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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為增進國人對外交事務的瞭解，強化「全民外交」力量，外交部每

年定期出版「外交統計年報」，以統計數據的方式，呈現我國外交行政、

外交工作及對外關係的現況。外交部將持續秉持「踏實外交」的初心積

極推動外交工作，連結世界、布局全球、貢獻國際、彰顯臺灣，各項重

點工作如下： 

一、鞏固邦交 

全力鞏固現有邦交關係，持續推動高層互動、多方交流及雙邊合作

計畫，但是不會和中國做無意義的金錢外交競逐。 

二、深化與理念相近國家的關係 

善用國際友我氛圍，結合國際友我力量，持續強化和美國、日本、

歐洲、加拿大、澳大利亞等理念相近國家的實質關係，擴大合作領

域，共同因應各項傳統及非傳統威脅的挑戰，攜手促進區域和平穩

定發展。 

三、善用國際友我聲量，擴大國際參與 

臺灣積極貢獻深獲全球肯定，進而轉化成支持臺灣國際參與之豐沛

能量。我政府秉持「務實、專業、有貢獻」之原則，持續爭取參與

更多國際組織，並全力維護我國在已加入國際組織內的權益及深化

參與，同時強化與非政府組織合作，公私協力拓展國際參與空間。 

四、擴大全球戰略布局 

政府努力對外經營，在全球布局方面多有斬獲。外交部繼 109年陸

續開設「台灣駐索馬利蘭共和國代表處」、「駐關島台北經濟文化辦

事處」及「駐普羅旺斯臺北辦事處」後，「駐立陶宛台灣代表處」

於 110年 11月間正式運作，以及 111年 11月重啟「駐象牙海岸代

表處」。未來也將在加拿大魁北克省設立「駐蒙特婁辦事處」及在

義大利米蘭設立「駐米蘭辦事處」。 

五、賡續推動「新南向政策」 

在既有良好基礎上，持續推動深化「新南向政策」，連結「印太戰

略」，聚焦經貿合作、人才交流、資源共享及區域鏈結四大主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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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發揮臺灣軟實力，創造互利共贏新合作模式，為區域繁榮及永

續發展做出貢獻。 

六、爭取加入區域經濟整合機制及強化區域合作 

我政府以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為優先目

標，持續積極進洽日本等 11 個成員國，並已於 110 年正式提出申

請加入，外交部會持續透過雙邊管道及多邊機制，爭取支持。 

七、讓國際聽見臺灣的聲音 

持續透過多元方式向國際社會發聲，傳達臺灣貢獻國際社會之努力

與成果，讓世界更瞭解及更支持臺灣，尤其加強運用包括臉書、推

特、Instagram、YouTube等新媒體平臺，展現公眾外交的正向能量。 

八、善盡國際責任 

落實聯合國的「永續發展目標」，善盡國際責任，對國際社會做出

更多貢獻，如 111年俄烏戰爭發生後，外交部結合民間力量，提供

物資及捐款協助受戰爭影響之難民及收容難民之國家。此外，將堅

守「維持臺海和平穩定現狀」的國際共識，並捍衛共享價值及以規

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 

九、精進為民服務及便民措施 

外交部將持續精進各項為民服務工作及便民措施，使人民有感。 

 

推動外交工作的過程中，除了政府本身的努力外，亦仰賴立法部

門、民間團體及各界人士的協助與支持，因此，外交的進展與成果，實

為全民同心協力之意志展現。在 111年「外交統計年報」出刊之際，本

人謹向所有曾經參與、支持或協助推動外交工作的政府相關部會及各機

關首長與同仁，以及各界熱心人士，表達最誠摯的謝意。 

 

外交部長  吳釗燮 

112年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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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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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人員考選及培訓、國際關係、國際合作、領事事務、外國及

政府間國際組織駐臺機構、新聞文化、研究設計及發展工作，共計 20

張統計表，其涉及機敏不宜公開發表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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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日)資料者以 111年 12月 31日為準，屬動態(期間)資料

者以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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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本  頁  空  白 

 

 

 

 

6



 

 

                                                                                    

                        壹、提要分析    

                      

 

 

 

 

 

 

7



一、組 織 系 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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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美國事務委員會）。

另於 14個有邦交國家設有 14個大使館及 2個總領事館；在其他無正式邦

交國家與地區設置 58個代表處及 38個辦事處（含香港及澳門辦事處）；世

界貿易組織設立 1個常駐代表團，共計設置 113個駐外機構。其中駐外大

使館占 12.39%，總領事館占 1.77%，代表處占 51.33%，辦事處占 33.63%，

代表團占 0.88﹪。如按地域區分，亞太地區 34 個，占 30.09%；亞西及非

洲地區 16個，占 14.16%；歐洲地區 29個，占 25.66%；北美地區 16個，

占 14.16%；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 18個，占 1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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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我國駐外機構之等級比例
中華民國111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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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我國駐外機構之地域比例
中華民國111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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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外交領事、行政人員考試錄取率

中華民國102年至111年

二、外交人員考選及培訓 

我國外交人員之培訓由本部外交及國際事務學院、資訊及電務處、人

事處及領事事務局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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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受訓人員達 1,8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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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人員

特考，以甄選優秀人才，為外交工作注入新血。111 年度外交領事、行政

人員特考計 548人報名，其中 438人到考，實際錄取 42人，錄取率為 9.6%。 

 

 

11



 

三、國際關係 

（一）與國際組織關係 

我政府秉持「務實、專業、有貢獻」之原則，推動參與聯合國體系

及其他尚未加入之政府間國際組織，尤以攸關國民福祉安全及國家發展

者為要，例如「世界衛生組織」（WHO）、「國際民航組織」（ICAO）等

聯合國專門機構、「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及「國際刑

警組織」（INTERPOL）等。111年我各項推案獲國際社會支持動能持續

提升，例如聯合國大會開議期間，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歐盟理

事會主席米歇爾（Charles MICHEL）及捷克外交部長利帕夫斯基（Jan 

LIPAVSKY）在總辯論強調支持臺海和平穩定；在「世界衛生大會」

（WHA）為我直接執言之理念相近國家倍增至 10 國；另在 ICAO 大會

上，美國運輸部長布塔吉格（Pete BUTTIGIEG）更首度為我仗義執言；

在 INTERPOL大會期間，荷蘭外長胡克斯塔（Wopke HOEKSTRA）及

英國外交部副部長米林（Amanda MILLING）等對外公開支持我案。我

亦持續與已加入之各國際組織深化合作關係，積極維護我會籍地位與權

益，協助國人與國際接軌，爭取更多參與國際事務之機會，例如我國成

功爭取擔任「亞洲選舉官署協會」（AAEA）副主席等國際組織重要職務，

進一步提升我國對議題之主導性及國際能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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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截至 111 年 12月 31日止我國於下列 45 個政府間國際組織、多邊機制或

其下屬機構擁有正式會員身分 

序號 組織名稱 外文名稱 簡稱 

1    亞洲選舉官署協會 
Association of Asian Election 

Authorities 
AAEA 

2 亞洲資訊通路聯盟 
Asian Access to Information 

Alliance 
AAIA 

3 亞非農村發展組織 
African-Asian Rural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 
AARDO 

4 
世界貿易組織法律諮

詢中心 
Advisory Centre on WTO Law ACWL 

5 亞洲開發銀行 Asian Development Bank ADB 

6 
亞太農業研究機構聯

盟 

Asia-Pacific Association of 

Agricultural Research Institutions 
APAARI 

7 亞太經濟合作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 

8 亞太防制洗錢組織 
Asia/Pacific Group on Money 

Laundering 
APG 

9 亞太法定計量論壇 
Asia-Pacific Legal Metrology 

Forum 
APLMF 

10 亞洲生產力組織 Asian Productivity Organization APO 

11 
亞太區追討犯罪所得

機構網絡 

Asset Recovery Interagency 

Network-Asia Pacific 

ARIN- 

AP 

12 世界選舉機關協會 
Association of World Election 

Bodies 
A-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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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組織名稱 外文名稱 簡稱 

13 中美洲銀行 
Central American Bank for 

Economic Integration 
CABEI 

14 
南方黑鮪保育委員會

延伸委員會 

Extended Commission, 

Commission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Southern Bluefin Tuna 

CCSBT-EC 

15 
國際衛星輔助搜救組

織 

International Cospas-Sarsat 

Programme 

Cospas- 

Sarsat 

16 艾格蒙聯盟 Egmont Group EG 

17 
亞洲太平洋地區糧食

與肥料技術中心 

Food and Fertilizer Technology 

Center for the Asian and Pacific 

Region 

FFTC 

18 全球金融創新聯盟 
Global Financial Innovation 

Network 
GFIN 

19 全球醫療器材法規調

和會 

Global Harmonization Working 

Party 
GHWP 

20 全球跨境隱私規則論

壇 

Global Cross-Border Privacy Rules 

Forum 

Global CBPR 

Forum 

21 國際保險監理官協會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Insurance Supervisors 
IAIS 

22 美洲熱帶鮪魚委員會 
Inter-American Tropical Tuna 

Commission 
IATTC 

23 國際政府資訊科技理

事會 

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ICA 

24 國際棉業諮詢委員會 
International Cotton Advisory 

Committee 
ICAC 

25 國際競爭網路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Network ICN 

26 國際醫藥法規協和會 

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Harmonisation of Technical 

Requirements for Pharmaceuticals 

for Human Use 

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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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組織名稱 外文名稱 簡稱 

27 
國際化粧品法規合作

會議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n 

Cosmetics Regulation 
ICCR 

28 
審計監理機關國際論

壇 

International Forum of 

Independent Audit Regulators 
IFIAR 

29 
國際證券管理機構組

織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Securities Commissions 
IOSCO 

30 
原住民族經濟貿易合

作協議 

Indigenous Peoples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Arrangement 
IPETCA 

31 
北太平洋鮪類及似鮪

類國際科學委員會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mmittee 

for Tuna and Tuna-like Species in 

the North Pacific Ocean 

ISC 

32 國際種子檢查協會 
International Seed Testing 

Association 
ISTA 

33 國際運輸安全協會 
International Transportation Safety 

Association 
ITSA 

34 北太平洋漁業委員會 
North Pacific Fisheries 

Commission  
NPFC 

35 
東南亞國家中央銀行

聯合會 
South East Asian Central Banks SEACEN 

36 
亞太稅務行政及研究

組織 

Study Group on Asian-Pacific Tax 

Administration and Research 
SGATAR 

37 南印度洋漁業協定 
Southern Indian Ocean Fisheries 

Agreement 
SIOFA 

38 
南太平洋區域漁業管

理組織 

South Pacific Regional Fisheries 

Management Organisation 
SPRFMO 

39 

世界關務組織下屬之

「關稅估價技術委員

會」 

Technical Committee on Customs 

Valuation, World Customs 

Organization  

WCO-TCCV 

40 

世界關務組織下屬之

「原產地規則技術委

員會」 

Technical Committee on Rules of 

Origin, World Customs 

Organization  

WCO-TC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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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組織名稱 外文名稱 簡稱 

41 
中西太平洋漁業委員

會 

Western and Central Pacific 

Fisheries Commission 
WCPFC 

42 世界動物衛生組織 
World Organisation for Animal 

Health  
WOAH 

43 亞蔬─世界蔬菜中心 World Vegetable Center WorldVeg 

44 世界貿易組織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45 
全球反制伊斯蘭國聯

盟 
Global Coalition to Defeat ISIS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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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截至 111 年 12月 31日止我國以觀察員等身分參與 27 個政府間國際組

織、多邊機制或其下屬機構 

序號 組織名稱 外文名稱 簡稱 

1 
信天翁及水薙鳥保

育協定 

Agreement on the Conservation 

of Albatrosses and Petrels 
ACAP 

2 中美洲軍事會議 
Conferencia de las Fuerzas 

Armadas Centroamericanas 
CFAC 

3 國際度量衡大會 
Conférence Générale des Poids 

et Mesures 
CGPM 

4 

瀕臨絕種野生動植

物國際貿易公約（簡

稱華盛頓公約）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of 

Wild Fauna and Flora 

CITES 

5 歐洲復興開發銀行 
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EBRD 

6 糧食援助委員會 Food Aid Committee FAC 

7 
中美洲暨加勒比海

盆地國會議長論壇 

Foro de Presidentes de Poderes 

Legislativos de Centroamérica 

y la Cuenca del Caribe 

FOPREL 

8 
全球生物多樣性資

訊機構 

Global Biodiversity 

Information Facility 
GBIF 

9 
國際大西洋鮪類資

源保育委員會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Atlantic 

Tunas 

ICCAT 

10 
國際消費者保護執

行網絡 

International Consumer 

Protection and Enforcement 

Network 

ICPEN 

11 美洲開發銀行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IDB 

12 國際穀物理事會 International Grains Council IGC 

13 國際再生能源總署 
International Renewable 

Energy Agency 
IRENA 

14 
國際宗教自由信仰

聯盟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 or Belief Alliance IRFBA 

15 

國際間鑽石原石進

出口認證標準諮商

機制 

Kimberley Process KP 

17



 

序號 組織名稱 外文名稱 簡稱 

16 

蒙特婁破壞臭氧層

物質管制議定書（簡

稱蒙特婁議定書） 

Montreal Protocol on 

Substances that Deplete the 

Ozone Layer 

Montreal Protocol 

17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

織下屬「競爭委員

會」 

Competition Committee,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CC 

18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

織下屬「漁業委員

會」 

Fisheries Committee,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FC 

19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

織下屬「鋼鐵委員

會」 

Steel Committee,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SC 

20 國際法定計量組織 
Organisation Internationale de         

Métrologie Légale 
OIML 

21 中美洲議會 Parlamento Centroamericano PARLACEN 

22 太平洋島國論壇 Pacific Islands Forum PIF 

23 中美洲統合體 
Sistema de la Integración 

Centroamericana  
SICA 

24 
更安全天空諮詢委

員會 

Safer Skies Consultative 

Committee SSCC 

25 
聯合國氣候變化綱

要公約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 

26 

世界關務組織下屬

之「修正版京都公約

管理委員會」 

Revised Kyoto Convention 

Management Committee, 

World Customs Organization  

WCO-RKC-MC 

27 世界衛生組織 

參與「世界衛生組織」（WHO）之「國際衛生條

例」（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 IHR）及以

個人專家身分有限度出席技術性會議 

 

為善用我民間團體充沛之活力與資源，協助我非政府組織（NGO）與

全球接軌，本部於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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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稱 NGO 國際事務

18



 

會）」），冀與國內 NGO建立緊密合作夥伴關係，公私協力，共同合作發揮

「Taiwan can Help, and Taiwan is Helping」之精神，致力實踐聯合國永續

發展目標(SDGs)，透過政策倡議、人道關懷、創新合作及文化交流等各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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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非政府組織，經多

年努力後，入會及參與國際交流活動之數量及質量逐年增長精進，範圍擴

及工商、金融、學術、科技、文化、環保、生態、醫藥衛生、人權、民主、

宗教、婦女、社會創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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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年底止，我國 NGO 及

個人共參加 3,216個國際非政府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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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因受新

冠肺炎 (COVID-19) 疫情影響，多項會議改以雙邊或多邊視訊方式舉

行，共計出席 299 次國際視訊會議(其中多邊視訊會議為 233 次)，依會

議性質分，以商業金融財經類最多計 1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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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育等方面之會議及交流活動。111 年我國參加之國際會議及活動共計

422 次（其中在國內舉辦者為 87 次）；依舉辦地區分，以亞太地區最多

計 290次，其次為歐洲地區計 54次，再其次為北美地區計 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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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與各國簽訂條約與協定情形 

國際間為建立或鞏固國際秩序，確定各國際法主體之間合作項目的範

圍及權利義務並敦睦邦誼關係，國際上成員均透過交涉、談判、簽訂條約

及協定，以建立共同遵循之標準及合作模式。我國為國際社會之成員，長

久以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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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間，我國與美利堅合眾國（美國）、日本、菲律賓共和國、馬紹

爾群島共和國、史瓦帝尼王國、英屬土克凱可群島、索馬利蘭共和國、帛

琉共和國、馬爾他共和國、印度共和國、斯洛伐克、巴勒斯坦、瓜地馬拉

共和國、印度尼西亞共和國（印尼）、貝里斯、吐瓦魯、斯洛維尼亞共和

國、摩納哥侯國、聖露西亞及巴拉圭共和國計 20國，以及中美洲農牧保

健組織簽訂屬於普通等級之條約協定共 30件，範圍包括：氣象、教育文

化、食品藥物、農漁林牧、經貿、洗錢防制、能源、航空/航權、標準、

軍事、司法、技術合作、外交領事、警政合作、交通運輸、醫療衛生、租

借、發展援助合作及其他。（詳如下表） 

附表三 111年我國與世界各國及國際組織簽署條約協定 

編 

號 

地區

別 
類別 簽署國 條約名稱（中、外文） 

簽署日期 

/ 

生效日期 

1  
北美

地區 
氣象 

美利堅合眾國 

（美國）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駐美國臺北經濟文化代表處與美國在臺協會間航空氣象現代

