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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在過去的歷史課程裡，我們曾學到人類歷史上最接近核戰爭的古巴導彈危機，

而對當時的局勢印象相當深刻。因此當我們近期在雜誌周刊上閱讀到 2014年 12

月 17日兩國高調的談和過程及相關評論時，激發了我們對兩國情勢強烈的好奇

心及雙方未來發展的興趣。 

 

二、研究目的 

 

藉由研究過程、我們希望能對美古關係及美蘇關係有更多的認識。也藉由美

古和美蘇這兩個國際上經典的意識形態相左的例子從過往到現今的發展，更了解

國際局勢的變動。 

 

三、研究方法 

 

透過報章雜誌、期刊及網路上的資料閱讀、搜集和討論，來增進自己對研究

主題的認識。 

 

貳●正文 

 

一、歷史背景 

 

古巴和美國關係的惡化，最早可以追溯到 1898年的美西戰爭。19世紀末期，

古巴民眾開始反抗西班牙的壓迫，但是遭到官方軍事鎮壓，且波及到美國僑民，

使美方不高興，美國也因此派軍隊至古巴保護僑民，軍艦卻在 1898年 2月 15

日於夏灣拿近海爆炸沉沒，此次事件引起美國強烈的憤怒，西班牙原本為避免戰

爭而宣布休戰，但美國國會發布決議：「承認古巴獨立，要求西班牙軍隊撤出古

巴。同時授予總統使用武力的權利，並宣告美國無意兼併古巴。」（美國國會，

1898年）1898年 4月 22日，美國封鎖古巴港口，4月 24日，西班牙向美國宣

戰，美國也隨即向西班牙宣戰。戰後，美國和西班牙於 12月 10日在法國的巴黎

簽訂《巴黎和約》，古巴名義上為獨立國家，但實質卻淪為美國的保護國，在政

治、經濟上都受到美國的控制。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8F%E7%81%A3%E6%8B%B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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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巴和美國的關係，因為古巴革命而進一步的惡化，當時的巴蒂斯塔政府為

親美派，實行軍事獨裁統治，因此引發民眾反彈。卡斯楚等革命黨人於是在 1953

年，決定推翻巴蒂斯塔政府，發起武裝革命，雖然失敗了很多次，但是在 1959

年1月1日，卡斯楚的革命黨終於成功的推翻巴蒂斯塔政府，建立古巴革命政府。

美國之所以沒有立刻派軍隊登陸古巴推翻新政府，是因為古巴革命在當時對拉丁

美洲和美國的影響很大，很多古巴人偷渡到佛羅里達州南部，讓美國很困擾。 

    

古巴革命成功後，新政府開始著手進行一連串的土地改革，且把大規模的私

有財產國有化，甚至是美國以及其他國家的財產也國有化了，另外，古巴更沒收

了由美國人擁有的企業等。1960年 2月，蘇聯副總理米高揚訪問古巴，古巴和

蘇聯簽訂了貿易和援助協定，並在 5月 7日恢復與蘇聯的外交關係，在此同時，

美國艾森豪政府也制定「反對卡斯楚政權的秘密行動方案」。因為美國一再的干

預古巴內政，導致古巴政府通過《哈瓦那宣言》，強烈譴責美國對古巴以及拉丁

美洲的干涉，古巴在 1960年 9月將美國銀行的古巴分行和辦事處收歸國有，美

國則在 10月 19日正式宣布對古巴實施海上封鎖，也就是禁運。這個舉動更促使

了古巴徵收美國在古巴所有企業，1961年 1月，美國和古巴斷交。 

 

「古巴是『對美國在拉丁美洲目標的最大危險』」（古巴與拉丁美洲備忘錄，

1960 年），這是艾森豪卸任前，交給肯尼迪的《古巴與拉丁美洲備忘錄》中的

一段話，他們持續物色可以領導古巴的流亡政府人物，就是「反對卡斯楚政權的

秘密行動方案」中的第一點，也是後來的豬灣事件的前奏。豬灣事件是美國反古

巴行動的第一個高峰，在 1961年 4月 17日的豬灣事件中，美國政府利用逃亡到

美國的古巴人，建立古巴流亡政府，企圖推翻卡斯楚政權，雖然在軍事上和政治

圖一：美國試圖插手古巴事務。 
 

（圖一資料來源：書室（2015）。2015 年 8 月 15 日，取自
http://www.shu4.com/file/286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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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都是一個很大的失敗，但更確立美國政府想以武力推翻古巴政府的決心，同時

