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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學【補充資料】 

林瑋老師提供 

經濟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 

時間：1929-1940s 

事件：1929 年 10 月美國華爾街股市大幅下跌，許多企業面臨倒閉，勞工則陸續失業。經濟大蕭

條重創美國經濟，最嚴重時股市單月下跌超過 50%，失業率高達 25%。為了要挽救經濟頹

勢，美國政府開始祭出各種政策。1930 年美國國會通過《斯姆特-霍利關稅法》(The 

Smoot-Hawley Tariff Act)，企圖以高關稅保護國內產業以及勞工的就業機會；聯準會則降

低貨幣供給，認為民間債務過高是經濟大蕭條背後的主因。這些政策引起一連串其他各國

效仿，英國、法國和德國紛紛也採取高關稅與高利率的政策；然而，政策效果並不如預期，

西方先進國家的經濟並未因這些政策有所改變，因為國際貿易的衰退與各國對資金的競逐，

經濟情勢反而更加惡化。 

1933 年美國總統羅斯福上台，其新政(New Deal)與一連串的金融政策，包括美元與黃

金脫鉤，聯準會得以自行決定貨幣供給量，讓美國經濟有了復甦的跡象。1939 年第二次世

界大戰爆發，資金與貨物需求開始流入美國，繼 1920 年代的美國經濟快速成長後，美國

經濟再一次走入榮景。 

影響：經濟大蕭條對世界經濟與政治發展產生重大影響 

(1)政府干預經濟活動有了正當性，成立若干干預經濟活動的政府組織，例如社會安全保證

基金、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等。 

(2)經濟民族主義的興起，各國以關稅壁壘保護自身利益 

(3)受損國家內獨裁者紛紛興起，例如德國的希特勒以及義大利的墨索里尼 

(4)極右翼的意識形態興起 

(5)二次戰後，為了避免重蹈覆轍，以美國為首的盟國便在 1947 年成立關稅暨貿易總協定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 and Trade, GATT)，之後因GATT促進世界貿易的成效甚佳，

1995 年便轉型為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台灣在 2002 年加入

WTO。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AF%E5%A7%86%E7%89%B9-%E9%9C%8D%E5%88%A9%E5%85%B3%E7%A8%8E%E6%B3%95


政治學：FBCM12R-1 

頁 2 / 18 

布列敦森林體制 

(The Bretton Woods System) 

時間：1944 年至 1973 年 

事件：1944 年二次大戰已近尾聲，以美國為首的盟國開始規劃戰後國際經濟合作，主要合作的項

目在於國際金融市場與國際貿易的推動，因此各盟國集聚於美國新罕布希爾州(New 

Hampshire)的布列敦森林，共同商議戰後的金融與貿易秩序。即做成的決議包括：(1)美元

為國際儲備貨幣，做為國際清償與交易貨幣；(2)美國聯準會保證黃金與美元之間的交換價

格，美元盯緊黃金，各國貨幣緊盯美元；(3)美國承諾美元與黃金之間匯兌；(4)成立國際

貨幣基金會(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和世界銀行(World Bank，或稱為國際復興暨

開發銀行，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IBRD)；(5)成立國際貿

易組織(International Trade Organization, ITO)。但最後 ITO 未獲美國國會同意，改以 GATT

取代 ITO。 

1960-1970 年代發生多次美元危機，西歐各國開始囤積黃金，並與美國大量兌換手中

美元。1973 年美國總統尼克森發布美元貶值與片面禁止美元與黃金之間的兌換，布列敦森

林體制逐漸失去功能而走入歷史。 

影響：(1)奠定美元成為國際貨幣的基礎，確立美國在金融市場與貨幣的權力 

(2)布列敦森林體制是最後一個採固定匯率的國際匯率體制 

(3)促進戰後各國經濟的復甦 

(4)穩定戰後至今的國際金融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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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戰(Cold War) 

 