化作業系統發展技術合作協議航空氣象現代化作業系統汰換

及更新計畫第十八號執行辦法（中譯本） 

IMPLEMENTING ARRANGEMENT NUMBER 18 

ADVANCED OPERATIONAL AVIATION WEATHER 

SYSTEM RENEWAL AND UPDATE (AOAWS-RU) TO THE 

AGREEMENT BETWEEN THE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 

FOR TECHNICAL COOPERATION ASSOCIATED WITH 

ESTABLISHMENT OF ADVANCED OPERATIONAL 

AVIATION WEATHER SYSTEMS 

2022/01/07 

2022/01/10 

/ 

2022/01/10 

2  
亞太

地區 

教育

文化 

日本 

JAPAN 

臺灣日本關係協會與公益財團法人日本台灣交流協會間關於

強化青少年交流備忘錄 

台湾日本関係協会と公益財団法人日本台湾交流協会との間

の青少年交流の強化に関する覚書 

2022/02/18 

/ 

2022/0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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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地區

別 
類別 簽署國 條約名稱（中、外文） 

簽署日期 

/ 

生效日期 

3 
亞太

地區 

食品

藥物 

日本 

JAPAN 

臺灣日本關係協會與公益財團法人日本台灣交流協會關於臺

日間食品安全合作及促進食品進出口備忘錄 

台湾日本関係協会と公益財団法人日本台湾交流協会との間

の 食品安全及び食品の輸出入に関する協力に係る覚書 

2022/03/04 

 / 

2022/03/04 

4 
亞太

地區 

教育

文化 

菲律賓共和國 

PHILIPPINES, 

REPUBLIC OF 

駐菲律賓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與馬尼拉經濟文化辦事處間教

育暨學習聯結合作瞭解備忘錄(換函)（中譯本）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THE 

PHILIPPINES AND THE MANILA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TAIWAN CONCERNING 

COOPERATION ON EDUCATION AND LEARNING 

LINKAGE (EXCHANGE OF LETTERS) 

2022/03/07 

2022/05/20 

/ 

2022/05/21 

5 
亞太

地區 

農漁

林牧 

馬紹爾群島共和國 

MARSHALL 

ISLANDS, 

REPUBLIC OF 

中華民國政府與馬紹爾群島共和國政府間農業技術合作協定 

(修約換文) （中譯本） 

THE AGREEMENT OF AGRICULTURAL TECHNICAL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THE MARSHALL ISLANDS (EXCHANGE 

OF NOTES) 

2022/03/22 

/ 

2022/03/22 

6 
非洲

地區 
經貿 

史瓦帝尼王國 

ESWATINI, 

KINGDOM OF 

第 2號決議文 中華民國（臺灣）政府與史瓦帝尼王國政府經

濟合作協定新關稅減讓表及於聯合委員會下設立 2個次聯合

委員會 

DECISION NO. 2 NEW TARIFF CONCESSION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WO SUB-COMMITTEES FOR THE 

JOINT COMMITTEE OF THE AGREEMENT ON 

ECONOMIC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KINGDOM OF 

ESWATINI 

2022/03/30 

2022/06/06 

/ 

尚未生效 

7 
歐洲

地區 

洗錢

防制 

英屬土克凱可群島 

 

TURKS AND 

CAICOS ISLANDS 

中華民國（臺灣）法務部調查局洗錢防制處與英屬土克凱可

群島金融情報中心關於涉及洗錢、相關前置犯罪及資助恐怖

主義金融情資交換合作瞭解備忘錄（中譯本）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ANTI-MONEY LAUNDERING DIVISION, INVESTIGATION 

BUREAU, MINISTRY OF JUSTIC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AND THE FINANCIAL INTELLIGENCE 

AGENCY OF THE TURKS AND CAICOS ISLANDS 

CONCERNING COOPERATION IN THE EXCHANGE OF 

FINANCIAL INTELLIGENCE RELATED TO MONEY 

LAUNDERING, ASSOCIATED PREDICATE OFFENCES 

AND TERRORISM FINANCING 

2022/04/08 

2022/04/13 

/ 

2022/0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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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地區

別 
類別 簽署國 條約名稱（中、外文） 

簽署日期 

/ 

生效日期 

8 
非洲

地區 
能源 

索馬利蘭共和國 

SOMALILAND, 

REPUBLIC OF 

中華民國（臺灣）政府與索馬利蘭共和國政府能源及礦產資

源合作協定（中譯本） 

AGREEMENT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SOMALILAND ON 

ENERGY AND MINERAL RESOURCES COOPERATION 

2022/04/08 

2022/05/23 

/ 

2022/05/23 

9 
亞太

地區 

航空 

/ 

航權 

帛琉共和國 

PALAU, 

REPUBLIC OF 

中華民國政府與帛琉共和國政府間航空服務協定之附約第三

次修正（中譯本） 

AMENDMENT NO.3 OF THE ANNEX TO THE 

AGREEMENT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PALAU 

RELATING TO AIR SERVICES 

2022/04/11 

2022/05/16 

/ 

2022/05/16 

10 
歐洲

地區 

洗錢

防制 

馬爾他共和國 

MALTA, 

REPUBLIC OF 

中華民國(臺灣)法務部調查局洗錢防制處與馬爾他共和國金

融情資分析中心關於涉及洗錢、相關前置犯罪及資助恐怖主

義金融情資交換合作瞭解備忘錄（中譯本）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ANTI-MONEY LAUNDERING DIVISION, INVESTIGATION 

BUREAU, MINISTRY OF JUSTIC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AND THE FINANCIAL INTELLIGENCE 

ANALYSIS UNIT, REPUBLIC OF MALTA CONCERNING 

COOPERATION IN THE EXCHANGE OF FINANCIAL 

INTELLIGENCE RELATED TO MONEY LAUNDERING, 

ASSOCIATED PREDICATE OFFENCES AND TERRORISM 

FINANCING 

2022/05/04 

2022/05/10 

/ 

2022/05/10 

11 
亞太

地區 
標準 

印度共和國 

INDIA, 

REPUBLIC OF 

駐印度台北經濟文化中心與印度台北協會標準及符合性評鑑

相互合作協定 

AGREEMENT BETWEEN THE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CENTER IN INDIA AND THE INDIA-TAIPEI 

ASSOCIATION, TAIPEI ON MUTUAL COOPERATION IN 

THE FIELD OF STANDARDIZATION AND CONFORMITY 

ASSESSMENT 

2022/05/18 

 / 

2022/05/18 

12 
北美

地區 
軍事 

美利堅合眾國 

（美國）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與美國在台協會就律定不符合雷

希法單位協定（中譯本） 

 

AGREEMENT BETWEEN THE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 

CONCERNING LEAHY INELIGIBLE UNITS WRITTEN 

AGREEMENT REQUIREMENT 

 

2022/06/07 

2022/06/13 

/ 

2022/0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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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地區

別 
類別 簽署國 條約名稱（中、外文） 

簽署日期 

/ 

生效日期 

13 
歐洲

地區 
司法 

斯洛伐克 

SLOVAK 

REPUBLIC 

駐斯洛伐克台北代表處與斯洛伐克經濟文化辦事處民事暨商

事司法合作協議（中譯本） 

ARRANGEMENT BETWEEN THE TAIPEI 

REPRESENTATIVE OFFICE, BRATISLAVA AND THE 

SLOVAK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TAIPEI 

ON JUDICIAL COOPERATION IN CIVIL AND 

COMMERCIAL MATTERS 

2022/06/08 

/ 

2022/06/08 

14 
亞西

地區 

洗錢

防制 

巴勒斯坦 

PALESTINE 

中華民國(臺灣)法務部調查局洗錢防制處與巴勒斯坦金融追

蹤中心關於涉及洗錢、相關前置犯罪及資助恐怖主義金融情

報交換合作瞭解備忘錄（中譯本）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ANTI-MONEY LAUNDERING DIVISION, INVESTIGATION 

BUREAU, MINISTRY OF JUSTIC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AND THE FINANCIAL FOLLOW-UP UNIT, 

STATE OF PALESTINE CONCERNING COOPERATION IN 

THE EXCHANGE OF FINANCIAL INTELLIGENCE 

RELATED TO MONEY LAUNDERING, ASSOCIATED 

PREDICATE OFFENCES AND TERRORISM FINANCING 

2022/07/13 

/ 

2022/07/13 

15 

中南

美地

區 

技術

合作 

瓜地馬拉共和國 

GUATEMALA, 

REPUBLIC OF 

「中華民國政府與瓜地馬拉共和國政府間派遣中美洲投資貿

易服務團協定」續約換文（中譯本） 

CANJE DE NOTAS DEL "CONVENIO SOBRE EL 

ESTABLECIMIENTO DE LA MISIÓ N DE SERVICIO A LA 

INVERSIÓ N Y AL COMERCIO EN CENTROAMÉRICA 

ENTRE EL GOBIERNO DE LA REPÚ BLICA DE 

GUATEMALA Y EL GOBIERNO DE LA REPÚ BLICA DE 

CHINA" 

2022/08/09 

/ 

2022/07/05 

16 
亞太

地區 
經貿 

印度尼西亞共和國

（印尼） 

INDONESIA, 

REPUBLIC OF 

駐印尼台北經濟貿易代表處與駐台北印尼經濟貿易代表處工

業產品設計發展合作協定 

COOPERATION AGREEMENT BETWEEN INDONESIAN 

ECONOMIC AND TRADE OFFICE TO TAIPEI AND TAIPEI 

ECONOMIC AND TRADE OFFICE, JAKARTA, INDONESIA 

ON DESIGN DEVELOPMENT FOR INDUSTRIAL 

PRODUCTS 

2022/08/19 

/ 

2022/08/19 

17 

中南

美地

區 

其他 
貝里斯 

BELIZE 

中華民國（臺灣）政府與貝里斯政府海巡合作協定 

AGREEMENT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AND THE 

GOVERNMENT OF BELIZE ON COAST GUARD 

COOPERATION 

2022/08/23 

2022/09/14 

/ 

2022/09/14 

18 
亞太

地區 
司法 

帛琉共和國 

PALAU, 

REPUBLIC OF 

中華民國（臺灣）政府與帛琉共和國政府法醫合作瞭解備忘

錄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ON FORENSIC 

PATHOLOGISTS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PALAU 

2022/08/30 

/ 

尚未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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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地區

別 
類別 簽署國 條約名稱（中、外文） 

簽署日期 

/ 

生效日期 

19 

中南

美地

區 

外交

領事 

瓜地馬拉共和國 

GUATEMALA, 

REPUBLIC OF 

中華民國（臺灣）外交部與瓜地馬拉共和國外交部外交人員

訓練及交流合作協定 

ACUERDO DE COOPERACIÓ N SOBRE INTERCAMBIO Y 

FORMACIÓ N DEL PERSONAL DIPLOMÁ TICO ENTRE EL 

MINISTERIO DE RELACIONES EXTERIORES DE LA 

REPÚ BLICA DE CHINA (TAIWÁ N) Y EL MINISTERIO DE 

RELACIONES EXTERIORES DE LA REPÚ BLICA DE 

GUATEMALA 

2022/08/30 

/ 

2022/08/30 

20 
亞太

地區 

警政

合作 

吐瓦魯 

TUVALU 

中華民國(臺灣)與吐瓦魯國警政合作協定 

AGREEMENT BETWEE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AND TUVALU ON POLICE COOPERATION 

2022/09/05  

/ 

2022/09/05 

21 
亞太

地區 
其他 

吐瓦魯 

TUVALU 

中華民國（臺灣）政府與吐瓦魯國政府海巡合作協定 

AGREEMENT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TUVALU ON COAST GUARD 

COOPERATION 

2022/09/05 

 / 

2022/09/05 

22 
歐洲

地區 

洗錢

防制 

斯洛維尼亞共和國 

SLOVENIA, 

REPUBLIC OF 

中華民國(臺灣)法務部調查局洗錢防制處與斯洛維尼亞共和

國財政部洗錢防制辦公室關於涉及洗錢及資助恐怖分子金融

情資交換合作瞭解備忘錄（中譯本）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ANTI-MONEY LAUNDERING DIVISION, INVESTIGATION 

BUREAU, MINISTRY OF JUSTIC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AND THE OFFICE FOR MONEY LAUNDERING 

PREVENTION, MINISTRY OF FINANCE, REPUBLIC OF 

SLOVENIA CONCERNING COOPERATION IN THE 

EXCHANGE OF FINANCIAL INTELLIGENCE RELATED 

TO MONEY LAUNDERING AND TERRORIST FINANCING 

2022/09/07 

2022/09/14 

/ 

2022/09/14 

23 
歐洲

地區 

洗錢

防制 

摩納哥侯國 

MONACO, 

PRINCIPALITY 

OF 

中華民國(臺灣)法務部調查局洗錢防制處與摩納哥侯國金融

網路資訊及監控中心關於涉及洗錢、相關前置犯罪及資助恐

怖主義金融情資交換合作瞭解備忘錄（中譯本）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ANTI-MONEY LAUNDERING DIVISION, INVESTGATION 

BUREAU, MINISTRY OF JUSTIC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AND THE SERVICE FOR INFORMATION AND 

MONITORING OF FINANCIAL NETWORKS, 

PRINCIPALITY OF MONACO CONCERNING 

COOPERATION IN THE EXCHANGE OF FINANCIAL 

INTELLIGENCE RELATED TO MONEY LAUNDERING, 

ASSOCIATED PREDICATE OFFENCES AND TERRORISM 

FINANCING 

2022/09/20 

2022/10/20 

/ 

2022/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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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地區

別 
類別 簽署國 條約名稱（中、外文） 

簽署日期 

/ 

生效日期 

24 
亞太

地區 

交通

運輸 

帛琉共和國 

PALAU, 

REPUBLIC OF 

中華民國（臺灣）政府與帛琉共和國政府在 1978年航海人員

訓練、發證和當值標準國際公約及其修正案架構下由帛琉國

際船舶登記處承認中華民國(臺灣)船員海勤資歷、教育及訓

練之文件協定（中譯本） 

AGREEMENT CONCERNING THE ACCEPTANCE OF 

SEAGOING SERVIC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OF 

SEAFARER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AND CERTIFICATION BY PALAU INTERNATIONAL SHIP 

REGISTRY, UNDER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STANDARDS OF TRAINING, 

CERTIFICATION AND WATCHKEEPING FOR 

SEAFARERS (STCW), 1978, AS AMENDED.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PALAU 

2022/10/06 

/ 

2022/10/06 

25 

中南

美地

區 

技術

合作 

聖露西亞 

SAINT LUCIA 

中華民國（臺灣）政府與聖露西亞政府技術合作框架協定 

FRAMEWORK AGREEMENT ON TECHNICAL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AND THE 

GOVERNMENT OF SAINT LUCIA 

2022/10/28 

2022/11/18 

/ 

2023/02/08 

26 

中南

美地

區 

食品

藥物 

巴拉圭共和國 

PARAGUAY, 

REPUBLIC OF 

中華民國(臺灣)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及巴拉圭共和國

國家衛生監督局合作協定 

ACUERDO GENERAL DE COLABORACIÓ N ENTRE LA 

ADMINISTRACIÓ N DE ALIMENTOS Y MEDICAMENTOS 

DEL MINISTERIO DE SALUD Y BIENESTAR SOCIAL DE 

LA REPÚ BLICA DE CHINA (TAIWÁ N) Y LA DIRECCIÓ N 

NACIONAL DE VIGILANCIA SANITARIA DE LA 

REPÚ BLICA DEL PARAGUAY 

2022/11/01 

 / 

2022/11/01 

27 
亞太

地區 

醫療

衛生 

印度共和國 

INDIA, 

REPUBLIC OF 

駐印度台北經濟文化中心與印度台北協會傳統醫藥合作瞭解

備忘錄（中譯本）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CETER IN INDIA 

(TECC) AND THE INDIA TAIPEI ASSOCIATION (ITA) 

CONCERNING COOPERATION IN TRADITIONAL 

MEDICINE 

2022/11/04  

/ 

2022/11/04 

28 
亞太

地區 
租借 

日本 

JAPAN 

臺灣日本關係協會與公益財團法人日本台灣交流協會間關於

臺北市日僑學校租用臺灣銀行及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經管土地

租金計收瞭解備忘錄 

台湾日本関係協会と公益財団法人日本台湾交流協会との間

の台北日本人学校が借用する台湾銀行及び財政部国有財産

署が管理する土地の借用料の計算、徴収に関する備忘録 

 

2022/11/25 

/ 

2022/11/25 

25



 

編 

號 

地區

別 
類別 簽署國 條約名稱（中、外文） 

簽署日期 

/ 

生效日期 

29 

中南

美地

區 

技術

合作 

中美洲農牧保健組

織 

EL ORGANISMO 

INTERNACIONA

L REGIONAL DE 

SANIDAD 

AGROPECUARIA 

(OIRSA) 

