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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年報之目的在陳述本部各項主要業務之辦理概況，內容分為組織系

統、外交人事、外交使節會議、國際關係、國際合作、領事事務、外

國駐臺機構、新聞文化、研究設計及發展工作，共計 30 張統計表，其

涉及機密不宜公開發表者，為保密起見均從缺。 

二、本年報所刊之資料直接取材於本部各單位與各駐外單位主管機關，其

中屬靜態資料者以 102 年 12 月 31 日為準，屬動態資料者以 102 年 1

月至 12 月為準。 

三、各表所用度量衡單位，均以公制為原則，其情形特殊者，均經分別註

明。 

四、各表內資料來源及必要之註釋，均於表下方註明。 

五、表中所用符號，「-」表示無數字，「…」表示截稿前數字不詳，「○」

表示數字不及一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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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提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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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主管我國外交及有關涉外事務，在考量國家主觀之條件及

所面臨之客觀國際環境，設置 9 司（亞東太平洋司、亞西及非洲司、

歐洲司、北美司、拉丁美洲及加勒比海司、條約法律司、國際組織司、

國際合作及經濟事務司、國際傳播司）、6 處（禮賓處、秘書處、資訊

及電務處、人事處、主計處、政風處）、1 會(研究設計會)、2 所屬機

關（構）(領事事務局、外交及國際事務學院)、3常設性任務編組（公

眾外交協調會、非政府組織國際事務會、國會事務辦公室）、1 指揮監

督單位（北美事務協調委員會）及 1行政委託團體（亞東關係協會）。

截至 102 年底於 118 個駐外機構派駐人員；於 22 個有邦交國家設有 22

個大使館及 2個總領事館；在其他無正式邦交國家與地區設有 56 個代

表處及 37 個辦事處；另於世界貿易組織設立 1個常駐代表團。其中駐

外大使館占 18.64%，總領事館占 1.69%，代表處占 47.46%，辦事處占

31.36%，代表團占 0.85﹪。如按地域區分，亞太地區 34 個，占 28.81%；

亞西地區 11 個，占 9.33%；非洲地區 7個，占 5.93%；歐洲地區 28 個，

占 23.73%；北美地區 16 個，占 13.56%；拉丁美洲及加勒比海地區 22

個，占 1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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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我國駐外機構之等級比例   
中華民國102年底

圖二  我國駐外機構之地域比例   
中華民國102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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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領事人員特別強調通才訓練，除注重第二外國語文專才外，

對於我國內政、外交、國防、經貿、大陸事務等重要政策以及溝通談

判、國際組織、環保、國際合作等均為訓練重點，不僅可培養國際事

務專才，更有助於全方位的外交推動。 

截至102年底，本部職員人數依官等區分計有：特任2人、簡任192

人、薦任468人、委任147人、雇員13人、駐衛警23人、聘用72人、

僱用123人、技工63人及工友47人，共計1,150人。 

男性共有 598 人，占 52%；其中特任 2人，占男性總人數 0.33%；

簡任 165 人，占男性總人數 27.59%；薦任 243 人，占男性總人數

40.63%；委任 23 人，占男性總人數 3.85%；雇員 1 人，占男性總人

數 0.17%；駐衛警 23 人，占男性總人數 3.85%；聘用 41 人，占男性

圖三  我國駐外機構數
中華民國93年至102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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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本部各級人員性別分配 
中華民國102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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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人數 6.86%；僱用 2人，占男性總人數 0.33%；技工 61 人，占男性

總人數 10.20%；工友 37 人，占男性總人數 6.19%。 

 

女性共 552 人，占 48%；其中簡任 27 人，占女性總人數 4.89%；

薦任 225 人，占女性總人數 40.76%；委任 124 人，占女性總人數

22.46%；雇員 12 人，占女性總人數 2.18%；聘用 31 人，占女性總人

數 5.62%；僱用 121 人，占女性總人數 21.92%；技工 2人，占女性總

人數 0.36%；工友 10 人，占女性總人數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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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本部男性各級人員占男性總人數比例     
中華民國102年底

圖六  本部女性各級人員占女性總人數比例     
中華民國102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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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駐外人員方面（含本部、經濟部、教育部、僑務委員會、文化

部、衛生福利部、科技部（時為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交通部觀光

局、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行政院農業委員會、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

等），截至 102 年底，計有特任 13 人、簡任 417 人、薦任 637 人、委

任 21 人、雇員 698 人及聘用 28 人，總共 1,81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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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 928 人，占駐外人員 51.16%；其中特任 11 人，占男性總人數

1.19%；簡任 353 人，占男性總人數 38.04%；薦任 380 人，占男性總人數

40.95%；委任 3 人，占男性總人數 0.32%；雇員 169 人，占男性總人數

18.21%；聘用 12人，占男性總人數 1.29%。 

女性 886人，占駐外人員 48.84%；其中特任 2人，占女性總人數

0.22%；簡任 64 人，占女性總人數 7.22%；薦任 257 人，占女性總人

數 29.01%；委任 18人，占女性總人數 2.03%；雇員 529人，占女性總

人數 59.71%；聘用 16人，占女性總人數 1.81%。 

 

圖八  男性駐外各級人員占男性駐外總人數比例    
中華民國102年底

圖九  女性駐外各級人員占女性駐外總人數比例    
中華民國102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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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 928 人，占駐外人員 51.16%；其中特任 11 人，占男性總人數

1.19%；簡任 353 人，占男性總人數 38.04%；薦任 380 人，占男性總人數

40.95%；委任 3 人，占男性總人數 0.32%；雇員 169 人，占男性總人數

18.21%；聘用 12人，占男性總人數 1.29%。 

女性 886人，占駐外人員 48.84%；其中特任 2人，占女性總人數

0.22%；簡任 64 人，占女性總人數 7.22%；薦任 257 人，占女性總人

數 29.01%；委任 18人，占女性總人數 2.03%；雇員 529人，占女性總

人數 59.71%；聘用 16人，占女性總人數 1.81%。 

 

本部職員及駐外人員共計 2,964人，如以年齡層分配，29歲（含）

以下 188 人，占總人數 6.34%；30-39 歲 634 人，占 21.39%；40-49

歲 926人，占 31.24%；50-59 歲 907 人，占 30.60%；60-65 歲 299 人，

占 10.09%；66歲（含）以上 10 人，占 0.34%。 

圖 十   本 部 職 員 及 駐 外 人 員 年 齡 分 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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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   本部職員及駐外人員學歷分配
中華民國102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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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以學歷分配，研究所（含）以上畢業者 1,295人，占 43.69%；

大學畢業者 1,211 人，占 40.86%；專科畢業者 222 人，占 7.49%；高

中/職（含)以下畢業者 236 人，占 7.96%。顯見本部以大專以上畢業

學歷者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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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  本部職員及駐外人員學歷比例
中華民國102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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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外交人員之培訓由本部外交及國際事務學院、人事處、資訊

及電務處等單位辦理。除辦理新進人員職前訓練外，並辦理在職人員

專業講習、各類語文訓練、電腦資訊訓練、出國進修及代訓國內其他

相關機構人員等，102 年受訓人員達 3,728 人次。 

本部除加強人才培訓外，每年均洽請考選部舉辦外交領事人員特

考，以甄選優秀人才，為外交工作注入新血。102 年度外交領事人員

特考計 1,147 人報名，其中 681 人到考，實際錄取 47 人，錄取率為

6.9%。 

 

圖十四  外交領事人員考試錄取率
中華民國93年至1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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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加強本部與駐外單位之充分溝通與協調，本部定期在世界各

地召開外交使節會議或區域工作會報，由本部部長或主管次長前往

主持。各駐外館（處）長將駐地面臨之政經社會情勢變化及僑學界

之各種問題提案討論，以集思廣益、彼此交換意見之方式，研商如

何強化統合外交業務之進行，對外交工作之拓展甚有助益。 

自 93 年至 102 年間，本部共舉辦外交使節會議或區域工作會報

58 次，與會人數計 1,272 人次。102 年分別於亞西地區、歐洲地區

及拉丁美洲及加勒比海地區舉辦區域工作會報各 1 次（與會人數分

別為 27 人次、33 人次及 39 人次），於亞太地區及北美地區舉辦區

域工作會報各 2 次(與會人數分別為 28 人次及 9 人次)。 

 

 



19 19

（一）與國際組織關係 

我國國際處境特殊，參與國際組織及其會議與活動之客觀環境與其他

國家所面臨者有異，故作法亦有所不同。目前係以彈性務實之策略，推動

參與攸關國民福祉及國家發展之功能性政府間國際組織，現正持續積極推

動有意義參與聯合國體系，諸如「世界衛生組織」(WHO)、「國際民航組織」

（ICAO）、「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等聯合國專門機構，以及

爭取參與其他功能性政府間國際組織，或與之加強實質聯繫。我亦持續與

已加入之各國際組織加強關係，維護我會籍地位與權益，進而爭取更多參

與國際事務之機會。 

迄 102 年止，我國在 34 個政府間國際組織或其下屬機構擁有會籍，

包括「亞洲選舉官署協會」（AAEA）、「亞非農村發展組織」（AARDO）、

「世界貿易組織法律諮詢中心」（ACWL）、「亞洲開發銀行」（ADB）、

「亞洲醫療器材法規調和會」（AHWP）、「國際貿易資訊及合作機構」

（AITIC）、「亞太農業研究機構聯盟」（APAARI）、「亞太經濟合作」

（APEC）、「亞太防制洗錢組織」（APG）、「亞太法定計量論壇」（APLMF）、

「亞洲生產力組織」（APO）、「亞蔬-世界蔬菜中心」（AVRDC-The World 

Vegetable Center）、「世界選舉機關協會」（A-WEB）、「中美洲銀行」

（CABEI）、「南方黑鮪保育委員會（CCSBT）延伸委員會」、「國際衛星

輔助搜救組織」（COSPAS-SARSAT）、「艾格蒙聯盟」（Egmont Group）、

「亞太糧食肥料技術中心」（FFTC/ASPAC）、「國際保險監理官協會」

（IAIS）、「美洲熱帶鮪魚委員會」（IATTC）、「國際政府資訊科技理

事會」（ICA）、「國際棉業諮詢委員會」（ICAC）、「國際競爭網路」

（ICN）、「國際證券管理機構組織」（IOSCO）、「北太平洋鮪類國際科

學委員會」（ISC）、「國際種子檢查協會」（ISTA）、「世界動物衛生

組織」（OIE）、「東南亞國家中央銀行總裁聯合會」（SEACEN）、「南

太平洋區域漁業管理組織」(SPRFMO)、「亞洲稅務行政暨研究組織」



20 20

（SGATAR）、「世界關務組織」（WCO）下屬之「原產地規則技術委員會」、

「關稅估價技術委員會」、「中西太平洋漁業委員會」（WCPFC）及「世

界貿易組織」（WTO）等。 

 另我國以觀察員等身分參與 22 個政府間國際組織或其下屬機構，包

括「南方黑鮪保育委員會」（CCSBT）、「中美洲軍事會議」（CFAC）、

「國際度量衡大會」（CGPM）、「歐洲復興開發銀行」（EBRD）、「糧食

援助委員會」（FAC）、「中美洲議長論壇」（FOPREL）、「全球生物多

樣性資訊機構」（GBIF）、「國際民航組織」（ICAO）大會、「國際大西

洋鮪類資源保育委員會」（ICCAT）、「美洲開發銀行」（IDB）、「國際

穀物理事會」（IGC）、「國際再生能源組織」（IRENA）、「國際間鑽石

原石進出口認證標準機制」（Kimberley Process）、「經濟合作暨發展

組織」（OECD）之「競爭委員會」、「鋼鐵委員會」及「漁業委員會」、

「國際法定計量組織」（OIML）、「中美洲議會」（PARLACEN）、「太平

洋島國論壇」（PIF）、「中美洲統合體」（SICA）及「世界關務組織」

（WCO）修正版京都公約管理委員會及「世界衛生大會」(WHA)等。 

「政府力量有限，民間活力無窮」，為結合我民間充沛之活力與資源，

協助我非政府組織（NGO）與全球接軌，並以民主、民間及民意之「三民」

觀念推動全民外交，本部爰於 89 年 10 月 2 日成立非政府組織國際事務委

員會（101 年 9 月 1 日改制為非政府組織國際事務會 ），冀與國內 NGO 建

立全面合作夥伴關係，發揮「臺灣站起來、走出去」之精神，落實我積極

參與非政府間國際組織之政策，透過人道關懷、經貿合作與文化交流等各

種方式，積極參與國際事務，擴大我於國際之活動空間，並回饋國際社會。

由於國內民間社團及個人積極參與並申請加入相關之非政府間國際組

織，經多年努力後，參加之數目逐年增加，範圍擴及工商、金融、學術、

科技、文化、環保、生態、醫藥衛生、宗教、婦女、體育及觀光等各層面，

使我民間對外接觸日益擴增，對促進各國對我瞭解亦具有正面意義。迄

102 年底止，我參加之非政府間國際組織共 2,165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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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參加國際會議及活動 

政府鼓勵並支持國內有關機關、團體及個人積極參與各種國際會議與

活動，亦爭取國際組織在臺舉辦各項國際會議與活動。近三年來我共出席

9,586 次各類國際會議及活動，不僅涵蓋範圍日漸多元，在質量上亦有顯

著提升。102 年我出席 2,821 次國際會議(其中在國內舉辦者為 66 次)，

依舉辦地區分，以亞太地區最多計 1,421 次，其次為北美地區計 644 次，

再其次為歐洲地區計 606 次。此外，政府亦運用我政經成就積極推動與

各國之經貿、文化藝術、醫藥衛生、科技、休閒觀光及體育等各方面之交

流活動。102 年我國參加之國際交流活動共計 478 次(其中在國內舉辦者

為 21 次)；依舉辦地區分，以亞太地區最多計 264 次，其次為歐洲地區

計 131 次，再其次為亞西地區計 40 次、北美地區計 29 次。 

今後，將持續推動擴大參與國際會議及活動，加強發展多邊關係，善

盡國際義務，廣睦國際友誼，以提升我國際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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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簽訂條約及協定 

國際間為建立或鞏固國際秩序，確定各國合作範圍及權利義務關係並

敦睦邦誼，國際成員均透過交涉、談判、簽訂條約及協定，以共同遵循。

我國為國際社會之成員，長久以來亦積極與世界各國簽訂各種條約及協

定，以強化、鞏固雙邊或多邊關係。截至 102 年底我國與 22 個國家有邦

交，並與其他無邦交國家維持密切之實質關係。我國與各國締結之條約及

協定，其涵蓋範圍包括觀光、關務、醫療、衛生、標準、農業技術、經貿、

租稅、打工度假、援贈、勞工、教育文化、航空運輸、能源、科技、金融、

外交領事、司法互助、打擊犯罪、反恐與防制洗錢等項目。 

93 年至 102 年，我國與各國所簽訂條約及協定計 634 件；其中 102

年間，我與 29 個國家，1個國際組織簽訂各類協定共計 40 件。我以「進

步夥伴、永續發展」為援外政策主軸，推動與友邦簽署及續延之各項雙邊

條約及協定重要者計有：「中華民國政府與聖克里斯多福及尼維斯政府間

農業技術合作協定」、「中華民國政府與聖克里斯多福及尼維斯政府間資訊

通信技術合作協定」、「中華民國與聖克里斯多福及尼維斯間引渡條約」、

「中華民國政府與貝里斯政府間資訊通信技術合作協定」、「中華民國與宏

都拉斯共和國間農牧技術合作協定續約換文」、「中華民國政府與瓜地馬拉

共和國政府間派遣駐中美洲投資貿易服務團協定續約換文」、「中華民國政

府與聖克里斯多福及尼維斯政府間再生能源政策諮商專家派遣計畫協

定」、「中華民國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與巴拉圭共和國移民局移民事務與

防制人口販運合作瞭解備忘錄」、「中華民國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與宏都

拉斯共和國內政暨人口部移民及外僑事務總局間有關移民事務與防制人

口販運合作瞭解備忘錄」及「中華民國(臺灣)與瓜地馬拉共和國間農業技

術合作協定換文續約」等。102 年間我亦與相關非邦交國簽署重要協定案

件，如「臺灣、澎湖、金門、馬祖個別關稅領域與紐西蘭經濟合作協定」、

「臺灣、澎湖、金門及馬祖個別關稅領域與新加坡經濟夥伴協定」、「中華

民國原子能委員會與捷克共和國國家核能安全署核能合作瞭解備忘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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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印尼臺北經濟貿易代表處與駐臺北印尼經濟貿易代表處農業技術合

作協定」、「駐美國臺北經濟文化代表處與美國在臺協會間特權、免稅暨豁

免協定」、「駐歐盟兼駐比利時代表與比利時臺北辦事處度假打工協定」、

「駐印度臺北經濟文化中心與駐臺北印度─臺北協會間關於

TAITRA/FICCI 貨品暫准通關證協定」、「亞東關係協會與公益財團法人交

流協會漁業協議」、「駐菲律賓臺北經濟文化辦事處與馬尼拉經濟文化辦事

處刑事司法互助協定」、「臺美科學及氣象技術系統支援之技術合作協議第

3 號執行辦法第 1、2 號修正」、「中華民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與大韓民

國韓國放送通訊審議委員會通訊傳播瞭解備忘錄」、「中華民國法務部調查

局與沙烏地阿拉伯王國內政部關於洗錢與資助恐怖主義金融情資交換合

作瞭解備忘錄」及「臺灣食品藥物管理局與奧地利醫療保健安全聯邦辦公

室健康暨食品安全署醫藥品安全資訊合作瞭解備忘錄」等，亦與國際組織

簽有協定，如「政府採購協定修正議定書」之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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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外賓訪臺 

政要互訪為外交事務中重要工作之一。藉由我與各國政要之當面晤談，

除建立情誼外，並有助於兩國政府間重大合作計畫之協商與執行，裨益增進

雙方友好合作關係。 

政要互訪亦為國際社會上一項極為普遍之外交作法，且其在形式之意義

及實質上之具體功效較其他外交活動更具效益。就形式意義而言，兩國政要

互訪主要在顯示雙方關係之友好程度；就實質效益而言，政要互訪係兩國直

接溝通之最佳途徑，藉由當面訪談機會，可使彼此間存在之問題或歧見，獲

得有效解決。由於政要互訪深受各國重視，目前本部由禮賓處專責接待來自

有邦交國家外交部長（含）以上之官員及國會議長，其他訪賓則由各業務單

位負責接待。 

我國為拓展國際空間，近年來更採行務實外交政策，除積極參與國際事

務外，並加強邀請無邦交國家或地區之政要或團體來訪，以增進國際社會對

我之了解及支持。 

102 年訪臺外賓計 728 批，5,306 人，其中由本部接待者為 573 批，4,445

人。來訪外賓包括各國總統或元首、政府重要官員、國會議長、議員及其他

各界人士。本部對來臺外賓均予妥善安排接待，並視訪賓之職務及訪問旨

趣，安排各種不同之參觀及拜會等活動，使訪賓在短暫停留期間能充分認識

我國國情、政經發展、文化傳承及各項建設，以增進彼此之了解，進而增進

兩國邦誼及加強合作關係。 

102 年來臺訪問之外賓，依地區分以亞太地區最多，計 298 批，2,906

人，占總人數之 54.77%；其次為北美地區，計 189 批，1,390 人，占總人數

之 26.20%；再其次為歐洲地區，計 90 批，370 人，占總人數之 6.97%；另

拉丁美洲及加勒比海地區計 89 批，304 人，占總人數之 5.73%；亞西地區計

45 批，202 人，占總人數之 3.81%；非洲地區計 17 批，134 人，占總人數之

2.52%。各地區訪臺外賓批數及人數比例請參閱圖十五、十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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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六  102年外賓訪臺各地區比例─按人次

圖十五  102年外賓訪臺各地區比例─按批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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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再依地區，分別說明 102 年重要訪臺外賓身分及人次，說明如下： 

亞太地區：102 年本地區訪賓總人數計 2,906 人，包括帛琉：總統雷蒙

傑索（Tommy E. Remengesau, Jr.）、外交部長郭德（Billy Kuartei）、眾

議院議長安薩賓（Sabino Anastacio）。吉里巴斯：總統湯安諾（Anote Tong）、

內閣秘書長錫菈（Teea Tira）、外交暨移民部次長藍黛西（Tessie Eria 

Lambourne）、衛生部長德誥甦（Kautu Tenaua）。吐瓦魯：前總理泰拉維（Willy 

Telavi）、總理索本嘉(Enele Sopoaga)。馬紹爾群島：總統羅亞克

（Christopher Loeak）、外交部長穆勒（Phillip Muller）、前總統卡布亞

（Imata Kabua）、總統事務部長迪布倫（Tony deBrum）、司法部長海內（Thomas 

Heine）。索羅門群島：總督卡布依（Frank Kabui）、總理（Gondon Darcy Lilo）

等。諾魯總統瓦卡(Baron Waqa)等。日本：村田蓮舫參議員、山崎力參議員、

金子洋一參議員、山東昭子參議員、鈴木克昌眾議員、岸信夫眾議員、秋元

司眾議員、御法川信英眾議員、松本洋平眾議員、大岡敏孝眾議員、山本順

三參議員、水落敏榮參議員、松あきら參議員、平沼赳夫眾議員、藤井孝男

眾議員、笠浩史眾議員、田嶋要眾議員、鷲尾英一郎眾議員、大江康弘參議

員、枝野幸男眾議員、福山哲郎參議員、藤谷光信參議員、江口克彥參議員、

中田宏眾議員、松浪健太眾議員、山田宏眾議員、鈴木義弘眾議員、百瀨智

之眾議員、坂元大輔眾議員、山之內毅眾議員、重德和彥眾議員、田沼隆志

眾議員、山本幸三眾議員、木原誠二眾議員、大野敬太郎眾議員、坂本剛二

眾議員、奧野信亮眾議員、西村明宏眾議員、田中和德眾議員、小泉進次郎

眾議員、中山泰秀眾議員、熊谷大參議員、柴山昌彥眾議員、秋本真利眾議

員、穴見陽一眾議員、石川昭政眾議員、石﨑徹眾議員、岩田和親眾議員、

勝俣孝明眾議員、古賀篤眾議員、國場幸之助眾議員、小林鷹之眾議員、小

林史明眾議員、今野智博眾議員、島田佳和眾議員、白須賀貴樹眾議員、新

谷正義眾議員、武井俊輔眾議員、武村展英眾議員、田野瀬太道眾議員、田

畑裕明眾議員、中谷真一眾議員、野中厚眾議員、橋本英教眾議員、宮川典

子眾議員、吉川赳眾議員、高野光二郎參議員、滝波宏文參議員、中泉松司

參議員、長峯誠參議員、中山成彬眾議員、島尻安伊子參議員、竹本直一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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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山口泰明眾議員、近藤洋介眾議員、左藤章眾議員、阪口直人眾議員、

奥野總一郎眾議員、原田憲治眾議員、河野正美眾議員、杉田水脈眾議員、

畠中光成眾議員、勝沼栄明眾議員、西田譲眾議員、藤巻健史參議員、今村

雅弘眾議員、片山虎之助參議員、富田茂之眾議員、赤池誠章參議員、鈴木

望眾議員、菅野さちこ眾議員、野間健眾議員、中丸啓眾議員、儀間光男參

議員、井上義行參議員、和田政宗參議員、武見敬三參議員、長島昭久眾議

員、前原誠司眾議員、渡邊周眾議員、西銘恒三郎眾議員。印尼：前總統

B.J. Habibe、農業部副部長 Rusman Heriawan、日惹省長暨蘇丹 Sri Sultan 

Hamengkubuwono、經濟統籌部副部長 Rizal Luckman。韓國行政安全部孟亨

奎前部長。泰國：前副總理 Dr. Amnuay Viravan、警察總監 Santi Pensure、

眾議院外委會副主席 Kusumavatee Sirikomut、皇家計畫基金會主席 H.S.H. 

