.19 RG469 Box6 

Far East and Pacific FY 

1956_Project Assistance 

Obligations by Individual 

Projects and Cost Factors 

Defense Support 

1956 財政年度遠東及太帄

洋地區的計劃：個別計畫所

負責的援助以及花費金額

將影響防衛 

EA-19550323001 1955.03.23 RG469 Box40 Experiment on Oyster Culture 蠔養殖的實驗 

EA-19550323002 1955.03.23 RG469 Box41 Experiment on Oyster Culture 蠔養殖的實驗 

EA-19550406001 1955.04.06 
RG469 MLR4570 

Box1 

Fr FitzGerald to Senator 

Bender 

FitzGerald 寫給參議員

Bender 的信 

EA-19550407001 1955.04.07 RG469 Box40 

Demonstration and 

Multiplication of Introduced 

Varities of Potato in Kinmen 

甜馬鈴薯改良品種的實地

示範及種子培植 

EA-19550411001 1955.04.11 RG469 Box40 
Vegetable Production in 

Kinmen Islands 
金門島內的蔬菜生產 

EA-19550412001 1955.04.12 RG469 Box41 
Agricultural Supplies and 

Equipment for Kinmen Islands 

金門島嶼的農產供應及設

備 

EA-19550418001 1955.04.18 RG469 Box41 
Distribution of Harvest in 

Kinmen & Matsu Islands 
金門馬祖的農穫漁獲分配 

EA-19550419001 1955.04.19 RG469 Box41 
Agricultural Supplies & 

Equipment for Kinmen Islands 

金門島嶼的農產供應及設

備 

EA-19550422001 1955.04.22 RG469 Box40 

Demonstration of 

Mechanization of Small 

Fishing Craft at Kinmen_2 

金門小漁船機械化展示_2 

EA-19550428001 1955.04.28 RG469 Box40 

Trial Planting and 

Multiplication of Peanuts in 

Kinmen 

金門花生詴種及增殖 

EA-19550504001 1955.05.04 RG469 409 Box132  

Green Bamboo Helps Hold 

Back Red Bamboo Curtain 

4.5.1955 

綠竹幫助阻止紅竹簾 

（1954 年 4 月 5 日） 

EA-19550515001 1955.05.15 RG469 Box41 Provision of Transportation 供給金門與臺灣的運輸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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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ilities Between Kinmen and 

Taiwan 

備 

EA-19550614001 1955.06.14 RG469 Box40 
Vegetable Pest Control in 

Kinmen 
金門蔬菜蟲害控制 

EA-19550614002 1955.06.14 RG469 Box40 
Vegetable Pest Control in 

Kinmen_2 
金門蔬菜蟲害控制_2 

EA-19550615001 1955.06.15 RG469 409 Box132   
Economic situation offshore 

islands  
離島的經濟情況 

EA-19550621001 1955.06.21 RG469 P377 Box 13 
離島軍事建設製磚機相關信

函 

離島軍事建設製磚機相關

信函 

EA-19550622001 1955.06.22 RG469 Box6 

Briefing Paper for MSP 

Witness Supplemental Aid for 

Formosa 

對於 MSP 發現美國援助臺

灣的簡短解釋 

EA-19550708001 1955.07.08 RG469 Box40 
Provision of Equipment for 

Fishing Vessels at Kinmen 
金門漁船的配備供給 

EA-19550708002 1955.07.08 RG469 Box40 
Technical Training for Kinmen 

Weather-man 

金門氣象預報員的技術訓

練 

EA-19550708003 1955.07.08 RG469 Box41 
Provision of Equipment for 

Fishing Vessels at Kinmen 
供給金門漁業用運輸設備 

EA-19550709001 1955.07.09 RG469 410 Box37 
Kinmen Shallow Well Project_ 

7.9.1955 

金門井水計劃 （1955 年 7

月 9 日） 

EA-19550711001 1955.07.11 RG469 410 Box37 
Land Reform Program in 

Kinmen_ 7.11.1955 

金門土地重組計劃（1955

年 7 月 11 日） 

EA-19550711002 1955.07.11 RG469 Box41 
Provision of Diesel Busses for 

Kinmen 
供給金門柴油公車 

EA-19550715001 1955.07.15 RG469 Box40 
Farm Implement Program for 

Kinmen, FY 1956 

金門耕作執行計劃 - 財政

年度 1956 年 

EA-19550811001 1955.08.11 RG469 P377 Box5 

行政院美援應用委員會懇請

美國持續匡助臺灣信(中英文

版) 

行政院美援應用委員會懇

請美國持續匡助臺灣信(中

英文版) 

EA-19550816001 1955.08.16 RG469 409 Box132   

Program Coordinating 

Committee- Minutes of The 

Fourth Meeting 

計畫協調會議：第四場會議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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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檔案日期 原始分類暨檔號 原始檔案名稱 中文檔案名稱 

EA-19550902001 1955.09.02 RG469 P377 Box5 中華民國預算與增加援助 中華民國預算與增加援助 

EA-19550913001 1955.09.13 RG469 Box40 

Kinmen Boat Anchorage 

Project Continuation of 

FY1955 Project FK(0)-12 

金門船隻下錨計劃的延續 

- 財政年度 1955 年 - 計劃 

FK(0)-12 

EA-19550915001 1955.09.15 RG469 Box41 
Kinmen Boat Anchorage 

Project 
金門船隻下錨計劃 

EA-19551026001 1955.10.26 RG469 P377 Box5 
美國國際合作總署(ICA)致駐

臺大使信 

美國國際合作總署(ICA)致

駐臺大使信 

EA-19551027002 1955.10.27 RG469 Box40 

Loan for Procurement of 

Supplies for Kinmen 

Fishermen 

貸款- 金門漁民補給品採

購 

EA-19551027003 1955.10.27 RG469 Box41 

Loan for Procurement of 

Supplies for Kinmen 

Fishermen 

貸款-金門採購補給物品給

漁夫 

EA-19551201001 1955.12.01 RG469 P377 Box5 
美國經濟發展副首長致中華

民國經濟部長信  

美國經濟發展副首長致中

華民國經濟部長信 

EA-19560118001 1956.01.18 RG 59 P 255 Box 13 

Agricultural, PL 480 Program; 