中華民國（臺灣）政府與中美洲農牧保健組織有關推動「中

美洲區域香蕉黃葉病防治計畫」合作協定 

CONVENIO DE COOPERACIÓ N PARA LA EJECUCIÓ N 

DEL “PROYECTO REGIONAL DE PREVENCIÓN Y 

CONTROL DE FUSARIUM RAZA 4 TROPICAL DEL 

BANANO EN CENTROAMÉRICA” ENTRE EL GOBIERNO 

DE LA REPÚ BLICA DE CHINA (TAIWÁ N) Y EL 

ORGANISMO INTERNACIONAL REGIONAL DE 

SANIDAD AGROPECUARIA (OIRSA) 

2022/11/07 

/ 

2022/11/07 

30 

中南

美地

區 

發展

援助

合作 

貝里斯 

BELIZE 

中華民國（臺灣）政府與貝里斯政府貝里斯河流域水災預警

能力提升計畫合作協定 

AGREEMENT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AND THE 

GOVERNMENT OF BELIZE ON COOPERATION FOR THE 

FLOOD WARNING CAPACITY IMPROVEMENT FOR THE 

BELIZE RIVER BASIN PROJECT 

2022/12/01 

 / 

2022/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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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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及支持。 

111 年因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逐步趨緩，我與各國政府亦

放寬境管措施，較 110 年人數增加，訪臺外賓計 202 批，1,354 人，

其中由本部接待者為 141 批，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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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茲再依地區，分別說明 111 年重要訪臺外賓身分及人數如下： 

亞太地區：111 年本地區訪賓總人數計 475 人，包括馬紹爾群

島:總統柯布亞(David KABUA)伉儷國是訪問團。帛琉共和國:總統惠

恕仁(Surangel S.WHIPPS Jr.)國是訪問團、副總統兼司法部長席嫵杜

(J.Uduch SENGEBAU-SENIOR)訪問團。吐瓦魯:總理拿塔諾(Kausea 

NATANO)伉儷國是訪問團。韓國:國會韓臺議員親善協會會長趙慶

泰議員訪團(Kyoung Tae CHO)。新加坡:東亞所首席研究員藍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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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ng Er LAM)。泰國:前副總理邦特夫婦(Phongthep Thepkanjana)。

印尼:國會議員暨台灣連線共同主席夫婦(Richard PASARIBU)；紐西

蘭:前副總理兼前外交部長彼得斯(Winston PETERS)。印度:國防安全

研究分析院長齊湛(Sujan CHINOY)等出席玉山論壇。日本:自民黨青

年局局長小倉將信(OGURA Masanobu)眾議員訪團、眾議院鈴木馨祐

(SUZUKI Keisuke) 眾議員、思考日本安全保障議員之會會長石破茂

(ISHIBA Shigeru)及浜田靖一(HAMADA Yasukazu)眾議員訪團、自民

黨政調會長萩生田光一(HAGIUDA Koichi) 眾議員訪團、自民黨參

議院幹事長世耕弘成(SEKO Hiroshige) 參議員訪團。澳洲:前國防部

長安凱文(Kevin ANDREWS)及潘恩(Christopher PYNE)出席凱達格

蘭論壇-印太安全對話。 

亞西及非洲地區：111 年本地區訪賓總人數計 41 人，包括史瓦

帝尼王國：國王恩史瓦帝三世 (His Majesty King Mswati III)率王室

成員及內閣部長訪臺。索馬利蘭：外交部長格瑞薩  (Essay Kayd 

Mohamoud)等 4 名部長訪團。土耳其：《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

公約》(CEDAW)第四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委員暨土耳其中東科技大

學(Middle East Technical University)政治學與公共行政學系資深教授

菲芮德．阿嘉爾(Feride Acar)。 

歐洲地區：111 年本地區訪賓總人數計 294 人，包括歐洲議會:

副議長畢爾(Nicola BEER)為歐洲議會高層首度正式來訪、外交委員

會資深議員芙緹嘉(Anna FOTYGA)、「國貿委員會」(INTA) 副主席

阿西馬柯波蘿 (Anna-Michelle ASIMAKOPOULOU)、議員沃邦 

(Jörgen WARBORN)、議員馮安蘭 (Kathleen VAN BREMPT)、議員

韋 德 蘭  (Marie-Pierre VEDRENNE) 、 議 員 卡 薄 若  (Karin 

KARLSBRO)、議員胡西凡 (Michiel HOOGEVEEN)、議員包瑞翰 

(Reinhard BÜ TIKOFER)。英國:國會下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柯恩詩

(Alicia KEARNS)係英國國會 16 年來首度籌組官方訪問團、王家三

軍聯合國防研究所(RUSI)所長馮海蓓(Karin VON HIPPEL)。法國:參

議院歐洲事務委員會副主席貝勒發(Cyril PELLEVAT)、外交暨國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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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副主席卡迪克(Olivier CADIC)、法制委員會副主席馬克(Alain 

MARC)、議員樂維 (Pierre-Antoine LEVI)及議員德維莎  (Brigitte 

DEVÉSA)、參議院外交暨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友台小組副主席葛里

歐 (Joël GUERRIAU)、財政委員會副主席艾伯雷議員 (Vincent 

EBLÉ)、議員高夏帆 (Sylvie GOY-CHAVENT)、議員瓦特博磊 (Dany 

WATTEBLED)及議員海路鐸 (Ludovic HAYE)。德國:國會友台小組

主席魏爾胥(Klaus-Peter WILLSCH)、國會議員海特(Peter HEIDT)。

捷克:參議院「教育、科學、文化、人權暨請願委員會」主席德拉霍

斯(Jiří DRAHOS)、教育部次長維多娃(Radka WILDOVA)、科技部

次長哈利科娃(Jana HAVLIKOVA)及國家博物館館長盧卡其(Michal 

LUKES)。斯洛伐克:國會副議長勞倫契克(Milan LAURENCIK)、國

會友台小組主席歐舒斯基 (Peter OSUSKY)及布拉提斯拉瓦

(Bratislava)省省長德若巴(Juraj DROBA)。立陶宛:經濟暨創新部政務

次長聶琉嫻娜(Jovita NELIUPŠIENĖ)、經濟暨創新部新任政務次長澤

麥提斯(Karolis ZEMAITIS)、農業部政務次長吉爾卓帝斯(Egidijus 

GIEDRAITIS) 、 交 通 及 通 訊 部 政 務 次 長 愛 格 涅 (Agnė 

VAICIUKEVICIUTE)。瑞典:「臺灣-瑞典國會議員協會」主席歐柏

莉(Boriana Å BERG)、國會副議長呂謝婷(Kerstin LUNDGREN)。 

北美地區：111 年本地區訪賓總人數計 453 人，主要包括美國:

聯邦參議院預算委員會共和黨首席議員葛瑞姆（Lindsey GRAHAM, 

R-SC）、聯邦參議員達克沃絲（Tammy DUCKWORTH, D-IL）、聯

邦參議員史考特（Rick SCOTT, R-FL）、聯邦眾議院議長裴洛西

（Nancy PELOSI, D-CA）、聯邦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亞太小組主席馬

基（Ed MARKEY, D-MA）、聯邦參議員布蕾波恩（Marsha 

BLACKBURN, R-TN）、聯邦眾議院軍事委員會「情報暨特種作戰」

小組副主席莫菲（Stephanie MURPHY, D-FL）、聯邦眾議院「科學、

太空暨科技」委員會主席江笙（Eddie Bernice JOHNSON, D-TX）、

聯邦眾議員莫頓（Seth MOULTON, D-MA）、聯邦眾議院情報委員

會「國防情報暨戰士支援小組」共和黨首席議員溫斯卓普（Br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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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NSTRUP, R-OH）、聯邦眾議員匡希恆（John CURTIS, R-UT）

等聯邦參眾議員訪問團；另政要如前國務卿龐培歐（Michael 

POMPEO）、總統拜登指派並由前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穆倫

（Michael Mullen）所率領之跨黨派資深代表團及國家民主基金會

（NED）會長威爾森（Damon WILSON）、前國防部副部長伍佛維

茲（Paul D. WOLFOWITZ）、印第安納州州長侯康安（Eric 

HOLCOMB）、亞利桑納州州長杜希（Doug DUCEY）、愛達荷州

州長李睿德（Brad LITTLE）、國際宗教自由委員會主席圖凱爾（Nury 

TURKEL）等；重要國際組織及智庫訪賓有：國際民主協會（NDI）

會長米德偉（Derek MITCHELL）、「2049 計畫研究所」執行長石

明凱（Mark STOKES）等。加拿大：前外交部長暨國防部長馬凱（Peter 

MACKAY）、聯邦眾議院國貿委員會主席暨加台國會議員友好協會

會長史葛洛（Judy SGRO）、聯邦眾議員亞可諾（Angelo IACONO）、

聯邦眾議員川布雷（Simon-Pierre SAVARD-TREMBLAY）、聯邦眾

議員馬泰爾（Richard MARTEL）、聯邦眾議員路易斯（Chris 

LEWIS）、全球事務部主管亞太事務助理副部長托佩爾（Paul 

THOPPIL）等。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111 年本地區訪賓總人數計 91 人，

包括貝里斯: 總理布里仙紐(John BRICEÑ O)伉儷、外交部長柯特尼

(Eamon COURTENAY)、教育部長馮賽卡(Francis FONSECA)、農業

部長麥伊(Jose MAI)、衛福部長伯納德(Kevin BERNARD)。聖文森及

格瑞那丁: 總理龔薩福(Ralph GONSALVES)、社會部長布魯斯特

(Orando BREWSTER)、衛生部長卜瑞斯(St. Clair PRINCE)。聖克里

斯多福及尼維斯 :總理德魯 (Terrance DREW)、環境部長柯拉克

(Joyelle CLARKE)、外交部長道格拉斯(Denzil DOUGLAS)。聖露西

亞:總理皮耶(Philip J. PIERRE)、 教育暨永續發展部長愛德華(Shawn 

A. EDWARD)、衛生部長熊包提斯(Moses Jn. BAPTISTE)。瓜地馬拉: 

外交部長步卡羅(Mario BÚ CARO)、前外交部長暨現任瓜國駐中美洲

銀行董事布羅洛 (Pedro BROLO)、衛生部長戈馬 (Fernando J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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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E)。巴拉圭: 資通訊科技部長薩吉爾(Fernando SAQUIER)、工

商部長賈斯迪優尼(Luis Alberto CASTIGLIO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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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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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我各界訪問友好國家

共計 85 批，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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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我國人士

出國訪問，依地區分以訪問亞太地區為最多，計 320 人，占總人數

之 54.24%；其次為歐洲地區，計 112 人，占總人數之 18.98%。若依

出國人士身分加以區分，以政府官員為最多，計 274 人，其次為民

意代表 122 人。各地區出國訪問批次及人數比例請參閱圖五、六。 

 

 

 

 

 

 

 

 

 

 

 

亞太地區33批

38.83%

亞西及非洲地區5批

5.88%

歐洲地區22批

25.88%

北美地區23批

27.06%

拉丁美洲及加勒

比海地區2批

2.35%

圖五 111年出國訪問各地區比例─按批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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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地區：111 年出訪本地區人數計 320 人，主要包括：賴副總

統清德率團偕田政務次長中光等訪問帛琉。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究

院葉副院長俊顯率經濟顧問赴帛琉考察。時任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張

署長子敬以擔任總統特使身份偕田政務次長中光赴帛琉出席第七屆

「我們的海洋大會」(Our Ocean Conference,OOC 2022)。時任亞東太

平洋司周司長民淦赴韓國及釜山。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組團前往

帛琉參加美國「太平洋夥伴」（Pacific Partnership）演訓。臺灣日本

關係協會蘇會長嘉全拜會日方政要。賴副總統赴日弔唁日本前首相

安倍晉三。立法院王前院長金平偕臺灣日本關係協會蘇會長嘉全奉

派出席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國葬儀式。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吳署長秀梅訪日團。臺北市政府「日本 311 震災後重建及未來防災

機制建構」赴日考察團。立法院游院長錫堃偕陳委員歐珀及吳委員

琪銘赴日本進行國會外交活動。 

亞太地區320人

54.24%

亞西及非洲地區39人

6.61%

歐洲地區112人

18.98%

北美地區100人

16.95%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

地區19人
3.22%

圖六 111年出國訪問各地區比例─按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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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西及非洲地區：111 年出訪本地區人數計 39 人，主要包括國

經協會孫副理事長杰夫率「2022 象牙海岸經濟合作及商機考察團」

赴象牙海岸經貿考察。 

歐洲地區：111 年出訪本地區人數計 112 人，主要包括陳前副總

統建仁赴教廷出席先教宗若望保祿一世榮列真福品典禮。本部曾前

政務次長厚仁赴立陶宛及波蘭訪問，並出席論壇、研討會及發表演

講。立法院游院長錫堃訪問立陶宛，會晤立陶宛國會議長及友我議

員，並出席智庫發表專題演講。立法院陳委員玉珍、林委員靜儀、

王委員婉諭及李委員德維赴瑞士日內瓦視導 111 年「世界衛生大會」

(WHA)。立法院林委員昶佐、范委員雲、謝委員衣鳯、邱委員臣遠

及王委員婉諭應美國國際民主協會邀請，出席「2022 年哥本哈根民

主高峰會」。立法院林委員靜儀及邱委員志偉赴立陶宛出席「前線民

主高階研討會」。立法院游院長錫堃偕萬委員美玲、孔委員文吉、張

委員其祿及黃委員世杰赴捷克、立陶宛及法國進行國會外交活動。 

北美地區：111 年出訪本地區人數計 100 人，主要包括行政院鄧

政務委員振中率「企業領袖訪美團」參加「選擇美國（SelectUSA）

投資高峰會」。立法院「台美國會議員聯誼會」訪問華府與美國會及

行政部門互動交流，並出席我農訪團採購意向書簽署儀式暨酒會。

陳前副總統建仁及經濟部王部長美花參加華府「臺灣形象展」。內政

部消防署組團赴美國密西根州參加災害防救演練交流。本部蔡前政

務次長明彥赴加拿大參與哈利法克斯論壇（HISF）。法務部林次長錦

村參加在華府舉行之「全美州檢察長協會」（NAAG）首都論壇並拜

會美國司法部。公平交易委員會陳副主任委員志民訪美出席「南加

州大學 （USC）全球競爭法思想領袖研討會」。立法院林委員昶佐、

范委員雲及王委員婉諭赴美國華府出席「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

(IPAC)會議。立法院范委員雲及王委員婉諭赴美國紐約視導第 77 屆

「聯合國大會」(UN)。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111 年出訪本地區人數計 19 人，賴

副總統清德率團赴中美洲友邦宏都拉斯出席新任總統卡蕬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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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omara Castro)就職典禮。行政院鄧政務委員振中訪問墨西哥，推

動臺墨經貿交流及合作。 

本部自 98 年開辦「國際青年大使交流計畫」以來，每年遴選優

秀大專院校學生赴邦交國及友好國家訪問交流，已培養超過 1,700

位學子擔任青年大使，除拓展我國青年國際視野，並藉由新世代創

意與觀點宣揚我國軟實力，進一步深化與參訪國家之實質友好關

係。109 年及 110 年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暫緩辦理；111 年經審

慎評估後甄選 40 位青年大使訪問我太平洋友邦帛琉 5 日，為中央各

部會疫後恢復國際青年交流之首團，該團除獲帛琉總統惠恕仁親自

接見，並參與「氣候變遷青年論壇」，與帛琉青年交流互動，期間並

進行多場文化演出，受帛方各界熱烈歡迎，圓滿達成任務。此外，

為提升農林漁牧專業青年與新南向國家交流及建構國際人脈，本部

自 106 年起與農業部共同辦理「農業青年大使新南向交流計畫」，惟

受疫情影響，109 年至 111 年暫緩辦理出國訪問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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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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枚

地 區

贈勳125枚

受勳72枚

圖七 102 年至 111年國際間勳章贈受情形 -按地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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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年至 111 年間，我贈勳他國政要共 125 枚，其中

以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最多，計 45 枚，占總數 36%；另我國政

府官員受贈勳章共計 72 枚，受勳來源亦以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

最多，計 46 枚，占總數 63.88%。111 年我贈勳地區以拉丁美洲及加

勒比海地區 8 枚最多；受勳地區亦以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 4 枚

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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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111 年我國贈勳一覽表 