時間：1947-1991 

事件：1947 年美國總統杜魯門提出杜魯門主義(Truman Doctrine)，認為極權主義國家挾持自由世

界人民，這個行為將會對國際和平以及美國國家安全造成危害，因此美國必須支持自由世

界人民抵抗外來勢力的侵擾。以杜魯門主義為外交原則的美國直接援助土耳其和希臘，抵

抗共產黨對外的擴張。同時這也是冷戰的開端。 

冷戰期國際局勢主要形成兩大集團，一個是採行資本主義以美國和北大西祥公約組織

為主的西方國家；另一個是採行社會主義以蘇聯和華沙公約組織為主的陣營。之所以稱為

冷戰是因為在這段期間所發生的衝突多為代理人戰爭，美蘇兩國僅為對抗，從未正式交

戰。 

這段時間最重要的代理人戰爭包括柏林封鎖、韓戰、中東戰爭、古巴飛彈危機、越戰

和阿富汗戰爭等。另外冷戰也是美蘇兩大集團從事軍備競賽、核武競賽和太空競賽最密集

的時間。 

1980 年代後期蘇聯的總書記戈巴契夫開始經濟改革與採開放政策，宣布 500 天改革計

畫，這種休克式療法的改革開放使得蘇聯經濟崩潰，成員國逐漸離開蘇聯。1991 年蘇聯解

體，原本的 15 個成員國都獨立成為國家，冷戰宣告結束。 

影響：1.形成國際結構為兩極的局勢。 

2.雖然戰爭不斷，但仍維持大局穩定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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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稅暨貿易總協定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 ) 

時間：1947-1995 

事件：肇因於 1944 年布萊敦森林體制推動的國際貿易組織未獲美國國會同意而胎死腹中，會員

國因而轉向推動不具國際組織獨立法人地位的貿易協定，在戰後為避免貿易保護主義復甦，

23 個國家簽署同意這個貿易協定，即為 GATT。 

GATT 的目的在於透過關稅減讓，達到實質貿易量的提升，並管制非關稅貿易障礙以

促進自由貿易。為促成貿易自由化，GATT 的原則有三，分別是自由化(降低關稅與非關稅

障礙)、非歧視(最惠國待遇與國民待遇)以及多元化。 

由於 GATT 降低關稅與促進貿易自由化的成效顯著，在 1994 年完成 GATT 的烏拉圭

回合談判之後便決議成立具國際組織法人身分的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1995 年 1 月 WTO 正式成立。 

影響：1. GATT 在戰後對促進貿易自由化的貢獻甚大，參加 GATT 的國家數目也因此從最剛開始

的 23 個增加至 125 個國家。 

2. GATT 總共進行了 8 個回合的談判，將許多商品納入降低關稅的範疇為往後貿易談判奠

定良好的談判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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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NATO) 

時間：1949- 

事件：冷戰時期，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先進民主國家決定成立軍事聯盟與以蘇聯為首的東歐集團抗

衡，因此西歐 12 個為創始會員的國家便在美國簽署《北大西洋公約》，成立北大西洋公約

組織並將總部設在比利時的布魯塞爾。NATO 最主要的精神在於人人為我，我為人人，也

就是任何一個會員國被蘇聯攻擊，其他會員國自動參戰與之對抗，不需經國會取得戰爭

權。 

蘇聯瓦解後，原本對抗的對象雖然消失，但 NATO 並未因而解散，反而轉型為地區型

的軍事防衛組織，並且增加成員國數，納入東歐國家直到俄羅斯邊境。目前 NATO 的成員

國數已從原本的 12 國增加至 30 國。 

NATO 的軍事花費甚鉅，在其成立之初馬歇爾計畫(The Marshall Plan)是軍事經費的主

要來源，因此美國總統川普上台之後屢屢以軍費威脅會員國，要求減少美國在 NATO 的軍

事支出，增加歐洲國家的軍事負擔。目前 NATO 會員國承諾會逐步挹注軍事經費，以避免

美國選擇退出 NATO。 

影響：1. NATO 是重要的國際軍事合作，聯繫著當時美國與西歐國家的關係。 

2.美國透過 NATO 確立其單邊領導的國際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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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戰 

 