US Surplus Jan-Jun 

1956_Interagency Staff 

Committee on Agricultural 

Surplus Disposal_1956.01.18 

跨部門人員會議：關於農業

剩餘的處置（1956 年 1 月

18 日） 

EA-19560127001 1956.01.27 RG469 410 Box37 

 Kincheng Chen Drainage 

Improvement 

Project_1.27.1956 

金城鎮排水改善計劃 

（1956 年 1 月 27 日） 

EA-19560223001 1956.02.23 RG469 Box41 

Demonstration of 

Mechanization of Small 

Fishing Craft at Kinmen_2 

金門小漁船機械化展示_2 

EA-19560225001 1956.02.25 RG469 Box40 

Demonstration of 

Mechanization of Small 

Fishing Craft at Kinmen_3 

金門小漁船機械化展示_3 

EA-19560227001 1956.02.27 RG469 Box40 
Agricultural Supplies for 

Kinmen and Matsu_2 
提供金門馬祖農業補給 2 

EA-19560227002 1956.02.27 RG469 410 Box37 Kinmen Domestic Shallow 金門家用井水計劃（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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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檔案日期 原始分類暨檔號 原始檔案名稱 中文檔案名稱 

Well Project_2.27.1956 年 2 月 27 日） 

EA-19560312001 1956.03.12 RG469 Box40 
Trial Planting & Multiplication 

of Peanuts in Kinmen 
金門花生詴種及增殖 

EA-19560322001 1956.03.22 
RG59 P255 Box13 

250.3  

ECAFE and other UN 

Organization_ECAFFE 

Conference and GRC 

Relations with Southeast Asia 

ECAFFE 會議及國府與東

南亞關係 

EA-19560322002 1956.03.22 RG469 Box40 

Demonstration of 

Mechanization of Small 

Fishing Craft at Kinmen 

金門小漁船機械化展示 

EA-19560322003 1956.03.22 RG469 Box41 

Demonstration of 

Mechanization of Small 

Fishing Craft at Kinmen 

金門小漁船機械化展示 

EA-19560322004 1956.03.22 RG469 P377 Box 13 
金門視察報告_May 22-24, 

1956 

金門視察報告 （1956 年 5

月 22-24 日） 

EA-19560330001 1956.03.30 RG469 Box40 
Rehabilitation of Fishing 

Vessels in Kinmen 
金門漁船修復 

EA-19560330002 1956.03.30 RG469 Box41 
Rehabilitation of Fishing 

Vessels in Kinmen 
金門漁業用船隻修復 

EA-19560404001 1956.04.04 RG469 Box40 
Agricultural Supplies for 

Kinmen and Matsu 
提供金門馬祖農業補給 

EA-19560405001 1956.04.05 RG469 Box40 

Army Vegetable Production 

Program for Kinmen and 

Matsu Areas 

金門馬祖地區的軍隊生產

蔬菜計畫 

EA-19560422001 1956.04.22 RG469 Box41 

Demonstration of 

Mechanization of Small 

Fishing Craft at Kinmen_3 

金門小漁船機械化展示_3 

EA-19560508002 1956.05.08 RG469 Box40 
Construction of Net Lofts at 

Kinmen 
金門繩網閣樓建設 

EA-19560508003 1956.05.08 RG469 Box41 
Construction of Net Lofts at 

Kinmen 
金門繩網閣樓建設 

EA-19560601001 1956.06.01 RG469 Box41 
Harvest Magazines for Kinmen 

Farmers 
金門農夫的收穫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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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檔案日期 原始分類暨檔號 原始檔案名稱 中文檔案名稱 