Prince Bhisatej Rajani、衛生部政策暨策略署署長 Dr. Pitakpol 

Boonyamalik。菲律賓：前總統 Fidel V. Ramos、貿工部長 Gregory L. 

Domingo、國家法律總署署長 Richardo V. Paras、衛生部副部長 Teodoro J. 

Herbosa。越南：公安部對外安寧總局副總局長武青平、科技部副部長陳文

松、廣寧省副省長武氏秋水、婦女發展中心主任高氏紅雲、女性國會代表 5

人。汶萊經濟發展委員會執行長 Vincent Cheong。馬來西亞砂勞越州秘書

長 Tan Sri Datuk Haji Mohamad Morshidi bin Abdul Ghani。巴布亞紐幾

內亞商工部長 Richard Maru 等訪華。                                         

亞西地區：102 年本地區訪賓總人數計 202 人，包括俄羅斯：外交部第

一亞洲司司長庫立克（Andrey KULIK）、莫北協主席（羅伯夫 Oleg  LOVOV）、

國際文傳社第一副社長阿布杜林（Renat Raisovich ABDULLIN）、國會議員

胡吉科夫（Roman KHUDYAKOV）。蒙古：文化、體育暨觀光部次長圖門賈嘎爾

（TUMENJARGAL Magaadai）、國會議員達瓦蘇倫（DAVAASUREN Tserenpil）、

工業暨農業部次長朝格圖各日（TSOGTGEREL Bayanjargal）、國會環境、糧

食暨農業委員會主席巴爾賽汗（BAYARSAIKHAN Garidkhuu）、憲法法院副主

席詹森（JANTSAN Navaanperenlei）。以色列：國會友臺小組主席夏伊

(Nachman SHAI)、國會議員巴爾(Hilik BAR)、傅人蔻(Rina FRENKEL)、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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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Michael ROZIN)、Ono 學院法學院長夏拉芙(Gabriela SHALEV)、經濟部

總司長阿密朗(Amit LANG)、環保部總司長莎佛凱蘿（Alona SHEAFER- 

KARO）、高等教育委員會總司長愛維塔（Avital STEIN）、前農業部長諾克特

（Orit NOKED）、安拉維夫大學動物系教授勒杉（Yossi LESHEM）、海關總局

長亞舍（Moshe ASHER）、反恐專案歐莫（Omer CHECHEK）。土耳其：前能源

部長莒樂（Hilmi GULER）、環境及城市規劃部次長（Sedat KADIOGLU）、安

卡拉大學校長伊畢胥（ErkanIbis）、歐亞研究所所長柯勒曲（Alev KILIC）。

沙烏地阿拉伯：諮議會議員庫爾狄（Usama AL KURDI）、中東戰略暨法律研

究中心主任艾士齊（Anwar M. ESHKI）、諮議會前諮議員馬利（Salim 

AL-MARRI）、內政部金融調查中心主任馬格陸斯（Fahad Abdulaziz 

ALMAGHLOOTH）、新吉達醫院副院長穆塔巴甘尼（Khalid AL-MUTABAGHANI）、

伊斯蘭開發銀行信託基金處執行經理歐瑪爾-末哈亞爾 Omai-MEHYAR）。巴

林：前駐聯合國常任代表布阿雷（Kassim BUALLAY）。阿曼工業區工業創新

中心主任沙克瓦尼（Abdullah Bin Mohammed AL- ZAKWANI）。科威特：人事

銓敘部副部長盧弭（Mohammed AL-ROOMI）、國家科學研究院院長穆塔利（Naji 

AL-MUTAIRI）。阿拉伯聯合大公國：經濟部主管貿易諮商及 WTO 事務處長達

維許(Sultan YARWISH)。杜拜：邦民航局「空運暨國際事務處」處長札魯尼

（Mohammed AL ZAROUNI）、保險局局長札比（Ebrahim ALZAABI）。卡達：商

工會秘書長魯漢尼（Remy ROWHANI）。約旦：眾議院第一副議長阿提亞

（Khaleel ATIEH）、教授馬殷．安素爾（Maen NSOUR）。亞美尼亞：國會議

員古拉揚（Murad GULOYAN）。 

非洲地區：102 年本地區訪賓總人數計 134 人，包括史瓦濟蘭：國王恩

史瓦帝三世（Mswati III）、教育暨訓練部政次莫爾（Pat Muir）、司法暨憲

政事務部長甘梅澤（Mgwagwa Gamedze）、國際合作政務次長戴索札（Sotja M. 

Dlamini）、眾議院議長穆西比（Themba Msibi）。布吉納法索：礦業暨能源

部長卡蒲雷（Salif Lamoussa KABORE）、工商部長賈方鐸（Patiendé Arthur 

KAFANDO）、衛生部長舍柏格（Léné SEBGO）、國會議長瓦森羅（Soungalo 

Appolinaire OUATTARA）、環境部長韋滔科（Salifou OUEDRAOGO）、青年、



29 29

職訓暨就業部長狄亞拉（Basga Emile DIALLA）。聖多美普林西比：外交部

官員狄凱儒（Carlos Trigueiros）、工商暨觀光部長聖迪尼（Demóstene 

Vasconcelos Pires dos Santos）、總理賈布列（Gabriel Arcanjo Ferreira 

da Costa）、前總理陀沃達（Patrice Emery TROVOADA）。南非：國會議員

Mabel Petronella Mentor。奈及利亞：眾議院商業委員會主席（Sylvester 

Ogbaga）、西非經濟暨貨幣聯盟執委會主席（Cheikhe Soumare）。 

歐洲地區：102 年本地區訪賓總人數計 370 人，包括教廷：萬民福音部

主管中國事務官員山樂曼神父（Fr. Miguel Angel SANROMAN）、天主教大

學評鑑委員會主席席衣慕達神父(Fr. Franco IMODA) 、修會部部長德維茲

樞機主教(Card. Joao Braz DE AVIZ)。愛爾蘭：參議員康明斯（Maurice 

CUMMINS）、眾議員馬基尼士（John MCGUINNESS）。歐洲議會：公民自由、

司法暨內政委員會副主席鞏慈（Kinga GÖNCZ）、運輸暨觀光委員會主席辛

普森（Brian SIMPSON）、憲政委員會副主席葛邁（Zita GURMAI）、歐洲議會

與馬什里克地區(北非)國家關係代表團副主席卡勞義（Saïd EL 

KHADRAOUI）、外委會副主席波維拉（Fiorello PROVERA）及科瓦契夫（Audrey 

KOVATCHEV）、對美關係代表團副主席札薇拉（Niki TZAVELA）、預算委員

會議員弗渥梭維契（Jacek WŁOSOWICZ）、保守黨團副主席雷谷德科(Ryszard 

Antoni LEGUTKO)、議員歐尤蘭德（Kristina OJULAND）。歐盟：外交委員會

安全暨防務小組副主席妮可蕾（Norica NICOLAI）、對東南亞國協關係代表

團團長朗根(Werner LANGEN)。法國：前總理克瑞松夫人（Edith Cresson）、

參議院友臺小組副主席博克樂（Jean-Marie BOCKEL）、參議院外交暨國防委

員會副主席玻洛（Yves Pozzo Di BORGO）、參議院友臺小組副主席艾琪（Leila 

AICHI）、參議院友臺小組副主席白斯鐸（Jean-Marc PASTOR）、國民議會友

臺小組第一副主席龍克勒（François  LONCLE）、國民議會友臺小組副主席

戴庫樂（Jean-Pierre Decool）、國民議會外交委員會副主席宋格（Mme Odile 

Saugues）、外委會副主席玻拿托夫斯基（Axel PONIATOWSKI）及外委會副主

席賈克柏（Paul GIACOBBI）、國民議會經濟委員會副主席法斯克（Daniel 

Fasquelle）、核能安全管制署前署長拉科斯特（Andre-Claude LACOS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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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國會議員洪克理（Christian HOLM）、國會議員安德彥（Jan R. 

ANDERSSON）。拉脫維亞：國會教育、文化及科學委員會主席朱薇（Ina 

DRUVIETE）、國會議員歐哲林（Janis OZOLINS）。捷克：參議院副議長霍

絲卡（Miluse Horska）、國會友臺小組主席班達（Marek BENDA）、工業暨

貿易部次長赫沃卡（Milan Hovorka）。愛沙尼亞：前國防部長暨國會友臺

小組主席韓森（Margus HANSON）、國會議員拉內特（Kalle LAANET）。丹

麥：國會歐洲事務委員會主席韓笙(Eva Kjer HANSEN)、國會議員彥森

（Michael Aastrup JENSEN）。希臘：國會議員庫隆禮(Mr. Panagiotis 

KOUROUMPLIS)。德國：國會經濟委員會主席辛斯根（Ernst HINSKEN）、國會

財政委員會委員奧蒙（Peter AUMER）、基爾世界經濟研究院院長史諾爾

（Dennis SNOWER）。匈牙利：國會友臺小組主席艾克許（Jozsef EKES）、

國會議員西里（Katalin SZILI）、國會議員賀瓦（Istvan HORVATH）、國會

議員科索諾（Laszlo KOSZORUS）、國會議員赫巴（Peter HOPPAL）、國會議

員透特 （Gabor TOTH）、國會議員古賽吉（Zoltan KOSZEGI）、國會議員哈

德基（Sandor HADHAZY）。奧地利：國會議員艾蒙（Werner AMON）、國會議

員葛立諮 Fritz GRILLITSCH。羅馬尼亞：國會議員裴亞（Ninel PEIA）、國

會議員柴尼亞（Remus CERNEA）。英國：文化部副部長艾德維濟（Ed VAIZEY）、

下議員兼跨黨派輕軌鐵路小組主席里區（John LEECH）、下議員斯圖（Iain 

STEWART）、前首相邱吉爾之長外孫女舒梅絲（Emma Mary Soames）、蘇格蘭

議會友臺小組共同主席米契爾（Margaret MITCHELL）。葡萄牙：國會議員布

拉格（António BRAGA）、國會議員佩雷拉（João Gonçalves PEREIRA）。比

利時：國會友臺小組共同主席德百孟婷（Corinne DE PERMENTIER）、眾議員

金德曼（Gerald KINDESMANS）。波蘭：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斯赫廷納

（Grzegorz Schetyna）、眾議院外交委員會副主席帝什切維屈（Robert 

TYSZKIEWICZ）、環境部次長雅慈夫斯卡(Beata JACZEWSKA)。斯洛伐克：國

會友臺小組主席史蒂芬尼茲（Ivan STEFANEC）、國會議員亨其亞（Andrej 

HRNCIAR）。科索沃：貿易暨工業部次長尼凱（Bernard NIKAJ）、貿易暨工業

部秘書長納卡（Eljana NAKA）。義大利：參議院外交委員會秘書長萊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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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onio RAZZI）、參議院環境委員會主席馬力雷諾（Giuseppe F. M. 

MARINELLO）、司法部次長（Salvatore Mazzamuto）。立陶宛：國會友臺小組

史特彭納（Gintaras STEPONAVICIUS）主席、國會議員蜜谷婷娜（Dangute 

MIKUTIENE）。荷蘭：前副總理布林霍斯(Laurens Jan BRINKHORST)夫婦等。         

北美地區：102 年本地區訪賓人數計 1,390 人，包括美國：聯邦參議院

「臺灣連線」共同主席殷霍夫(James INHOFE, R-OK) 、聯邦參議員蒲茲曼

(John BOOZMAN, R-AR)、聯邦參議員穆考斯基(Lisa MURKOWSKI, R-AK)、聯

邦參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孟南德茲(Robert MENENDEZ, D-NJ)、聯邦眾議員

皮爾斯(Steve PEARCE, R-NM)、聯邦眾議員布坎南(Vern BUCHANAN, R-FL)、

聯邦眾議員鮑森(Erik PAULSEN, R-MN) 、聯邦眾議院外委會主席羅伊斯(Ed 

ROYCE, R-CA)、聯邦眾議員安格爾(Eliot ENGEL, D-NY)、聯邦眾議員邵建

隆(Matt SALMON, R-AZ)、聯邦眾議員米克斯(Gregory MEEKS, D-NY)、聯邦

眾議員馬立諾(Tom MARINO, R-PA)、聯邦眾議員哈博(Gregg HARPER, R-MS)、

聯邦眾議員沃柏格(Tim WALBERG, R-MI)、聯邦眾議員弗萊明(John FLEMING, 

R-LA)、聯邦眾議員班提法利歐(Kerry BENTIVOLIO, R-MI)、眾議院外交委

員會亞太小組主席夏柏特(Steve CHABOT, R-OH)、聯邦眾議員法理歐馬維加

(Eni FALEOMAVAEGA, D-AS)、國會亞太裔國會議員連線聯邦眾議員趙美心

(Judy CHU, D-CA)、聯邦眾議員博達悠(Madeleine BORDALLO, D-GU)、聯邦

眾議院國會臺灣連線共同主席卡特(John CARTER, R-TX)、聯邦眾議員魯文

索(Alan LOWENTHAL, D-CA)夫婦、前聯邦眾議員柏頓(Dan BURTON, R-IN)、

密蘇里州州長尼克森(Jay NIXON)、愛達荷州州長歐士傑(C. L. "Butch" 

OTTER)、夏威夷州州長艾伯康(Neil ABERCROMBIE)、懷俄明州州長米麥特

(Matt MEAD)、亞利桑納州州長布魯爾(Janice BREWER)、關島副總督提諾瑞

歐(Ray TENORIO)、奧克拉荷馬州副州長藍姆(Todd LAMB)、阿肯色州副州長

達爾(Mark DARR)夫婦、美屬北馬利安納群島邦(CNMI)副總督 Jude 

HOFSCHNEIDER、路易斯那州首府 Baton Rouge 市長 Melvin HOLDEN、夏威夷

檀香山市副市長 Ember Lee SHINN 偕夫婿 Alan Henry SHINN 及茂宜郡郡長

Alan M. ARAKAWA、內布拉斯加州副州長海帝曼(Lavon HEIDEMANN)、休士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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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岩城市市長 Mark STODOLA、西雅圖奧林匹亞市副市長 Darryl SMITH、美

屬密克羅尼亞聯邦(FSM)龐貝州(Pohnpei)州長 John EHSA、南加州澄縣爾灣

(Irvine)市市長崔錫浩(Steven CHOI)、全美郡市首長訪問團、紐約市警局

(NYPD)首席副局長 Rafael PINEIRO、休士頓議會議員艾爾洪(Aloysius 

Duy-Hung HOANG)夫婦、明尼蘇達州農業廳廳長 Dave FREDERICKSON、在臺

協會主席薄瑞光(Raymond BURGHARDT)、在臺協會理事/約翰霍普金斯大學高

等國際研究院(SAIS)中國研究系兼任教授卜道維(David BROWN)夫婦、貿易

代表署副貿易代表馬倫提斯(Demetrios MARANTIS)大使、洛杉磯市外交禮儀

部長愛爾加夏普(Elga SHARPE)、APEC 資深官員暨國務院亞太局經濟政策協

調官柯夏譜(Atul KESHAP)、猶他州經濟發展廳亞太區主任 Brett 

HEIMBURGER、商務部海外商務服務處亞太地區主任 Daniel HARRIS、加州眾

議會少數黨領袖 Curt HAGMAN 及洛杉磯郡 Antonoivch 監督辦公室公共衛生

副主管陳立德、賓州經濟發展廳副廳長 Peter C. O'NEILL、洛杉磯郡警局

首席副局長 James HELLMOLD、舊金山警局副局長申大衛(David SHINN)夫

婦、國務院亞太局台灣協調處處長畢一德(Christopher BEEDE)、新任 APEC

資深官員王曉岷(Robert WANG)、洛杉磯郡經濟發展局局長威廉艾倫

(William ALLEN)、奧勒岡州州務卿布朗(Kate BROWN)、洛杉磯郡審計長李

允定(Wendy WATANABE)、加州主計長江俊輝(John CHIANG)、環保署代理助

理署長西田(Jane NISHIDA)、核能管制委員會訪華團、新墨西哥州州議會領

袖訪華團、中西部州議會領袖訪華第 1團及第 2團、夏威夷州議會領袖訪華

團、關島、北馬利安納群島及密克羅尼西亞聯邦所屬州議會領袖訪華團、新

墨西哥州阿布古基市-伯納利歐郡貿易聯盟訪華團、康州及紐約州議會領袖

訪華團、蒙大拿州、愛達荷州及懷俄明州州議會領袖訪華團、全美州檢察長

協會(NAAG)訪華團、中大西洋州議會領袖訪華團、國家海洋漁業局訪華團、

美東南區州議會領袖訪華團、佛州眾議員訪華團、新英格蘭州議會領袖訪華

團、紐澤西州州議會訪華團、加州眾議會領袖訪華團、2013 年全美州務卿

協會(NASS)訪華團、聯邦參議院外委會主席之亞太專業幕僚薛邁龍(Michael 

SCHIFFER)、東北區國會議員選區主任訪華團肯威爾(Michael CANT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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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邦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亞太小組民主黨眾議員 Eni FALEOMAVAEGA (D-AS)之

幕僚長威廉斯(Lisa WILLIAMS)訪華、國會「美『中』經濟暨安全檢討委員

會(USCC)」訪華團、美西區國會議員選區主任訪華團、美南區國會議員選區

主任訪華團、國會助理訪華第 1 團至第 13 團、傳統基金會會長佛訥(Edwin 

FEULNER)及資深顧問謝福(Ken SHEFFER)、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臺

灣研究小組」訪華團召集人戈迪溫(Steven GOLDSTEIN)博士、卡內基國際和

平基金會研究副會長包道格(Douglas PAAL)、美臺商業協會理事主席伍佛維

茲(Paul D. WOLFOWITZ)、政論雜誌「國家評論」(National Review)東亞議

題記者 Ms. Jillian MELCHIOR、奧克拉荷馬州前州長亨利(Brad HENRY)、

前諾貝爾經濟學得主康納曼(Daniel KAHNEMAN)教授、康乃迪克州哈特福

(Hartford)交響樂團指揮家關琦安(Carolyn KUAN)、史丹福大學胡佛研究所

所長約翰．雷森(John RAISIAN) 、布魯金斯研究院東北亞政策中心主任卜

睿哲(Richard BUSH)、「外交關係協會」國際事務學者 Vance SERCHUK、華

府智庫「史汀生中心」東亞計畫主任兼傑出研究員容安瀾(Alan ROMBERG)、

臺美姐妹關係聯誼 TUSA 創辦人兼現任副主席葉雲旗教授(退休兼僑務顧

問)、第 29 屆金山灣區華人運動會委員會邱秋英主任委員、喬治亞州立大學

校長 Mark BECKER、智庫「東西研究所(East West Institute)」副總裁方

大為(David FIRESTEIN)及中國計畫主任郭品芬、國務院前公共事務助卿何

洛里(Philip CROWLEY)夫婦、喬治華盛頓大學國際事務實務教授沙特

(Robert SUTTER)、前商務部副助理部長欽科達(Michael CZINKOTA)、艾森

豪基金會主席兼執行長 Dr. Alan CURTIS、紐約大學法學院亞美法研究所共

同主任孔傑榮(Jerome COHEN)教授、國務院主管多邊事務及區域安全政策前

副助卿 Nirav PATEL、商務部前部長、現任威爾遜中心資深政策學者布萊森

(John BRYSON)、新美國安全中心(CNAS)亞太安全計畫資深主任克羅寧

(Patrick CRONIN)、匹茲堡大學醫學與公衛教授 Donald A. HERDERSON、洛

杉磯加州大學(UCLA)代表團校長畢傑恩(Gene BLOCK)、史丹福大學「民主、

發展暨法治中心」主任 Larry DIAMOND、國家安全局前局長尹曼(Bobby Ray 

INMAN)退役海軍上將夫婦、前副總統錢尼辦公室國安顧問葉望輝(Step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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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TES)、艾森豪(Mary Jean EISENHOWER)、大西洋理事會資深研究員曼寧