贈勳時間 
贈勳者 受勳者 

姓名 職銜 國籍 姓名 職銜 受勳別 

111.03.03 蔡英文 總統 美利堅合眾國 龐培歐 前國務卿 特種大綬景星

勳章 

111.03.07 吳釗燮 外交部長 聖露西亞 羅倫 駐臺特命全

權大使 

大綬景星勳章 

111.03.09 蔡英文 總統 貝里斯 布里仙紐 總理 特種大綬卿雲

勳章 

111.03.22 蔡英文 總統 馬紹爾群島共和

國 

柯布亞 總統 采玉大勳章 

111.04.27 吳釗燮 外交部長 吐瓦魯國 涂莉梅 駐臺特命全

權大使 

大綬景星勳章 

111.05.19 吳釗燮 外交部長 史瓦帝尼王國 戴敏尼 駐臺特命全

權大使 

大綬景星勳章 

111.06.09 蔡英文 總統 法蘭西共和國 葛里歐 法國參議院

外交暨國防

委員會副主

席 

大綬卿雲勳章 

111.06.14 吳釗燮 外交部長 宏都拉斯共和國 寶蒂絲妲 駐臺特命全

權大使 

大綬景星勳章 

111.08.01 吳釗燮 外交部長 宏都拉斯共和國 摩西 中美洲銀行

(CABEI)總裁 

紫色大綬景星

勳章 

111.08.03 蔡英文 總統 美利堅合眾國 裴洛西 美國聯邦眾

議院議長 

特種大綬卿雲

勳章 

111.08.16 吳釗燮 外交部長 瓜地馬拉共和國 葛梅斯 駐臺特命全

權大使 

大綬景星勳章 

111.08.19 吳釗燮 外交部長 帛琉共和國 歐克麗 駐臺特命全

權大使 

大綬景星勳章 

111.08.30 吳釗燮 外交部長 瓜地馬拉共和國 步卡羅 外交部長 大綬景星勳章 

111.09.05 蔡英文 總統 法蘭西共和國 尚-侯貝·皮

特 

法蘭西學院

院士 

大綬卿雲勳章 

111.09.06 吳釗燮 外交部長 瓜地馬拉共和國 布羅洛 前外交部長 大綬景星勳章 

111.09.16 吳釗燮 外交部長 聖克里斯多福及

尼維斯 

哈菁絲 駐臺特命全

權大使 

大綬景星勳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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贈勳時間 
贈勳者 受勳者 

姓名 職銜 國籍 姓名 職銜 受勳別 

111.09.21 吳釗燮 外交部長 馬紹爾群島共和

國 

艾芮瓊 駐臺特命全

權大使 

大綬景星勳章 

附表五  111 年我國受勳一覽表 

贈勳時間 

贈勳者 受勳者 

國籍 姓名 職銜 姓名 職銜 受勳別 

111.08.30 瓜地馬拉共和國 

 

步卡羅 外交部長 吳釗燮 外交部長 大項鍊伊利薩

里勳章 

111.11.21 瓜地馬拉共和國 雷耶斯 國防部長 鄭力城 駐瓜地馬拉共

和國大使 

懋績十字勳章 

111.11.25 瓜地馬拉共和國 賈麥岱 總統 鄭力城 駐瓜地馬拉共

和國大使 

國鳥大項鍊勳

章 

111.11.25 瓜地馬拉共和國 魯伊茲 教育部長 鄭力城 駐瓜地馬拉共

和國大使 

博士教育勳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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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國際合作 

（一）對外技術合作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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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民國 48 年首次派遣農業

技術人員至越南，開啟我國參與國際援助先河後，透過「先鋒計畫」

派遣農耕隊前往非洲協助農業建設，成立「海外技術合作委員會」(海

外會)、「海外經濟合作發展基金管理委員會」(海合會)，以協助友好

開發中國家農漁業發展及提供開發性貸款和經濟技術協助。鑒於援

外工作日趨多元與專業，為有效整合援外資源、加強國際合作，於 85

年正式成立「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國合會)，隨後陸續將

海合會及海外會之業務併入，成為與國際接軌之專業援外機構。國合

會除辦理本部委辦之駐外技術團、國際人力開發等援外業務，亦運用

其基金執行與開發有關之投資與融資計畫、海外志工派遣等業務，成

為本部推動發展援助與合作業務，及增進對外關係之重要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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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業外，亦提供工業、資通訊、交通、經貿發展及醫療服務等技術與經驗，

並邀請友邦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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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設立高等教育獎學金計畫，鼓勵發展中國家優秀具潛力之學生

來臺求學。為擴大國際合作之實質效益，我方重視深入瞭解夥伴國家之需

要，藉分享臺灣發展經驗與夥伴國家共創豐碩之合作成果。例如農業方

面，除著眼產量增加以外，亦於既有之農技合作基礎往上游思考，提供更

優良的種子、種畜禽與種魚，並往下游建立蔬果品質檢驗，推動農產貿易

體系，透過健全整體產業，協助夥伴國家提升經濟發展。111年共計 21個

駐外技術及投資貿易服務團執行 81項計畫，分布於亞太、亞西、非洲、

加勒比海、中美洲及南美洲地區。各技術團成立之年、月及工作計畫表列

如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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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六 截至 111年 12月底我國各技術團成立之年、月及工作計畫表 

 

地區 技術團 工作計畫 成立年月 

亞太 

地區 

駐 印 尼

技 術 團 

印尼卡拉旺地區園藝發展計畫 
65.11 

印尼南蘇拉威西省優良稻種拓展合作計畫 

駐 斐 濟

技 術 團 

斐濟番石榴與紅龍果產銷輔導計畫 

67.9 
斐濟水產養殖計畫(第二期) 

駐 帛 琉

技 術 團 

帛琉園藝推廣計畫 

74.5 帛琉水產計畫 

帛琉禽畜計畫 

駐 巴 布

亞 紐 幾

內 亞 技

術 團 

巴布亞紐幾內亞稻種增產計畫 79.10 

駐 馬 紹

爾 技 術

團 

馬紹爾運用農業生產促進營養均衡計畫 

88.8 
馬紹爾畜牧擴展計畫 

駐 吐 瓦

魯 技 術

團 

吐瓦魯蔬果增產暨營養提升計畫 92.12 

駐 諾 魯

技 術 團 
諾魯膳食多元化推廣計畫 95.3 

駐 泰 國

技 術 團 
泰國農民園藝產品競爭力提升計畫 100.1 

亞西 

地區 

駐 沙 烏

地 阿 拉

伯 技 術

團 

沙烏地阿拉伯棕棗栽培與組織培養顧問派遣計

畫 

69.8 沙烏地阿拉伯海水魚研究顧問派遣計畫 

沙烏地阿拉伯交通技術合作顧問派遣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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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技術團 工作計畫 成立年月 

沙烏地阿拉伯動物流行病學顧問派遣計畫 

駐 巴 林

技 術 團 

巴林園藝作物發展顧問派遣計畫 

76.6 
巴林水產養殖繁殖發展顧問派遣計畫 

非洲 

地區 

駐 史 瓦

帝 尼 技

術 團 

史瓦帝尼果樹產銷計畫(第二期) 

58.9 

史瓦帝尼養豬產業提升計畫(第二期) 

史瓦帝尼婦女微額金融機構能力強化計畫 

史瓦帝尼強化職業技能檢定體系計畫 

史瓦帝尼水產養殖計畫 

史瓦帝尼孕產婦及嬰兒保健功能提升計畫(第

二期) 

駐 索 馬

利 蘭 技

術 團 

索馬利蘭蔬果增產及品質提升計畫 

109.8 

索馬利蘭政府電子化能力提升計畫 

索馬利蘭孕產婦及嬰兒保健功能提升計畫 

索馬利蘭醫療資訊管理效能提升計畫 

加勒

比海

地區 

駐聖克里

斯多福及

尼維斯技

術團 

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農業因應氣候變異調適

能力提升計畫 

73.10 

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數位身分認證計畫前期

準備 

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代謝性慢性病防治體系

強化計畫 

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地政業務資訊化提升計

畫 

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再生能源派遣專案 

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固體廢棄物處理及循環

利用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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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技術團 工作計畫 成立年月 

駐 聖 文

森 國 技

術 團 

聖文森國香蕉復育計畫 

80.3 

聖文森國智慧公車管理及監控系統計畫 

聖文森國公衛醫療緊急應變體系強化計畫 

聖文森國災害管理降低緊急醫療負擔發展計

畫前期研究專案 

駐 海 地

技 術 團 

海地全國稻種生產強化計畫-阿迪波尼省子計

畫 

61.5 海地全國稻種生產強化計畫-北部及東北省子

計畫 

海地全國稻種生產強化計畫-南部省子計畫 

駐 聖 露

西 亞 技

術 團 

聖露西亞蔬果產銷供應鏈效能提升計畫(第二

期) 

96.7 聖露西亞香蕉產業發展派遣專案 

聖露西亞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發展計畫 

中美

洲地

區 

駐 宏 都

拉 斯 技

術 團 

宏都拉斯醫院醫療資訊管理效能提升計畫 

61.2 

宏都拉斯豬隻繁養殖計畫 

宏都拉斯酪梨種苗產能擴充計畫 

宏都拉斯強化農民組織產銷能力計畫 

駐 瓜 地

馬 拉 技

術 團 

瓜地馬拉強化玉米生產韌性計畫前期準備 

62.2 

瓜地馬拉強化竹產業永續發展計畫前期準備 

瓜地馬拉中美洲區域香蕉黃葉病防治計畫前

期準備 

瓜地馬拉中美洲區域香蕉黃葉病防治計畫 

瓜地馬拉運用醫療科技提升孕產婦與新生兒

保健功能計畫(第二期)前期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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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技術團 工作計畫 成立年月 

瓜地馬拉運用醫療科技提升孕產婦與新生兒

保健功能計畫 

駐 貝 里

斯 技 術

團 

貝里斯種羊生產暨輔導體系強化計畫 

80.1 

貝里斯城市韌性防災計畫 

貝里斯醫療影像系統強化計畫 

貝里斯數位包容計畫 

貝里斯河流域水災預警能力提升計畫 

駐中美洲 

投資貿易

服務團 

瓜地馬拉防災預警計畫前期準備 

88.12 
瓜地馬拉安提瓜及薩卡特佩克斯周邊鄉鎮中

小企業青創新藝特色產業發展計畫 

瓜地馬拉金融技師派遣任務 

南美

洲地

區 

駐 巴 拉

圭 技 術

團 

巴拉圭微中小企業輔導體系能力建構計畫 

61.4 

巴拉圭蘭花商業生產輔導計畫 

巴拉圭蘭花商業生產與營運輔導計畫 

巴拉圭蘭花商業生產與營運輔導計畫前期準

備 

巴拉圭醫療資訊管理效能提升計畫(第二期) 

巴拉圭鴨嘴魚苗繁養殖計畫 

巴拉圭微小中型企業數位轉型創新研發專案 

不分 

國家 

華語教師派遣計畫 

外交替代役專案計畫 

大專青年海外技術協助服務計畫 

運用「替代信用資料」(ACD)協助計畫輔導戶建立數位徵信評分創新研

發專案 

友邦及友好國家技術人員訓練、觀摩及進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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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技術團 工作計畫 成立年月 

外交部擴大外籍生來臺獎學金計畫 

與國際機構及友好國家合作交流 

國合會發展 x創新 x永續實驗競賽 

國際發展合作研究專案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友邦技職訓練計畫 

後疫情時期協助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經濟復甦暨婦女賦權計畫 

111年期間較具代表性計畫及執行成效摘述如下： 

1. 瓜地馬拉中美洲區域香蕉黃葉病防治計畫 

我中美洲友邦瓜地馬拉及貝里斯香蕉外銷產值每年達 10 億美元以

上，特別是瓜地馬拉為世界前 5大香蕉外銷出口國家，足見香蕉外銷產

業對友邦經濟發展及社會民生之重要性。自 2019 年第四型香蕉黃葉病

(Foc TR4)首次入侵美洲大陸以來，陸續由哥倫比亞蔓延至祕魯及委內瑞

拉，由於該病害對大部分蕉科作物危害重大，且無有效防治方法，因此

中美洲農牧保健組織(OIRSA)希冀借助我國香蕉黃葉病防治經驗及植物

病理優勢，協助中美洲提前準備應對病害的入侵。因此，我國利用 OIRSA

與中美洲友邦檢疫單位既有之防檢合作機制推動香蕉黃葉病區域防治，

保障中美洲友邦香蕉產業發展。藉由建立並強化該地區既有實驗室病害

診斷能力，導入大規模蕉病衛星監控技術及辦理教育訓練以強化區域防

疫能力，亦引入我國抗病品種，執行適地性研究並建立健康種苗檢測與

認證能力，以培養當地與疫病共存之產業韌性，保障友邦重要經濟作物

產業。 

111年具體工作成果包含: 

(1) 完成友邦國家實驗室之檢測能力強化需求，開發新型檢測技術1

式，並辦理相關檢測儀器採購。 

(2) 辦理香蕉黃葉病防疫訓練班，訓練友邦20位產官學界專業人士。 

(3) 完成香蕉黃葉病田間生物安全出版品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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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與國家太空中心合作應用衛星科技監控中美洲友邦蕉園計60公頃。 

(5) 辦理防疫經驗之實體及線上區域論壇5場，共11國855位專業人士參

加，分享我國及其他國家對抗香蕉黃葉病之經驗以及本計畫中美洲

田間衛星監控技術成效。 

(6) 訓練630名農民及技術人員，建構香蕉黃葉病及其他病害綜合管理

能力。 

(7) 於友邦發布61則香蕉黃葉病相關之防治推廣宣傳報導，凸顯友邦社

會對我國計畫成效之重視。 

2. 索馬利蘭政府電子化能力提升計畫 

索馬利蘭政府部會間資訊不流通，民眾洽公及部會間資料交換需透

過冗長的程序，整體作業效率低落且追蹤管理不易，不利跨部會合作及

提高民眾服務效率。爰本計畫協助索國推動電子化政府服務，增進索馬

利蘭政府電子化與數位治理能力，改善政府資訊透明度及處理效率。主

要計畫內容包含建立資料傳輸平臺，以改善跨部會資訊傳遞的效率，設

立 ICT中心作為政府部門資訊能力建構之匯聚點，並協助提升政府網路

的管理。 

111年具體工作成果包含： 

(1) 協助建立並營運索國資通訊創新園區（SIZ），為索國第一座政府

營運之國家資通訊人才培育中心，111年辦理15場次公私部門基礎

電腦及數位行銷課程，共計培訓320人，培養索國資通訊產業發展

人才以提升資訊服務效率與品質。 

(2) 完成政府間資料交換平臺（S-Road）設置，協助資通訊科技部協調

內政部及交通部間資料授權，落實系統應用並增加政府便民服務

項目。 

3. 聖露西亞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發展計畫 

為協助聖露西亞政府解決當地數位落差問題並提升人才素質，與露

國教育部合作於 7所先鋒學校推動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發展，透過提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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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多元資訊教材製作與應用能力、協調整合建置教育溝通平臺、提供在

職進修機會等方式，促進學校間教師互動，並改善 36所學校資訊教學設

備，弭平教學資源城鄉差距。本計畫利用資通訊科技推動教學資源整合

與共享，除有效提升露國教育品質，亦於疫情隔離期間達到學生停課不

停學之外溢效果。 

111年具體工作成果包含： 

(1) 強化師資培訓與在職進修成效：辦理36場教師培訓，共1,216人次參

與計畫辦理之培訓課程。 

(2) 打造友善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場域：協助21所學校架設互動教學螢

幕，並建構7間先鋒學校與8間智慧教室。 

(3) 拓展教育現場長期輔導夥伴與網絡：建置科技教學平臺暨教育管理

系統1式，包含虛擬教室、數位測驗、家長模組及統計報表等功能，

協助7所先鋒學校數位教學轉型。同時促成1所臺露姊妹校教學合作

項目，並與4所國際大學合作數位教育訓練。 

4. 帛琉禽畜計畫 

為協助帛琉增加畜產多樣性與產量需求，以符合該國糧食安全之重

要政策，與帛琉農牧部合作改善既有生產設施以提升生產規模，並改良

當地豬隻品種以提升生產效率，建立帛琉商業化蛋雞飼養模式、肉用仔

雞供應體系及肉鴨種群，提升國內動物性蛋白生產之多樣性，強化帛琉

糧食安全與多元肉品供應。 

111年具體工作成果包含： 

(1) 擴建禽畜舍提升畜養量：擴建豬舍與禽舍建築各2棟，提升帛琉禽

畜生產規模，建設禽畜廢水處理設施1座，呼應帛琉重視環境保護

需求。 

(2) 提升禽畜飼養規模及供應量：建立10處雞隻衛生屠宰廠、輔導65

戶低收入戶養殖2,966隻肉雛雞，並累計生產369頭仔豬進行推廣，

有助提升帛琉糧食安全、增加優質蛋白質來源並改善農民生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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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吐瓦魯蔬果增產暨營養提升計畫 