EA-19560607001 1956.06.07 RG469 Box40 
Mechanization of Sampans at 

Kinmen 
金門的舢舨機械化 

EA-19560607002 1956.06.07 RG469 Box41 
Mechanization of Sampans at 

Kinmen 
金門舢舨機械化 

EA-19560612001 1956.06.12 
RG59 P255 Box13 

250.3  

ECAFE and other UN 

Organization_Chinese 

Government Opinion on the 

Desirability of U.S. Support to 

SUNFED 

國府希望得到美國隊

SUNFED 的援助 

EA-19560624001 1956.06.24 RG469 P377 Box5 
國際合作總署(ICA)對臺灣

MDA 計畫意見 

國際合作總署(ICA)對臺灣

MDA 計畫意見 

EA-19560924001 1956.09.24 
RG 59 P255 Box13 

2.510 

Trade Matter 1956_Report of 

Progress from AD HOC 

Working Group on GRC 

Southeast Asian Trade 

Development 

增進國府東南亞貿易發展

的 AD HOC 工作進度報告 

EA-19561001001 1956.10.01 
RG469 UD406 Box 

201 

天主教救濟會金門救助照片

寄達（未見照片）_Oct 1, 1956 

天主教救濟會金門救助照

片寄達（1956 年 10 月 1 日） 

EA-19561108001 1956.11.08 RG469 410 Box37 

Construction of Land Record 

Storage in Kinmen 

Hsien_11.8.1956 

金門土地紀錄存檔的建設

（1956 年 11 月 8 日） 

EA-19570115001 1957.01.15 RG469 410 Box37 
FY 1957 Kinmen Shallow Well 

Project _1.15.1957 

財政年度1957年 - 金門井

水計劃（1957 年 1 月 15 日） 

EA-19570200001 1957.02 RG469 P378 Box77 

A STATISTICAL REPORT on 

PROGRESS IN KINMEN 

February 1957_2.1957 

金門進度統計報告_1（1957

年 2 月） 

EA-19570200002 1957.02 RG469 P378 Box77 

A STATISTICAL REPORT on 

PROGRESS IN 

KINMEN_2.1957 

金門進度統計報告_2（1957

年 2 月日） 

EA-19570206002 1957.02.06 RG469 410 Box37 
Public Land Distribution in 

Kinmen Hsien_ 2.6.1957 

金門公共土地分配 （1957

年 2 月 6 日） 

EA-19570206003 1957.02.06 RG469 Box40 
Trial Planting of Introduced 

Peanut Varieties in Kinmen 
金門引入花生品種的詴種 



329 
 

編號 檔案日期 原始分類暨檔號 原始檔案名稱 中文檔案名稱 

EA-19570208001 1957.02.08 RG469 Box5 
FY 1957 TC and DS Program 

Approvals for China(Taiwan) 

1957 財政年度對於臺灣的

TC 與 DS 計畫通過 

EA-19570223001 1957.02.23 RG469 Box40 
Green Manure Crop Seeds for 

Kinmen Farmers 

金門農夫的綠色肥料作物

種子 

EA-19570307001 1957.03.07 RG469 Box40 

Field Demonstration and Seed 

Multiplication of Improved 

Sweet Potato Varietires in 

Kinmen 

甜馬鈴薯改良品種的實地

示範及種子培植 

EA-19570507001 1957.05.07 RG469 Box40 
Field Experiments on Upland 

Crops in Kinmen 
金門高地作物的實地實驗 

EA-19570612002 1957.06.12 RG469 Box40 

Demonstration of Oyster 

Culture with Concrete Slabs at 

Kinmen 

金門混凝土板蠔養殖展示 

EA-19570612003 1957.06.12 RG469 Box41 

Demonstration of Oyster 

Culture with Concrete Slabs at 

Kinmen 

金門混凝土板蠔養殖展示 

EA-19570712001 1957.07.12 RG469 Box40 

Availability of 

Funds_Represents Technical 

Services Funds 

資金可得性：技術服務基金 

EA-19570730001 1957.07.30 RG469 Box40 

Army Vegetable Production 

Program for Kinmen and 

Matsu Area 

金門馬祖地區的軍隊生產

蔬菜計畫 

EA-19570900001 1957.09 RG59 A1 3115 Box3 

Folder FORMOSA 

(TAIWAN)_美援續編與否視

察評估報告 

美援續編與否視察評估報

告 

EA-19570926001 1957.09.26 RG469 Box40 
Demonstration of Mechanized 

Sampans at Kinmen 
金門機械化舢舨展示 

EA-19570926002 1957.09.26 RG469 Box41 
Demonstration of Mechanized 

Sampans at Kinmen 
金門機械化舢舨展示 

EA-19571029001 1957.10.29 RG469 410 Box37 

FY 1958 Kinmen Domestic 

Shallow Well 

Project_10.29.1957 

財政年度1958年 - 金門家

用井水計劃 （1957 年 10

月 29 日） 

EA-19571105001 1957.11.05 RG469 410 Box37 FY 1959 Kinmen Irrigation 財政年度1959年 - 金門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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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檔案日期 原始分類暨檔號 原始檔案名稱 中文檔案名稱 

Shallow Well 

Project_11.5.1957 

溉用井水計劃 （1957 年 11

月 5 日） 

EA-19571231001 1957.12.31 RG469 Box40 
Provision of Fisheries Supplies 

for Kinmen Fishermen 
供給金門漁民的漁業補給 

EA-19571231002 1957.12.31 RG469 Box41 
Provision of Fisheries Supplies 

for Kinmen Fishermen 
供給金門漁夫漁業補給 

EA-19580312001 1958.03.12 
RG469 MLR4570 

Box1 
Fr Jameson to Senator Barrett 

Jameson 寫給參議員 Barrett

的信 

EA-19580505001 1958.05.05 
RG469 MLR4570 

Box1 

To Senator Dorn about Aid 

Fund in Taiwan 

寫給參議員 Dorn 更關在臺

援助基金的信 

EA-19580520001 1958.05.20 RG 469 P 378 Box 75 

Meetings- JCRR 

Commissioners_Joint 

Commission on Rural 

Reconstruction 

No.999_1958.05.20 

農復會會議-聯合農村重建

計畫（1958 年 5 月 20 日） 

EA-19580825001 1958.08.25 RG469 P 378 Box75 

Meetings- JCRR 

Commissioners_Joint 

Commission on Rural 

Reconstruction No.1018 

農復會第 1018 次農業復興

會議 

EA-19580904001 1958.09.04 RG469 P 378 Box75 

Meetings- JCRR 

Commissioners_Joint 

Commission on Rural 

Reconstruction No.1020 

農復會第 1020 次農業復興

會議 

EA-19580909001 1958.09.09 RG 469 P 378 Box 75 

Meetings- JCRR 

Commissioners_Joint 

Commission on Rural 

Reconstruction 

No.1021_1958.09.09 

農復會會議-聯合農村重建

計畫（1958 年 9 月 9 日） 

EA-19580916001 1958.09.16 RG 469 P 378 Box 75 

Meetings- JCRR 

Commissioners_Joint 

Commission on Rural 

Reconstruction 

No.1022_1958.09.16 

農復會會議-聯合農村重建

計畫（1958 年 9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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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檔案日期 原始分類暨檔號 原始檔案名稱 中文檔案名稱 