(Robert MANNING)、「2049 計畫研究所」所長薛瑞福(Randy SCHRIVER)及執

行主任石明凱(Mark STOKES)、國務院前亞太助卿坎博(Kurt CAMPBELL)、華

府「人權行動中心」計畫主任 Harreld DINKINS、前聯邦眾議員關島大學校

長安德伍夫婦、第 42 屆臺美「當代中國」研討會美方代表團羅德明(Lowell 

DITTMER)、前副國務卿史坦柏格(James B. STEINBERG)、哈佛大學甘迺迪政

府學院教授奈伊(Joseph NYE)、民主黨州主席協會(ASDC)訪華團、大西洋理

事會訪華團、「2049 計畫研究所」訪問團、Thurgood Marshall College Fund 

(TMCF)訪問團、德州大學達拉斯分校企業專班(UT Dallas EMBA)訪華團、智

庫「國家亞洲研究局」訪華團、民主黨青年領袖訪華團、維吉尼亞大學傑佛

遜獎學金訪問團、共和黨國際事務協會(IRI)與民主黨國際事務協會(NDI)

聯合訪華團、戰略暨國際研究中心(CSIS)學者專家訪華團、新墨西哥州

Albuquerque 姊妹市基金會訪華團、「大西洋理事會(The Atlantic 

Council)」訪華團、學者專家訪華第 31 團、「戰略暨國際研究中心(CSIS)」

東亞安全學者專家訪華團、2013 年全美世界事務協會訪華團、共和黨政治

菁英訪華團、智庫新美國安全中心(CNAS)下一世代國安領袖訪華團、外交政

策全國委員會(NCAFP)訪華團、共和黨全國委員會 RNC 訪華第 1團及第 2團、

工會領袖訪華團、青年政治領袖訪華團、農業青年訪華團、青年學者訪華團

美南分團、青年學者專家訪華團華府地區、青年學者專家訪華團美東分團、

青年學者專家訪華團美西第 1 分團及第 2 分團、青年學者專家訪華團美中

團、羅省中華會館回國訪問團、全美臺灣同鄉聯誼會返國致敬團、南加州越

柬寮僑團首長回國訪問團、世界臺灣同鄉聯誼總會國慶參訪團、華裔美國人

組織「百人會」訪華團、北美洲臺灣人醫師協會訪華團、德州聖湯瑪士大學

國際研究中心訪華團。加拿大：國會議員訪華第 1團至第 4團、卑詩省議員

訪華團、安大略省省議會領袖訪華團、外交及國際貿易部北亞司大中華地區

政治事務處副處長博睿(Christopher BURTON)、政府樞密院辦公廳中國事務

分析員華智高(Victor RADUJKO)、安省牛津郡 Ingersoll 市市長泰德卡穆斯

基(Ted COMISKEY)偕該市經濟展處主任凱爾布朗(Kale BROWN)、溫哥華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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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長朱小蓀(Jim CHU)、渥太華市副市長 Steve DESROCHES、溫哥華市副市

長鄭文宇(Kerry JANG)、外貿部北亞局局長 Graham SHANTZ、安大略省萬錦

市 Markham 市長薛家平(Frank SCARPITTI)、卑詩省 Campbell River 市市議

員 Andrew ADAMS 夫婦、卑詩省司法廳廳長議會事務代理人省議員葉志明

(John YAP)、多倫多大學訪華團 Lynett H. ONG、多倫多大學「亞洲研究所」

(Asian Institute)所長黃一莊(Joseph WONG)、泰瑞法斯基金會國際事務主

任 Judith FOX、智庫學者訪華團李高磊(Brian LEE CROWLEY)、青年領袖訪

華團。 

拉丁美洲及加勒比海地區：102 年本地區訪賓總人數計 304 人，包括瓜

地馬拉：總統培瑞茲(Otto Pérez MOLINA)伉儷、前副總統艾斯巴達(Rafael 

ESPADA.)夫婦伉儷、農牧部長羅培斯(Elmer Alberto LÓPEZ)伉儷、總統府

國家公民服務局長凱西雅(Patricia GARCÍA)、前總統暨 Esquipulas 基金會

會長席瑞索(Vinicio CEREZO)、內政部次長華雷斯(Edi Byron JUÁREZ 

PRERA)、經濟部長戴拉多雷（Sergio de la TORRE GIMENO）、經濟部次長佛

蘿雷斯（María Luisa FLORES VILLAGRÁN）。薩爾瓦多：國會議長雷耶斯

(Sigfrido REYES)、內政部長賽拉揚迪亞(Gregorio Ernesto ZELAYANDÍA)

伉儷、外交部政務次長卡斯塔聶達 (Carlos Alfredo CASTANEDA) 伉儷、總

統府文化局局長格拉娜蒂諾(Ana Magdalena GRANADINO)、總統府策略秘書

處副執秘摩拉雷斯(José Antonio MORALES CARBONEL)。宏都拉斯：國會外

交委員會主席巴拉歐拿(Mario BARAHONA)、國會議員韋拉斯克(Denis 

VELASQUEZ)、國會議員維拉斯蓋（Carlos VELÁSQUEZ）、高等審計法院院長

梅熙亞(Miguel Ángel MEJÍA ESPINOZA)伉儷、哥德斯省商工會主席亞爾

(Fernando JAAR)伉儷、內政部移民及外僑總局長塞萬提斯（Venancio 

CERVANTES）。尼加拉瓜：外交部長桑多士(Samuel SANTOS)、外交部次長江

斯起(Valdrack JAENTSCHKE)伉儷、財政部長艾柯斯達(Iván Adolfo ACOSTA)

伉儷、交通暨基礎建設部長馬丁內斯(Pablo Fernando MARTÍNEZ ESPINOZA)

伉儷。多明尼加：最高法院院長荷爾曼 (Mariano GERMAN MEJÍA)伉儷、參

議院副議長黎莎朵(Cristina LIZARDO MÉZQUITA)、國防部長巴勒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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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frido Aramis PARED PÉREZ)、農業部長羅德里格斯(Luis Ram ó n 

RODRÍGUEZ) 伉儷、外銷推廣暨投資部長洛德利格茲（Jean Alain 

RODRÍGUEZ）、前外貿部長暨多京科技園區執行長馬丁尼斯（Eddy 

MARTÍNEZ）。巴拉圭：前總統佛朗哥(Franco GÓMEZ)伉儷、眾議院議長柏

佳都(Víctor BOGADO)、前外交部長費南德斯（José Félix FERNÁNDEZ 

ESTIGARRIBIA）伉儷、新聞傳播部長柯恩（Gustavo KOHN）、參議員費歐羅

鐸（Celso Orlando FIOROTTO SÁNCHEZ）、參議員羅培斯（Amancio LÓPEZ）、

眾議員畢雅爾芭(Maria Cristina VILLALBA)、眾議員韓姆斯(Walter 

HARMS)、最高法院第一副院長貝尼德斯(Luis María BENÍTEZ RIERA)伉

儷、最高法院大法官芭蕾洛(Gladys Ester BAREIRO DE MÓDICA)伉儷、

亞松森市長沙馬涅戈(Arnaldo SAMANIEGO)伉儷、市議員艾斯蓋比(Yamil 

SGAIB MANCÍA)、明嘉瓜蘇市 (Minga GUAZÚ)市長嘉巴耶洛(Digno 

CABALLERO RUIÍZ) 伉 儷 、 國 立 亞 松 森 大 學 校 長 龔 薩 雷 斯 (Pedro 

GONZÁLEZ)、國立亞松森大學醫學院長培里士（Aníbal PERIS MANCHINI）。

巴拿馬：工商部部長季哈諾(Ricardo QUIJANO)、農牧部長歐梭里優(Oscar 

OSORIO)伉儷、巴京大主教烏佑亞(José D. ULLOA)、最高法院范布瑞卡(Luis 

Ramón FÁBREGA)、大法官德雷旺(Hernán de LEÓN)、省長柯蕊亞(Mayín 

CORREA)、省長李歐斯(Pedro RÍOS)、移民局長卡里略（Javier CARRILLO)

伉儷、環境總署署長貝格納(Silvano VERGARA)伉儷、工商部國際經貿談判

次長薩拉莎 (Diana SALAZAR)伉儷、社會發展部次長帕娜西歐（Niurka Del 

C. PALACIO U.）、新聞報前董事長阿里亞斯(Juan Alberto ARIAS)伉儷、「天

主教全貌」週報社長索多（Eduardo SOTO）。聖克里斯多福及尼維斯：總理

道格拉斯(Denzil DOUGLAS)、外交暨法務部長尼斯比(Patrice NISBETT)、

檢察總長漢彌爾頓(Jason HAMILTON)、觀光、國際運輸、國際貿易、工商暨

消費者事務部長史卡力(Richard Oliver SKERRITT)伉儷、觀光暨國際運輸

部次長瑪丁(Patricia MARTIN)伉儷、國安事務次長布朗妮(Astona 

BROWNE)、內閣秘書長艾德密(Joseph L. EDMEADE)。聖露西亞：總理安東尼

(Kenny Davis ANTHONY)伉儷、外交、國貿及民航部長包提斯(Al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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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PTISTE)、商務部長希波莉(Emma HIPPOLYTE)、社會發展、地方政府暨社

區活化部長道森(Harold DALSAN)伉儷、卡斯翠市市長露意絲(Shirley LEWIS)

伉儷。聖文森：觀光、體育暨文化部長麥奇(Cecil MCKIE)、環境暨衛生部

長柏根(Clifton BURGIN)、社會部長史蒂文生(Frederick STEPHENSON) 、

觀光局長畢奇(Glen BEACHE)。貝里斯：總理夫人芭珞(Kim Simplis BARROW)

女士、公共服務及選舉暨邊境部部長吉伯遜 (Charles GIBSON)伉儷、工程

暨運輸部部長蒙岱羅(Rene MONTERO)伉儷、工程暨運輸部國務部長卡斯特羅 

(Edmond CASTRO)及該部次長簡拓 (Errol GENTLE)、貝里斯市市長柏戴佑

(Darrell BRADLEY)及副市長張文正(Eric CHANG)。海地：衛生部長吉庸

(Florence Duperval GUILLAUME)、海地商工會主席費艾梅(Alix Didier 

FILS-AIME)及前主席丹尼(Hervé DENIS)大使。中美洲議會：薩爾瓦多籍議

長布卡羅(José Leonel VÁSQUEZ BÚCARO)、多明尼加籍副議長卡西雅(Silvia 

GARCÍA POLANCO)、巴拿馬籍副議長卡斯提亞(Luis Alberto CASTILLA 

SINISTERRA)、尼加拉瓜籍副議長奧徳嘉(Guillermo Daniel ORTEGA 

REYES)、宏都拉斯籍副議長巴達雷斯(Armando BARDALES PAZ)、瓜地馬拉籍

副議長阿雷荷斯(Roberto ALEJOS VÁSQUEZ)。阿根廷：參議員莫蘭蒂(Norma 

Elena MORANDINI)、眾議員李艾曼(Cornelia Schmidt LIERMANN)、眾議員

修貝西亞 (Miguel Ángel GIUBERGIA)伉儷。巴西：聯邦參議院第一副議長

奈維斯（Jorge VIANA）、副議長辦公室副主任艾米理歐（Paulo Emílio DANTAS 

NAZARÉ）、聯邦特區消防總署副署長辦公室主任桑多士(Sérgio Ricardo 

SOUZA SANTOS)、外交部貿易推廣司司長胡格馬（Rubens Gama DIAS FILHO）、

工業、貿易暨發展部「國家加工出口區委員會」執行秘書豐丹奈爾(Gustavo 

Saboia FONTENELE E SILVA)、規劃分析總協調處專案協調人桑塔那

(Leonardo Rabelo de SANTANA)。烏拉圭：眾議員博西（Jorge Àlvaro POZZI 

CIARAN）、眾議員艾斯畢諾沙 (Gustavo ESPINOZA)伉儷。智利：眾議員阿瑞

斯(Patricio HALES)伉儷、眾議員哈爾帕(Carlos Abel Jarpa WEVAR)、眾

議員愛德瓦茲(José Manuel EDWARDS)伉儷、眾議員法力亞斯（Ramon 

FARIAS）、國會資訊處長費格羅亞（Hernan FIGUEROA）、前住宅規劃及福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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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長歐瑞格(Claudio ORREGO)。厄瓜多：前總統馬華（Jamil MAHUAD）、社

會團結行動黨(SUMA)黨主席羅達斯(Mauricio RODAS)及該黨副主席塞利

(Guillermo CELI)、國會議員桑契斯（Alexis Reinaldo SÁNCHEZ MIÑO）、

前工業部長席昂(Verónica SION)、惠夜基國際商業學院院長羅巴友

(Gabriel ROVAYO)。哥倫比亞：參議院憲政委員會議員卡藍(Juan Manuel 

GALÁN)、外委會副主席馬丁內斯(Juan Carlos MARTÍNEZ)伉儷、眾議院財政

委員會議員賽拉諾(Jaime Enrique Serrano PÉREZ)、眾議員狄亞士(Holger 

DÍAZ)、眾議員拉米雷斯(Didier RAMÍREZ)、眾議員塔維拉(Didier TAVERA)。

秘魯：內政部警政署調查局局長拉法耶(José Luis LAVALLE SANTA CRUZ)、

少將偕秘書室主任杜斯達（Wilder TUESTA）。墨西哥：聯邦參議員布吉斯

(Francisco BÚRQUEZ)、聯邦眾議員歐維多(J. Jesús OVIEDO HERRERA)、聯

邦眾議員羅德里格茲(Diego Sinhué RODRÍGUEZ VALLEJO)、投資貿易局局長

龔薩雷茲(Francisco GONZÁLEZ)、Sonora 州貿易促進委員會會長桑契斯

（Enrique Ruiz SÁNCHEZ）、Colima 州聯邦眾議員索莎（Martha Leticia SOSA 

GOVEA）。 

 

（五）出國訪問 

世界各國均視政要出國訪問為敦睦邦交之最佳途徑之一，在我國推展外交工

作上更屬最重要之一環。102 年計有：本部林部長永樂訪問帛琉、索羅門群

島。本部石政務次長定訪問索羅門群島及率團訪問馬紹爾群島共和國。蕭前

副總統萬長、考試院關院長中、司法院賴院長浩敏、立法院王院長金平、立

法院李委員鴻鈞、黃委員文玲、蔡委員正元、姚委員文智、管委員碧玲、李

委員昆澤、許委員忠信、林委員佳龍、陳委員歐珀、蘇委員清泉及孫委員大

千等立法委員，以及國立故宮博物院馮院長明珠、總統府趙資政守博、國家

安全會議邱諮詢委員坤玄、行政院李政務委員政則、臺北市郝市長龍斌、臺

南市賴市長清德、高雄市陳市長菊、客家委員會黃主任委員玉振、僑務委員

會吳委員長英毅及陳委員長士魁、內政部李部長鴻源、經建會管主任委員中

閔、亞協李會長嘉進、監察院趙委員榮耀、程委員仁宏等、考試院銓敘部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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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長哲琛、民主進步黨蘇主席貞昌率立法院柯委員建銘、蕭委員美琴、陳委

員明文、吳委員秉叡、蔡委員其昌、邱委員議瑩、李委員昆澤等訪問日本。

呂前副總統秀蓮訪問菲律賓參加「世界和平婦女聯盟」。僑務委員會呂副委

員長元榮、行政院黃政務委員光男訪問印尼。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張副署

長琪、法務部司法官學院林院長輝煌、財政部張部長盛和、交通部陳常務次

長建宇、交通部觀光局劉副局長喜臨率團、法務部國際暨兩岸法律司陳司長

文琪率團、行政院海岸巡防署情報處余處長淡香率團、高雄市劉副市長世芳

率團訪問越南。僑務委員會吳委員長英毅、行政院衛生署邱署長文達、衛生

福利部林政務次長奏延訪問泰國。考試院高委員永光訪問新加坡、馬來西

亞。監察院錢前院長復訪問新加坡。僑務委員會吳委員長英毅、教育部蔣部

長偉寧訪問馬來西亞。本部組團赴科威特、阿拉伯聯合大公國、阿曼及卡達

等國拓銷我太陽能光電產業。總統夫人周美青女士擔任雲門舞集及無垢舞蹈

劇場之榮譽團長應邀訪俄。臺北市政府郝市長龍斌赴俄羅斯聯邦喀山參觀第

27 屆「世界大學運動會」。行政院政務委員曾志朗率隊赴俄羅斯參加

Microsoft2013 潛能創意盃國際總決賽。教育部蔣部長偉寧率團赴俄羅斯參

加第 27 屆喀山「世界大學運動會」。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石主委世豪應蒙古

通訊傳播監督管理委員會邀請訪蒙。兒童神經科醫學會王理事長輝雄乙行出

席沙烏地阿拉伯利亞德「第 12 屆亞太地區兒童神經科醫學年會」。監察院趙

委員榮耀及林執行秘書明輝赴卡達參加國際會議。國立臺灣科學教育館資訊

室召集人鄭淑文編輯參加「2013 阿布達比國際科學博覽會」。考試院歐育誠

委員率團訪問土耳其。經濟部卓次長士昭率經濟部籌組之「102 年中東經貿

訪問團」赴訪阿拉伯聯合大公國及科威特。農委會陳主委保基赴以色列出席

「第 4 屆臺以農業合作會議」。臺肥李董事長復興訪沙烏地阿拉伯。中國醫

藥大學附設醫院蔡董事長長海赴阿拉伯聯合大公國考察。立法委員徐少萍、

陳碧涵、鄭淑芬等乙行 4人訪問阿拉伯聯合大公國。立法委員吳育仁夫婦訪

問杜拜。本部柯政務次長森耀率團訪問史瓦濟蘭並參加該國 45 週年雙慶活

動。勞委會潘主委世偉率團訪問布吉納法索。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及埔

里基督教醫院組團赴布吉納法索協助評估「龔保雷國家醫院經營管理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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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連連前前副副總總統統戰戰訪訪問問德德國國、、法法國國及及英英國國。。蕭前副總統萬長率中華民國工商

協進會高層次工商代表團訪問比利時、歐盟、德國及法國。總統府劉資政兆

玄赴捷克出席公元二千論壇。陳國策顧問錫蕃赴瑞典出席第 10 屆全球戰略

論壇。立法院洪副院長秀柱訪問奧地利、捷克及斯洛伐克。林委員佳龍訪問

奧地利、法國及比利時。司法院蘇副院長永欽訪問英國。考試院高委員明見

訪問挪威、丹麥及瑞典。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蔡主委璧煌訪問比利時

及奧地利。文化部龍部長應台訪問法國及英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石主任

委員世豪訪問西班牙。本部史次長亞平訪問西班牙、葡萄牙、斯洛伐克、丹

麥、波蘭、義大利及斯洛維尼亞。經濟部卓次長士昭訪問瑞典、拉脫維亞及

斯洛伐克。經濟部杜次長紫軍訪問捷克。銓敘部張部長哲琛訪問德國。教育

部蔣部長偉寧訪問俄羅斯、瑞典、丹麥及法國。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朱主

任委員敬一訪問德國、法國及比利時。公平交易委員會蔡委員蕙安赴波蘭出

席國際競爭網路年會。立法院邱委員志偉、陳委員唐山、許委員志傑訪問斯

洛維尼亞及克羅埃西亞。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蔡主任委員春鴻訪問比利時及

法國。行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戴副主任委員豪君訪問波蘭及斯洛伐克。

行行政政院院國科會賀陳副主任委員弘訪問拉脫維亞及波蘭。行行政政院院勞工委員會潘

主任委員世偉訪問德國及比利時。交通部葉部長匡時訪問法國及德國。。行行政政

院院人人事事行行政政總總處處顏顏副副人人事事長長秋秋來來訪訪問問捷捷克克。。立立法法院邱委員文彥、楊委員麗環、

葉委員宜津、林委員佳龍、許委員忠信赴波蘭華沙參與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

約第 19 屆締約方大會活動。立法院周副秘書長萬來訪問波波蘭蘭、匈匈牙牙利利及及斯斯洛洛

伐伐克克。。行政院薛政務委員琦訪問英國。。訪問或過境美、加：藝美之旅-第一

夫人周美青女士、蕭前副總統萬長、呂前副總統秀蓮。我政府出席美國第

57 屆總統就職典禮代表團-立法院王院長金平、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牟副

主任委員中原、行政院衛生署邱署長文達、本部林部長永樂、僑務委員會任

副委員長弘、行政院林政務委員政則、行政院張政務委員善政、經濟部卓次

長士昭、交通部民用航空局李副局長萬里、行政院勞委會職訓局賴副局長樹

立、國家文官學院蔡主任委員兼院長璧煌夫婦、中央研究院宋研究員燕輝、

法務部調查局王局長福林、行政院環保署張副署長子敬、法務部曾部長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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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臺美國會議員聯誼會訪美團林委員郁方、行政院環境保護署沈署長世

宏、固邦專案國家安全會議陸副秘書長小榮、行政院科技會辦公室黃副執行

長彥男、僑務委員會陳委員長士魁、客家委員會鍾副主任委員萬梅、教育部

黃政務次長碧端、行政院大陸委員會王主任委員郁琦。2013 農產品貿易赴

美友好訪問團-農委會陳副主任委員文德、經濟部能源局陳主任秘書玲慧、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潘主任委員世偉、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陳專門委員碧蓮、

新北市政府朱市長立倫、臺南市賴市長清德、高雄市議會蔡副議長昌達、桃

園縣八德市公所何市長正森、臺南市政府交通局張局長政源、花蓮縣花蓮市

公所張市長夫人美慧、新北市政府教育局洪副局長嘉文、臺北市政府教育局

何主任秘書雅娟、彰化市邱市長建富、臺東縣政府黃縣長健庭、新北市政府

教育局龔副局長雅雯、彰化縣政府卓縣長伯源、花蓮縣政府觀光暨公共事務

處蘇處長意舜、臺中市徐副市長中雄、中國國民黨蔣副主席孝嚴、國家安全

會議前副秘書長何思因、中華文化總會劉會長兆玄、國立羅東高級中學師

生、新北市高中生訪團、遠雄企業集團趙董事長藤雄、民主進步黨主席蘇貞

昌、財團法人藥品查驗中心高執行長純琇、全球思創智庫董事長詹滿容教授。 

102 年我各界訪問友好國家共計 1,030 批，9,201 人，訪問成員包括政

府官員、民意代表、學術界及其他各界人士等，對提升我對外關係，甚有助

益。102 年我國人士出國訪問，依地區分以訪問拉丁美洲及加勒比海地區為

最多，計 5,250 人，占總人數之 57.06%；其次為亞太地區，計 1,742 人，

占總人數之 18.93%。若依出國人士身分加以區分，以其他各界人士為最多，

計 5,804 人，其餘依序為政府官員 2,692 人，學術界人士 531 人，民意代表

174 人。各地區出國訪問批數及人數比例請參閱圖十七、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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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七 102年出國訪問各地區比例─按批次