時間：1950-1953 

事件：二戰後，朝鮮半島依北緯 38 度線分別由蘇聯支持的金日成統治北韓以及美國支持的李承

晚統治南韓。1950 年金日成獲得蘇聯支持向南韓出兵，南韓在毫無準備之下幾乎被北韓奪

取全境，聯合國與美國緊急出兵支援南韓，反攻北韓，聯合國聯軍越過 38 度線，逼近鴨

綠江口。中國和蘇聯擔心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聯軍若占領整個朝鮮半島，將對中國與蘇聯

造成威脅，中國決定「抗美援朝」，蘇聯也暗地提供武力支援。朝鮮半島就在美國與中蘇

的拉鋸戰中僵持了一年。1953 年史達林去世，中國、北韓與聯合國(南韓未簽署)在該年 7

月 27 日在板門店簽署停戰協定，38 度線再次成為南北韓分治的地理界線。 

影響：1.韓戰的爆發促使美國與南韓簽署《美韓共同防禦條約》，美國軍隊長駐南韓。 

2.抗美援朝的決定消耗中國武力，中國在短期內無法以武力統一台灣。 

3.韓戰讓美國認知到借助台灣牽制中國的重要性，1954年在中國對外宣稱要武統台灣時(如

1954 年九三砲戰和 1958-1979 年的八二三砲戰)，美國立即與中華民國簽署《中美共同防

禦條約》，協防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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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結盟運動(Non-Aligned Movement) 

 

時間：1955 年- 

事件：1955 年部分亞洲與非洲的第三世界國家在印尼的萬隆召開「萬隆會議」，主要討論以和平

方式爭取民族獨立以及發展民族經濟的議題。在該會議中，與會的第三世界國家除了決議

加強第三世界國家彼此經濟與經貿往來之外，附帶決議了拒絕美國與蘇聯的殖民主義。這

個附議主要決定第三世界國家不加入任何陣營，拒絕美蘇兩國對第三世界國家的干預。同

時，萬隆會議也通過了《關於促進世界和平與合作宣言》，其中提出十項原則作為國家之

間互動的準則，分別是： 

1.尊重基本人權、尊重《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 

2.尊重一切國家的主權和領土完整。 

3.承認一切種族的平等、承認一切大小國家的平等。 

4.不干預或干涉他國內政。 

5.尊重每一個國家按照《聯合國憲章》單獨地或集體地進行自衛的權利。 

6.不使用集體防禦的安排來為任何一個大國的特殊利益服務；任何國家不對其他國家施加

壓力。 

7.不以侵略行為或侵略威脅或使用武力來侵犯任何國家的領土完整或政治獨立。 

8.按照《聯合國憲章》，通過如談判、調停、仲裁或司法解決等和平方法以及有關方面自己

選擇的任何其他和平方法來解決一切國際爭端。 

9.促進相互的利益和合作。 

10 尊重正義和國際義務。 

這十項原則不但成為日後第三世界國家與他國互動的基礎，萬隆會議也被視為第三世界國

家不結盟運動的開端。 

影響：1.不結盟運動加強南半球國家的合作(又稱為南南合作) 

2.在聯合國藉由不結盟運動所形成的第三世界國家勢力逐漸形成 

3.間接推動部分第三世界國家進行區域整合 

 

  



政治學：FBCM12R-1 

頁 8 / 18 

古巴飛彈危機 

 

時間：1962 年 10 月 15 日~28 日 

事件：1962 年 10 月 15 日美國中情局發現蘇聯在古巴設置核彈，甘迺迪總統隨即表示將不惜一切

手段迫使莫斯科撤離核彈，總統下令美國驅逐艦封鎖加勒比海，蘇聯則是派遣四艘配置核

彈的潛艇待命，隨時可用核彈攻擊美國本土。華府與莫斯科雙方透過密使傳達訊息，28

日，戈巴契夫下令拆卸核彈運回蘇聯，13 天的戰爭危機宣告解除。 

影響：1.讓世界各國再一次反省核子戰爭的可能與危險 

2.危機秘密外交成為日後危機處理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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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亞國家協會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 

 