也讓古巴更親近蘇聯，最終導致古巴導彈危機。 

 

二、古巴導彈危機 

 

(一)美蘇關係 

 

古巴導彈危機是美蘇冷戰後第一次真正進行的和對抗，而古巴在這場戰

役中，古巴本是不想撤走飛彈的，但赫魯雪夫不顧古巴的意願直接撤走，使

古巴人民深感背叛，由此可知，古巴純粹是一顆蘇聯想打敗美國並且發展核

武的棋子，而古巴危機的結束算是蘇聯與美國冷戰危機的一個轉捩點，卻也

帶來許多影響： 

 

1. 美蘇體認到這種戰爭並沒有為雙方帶來好處，也沒有所謂的勝利者，

更為世界帶來巨大的災難。古巴危機後，蘇聯與美國盡量緩和雙方

關係，並且降低核武戰爭的風險。 

 

2. 古巴危機除了為世界帶來和平外，也帶來了蘇聯的改變。蘇聯在古

巴危機中向美國妥協，在全世界的注目下，被迫移除在古巴的飛彈，

為了達到能夠與美國抗衡的實力和洗刷當年｢懦夫的恥辱｣，在古巴

危機後，美蘇兩國持續大規模的發展核子武器，使彼此的軍事競賽

又進入一個新階段。 

圖二：豬灣所在位置圖 

（圖二資料來源：From A Native Son（2013）。2015年 8月 15日，取自 http://goo.gl/l9LSf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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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古關係 

 

古巴的導彈危機後，美國與古巴曾試圖想要恢復關係，卻因總統的更替

而歷經多次失敗，尤其在冷戰結束後，並沒有為古巴與美國帶來友善的關係，

美國反而因為古巴的威脅，而對古巴採取一連串政策，像是反古宣傳、敵對

政策、對古巴的經濟全面封鎖以及最主要的遏制政策，古巴只能積極應對美

國的反古意識，穩定自己國家的經濟狀態和政治，例如：在經濟上，採取逐

步的改革開放政策；在外交上，採取全面外交來牽制美國實施的政策。但從

經濟方面來看，雖然美國封鎖古巴，不僅使古巴受到影響，卻也同時造成自

己國家企業的重大損失。 

 

(三)結論 

 

古巴危機算是國際事務中的經典例子，從一開始的緊繃關係到現在的和

解，一舉一動都在世界注目下，核子武器的發展更牽動著世界。和解原因不

乏政治以及經濟因素，雖然未來在貿易上可能還是有許多困難，但恢復外交

關係已經算是跨出了一大步，對兩國未來經濟上的發展促進也是可以肯定的，

而歷史中的古巴危機，也算是為日後世界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借鑑事件。 

 

四、雙方解凍 

 

（一）轉捩點 

圖三：古巴導彈射程圖 

 

（圖三資料來源：Cuban Missile Crisis（2015）。2015 年 8 月 15 日，取自

http://www.cubanmissilecrisis.org/post/gallery/map-of-missile-range-in-cu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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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雖然外界對古巴釋放政治犯感到高興，卻也不禁懷疑 
兩方的和解可能造成更多人權的迫害。 

 
（圖五資料來源：Foreign Policy In Focus（2015）。2015 年 8 月 17 日， 

取自 http://fpif.org/cubas-coming-out-party/ ） 

 

    2014年 12月美國與古巴做出歷史性的和解，結束五十多年來的敵對狀

態。歐巴馬對於外交上的戰略曾有個比喻：「外交政策不能像棒球一樣，老

是想打全壘打，就算是安打多一點串連起來也可以得到很多分。」（歐巴馬，

2014）其實從 2013年底，在曼德拉的葬禮上，美國與古巴的總統就以握手

來做為漸漸示好的象徵；在幾年間，反覆展開復交談判，也在第 7屆首腦會

議上舉行正式會談。 

 