圖十八 102年出國訪問各地區比例─按人次

亞太地區 203 批
19.71%

亞太地區 1,742 人
18.93%

北美地區 61 批
5.92%

拉丁美洲及
加勒比海地區 250 批

24.27%

歐洲地區 72 批
6.99%

非洲地區 21 批
2.04% 亞西地區 423 批

41.07%

歐洲地區 791 人
8.60%

非洲地區 49 人
0.53%

亞西地區 686 人
7.46%

北美地區 683 人
7.42%

拉丁美洲及
加勒比海地區 5,250 人

5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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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九 93 年 至 102 年 國 際 勳 章 贈 受 情 形

（六）國際間勳章贈受： 

贈勳係各國政府對促進友好關係具有重大貢獻者表達肯定與感謝之

方式之一，因此，我政府常對促進邦誼之成效卓著者贈予勳章，以為表

揚。而我政府首長及官員亦常因致力促進邦誼，獲他國政府贈勳表揚。 

自 93 年至 102年間，我贈勳他國政要共 187枚，其中以拉丁美洲及

加勒比海地區最多，計 84 枚，占總數 44.92%；另我國政府官員受贈勳

章共計 127 枚，贈勳來源亦以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最多，計 84 枚，

占總數 66.14%。102 年我贈勳地區以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 3枚最多；

受勳地區亦是以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 4枚最多。 

 

 

圖十九  93年 至 102 年 國 際 勳 章 贈 受 情 形

亞太地區
亞西地區

非洲地區
歐洲地區

北美地區
拉美及加勒比海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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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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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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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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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贈勳187枚

受勳127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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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102 年我國贈勳一覽表 

贈勳時間 受勳者國籍 
贈勳者 受勳者 

姓名 職銜 姓名 職銜 受勳別 

102.01.15 巴拉圭共和國 林永樂 外交部長 馬旭耀 
巴拉圭前任

駐華大使 
大綬景星勳章

102.05.21 巴拉圭共和國 馬英九 總統 佛朗哥 總統 采玉大勳章 

102.06.18 瓜地馬拉共和國 馬英九 總統 培瑞茲 總統 采玉大勳章 

102.07.04 美利堅合眾國 馬英九 總統 韓德森 

美國匹茲堡

大學醫學與

公衛教授 

大綬景星勳章

102.10.15 美利堅合眾國 馬英九 總統 坎博 前亞太助卿 
特種大綬景星

勳章 

102.10.29 布吉納法索 馬英九 總統 沙瓦多哥
布吉納法索

駐華大使 
大綬卿雲勳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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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102 年他國贈勳一覽表 

贈勳時間 贈勳者國籍 

贈勳者 受勳者 

姓名 職銜 姓名 職銜 受勳別 

102.05.21 巴拉圭共和國 佛朗哥 總統 馬英九 總統 
索拉諾羅培斯元帥

懋績勳章 

102.06.18 瓜地馬拉共和國 培瑞茲 總統 馬英九 總統 
大項鍊伊利薩里勳

章 

102.06.25 索羅門群島 卡布依 總督 甯紀坤 

中華民國前

駐索羅門群

島大使 

索羅門十字勳章 

102.06.25 索羅門群島 卡布依 總督 陳田植 
高雄醫學大

學董事長 
索羅門十字勳章 

102.08.22 布吉納法索 舍伯格 衛生部長 鄭維 
駐布吉納法

索副參事 
國家文官級勳章 

102.09.30 薩爾瓦多共和國 
Jaime  

Miranda 
外交部長 陳新東 

駐薩爾瓦多

共和國大使 

荷西·瑪蒂亞斯·德

爾卡鐸銀質大十字

勳章 

102.12.18 尼加拉瓜共和國 

Samuel  

Santos 

López 

外交部長 林永樂 外交部長 
荷西·馬可雷達大 

十字勳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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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部辦理國際間慶弔電文 

基於國際友誼及人道關懷，遇有他國國慶、元首就職或生辰、政要逝

世或患病、天災人禍所造成損害等情，本部均酌以總統、副總統、院長及

本部部次長名義拍發有關賀、唁及慰問電，以表達慶賀、哀悼、關切及慰

問之意。自 93 年至 102年本部辦理國際慶弔電文累計有 14,115 件，其中

以慶賀電最多。 

 

圖廿  93年至102年本部辦理國際間慶弔電文圖廿  93年至102年本部辦理國際間慶弔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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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外技術合作 

國際合作工作之開展反映我國積極拓展國際活動空間、提升國際形

象及爭取邦誼之努力，自當求其最大效益。我國國際合作發展之基本做

法，係以提供我國特有之「臺灣經驗」作為友好國家的借鏡。目前我國

派駐技術團及計畫經理執行援助發展計畫，除農、漁業及畜牧業之外，

亦提供工業、資通訊、交通、經貿發展及醫療服務等技術和經驗；並邀

請友好國家相關官員及技術人員來臺觀摩或接受專業之講習訓練，以及

設立高等獎學金計畫鼓勵發展中國家優秀具潛力之學生來臺求學。 

為使我國與友好國家之技術合作能兼顧駐在國之需要並為人民創造

財富，於執行上除持續加強對友好國家人員之教育訓練與能力建構，以

達技術移轉之目標外，亦藉由技術合作交流及農業推廣方式，於既有之

基礎下將傳統之農技合作，逐漸調整以朝向農產品加工及運銷等多元發

展，期待運用農產品加工等技術以提升農產品之附加價值，並協助友好

國家小農籌組農漁民組織、產銷班、建立銷售通路及其管銷機制，使農

業生產與市場相結合，以達為友好國家創造財富之目的。 

我國對推動國際合作事務向來不遺餘力，自民國48年派遣農業

技術人員至越南以來，前後曾與80餘個國家合作，派遣技術團共達

108個，派遣人員累計達12,997人次。 

迄102年12月底，共有29個駐外技術團執行各項項雙邊合作計畫，分

布於亞太、亞西、非洲、加勒比海、中美洲及南美洲地區之29國，實派

技術人員及計畫經理等計163人，執行包括農企業、畜牧、園藝、漁業、

技職教育、資通訊、工業、貿易投資及醫療等合作計畫，詳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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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我國駐外團隊、人員派駐地區國家數及人數分配表 

(中華民國 102 年底) 

地  區  國家數  

技   術   團   隊  工作人員數  

技術團 醫療團 
計畫經理制

之專案計畫
小計  編制  實派  

亞太  10 9 0 2 11 41 41 

亞西  2 2 0 0 2 9 7 

非洲  4 3 1 5 9 36 27 

加勒比海  5 6 0 9 15 36 31 

中美洲  6 6 0 8 14 49 48 

南美洲  2 2 0 1 3 9 9 

合  計  29 28 1 25 54 180 163 

  

 

我國技術團在友好國家除依據協定內容訂定工作計畫外，並應駐在國

政府之請求，辦理農企業、畜牧、園藝、漁業、技職教育、資通訊、

工業、貿易投資及醫療服務等項，項目繁多，期待於有限之人力及物

力條件下克盡所能，全力以赴。截至102年12月底各技術團及計畫成立之

年、月、人員數及工作計畫表列如後： 

 

附表四 截至 102 年 12 月底我國各技術團、計畫成立之年、月、人員數

及工作計畫表 

亞太地區  技術團、計畫  
成立  

年月 

人員

數 
工作計畫  

一 

1 駐印尼技術團  65.11 6 
農企業經營計畫 

OVOP 農企業計畫 

2 
臺印尼摩若台開

發案前置準備  
102.05 1 臺印尼摩若台開發案前置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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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3 駐斐濟技術團  67.09 3 熱帶蔬果栽培推廣計畫  

三 4 駐索羅門技術團 72.12 8 

農業綜合經營計畫  

園藝計畫  

養猪計畫  

四 5 駐帛琉技術團  74.05 3 園藝計畫  

五 6 
駐巴布亞紐幾內亞

技術團 
79.10 4 農業綜合發展計畫  

六 7 駐馬紹爾技術團 88.08 4 
園藝計畫  

畜牧計畫  

七 8 駐吐瓦魯技術團 92.12 3 
園藝作物發展計畫  

水產養殖計畫  

八 9 駐吉里巴斯技術團 93.02 5 

園藝計畫  

水產養殖計畫  

畜牧計畫  

九 10 駐諾魯技術團  95.03 3 
園藝計畫  

畜牧計畫  

十 11 

協助泰國皇家計畫

基金會執行園藝發

展計畫 

100.01 1 
協助泰國皇家計畫基金會執行

園藝發展計畫  

 

亞西地區  技術團、計畫  
成立  

年月 

人員

數 
工作計畫  

十一  12 
駐沙烏地阿拉伯技

術團 
69.08 4 

農漁業技術合作計畫 

交通技術合作計畫  

十二  13 駐巴林技術團  76.06 3 

農園藝作物發展與糧食安全計

畫 

都市景觀設計及綠美化合作計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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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地區  技術團、計畫  
成立  

年月 

人員

數 
工作計畫  

十三  

14 
駐史瓦濟蘭技術

團 
58.09 8 

甘藷產銷計畫  

國王乳牛場經營輔導計畫 

15 
史瓦濟蘭職業訓

練計畫  
100.11 4 史瓦濟蘭職業訓練計畫  

16 

派駐史瓦濟蘭王

國中餐廚師服務

計畫  

96.05 1 
派駐史瓦濟蘭王國中餐廚師服

務計畫 

17 

史瓦濟蘭馬鈴薯

健康種薯繁殖計

畫 

102.09 2 
史瓦濟蘭馬鈴薯健康種薯繁殖

計畫  

十四  

18 
駐布吉納法索醫

療團  
83.06 4 臺布醫療合作計畫  

19 

技術援助布吉納

法索農業部管理

巴格雷農田水利

及水稻生產計畫 

100.01 2 

技術援助布吉納法索農業部管

理巴格雷農田水利及水稻生產

計畫  

十五  

20 駐甘比亞技術團 84.11 1 

蔬菜生產班輔導計畫  

吳郭魚養殖技術移轉計畫  

(呂育銘技師於 102 年 12 月協

助撤團任務 ) 

21 
甘比亞陸稻鞏固

計畫  
102.04 1 

甘比亞陸稻鞏固計畫 

鄒樹康計畫經理 (兼任團長 )於

102 年 12 月進行撤團任務  

十六  22 
駐聖多美普林西

比技術團  
88.01 4 

糧食安全發展計畫  

養猪發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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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勒比海  

地區  
技術團、計畫  

成立  

年月 

人員

數 
工作計畫  

十七  

23 駐多明尼加技術團 52.11 2 
果苗生產暨農民組織合作計畫 

水產養殖計畫。 

24 
駐多明尼加工業服

務團 
89.03 1 金屬加工產業發展計畫  

十八  

25 

駐海地技術團  

（含海地多爾貝

克地區稻米生產

及行銷計畫）  

85.01 5 

阿迪波尼水稻產業發展計畫  

海地多爾貝克地區稻米生產及

行銷計畫  

26 
海地災後重建計

畫小組 
99.05 2 海地地震災後重建計畫  

27 

海地 Les Cayes 河

谷雜糧作物發展計

畫 

102.03 2 
海地 Les Cayes 河谷雜糧作物發

展計畫 

十九  

28 
駐聖克里斯多福及

尼維斯技術團 
72.10 3 

農園藝作物發展計畫 

農產加工發展計畫  

29 

聖克里斯多福及

尼維斯新觀光示

範農場合作計畫 

100.01 3 
聖克里斯多福及尼維斯新觀光

示範農場合作計畫  

30 
駐聖克里斯多福及

尼維斯資通訊計畫
102.01 1 

駐聖克里斯多福及尼維斯資通訊

計畫 

31 

駐聖克里斯多福及

尼維斯再生能源政

策諮商專家派遣計

畫 

102.10 1 
駐聖克里斯多福及尼維斯再生能

源政策諮商專家派遣計畫 

廿 

32 駐聖文森技術團 80.03 3 農園藝作物推廣計畫 

33 
聖文森資通訊技

術合作計畫 
99.11 1 聖文森資通訊技術合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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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勒比海  

地區  
技術團、計畫  

成立  

年月 

人員

數 
工作計畫  

十七  

23 駐多明尼加技術團 52.11 2 
果苗生產暨農民組織合作計畫 

水產養殖計畫。 

24 
駐多明尼加工業服

務團 
89.03 1 金屬加工產業發展計畫  

十八  

25 

駐海地技術團  

（含海地多爾貝

克地區稻米生產

及行銷計畫）  

85.01 5 

阿迪波尼水稻產業發展計畫  

海地多爾貝克地區稻米生產及

行銷計畫  

26 
海地災後重建計

畫小組 
99.05 2 海地地震災後重建計畫  

27 

海地 Les Cayes 河

谷雜糧作物發展計

畫 

102.03 2 
海地 Les Cayes 河谷雜糧作物發

展計畫 

十九  

28 
駐聖克里斯多福及

尼維斯技術團 
72.10 3 

農園藝作物發展計畫 

農產加工發展計畫  

29 

聖克里斯多福及

尼維斯新觀光示

範農場合作計畫 

100.01 3 
聖克里斯多福及尼維斯新觀光

示範農場合作計畫  

30 
駐聖克里斯多福及

尼維斯資通訊計畫
102.01 1 

駐聖克里斯多福及尼維斯資通訊

計畫 

31 

駐聖克里斯多福及

尼維斯再生能源政

策諮商專家派遣計

畫 

102.10 1 
駐聖克里斯多福及尼維斯再生能

源政策諮商專家派遣計畫 

廿 

32 駐聖文森技術團 80.03 3 農園藝作物推廣計畫 

33 
聖文森資通訊技

術合作計畫 
99.11 1 聖文森資通訊技術合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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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駐聖露西亞技術

團 
96.07 4 

果蔬示範與推廣計畫 

淡水魚蝦綜合發展計畫  

植物組織培養計畫  

廿一  

35 
聖露西亞香蕉葉

斑病防治計畫  
102.08 1 聖露西亞香蕉葉斑病防治計畫 

36 
聖露西亞資通訊

合作計畫  
96.06 1 聖露西亞資通訊合作計畫 

37 
駐聖露西亞國合

會志工計畫 
101.09 1 國合會志工計畫 

 

中美洲 

地區  
技術團、計畫  

成立  

年月 

人員

數 
工作計畫  

廿二  

38 
駐宏都拉斯技術

團 
61.02 4 

作物生產計畫  

水產養殖計畫  

行銷計畫  

39 
宏都拉斯一鄉一特

產（OTOP）計畫  
100.12 1 宏都拉斯一鄉一特產計畫 

廿三  40 
駐薩爾瓦多技術

團 
61.08 7 

園藝計畫  

水產計畫  

行銷計畫  

廿四  

44 
駐瓜地馬拉技術

團 
62.02 1 

水產養殖發展計畫  

園藝作物產銷計畫  

42 
瓜地馬拉北碇木

瓜銷美計畫 
100.01 4 北碇木瓜銷美計畫  

43 
駐中美洲投資貿易

服務團  
88.12 3 中小企業輔導計畫  

廿五  44 駐貝里斯技術團 80.01 4 

園藝作物推廣計晝  

稻種生產計畫  

食品加工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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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貝里斯水產養殖計

畫 
100.04 1 

貝里斯水產養殖計畫 

46 
貝里斯資通訊計畫

102.09 1 
貝里斯資通訊計畫  

廿六  

 

47 駐尼加拉瓜技術團 80.07 11 

稻作生產改進計畫  

園藝作物計畫  

養猪計畫  

48 
尼加拉瓜國合會志

工計畫  
102.12 1 國合會志工計畫 

廿七  49 
巴拿馬國合會志工

計畫  
101.11 2 

國合會志工計畫 

（新舊協調人於 12 月交接）  

區域型

計畫  
50 

加強中美洲農牧

保健組織(OIRSA)

轄區柑橘黃龍病

(HLB)防治及落實

病蟲害綜合管理

(IPM)計畫  

101.12 7 

加 強 中 美 洲 農 牧 保 健 組 織

(OIRSA)轄區柑橘黃龍病(HLB)

防治及落實病蟲害綜合管理

(IPM)計畫  

薩爾瓦多 *3 人；宏都拉斯 *2

人；貝里斯*2 人  

區域型

計畫  
51 

中美洲及加勒比海

地區竹產業發展計

畫 

102.01 1 

中美洲及加勒比海地區竹產業

發展計畫  

瓜地馬拉*1 人 
 

南美洲 

地區  
技術團、計畫  

成立  

年月 

人員

數 
工作計畫  

廿八  

52 駐巴拉圭技術團 61.04 4 
養魚計畫  

花卉產銷計畫  

53 
巴拉圭飼料生產

計畫  
102.04 1 巴拉圭飼料生產計畫 

廿九  54 駐厄瓜多技術團 67.09 4 
農業產銷合作計畫  

竹工藝計畫 

 

駐外技術團及各項專案計畫於 102 年期間，工作較具代表性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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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執行成效摘述如下： 

1.中美洲地理資訊系統應用能力提升計畫  

    為協助我中美洲友邦尼加拉瓜與宏都拉斯有效監控自然保護區之環

境變化情形，並即時掌握緊急災害影響範圍，本計畫運用我國福衛二號

衛星影像結合地理資訊系統，協助尼國及宏國進行重要環境生態區域監

測工作。本計畫主要重點工作項目為常態環境變遷監測、緊急性環境變

遷監測、人員教育訓練以及機構強化等項。 

102年度計畫執行成效如下： 

(1)常態環境變遷監測：完成尼加拉瓜、宏都拉斯監測面積共計20,779

平方公里。 

(2)緊急性環境變遷監測：完成尼加拉瓜Masaya火山噴發事件緊急監測、

宏都拉斯森林保護署總辦公室火災事件緊急監測。 

(3)人員教育訓練：完成尼加拉瓜與宏都拉斯GIS技術應用訓練課程，完

訓人數合計85人。 

(4)機構強化：協助尼國建構專線寬頻網路以傳輸各項GIS數據資料、補

助尼國現地調查人員執行實地勘察任務、重新規劃資訊服務平台以整

合災害通報系統、 協助合作單位建構工作報告、執行兩國期末考察行

程並檢視計畫成效。 

(5)其他成效：完成尼國「兩洋大運河環境影響評估計畫書」、「尼加拉瓜

湖水質監測計畫書」、「國家地理影像資料庫建置計畫書」，宏國土地利

用圖製作、都市發展監測。另與中美洲經濟整合銀行CABEI共同舉辦「中

美洲地理資訊系統應用發展國際研討會」，與會國家包含尼加拉瓜、宏

都拉斯、薩爾瓦多、瓜地馬拉、巴拿馬、貝里斯、多明尼加，另參與

之國際組織代表包含CABEI、德國國際發展局GIZ、泛美基金會PADF。

共計參加人數約計百人。 

2.駐史瓦濟蘭甘藷產銷計畫 

    為提升史瓦濟蘭糧食安全，本計畫協助史國農民成立甘藷產銷班，

推廣甘藷栽培技術，於史國各省區建立甘藷苗圃田，並辦理觀摩會，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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練甘藷推廣農戶，另與史國農業部行銷部門合作建立甘藷行銷通路，未

來將完成產銷體系技術移轉，讓甘藷產銷計畫可永續經營。 

本計畫於 102 年度完成工作項目如下： 

(1) 甘藷推廣：建立 20 公頃甘藷種苗圃、品種純化及完成推廣 57 公頃，

舉辦地區性觀摩會 3 場次，並完成農部推廣官員能力建構 35 人。 

(2)甘藷行銷通路：提供生鮮甘藷予 2 個超級市場體系、2 個傳統市場、

1 個甘藷加工合作社、1 個蔬菜處理公司與 1 戶養猪戶。另研發甘藷

泥、甘藷球、甘藷杯子蛋糕、甘藷硬麵包(Scone)與甘藷小圓麵包(Bun) 

等 5 種甘藷加工產品，並完成 22 次品嚐與宣傳活動及 6 次(65 人次)

教育訓練課程。 

(3)團部農機中心: 開設農業機械化耕種短期研習課程，完成 200 人次之

農業機械化耕種訓練，培訓種子教師與教學助理各 2 名，完成 200 台

次之農機維修，完成代耕 54.58 公頃。 

3.甘比亞孕產婦保健功能提升計畫 

本計畫係為協助甘國改善孕產婦保健相關工作，並以 4 大主軸分別

為培訓種子教師、擴展在職訓練辦理助產士在職訓練、結合獎學金計畫

人才以及提升軟硬體功能與轉診制度，以降低孕產婦與新生兒死亡率；

並依循在地化原則，派駐 1 名計畫協調人在甘國與該國際化團隊共同執

行計畫。本計畫原訂為期三年(101 年至 104 年)，102 年度該計畫依既定

目標完成 16 名種子師資訓練、完成護士/助產士(midwife)訓練(計 40 名

學員參訓)、完成兩梯次新任傳統助產士訓練(TBA) (計 47 名學員參訓)、

完成在職 TBA 訓練講習 3 次(計 60 名學員參訓)、完成能力提升課程 3 次

(計 68 名學員參訓)，此外，本計畫已協助提供 12 所衛生機構 1133 位孕

產婦(959 孕婦、174 產婦)產檢服務。然因甘國政府於 102 年 11 月 14 日

宣佈與我政府斷交，本計畫遂於同月停止雙邊合作關係，並由甘方自行

決議後續執行方式。 

（二）海外服務及教育訓練 

為協助友好國家經濟發展及鼓勵我國有志青年參與國際事務，前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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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部海外經濟合作發展基金會於83年設置「海外經貿志願工作團」，85