時間：1967- 

事件：1961 年馬來西亞、泰國和菲律賓組成「東南亞聯盟」，但這個組織在馬來西亞與菲律賓交

惡以及新加坡脫離馬來西亞之後而逐漸癱瘓。1967 年馬來西亞、印尼、新加坡、菲律賓和

泰國召開外長會議，發表《曼谷宣言》，主張要恢復東南亞聯盟，更名為「東南亞國家協

會」。之後，東南亞國家陸續加入，目前東南亞國家協會共有 10 個會員國，分別是馬來西

亞(創始國)、印尼(創始國)、新加坡(創始國)、菲律賓(創始國)、泰國(創始國)、汶萊、緬

甸、越南、柬埔寨、寮國。 

東南亞國家協會成立之初，僅希望作為經濟交流平台，排除其他大國干預東南亞事務。

不過，因為東南亞國家協會成員的經濟實力差距太大，實難有具體的經濟互利，東南亞國

家協會開始尋求對外的經濟交流，中國成為東協的市場目標。1994 年，中國加入「東協區

域論壇」，開始商議「東協加一」的經濟合作模式。1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促使東協與中

國、日本、韓國的金融合作，「東協加三」的經濟互動逐漸成形。2005 年東協與中國、日

本、韓國、澳洲、紐西蘭、印度等六國在馬來西亞召開東亞高峰會，期望促成更多東亞國

家在經濟、文化以及安全上的對話，形成「東協加六」更廣泛的經濟合作。2013 年，在東

協加六的基礎上，這 16 個國家已然展開「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第一回合的談判，希望能透過區域經貿協定促成各成員之間

關稅減讓立即降至零關稅，並在 10 年內承諾降至零關稅；2019 年印度退出 RCEP 談判；

2020 年 11 月 RCEP 的 15 個會員國已正式簽屬協定，RCEP 開始生效。 

影響：1. ASEAN 的成立結合東南亞國家的力量，並逐漸在國際舞台發揮影響力 

2. ASEAN 的發展讓美國不得不開始經營與東南亞國家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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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斷交與中美三公報 

 

時間：1979- 

事件：1964 年法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代表權的問題開始引起

國際關注，但因為美國對台灣的支持，中華民國政府得以在聯合國中安然度過。1969 年，

美國總統尼克森上台，開始尋求改善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1971 年 4 月，尼克森總統

派人至台灣表示美國將在聯合國提出「雙重代表權」的提案，7 月美國國務卿季辛吉密訪

中國，隨即隔年尼克森總統訪問中國。1973 年，聯合國正式討論中華民國代表權問題，中

華民國政府立即宣布退出聯合國，聯合國便通過《2758 號決議案》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

聯合國的權利並取代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中國代表權席位。 

在這個背景下，1979 年美國決定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並中斷與中華民國的邦交關

係，終止雙方在 1954 年所簽定的《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在這段時間，美國陸續和中華人

民共和國簽屬三份重要公報，分別是： 

1972 年上海公報：尼克森總統訪華時與周恩來總理所簽屬的，主要內容在於恢復中美

正常關係；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堅決反對任何旨在製造「一中一臺」、「一個中國、兩個政

府」、「兩個中國」、「台灣獨立」和鼓吹「台灣地位未定論」的活動；美方認識到海峽兩岸

所有的中國人都堅持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並對這一立場不提出異議，它重申

它對由中國人自己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關心，並隨著地區緊張局勢的緩和將逐步減少駐台

美軍設施和武裝力量。 

1979 年建交公報：美國總統卡特確定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同時美國認知中國「只

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的立場。 

1982 年八一七公報：在該公報中，美方首次強調將逐步減少對台武器銷售之外，中國

則重申「爭取和平解決台灣問題」。 

除了美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簽署三公報之外，美國國會在 1979 年亦通過《臺灣關係法》，

在美中建交之餘，繼續維持與台灣之間正常的經濟與交流互動。 

影響：美國透過聯合國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地位並與之建交後，重建起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國際