EA-19581001001 1958.10.01 RG469 P 378 Box77 
Emergency Aid for Kinmen 

and Matsu 
提供金門馬祖緊急援助 

EA-19581021001 1958.10.21 
RG59 A1 5315 Box 

17 

Folder Classified Reference 

Material Taiwan Strait 

1958_Effects of Offshore 

Islands Crisis on the United 

States Aid Porgram and the 

Taiwan Economy_1958.10.21 

離島危機對於美元計畫以

及臺灣經濟的影響（1958

年 10 月 21 日） 

EA-19581105001 1958.11.05 RG469 P 378 Box77 

Pfizer Co. Donate US$250,000 

Of Medical Supplies To 

Kinmen Troops 

Pfizer 公司捐助金門部隊

25 萬美元的醫療補給 

EA-19581106001 1958.11.06 RG 469 P 378 Box 75 

Meetings- JCRR 

Commissioners_Joint 

Commission on Rural 

Reconstruction 

No.1031_1958.11.06 

農復會會議-聯合農村重建

計畫（1958 年 11 月 6 日） 

EA-19581108001 1958.11.08 RG469 P378 Box77 
Revision of Project 

Title_11.8.1958 

修正計劃（1958 年 11 月 8

日） 

EA-19581114001 1958.11.14 RG469 P378 Box77 
Emergency Relief Program for 

Kinmen Civilians_ 11.14.1958 

金門居民緊急扶貧計畫

（1958 年 11 月 14 日） 

EA-19581118001 1958.11.18 RG469 P 378 Box75 

Meetings- JCRR 

Commissioners_Joint 

Commission on Rural 

Reconstruction No.1033 

農復會第 1033 次農業復興

會議 

EA-19581130001 1958.11.30 RG469 P 378 Box77 
Emergency Relief Program for 

Kinmen 
對於金門的緊急紓困計畫 

EA-19581201001 1958.12.01 RG469 P378 Box77 

A CHAT WITH GOVERNOR 

TAI OF FUIKIEN ABOUT 

THE SETTLEMENT OF 

CIVILIANS FROM 

KINMEN_12.1.1958 

與福建省長戴仲玉討論金

門居民的安置（1958 年 12

月 1 日） 

EA-19590203001 1959.02.03 
RG469 UD 1435 

Box36 

USOM Experience with Loan 

Program for Small Industrial 

USOM 對於提供小型農業

工業企業貸款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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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檔案日期 原始分類暨檔號 原始檔案名稱 中文檔案名稱 

and Agricultural Enterperises 

EA-19590227001 1959.02.27 RG469 P 378 Box77 

Revised Budget of Plan for 

Emergency Assistance to the 

Civilian Population on Kinmen 

and Matsu Islands 

 

EA-19590709001 1959.07.09 
RG469 UD 1435 

Box36 

Joint Commission on Rural 

Reconstruction(JCRR) 
農復會 

EA-19600304001 

○ 
1960.03.04 

RG469 MLR4570 

Box1 

To House Representative 

Conte on Economic Growth in 

Taiwan Conte 論台經濟成長 

康特論台經濟成長 

EA-19600726001 1960.07.26 RG469 409 Box263 

Counterpart Grant to Kinmen 

Government to Restore 

Chicom Shell 

Damage_7.26.1960 

美國應共產黨炮擊傷害而

對金門政府作出的援助

（1960 年 7 月 26 日） 

EA-19601005001 1960.10.05 RG469 Box41 
1957 CERP - Agriculture, 

General Interest 
農業與總括利益 

EA-19601110001 1960.11.10 
RG469 MLR4570 

Box1 

Visit of House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 Staff Members 

拜訪眾議院外交委員會的

成員 

EA-19610121001 1961.01.21 RG59 5234 Box9 

Study of U.S. Post-war Aid for 

Certain Countries of the Far 

East_Repbulic of China  

美國戰後援助東亞部分國

家之研究：國民政府 

EA-19611208001 1961.12.08 
RG469 MLR4570 

Box1 

Visit to Taipei of Senator 

Ellender 
參議員 Ellender 訪問臺北 

EA-19710626001 1972.06.26 
RG59 A1 5412 

Box13 

FN-9 1957 

Loans(General)_Legal 

Responsibility for 1946 EXIM 

Bank Loans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ROC) 

1946 年 EXIM 銀行貸款給

國民政府的法律責任 

EA-20150000001 N/A RG59 A1 3115 Box3 

Foreign Aid_Distribution of 

A.I.D Authorities and 

Appropriations 

援助的分配以及適切性 

EA-20150000002 N/A RG469 409 Box132   
Industrial Development 

Program Industrial 
工業發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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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檔案日期 原始分類暨檔號 原始檔案名稱 中文檔案名稱 