年7月1日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金會（國合會）成立後，變更為「海

外服務工作團」，並於85年10月正式派遣5名志工赴史瓦濟蘭進行為期兩

年之中小企業發展、電腦教學與農村生活改善等服務，為我國積極回饋

國際社會之行動展開新的里程碑，亦為嚮往國際志願工作或有志前往海

外服務接受歷鍊之國民提供參與管道。 

截至102年12月底止，國合會累計派遣超過590名長、短期志工前往

36個友邦及友好國家從事海外服務工作，服務項目涵蓋教學、資訊、中

小企業、醫療、農業、及其他特殊項目等。102年共計派遣30名長、短期

志工分赴巴拿馬、薩爾瓦多、尼加拉瓜、聖露西亞、聖克里斯多福及尼

維斯、泰國、馬紹爾、吐瓦魯、吉里巴斯、帛琉、南蘇丹等11國協助開

發援助或人道援助專案。 

國際衛生醫療援助方面，102年國合會派遣4名常駐醫療團團員於布

吉納法索服務，執行內容包含：提供臨床診療服務、巡迴駐診、衛教推

廣、助產士訓練班、醫務管理訓練班與醫工全國地區醫院巡迴保修等服

務。 

以醫療服務人次為例，該醫療團每年至少提供1萬4,000名當地患者

臨床診療服務，以102年服務成果來看，該醫療團提供臨床診療服務超過

1萬7,000人次，深受當地政府與民眾歡迎。除常駐醫療服務外，自95年

起，國合會派遣臨床醫療小組赴太平洋友邦提供2到3周的密集式醫療服

務與教育訓練，截至102年底止，共有36家醫療院所派遣近千名我國醫事

人員赴太平洋各島國執行本計畫，提供友邦國家醫事人員臨床教育訓練

與衛教推廣等，歷年來共計約15萬友邦民眾受惠於本計畫。 

另為延續並擴大國合會臨床醫療小組於服務派遣期間的訓練效益，

國合會「友好國家醫事人員訓練計畫」遴選友邦具發展潛力之各類醫事

人員來臺，藉由學員與代訓醫院人員於臨床實務及日常工作的交流互

動，學習我國醫療照護系統的實際運作方式，並精進自身的專業能力；

學員亦可於結訓返國後，持續發揮教學種籽的力量，將所習得的專業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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療知識、技術及經驗，進一步傳授給當地醫護人員，有效提升當地醫療

服務。 

自民國94年起至102年底止，國合會「友好國家醫事人員訓練計畫」

已成功代訓263名友邦學員，102年共有來自7國、32名醫療專業人員赴中

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念醫院、義大醫院、彰

化基督教醫院、新光吳火獅紀念醫院、馬偕紀念醫院及輔英科技大學等7

家代訓機構，接受為期2至3個月的臨床專業訓練。 

為促進技術交流與移轉，102年度國合會辦理友邦政府官員及技術人

員專業研習班19班次，計有55國383名友邦及與友好開發展中國家學員受

惠。其中，18項研習班在國內辦理，研習主題包括：「組織培養與健康

種苗繁殖技術」、「一鄉鎮一特產計畫推廣」、「計畫循環及計畫管理」、

「生物多樣性及植物資源保存」、「太陽光電發展政策與實務」、「觀

光產業政策與實務」、「婦女微型創業及貸款」、「農產運銷」「經建

政策研擬」、「公共衛生政策」等全球性班別；另針對拉美區域友邦需

求，開設西語專班，如「農產運銷」、「組織培養與健康種苗繁殖技術」、

「柑橘黃龍病防治技術」、「吳郭魚養殖」、「觀光產業政策與實務」、

「計畫循環及計畫管理」、「一鄉鎮一特產計畫推廣」，及配合沙烏地

阿拉伯培訓水產養殖人才之需求，開設「水產養殖技術」專班。另外，

配合我國雙邊合作計畫需求，102年國合會亦於友邦布吉納法索辦理「微

型創業與貸款研習班（法語專班）」。各國學員返國後，皆能發揮其在

臺灣所學知識及技術，訓練與講習至具成效，對我技術合作業務推展甚

有助益。 

另外，國合會於民國87年創設國際高等人力培訓外籍生獎學金計

畫，與國內大專院校合作設立全英語教學的大學、碩博士學程，提供全

額獎學金及多元專業課程，鼓勵發展中國家優秀具潛力的學生來臺求

學，這項計畫開啟國內大專院校全英語授課學程先河。至102年底已與20

所合作大學，共同開設30項大學部及碩、博士全英語學程，包括熱帶農

業、水產科學、貿易企管、資訊科技、人力發展、醫衛護理、機械、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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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電機電力、工業管理、新聞傳播及文創產業等發展中國家社會與經

濟發展需要之專業領域。至102年底共有1,157位受獎生來臺就讀，其中

尚有35國437名學生在台進修(含102年9月入學的204名新生)；多位受獎

生畢業返國後獲拔擢擔任政府要職，如索羅門群島農業部長Mr. Selwyn 

Riumana。 

外交替代役役男服勤期間係依據內政部替代役實施條例之規定，並

以「全民外交、志工臺灣」之精神，配合推動國際合作、敦睦邦誼之外

交政策。役男以助理身分在我國駐外技術團、醫療團與專案計畫服勤。

除協助處理一般行政工作外，並依照個人所具備專長，分別協助技術團

及專案計畫之農漁業推廣改良、經貿發展及醫療工作等。102年度已派遣

農園藝專長26名、水產養殖專長3名、畜牧專長5名、水利工程專長2名、

醫學公衛專長13名、企管經濟及資訊專長19名、植物保護及昆蟲專長3

名、語言專長6名、觀光專長1名、農機4名,營養1名,護理1名,工業設計1

名，分別於16個技術(醫療)團及14個專案計畫下服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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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際災難人道救濟 

國際合作的基本精神就是尊重人權和人道關懷。我國為回饋國際

社會、善盡國際義務、分擔國際責任，對遭受天災、戰亂的地區和人

民，政府和民間組織都會相互結合力量，慷慨解囊、表達愛心、伸出

援手，酌情給予適度之救助，以發揚「人饑已饑，人溺已溺」之精神；

近年來本部更積極與國內救難隊及慈善醫療團體合作，藉由國際災難

救濟之人道善舉，提升我國國際聲望與形象。102 年本部辦理人道救濟

以拉丁美洲及加勒比海地區支出最多，主要有：呼應教宗協助世界各

地受天災襲擊國家之呼籲，透過教廷一心委員會，援助墨西哥風災災

民。資助秘魯南部 Arequipa 省強震救災。賡續協助瓜地馬拉進行震災

後重建計畫及協助瓜第一夫人辦公室 2013 年 90 場次全國偏鄉地區義

診。援助我友邦聖文森及聖露西亞遭風災並提供緊急人道援助。另海

地因 2010 年大地震、2012 年 Issac 及 Sandy 颶風及水患，造成嚴重農

損，糧食嚴重短缺，人民營養不足問題嚴重，我政府爰配合國際援助

及海國政府糧食安全政策，由我駐海地大使館與全美最大民間人道援

助機構-糧食濟貧組織(FFP)簽署「食米捐贈協議書」，由我援贈海地食

米 2,200 公噸，FFP 負擔運費及海地境內提關配送作業，主要配送對象

為海地全國各地之慈善機構、公益組織、教會及學校。補助北美洲臺

灣人醫師協會(NATMA)赴多明尼加義診、補助臺灣路竹會赴海地進行醫

療義診服務、補助彰化基督教醫院醫療團赴聖文森及聖露西亞進行義

診。協請高雄長庚醫學院成功為瓜國病童 Santiago 進行肝臟移植手

術。協助旅美華人非政府組織好心人基金會捐贈尼加拉瓜輪椅 136 張、

捐贈薩爾瓦多一只物資貨櫃。協助幫幫忙基金會運送人道救援物資貨

櫃至薩爾瓦多賑濟災民。協助立法院「中華民國-中南美洲各國國會議

員友好協會」會長潘維剛募集嬰兒用品乙批捐贈薩爾瓦多。協助華碩

文教基金會捐贈拉美地區薩爾瓦多、瓜地馬拉、尼加拉瓜、多明尼加、

巴拉圭、厄瓜多、墨西哥、秘魯及貝里斯等各國政府、民間或學校約

600 台桌上型及 800 台平板電腦，協助該等國家貧窮地區設立電腦數位

學習教室，以縮短拉美青年學子數位學習落差，提升電腦教育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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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廿 一  國際 災難 人道 救濟 支用 金額 比例 圖

中華 民國 102年

其次為亞太地區主要有：102 年 10 月捐贈菲律賓政府協助賑濟薄荷島

地震災民。102 年 11 月捐贈菲律賓政府協助賑濟「海燕」風災災民，

並載運救援物資赴菲律賓賑災。102 年 11 月捐贈協助帛琉「海燕」風

災災後重建，並捐贈帛琉組合屋及賑災物資。非洲地區為人道援助賴

索托、南非、辛巴威、南蘇丹。亞西地區為捐贈約旦政府組合屋供約

旦境內敘利亞難民營使用及伊朗地震賑災款。歐洲地區主要有：透過

教廷「一心委員會」濟助印尼、阿根廷水患及墨西哥颶風災民；另捐

助「耶穌會難民服務社」、「人類發展基金會」、「善良的撒瑪麗亞人基

金會」、「Virginio e Maria 基金會」、「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基金會」及

「國際明愛會」等天主教慈善團體。透過非政府組織 Mundubat，推動

「改善撒哈維學童營養情況」計畫。捐贈捷克「People in Need 基金

會」，協助捷克洪災災民重建，另捐助「菲律賓海燕風災受災海員專

戶」。北美地區： 102 年 5 月，美國奧克拉荷馬州遭強烈龍捲風侵襲，

我政府曾捐助奧克拉荷馬州政府 2 萬美元慰問金，以表達我國政府及

人民關切之意，美方與相關各州政府與州議會對我政府慷慨義舉表達

謝意。102 年 6 月加拿大亞伯達省遭受嚴重水患我亦捐贈慰問金 5 萬美

元，以示人道關懷之意，獲加方各級政府及民間之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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領事事務為本部領事事務局主要業務，工作項目包括辦理國人護

照、外國護照簽證、文件證明、對出國及旅外國人提供照顧與協助等

事務。為擴大領事服務層面，本部於 78 年開始陸續設立桃園國際機

場、南部、中部、東部及雲嘉南辦事處，使全國各地區民眾都能獲得

更方便的服務。 

（一）護照業務 

為提升服務品質，本部自 97 年 12 月 29 日起依國際民航組織規

範正式發行晶片護照，成為世界上第 60 個使用晶片護照之國家。晶

片護照內植非接觸式晶片，儲存持照人臉部影像，並新增多項安全防

偽設計，大幅提升我國護照安全，有效維護我國護照公信力並縮短國

人海內外通關時間，同時有助我爭取主要國家給予我國人免簽證待

遇。旅外僑民可直接向駐外館處申請晶片護照，領事事務局在接獲申

請案件後即代繕製發護照，並寄回駐外館處轉發。倘旅外僑民急於返

臺而不及等候晶片護照製發，亦可向我駐外館處申辦入國證明書或 1

年效期無植入晶片機器可判讀護照。 

為提升我國護照公信力，並爭取更多國家給予國人免簽證待遇，

本部自 100 年 7 月 1日起全面實施「首次申請護照親辦」措施，在國

內首次申請護照的民眾，本人須親自向本部領事事務局或本部各辦事

處申請；如本人不便前來本部，亦可先至戶政事務所辦理人別確認

後，再委任代理人(如旅行社、親屬或同事)向本部送件。102 年民眾

至全國 332 個戶政事務所辦理人別確認數量達 347,666 件，而親赴本

部領事事務局或本部各辦事處申辦護照者則有 528,053 件，合計親辦

案件為 875,719 件，佔是年總申請件數 1,805,519 件之 48.50%。 

102 年國內及駐外館處共核發護照 1,853,020 冊，其中國內核發

普通護照 1,790,430 冊，外交、公務、Ｇ類護照 1,427 冊，駐外館處

核發普通護照 61,163 冊。102 年國內及駐外館處辦理護照加簽共計

13,050 件，其中國內簽發 6,300 件，國外簽發 6,750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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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簽證業務 

      102 年核發簽證量國內計 19,993 件，駐外館處計 457,781 件，

共計 477,774 件。 

在積極推動各國提升我國國民簽證待遇方面，102 年期間，貝里

斯予我國人免簽證待遇於 1月 8日正式實施；蒙古自 3月 1日起取消

我國人赴該國另紙簽證措施，直接核發簽證於我國人護照上；英屬開

曼群島自 3月 4日起給予我國人免簽證待遇；馬其頓予我國人免簽證

待遇續延至 107 年 3 月 31 日；土耳其自 5月 15 日起給予我國國民電

子簽證（E-visa）待遇；英國海外領地蒙哲臘（Montserrat）自 10

月 7 日起給予我國人非工作性質的免簽證待遇；科索沃共和國於 11

月 29 日修正簽證措施，將我國列為免簽證國家，至多可於 6 個月期

限內停留 90 天，惟入境前須事先向其駐外使領館通報。 

另為簡化外國旅客前來我國簽證作業，102 年期間，自 1月 1日起

我增列汶萊為適用落地簽證入境停留 14 天之國家；為回應貝里斯 1

月 8日對我實施免簽證待遇，基於互惠原則，自同日起對貝國人士申

請停留簽證免收簽證規費；為回應土耳其 5月 15 日起給予我國國民

電子簽證（E-visa）待遇，我國亦自同日起給予土耳其國民落地簽證

待遇；自 6月 4日起實施對我拉丁美洲友邦國新簽證措施如下：1.

對已予我免簽證之拉丁美洲 11 友邦國民均免收停留簽證規費。2.授

權相關駐外館處得依個案對拉丁美洲友邦國家人士申請我國簽證時

核發效期最長 3年之多次入境停留簽證；我國同意放寬美國國民以免

簽證方式入境我國者其護照效期須至少 6個月之規定，自 7月 1日

起，美國國民入境我國時護照效期取消至少 6個月之限制，僅須符合

入境停留期間即可。同日起我國相應取消美國國民之落地簽證待遇；

為回應馬其頓延長予我免簽證待遇之善意，同意自 102 年 11 月 1 日

起給予馬國國民來華落地簽證至馬國予我免簽證待遇截止日107年 3

月 31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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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件證明業務 

本部辦理之文件證明業務，包括複驗國內法院公證處及民間公證

人、駐外領務人員及外國駐臺使領館或其授權代表機構之簽章，以及

出具我國護照正影本相符證明及部分向駐外館處申辦驗證之外國文

書正影本相符證明。目前獲授權可辦理文件證明業務之無邦交國駐臺

機構，計有美國、加拿大、日本、菲律賓、新加坡、澳大利亞、法國、

德國、荷蘭、芬蘭、墨西哥及巴西等 39 國。 

由於國人出國洽辦商務、留學、移民及異國通婚情形普遍，故文

件跨國使用情形頻繁。102 年國內辦理文件驗證 116,941 件，駐外館

處辦理文件驗證 326,350 件，合計 443,291 件。 

    為持續推動文件證明業務電腦化，簡便文件證明流程，102 年 6

月開放國內地方法院憑「政府機關單位憑證」在電腦線上調閱並比對

經駐外館處驗證之委任書或授權書之影像檔，民眾毋須再至本部辦理

複驗，達簡政便民之效，並擴大協助行政機關範圍。     

（四）綜合服務業務 

1.急難救助服務 

設置外交部緊急聯絡中心，提供國內免付費「旅外國人緊急服務

專線」0800-085-095（自海外撥打須付費）及「旅外國人急難救助全

球免付費專線」800-0885-0885（僅能自國外撥打，因電信技術問題，

目前僅適用於 22 個國家或地區），102 年共接聽民眾來電 55,765 通，

協助處理旅外國人急難案件。 

為使國人在海外遭遇急難時，駐外館處能迅速提供必要協助，本

部訂有「旅外國人急難救助實施要點」，駐外館處一旦獲悉轄區內旅

外國人發生急難意外事件，均設法儘速派員前往探視、慰問或交涉，

並提供必要之協助。102 年駐外館處處理旅外國人急難救助案件共

5,745 件。 

2.出國旅遊資訊服務 

本部為利出國國人掌握目的地之警訊，於本部領事事務局全球資

訊網之「出國旅遊資訊」項下，設置「國外旅遊警示分級表」及「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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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暨各地區旅遊資訊」網頁，提供國人出國旅遊安全之重要參考指標

及相關旅遊資訊，102 年計發布旅遊警訊最新消息 114 則及更新各國

旅遊警示分級表及旅遊資訊 610 次。另為保障短期出國之國人旅行安

全，在該資訊網開設「旅外國人動態登錄網頁」，採用網路線上登記

方式，舉凡國人出國，都可以到該網站登錄個人資料及旅外停留資

料，並自 98 年 1 月 1 日起旅行業者可將出團人員登錄於「旅行團動

態登錄」網頁，當發生天災、動亂、急難事件或有協尋請求時，能立

即聯繫國人或旅行業者，提供協助，或儘速通知在臺家屬。102 年計

有 25,896 人次及 581 團次在該網頁登錄個人及旅外停留資料。 

3.手機簡訊服務 

本部自 100 年 3 月起與國內電信業者合作，國人凡持具國際漫遊

之手機赴國外旅遊(大陸地區及港澳除外)，首次開機即能收到本部緊

急聯絡中心電話號碼之免費簡訊，以進一步強化旅遊安全宣導，提升

為民服務品質，簡訊內容為：「外交部祝您旅途愉快!外交部緊急聯絡

中心旅外國人急難服務專線電話，請撥(當地國際電話冠

碼)+886800085095(需付費)」，102 年已發送 3,588,210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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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國際情勢特殊，在外交作為上必須透過各種管道與方式，增進與

邦交國全面關係並加強與非邦交國間實質往來。因此，我國樂見邦交國在

臺設置大使館，非邦交國在臺設置代表處或辦事處，基於平等互惠之原則

共同推展雙邊交流與合作。 

截至 102 年底，外國在我國所設機構共有 76 個，並依其業務特性辦

理商務、文化、簽證、乃至雙邊全面事務。其中駐臺大使館共有 20 館，

包括來自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 10 國、亞太地區 6國、非洲地區 3國、

歐洲地區 1國；駐臺代表處及辦事處共有 56 處，包括來自歐洲地區 21 處、

亞太地區 17 處、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 7 處、亞西地區 6 處、北美地

區 3處、非洲地區 2處。 

 

 

圖廿二  中華民國102年底外國駐臺機構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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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眾外交 

本部為積極闡揚我國外交政策與立場，加強與新聞媒體之溝通聯繫，

由公眾外交協調會執行長擔任本部發言人，代表本部對外發表談話及應對

記者答詢。 

為增進國人對國際環境與政府外交工作之認識，促進國際間對我之瞭

解與友誼，本部亦發布聲明、新聞稿及新聞參考資料，並由發言人主持每

週二、四定期之「例行新聞說明會」，由本部相關業務主管向新聞媒體做業

務背景說明，以增進國人對我外交事務之瞭解與支持。如遇有偏頗不實之

報導則主動與媒體溝通澄清或洽請更正。 

本部為使駐外單位能及時掌握國內政情、兩岸關係及我外交作為，除

隨時或定期提供駐外館處相關重要資訊外，每日並剪輯國內重要外交、政

經、軍事及兩岸等訊息，彙編「每日國內要聞」於當日上網供駐外館處參

用。此外就重要議題闡明我對外政策之立場方面，102 年總計發布中英文

新聞稿 577 則、舉行重大及例行新聞說明會 99 場；另部長及發言人隨時回

應媒體詢問及發表談話。 

為方便民眾搜尋相關資料，本部經全面更新全球資訊網站內涵並依據

時事建立多個專題網站，內容更加豐富及多元化，網站資訊亦配合最新動

態隨時更新；此外，亦加強「部長民眾電子信箱」功能及回覆時效，以強

化民眾與本部溝通管道。同時本部亦蒐集彙整國內各報章雜誌有關政府外

交工作之報導與意見，以為推動外交工作之參考，俾使外交政策有效回應

民意。 

此外，為建立我國良好形象，促進國際間對我國之認識與瞭解，本部

亦積極將我國施政成果等資料寄送駐外館處。102 年總計寄發國內外各類

文宣品共 20,983 件，藉以增進僑胞向心力及國際人士對我國情之認識。 

除上述統計資料外，亦辦理相關新聞文化業務，包括「外交小尖兵」

以提升青年與國際接軌之能力；配合文化部推動「臺灣書院」海外聯絡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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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文化光點計畫以宣揚我文化；另辦理每年駐外館處國慶酒會專案；每季

編製「外交部通訊」及每年更新重要資訊集錄。 

面對國際情勢瞬息萬變，公眾外交及新聞文化工作益顯其重要性。本

部今後更將持續推展該項工作，加強與國內外媒體之溝通及聯繫，以接近

民眾並營造對我有利之國際環境，提升我國國際地位。 

（二）國際傳播 

國際傳播工作旨在配合國家總體外交，宣揚我國重大政策及軟實力，

提升國家形象，以營造國際友我輿論氛圍，爭取國際社會對我認同與支持，

並以讓世界看見臺灣、深入瞭解臺灣、肯定臺灣為工作目標。 

當前我國際文宣主軸除延續過去強調我國民主自由與經濟發展之成就

外，將更加著重宣揚「活路外交」及「兩岸和解」政策內涵，並積極運用

臺灣經貿及文化實力，在國際社會上形塑臺灣為「和平的締造者」、「人

道援助者」、「文化交流推動者」、「新科技及商機創造者」以及「中華

文化領航者」，以彰顯我國為國際社會不可或缺的夥伴關係及角色。 

102 年本部安排 6 家國際媒體晉訪總統，闡釋政府重大政策，獲報導

29 篇次。另配合我參與「世界衛生大會」（WHA）、「亞太經合會」(APEC)、

「國際民航組織」（ICAO）大會及「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等

專案辦理國際文宣工作。透過國際媒體邀訪、安排國際媒體專訪、洽登首

長專文、編製文宣摺頁，刊登廣告、製拍微電影、外文刊物配合報導等作

為，爭取國際輿論認同與支持，以發揮輔助總體外交目標之綜效，計獲國

際媒體報導 425 篇。 

此外，為增進我在國際媒體之能見度，102 年配合我參與國際組織及

重要政策，籌組 11個國際媒體記者團，邀得 228 位國際記者參加。另接待

20 位個別來訪及 54 名自費來訪之國際媒體人士，總計接待 302 位國際媒

體人士，計獲訪賓撰刊相關報導 360 篇。 

在其他國際媒體服務方面，本部核發國際媒體駐臺記者記者證、提供

新聞服務，並不定期規劃多元議題之深度採訪行程，以促進對我正面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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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登記在案之國際媒體共近 56 家，駐臺記者人數約 84 人。 