    美國因為幾近十幾年在歐亞非花費過多的心力，拉丁美洲許多國家早已

在此時插上了左派的旗子，美國在拉丁美洲的影響力逐漸下降，而美古關係

一直都是美國與拉丁美洲的一個重要問題，美國因為對古巴採取遏制政策，

造成拉丁美洲人民對美國的印象不好，歐巴馬上任後，為改變此情況，並解

決左派勢力的上升，首要動作就是改善美國對古巴的強硬態度，一旦恢復與

古巴的外交關係，便可藉由古巴打通通往西半球的道路，所以在逼不得已的

情況下，美國選擇了此條道路，例如：放寬旅行、經濟、貿易上的限制。 

 

    2014年 12月 17日，美國總統歐巴馬正式宣布，希望恢復和古巴的

外交關係，就在當天，古巴領導人勞爾．卡斯楚也釋放被囚禁五年的美國承

包商，艾倫．格羅斯。艾倫．格羅斯在 2009年到古巴時，帶給當地猶太人

衛星電話和網路設備，隨後就被古巴政府以「破壞古巴獨立和領土完整」的

理由逮捕。2011年，艾倫．格羅斯被古巴政府判監禁 15年，由於他的健康

逐漸在惡化，假如艾倫．格羅斯最後真的死在古巴監獄，美國和古巴之間必

定會存在著一道難以彌補的鴻溝，這也促成了美古關係的解凍。 

 

另一個原因是因為石油價格的下跌重挫委內瑞拉的經濟，而委內瑞拉多

年來一直提供古巴財政和經濟上的支持，如果委內瑞拉經濟出現嚴重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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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巴也會受到影響。古巴在過去與現已解體的蘇聯來支持自己國家的經濟，

在蘇聯解體後，轉與委內瑞拉合作，但委內瑞拉卻面臨通貨膨脹的問題，而

造成古巴不得不依賴美國。因為這兩項原因，古巴和美國決定在冷戰半世紀

年後，全面恢復兩國的外交關係。而且經由調查發現，大部分的古巴人民也

相當支持與美國合作來獲得經濟上的協助，但中間貿易還存在著許多的問

題： 

 

1. 美國雖已同意重新與古巴恢復關係，但其中還是有需多議員不認同，

古巴裔的議員都對卡斯楚政權極端仇視。 

 

2. 長久的分歧也形成了一堵高牆，意識形態上的差異甚多。 

 

3. 和解雖然是寫下了新一頁的歷史，但在未來，若想要與古巴有更進

一步的發展，而在近期的選舉中，民主黨又失利，美國總統歐巴馬

可能要更加努力了。 

 

4. 儘管已開放了部分貿易上的往來，但是美國還是限制了許多貨物的

禁運，所以想像還是大於現實。 

 

（二）現今制度 

 

    在這次的高調談和前，美國與古巴的關係已有部分的的改善。而直至目

前，兩國已開始雙方高層交流重建外交關係的部分。對美國人至古巴旅遊也

放寬了 12種限制： 

 

表一：放寬之十二種限制 

 

1. 一般家庭旅遊 2. 政府間公務訪問 

3. 新聞流通 4. 專業研究和會議上交流 

5. 教育 6. 宗教 

7. 表演、競賽和展覽 8. 支持古巴的人民運動 

9. 人道計畫 10.私法人關於研究及教育的活動 

11.資訊及資訊材料的貿易和交流 12.在現有規範下考慮授權的特定

貿易活動 

 

（表一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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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各方的制度上，雙方是逐漸接近與放寬的。自 2009 年，美國參議院

修正了對古巴的禁運法，放鬆了美籍及持有綠卡的古巴人回鄉探親和向古巴

出口食品及藥品的限制。2013 年，美國國務院延長了古巴非移民旅遊簽證

的有效期限，從原本的六個月增加為五年。雖然也放寬了古巴商品出口限制，

但古巴雪茄仍不能在美國銷售，2015年 1月份美國總統歐巴馬僅允許美國

人至古巴旅遊可帶回價值 100美元的酒類和煙草出境，因此古巴當地工廠希

望能盡快打入美國 130億美元的市場。而美國人每三個月可以會給古巴人的

金額也已來到了 2000美元，甚至歐巴馬 2008 年上任初期即取消古巴裔美國

人旅遊和匯款上限 1200美元的限制。最近，則在 2015年 3月重新建立了雙

方直接的電話互連系統。至於美國對於古巴在華府支持恐怖主義黑名單上的

顧慮也於 2015年 5月 29日的國會裡成功消除。這對被認為只剩意識形態和

人權差異的雙方來說，無疑是前進的一大步。 

 