上的地位，同時重創中華民國的國際地位，這對未來兩國在國際政治的發展具有關鍵性的

影響。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80%E4%B8%AD%E4%B8%80%E8%87%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80%E5%9C%8B%E5%85%A9%E5%BA%9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80%E5%9C%8B%E5%85%A9%E5%BA%9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80%E5%9C%8B%E5%85%A9%E5%BA%9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A9%E5%80%8B%E4%B8%AD%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E7%8D%A8%E7%AB%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E5%9C%B0%E4%BD%8D%E6%9C%AA%E5%AE%9A%E8%AB%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80%E4%B8%AA%E4%B8%AD%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7%90%E5%8F%B0%E7%BE%8E%E8%BB%8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7%90%E5%8F%B0%E7%BE%8E%E8%BB%8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7%90%E5%8F%B0%E7%BE%8E%E8%BB%8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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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灣戰爭(第一次與第二次) 

 

時間：1990 年 8 月 2 日-1991 年 2 月 28 日(第一次)； 

2003 年 3 月 20 日-2011 年 12 月 18 日(第二次) 

事件：第一次波灣戰爭 

1990 年 8 月 2 日伊拉克總統海珊入侵科威特，佔據中東的戰略要地與科威特的石油與

天然資源。聯合國在此次侵略活動之後，立即開會並宣布第 660 號決議，要求伊拉特撤軍，

阿拉伯地區國家也發表聲明，譴責伊拉克的軍事行動。為避免伊拉克繼續向外擴張，入侵

阿拉伯國家，美國立即出兵科威特，聯合國也發表第 678 號決議，要求伊拉克落實 660 號

決議。美國在聯合國聲明後，旋即組成聯軍，聯合 37 個國家共同進軍伊拉克。42 天的戰

役，聯軍獲得壓倒性的勝利，重創伊拉克，伊拉克也同意聯合國第 660 號決議，從科威特

撤軍。 

第二次波灣戰爭(伊拉克戰爭) 

美國遭受 911 恐怖攻擊，將北韓、伊朗和伊拉克視為邪惡軸心國。2002 年，美國布希

總統指稱伊拉克持有大規模化學武器，即使聯合國檢查後認為並無證據顯示伊拉克持有化

學武器，布希仍在 2003 年要求海珊離開伊拉克，否則開戰。在針對海珊政權的情況下，

美國片面決定出兵伊拉克並聯合英國、澳大利亞和波蘭進軍伊拉克，引發第二次波灣戰

爭。 

影響：兩次波灣戰爭間接造成恐怖主義的興起，為反制美國在中東地區的勢力，伊斯蘭國等恐怖

組織興起，讓西方國家在 2003 年後疲於奔命。另外，2003 年伊拉克戰爭讓美國耗費大量

資源，使得美國權力自此大幅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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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聯盟 

 

 