為積極運用我國軟實力推動外交，本部透過安排國內藝文團體赴海外

巡演、辦理電影及照片展、外文刊物撰編相關報導、與國際知名電視頻道

合製紀錄片等方式辦理軟性文宣，以形塑國家形象，爭取國際輿論認同。

並於 102 年安排「十鼓擊樂團」赴亞洲、中東國家，「臺原偶戲團」赴中南

美洲國家巡演，計獲國際媒體報導 140 餘篇。另協調全球 82 個外館舉辦「動

感臺灣」電影欣賞會共 224 場次，獲國際媒體報導 638 篇次。此外，102

年與「探索」（Discovery）頻道合作製播「臺灣無比精彩系列 III」2 部紀

錄片，並策製 2 部國情紀錄片，完成 3 部紀錄片之 9 種語版。 

為向國際社會宣介我政經發展與文化建設的成果，並闡釋政府立場，

本部爰編印英、法、西、德、俄 5 種語版「臺灣評論」；「西文旬刊」；英、

日文「今日臺灣」電子日報、法文「臺灣快訊」電子日報；中英及中日文

版「臺灣光華雜誌」等 7 種語版 11 種期刊，供我駐外單位轉致政要、學界、

智庫、媒體等各界意見領袖參用，並開放讀者訂閱，102 年紙本發行量達

804,600 冊，各期刊網路版訂戶 8.3 萬，網路瀏覽人次達 500 萬人。 

另專案編印「2014年案曆」、「臺灣好滋味」及各語版不定期出版品，

包含「東海和平倡議」摺頁、「臺日漁業協議」摺頁、APEC 特刊、APEC 領

袖代表摺頁、「中華民國援助菲律賓海燕颱風賑災紀實愛心無國界」摺頁、

「和世界共許和平願望—馬總統引領中華民國成為和平締造者」摺頁、102

年國慶特刊及「國際合作」、「十大觀光小鎮」、「少年 Pi 的奇幻漂流與我國

拍片環境」、「鳥類與濕地」、「臺灣觀光與美食」等小冊及其他不定期文宣

品，寄發之文宣品共計 996,992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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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部之研究設計工作，係結合學術理論與實務經驗、針對國家利益與

人民福祉，擬定整體因應策略，訂定外交政策總體發展工作之規劃，進而

研擬年度施政方針、中程與年度施政計畫、先期計畫、中長程專案之研究

協調及管考工作。 

  本部積極推動學術外交，鼓勵我國內學者赴國外就當前外交重要議題

進行研究，拓展國際學術交流；亦與重要國家進行雙邊及多邊戰略安全對

話，加強與國外相關單位之聯繫與合作。另設立臺灣獎助學金，提供友邦

及國外優秀學生或官員來華學習，厚植友我力量。 

  此外，本項工作尚包含組織體制檢討、創新變革擬議與協調、績效評

鑑、為民服務品質提升以及行政效能之增進等業務。102 年本部共舉辦專

題研討會 9次、專題座談會 4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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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統 計 表   
 一、組織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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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別及
地區別

總計 大使館 總領事館 代表處 辦事處 代表團

Year/Region Total Embassies Consulates-
General

Representative 
Offices

Offices Missions

93年(2004) 122 26 3 59 33 1

94年(2005) 123 25 3 59 35 1

95年(2006) 120 24 3 57 35 1

96年(2007) 121 24 3 58 35 1

97年(2008) 121 23 3 59 35 1

98年(2009) 117 23 2 56 35 1

99年(2010) 117 23 2 56 35 1

100年(2011) 117 23 2 55 36 1

101年(2012) 118 23 2 55 37 1

102年(2013) 118 22 2 56 37 1

亞太地區      
(Asia Pacific)

34 6 - 14 14 -

亞西地區         
(West Asia)

11 - - 9 2 -

非洲地區    
(Africa)

7 3 - 3 1 -

歐洲地區         
(Europe)

28 1 - 21 5 1

北美地區    
(North America)

16 - - 2 14 -

拉丁美洲及
加勒比海地區
(Latin America 
and Caribbean)

22 12 2 7 1 -

 Table 1: Number of  ROC Missions Abroad	
中華民國93年至102年底  ( From 2004 to 2013 )           

 單位 Unit：個(Mission)

資料來源：本部人事處   
Source of Information:  Department of Personnel, MO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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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外交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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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別

 本                                              部

                           MOFA

總計 特任(派) 簡任(派) 薦任(派) 委任 雇員 駐衛警

Year Total Political 
Appointee

Senior Rank             
(detail)

Junior 
Rank(detail)

Elementary 
Rank

Clerks Security 
Guard

93年
(2004)

1,004 4 152 387 156 45 ...

94年
(2005)

1,012 3 158 369 181 37 ...

95年
(2006)

978 3 162 369 136 30 20

96年
(2007)

1,003 4 174 380 144 24 20

97年
(2008)

979 2 159 392 143 20 20

98年
(2009)

1,028 3 163 423 153 18 19

99年
(2010)

984 3 151 369 177 18 20

100年
(2011)

988 3 169 379 135 16 20

101年
(2012)

951 2 80 441 177 15 24

102年
(2013)

1,150 2 192 468 147 13 23

Table 2: Number of MOFA Staff
 中華民國93年至102年 

資料來源：本部人事處、秘書處、領事事務局、外交及國際事務學院、其他部會	
Source of Information: Department of Personnel,Department of General Affairs,Bureau of Consular Affair, Institut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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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駐外機構

ROC Missions
聘用

Contra-
cted 
Staff

僱用

Emplo-
yed 
Staff

技工

Techni-
cians

工友

Jani-
tors

總計 大使
館

總領
事館

領事
館

代表
處

辦事
處

代表
團

Total Embas-
sies

Consulates-
General

Consu-
lates

Representat-
ive Offices Offices Missions

33 112 73 42 1,803 233 10 - 964 596 …

37 112 73 42 1,703 232 10 - 930 518 13

38 109 71 40 1,740 236 10 - 950 533 11

37 110 70 40 1,744 268 14 - 937 495 30

34 108 62 39 1,769 211 10 - 1,002 522 24

44 108 58 39 1,808 210 7 - 1,019 550 22

37 108 61 40 1,867 206 8 - 1,067 565 21

44 124 60 38 1,877 212 6 - 1,047 593 19

64 35 64 49 1,839 209 7 - 1,004 597 22

72 123 63 47 1,814 205 9 - 1,001 577 22

and Members of ROC Missions Abroad
 ( From 2004 to 2013)                                               

單位(Unit)：人數(Person)

	 	 	 	

Diplomacy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MOFA,and other government author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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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駐外機構

ROC Missions
聘用

Contra-
cted 
Staff

僱用

Emplo-
yed 
Staff

技工

Techni-
cians

工友

Jani-
tors

總計 大使
館

總領
事館

領事
館

代表
處

辦事
處

代表
團

Total Embas-
sies

Consulates-
General

Consu-
lates

Representat-
ive Offices Offices Missions

33 112 73 42 1,803 233 10 - 964 596 …

37 112 73 42 1,703 232 10 - 930 518 13

38 109 71 40 1,740 236 10 - 950 533 11

37 110 70 40 1,744 268 14 - 937 495 30

34 108 62 39 1,769 211 10 - 1,002 522 24

44 108 58 39 1,808 210 7 - 1,019 550 22

37 108 61 40 1,867 206 8 - 1,067 565 21

44 124 60 38 1,877 212 6 - 1,047 593 19

64 35 64 49 1,839 209 7 - 1,004 597 22

72 123 63 47 1,814 205 9 - 1,001 577 22

and Members of ROC Missions Abroad
 ( From 2004 to 2013)                                               

單位(Unit)：人數(Person)

	 	 	 	

Diplomacy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MOFA,and other government author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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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別及互調
Year and mutual transfer

總計
Total

亞太地區
Asia Pacific

亞西地區
West Asia

93年(2004)  275  67  21 

外調 (Transfers abroad)  115  32  9 

調部 (Transfers to MOFA)  113  25  11 

外館互調 (Transfers between Missions)  47  10  1 

94年(2005)  268  62  15 

外調 (Transfers abroad)  114  27  7 

調部(Transfers to MOFA)  100  21  6 

外館互調 (Transfers between Missions)  54  14  2 

95年(2006)  311  78  18 

外調 (Transfers abroad)  147  35  9 

調部(Transfers to MOFA)  133  34  8 

外館互調(Transfers between Missions)  31  9  1 

96年(2007)  298  88  20 

外調 (Transfers abroad)  133  40  9 

調部 (Transfers to MOFA)  114  34  10 

外館互調 (Transfers between Missions)  51  14  1 

97年(2008)  299  86  19 

外調 (Transfers abroad)  138  38  10 

調部 (Transfers to MOFA)  107  33  8 

外館互調 (Transfers between Missions)  54  15  1 

98年(2009)  282  64  20 

外調 (Transfers abroad)  113  29  9 

調部(Transfers to MOFA)  114  25  7 

外館互調 (Transfers between Missions)  55  10  4 

99年(2010)  271  82  21 

外調 (Transfers abroad)  123  34  9 

調部 (Transfers to MOFA)  103  32  5 

外館互調 (Transfers between Missions)  45  16  7 

100年(2011)  262  87  19 

外調 (Transfers abroad)  119  40  8 

調部 (Transfers to MOFA)  107  33  7 

外館互調 (Transfers between Missions)  36  14  4 

101年(2012)  297  77  18 

外調 (Transfers abroad)  144  37  10 

調部 (Transfers to MOFA)  124  32  8 

外館互調 (Transfers between Missions)  29  8  - 
102年(2013)  221  69  15 
外調 (Transfers abroad)  122  37  9 
調部 (Transfers to MOFA)  96  30  6 

外館互調 (Transfers between Missions)  3  2  - 

表3  本部內 
Table 3: Mutual Transfers of Staff between

 中華民國 93 年至 102年 

資料來源：本部人事處 	 	 	 	 	 	
Source of Information: Department of Personnel, MO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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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地區 歐洲地區 北美地區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

Africa Europe North America Latin America and Caribbean
 13  60  72  42 

 7  20  29  18 

 6  24  33  14 

 -  16  10  10 

 34  62  45  50 

 13  27  19  21 

 12  21  19  21 

 9  14  7  8 

 31  63  61  60 

 13  32  31  27 

 15  24  27  25 

 3  7  3  8 

 18  60  50  62 

 9  27  20  28 

 6  26  22  16 

 3  7  8  18 

 25  68  57  44 

 15  32  23  20 

 6  25  21  14 

 4  11  13  10 

 32  59  57  50 

 11  24  23  17 

 14  24  23  21 

 7  11  11  12 

 10  62  57  39 

 3  29  26  22 

 4  25  23  14 

 3  8  8  3 

 14  56  53  33 

 8  22  24  17 

 6  27  23  11 

 -  7  6  5 

 26  59  61  56 

 15  26  32  24 

 8  25  26  25 

 3  8  3  7 

 14  42  48  33 

 8  24  27  17 

 6  18  20  16 

 -  -  1  - 

外互調人次  

MOFA and ROC Missions Abroad
 ( From 2004 to 2013)                                               

單位(Unit)：人次(P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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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年 
(2004)

147 36 7 7 41 39 17

 94年 
(2005)

164 31 2 10 46 55 20

 95年 
(2006)

214 62 7 2 46 63 34

 96年 
(2007)

163 37 2 5 45 57 17

 97年 
(2008)

179 37 5 9 52 62 14

 98年 
(2009)

188 38 5 9 54 68 14

 99年 
(2010)

264 77 6 6 69 66 40

 100年 
(2011)

238 61 6 3 64 78 26

 101年 
(2012)

148 46 5 2 28 50 17

 102年 
(2013)

143 41 5 8 40 36 13

	Table 4: Mutual Transfers of Staff  between  Other Government Authorities and ROC Missions Abroad

中華民國 93 年至102年 (From 2004 to 2013 )   
單位(Unit)：人次(Person)

年  別 總  計 亞太地區 亞西地區 非洲地區 歐洲地區 北美地區
拉丁美洲及

加勒比海地區

Year Total Asia
Pacific

West Asia Africa Europe North 
America

Latin  America  
and Caribbean

資料來源：其他部會       

Source of Information:Relevant Government Author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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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年 
(2004)

147 36 7 7 41 39 17

 94年 
(2005)

164 31 2 10 46 55 20

 95年 
(2006)

214 62 7 2 46 63 34

 96年 
(2007)

163 37 2 5 45 57 17

 97年 
(2008)

179 37 5 9 52 62 14

 98年 
(2009)

188 38 5 9 54 68 14

 99年 
(2010)

264 77 6 6 69 66 40

 100年 
(2011)

238 61 6 3 64 78 26

 101年 
(2012)

148 46 5 2 28 50 17

 102年 
(2013)

143 41 5 8 40 36 13

	Table 4: Mutual Transfers of Staff  between  Other Government Authorities and ROC Missions Abroad

中華民國 93 年至102年 (From 2004 to 2013 )   
單位(Unit)：人次(Person)

年  別 總  計 亞太地區 亞西地區 非洲地區 歐洲地區 北美地區
拉丁美洲及

加勒比海地區

Year Total Asia
Pacific

West Asia Africa Europe North 
America

Latin  America  
and Caribbean

資料來源：其他部會       

Source of Information:Relevant Government Author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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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年 
(2004)

 30  850  433  30  6.9 

 94年 
(2005)

 30  783  473  30  6.3 

 95年 
(2006)

 40  940  525  40  7.6 

 96年 
(2007)

 40  837  477  39  8.2 

 97年 
(2008)

 30  907  503  30  6.0 

 98年 
(2009)

 25  1,190  663  25  3.8 

 99年 
(2010)

 27  995  618  27  4.4 

 100年 
(2011)

 30  995  598  30  5.0 

 101年 
(2012)

 35  1,012  593  35  5.9 

 102年 
(2013)

 47  1,147  681  47  6.9 

Table 5: Recruitment of MOFA Staff	
 中華民國93年至102年( From 2004 to 2013)

單位(Unit)：人(Person)

	 	 	 	 	 	

年  別

Year

資料來源:本部人事處 

Source of information:Department of Personnel, MOFA

公告錄取人數
Announced 
Number of 
Individuals 

to be Recruited

報名人數

Number of 
Individuals 

Enrolling for 
Examinations

到考人數

Number of 
Individuals 

Taking 
Examinations

實際錄取人數

Actual Number 
of Individuals 

Recruited

錄 取 率%

Percentage 
of Individals 

Recru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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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別

Year

總計

Total

外交領事

人員講習

Diplomatic
&

Consular
Courses

外交行政

人員講習

Diplomatic 
Administration 

 Courses

在職專業
講習訓練

On-the-
job 

Training

電 腦 資

訊訓 練

IT 
Training

中高級
同仁出

國進修

Overseas 
Study for 
Middle 

and High-
level 

Officials

性別主
流化訓

練
Gender
Mainstreaming
Training

語          文
Language

英語

English

法語

French

德語

German

93年

(2004) 4,260 26 - 1,090 2,760 17 -  164  21  20 

94年

(2005)
 4,634  27  -  2,534  1,674  21  -  190  54  12 

95年

(2006)
 5,945  35  -  2,690  1,344  22  -  222  26  21 

96年

(2007)
 9,262  38  -  3,959  1,579  15  -  229  41  53 

97年

(2008)
 8,371  46  -  3,313  1,535  13  -  229  77  6 

98年

(2009)
 5,948  29  5  1,147  2,017  5  -  208  55  11 

99年

(2010)
 8,883  37  -  3,029  3,016  13  -  246  63  7 

100年

(2011)
 7,585  40  -  910  1,853  22  -  289  74  - 

101年

(2012)
 3,330  35  -  961  1,586  27  -  177  39  - 

102年

(2013)
 3,728  35  3  632  1,308  13 

 
1,314  202  59  1 

Table 6: Training
 中華民國93年至102年 

資料來源：本部人事處、資訊及電務處、外交及國際事務學院   
Source of Information:Department of personnel,Department of Archives,Information Management and Telecommun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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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e of  Diplomacy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MOFA 

進       修
courses

                  赴  國  外  語  文  訓  練
                         Language training abroad

其他

語系
Other

Languages

其他
 

Others西語

Spanish

日語

Japanese

俄語

Russian

阿語

Arabic

其他

語系
Other

Languages

英語

English
法語

French

德語
German

西語
Spanish

日語

Japanese

51 62 22 - 6 11 2 2 3 1 2 -

 16  62  17  -  -  9  3  1  7  1  6  - 

 34  73  14  -  -  11  3  2  7  -  4  1,437 

 22  133  4  -  4  8  1  2  6  2  10  3,156 

 97  144  -  2  23  17  4  2  8  2  9  2,844 

 75  163  7  -  23  30  6  3  13  2  11  2,138 

 45  148  -  -  3  4  -  -  -  -  1  2,271 

 88  100  10  -  -  7  2  -  -  -  7  4,183 

 43  101  -  -  19  5  -  -  -  -  17  320 

 68  33  21  1  11  9  1  1  5  -  11  - 

of MOFA Staff
 ( From 2004 to 2013)                                                                               

 單位(Unit)：人(P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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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外交使節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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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別及
地區別

Year/Region

     總           計 
Total

    使 節 會 議 
Diplomatic Corps  Meetings

   區域工作會報 
Regional working Meetings

次     數
Occasions

與會人數
Participants

次     數
Occasions

與會人數
Participants

次    數
Occasions

與會人數
Participants

 93年(2004)  4  94  -  -  4  94 

 94年(2005)  6  145  -  -  6  145 

 95年(2006)  8  125  1  17  7  108 

 96年(2007)  5  85  1  8  4  77 

 97年(2007)  7  167  -  -  7  167 

 98年(2009)  6  114  -  -  6  114 

 99年(2010)  5  130  -  -  5  130 

 100年(2011)  3  137  1  113  2  24 

 101年(2012)  7  139  -  -  7  139 

 102年(2013)  7  136  -  -  7  136 

亞太地區        
(Asia Pacific)

 2  28  -  -  2  28 

亞西地區          
(West Asia)

 1  27  -  -  1  27 

非洲地區       
(Africa)

 -  -  -  -  -  - 

歐洲地區       
(Europe)

 1  33  -  -  1  33 

北美地區         
(North 

America)
 2  9  -  -  2  9 

 拉丁美洲及
加勒比海地區               
 (Latin America 
and Caribbean)

 1  39  -  -  1  39 

 Table7: Diplomatic Corps Meetings and Regional Working Meetings
 中華民國 93 年至102年 (From 2004 to 2013) 

單位(Unit)：次、人(Occasion; Person)

資料來源：本部各單位       
Source of Information: Relevent MOFA Depart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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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國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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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別

Year

 總   計

Total

亞洲地區

Asia

 歐洲地區

Europe

非洲地區

Africa

 拉丁美洲及

加勒比海地區

Latin America 
and Caribbean

93年(2004) 26 5 1 7 13

94年(2005) 25 6 1 6 12

95年(2006) 24 6 1 5 12

96年(2007) 24 6 1 5 12

97年(2008) 23 6 1 4 12

98年(2009) 23 6 1 4 12

99年(2010) 23 6 1 4 12

100年(2011) 23 6 1 4 12

101年(2012) 23 6 1 4 12

102年(2013) 22 6 1 3 12

 Table8: Diplomatic Allies of the ROC
中華民國93年至102年 (From 2004 to 2013)   

單位(Unit)：國(Country)

資料來源：本部人事處     
Source of Information:  Department of Personnel, MOFA     

89

資料來源 :本部國際組織司、 非政府組織國際事務會、研究設計會 
Source of Information: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Department of NGO International Affairs, Department of Policy 

Planning,  MOFA

年別及地區別

Year/Region
總   計

Total

國  際  會  議

International Conferenc 國際活動

International 
Events

小計

Subtotal

政府間

Governmental

民間

Private Sector

 93年(2004)  2,325  1,909  242  1,667  416 

 94年(2005)  2,180  1,865  232  1,633  315 

 95年(2006)  1,736  1,292  81  1,211  444 

 96年(2007)  2,192  1,714  242  1,472  478 

 97年(2008)  2,441  1,990  252  1,738  451 

 98年(2009)  2,343  1,996  243  1,753  347 

 99年(2010)  2,843  2,403  280  2,123  440 

 100年(2011)  3,032  2,609  322  2,287  423 

 101年(2012)  3,317  2,786  271  2,515  531 

 102年(2013)  3,299  2,821  196  2,625  478 

亞太地區        
(Asia Pacific)  1,685  1,421  150  1,271  264 

在我國地區舉行者             
(Meetings held in the ROC)  87  66  7  59  21 

在其他亞太地區舉行者        
(Meetings Held in Other 
Asia-Pacific Countries)

 1,598  1,355  143  1,212  243 

亞西地區
 (West Asia)  126  86  2  84  40 

非洲地區       
(Africa)  19  16  7  9  3 

歐洲地區       
(Europe)  737  606  14  592  131 

北美地區         
(North America)  673  644  12  632  29 

拉丁美洲及
加勒比海地區             

(Latin America and Caribbean)
 59  48  11  37  11 

 Table 9:  Participation i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and Events—by Region 	
 中華民國 93 年至 102年 (From 2004 to 2013 )              