四、未來發展 

 

對於古巴和美國自 1959 年以來開始正常化雙方的關係，在未來兩邊都希望

能有更長足的改變。兩國政府希望能互建大使館互派大使重建外交關係，進而廢

止觀光禁令和貿易禁運，再加上美國總統已宣布的美國金融機構將獲准在古巴開

設帳戶及信用卡和記帳卡的使用。這些都朝向解除古巴經濟封鎖的方向，但這個

最終目的在從 2015 年 1 月開始共和黨影響力極高的國會裡，似乎有它要通過的

難度。在「古巴民主法案」及「古巴自由民主團結法案」的干預下，總統被限縮

了對古巴解除禁運的權力，但國會也同時不能否定在憲法保障下總統對外交承認

的權力。而美古關係化後，革命後的古巴流亡者則可能對先前因他們的資產而獲

利的政府財團或個人採取一些法律上的訴訟追償。而更現實的是，這將影響一直

以來困擾美國的拉美毒品問題，未來將有助於美國處理毒品問題的方便性。 

 

圖(六) 
 

（圖六資料來源：中國日報（2015）。2015 年 8 月 17 日，取自
http://world.chinadaily.com.cn/2015-07/22/content_2142016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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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兩國趨向正常化的趨勢，美國國內有截然不同的聲音。古巴流亡人士芳

塔尼爾表示：「這是一個出賣行為。這一談判只能讓古巴受益。」（芳塔尼爾，

2014）而美國前總統小布希的弟弟，前任佛羅里達州州長，現任 2016 年共和黨

總統候選人傑布‧布希則表示：「我不認為我們應當與一個專制性的政府進行磋

商來改變我們的關係。」（傑布‧布希，2014）美國前國務卿希拉蕊則曾於自己

的回憶錄《抉擇》裡提倡美古應當復交，她說：「我們實施幾十年的孤立政策，

只不過讓卡斯楚政權更穩而已。」（希拉蕊，2015）在美洲峰會上，歐巴馬說：

「古巴總統現在和我同在一起，就是一個歷史的場合。冷戰年代早已結束，美國

不再是對古巴和地區歷史的困徒。」（歐巴馬，2015）「我相信卡斯楚總統會同

意兩國將繼續存在分歧，如我們把握這機會追求共同利益，一定可以為兩國提供

合作機會。」（歐巴馬，2015）對於兩國這次的合作，各方看法皆不盡相同，而

合作本身在不同面向，也必對兩國有不同程度的利益或虧損。兩國對利弊的取捨，

以及能否達成共識，則關乎此合作的成功。 

 

 

參●結論 

 

關於美國和古巴未來共同的發展，古巴和美國的和解為雙方帶來各自的利益，

而美國也在有關古巴的雙邊討論中，提出許多需改進的地方，像是抑制毒品的氾

濫和預防人口販賣等事項，最重要的是，古巴長期一黨專政，而美國國務卿宣布

圖七：美古關係年度表 

 

（圖七資料來源：自由時報，2015 年 8 月 15 日，取自

http://news.ltn.com.tw/news/world/paper/870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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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會大力協助人民維護人權並運用軟實力，幫助古巴在經濟領域進行和平演變。

美國總統歐巴馬說：「我相信卡斯楚總統會同意兩國將繼續存在分歧，如我們把

握這機會追求共同利益，一定可以為兩國提供合作機會。」（歐巴馬，2015） 

在封鎖解除後，美國的資金將可大量湧入，而古巴的原料產品，像煙草，即

可流入廣大的國際市場，人民的生活水準將提升，並且有更好的基礎建設。然而

美國與古巴五十四年的隔閡，也有許多在政策上的不同會需要更多時間來達成共

識，兩國的前景其實還並不樂觀，需要政府間強大的互相信任，才能夠創造出兩

國雙方互相的利益。除此之外，若合作順利，也將帶動中南美洲的經濟發展。 

 

回頭看見我國與中國大陸的處境，雙方的主權認知不同，使的兩邊在政治處

境上對立，甚至我國處於不利。但兩國已經歷了不相往來的時期，且雙方於近期

致力於兩岸更多邊開放的貿易關係，希望能在經濟上成就雙贏。然而，政治和經

濟也總是相伴相生，就如同美古兩方意識形態的相左，在合作貿易的同時，兩國

的政治情勢也勢必是未來必須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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