時間：1993 年-迄今 

事件：歐洲一統的思想從羅馬帝國、法蘭西帝國和神聖羅馬帝國時期便已建立，但也因為這個想

法歐洲在中世紀歷經連年征戰，大一統一直都無法完成。二次戰後，法國與德國交惡，1950

年法國外交部長便提議《舒曼計畫》，建議法國和德國共同發展煤鋼產業，這個想法後來

獲得多國支持，1951 年，西德、荷蘭、比利時、盧森堡、法國、義大利六國簽署《巴黎條

約》，決定成立「歐洲煤鋼共同體」。1957 年，這六國進一步簽署《羅馬條約》，成立「歐

洲經濟共同體」和「歐洲原子能共同體」，旨在創造共同市場，取消會員國間的關稅，促

進會員國間勞力、商品、資金、服務的自由流通。1965 年，六國簽訂《布魯塞爾條約》，

決定將煤鋼共同體、原子能共同體和經濟共同體所屬機構加以合併，統稱為「歐洲共同

體」。 

「歐洲共同體」的運作良好，其他歐洲國家陸陸續續加入成為會員國，包括英國、丹

麥、希臘、西班牙和葡萄牙等。1992 年，「歐洲共同體」會員國陸陸續續簽訂馬斯垂克條

約，設立理事會、執委會、議會，逐步由區域性經濟共同開發轉型為區域政經整合的發展，

歐洲聯盟正式成立。1999 年，歐洲聯盟推出共同貨幣歐元，歐洲經濟整合向前邁向一大步。

2007 年，歐盟會員國簽訂里斯本條約，讓歐盟會員國在讓出部分國家主權的可能爭議，面

對彼此之間的調和，能有更制度化的運作方式。 

影響：歐洲聯盟是歷史上第一次整合主權國家最終形式的大型試驗，主權國家讓渡部分主權，共

同面對經濟、文化、生態等問題。最後能否成功仍在嘗試階段，尚無法得出具體結論。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5%BF%E5%BE%B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95%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4%8F%E5%A4%A7%E5%88%A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7%B4%E9%BB%8E%E6%9D%A1%E7%BA%A6_(1951%E5%B9%B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7%B4%E9%BB%8E%E6%9D%A1%E7%BA%A6_(1951%E5%B9%B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7%B4%E9%BB%8E%E6%9D%A1%E7%BA%A6_(1951%E5%B9%B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C%A7%E6%B4%B2%E7%85%A4%E9%92%A2%E5%85%B1%E5%90%8C%E4%BD%9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D%90%E6%B4%B2%E7%B6%93%E6%BF%9F%E5%85%B1%E5%90%8C%E9%AB%9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D%90%E6%B4%B2%E7%B6%93%E6%BF%9F%E5%85%B1%E5%90%8C%E9%AB%9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D%90%E6%B4%B2%E7%B6%93%E6%BF%9F%E5%85%B1%E5%90%8C%E9%AB%9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D%90%E6%B4%B2%E5%8E%9F%E5%AD%90%E8%83%BD%E5%85%B1%E5%90%8C%E9%AB%9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0%88%E5%B9%B6%E6%9D%A1%E7%BA%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C%A7%E6%B4%B2%E5%90%84%E5%85%B1%E5%90%8C%E4%BD%9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C%A7%E6%B4%B2%E5%90%84%E5%85%B1%E5%90%8C%E4%BD%9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C%A7%E6%B4%B2%E5%90%84%E5%85%B1%E5%90%8C%E4%BD%9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C%A7%E6%B4%B2%E5%90%84%E5%85%B1%E5%90%8C%E4%BD%9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C%A7%E6%B4%B2%E5%90%84%E5%85%B1%E5%90%8C%E4%BD%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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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議定書 

 

時間：1997 年 12 月通過，1998 年 3 月-1999 年 3 月開放簽字，2005 年 2 月正式生效 

事件：1997 年，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會員國在日本東京召開會議，通過京都議定書，認為溫

室效應是氣候變遷的主要因素，必須共同合作減少碳的排放。計畫透過條約約定各國共同

減少排碳，期望能夠控制地球溫度增加。儘管條約的要求並不高，但仍引起開發中國家與

已開發國家之間對於減少碳排放的爭議。開發中國家認為，已開發國家享有高度碳排放後

的好處，現在要求開發中國家遵守減碳要求並不合理，希望已開發國家先執行減碳後，開

發中國家再跟進。已開發國家則因為國內因素的限制，遲遲無法通過京都議定書的要求。 

影響：京都議定書的成效並不顯著，一來條約本身對減碳數量的要求並不高，對於溫室效應的控

制沒有顯著效果；二來主要排碳國並未全然遵守或加入京都議定書，最後只能將議定書的

時效往後延至 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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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美國金融危機 

 

時間：2008 年 9 月 

事件：2007 年 9 月美國發生次貸危機，投資者開始對金融市場失去信心，從事證券抵押的金融機

構，如貝爾登斯(The Bear Stearns Companies)紛紛倒閉，信貸開始緊縮。2008 年，金融市

場的負面影響擴大到其他一般信貸與提供金融保險的銀行與金融機構，9 月雷曼兄弟倒閉，

其他大型金融機構開始產生壓力。美國政府為拯救這些大到不能倒的金融機構，紛紛祭出

緊急手段，包括極度降息，禁止放空金融市場，以及提供 7000 億美元給金融機構和製造

業，期望能度過這次金融危機。 

影響：美國金融危機的影響是深遠的，除了造成短期各國經濟不振，大量勞工失業之外，在此次

危機中中國藉之大幅提振在國際政治與金融的影響力，包括提升人民幣在國際市場的流通，

大幅增加持有美國債券的比例，以及增加國際市場對中國的仰賴。2010 年，中國取代日本，

躍昇成為全球第二大市場，其中的因素和 2008 年美國金融危機不無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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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之春 