單位(Unit)：次(Occa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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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本部國際組織司、 非政府組織國際事務會、研究設計會 
Source of Information: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Department of NGO International Affairs, Department of Policy 

Planning,  MOFA

年別及地區別

Year/Region
總   計

Total

國  際  會  議

International Conferenc 國際活動

International 
Events

小計

Subtotal

政府間

Governmental

民間

Private Sector

 93年(2004)  2,325  1,909  242  1,667  416 

 94年(2005)  2,180  1,865  232  1,633  315 

 95年(2006)  1,736  1,292  81  1,211  444 

 96年(2007)  2,192  1,714  242  1,472  478 

 97年(2008)  2,441  1,990  252  1,738  451 

 98年(2009)  2,343  1,996  243  1,753  347 

 99年(2010)  2,843  2,403  280  2,123  440 

 100年(2011)  3,032  2,609  322  2,287  423 

 101年(2012)  3,317  2,786  271  2,515  531 

 102年(2013)  3,299  2,821  196  2,625  478 

亞太地區        
(Asia Pacific)  1,685  1,421  150  1,271  264 

在我國地區舉行者             
(Meetings held in the ROC)  87  66  7  59  21 

在其他亞太地區舉行者        
(Meetings Held in Other 
Asia-Pacific Countries)

 1,598  1,355  143  1,212  243 

亞西地區
 (West Asia)  126  86  2  84  40 

非洲地區       
(Africa)  19  16  7  9  3 

歐洲地區       
(Europe)  737  606  14  592  131 

北美地區         
(North America)  673  644  12  632  29 

拉丁美洲及
加勒比海地區             

(Latin America and Caribbean)
 59  48  11  37  11 

 Table 9:  Participation i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and Events—by Region 	
 中華民國 93 年至 102年 (From 2004 to 2013 )              

單位(Unit)：次(Occa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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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別及性質別
Year/Nature of Event

國    際    組    織 (個)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總   計
Total

政府間
Governmental

民間
Private Sector

93年(2004)  2,117  43  2,074 

94年(2005)  2,201  45  2,156 

95年(2006)  2,206  47  2,159 

96年(2007)  2,207  48  2,159 

97年(2008)  2,206  48  2,158 

98年(2009)  2,213  51  2,162 

99年(2010)  2,216  51  2,165 

100年(2011)  2,217  52  2,165 

101年(2012)  2,218  53  2,165 

102年(2013)  2,221  56  2,165 

科技類(Technology)  117  3  114 
醫藥衛生類(Medical Care)  355  1  354 
農林漁牧類  271  15  256 
宗教哲學(Religion and Philosophy)  159  -  159 
社會福利類 (Social Welfare)  128  -  128 
教育類 (Education)  173  -  173 
新聞類 (Journalism)  87  -  87 
文化藝術類(Culture and Art)  117  -  117 
法政類 (Law)  97  6  91 
工會類 (Industrial Relations)  26  -  26 
交通觀光類(Transportation and Tourism)  55  1  54 
休閒娛樂類(Leisure and Entertainment)  38  -  38 
婦女童軍聯誼類(Women and Scouts)  57  -  57 
商業金融財經類(Business and Finance)  144  21  123 
工程類 (Engineering)  31  -  31 
工電技術類(Electrical Engineering)  6  -  6 
電子機械類(Electronic Machinery)  55  -  55 
礦業能源類 (Mining and Energy)  1  1  - 
研究發展管理類(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Management)  69  1  68 

生態保育類 (Conservation)  122  1  121 
體育類   (Sport)  107  -  107 
其他類   (Others)  6  6  - 

Table 10: Participation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ternational
 中華民國93年  

資料來源 :本部國際組織司、 非政府組織國際事務會、研究設計會 

Source of Information: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Department of NGO International Affairs, Department    
    

 (Agriculture, Forestry, Fisheries and 
Animal Husband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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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 Policy Planning,  MOFA	 	 	 	 	
	     
       

國   際   會   議 (次)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國 際 活 動 ( 次 )

International Events
總   計

Total
政府間

Governmental
民間

Private Sector
 1,909  242  1,667  416 

 1,865  232  1,633  315 

 1,292  81  1,211  444 

 1,714  242  1,472  478 

 1,990  252  1,738  451 

 1,996  243  1,753  347 

 2,403  280  2,123  440 

 2,609  322  2,287  423 

 2,786  271  2,515  531 

 2,821  196  2,625  478 

 1,251  5  1,246  14 

 513  15  498  - 

 119  27  92  1 

 28  -  28  - 

 30  -  30  2 

 53  -  53  - 

 7  -  7  - 

 44  -  44  103 

 90  13  77  - 

 12  -  12  1 

 21  14  7  - 

 -  -  -  2 

 29  4  25  3 

 163  96  67  2 

 70  -  70  1 

 17  2  15  - 

 3  -  3  - 

 24  14  10  - 

 288  -  288  - 

 15  1  14  4 

 31  -  31  343 

 13  5  8  2 

Conferences, and International Events—By Nature of Event
至102年 (From 2004 to 2013)                                 

 單位(Unit):個、次(Occa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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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別

Year

總   計

Total

引  渡

Extradition

航  權

Navigation 
Rights

            租   稅  (Taxation)

互免海運

Mutual 
Avoidance of 
Taxation on 
Sea Freight

互免全租稅

Mutual 
Avoidance of 

Taxation

互免空運
Mutual 

Avoidance of 
Taxation on  
Air Freight

93年(2004)  70 - 7 - - -

94年(2005)  90  -  7  -  1  - 

95年(2006)  70  -  7  -  -  - 

96年(2007)  68  -  9  -  1  - 

97年(2008)  52  -  -  -  -  - 

98年(2009)  70  -  7  -  1  - 

99年(2010)  44  -  1  -  2  - 

100年(2011)  63  -  3  -  4  - 

101年(2012)  66  1  2  -  1  - 

102年(2013)  40  1  -  -  -  - 

本部主辦          
(Organized by 

MOFA)
 13  1  -  -  -  - 

部外主辦          
(Organized by 

Other Agencies)
 27  -  -  -  -  - 

Table 11: Number of Bilateral
 中華民國93年

資料來源 ：本部條約法律司 	 	 	 	
Source of Information: Department of Legal and Treaty Affairs, MO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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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保證

Investment 
Guarantees

暫准通關

Temporary 
Admission of 

Goods

智慧財產權

Protection of 
IPR

科技
文化

Technology/
Culture

農漁牧礦手
工藝

Agriculture,Fisheries, 
Animal Husbandry, 

Mining and 
Handicrafts

貸款

Loans

醫療

Medical 
Care

其他

Others

Agreements and Treaties Signed
至102年(From 2004 to 2013)                                          

單位(Unit):件(Case)

 -  1  3  13  9  -  2  35 

 -  -  -  13  14  -  5  50 

 -  -  -  15  5  -  15  28 

 1  -  1  15  3  13  5  20 

 4  -  1  18  3  2  2  22 

 1  2  -  9  7  -  3  40 

 1  -  1  17  3  -  3  16 

 2  -  -  8  2  -  1  43 

 -  -  1  18  7  -  5  31 

 -  -  3  15  6  -  1  14 

 -  -  -  2  4  -  -  6 

 -  -  3  13  2  -  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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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別
Year

總   計

Total

引  渡

Extradition

航  權
Navigation 

Rights

租   稅

Taxation

投資保證
Investment 
Guarantees

暫准通關
Temporary 

Admission of 
Goods

協定數 締約國 協定數 締約國 協定數 締約國 協定數 締約國 協定數 締約國 協定數 締約國

Number of 

Agreements

Contracting   

  Country

Number of    

 Agreements

Contracting   

  Country

Number of    

 Agreements

Contracting   

  Country

Number of      

Agreements

Contracting   

    Country

Number of    

   Agreements

Contracting   

  Country

Number of    

Agreements

Contracting   

  Country

93年(2004)  70  38  -  -  7  5  -  -  -  -  1  1 

94年(2005)  90  -  -  -  7  -  1  -  -  -  -  - 

95年(2006)  70  -  -  -  7  -  -  -  -  -  -  - 

96年(2007)  68  48  -  -  9  7  1  1  1  1  -  - 

97年(2008)  52  32  -  -  -  -  -  -  4  4  -  - 

98年(2009)  70  45  -  -  7  7  1  1  1  1  2  1 

99年(2010)  44  28  -  -  1  1  2  2  1  1  -  - 

100年(2011)  64  49  1  1  3  3  4  4  2  2  -  - 

101年(2012)  66  47  1  1  2  2  1  1  -  -  -  - 

102年(2013)  40  29  1  1  -  -  -  -  -  -  -  - 

Table 12: Foreign Agreements for which the
 中華民國93年

資料來源 ：本部條約法律司       

Source of Information: Department of Legal and Treaty Affairs, MO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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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
權Protection 

of  IPR 

科技文化
Technology/

Culture

農漁牧礦手工藝
Agriculture, Fisheries, Animal 

Husbandry, Mining and 
Handicrafts

貸款
Loans

醫療
Medical

Care

其他
Others

協定數 締約國 協定數 締約國 協定數 締約國 協定數 締約國 協定數 締約國 協定數 締約國

Number of    

Agreements

Contracting   

  Country 

Number of    

 Agreements 

Contracting   

  Country 

Number of    

Agreements

Contracting   

  Country 

Number of    

Agreements

Contracting   

  Country 

Number of    

Agreements

Contracting   

  Country 

Number of    

Agreements

Contracting   

  Country 

 3  2  13  5  9  9  -  -  2  2  35  14 

 -  -  13  -  14  -  -  -  5  -  50  - 

 -  -  15  -  5  -  -  -  15  -  28  - 

 1  1  15  9  3  3  13  2  5  5  20  19 

 1  1  18  7  3  3  2  2  2  2  22  13 

 -  -  9  6  7  7  -  -  3  2  40  20 

 1  1  17  7  3  3  -  -  3  3  16  10 

 -  -  8  8  2  2  -  -  1  1  43  28 

 1  1  18  11  7  4  -  -  5  5  31  22 

 3  3  15  5  6  6  -  -  1  1  14  13 

Central Government is Responsible
至102年(From 2004 to 2013) 

單位(Unit):件(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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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別

     Year

參加國際會議 (次)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小 計 政府間 民間

參加
國際
活動     
(次)

加入
國際
組織
(個)

訂定
條約
(件)

建交                 
(國)

我國
在外
設館

處                         
(館)

外國
在國
內設
館處              
(國)

贈勳 
(枚)

受勳 
(枚)

Subtotal Govern-
mental

Private 
Sector

Interna-
tional 
Activities

Interna-
tional 
Organi-
zations

Agree-
ments

Diplo-
matic 
Allies

ROC 
Missions 
Abroad

Foreign 
Missions 
in the ROC 

Medals 
Conferred

Medals 
Receive

93年(2004)  1,909  242  1,667  416  2,117  70  26  122  69  32  19 

94年(2005)  1,865  232  1,633  315  2,201  90  25  123  68  19  17 

95年(2006)  1,292  81  1,211  444  2,206  70  24  120  76  19  17 

96年(2007)  1,714  242  1,472  478  2,207  68  24  121  76  15  4 

年  別

      Year

參加國際會議 (次)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小 計 政府間   民間

參加
國際
活動     
(次)

加入
國際
組織
(個)

訂定
條約
(件)

建交                 
(國)

我國
在外
設館

處                         
(館)

外國
在國
內設
館處              
(個)

贈勳 
(枚)

受勳 
(枚)

Subtotal Govern-
mental

Private 
Sector

Interna-
tional 
Activities

Interna-
tional 
Organi-
zations

Agree-
ments

Diplo-
matic 
Allies

ROC 
Missions 
Abroad

Foreign 
Missions 

in the 
ROC 

Medals 
Conferred

Medals 
Received

97年(2008)  1,990  252  1,738  451  2,206  52  23  121  76  53  12 

98年(2009)  1,996  243  1,753  347  2,213  70  23  117  76  11  9 

99年(2010)  2,403  280  2,123  440  2,216  44  23  117  76  13  12 

100年(2011)  2,609  322  2,287  423  2,217  64  23  117  76  12  20 

101年(2012)  2,786  271  2,515  531  2,218  66  23  118  75  7  10 

102年(2013)  2,821  196  2,625  478  2,221  40  22  118  76  6  7 

	Table13: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中華民國93年底至102年底 (From the end of 2004 to 2013)

資料來源：本部各單位	 	 	 	 	 	 	
Source of Information: Relevant MOFA Depart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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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區 別
Region

總計

Total

    政  府  官  員
Government Officials

國會議員
Legislators

其他
各界
人士

Others (from
 Various Sectors 
of the 
Country)

小計

 Subtotal

總
統
級

Presidents

副總
統級

Vice 
Presidents

總
理
級

Prime 
Ministers

副總
理級

Deputy 
Prime 

Ministers

部長

Ministers

地方
首長

Local 
Officials 

其他
(含夫
人、
隨行
人員)

Others 
(Spouses and 
Companions)

小計

Subtotal

議長

Speakers

議員

Legislators

其他
(含夫
人、
隨行
人員)

Others 
(Spouses and 
Companions)

總計             
(Total)

 
5,306 

 
1,767  8  1  8  -  72  98  1,580  997  16  460  521  2,542 

亞太地區     
(Asia

Pacific)

 
2,906  894  5  1  4  -  13  66  805  338  3  169  166  1,674 

亞西地區       
(West Asia)

 202  89  -  -  -  -  -  -  89  68  -  28  40  45 

非洲地區      
(Africa)

 134  113  1  -  1  -  12  -  99  12  2  9  1  9 

歐洲地區     
(Europe)

 370  94  -  -  -  -  1  1  92  201  1  164  36  75 

北美地區        
(North 

America)

 
1,390  379  -  -  -  -  -  24  355  301  -  50  251  710 

拉丁美洲及

加勒比海地區     
(Latin America 
and Caribean)

 304  198  2  -  3  -  46  7  140  77  10  40  27  29 

	Table 14: Foreign Guests Visiting the ROC—By Capacity
   中華民國102年( 2013 )

	單位(Unit)：人( Person)

資料來源：本部亞東太平洋司、亞西及非洲司、歐洲司、北美司、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司。 

Source of Information: Relevant MOFA Depart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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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別

Region

訪臺批數

Delegations Visiting the ROC

訪臺人數

Number of Visits to the ROC

總   計 本部接待 部外接待 總   計 本部接待 部外接待

Total Received 
by MOFA

Received by 
Other Agencies Total Received 

by MOFA
Received by 

Other Agencies

總    計
(Total)

 728  573  155  5,306  4,445  861 

亞太地區               
(Asia Pacific)

 298  253  45  2,906  2,612  294 

亞西地區                    
(West Asia)

 45  45  -  202  202  - 

非洲地區                   
(Africa)

 17  17  -  134  134  - 

歐洲地區                   
(Europe)

 90  76  14  370  342  28 

北美地區                    
(North 

America)
 189  107  82  1,390  894  496 

拉丁美洲及

加勒比海地區          
(Latin America 
and Caribbean)

 89  75  14  304  261  43 

 Table15: Foreign Guests Visiting the ROC—By Region
中華民國102年(2013)

單位(Unit)：批(Delegation)、人(Person)

資料來源：本部亞東太平洋司、亞西及非洲司、歐洲司、北美司、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司。

Source of Information: Relevant MOFA Depart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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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別 總   計 政府官員 民意代表 學術界人士
其他各界

人士

Region Total
Government 

Officials
Local 

Representatives Scholars Others 

總    計

(Total)
 9,201  2,692  174  531  5,804 

亞太地區               

(Asia Pacific)
 1,742  920  53  86  683 

亞西地區                    

(West Asia)
 686  85  23  96  482 

非洲地區                   

(Africa)
 49  21  -  -  28 

歐洲地區                   

(Europe)
 791  198  21  100  472 

北美地區                    

(North 

America)

 683  367  36  135  145 

拉丁美洲及

加勒比海地區          

(Latin America 

and Caribbean)

 5,250  1,101  41  114  3,994 

Table 16: Foreign Visits─By Capacity
中華民國102年(2013)              

 單位( Unit)：人(Person)

資料來源：本部亞東太平洋司、亞西及非洲司、歐洲司、北美司、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司。

Source of Information: Relevant MOFA Depart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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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別
           Region

                   批    數

Delegation

人    數

    Person

總     計
Total

％ 總     計
Total

％

總    計
(Total)

1,030 100.00 9,201 100.00

亞太地區               
(Asia Pacific)

203 19.71 1,742 18.93

亞西地區                    
(West Asia)

423 41.07 686 7.46

非洲地區                   
(Africa)

21 2.04 49 0.53

歐洲地區                   
(Europe)

72 6.99 791 8.60

北美地區                    
(North America)

61 5.92 683 7.42

拉丁美洲及

加勒比海地區          
(Latin America 
and Caribbean)

250 24.27 5,250 57.06

	Table17: Foreign Visits—By Region
中華民國102年(2013)                  

單位(Unit)：批(Delegation)、人數(Person)

資料來源：本部亞東太平洋司、亞西及非洲司、歐洲司、北美司、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司。 
Source of Information: Relevant MOFA Depart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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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別
           Region

出國訪問

                    Foreign Vsits

外賓訪臺

    Foreign Guests Visiting the ROC

100年 101年 102年 100年 101年 102年

(2011) (2012) (2013) (2011) (2012) (2013)

總    計
(Total)

 8,878  5,137  9,201  5,940  5,524  5,306 

亞太地區               
(Asia  Pacific)

 3,073  1,294  1,742  3,632  3,145  2,906 

亞西地區                    
(West Asia)

 281  256  686  178  135  202 

非洲地區                   
(Africa)

 87  156  49  138  176  134 

歐洲地區                   
(Europe)

 1,198  666  791  376  439 370

北美地區                    
(North America)

 734  584  683  1,087  1,146  1,390 

拉丁美洲及

加勒比海地區          
(Latin America 
and Caribbean)

 3,505  2,181  5,250  529  483  304 

 Table18: Foreign Visits and Foreign Guests Visiting the ROC
中華民國102年(2013)                           

單位( Unit)：人(Person)

資料來源：本部亞東太平洋司、亞西及非洲司、歐洲司、北美司、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司。  
Source of Information: Relevant MOFA Depart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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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別
           Region

出國訪問

                    Foreign Vsits

外賓訪臺

    Foreign Guests Visiting the ROC

100年 101年 102年 100年 101年 102年

(2011) (2012) (2013) (2011) (2012) (2013)

總    計
(Total)

 8,878  5,137  9,201  5,940  5,524  5,306 

亞太地區               
(Asia  Pacific)

 3,073  1,294  1,742  3,632  3,145  2,906 

亞西地區                    
(West Asia)

 281  256  686  178  135  202 

非洲地區                   
(Africa)

 87  156  49  138  176  134 

歐洲地區                   
(Europe)

 1,198  666  791  376  439 370

北美地區                    
(North America)

 734  584  683  1,087  1,146  1,390 

拉丁美洲及

加勒比海地區          
(Latin America 
and Caribbean)

 3,505  2,181  5,250  529  483  304 

 Table18: Foreign Visits and Foreign Guests Visiting the ROC
中華民國102年(2013)                           

單位( Unit)：人(Person)

資料來源：本部亞東太平洋司、亞西及非洲司、歐洲司、北美司、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司。  
Source of Information: Relevant MOFA Depart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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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別
總計 亞太地區 亞西地區

Total Asia Pacific West Asia

Year 贈勳 受勳 贈勳 受勳 贈勳 受勳

Conferment Receipt Conferment Receipt Conferment Receipt

93年(2004)  32  19  -  -  1  - 

94年(2005)  19  17  2  1  -  - 

95年(2006)  19  17  1  -  1  - 

96年(2007)  15  4  4  -  1  - 

97年(2008)  53  12  9  1  -  - 

98年(2009)  11  9  4  -  -  - 

99年(2010)  13  12  3  3  -  - 

100年(2011)  12  20  3  -  -  - 

101年(2012)  7  10  1  -  -  - 

102年(2013)  6  7  -  2  -  - 

 中華民國93年

資料來源：本部禮賓處         

Source of Information:Department of Protocol, MOFA 

Table 19: Receip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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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地區 歐洲地區 北美地區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

Africa Europe North America Latin America and Caribbean

贈勳 受勳 贈勳 受勳 贈勳 受勳 贈勳 受勳

Conferment Receipt Conferment Receipt Conferment Receipt Conferment Receipt

 6  3  2  1  1  -  22  15 

 1  4  2  -  3  -  11  12 

 1  5  3  3  4  -  9  9 

 1  -  1  2  1  -  7  2 

 2  -  9  1  22  -  11  10 

 1  2  2  2  -  -  4  5 

 2  2  1  -  -  -  7  7 

 -  3  1  1  1  -  7  16 

 1  5  -  1  2  -  3  4 

 1  1  -  -  2  -  3  4 

至102年(From 2004 to 2013)                                           
單位(Unit):件(Case)

Conferment of Med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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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別 電文總計
電文種別

Type of Cable
Year Total 慶賀電 唁電 慰問電

Congratulatory Condolatory Comfort

93年
(2004)

 1,212  1,211  -  1 

94年
(2005)

 475  475  -  - 

95年
(2006)

 124  120  1  3 

96年
(2007)

 436  435  -  1 

97年
(2008)

 1,946  1,946  -  - 

98年
(2009)

 1,476  890  -  586 

99年
(2010)

 1,858  1,642  -  216 

100年
(2011)

 1,706  1,706  -  - 

101年
(2012)

 2,794  2,794  -  - 

102年
(2013)

 2,088  2,088  -  - 

Table 20: Congratulatory and Condolatory Correspondence Sent by MOFA
中華民國93年至102年(From 2004 to 2013)        

單位(Unit)：件數( Case)

資料來源：本部禮賓處    

Source of Information:Department of Protocol, MO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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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國際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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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別 總   計 亞    太 亞   西