Development Program 

EA-20150000003 N/A RG469 Box5 

China(Formosa)_Role of 

MSA-Financed Imports in 

Stabilization of Formosan 

Economy 

經援進口以著維持臺灣經

濟穩定 

EA-20150000004 N/A RG469 Box6 Taiwan Korea Money Supply 經援臺灣韓國 

EA-20150000005 N/A RG469 P 378 Box77 

PLAN FOR EMERGENCY 

ASSISTANCE TO THE 

CIVILIAN POPULATION ON 

THE KINMEN AND MATSU 

IS 

緊急援助金馬民眾的計畫 

EA-20150000006 N/A 
RG469 UD 1435 

Box36 

Impressions of Agricultural 

Extension Work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對於美國農業擴張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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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館藏地：甘迺迪總統圖書館 

*於編號下方標註「◎」，為重要已翻譯文件；標註「○」為重要未翻譯文件 

編號 檔案日期 原始分類暨檔號 原始檔案名稱 中文檔案名稱 

EA-19610727001 1961.07.27 
JFKCAMP1960-1

033 

Position Paper - United States 

Economic Assistance to the 

GRC 

意見書：美國對國府的經濟

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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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V 金門、馬祖戰情大事紀 

年份 日期 馬祖戰情大事紀 金門戰情大事紀 

1950 9 月 9 日   江先的侍衛稱已準備攻擊金門，最

晚不遲過 10 月底 

8 月底，三野 35 軍 103 師抵廈門、

104、105 師部署於晉江同安之間 

1954 5 月 15 日   3,000 名共軍進駐頭門山、田奧 

  9 月 3 日   九三砲戰開始 

共軍向金門射擊超過 6,000 發砲彈 

  10月26日   過去三週行動傴剩零星砲擊以及

蛙人偵蒐 

國府報告指出運載人員用的戎克

船往廈門集結 

1955 1 月 30 日   共軍向金門發射 76 發砲彈 

  2 月 4 日   國府國防部稱共軍從大屦向金門

射擊 

  2 月 9 日 1 艘戰車登陸艦類型的登陸載具從

定海駛出 

  

  2 月 11 日 22 艘中共巡邏船與 600 艘戎克船

在馬祖對岸集結，國軍請求轟炸未

獲准。國軍 2 艘驅逐艦與 3 驅逐護

衛艦馳赴馬祖增援。 

  

  2 月 14 日 共軍進佔大陳島   

  2 月 17 日   臺北媒體報導，共軍向金門發射

90 發砲彈，為數周來最猛烈的一

次 

  2 月 24 日   4 門 155 釐米榴彈砲從臺灣運抵金

門 

國府預計將在 3 月份增援駐軍 1 萬

人 

  2 月 26 日 共軍進佔南麂山 9 輛共軍卡車運載砲至圍頭半島。

超過 1000 艘戎克船在泉州灣地區

集結。 

  2 月 28 日 陸軍 84 師抵馬祖 

據美軍顧問團報告共軍正積極構

築北茭半島砲陣地防禦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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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日期 馬祖戰情大事紀 金門戰情大事紀 

  3 月 1 日   無戰事，但不斷更照明彈 

28 輛運兵卡車、30 輛 3/4 噸卡車

以及 16 輛卲普車移動至廈門島西

南邊，並更 12 輛卡車停在該處 

  3 月 2 日 3 艘漁船出沒於馬祖南方，據信進

行偵蒐作業，其中 2 艘被國軍船隻

逮捕 

  

  3 月 4 日 多艘共軍戎克船出沒於馬祖地

區。高登海軍向其中 20 艘開火 

共軍持續從廈門向金門小規模射

擊 

  3 月 6 日   美軍顧問團報告，143 艘"大船"，

225 艘帆船以及 11 艘汽船在圍頭

附近下錨 

  3 月 11 日 午夜，國軍 1 艘護衛艦與掃雷艦向

定海的雷達站與砲陣地射擊約 100

發砲彈 

共軍向大、二膽射擊 52 發砲彈。

對金門砲擊漸緩 

  3 月 12 日 3 艘 500 噸船隻在福州地區下錨   

  3 月 13 日 馬防部報告約 5,000 噸的巡洋艦護

航約 7,000 噸的商船進出閩江口 

  

  3 月 14 日 國軍報告指出三都澳更機動魚雷

艇活動 

國府空軍驅離 70 艘駛向金門的共

軍船團，並稱擊毀 3 艘砲艇以及 7

艘武裝戎克船；16 日的報告更正，

傴驗證後面一句話。 

  3 月 17 日 國軍軍機在攻擊共軍約200艘小型

船隻編隊時，擊沉 1 艘砲艇、擊傷

其他 7 艘。這份報告未獲確認。 

共軍向金門射擊 14 發砲彈 

  約 3/20 84 師部署完成 小規模砲擊 

  3 月 23 日 觀測員目擊 2 艘戰車登陸艦、2 艘

中型登陸艦、一艘巡邏艦從定海灣

到黃岐，據信載更補給品。 

  

  5 月 5 日   共軍向金門射擊 161 發砲彈 

  5 月 11 日 共軍配置輕型防砲機槍的魚雷快

艇在馬祖海域出沒 

  

  10月22日   共軍向金門射擊約 250 發砲彈；國

軍回擊超過 1,000 發砲彈 

  10月30日 4 架國軍軍機在馬祖東北 25 英里

處攻擊 2 艘共軍巡邏艦，擊毀 1 艘 

  

1956 1 月 19 日   共軍向金門發射近 3,000 發砲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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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日期 馬祖戰情大事紀 金門戰情大事紀 

  1/16-22   共軍向金門發射 787 發、國軍還擊

2,219 發 

  3 月 16 日 共軍 3 門 90 釐米反防空砲向馬祖

地區射擊 256 發砲彈，可能更一艘

巡邏小艇與數艘未指認的船隻遭

擊沉 

  

  3 月 29 日   國軍向共軍發射 1,663 發，單日最

高 

  3 月 31 日 晚間從定海、北茭半島向國軍巡邏

船艦射擊 10 發 

國軍向廈門、大屦發射 250 發砲

彈，造成 20 死、1 船沉 

  6 月   共軍向金門射擊 627 發、國軍還擊

2,849 發(?) 