為提升吐瓦魯糧食安全與人民飲食均衡，協助吐國本島增產蔬果，

於外島設置農場生產並推廣栽培技術，協助各外島自產所需蔬果，輔以

營養衛教提升人民營養與健康飲食觀念，以增進吐國全民健康。主要計

畫內容為：輔導本島友誼農場蔬果栽培示範，並增設 Funafala小離島蔬

果產區，增加吐京蔬果市集之蔬果種類與數量；輔導外島（Vaitupu島）

希望農場蔬果栽培技術與當地中學校園農場蔬果栽培示範；強化吐國氣

候韌性農業栽培並加強外島農業推廣員之技術能力；辦理蔬果營養宣導、

烹飪與競賽活動，以增進當地人對蔬果食用興趣。 

111年具體工作成果包含： 

(1) 增加在地多元糧食供應：培育226,497株蔬果苗及種植蔬果68.87公

噸，嘉惠1,360人次提升營養膳食均衡並應用農業廢棄物生產堆肥

269公噸，推動小型島嶼開發中國家循環經濟。 

(2) 強化外島農業發展：配合吐國政府所擬發展外島農業政策目標，

駐團巡迴輔導8個外島，計培訓140人強化火龍果及甜玉米生產及

病蟲害防治技術，協助吐國強化外島農業發展。 

(3) 與我國專家合作於集結全球300多所相關機構之地球健康聯盟

(Planetary Health alliance)年會發表計畫成果，並以「Does One Size 

Fit All? Differences Between Islands Tuvalu and Ecological 

Perspectives」為題於國際期刊Journal of Global healthy發表專文，

強調我對吐國糧食安全及氣候韌性之貢獻。 

6. 巴拉圭醫療資訊管理效能提升計畫(第二期) 

與國泰綜合醫院合作，以第一期執行成果為基礎，將所開發之醫療

資訊系統推廣至巴國全國境內擇定之醫療機構，提升醫療資訊管理效能，

計畫內容包括：(1)發展標準化之整合性醫療資訊系統；(2)提升各級醫療

機構資訊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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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完成項目如下: 

(1) 完成15省省級醫院伺服器建置及訓練中心建置。 

(2) 完成招募及訓練11名中央高階技術人員。 

(3) 完成訓練15省系統導入團隊計60人。 

(4) 完成招募及訓練4名系統使用諮詢人員。 

(5) 完成住院管理系統開發並導入至2間醫院，因應COVID-19疫情開發

病患關懷追蹤及遠端問診功能，另完成蚊蟲病例蒐集與自動上傳功

能、醫院間病患就診紀錄傳送功能及兒童營養功能。 

(6) 完成導入醫療資訊系統至15省，共計62間三級醫院、3間二級醫院

及39間初級診所。 

(7) 完成11,431名系統使用者教育訓練。 

7. 索馬利蘭孕產婦及嬰兒保健功能提升計畫 

與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合作，以索國首都哈爾格薩

（Hargeisa）所在區域Maroodi Jeex區作為執行區域，協助強化該區域內

擇定醫療機構之孕產婦及嬰兒保健功能，計畫內容包括：(1)強化擇定醫

療機構功能；(2)提升社區婦幼健康照護品質。  

111年完成項目如下: 

(1) 完成2間醫院及8間衛生中心醫療設備捐贈。 

(2) 完成2輛救護車捐贈。 

(3) 完成8名種子學員來臺訓練。 

(4) 與種子學員合作辦理7場駐地訓練課程，計127名醫事人員完成訓練。 

(5) 完成8場衛教推廣電視節目；4場廣播節目。 

(6) 完成200份生產包捐贈作業。 

(7) 完成11場社區產檢，38人接受產檢，並配合產檢推廣產後轉介機制。 

(8) 完成14場社區衛教活動，計204人參加。 

(9) 完成媽媽手冊、洗手與保溫箱使用及個案管理標準作業流程。 

(10) 完成孕產婦與嬰兒健康照護準則規範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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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完成3名顧問赴索國訪評。 

8. 後疫情時期協助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經濟復甦暨婦女賦權計畫 

為協助我拉美及加海友邦疫後經濟復甦，結合雙邊及多邊管道，與

區域金融機構及理念相近國家共同合作培植友邦婦女力量，投入經濟復

甦，善盡我國身為各國發展夥伴的責任。本計畫以「婦女就業創業技術

協助」、「金融服務與信用保證」及「與理念相近國家合作推動婦女賦權

國際倡議」3項主軸運作，提供友邦經濟弱勢族群包括婦女、青年及微中

小型企業就、創業所需之技術協助與財務支持。 

111年相關成果包括： 

(1) 機構功能提升：改善18家技職及19家創業育成中心訓練設施，提高

各國技職及創業育成機構服務量能，並培訓1,273位種子教師，完成

2,445位婦女職業訓練。 

(2) 創業及微小中型企業輔導：輔導1,170家新創及微小中型企業，使其

具備企業營運及優化產品服務之技能，提升營運收入。 

(3) 與理念相近國家合作推動婦女賦權國際倡議：透過提案徵選活動，

與友我國際組織及非政府組織共同強化婦女經濟賦權，包含美國糧

食濟貧組織（FFTP）、美洲國家組織（OAS）、國際培幼會（Plan 

International）、泛美農業合作組織（IICA）、國際扶輪社、加勒比海

女性研究與發展組織（CAFRA），共同促進婦女就業、教育、家庭

生計等16項議題，充分連結國際力量增加臺灣援外綜效。 

(4) 於瓜地馬拉、巴拉圭、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分別舉辦3場區域婦權

倡議論壇，並透過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GCTF）辦理婦女政策研討

會，與國際夥伴交流實際作法及經驗。   

9. 海外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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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合

會於 83年設置「海外經貿志願工作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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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志工赴史瓦帝尼王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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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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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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之國人提供參與管道。 

截至 111年，國合會累計派遣超過 832名長期及專案志工前往 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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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衛醫療、農業、環境及其他特殊項目等。111年共計派遣 28名長

期及專案志工分赴巴拉圭、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聖露西亞、貝里斯、

史瓦帝尼、烏干達、馬紹爾及泰國協助開發援助或人道援助專案。 

因應全球華語文學習熱潮、促進友邦及友好國家人士認識臺灣文化

與社會及交流，自 103年起辦理友邦及友好國家專業華語教師派遣計畫，

111 年派遣 19 名華語教師分赴貝里斯、巴拉圭、帛琉等 11 國服務，提

供優質且專業的華語文教學。 

外交替代役役男係依據內政部替代役實施條例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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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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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派遣 65 名第 22 屆外交替代

役男，包括農漁牧、公衛護理、資訊、食品加工、影片創作等 19項專長

役男，赴馬紹爾、斐濟、吐瓦魯、帛琉、諾魯、史瓦帝尼王國、索馬利

蘭、聖露西亞、聖文森及格瑞那丁、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貝里斯、

宏都拉斯、瓜地馬拉及巴拉圭等國服勤，預計於 112年 6月至 7月陸續

退役。 

10. 教育訓練及獎學金計畫 

國合會自 94 年起與國內醫療院所及學會等公衛醫療領域相關專業

機構合作辦理友好國家醫事人員訓練計畫，提供夥伴國醫事人員訓練，

協助夥伴國公衛醫療專業人員充實知識、技術與經驗，以提升合作國家

醫療照護品質。截至 111年累計培訓 40國 486名醫事人員，並配合公衛

醫療計畫，分別與亞東紀念醫院、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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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綜合醫院及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合作培訓 6國 9名學員，接

受來臺 4-12週的短期訓練；另因應疫情，分別與台灣腎臟醫學會及中華

民國糖尿病衛教學會合作慢性腎臟病英語線上基礎課程及糖尿病英語線

上基礎訓練課程 2項線上課程，計 11國 36人完成訓練及通過測驗並取

得證書，學員通過課程比率為 81.8%。 

此外，國合會於 87 年首度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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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設全英語授課學程，提供全額獎學金與多元

專業課程，鼓勵發展中國家優秀具潛力之學生來臺求學，開啟國內大專

院校全英語授課學程之先河。至 111年已與國內 22所大學合作，共同開

設 36項大學部及碩、博士學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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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之專業領域，累

計 2,816位受獎生來臺就讀，目前尚有 35國計 532名受獎生在臺進修。

本計畫多位受獎生畢業返國後已獲拔擢擔任該國政府要職、晉升管理階

層或任職與國合會技術合作計畫之協調者與催化者角色，如國立屏東科

技大學熱帶農業碩士學程吐瓦魯籍畢業生 Taniela Kepa Siose為現任吐國

駐聯合國副代表、銘傳大學新聞及大眾傳播學士學位學程聖克里斯多福

籍畢業生 Donya Lynex Francis為現任克國駐臺大使。 

為協助我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友邦培育當地所需基礎技術人力，111

年辦理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友邦技職訓練計畫，開設資訊技能、非

洲豬瘟、華語課程等 18項線上及實體班別，受訓人數 422人，以協助友

邦青年提升就業競爭。 

本部「臺灣獎學金」自 93年設立以來每年核錄約 200名邦交國及友

好國家學生來臺修習學士、碩士或博士學位，另得於學位學程前修習 1

年華語。受獎生學成返國後，不乏在政府部門、學術界及民間企業嶄露

頭角者，亦經常在各場域宣介在我國求學之美好經驗，並為我執言，成

為強化我與友邦雙邊情誼之重要種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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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臺灣獎助金」自 99年成立，迄 111年已核錄約 1,300名外籍

學人來臺駐點。本獎助金旨在鼓勵全球對臺灣、兩岸關係及印太區域研

究等領域有興趣之專家學者至我國各大學校院或學術機構駐點進行研

究，促進學術交流及培植學術界友我人脈，厚植友我力量。 

另本部自 101年起補助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辦理外

籍醫師來臺參加顯微重建手術訓練計畫獎學金，至 111年已有 20餘國逾

60名醫師申獲該獎學金，其中包括來自歐美先進國家之學員。本訓練計

畫有助我國發揮影響力，增進國際社會對我國醫療軟實力的認識。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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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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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饑己饑，人溺己溺」之精神；近年來更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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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我國辦理人道救濟如下: 

亞太地區主要有：捐贈帛琉、馬紹爾群島、吐瓦魯、不丹公益組織

「Gyalyum Charitable Trust」（GCT）醫療口罩、快篩試劑、製氧機等防疫

物資，以協助友邦對抗疫情；菲律賓於 110年 12月中旬遭逢超級颱風雷

伊侵襲，基礎建設及農業損失估計逾 4 億美元，為協助該國加速重建進

度，賑濟當地災民，我政府援贈菲國近 100公噸建材、米糧、瓶裝水及餅

乾等賑濟物資；另奈格風災襲擊菲律賓南部，造成當地洪水、山崩等嚴重

災情．為援助受災人民，援贈 40萬美元協助菲律賓賑災；印尼西爪哇省

展玉(Cianjur)縣發生地震災害，造成 635人死亡及數百人受傷，多棟建築

物毁損，我政府捐贈 10萬美元賑災；協助幫幫忙基金會運送人道及防疫

物資至諾魯；補助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辦理「社區復原力

計畫－火災風險與危機管理」，改善菲國馬尼拉都會區Mandaluyong市之

貧民區 Addition Hills當地居民及社區環境並建構社區防災能力。 

亞非及歐洲地區包括：捐贈史瓦帝尼王國 800 公噸食米賑濟因乾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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歉收之饑民；捐贈索馬利蘭 300 公噸食米、15 萬劑國產高端疫苗、旱災

賑濟款及索京市場大火緊急賑災款各 50萬美元；協助幫幫忙基金會運送

人道及防疫物資至索馬利蘭；與土耳其非政府組織「紅新月會」(Kızılay)

及「國際關懷協會土耳其分處」 (Care Türkiye)合作援贈土耳其境內敘利

亞難民及弱勢族群 80公噸援米；與「紅新月會」合作賑濟阿富汗地震，

另合辦安卡拉弱勢及難民婦女社會經濟培力計畫，促進難民及弱勢婦女

經濟賦權；與土耳其非政府組織「尋求庇護者和移民協會」(SGDD-ASAM)

合作辦理移民電視計畫，以多種語言即時提供難民正確訊息；資助土耳其

「台灣-雷伊漢勒世界公民中心」成立工作坊，為敘利亞難民開設手工技

術及語言等課程及舉辦各項文化活動；駐約旦代表處與美慈組織（Mercy 

Corps）及其他人道援助 NGO 合作協助約旦境內貧民及敘利亞難民改善

生活、婦女賦權及培養專業技能；111 年 2 月 24 日俄烏戰爭爆發，本部

於第一時間運送 27公噸醫療物資，並透過波蘭戰略儲備署(RARS)分贈波

蘭及烏克蘭境內的烏國人民使用，另發起募集民間捐贈烏克蘭 20項物資

及 14項藥品，共募集 582噸物資，運送至烏克蘭鄰近國家協助代轉賑濟

烏國難民，結合民間力量提供烏克蘭基輔(Kyiv)、哈爾科夫(Kharkiv)、布

查(Bucha)、米科萊夫(Mykolaiv)、赫爾松(Kherson)、契尼希夫(Chernihiv)、

蘇梅(Sumy)及札波羅熱(Zaporizhzhia)城市、基輔市國立 Okhmatdyt兒童專

科醫院等 7所醫療機構、烏克蘭東正教教會及民間組織捐款，做為重建市

政、學校及民生基礎建設、醫療之用，及透過教廷、波蘭、捷克、斯洛伐

克、匈牙利、羅馬尼亞、拉脫維亞、愛沙尼亞、立陶宛及土耳其等國、歐

洲復興開發銀行及國際紅十字會等國際非政府組織協助安置烏克蘭難民

及提供人道援助；此外，我國慈濟基金會、台灣世界展望會、中華民國紅

十字會、國際扶輪社中華民國總會及各地分會、台灣好鄰居協會、高雄市

關心人道援助學會及高雄醫學大學、台灣護理學會、世台聯合基金會及國

際青商會中華民國總會等亦捐款援助烏克蘭難民。 

北美地區，主要有：我國政府自 111年開始以 3年為期捐助「公益媒

53



 

體國際基金」（IFPIM）共計 100萬美元，協助獨立公益媒體健全發展，首

期款 40萬美元已於同年撥付完畢；捐贈佛羅里達州政府 30萬美元，協助

佛州颶風救難及重建；捐贈 10萬片口罩予肯塔基州政府消防隊進行龍捲

風災後復原工作，協助維護救災人員健康。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具體作為包括：援贈瓜地馬拉及宏都拉斯

白米；援贈貝里斯及宏都拉斯輪椅與輔具；捐贈瓜地馬拉、巴拉圭、海地、

聖文森及格瑞那丁、貝里斯汰換消防車、救護車及垃圾車等；協助聖文森

及格瑞那丁進行蘇富瑞火山爆發災後重建；協助幫幫忙基金會運送民生

物資及防疫用品至聖文森及格瑞那丁、海地、貝里斯、聖露西亞、瓜地馬

拉及宏都拉斯；協助財團法人普賢教育基金會及財團法人曹仲植基金會

捐贈輪椅及殘障輔助器材等予瓜地馬拉、巴拉圭、海地、聖克里斯多福及

尼維斯、聖文森及格瑞那丁、聖露西亞；捐贈宏都拉斯首都德古西加巴市

土石流及貝里斯颶風風災賑災物資；協助財團法人陽光社會福利基金會

辦理中南美洲燒燙傷復健專業人員培訓計畫，線上培訓中南美洲燒傷復

健專業人員。 

亞太地區

5.48%

亞西及非洲地區

67.95%

歐洲地區

5.53%

北美地區

1.35%

拉丁美洲及

加勒比海地區

19.69%

圖八 國際災難人道救濟支用比例圖

中華民國1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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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領事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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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外國人急難救助之協調聯繫等事務。為擴大領事

服務層面，本部於 78年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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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照是國家發給國民出國旅行持用的國籍身分證明文件，也是請各

國政府准許持照人自由通行及提供必要協助與保護的憑證。本部自 97年

12月 29日起依國際民航組織(ICAO)規範正式發行晶片護照，護照內植非

接觸式晶片，儲存持照人臉部影像，並有多項安全防偽設計，有效提升我

國護照安全，備受國際社會肯定，截至 111年底已獲得 171個國家或地區

給予我國人免(落地)簽證或其他簽證便利待遇。 

為提升我國護照公信力，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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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申請護照親辦人別確認」措施，在國

內首次申請護照的民眾，倘本人無法親自向本部領事事務局或本部各辦

事處申請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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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辦理前述人別確認者，仍需續向本部

申辦護照，爰為延伸前述措施之便利性，本部自 109年 8月 11日起，續

與內政部合作辦理「首次申請護照親辦一處收件全程服務」便民措施，即

民眾於戶政事務所辦理人別確認後，可經由該戶政事務所代送件至本部，

並至戶所領件或自付郵資由本部將護照寄至指定地址，無須再轉委任代

理人代送(領)件，十分便利。111年民眾至全國 229個戶政事務所辦理人

別確認數量為 67,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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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9,145件，合計親辦案件為 426,897件，佔該年國內護照總核

發數 896,090件之 47.64%。 

 111年國內及駐外館處共核發護照 984,627本，包括國內核發普通、 

外交（含Ｇ類）及公務護照 896,090本，駐外館處核發普通、外交（含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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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及公務護照 88,537本。111年國內及駐外館處辦理護照加簽共計 6,123