 

時間：2010 年底開始 

事件：阿拉伯地區一直以來都是貧窮、政府貪汙腐敗、政府專制以及人民的人權與政治權利受到

忽視。2010 年起，石油價格開始下降，連帶影響到石油出口為主的阿拉伯地區國家的經濟。

2010 年底，突尼西亞開第一槍，因為警察與官員對人民不公平的對待，人民走上街頭發生

嚴重社會衝突，執政的政府因社會壓力倒台，開始阿拉伯地區國家(包括埃及、利比亞、

葉門、敘利亞、蘇丹、伊拉克、黎巴嫩…等)一連串反抗專制政府以及社會民主化的運動。 

影響：阿拉伯之春之後，不同國家有不同的結果。有些國家的確發生政府改組，邁向民主化；但

有些國家則走向內戰，或是社會革命不成功，專制政府更為專制。不過最明顯的影響則是

網路政治的興起，因為在阿拉伯之春中，許多阿拉伯地區國家的年輕人利用網路串連，成

功發起一連串社會運動，企圖改變國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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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領華爾街運動 

 

 

時間：2011 年 9 月- 

事件：美國政府在 2007 至 2008 年金融風暴期間，針對金融機構與大企業提出紓困方案，卻未對

受損害的民眾提供任何救濟手段，再加上受援助的大企業並未將紓困金額用於紓困，這些

作為引起社會大眾強烈反彈。 

2011 年 9 月起，美國學生發起抗議，隨著社群媒體的大量曝光，參與者數量遽增與同

時成員背景亦更為多元，同時抗議手段隨之升級，上千名抗議者佔領紐約布魯克林大橋，

許多利益團體，包括教師工會和運輸團體都表態支持，佔領華爾街運動蔓延全美 30 多個

州及數十個城市。 

影響：1.民眾開始對民主和資本主義表達不滿，引發民主倒退的現象 

2.美國政治出現茶黨這類極右派的政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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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協定 

 

時間：2015 年 12 月 12 日 

事件：全球 195 個國家在巴黎簽訂《巴黎協定》，共同協議減碳以致力於將全球氣溫升幅控制在

1.5 度以內。2021 年 3 月，基於《巴黎協定》的精神，歐洲國家更規劃零排碳的政策目標，

現在零排碳的目標已成為全球共識。 

影響：氣候變遷已成為近期全球共同要面對的問題，零排碳也成為全球共識。在這個政策目標上，

未達到這個標準的產業或國家將被課予高額的碳稅，整個產業發展與能源走向在未來將產

生各國調整經濟結構與能源政策的重大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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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脫歐 (Brexit) 

 

時間：2020 年 1 月 31 日 

事件：2016 年 6 月 23 日英國舉行脫歐公投，時任首相的卡麥隆深信，因為英國與歐盟緊密的經

貿互動，英國人民不會支持脫離歐盟的法案。沒想到最後脫歐派獲得 51.9%的選票，擊敗

48.1%的留歐派，卡麥隆因而辭去首相， 

英國為何要脫離歐洲，目前認為有幾個重要的因素。首先，長久以來，英國一直不覺得自

己是歐洲的一國，過往日不落國的歷史使得英國覺得自己和歐洲國家不同(也因此，英國

雖然是歐盟的成員國，但仍保有自己的貨幣英鎊)，歐洲聯盟不應該管理英國的經貿事務。

其次，2008 年金融危機重創英國經濟，在衰退的經濟下英國政治轉向保守，對於外來移民

以及歐盟對於英國的管制具有甚深的疑慮。 

影響：英國脫歐對英國和歐盟都是痛苦的事。英國與歐盟之間的經貿活動暫緩甚至停止，降低了

英國的經濟成長，拉高了英國的失業率。英國在歐盟是僅次於德法的經貿大國，失去英國，

對歐洲國家的經濟自然有重大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