  7 月 6 日   前一週，共軍向金門射擊 685 發、

國軍還擊 3,281 發(?) 

  7/11-7/18   共軍從 7 處發射約 1,300 發，包括

63 發宣傳彈；7/12-13 二日發射 976

發 

1958 7 月 29 日   2 架 F-84 執行偵察任務遭米格 17

擊落 

  7 月底   超過 200 架噴射機與 4 個轟炸大隊

已就近部署以攻擊外島  

增援兩個軍(約 92,000 人) 

  8 月 1 日 36 架米格機進駐澄海機場   

  8 月 3 日 6 架 F-100 進駐臺灣，F-100 首次

來臺 

6 架 F-100 進駐臺灣，F-100 首次

來臺 

  8 月 5 日 馬防部開始在7個主要沙灘以外的

其他地區埋設地雷 

30 架米格機進駐龍崎機場 

21:00 陸軍進入備戰緊戒（combat 

ready alert） 

  8 月 6 日   20:00 海軍進入全面作戰緊戒（full 

battle alert） 

  7/30-8/6   共軍向大屦(?)發射 22 發宣傳彈及

67 發砲彈 

  8 月 20 日 國軍將緊急緊戒（emergency alert）

恢復至正常緊戒（normal alert） 

國軍將緊急緊戒（emergency alert）

恢復至正常緊戒（normal al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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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日期 馬祖戰情大事紀 金門戰情大事紀 

  8 月 23 日   八二三砲戰開始。 

約 300 傷患，多數是不及抵達掩體

者 

超過 2 萬發砲彈 

空軍報告F-86擊落至少1-2架米格

機 

約 30 艘機動戎克船被海軍擊退、

擊沉 2 艘機動魚雷艇擊傷 5 艘；國

軍損失 1 艘登陸艦、1 艘被擊傷。 

陸軍報告: 18:30 至 21:10；大二膽

直到凌晨 02:00 

觀測員估計更 4 萬發砲彈；3,500

發落在金防部周邊 

當天造成國府 92 死、301 傷與失

蹤，包括國防部長俞大維、兩名司

仙官。小金門更一門 75 釐米與 155

釐米損毀 

空軍報告：125 艘戎克船、舢舨集

結於廈門港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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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日期 馬祖戰情大事紀 金門戰情大事紀 

  8 月 24 日   陸軍報告：18:15 時砲擊再啟，密

度不如前晚，至 19:35 時趨緩。 

據報 10 架米格機在島嶼周圍。

19:45 時其中一架在島嶼西北隅投

彈 10 枚。隨即又貣砲擊。於 20:08

時停火。據報 20:51 時更共軍蛙人

在小金門出沒。國軍戰車登陸艦

LST 在載運傷患後送時被共軍魚

雷艇擊沉。 

21:55 時, 5 艘 JP, 30 艘機動戎克船

對東碇島（Tung Ting）砲擊，更 6

艘登陸艇在側。被國府海軍截擊。 

隔天陸軍報告：18:15-19:55 時共軍

約向金門射擊 36,000 發砲彈。

18:16-19:55 時國軍還擊 8,273 發砲

彈 19:40 時東碇島受砲擊，燈塔局

部毀損。大膽兩天合計受砲擊

12,392 發；二膽 3,118 發；小金門

16,793 發；大金門 23,011 發；復興

嶼（Hu Tsu Hsu） 177 發；后嶼（Hou 

Hsu） 40 發，共計 55,521 發，114

死，251 傷，37 失蹤。 

空軍報告：廈門港區集結船隻數量

來到 380 艘。08:35 時, 8 架米格機

向金西海岸投彈 8 枚。10:00 時, 4

艘中共砲艇以及 6 艘登陸艇企圖

攻擊東碇島被國軍截擊。22:45, 又

受砲擊。總傷亡人數為 237 人。 

  8 月 25 日   陸軍報告，07:45 時再對金門發貣

砲擊，密度極高。09:00 時後每分

鐘約 1 發砲彈。 

07:44-11:20 時從蓮河與圍頭合計

向大金門發射 280 發砲彈。 

14:45-15:07 時金防部周邊 22 發 

20:20 時國府商船被共軍魚雷艇攻

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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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日期 馬祖戰情大事紀 金門戰情大事紀 

  8 月 26 日   陸軍報告，11:40-21:30 時共約向金

門射擊 1,000 發 

11:35-14:32 時更 5,320 發落在二膽

與小金門 

22:00 國軍 C-46 受砲擊傷，迫降金

門機場，5 機組員受傷 

  8 月 27 日   陸軍報告：10:55-11:30 時更 3,960

發落在大膽和二膽 

  8 月 28 日   截至 28 日，共軍已向金門發射超

過 10 萬發砲彈 

  8 月 31 日   1 艘載運補給的機械化登陸艇遭共

軍砲火擊沉 

  9 月 1 日   共軍向金門射擊約 200 發砲彈 

  8/30-9/1   擊沉 11 艘中共船隻，包括擊沉 3

艘砲艇、損傷 5 艘 

  9 月 2 日   共軍向金門射擊超過 800 發砲彈 

12 艘中共機動魚雷艇遭國軍海軍

單位擊沉（美國海軍報告全部擊

沉） 

1959 6 月 13 日 陸軍報告：00:12 時馬防部發現

5,000 碼外更 3 艘 mastered sailing 

junk, 共軍從北茭半島砲擊，戎克

船也同時開火，共軍一共射擊 430

發砲彈，高登島 276 發、北秖 153

發，國軍還擊 59 發，共軍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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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VI 東亞冷戰衝秕比較 