件，其中國內核發 1,545件，駐外館處核發 4,578件。 

（二）簽證業務 

簽證為一國之入境許可，依國際法一般原則，國家並無准許外國人入

境之義務。國際社會中鮮有國家對外國人之入境毫無限制，各國對來訪之

外國人多先行審核過濾，確保入境者皆屬善意以及外國人所持證照真實

有效且不致成為當地社會之負擔。111 年國內及駐外館處共核發簽證

338,862件，包括國內 17,758件及駐外館處 321,104件。 

在積極推動各國提升我國國民簽證待遇方面，本部自 105年 1月 12

日起開辦電子簽證（eVisa），至 111年底止計有 19個國家通案適用電子

簽證，期作為未來爭取更多國家與地區給予我國人免簽證、落地簽證及電

子簽證等簽證便利待遇之重要籌碼。111年具體執行成果包括： 

1.新增俄羅斯予我國人電子簽證。 

2.簡化外國旅客來臺簽證措施： 

（1）新南向政策簽證放寬措施：泰國、汶萊及菲律賓續試辦免簽證至

112年 7月 31日；印度、印尼、越南、柬埔寨、緬甸及寮國 6國

「觀宏專案」續辦免費電子簽證至 112年 12月 31日；續配合教

育部試辦新南向目標國(18國)學生來臺就讀「產學合作國際專班」

專案審理簽證事宜。 

（2）續辦理尋職簽證及線上審查就業金卡(工作許可、居留簽證、外僑

居留證及重入國許可四證合一)之簽證申請案。 

3.持續推動 APEC商務旅行卡（簡稱 ABTC）計畫 

為提升我國國際商務競爭力，便利國內符合資格之商務人士拓展商機，

本部持續加強推廣 ABTC 計畫，以擴大我國參與 ABTC 計畫之效益，

並提升我國廠商之國際競爭力，進而促進我國與亞太地區國家之實質經

貿往來。111年發卡量為 3,838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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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件證明業務 

本部辦理文件證明業務，包括驗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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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菲律賓、印尼、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越南、

澳大利亞、巴布亞紐幾內亞、印度、沙烏地阿拉伯、阿曼、約旦、以色列、

土耳其、蒙古、俄羅斯、法國、德國、西班牙、荷蘭、比利時、瑞士、義

大利、奧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蘭、芬蘭、南非、索馬利蘭、

墨西哥、阿根廷、巴西、秘魯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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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國內辦理文件證明共 171,828件，駐外館處辦理

共 404,393件，合計 576,221件。 

（四）旅外安全急難救助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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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共接聽民眾來電 42,267通，直接處理

緊急案件共 3,117件。 

為精進旅外國人急難救助機制，本部於 107年 11月 22日修訂並發

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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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生急難事件，除將儘速與國人聯繫，並可依據上揭要點提供必要協助。

111 年駐外館處處理旅外國人急難救助案件共 5,725 件，協助 6,920 人

次。 

2.出國旅遊資訊服務 

本部領事事務局全球資訊網之「旅外安全」項下，設有「旅遊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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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旅外安全資訊」網頁，以利出國國人查詢目的地各項訊息，111年

共發布 2,264則資訊。 

為保障短期出國之國人旅行安全，領事事務局於 91年 8月 1日設

立「旅外國人動態登錄」網頁，國人可自行上網登錄個人及旅外停留相

關資訊，當發生天災、動亂、急難事件或有協尋請求時，本部可依據國

人所留資訊，立即聯繫國人或在臺家屬以提供協助。自 98年 1月 1日

起，該網頁另設立「團體登錄」項目，以便旅行業者或其他團體登錄出

團人員及行程資訊。111年計有 15,882人次及 1,171團次於該網頁進行

出國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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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外國及政府間國際組織駐臺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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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組織在臺成立分

部，基於平等互惠之原則共同推展雙邊交流與合作。 

截至 111年底，外國在我國所設機構共有 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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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館，包括

來自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 8國、亞太地區 4國、亞西及非洲地區 1國、

歐洲地區 1國；駐臺代表處及辦事處共有 56個，包括來自歐洲地區 22個、

亞太地區 16個、亞西及非洲地區 10個、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 5個、

北美地區 3個；政府間國際組織共有 3個，包括來自亞太地區 2個、拉丁

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 1個。 

 

 

 

4

1 1
0

8

16

10

22

3
5

2
0 0 0

1

0

5

10

15

20

25

亞太地區 亞西及非洲地區 歐洲地區 北美地區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

海地區

個

地 區

圖九 中華民國111年底外國及政府間國際組織駐臺機構數

大使館14個

代表處及辦事處56

個

政府間國際組織3個

59



 

七、新聞文化 

（一）公眾外交 

本部為積極闡述我國外交政策與立場，加強與新聞媒體溝通聯繫，

由公眾外交協調會執行長擔任發言人，對外發言及應對記者詢答。 

又為增進民眾瞭解我國重要外交施政成果，宣傳本部便民與利民政

策，強化國人對我外交事務之瞭解與支持，並促進國際社會對我國之認

同與友誼，本部依議題屬性適時發布聲明、新聞稿及新聞參考資料等。

倘遇媒體對我外交政策出現負面報導或不實陳述，本部視情洽其更正或

投書媒體，以澄清並闡釋本部立場。111 年本部公眾外交協調會共計發

布中、外文聲明及回應 554篇、新聞稿 488篇及新聞參考資料 128篇。 

本部發言人每週二、四定期主持「例行新聞說明會」，邀請本部單

位主管向媒體進行業務簡報，並就轄區事務回應記者詢答；另針對重要

突發新聞，依據本部新聞處理標準作業程序，視議題重要性及媒體關切

程度，適時安排部次長、發言人或單位主管「正確、主動、即時」向媒

體說明本部立場及作為，充分掌握新聞議題發展及樹立專業形象，並有

效預防減少負面報導。111年舉辦「例行新聞說明會」計 92場及辦理媒

體活動及訪團國際記者會計 72 場，另透過網路直播近 150 場。自 111

年 11月起於「例行新聞說明會」及國際記者會增加手語翻譯服務，計辦

理 16場。 

為使駐外館處及時掌握國內最新訊息，本部除經常性提供駐外館處

國內要聞外，每日並剪輯重要外交、政經、軍事及兩岸關係等資訊，彙

編「每日國內要聞」於當日上網，供本部各單位及駐外館處參用，另並

提供府院高層及政府相關機關參考。 

為利民眾瞭解我國外交政策作為，本部「全球資訊網」適時、動態

更新相關資訊，並視業務需求進行調整及改版；另依本部推動之要案及

攸關民眾權益福祉之重要議題建立相應專題網頁，並利用 YouTube 平

台，強化宣介我國外交政策與軟實力。此外，本部特別設置「部長民意

電子信箱」功能，使民眾與本部溝通管道更加順暢，提升為民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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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處理回應部長信箱案件計 3,203件。近年來，本部更成立臉書、推

特、IG等新媒體平臺，對於民眾留言均予即時回應，期使外交政策貼近

民意。 

為形塑優質國家形象，增進僑胞向心力及國際人士對我之認識，本

部將我國政府施政成果等文宣資料（如光碟片、明信片及摺頁等）寄送

駐外館處廣發工作對象及提供來訪人士，擴大文宣綜效。本部亦積極開

辦公眾外交相關業務，包括統籌推辦「青年度假打工計畫」，自 93年至

111 年先後與紐西蘭、澳大利亞、日本、加拿大、德國、韓國、英國、

愛爾蘭、比利時、匈牙利、斯洛伐克、波蘭、奧地利、捷克、法國、盧

森堡及荷蘭共 17國簽署青年度假打工計畫協議，執行成效良好，有助拓

展我國青年國際觀及提升國際競爭力。 

111 年度本部同仁應邀前往相關機關及團體進行宣講合計 181 場，

與逾 1.8 萬名學生及各界人士互動交流。另以青年國際參與為主軸之計

畫，自 91年起本部與教育部合辦「外交小尖兵－英語種籽隊選拔活動」，

迄已辦理 19屆，共有 2,451支高中職學校隊伍，超過上萬名學生參加。

109年至 111年因受疫情影響，暫緩辦理。 

另為向國際社會宣揚具臺灣特色之文化，本部積極協助文化部在海

外設置「臺灣書院」據點與聯絡點，迄 111年底促成在美國華府、紐約、

洛杉磯及休士頓設置書院，並在 64國設立 216個聯絡點，與當地學術單

位積極交流合作，推展文化外交。 

本部製作國慶文宣影片、本部簡介影片及新春賀歲短片等，編印「外

交部通訊」與更新「重要資訊集錄」，並協助駐外館處舉辦國慶酒會及

相關活動，均達宣介國情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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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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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營造國際輿論友我氛圍，爭取國際社會對我國之

認同及支持。 

當前國際傳播主軸除持續強調我國民主自由與經濟發展成就外，並

著重宣傳「踏實外交」及「新南向政策」內涵，積極運用臺灣經貿及文

化實力，彰顯我國為國際社會不可或缺之重要夥伴。 

本部吳部長釗燮 111年接受美國「國家廣播公司」(NBC News)、《大

西洋雜誌》(The Atlantic)、美國《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

英國「英國廣播公司」(BBC)、日本《日本經濟新聞》、《日經亞洲》、

法國「24小時新聞台」(France 24)、紐西蘭「國家電視台」(TVNZ)、烏

克蘭「Espreso TV」等國際主流媒體專訪、與駐臺外媒茶敘及召開國際

記者會共 76場，獲刊報導 548篇，深具國際文宣成效。 

配合我參與「世界衛生大會」(WHA)、「聯合國」(UN)、「亞太經

濟合作」(APEC)、「國際民航組織」(ICAO)、「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

約」(UNFCCC)及「國際刑警組織」(INTERPOL)專案辦理國際文宣工作，

透過安排國際媒體專訪、洽刊首長專文、外館投書、策製文宣短片、社

群媒體推廣及外文刊物配合報導等作為，獲國際媒體刊登專文、投書及

報導逾 1,600篇，策製 4部主題短片計獲逾 4,643萬次瀏覽，另設計推案

主視覺、廣告稿，製作專刊及摺頁等供駐外館處文宣運用。 

本部歡迎國際媒體來臺設點，積極協助美國《洛杉磯時報》、「值

得新聞網」、「猶太電訊社」、加拿大「加拿大廣播公司 」、澳洲「澳

洲廣播公司」、「澳洲天空新聞台」、法國《費加洛報》、丹麥《政治

報》、瑞典《快報》、土耳其「土耳其國家通訊社」、「IHA通訊社」、

哥倫比亞「第一新聞臺」等國際媒體來臺駐點。迄 111年底登記列冊之

國際媒體逾 80家，駐臺記者超過 140人。 

辦理「立陶宛記者團」、「國慶記者團」、「政經記者團」Ⅰ至Ⅲ

團等國際媒體邀訪案，5團計邀請 62國 102名記者來臺，安排拜會政府

單位、指標企業及智庫，成功吸引國際社會關注，撰刊報導逾 2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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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及我駐外館處善用社群媒體推動數位外交，除運用臉書闡述政

府立場，亦積極透過推特對重大國際新聞及時回應，倘有對我不當言論

均予以及時澄清，以爭取國際輿論支持，並獲國際媒體引用報導。本部

臉書帳戶自 106年 7月成立，迄 111年底追蹤人數超過 26萬；推特帳戶

自 107年 4月成立，截至 111年底計推文 5,962篇，觸及使用者累計超

過 2億 8,362萬，並有逾 40萬 7千位跟隨者。 

另本部積極運用我國軟實力推動外交，透過出版外文刊物、撰編報

導、影像傳播、與國際知名電視頻道合製紀錄片及辦理電影及照片展等

方式，推銷臺灣，以形塑國家形象，爭取國際輿論認同。 

111年策製「國情簡介影片」，以「臺灣:良善力量」（Taiwan：Force 

for Good）為核心概念，串連「友善宜居」、「多元文化」、「創新永

續」、「民主人權」及「國際合作」等五大主題，彰顯我國在政治、經

濟、外交等領域之成就，透過本部與駐外館處新媒體平臺及辦理活動時

播放，廣宣臺灣正面形象。 

為向國際社會宣介我國政經發展與文化建設的成果，並闡釋政府立

場，本部英文《台灣評論》（Taiwan Review）雙月刊、西文《臺灣今日》

（Taiwan Hoy）雙月刊及英、法、西、日、德、俄、越、印尼、泰 9語

版「今日台灣」（Taiwan Today）電子報積極報導政府重要施政，包括

「新南向政策」、「六大核心戰略產業」等，111年撰發 12,423篇文字

及圖卡報導。 

此外，《台灣光華雜誌》中英版以「全球視野」、「島嶼行旅」、

「藝文脈絡」、「多元族群」、「產業新創」及「影像對話」等多元化

報導及雋永圖文呈現臺灣發展脈動，並搭配越、泰、印 3語版，提高我

國在東南亞地區之能見度，增進東南亞各界人士對我國之瞭解。除提供

我駐外單位轉致政要、學界、智庫、媒體等各界意見領袖參考外，並開

放國內外讀者訂閱。111年《台灣光華雜誌》發行紙本計 15萬 6千冊、

電子報及網路版訂戶數 36,371人。 

順應網路新媒體發展趨勢，本部在 104年 7月於 YouTube網站成立

英語「潮台灣」（Trending Taiwan）頻道，向國際社會宣傳臺灣文化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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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力，上掛短片逾 1,000部，總觀看次數逾 4,400萬，超過 3萬人訂閱。 

111 年策製「聽見臺灣聲音」、「聽見臺灣聲音Ⅱ」及「與世界同

臺」系列英語國情短片合計 10部；製作本部募集物資捐贈烏克蘭、部長

與基輔市長視訊、世界民主運動大會、臺烏友誼酒會等英語及烏克蘭語

影片 19部。另為發揮影音、平面素材及文字傳播綜效，吸引外國網友瞭

解並關注臺灣，本部在 105年 1月成立中英文版「潮台灣」臉書粉絲專

頁及推特帳號，上掛有關我國多元議題資訊，截至 111年底，累積追蹤

數分別逾 45,000人及 7,580人，成為推介我國軟實力之重要平臺。 

為彰顯我國軟實力，本部 111 年持續辦理「#Taiwan 國家軟實力數

位推廣計畫」，由駐外館處發揮創意，以在地化視角，與當地國主流媒

體、社群平臺或網路意見領袖等合作產製影音內容，介紹我國特有國情、

核心價值及軟實力，以增進駐地社會對我之瞭解，形塑我正面形象並提

升國際能見度。本案 111年計有 22館處執行，共計攝製 67部影片，逾

1千 3百萬電視及網路觀看人次。 

為配合推動新南向政策，本部於 105年 12月 1日建置「新南向政策

資訊平臺」（New Southbound Policy Portal）。該網站除彙整本部相關中、

英文新聞，提供府、院政策綱領與最新消息，及相關駐外館處之即時活

動與報導外，亦與政府其他部門建置之新南向網站互連，充分發揮資訊

平臺之效能。為積極拓展新南向政策之宣介管道，於 107年將「新南向

政策資訊平臺」提升為中、英、越、泰、印 5語版，並與「今日台灣」

(Taiwan Today)電子報、《台灣光華雜誌》網站、「潮台灣」YouTube

頻道互連，擴大資訊來源，強化該平臺文宣綜效。「新南向政策資訊平

臺」111年瀏覽量逾 81萬頁次。 

配合臺越互設代表處 30周年紀念活動，本部於 111年 11月 17日至

24日選派「十鼓擊樂團」赴越南河內及胡志明兩地演出 3場，活動結合

「2022年台灣文化暨觀光宣傳活動」園遊會，吸引近萬人共襄盛舉。共

獲越南媒體、國內媒體及本部與駐處所屬各媒體平臺(含網站電子報及社

群媒體等)報導計 109篇，文宣效果甚佳。 

為鼓勵並補助外館參加當地重要影展或與專業影展單位合辦臺灣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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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節活動，透過電影宣揚我國文化軟實力，本部 111年共計協助 11個駐

外館處辦理放映 69部國片。另為介紹我國最新發展現況，本部編印發行

英、法、西、德、日、俄、葡、阿、越、印尼、泰、馬來、蒙古及印地

語計 14語版國情小冊；編印「國家寶藏」主題記事案曆，呈現台灣國家

公園景色、生態、植被之美，宣介我國家軟實力；及製作「111 年國慶

特刊」，以「民主臺灣」、「創新經濟」及「璀璨文化」為主題，設計

3式廣告圖稿及文案，供駐外館處辦理國慶宣傳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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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研究設計及發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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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部積極推動國際學術交流，透過主辦或協辦國際會議，以及選派我

國內學者就當前重要外交議題赴國外進行研究，厚植國際學界友我人脈；

亦與重要國家官方或學術單位、智庫機構進行雙邊及多邊戰略安全對話，

辦理國際論壇加強聯繫與合作。 

研究設計之工作尚包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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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本部共舉辦民意調查 3 次、專

題研討會 33 次、專題座談會 87 次、委託研究報告 12 項及自行研究報告

26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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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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ssions to
International