Item Total Asia  Pacific West Asia 

國    家    數             
(Number of Countries)

 29  10  2 

小  計     
 (Total)

 29  9  2 

技    術    團             
(Technical Missions )

 28  9  2 

醫    療    團       
(Medical Missions)

 1  -  - 

Table 21: Technical
 中華民國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	 	 	 	 	 	
Source of Information: Taiwan IC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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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洲 加 勒 比 海 中美洲 南美洲 歐洲

Africa Caribbean Central America South America Europe

 4  5  6  2  - 

 4  6  6  2  - 

 3  6  6  2  - 

 1  -  -  -  - 

 Missions Stationed Abroad
102年底(End of 2013)	 																																																																																			

 單位(Unit)：團(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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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別及
地區別

總計 農業 漁業 水利

Year/Region Total Agricultural 
Experts

Fishery
Experts

Irrigation Experts

93年(2004)  261  167  26  9 

94年(2005)  249  156  23  11 

95年(2006)  238  140  26  7 

96年(2007)  246  141  28  8 

97年(2008)  224  129  28  6 

98年(2009)  225  127  28  6 

99年(2010)  210  119  28  5 

100年(2011)  186  111  24  2 

101年(2012)  176  106  22  4 

102年(2013)  163  102  19  4 

亞太地區        
(Asia Pacific)

 41  32  3  1 

亞西地區          
(West Asia)

 7  5  1  - 

非洲地區       
(Africa)

 27  13  -  2 

歐洲地區       
(Europe)

 -  -  -  - 

北美地區         
(North America)

 -  -  -  - 

拉丁美洲及
加勒比海地區             

(Latin America and 
Caribbean)

 88  52  15  1 

Table 22: Technical
 中華民國93年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    
Source of Information: Taiwan IC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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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 工藝 手 工藝 醫 療 畜牧獸醫 其他專家

Bamboo Craft 
Experts Handicraft Experts Medical 

Personnel Veterinarians Other Experts 

 5  -  14  13  27 

 5  -  26  15  13 

 5  -  23  18  19 

 5  -  23  17  24 

 5  -  22  16  18 

 5  -  20  17  22 

 5  -  17  16  20 

 5  -  14  11  19 

 3  -  12  13  16 

 2  2  4  11  19 

 -  -  -  5  - 

 -  -  -  -  1 

 -  2  4  4  2 

 -  -  -  -  - 

 -  -  -  -  - 

 2  -  -  2  16 

Experts Stationed Abroad
至102年 (From 2004 to 2013)                                         

 單位( Unit)：人(P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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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別及
地區別

總計
植物
檢疫

動物
檢疫

動植物
檢疫

養豬
植物組
織培養

農業
經營

Year/Region Total Plant 
Quarantine 

Animal 
Quarantine 

Animal 
and Plant 

Quarantine 

Hog 
Farming 

Cultivation 
of Plant 
Tissue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93年(2004)  450  -  -  -  -  -  30 

94年(2005)  378  -  -  -  -  -  22 

95年(2006)  310  -  26  -  -  -  27 

96年(2007)  260  -  -  -  -  -  21 

97年(2008)  243  -  -  -  -  -  20 

98年(2009)  268  -  -  -  -  -  25 

99年(2010)  475  -  23  -  -  -  40 

100年(2011)  402  -  -  -  -  -  86 

101年(2012)  633  23  -  -  15  -  65 

102年(2013)  383  26  -  -  -  33  35 

亞太地區        
(Asia Pacific)

 54  -  -  -  -  7  2 

亞 西地 區          
(West Asia)

 32  -  -  -  -  1  4 

非 洲地 區       
(Africa)

 71  -  -  -  -  4  4 

歐洲地區       
(Europe)

 15  -  -  -  -  2  1 

北美地區         
(North America)

 -  -  -  -  -  -  - 

中南美地區
(Central and 

South America)
 211  26  -  -  -  19  24 

其他                           
(Others)

 -  -  -  -  -  -  - 

Table 23: Technical Experts
 中華民國93年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      

Source of Information: Taiwan IC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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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農技
術開發
與轉移

花卉
玉米
栽培

蔬菜栽培
與採種

漁撈
技術

水產
養殖

農產
加工

稻作與
旱作栽

培
其他

Technical 
Development 

and Tra-
nsfers in Small 

Agriculture

Floric-
ulture

Corn 
Cultiv-
ation

Vegetable 
Cultivation

Fishing 
Skills

Aquacu-
lture

Processing 
Agricultural 

Products

Cultivation 
of Paddy and 
Dry Farming

Others

 -  -  -  -  46  26  26  -  322 

 -  -  -  -  -  25  -  -  331 

 -  -  -  -  -  19  -  -  238 

 -  -  -  -  -  -  -  -  239 

 -  -  -  -  -  -  -  -  223 

 -  -  -  -  -  -  -  -  243 

 -  -  -  -  -  -  -  -  412 

 -  -  -  -  -  16  25  -  275 

 -  -  -  -  -  20  -  12  498 

 -  -  -  -  -  22  -  -  267 

 -  -  -  -  -  -  -  -  45 

 -  -  -  -  -  10  -  -  17 

 -  -  -  -  -  -  -  -  63 

 -  -  -  -  -  -  -  -  12 

 -  -  -  -  -  -  -  -  - 

 -  -  -  -  -  12  -  -  130 

 -  -  -  -  -  -  -  -  - 

Trained in Taiwan
至102 年 (From 2004 to 2013 )                                     

單位( Unit)：人(P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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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別及地區別 國際災難人道救濟金額 百分比

Year/region Amount of post-disaster humanitarian aid Percentage

100年度(2011)  684.49 100.00%

亞 太 地 區
(Asia  Pacific)

 277.71 40.57%

亞 西 地 區
(West Asia)

 7.25 1.06%

非 洲 地 區
(Africa)

 38.80 5.67%

歐 洲 地 區
(Europe)

 5.54 0.81%
北 美 地 區

(North America)
 16.79 2.45%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
(Latin America and Caribbean)  338.40 49.44%

101年度(2012)  490.62 100.00%

亞 太 地 區
(Asia Pacific)

 63.47 12.94%

亞 西 地 區
(West Asia)

 13.29 2.71%

非 洲 地 區
(Africa)

 252.01 51.37%

歐 洲 地 區
(Europe)

 5.89 1.20%

北 美 地 區
(North America)

 39.61 8.07%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
(Latin America and Caribbean)  116.35 23.71%

102年度(2013)  421.52 100.00%

亞 太 地 區
(Asia  Pacific)

 150.82 35.78%

亞 西 地 區
(West Asia)

 34.57 8.20%

非 洲 地 區
(Africa)

 69.10 16.39%

歐 洲 地 區
(Europe)

 8.52 2.02%

北 美 地 區
(North America)

 2.06 0.49%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

(Latin America and Caribbean)  156.45 37.12%

Table 24: Humanitarian Aid Provided By ROC Government in the Wake of Disasters
中華民國100年度至102年度( From 2011 to 2013 )        

單位( Unit)：新台幣百萬元(NT$Million)

資料來源：本部主計處 
Source of Information: Department of Budget, Accounting and Statistics, MO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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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領事事務

112

年度別及地區別 國際災難人道救濟金額 百分比

Year/region Amount of post-disaster humanitarian aid Percentage

100年度(2011)  684.49 100.00%

亞 太 地 區
(Asia  Pacific)

 277.71 40.57%

亞 西 地 區
(West Asia)

 7.25 1.06%

非 洲 地 區
(Africa)

 38.80 5.67%

歐 洲 地 區
(Europe)

 5.54 0.81%
北 美 地 區

(North America)
 16.79 2.45%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
(Latin America and Caribbean)  338.40 49.44%

101年度(2012)  490.62 100.00%

亞 太 地 區
(Asia Pacific)

 63.47 12.94%

亞 西 地 區
(West Asia)

 13.29 2.71%

非 洲 地 區
(Africa)

 252.01 51.37%

歐 洲 地 區
(Europe)

 5.89 1.20%

北 美 地 區
(North America)

 39.61 8.07%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
(Latin America and Caribbean)  116.35 23.71%

102年度(2013)  421.52 100.00%

亞 太 地 區
(Asia  Pacific)

 150.82 35.78%

亞 西 地 區
(West Asia)

 34.57 8.20%

非 洲 地 區
(Africa)

 69.10 16.39%

歐 洲 地 區
(Europe)

 8.52 2.02%

北 美 地 區
(North America)

 2.06 0.49%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

(Latin America and Caribbean)  156.45 37.12%

Table 24: Humanitarian Aid Provided By ROC Government in the Wake of Disasters
中華民國100年度至102年度( From 2011 to 2013 )        

單位( Unit)：新台幣百萬元(NT$Million)

資料來源：本部主計處 
Source of Information: Department of Budget, Accounting and Statistics, MO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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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別 總  計

國  人  護  照
小計 新護照 New passports 加簽

Year Total Subtotal
小計

Subtotal

國內簽發

Issued in 
Taiwan

國外簽發

Issued 
Abroad

小計

Subtotal

93年
(2004)

 2,320,398  1,565,791  1,544,504  1,496,457  48,047  21,287 

94年
(2005)

 2,286,095  1,557,718  1,541,630  1,485,814  55,816  16,088 

95年
(2006)

 2,107,946  1,388,635  1,371,896  1,325,647  46,249  16,739 

96年
(2007)

 1,901,280  1,123,534  1,104,314  1,071,704  32,610  19,220 

97年
(2008)

 1,726,794  917,746  894,126  861,575  32,551  23,620 

98年
(2009)

 1,755,320  993,905  968,377  931,519  36,858  25,528 

99年
(2010)

 2,225,387  1,404,134  1,377,908  1,326,174  51,734  26,226 

100年
(2011)

 2,466,321  1,582,125  1,568,359  1,498,798  69,561  13,766 

101年
(2012)

 2,464,226  1,622,060  1,608,202  1,541,214  66,988  13,858 

102年
(2013)

 2,787,135  1,866,070  1,853,020  1,791,857  61,163  13,050 

Table 25: Cases Processed by the
 中華民國93年

資料來源：本部領事事務局   

Source of Information: Bureau of Consular Affairs, MO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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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C Passports 外人來臺簽證 Visas Issued to Foreign Passport Holders

文件證明Extension of Passports
小計 國內簽發 國外簽發

國內簽發 國外簽發
Document 

Authentication
Issued in 
Taiwan

Issued Abroad Subtotal Issued in 
Taiwan

Issued Abroad

 6,183  15,104  389,365  46,109  343,256  365,242 

 4,694  11,394  414,669  37,440  377,229  313,708 

 4,718  12,021  394,357  33,115  361,242  324,954 

 4,335  14,885  401,299  28,742  372,557  376,447 

 5,011  18,609  410,100  21,868  388,232  398,948 

 7,565  17,963  361,368  19,271  342,097  400,047 

 9,052  17,174  427,700  21,475  406,225  393,553 

 5,329  8,437  488,826  19,698  469,128  395,370 

 6,205  7,653  444,836  21,688  423,148  397,330 

 6,300  6,750  477,774  19,993  457,781  443,291 

Bureau of Consular Affairs
至102年(From 2004 to 2013)                                             

單位( Unit)：件(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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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別及               
項目別

Region / Item

          改善簽證待遇   Improving Visa Services (item)

直接核發簽證 免簽證 落地簽證 長期多次簽證 免收簽證規費

Issuing Visa 
Directly Visa-exemption Landing Visas Multiple-entry 

Visas Fee-exempt Visas

總  計             

Total
 1  6  1  34  15 

亞太地區                

Asia 
Pacific

 -  1  -  18  10 

亞西地區       

West Asia
 1  -  1  1  1 

非洲地區                

Africa
 -  -  -  -  - 

歐洲地區               

Europe
 -  2  -  13  3 

北美地區                

North 
America

 -  -  -  2  1 

拉丁美洲及

加勒比海地區     

(Latin America 
and Caribbean)

America

 -  3  -  -  - 

資料來源：本部領事事務局及本部地域司	 	 	 	
 Source of Information: BOCA ；Relevant MOFA Departments	

   Table 26: Services for Overseas Chinese
                       中華民國



115

117

       急難救助      Emergency Assistance (person)

海難 搶劫 綁架 車禍 疾病 亡故 入獄
遺失證件
或金錢

漁民漁
船遇難

其他

Disasters 
at Sea

Robberies Kidnappings Motor 
Accidents

Disease Death Imprison-
ment

Loss of I.D. or 
Money

Accidents Involving 
Fishermen or Fishing Boat

Others

 -  189  43  151  279  249  469  2,490  71  1,804 

 -  90  33  91  206  202  433  1,217  27  1,138 

 -  4  -  4  9  10  1  25  -  65 

 -  3  -  -  3  -  1  6  39  35 

 -  75  9  40  44  13  5  868  -  254 

 -  8  1  16  13  12  25  344  5  283 

 -  9  -  -  4  12  4  30  -  29 

and ROC Citizens Abroad
102年 (2013)                                                                                              

單位 (Unit)：項( I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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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別

Year

國人護照

ROC Passports

外人來華
簽        證

Visas Issued to 
Foreign Passport 

Holders

文件證明

Document 
Authentication

護照、簽證
及文件證明
合            計

Total 

93年
(2004)

18.67 0.67 -2.97 11.42

94年
(2005)

-0.52 6.50 -14.11 -1.48

95年
(2006)

-10.85 -4.90 3.58 -7.79

96年
(2007)

-19.09 1.76 15.85 -9.80

97年
(2008)

-18.32 2.19 5.98 -9.18

98年
(2009)

8.30 -11.88 0.28 1.65

99年
(2010)

41.27 18.36 -1.62 26.78

100年
(2011)

12.68 14.29 0.46 10.83

101年
(2012)

2.52 -9.00 0.50 -0.08 

102年
(2013)

15.04 7.35 11.57 13.09 

Table 27: Annual Growth Rate in Cases Relating to ROC Passports,Visa Issuance, and Document  Certification Processed by Bureau of Consular Affairs
中華民國93年至102年(From 2004 to 2013)                  

 單位(Unit)：%

資料來源：本部領事事務局    

Source of Information: Bureau of Consular Affairs, MO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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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外國駐臺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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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別

Year

國人護照

ROC Passports

外人來華
簽        證

Visas Issued to 
Foreign Passport 

Holders

文件證明

Document 
Authentication

護照、簽證
及文件證明
合            計

Total 

93年
(2004)

18.67 0.67 -2.97 11.42

94年
(2005)

-0.52 6.50 -14.11 -1.48

95年
(2006)

-10.85 -4.90 3.58 -7.79

96年
(2007)

-19.09 1.76 15.85 -9.80

97年
(2008)

-18.32 2.19 5.98 -9.18

98年
(2009)

8.30 -11.88 0.28 1.65

99年
(2010)

41.27 18.36 -1.62 26.78

100年
(2011)

12.68 14.29 0.46 10.83

101年
(2012)

2.52 -9.00 0.50 -0.08 

102年
(2013)

15.04 7.35 11.57 13.09 

Table 27: Annual Growth Rate in Cases Relating to ROC Passports,Visa Issuance, and Document  Certification Processed by Bureau of Consular Affairs
中華民國93年至102年(From 2004 to 2013)                  

 單位(Unit)：%

資料來源：本部領事事務局    

Source of Information: Bureau of Consular Affairs, MO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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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別     

總計 
Total               

大使館
                    Embassy

辦事處
                           Office

     Year
亞太 亞西 非洲 歐洲

拉丁美洲及
加勒比海 亞太 亞西 非洲 歐洲

北
美洲

拉丁美洲及
加勒比海

Asia 
Pacific 

West 
Asia 

Africa Europe Latin 
America and 

Caribbean

Asia 
Pacific 

West 
Asia 

Africa Europe North 
America

Latin 
America and 
Caribbean

93年(2004)  69  3  -  7  1  10  13  7  2  18  2  6 

94年(2005)  68  3  -  6  1  10  13  7  2  18  2  6 

95年(2006)  76  3  -  5  1  10  16  7  2  22  3  7 

96年(2007)  76  4  -  4  1  10  16  7  2  22  3  7 

年別     
Year

總計
Total               

大使館
                    Embassy

辦事處
                           Office

亞太 亞西 非洲 歐洲 拉丁美洲及
加勒比海

亞太 亞西 非洲 歐洲 北
美洲

拉丁美洲及
加勒比海

Asia 
Pacific 

West 
Asia 

Africa Europe Latin 
America and 

Caribbean

Asia 
Pacific 

West 
Asia 

Africa Europe North 
America

Latin 
America and 
Caribbean

97年(2008)  76  4  -  4  1  10  16  7  2  22  3  7 

98年(2009)  76  4  -  4  1  10  16  7  2  22  3  7 

99年(2010)  76  4  -  4  1  10  16  7  2  22  3  7 

100年(2011)  76  4  -  4  1  10  16  7  2  22  3  7 

101年(2012)  75  4  -  4  1  10  16  7  2  21  3  7 

102年(2013)  76  6  -  3  1  10  17  6  2  21  3  7 

Table 28: Foreign Embassies, Consulates and Missions in the ROC
 中華民國93年底至102年底(From the end of 2004 to 2013)               

 單位(Unit)：個

資料來源：本部禮賓處         
Source of Information: Department of Protocol, MO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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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新聞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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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別     

總計 
Total               

大使館
                    Embassy

辦事處
                           Office

     Year
亞太 亞西 非洲 歐洲

拉丁美洲及
加勒比海 亞太 亞西 非洲 歐洲

北
美洲

拉丁美洲及
加勒比海

Asia 
Pacific 

West 
Asia 

Africa Europe Latin 
America and 

Caribbean

Asia 
Pacific 

West 
Asia 

Africa Europe North 
America

Latin 
America and 
Caribbean

93年(2004)  69  3  -  7  1  10  13  7  2  18  2  6 

94年(2005)  68  3  -  6  1  10  13  7  2  18  2  6 

95年(2006)  76  3  -  5  1  10  16  7  2  22  3  7 

96年(2007)  76  4  -  4  1  10  16  7  2  22  3  7 

年別     
Year

總計
Total               

大使館
                    Embassy

辦事處
                           Office

亞太 亞西 非洲 歐洲 拉丁美洲及
加勒比海

亞太 亞西 非洲 歐洲 北
美洲

拉丁美洲及
加勒比海

Asia 
Pacific 

West 
Asia 

Africa Europe Latin 
America and 

Caribbean

Asia 
Pacific 

West 
Asia 

Africa Europe North 
America

Latin 
America and 
Caribbean

97年(2008)  76  4  -  4  1  10  16  7  2  22  3  7 

98年(2009)  76  4  -  4  1  10  16  7  2  22  3  7 

99年(2010)  76  4  -  4  1  10  16  7  2  22  3  7 

100年(2011)  76  4  -  4  1  10  16  7  2  22  3  7 

101年(2012)  75  4  -  4  1  10  16  7  2  21  3  7 

102年(2013)  76  6  -  3  1  10  17  6  2  21  3  7 

Table 28: Foreign Embassies, Consulates and Missions in the ROC
 中華民國93年底至102年底(From the end of 2004 to 2013)               

 單位(Unit)：個

資料來源：本部禮賓處         
Source of Information: Department of Protocol, MO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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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別

就重要問題闡明對外政策之立場
Position on Major Issues

部次長及發言人發表
談話 (次)

發佈新聞稿     
(則)

 舉行記者招待會及
新聞說明會(次)

Year

Statements Made by
 the Minister, 

Vice Ministers or 
Spokesperson

Press Releases  Press Conferences

94年(2005) 250 266  103 

95年(2006) 120 269  116 

96年(2007) 180 260  114 

97年(2008) 119 175  101 

98年(2009) 125 250  100 

99年(2010) 155 398  100 

100年(2011) 136 412 98

101年(2012) 300 450 111

102年(2013) 389 577 99

年別

就重要問題闡明對外政策之立場
Position on Major Issues

     寄   發

部次長及發言人

發表談話 (次)

發佈新聞稿     
(則)

舉行新聞
說明會(次)

錄影帶(個)

Year Statements Made by
 the Minister, 

Vice Ministers or 
Spokesperson

Press Releases Press
Cconferences Videos

93年(2004) 102    201  201  13,690 

Table 29: Promotional Information and

 中華民國93年

資料來源：本部公眾外交協調會及國際傳播司

Source of Information: Public Diplomacy Coordination Council,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Services, MO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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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宣  資  料
Information  Disseminated

                    製發文宣用品 
Promotional Materials Distributed

文宣畫刊暨海報(張)
傳統民俗舞蹈服

裝(件)

歷代文物複製品  

(件)

Promotional Magazines and Posters
Traditional Folk Dance 

Costumes

Duplicate Historical 

Articles

 39,129  -  -

寄  發  文  宣  資  料
Information Disseminated

光碟(片) 文宣品(件)

Video Disks PR Materials

 6,280  45,850 

 30,000  20,000 

 32,000  21,000 

 33,100  22,500 

 6,260  38,343 

 9,459  50,594 

 12,210  33,372 

 16,907  732,749 

 19,502 1,017,975

Materials for Use in Taiwan and Abroad
至102年(From 2004 to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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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研究設計及發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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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別
民意調查   

(次)
專題研討

會(次)
專題座談會  

(次)
委託研究
報告  (項)

自行研究
報告(項)

Year Opinion Polls Symposiums Panel Discussions Commissioned 
Reports

Research Reports 
by MOFA

93年(2004)  3  14  38  3  1 

94年(2005)  2  6  38  7  4 

95年(2006)  6  -  54  2  8 

96年(2007)  3  37  49  6  3 

97年(2008)  2  -  47  -  1 

98年(2009)  3  4  32  3  - 

99年(2010)  3  4  33  5  20 

100年(2011)  3  3  8  -  - 

101年(2012)  2  5  11  12  3 

102年(2013)  -  9  4  -  - 

Table 30: Achievements in Research and Planning
中華民國93年至102年(From 2004 to 2013)  

資料來源:本部研究設計會。    
Source of Information:  Department of Policy Planning, MO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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