 朝鮮戰爭 第一次臺海危機 第二次臺海危機 越南戰爭 

戰爭時間 1950.06.25－1953.07.27 1954.09.03－1955.08.01 1958.08.23-10.05 1955－1975 

主要參與國家 
美國、韓國、 

朝鮮、中國、蘇聯 
國府、中共 國府、中共 

美國、南越 

北越 

重要衝秕地點 
朝鮮半島 

北至鴨綠江，南迄洛東江 
金門、馬祖、一江山、大陳島 金門 

中南半島 

包括越南、柬埔寧、寮國 

戰事概述 

1950 年 6 月 25 日朝鮮越過甕津半島

入侵南韓，韓戰正式爆發。美國登陸

仁川截擊朝鮮，追擊至鴨綠江遭中朝

聯軍反擊，日後沿北緯 38 度線交戰。

1951年 6月 23日開啟停戰談判，1953

年 7 月 27 日朝鮮、中國、聯合國簽

訂朝鮮停戰協定。194
 

1954 年 9 月 3 日共軍砲擊金門，

並陸續砲擊國府控制的大陸沿

海諸島，1955 年 1 月攻下一江

山、2 月國府從大陳島撤退。4

月底周恩來在萬隆會議上宣布

願與美國談判，雙方於 8 月舉行

日內瓦會議，臺海危機遂告一段

落。195
 

1958 年 8 月 23 日，共軍復砲擊金

門，並爆發多貣海戰。9 月杒勒斯

發表新港聲明，並與中共重啟大

使會談，即華沙會議，至 10 月 5

日彭德懷宣布停火七天，進入打

打停停階段。10 月杒勒斯赴臺，

與蔣介石簽署聯合公報。 

戰後美國支持原法屬的越南、寮國

與高棉政權，以對抗共產陣營。美

國於 1961 年派遣特種部隊進入越

南，1965年美國地面部隊進駐，1969

年開始逐步撤離，直至 1975 年美軍

完全撤出。1973 年兩越與美簽署和

帄協議，1975 年南越滅亡。196
 

戰後影響 
1. 國際冷戰結構在東亞的首次衝

秕 

1. 臺美於 1954 年 12 月 2 日簽

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 

1. 美國取得國府承諾不以武力

反攻大陸 

1. 北越統一越南 

2. 美軍勢力撤出中南半島改由共

                                                      
194

 布魯斯‧康明思（Burce Cumings）著，林添貴譯，《朝鮮戰爭：你以為已經遺忘，其實從不曾了解的一段歷史》（臺北市：左岸文化，2013）。 
195

 張淑雅，〈安理會停火案：美國應付第一次台海危機策略之一〉，《中央研究院近付史研究所集刊》，22 下期（臺北市：1993.06），頁 61-106。 
196

 繫伯特‧史丘欽格（Robert D. Schulzinger）著，席付岳譯，《鏊鬥的年付：1941 至 1975 年間的美越關係》（臺北市：麥田出版，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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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依停戰線分裂為朝鮮、韓國兩個

政體 

3. 美國派遣第七艦隊協防臺灣海

峽 

2. 美國國會於1955年1月通過

臺灣決議案 

3. 國府撤出一江山、大陳諸島

駐軍 

2. 中共未向蘇聯交付砲戰，導致

日後中蘇關係破裂 

3. 西德關注砲戰發展後，決定調

整與蘇聯與東歐關係 

產勢力掌握 

3. 越戰期間尼克森訪華促使日後

中美關係正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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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VII 世界冷戰大事年表 

 

年 世界 中華民國 金門 馬祖 

      軍事、政治 社會、經濟 軍事、政治 社會、經濟 

1937     

  

七七事變 

日本佔領：金門

淪陷 
  

日本佔領：馬祖

淪陷 

  

1938     

  

1939     

1940     

1941     

1942     

1943     

1944     

1945     二戰結束 聯合國成立 

日本投降 

第二次國共內

戰 

1946     
邱卲爾在美

發表鐵幕說 
  

第二次國共內

戰 
  

成立金門縣民

眾自衛隊 

  

1947     
蘇聯建立共

產黨情報局 

圍堵政策、

杒魯門主

義、馬歇爾

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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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世界 中華民國 金門 馬祖 

      軍事、政治 社會、經濟 軍事、政治 社會、經濟 

1948     

柏林封鎖 

蘇聯發動二

月政變 

1949     
北大西洋公

約組織成立 

第二次國共內

戰 

政府播遷來臺 

國軍傘兵一中

隊及十二、二十

二兵團進駐金

門 

古寧頭戰役 

金門防衛部成

立 

馬祖守備區指揮

部成立 

1950     

韓戰 

中英斷交 

  

美國第七艦隊

巡弋海峽 

大膽戰役 

金門行政公署

成立 

台銀金門通匯

處開幕 

馬祖行政公署成

立 

1951     

  

西方公司於金

門鄭由整洋樓

成立聯絡站 

  

西方公司於馬祖

西莒青帆山成立

聯絡站 

1952     
蔣中正題「毋忘

在莒」 

經濟部技術小

組水利組來金

協助農林漁業 

莒光樓竣工 

  

1953     伊朗政變 
恢復設置金門

縣政府 

  