102年 / 2013 118 22 2 56 37 1

103年 / 2014 118 22 2 56 37 1

104年 / 2015 119 22 2 56 38 1

105年 / 2016 119 21 2 57 38 1

106年 / 2017 114 20 2 55 36 1

107年 / 2018 111 17 2 55 36 1

108年 / 2019 109 15 2 55 36 1

109年 / 2020 112 15 2 56 38 1

110年 / 2021 112 14 2 57 38 1

111年 / 2022 113 14 2 58 38 1

亞太地區 34 4  - 15 15  - 

亞西及非洲地區
West Asia and Africa

16 1  - 13 2  - 

歐洲地區
Europe

29 1  - 21 6 1

北美地區
North America

16  -  - 2 14  - 

拉丁美洲及

加勒比海地區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18 8 2 7 1  - 

Source: Department of Personnel, MOFA 

資料來源：本部人事處 

單位：個 / Unit: Mission

表1  我國駐外機構數

Table 1: Number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Missions Abroad
from Year-end 2013 to Year-end 2022

中華民國102年底至111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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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外交人員考選及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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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外交領事、

年別 公告錄取人數  報名人數

Year to be Recruited  Number of Individuals Registering for
Examinations

102年 / 2013 47 1,147

103年 / 2014 50 623

104年 / 2015 51 807

105年 / 2016 50 813

106年 / 2017 53 774

107年 / 2018 37 696

108年 / 2019 53 797

109年 / 2020 53 714

110年 / 2021 46 607

111年 / 2022 42 548

男性 / male - 230

女性 / female - 318

資料來源：本部人事處

Source: Department of Personnel, MOFA

Table2: Recruitment of Consular and Diplomatic

中華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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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人員之考選

102年至111年

Personnel from 2013 to 2022
單位：人數 / Unit: Person

 到考人數 實際錄取人數  錄取率%

 Number of Individuals Taking
Examinations

 Actual Number of Individuals
Recruited  Percentage of Examinees Recruited

681 47 6.9

437 49 11.2

557 51 9.2

566 50 8.8

562 52 9.3

498 37 7.4

557 54 9.7

497 53 10.7

469 46 9.8

438 42 9.6

177 18 10.2

261 24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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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 法語

 102年 / 2013 3,728 35       3 632     1,308 13         1,314      202 59  

 103年 / 2014 5,112 29       6 1,091  2,319 21         1,277      186 41  

 104年 / 2015 3,217 44       5 1,127  516    19         903         216 45  

 105年 / 2016 5,301 40       10 1,450  369    13         2,652      178 50  

 106年 / 2017 3,770 48       9 504     470    17         2,022      142 30  

 107年 / 2018 3,082 53       8 636     584    1           1,154      146 32  

 108年 / 2019 1,899 27       4 547     466    1           598         114 28  

 109年 / 2020 2,193 50       5 535     505    2           826         119 18  

 110年 / 2021 2,297 56       3 378     614    1           1,061      140 1     

 111年 / 2022 1,891 37       2 343     516    2           906         33    1     

男性 / male 808    17       1 192     161    -            388         14    1     

女性 / female 1,083

 

20       1 151     355    2           518         19    -      

Sources: Department of Personnel; Department of Archives,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nd Telecommunications; 

外交領

事人員

講習

外交行政

人員講習

在職專

業講習

訓練

 Overseas
Study for
Mid- and

High-level
Of�icials

表3  本部外交

中華民國102年

年別

 Diplomatic
Administration

Courses

 On-the-Job
Training

 IT
Training

 Gender
Mainstreaming

Training

資料來源：本部人事處、資訊及電務處、領事事務局、外交及國際事務學院。

Year

中高級

同仁出

國進修

性別主流

化訓練

Total English French

總計
電腦資

訊訓練

 Diplomatic
& Consular

Courses

Table 3 : Training of MO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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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事人員講習

 至111年

 Staff from 2013 to 2022

德語 西語 日語 俄語 阿語
其他
語系

英語 法語 德語 西語 日語
其他
語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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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          89          -          -          17          11          2          1          8         2          2            -             

-             41          82          -          -          129       9            2          -           4         3          8            64          

-             56          135       -          -          179       7            1          -           2         -           5            154       

1            25          54          1         1         141       6            1          1          2         1          7            287       

2            21          40          1         1         122       7            1          -           2         1          3            267       

-             19          45          -          -          35          4            1          -           1         1          6            2            

9            22          35          1         2         50          1            -           -           -          -           -             13          

4            4            4            1         2         15          2            1          -           1         -           3            6            

1            4            6            -          1         13          2            -           -           -          2          3            19          

-             4            5            -          -          10          1            -           -           -          2          2            10          

1            -             1            -          1         3            1            -           -           -          -           1            9            

Bureau of Consular Affairs and  Institute of Diplomacy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MOFA .

 OtherFrench Spanish Japanese

Language Courses Language Training Abroad

Spanish
 Other

Languages
German

單位：人數 / Unit: Person

Japanese EnglishArabic
 Other

Languages

語文進修

RussianGerman

赴國外語文訓練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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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國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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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別 總計 亞太地區 亞西及非洲地區 歐洲地區
拉丁美洲及

加勒比海地區

Year Total Asia-Paci�ic West Asia and Africa Europe
Latin America and

Caribbean

102年 / 2013 22 6 3 1 12

103年 / 2014 22 6 3 1 12

104年 / 2015 22 6 3 1 12

105年 / 2016 21 6 2 1 12

106年 / 2017 20 6 2 1 11

107年 / 2018 17 6 1 1 9

108年 / 2019 15 4 1 1 9

109年 / 2020 15 4 1 1 9

110年 / 2021 14 4 1 1 8

111年 / 2022 14 4 1 1 8

Source: Department of Personnel, MOFA

單位: 國 / Unit: Country

表4   與我國有邦交之國家

資料來源：本部人事處

 Table 4: Diplomatic Allie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from 2013 to 2022

 中華民國102年至1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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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計 政府間 民間

 Year Total Subtotal Government Private Sector International Events

102年 / 2013 3,299 2,821 196 2,625 478

103年 / 2014 3,243 2,739 210 2,529 504

104年 / 2015 2,930 2,417 155 2,262 513

105年 / 2016 810 424 176 248 386

106年 / 2017 898 400 141 259 498

107年 / 2018 799 381 170 211 418

108年 / 2019 619 328 135 193 291

109年 / 2020 279 209 159 50 70

小計 政府間 民間 雙邊 多邊 Year
Region Subtotal Government Private Sector Bilateral Multilateral

 110年 / 2021 88 30 58 210 394

 111年 / 2022 422 245 177 66 233
亞太地區

Asia-Pacific
290 195 95 14 -               

在我國地區舉行者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87 21 66 6 -               

在其他亞太地區舉行者
Other Asia-Pacific Countries

203 174 29 8 -               

亞西及非洲地區
West Asia and Africa

31 10 21 10 -               

歐洲地區
Europe

54 19 35 15 -               

北美地區
North America

33 19 14 22 -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14 2 12 5 -               

表5  參加國際會議及活動、國際視訊會議次數-地區別
中華民國102年至111年

Table 5:  Participation i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and Events by Region from 2013 to 2022
單位:次 / Unit:Conference/Event

年別 總計

國    際    會    議

國際活動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年別及地區別

國際會議及活動 國際視訊會議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and Events

 資料來源：本部各單位。

International Videoconferences

  Sources:  Relevant departments of MOFA

 ※自105年度起上列國際會議及國際活動資料，係以「本部預算支應」者為統計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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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政府間 民間

Year Total Government Private Sector
102年 / 2013 2,221 56 2,165
103年 / 2014 2,222 57 2,165
104年 / 2015 2,223 58 2,165
105年 / 2016 3,126 58 3,068
106年 / 2017 3,126 58 3,068
107年 / 2018 3,134 58 3,076
108年 / 2019 3,174 62 3,112
109年 / 2020 3,240 65 3,175

總計 政府間 民間
 Year

Category of Event Total Government Private Sector

 110年 / 2021 3,268 65 3,203
 111年 / 2022 3,288 72 3,216

科技類
Technology  - 6  - 
醫藥衛生類
Health Care  - 4  - 
農林漁牧類

 Agriculture, Forestry, Fisheries,
and Animal Husbandry

 - 17  - 

宗教哲學類
Religion and Philosophy  - 1  - 

社會福利類
Social Welfare  -  -  - 

教育類
Education  -  -  - 
新聞類

Journalism  -  -  - 
文化藝術類

Culture and Art  -  -  - 
法律警政類

Legal and Police Affairs  - 7  - 
工會類

Industrial Relations  -  -  - 
交通觀光類

Transportation and Tourism  - 1  - 
休閒娛樂類

Leisure and Entertainment  -  -  - 
婦女類
Women  -  -  - 
童軍類
Scouts  -  -  - 

商業金融財經類
Business  and  Finance  - 20  - 

工程類
Engineering  -  -  - 
工電技術類

Electrical Engineering  -  -  - 

電子機械類
Electronic Machinery  -  -  - 

礦業能源類
Mining and Energy  - 1  - 
研究發展管理類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Management

 -  -  - 

生態保育類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 3  - 

氣候變遷類

Climate Changes
2

體育類
Sports  -  -  - 
其他類
Others  - 10  - 

表6  參加國際組織個數、國際會議及
中華民國102年

Table 6: Participation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年別

國際組織﹝個﹞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年別及性質別

國際組織﹝個﹞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資料來源 :本部各單位
   Sources: Relevant departments of MOFA
※自105年起國際會議及國際活動資料，係以「本部預算支應」者為統計對象。另我民間參與國際組織之個數係按國際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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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國際視訊會議-性質別
至111年

單位:個、次 Unit:Conference/Event

總計 政府間 民間

Total Government Private Sector
2,821 196 2,625 478
2,739 210 2,529 504
2,417 155 2,262 513
424 176 248 386
400 141 259 498
381 170 211 418
328 135 193 291
209 159 50 70

總計 政府間 民間

Total Government Private Sector

88 30 58 604
422 245 177 299

8  - 8 6

25 2 23 31

18 12 6 15

1  - 1  - 

14 1 13 3

15 4 11 4

2  - 2  - 

28 1 27  - 

17 10 7 15

2  - 2  - 

4 2 2 3

1  - 1 1

4 1 3 8

 -  -  -  - 

87 50 37 150

1  - 1 1

 -  -  -  - 

 -  -  -  - 

 -  -  -  - 

6  - 6 3

4 3 1 2

4 4  -  - 

15  - 15 2

166 155 11 55

國際會議﹝次﹞  國際活動

﹝次﹞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International Events

國際會議及活動﹝次﹞

 國際視訊會議

﹝次﹞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and Events

 International Videoconferences

年鑑所統計。

and International Events by Category of Event from 2013 to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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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計

 Total

協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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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umber of
Agreements

 Number of
Contracting
Countries

 Number of
Agreements

 Number of
Contracting
Countries

 Number of
Agreements

 Number of
Contracting
Countries

 Number of
Agreements

 Number of
Contracting
Countries

 Number of
Agreements

 Number of
Contracting
Countries

 102年(2013) 40 1 1 - - - - - - - -
 103年(2014) 43 - - - - 2 2 1 1 - -
 104年(2015) 40 - - - - 1 1 1 1 - -
 105年(2016) 36 - - 2 2 2 2 - - - -

 總計

 Total

協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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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umber of
Agreements

 Number of
Contracting
Countries

 Number of
Agreements

 Number of
Contracting
Countries

 Number of
Agreements

 Number of
Contracting
Countries

 Number of
Agreements

 Number of
Contracting
Countries

 Number of
Agreements

 Number of
Contracting
Countries

 106年(2017) 33 11 10 2 2 8 3 - - 2 2
 107年(2018) 39 4 3 - - 6 6 4 4 6 5
 108年(2019) 45 6 6 - - 12 5 2 1 5 4
 109年(2020) 24 2 2 1 1 2 2 3 2 - -

 總計

 Total

協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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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umber of
Agreements

 Number of
Contracting
Countries

 Number of
Agreements

 Number of
Contracting
Countries

 Number of
Agreements

 Number of
Contracting
Countries

 Number of
Agreements

 Number of
Contracting
Countries

 Number of
Agreements

 Number of
Contracting
Countries

 110年(2021) 15 2 2 1 1 3 2 1 1 - -
 111年(2022) 30 8 8 - - 3 3 1 1 2 2
資料來源：本部條約法律司 

表7 簽訂雙邊條
 中華民國102年

Table 7: Number of Bilateral Treaties and 

年別

 引渡  航權  租稅  投資保證  暫准通關

 Extradition  Navigation
Rights  Taxation  Investment

Guarantees

 Temporary
Admission of

Goods

Year

 經貿投資
 智慧財產及標

準

 教育文化及科

技合作

 Legal Affairs  Taxation /
Customs

 Economics /
Trade /

Investment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Associated

Standards

 Educational /
Cultural /

Scienti�ic and
Technical

Cooperati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Associated

Standards

Year

年別

 司法  租稅關務  經貿投資
 智慧財產及標

準

 Educational /
Cultural /

Scienti�ic and
Technical

Cooperation

年別

 司法  租稅關務

Year

  Source: Department of Treaty and Legal Affairs, MOFA 

 教育文化及科

技合作

 Legal Affairs  Taxation /
Customs

 Economics /
Trade /

Inves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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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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umber of
Contracting
Countries

 Number of
Agreements

 Number of
Contracting
Countries

 Number of
Agreements

 Number of
Contracting
Countries

 Number of
Agreements

 Number of
Contracting

Countries

 Number of
Agreements

 Number of
Contracting

Countries

 Number of
Agreements

 Number of
Contracting

Countries

3 3 15 5 6 6 - - 1 1 14 13
- - 7 6 4 4 - - 3 3 26 22
3 2 5 5 6 6 - - - - 24 25
1 1 3 3 4 4 - - 2 2 22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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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umber of
Contracting
Countries

 Number of
Agreements

 Number of
Contracting
Countries

 Number of
Agreements

 Number of
Contracting
Countries

 Number of
Agreements

 Number of
Contracting
Countries

 Number of
Agreements

 Number of
Contracting
Countries

 Number of
Agreements

 Number of
Contracting

Countries

2 2 2 2 2 2 3 1 1 1 - -
1 1 2 2 - - 1 1 3 3 12 10
4 3 3 3 4 4 1 1 3 2 5 5
7 7 - - 3 3 - - - - 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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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umber of
Contracting
Countries

 Number of
Agreements

 Number of
Contracting
Countries

 Number of
Agreements

 Number of
Contracting
Countries

 Number of
Agreements

 Number of
Contracting
Countries

 Number of
Agreements

 Number of
Contracting
Countries

 Number of
Agreements

 Number of
Contracting

Countries

5 5 1 1 - - - - - - 2 1
5 5 3 3 3 2 - - 1 1 4 4

約及協定數
至111年

 Agreements Signed from 2013 to 2022
單位: 件 Unit: Case 

 智慧財產權  科技文化  農漁牧礦手工藝  貸款  醫療  其他

 Protection of IPR  Technology/
Culture

 Agriculture,
Fisheries, Animal

Husbandry, Mining
and Handicrafts

 Loans  Medical Care  Other

 發展援助合作  醫療衛生  交通運輸及觀光  環境  外交領事  其他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

Financial Assistance

 Public Health
and Medicine

 Transportation /
Tourism  Environment  Diplomatic and

Consular Affairs  Other

 農林漁牧及援助合

作
 醫療衛生  交通運輸及觀光  環境  外交領事  其他

 
Agriculture/Forestry/

Fisheries/Animal
Husbandry/Financial

Assistance

 Public Health
and Medicine

 Transportation /
Tourism  Environment  Diplomatic and

Consular Affairs  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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贈勳 受勳 贈勳 受勳 贈勳 受勳

Conferred Received Conferred Received Conferred Received

 102年 / 2013 6 7 - 2 - -

 103年 / 2014 15 7 2 2 - -

 104年 / 2015 34 13 2 - - -

 105年 / 2016 8 10 2 3 - -

 106年 / 2017 9 13 - 6 - -

 107年/ 2018 12 12 2 3 - -

 108年 / 2019 12 3 4 - - -

 109年 / 2020 9 3 1 - - -

 110年 / 2021 3 - - - - -

 111年 / 2022 17 4 4 - - -

資料來源：本部禮賓處

註:修正上表105至107年之受勳枚數。

West Asia

 Year

   Source: Department of Protocol, MOFA

表8   國際

中華民國102年

Table 8: Medals Conferred and

 年別

總計 亞太地區 亞西地區

Total Asia-Paci�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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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111年

Received from 2013 to 2022

贈勳 受勳 贈勳 受勳 贈勳 受勳 贈勳 受勳

Conferred Received Conferred Received Conferred Received Conferred Received

1 1 - - 2 - 3 4

2 1 2 1 3 - 6 3

1 - 13 3 10 - 8 10

- - 4 1 1 - 1 6

1 - 1 1 1 - 6 6

- 1 2 1 3 - 5 7

- - 4 - 1 - 3 3

- - 3 - 1 - 4 3

- - 1 - 1 - 1 -

1 - 2 - 2 - 8 4

Africa Europe North America  Latin America and
Caribbean

間勳章贈受

單位：枚 / Unit: Medal

非洲地區 歐洲地區 北美地區
 拉丁美洲及

加勒比海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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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計 政府間 民間

Year Subtotal Government Private Sector

 Number of
International

Activities
Participated in①

 Number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Participated

in②

 Number of
Treaties
Signed

 Number of
Diplomatic

Allies

 Number of
R.O.C.