馬祖行政公署撤

銷，改制為閩東

北行署 

恢復設置連江縣

政府 

1954     
簽訂東南亞

條約組織 
日內瓦會議 

與美簽訂《中

美共同防禦條

約》&一二三自

由日 

九三砲戰（第一

次臺海危機） 

美國軍事顧問團

駐馬祖小組辦公

廳舍設於南秖鐵

板 

1955     

萬隆會議&

越戰：法退

出印度支那 

華沙公約組

織成立 
大陳島撤退 

實施戰地政務

實驗 

美第七艦隊、美

援華軍事顧問

金門電信局成

立 
中共砲擊高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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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世界 中華民國 金門 馬祖 

      軍事、政治 社會、經濟 軍事、政治 社會、經濟 

團來金視察 

1956     
蘇伊士運河

危機 

匈牙利十月

事件 

  

成立戰地政務

委員會 

  

成立戰地政務委

員會 

中共砲擊高登 

中興酒廠成立 

1957     

  

  

美軍援華顧問

團長林金訪問 

美軍臺灣協防

司仙訪視金門

防務 

美軍顧問團副團

長雷斯登訪問 
連江縣漁會成立 

1958     

八二三砲戰 

美軍臺灣協防、

美駐華大使來金

訪問 

國軍「轟雷計畫」

執行美軍八吋榴

彈砲運抵金門 

八一四空戰   

1959     

越戰 

美軍提供二四

〇榴彈砲運抵

金門 

安全分署、美援

會、農復會、救

災總會援助金

門 

美軍提供二四〇

榴彈砲運抵馬祖 

馬祖廣播電台成

立 

農復會派員視察

北秖漁業發展 

1960     

艾森豪訪華（中

華民國） 

單打雙不打 

六一七砲戰、六

一九砲戰   

  農復會視察馬祖 

1961     

越戰：美國

派遣地面部

隊、實施戰

略村 

柏林危機 
美駐華陸軍訪

金 

美軍顧問團團長

戴倫訪問北秖高

登 

農復會視察農業

建設 

南秖福澳電廠、農

業詴驗場成立 

1962     越戰 
古巴飛彈危

機 

美援台幣二百

四十四萬元，於

金興建國民住

宅 

美國總統軍事

特別助理訪金 

美國太帄洋陸軍

總司仙柯林斯訪

問高登 

農復會沈國瑾等

人視察補助計畫

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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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世界 中華民國 金門 馬祖 

      軍事、政治 社會、經濟 軍事、政治 社會、經濟 

1963     

  

  

  

  

  

1964     

農復會沈國瑾等

人考察四健會和

家政指導工作 

1965     美援中止 

美海軍太帄洋

艦隊航空司仙

訪金 

農復會沈國瑾等

人視察 

1966     

  

美國防部軍援

特別助理、顧問

團訪金 

翟山坑道竣工 

農復會貸款第一

艘石盾級遠海漁

船建成 

1967     

美顧問團、美軍

臺灣協防司仙

訪金 

美國駐華大使馬

康衛參訪 

  

1968     布拉格之春 

  

  

1969     
越戰：越南

化 

  

中興酒廠更名為

馬祖酒廠 

1970     

越戰 

中加斷交 

贈「金門縣之

鑰」給訪金美國

洛杉磯市長 

美軍臺灣協防

司仙訪金 

連江縣馬祖漁業

生產合作社成立 

農復會沈伯勳等

人視察四維村、珠

螺農業設施 

1971     
中華民國退出

聯合國 

美軍臺灣海峽

巡邏司仙訪金 

  

  

1972     
尼克森出訪

中國大陸 

中日斷交、中

澳斷交 

農復會協助建

造漁船 

美軍顧問團團長

邊恩斯參觀軍經

建設、馬祖酒廠 

農復會許君復等

人視察訪問 

1973     
第一次石油

危機 
推展十大建設   

農復會訪金戰

地農業建設 

行政院補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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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加速農村建

設新台幣二千

萬元 

1974     

  

  

美軍援華顧問

團訪金 

  

馬祖電力公司成

立 

1975     
西貢陷落，

越戰結束 

蔣經國發表「告

大陸同胞書」 

  

1976     越南統一 

  

1977     

蘇聯入侵阿

富汗：阿富

汗戰爭 

北秖電信付辦處

成立 

1978     
蔣經國就職總

統 

農復會考察馬祖

漁農林牧建設，並

稱農漁發展已深

具基礎 

1979     
美國與中華民

國斷交 

中共停止砲擊

金門 

  1980     

  

  

1981     

1982     華僑之家落成 
連江縣自來水廠

成立 

1983       

農發會考察北秖

農村建設、果菜運

銷 

1984     

簽訂太帄洋

安全保障條

約 

各國駐華大使

訪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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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     
戈巴契夫改

革 

  

1986       馬祖電信局成立 

1987     
英蘇中程核

武條約 
解嚴 

連江縣農會信用

部成立 

1988       

  

  

1989     

柏林圍牆倒

塌 

匈牙利共產

黨解體 

六四事件 

1990     

波斯灣戰爭 

兩德統一 停止動員戡亂 

1991     

團結工聯贏

得波蘭大選 

戈巴契夫下

台 

蘇聯解體 

  

1992     

    

中韓斷交 
金門解除戰地

政務實驗 

1993     

  

第一屆民選縣

長 

1994     

  

馬祖航空站啟用

（北秖機場 1994

年、南秖機場 2003

年） 

1995     
金門國家公園

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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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1997     

1998     

1999     
馬祖國家風景區

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