(Taiwan)
Missions

Abroad②

 Number of
Foreign

Missions in
the R.O.C.

(Taiwan)②

 Number
of Medals
 Conferred

 Number
of Medals
Received

102年/2013 2,821 196 2,625 478 2,221 40 22 118 78 6 7

103年/2014 2,739 210 2,529 504 2,222 43 22 118 78 15 7

104年/2015 2,417 155 2,262 513 2,223 40 22 119 80 34 13

 105年/2016 424 176 248 386 3,126 36 21 119 79 8 10

106年/2017 400 141 259 498 3,126 33 20 114 77 9 13

107年/2018 381 170 211 418 3,134 39 17 111 74 12 12

108年/2019 328 135 193 291 3,174 45 15 109 71 12 3

109年/2020 209 159 50 70 3,240 24 15 112 72 9 3

小計 政府間 民間

Year Subtotal Government Private Sector

 Number of
International

Videoconferences
①

 Number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Participated

in②

 Number of
Treaties
Signed

 Number of
Diplomatic

Allies

 Number of
R.O.C.

(Taiwan)
Missions

Abroad②

 Number of
Foreign

Missions or
Intergovern-

mental
Organizations

in the R.O.C.
(Taiwan)②

 Number
of Medals
 Conferred

 Number
of Medals
Received

110年/2021 88 30 58 604 3,268 15 14 112 72 3 -

111年/2022 422 245 177 299 3,288 30 14 113 73 17 4

  註：①本表101年至104年統計對象及範圍為我國/外國政府機關單位及民間團體主辦、協辦或補助就特定主題所召開之國際會議或國際交流活動。

      為求統計數據精確，自105年起本表統計對象及範圍修改為：「以本部預算支應參加之國際會議及國際交流活動者」，因對象及範圍縮小，

      致相關項目資料落差較大。另因COVID-19關係，自110年起增列國際視訊會議資料

    ②為期底數。

表9 國際關係概況
  中華民國102年底至111年底

  Table 9: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om Year-end 2013 to Year-end 2022

年別

參加國際會議﹝次﹞①

參加國際
活動①
﹝次﹞

加入國際
組織②
﹝個﹞

訂定條約
﹝件﹞

建  交
﹝國﹞

我國在外
設館處②
﹝個﹞

外國在國
內設館處
②

﹝個﹞

贈勳
﹝枚﹞

受勳
﹝枚﹞

 Number o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Participated in①

年別

 參加國際會議及活動﹝次﹞①

國際視訊會議
①

﹝次﹞

加入國際
組織②
﹝個﹞

訂定條約
﹝件﹞

建  交
﹝國﹞

  Sources: Relevant departments of MOFA

我國在外
設館處②
﹝個﹞

外國及政
府間國際
組織在國
內設館處
②

﹝個﹞

贈勳
﹝枚﹞

受勳
﹝枚﹞

 Number o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and Events①

資料來源：本部各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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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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icials

Elected
Representatives Scholars Others 

總計
Total 590 274 122 26 168

亞太地區
Asia-Pacific 320 131 38 13 138

亞西及非洲地區
West Asia and Africa 39 33 6 - -

歐洲地區
Europe 112 47 46 13 6

北美地區
North America 100 44 32 - 24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19 19 - - -

 Sources:  Relevant departments of MOFA

 表10出國訪問―按身分分列

中華民國111年

Table 10:  Number of Visits to Foreign Countries by Category in 2022
  單位：人 / Unit: Person

資料來源：本部各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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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別 批數 人數

Participants

總計 / Total ％ 總計 / Total ％

總計

 Total 85 100.00 590 100.00

亞太地區

Asia-Paci�ic 33 38.83 320 54.24

亞西及非洲地區

West Asia and Africa 5 5.88 39 6.61

歐洲地區

Europe 22 25.88 112 18.98

北美地區

North America 23 27.06 100 16.95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2 2.35 19 3.22

Sources: Relevant departments of MOFA
資料來源：本部各單位

表11  出國訪問－按地區分列

中華民國 111年

Table 11: Foreign Visits by Region in 2022
單位 : 批、人 / Unit: Delegation or Person

Region

Deleg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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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國際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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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別 總計 亞太 亞西 非洲

Item Total Asia-Paci�ic West Asia Africa 

國家數

No. of Bene�iciary
Countries

20 8 2 2

技術團

Technical Missions 21 8 2 2

委辦計畫

(含前期準備計畫)

Projects, Including
Preparatory Operations 6 10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 

Source: TaiwanICDF 

表12  對外

81 13

中華民國

 Table 12: Overseas  Techn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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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底 

Cooperation as of the End of 2022

加勒比海 中美洲 南美洲 不分區

Caribbean Central America South America Multiregion

4 3 1 -

4 4 1 -

技術服務

單位：個 / Unit: Mission / Office / Project / Operation

16 18 7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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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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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tal Plant
Quarantine

Animal
Quarantine

Animal and
Plant

Quarantine

Hog
Farming

Cultivation
of Plant
Tissue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102年/2013 383 26 - - - 33 35
103年/2014 398 22 - - - 29 7
104年/2015 372 - - - - 32 56

年別及

地區別
畜牧業

Year
Region

Animal
Husbandry

105年/2016 -
106年/2017 -
107年/2018 -
108年/2019 -
109年/2020 -
110年/2021 -
111年/2022 -
亞太地區

Asia-Paci�ic -
亞西地區
West Asia -
非洲地區

Afric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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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Caribbean

-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 

中華民國102年

Table 13: Foreign Technical Experts 

表13  代訓各國

-

-

-

漁業

Fisheries

-
-

-

-

48

9

-

-
-

-

-

116

55

8

總計

Total 

408
421

120
1,086 187
944

640

農業

Agriculture

100
131
116682

694
-

-
-

Source: TaiwanICDF

230

184

63

46

-

8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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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111年

 Trained in Taiwan from 2013 to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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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fers
in Small-scale
Agriculture

Floriculture Corn
Cultivation

Vegetable
Cultivation

Fishing
Skills Aquaculture

Agricultural
Product

Processing

Cultivation
of Paddy and
Dry Farming

Others

- - - - - 22 - - 267
- - - - - 8 - 19 313
- - - - - - - 15 269

教育 環境保護 經貿投資

Educati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conomics,
Trade,

Investment

- 49 95
- 58 117

22 55 43
- 66 96
- - -

46 85 22
58 122 81
33 40 17

4 19 13

7 5 6

- 2 1

- 3 -

14 53 44

422

-

-

--

資通訊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120

-

31

71 70

Public Health 

44
60 28

7249

-

27

10

12

2

32

9

17

44
-

公衛醫療

28

其他(職訓)

Others

-
27

422

-

100 103 543

單位：人 / Unit: Person

技術人員人數

230

325
325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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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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年/2020 2,517.84 100.00

亞太地區

Asia-Paci�ic 366.52 14.56

亞西及非洲地區

West Asia and Africa 357.21 14.19

歐洲地區

Europe 186.22 7.40

北美地區

North America 115.18 4.57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 1,492.71 59.28

110年/2021 499.35 100.00

亞太地區

Asia-Paci�ic 26.43 5.30

亞西及非洲地區

West Asia and Africa 10.56 2.11

歐洲地區

Europe 12.22 2.45

北美地區

North America 17.69 3.54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432.45 86.60

111年/2022 857.10 100.00

亞太地區

Asia-Paci�ic 46.94 5.48

亞西及非洲地區

West Asia and Africa 582.44 67.95

歐洲地區

Europe 47.39 5.53

北美地區

North America 11.54 1.35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168.79 19.69

資料來源：本部主計處
 Source: Department of Budget, Accounting and Statistics, MOFA

表14  國際災難人道救濟

單位：新臺幣百萬元 / Unit: NT$ million

Table14: Humanitarian Aid Provided by the R.O.C. (Taiwan) Government
in the Wake of Disasters from 2020 to 2022

中華民國109年至1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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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領事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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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計 國內簽發 國外簽發

Subtotal Issued in Taiwan Issued Abroad

102年 / 2013 2,787,135 1,866,070 1,853,020 1,791,857 61,163

103年 / 2014 2,864,479 1,909,184 1,896,205 1,847,295 48,910

104年 / 2015 3,058,440 2,075,874 2,045,196 1,993,129 52,067

105年 / 2016 2,962,546 2,003,196 1,964,921 1,922,342 42,579

106年 / 2017 2,868,101 1,877,114 1,828,832 1,791,536 37,296

107年 / 2018 2,778,338 1,752,224 1,698,996 1,663,096 35,900

108年 / 2019 2,825,159 1,818,988 1,781,040 1,734,154 46,886

109年 / 2020 985,246 373,743 370,371 326,267 44,104

110年 / 2021 870,768 309,147 305,327 232,795 72,532

111年 / 2022 1,905,833 990,750 984,627 896,090 88,537

New Passports

Year Total Subtotal

資料來源：本部領事事務局

Source: Bureau of Consular Affairs, MOFA

表15   領 事 事

年別 總計

中華民國102年

Table 15: Cases Processed by the Bureau

國人護照

R.O.C. (Taiwan) Passports

小計
新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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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 Consular Affairs from 2013 to 2022

小計 國內簽發 國外簽發

Subtotal Issued in Taiwan Issued Abroad

13,050 6,300 6,750 477,774 19,993 457,781 443,291

12,979 7,424 5,555 539,897 20,699 519,198 415,398

30,678 26,200 4,478 546,684 23,013 523,671 435,882

38,275 34,156 4,119 569,333 22,645 546,688 390,017

48,282 44,215 4,067 564,474 23,044 541,430 426,513

53,228 49,542 3,686 546,526 23,462 523,064 479,588

37,948 33,666 4,282 482,734 23,233 459,501 523,437

3,372 1,023 2,349 189,636 18,002 171,634 421,867

3,820 784 3,036 107,583 17,011 90,572 454,038

6,123 1,545 4,578 338,862 17,758 321,104 576,221

外人來臺簽證

單位：件 / Unit: Case 

Visas Issued to Foreign Passport Holders

務 服 務 案 件

文件證明

至111年

Document
Authentication

國外簽發

Issued Abroad

小計

Subtotal

加簽
國內簽發

Issued in Taiwan

Passport Endors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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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部領事事務局
Source: Bureau of Consular Affairs, MOFA

表16  旅外國

 中華民國

  Table 16: Services for the Republic of China

護照遭竊或遺失
遇劫、遭竊或遭

詐騙

犯罪被害(如

遭綁架,殺

害,性侵等重

大案件)

觸法、遭逮捕

或拘禁
入出境遭拒 尋人

Region Lost / Stolen Passports Victims of Theft or
Scam

Victims of
Serious Crime

(e.g., kidnapping,
murder, sexual

assault)

Arrested or
Detained

Denied Entry or
Exit by Host

Country

Missing
Person

總計
Total

1,112 445 257 185 154 201

亞太地區
Asia-Paci�ic

702 308 242 122 61 173

亞西及非洲地區
West Asia and Africa

21 14 1 23 11 -

歐洲地區
Europe

241 86 5 13 38 9

北美地區
North America

139 29 7 26 32 12

拉丁美洲及加勒

比海地區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9 8 2 1 12 7

地區別

急難救助

Assistance Provided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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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服務

111年

Citizens Abroad in 2022

Emergency Circumstances

漁事案件

單位：項 / Unit:Case

精神異常 天災動亂 交通事故 意外事故 罹患疾病 其他

Fishery Accidents Mental Disorders Natural Disaster
or Civil Unrest Traf�ic Accidents Other Types of

Accidents Illness Other

13 40 15 37 97 560 2,609

11 16 - 11 43 171 1,506

2 - 7 - 1 4 24

- 12 7 8 9 22 203

- 12 - 17 40 360 867

- - 1 1 4 3 9

協處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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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別 國人護照 外人來臺簽證 文件證明
護照、簽證及

文件證明合計

Year R.O.C. (Taiwan)
Passports Issued

Visas Issued to Foreign
Passport Holders

Document
Authentication Total

102年 / 2013 15.04 7.35 11.57 13.09

103年 / 2014 2.31 13.00 -6.29 2.78

104年 / 2015 8.73 1.26 4.93 6.77

105年 / 2016 -3.50 4.14 -10.52 -3.14

106年 / 2017 -6.29 -0.85 9.36 -3.19

107年 / 2018 -6.65 -3.18 12.44 -3.13

108年 / 2019 3.81 -11.67 9.14 1.69

109年 / 2020 -79.45 -60.72 -19.40 -65.13

110年 / 2021 -17.28 -43.27 7.63 -11.62

111年 / 2022 220.48 214.98 26.91 118.87

表17   國人護照、外人來臺簽證、文件證明年成長率

中華民國102年至111年

Table 17: Annual Growth Rate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Passport Issuance, Visa Issuance,
and Document  Authentication from 2013 to 2022

單位 / Unit: %

資料來源：本部領事事務局

Source: Bureau of Consular Affairs, MO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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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外國及政府間國際 

      組織駐臺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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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
亞西及

非洲
歐洲

拉丁美洲及

加勒比海
亞太

亞西及

非洲
歐洲北美洲

拉丁美洲及

加勒比海
亞太

亞西及

非洲
歐洲 北美洲

拉丁美洲及

加勒比海

Asia-
Paci�ic

West Asia
and

Africa
Europe Latin America

and Caribbean
Asia-

Paci�ic

West
Asia and

Africa
Europe North

America
Latin America
and Caribbean

Asia-
Paci�ic

West Asia
and

Africa
Europe North

America
Latin America
and Caribbean

102年 / 2013 78 6 3 1 10 16 9 21 3 7 2 - - - -

103年 / 2014 78 6 3 1 10 16 9 21 3 7 2 - - - -

104年 / 2015 80 6 3 1 11 18 9 21 3 6 2 - - - -

105年 / 2016 79 6 2 1 11 18 9 21 3 6 2 - - - -

106年 / 2017 77 6 2 1 10 17 9 21 3 6 2 - - - -

107年 / 2018 74 6 1 1 8 17 9 21 3 6 2 - - - -

108年 / 2019 71 4 1 1 9 16 9 21 3 5 2 - - - -

109年 / 2020 72 4 1 1 9 16 10 21 3 5 2 - - - -

110年 / 2021 72 4 1 1 8 16 10 21 3 5 2 - - - 1

111年 / 2022 73 4 1 1 8 16 10 22 3 5 2 - - - 1

政府間國際組織

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表18  外國及政府間國際組織駐臺使領館及機構

中華民國102年底至111年底
Table 18: Foreign Embassies,Representative Of�ices or Of�ices, and 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from Year-end 2013 to Year-end 2022

Representative Of�ices or Of�ices

單位：個 / Unit:Foreign Mission

總計

Total

大使館 代表(辦事)處

Embassies

Source: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Department of Protocol, MOFA
資料來源：國際組織司、禮賓處

年別

Year

註：自110年起增列在臺設立政府間國際組織資料，包括亞洲太平洋地區糧食與肥料技術中心(Food and Fertilizer Technology Center 
         for the Asian and Paci�ic Region，於民國59年設立)、亞蔬-世界蔬菜中心(World Vegetable Center，於民國60年設立)、中美洲銀

         行(Central American Bank for Economic Integration，於民國110年設立)，並同步修正101年至110年總計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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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佈新聞稿

102年  / 2013
103年  / 2014

104年  / 2015
105年  / 2016
106年  / 2017
107年  / 2018
108年  / 2019
109年  / 2020

發布中英文聲明、新聞稿

及新聞參考資料 (則)

舉行重大記者會及例行

新聞說明會 (場)

本部期刊、電子報及相關網站

刊載報導 (則)

110年  / 2021 798 78 2533

111年  / 2022 1,170 164 8,043

 公眾外交

Public Diplomacy
1,170 164 -

 國際傳播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 - 8,043

資料來源：公眾外交協調會、國際傳播司

  
※上列各項目自101年起增列本部國際傳播司資料。

Position Papers on Major Issues 

Year

1,148

MOFA Periodicals,
Newsletters, and Website

Publications

發布中英文聲明、新聞稿及新聞參考資料 (則)

Sources: Public Diplomacy Coordination Council、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Services, MOFA、

1,048
701

1,287
1,287
1,028

 Statements, Press
Releases, and

Background Information
in Chinese and English

 Special and Regular
Press Conferences

就重要問題闡明對外政策之立場資料

Position Papers on Major Issues 

表19  國內外
中華民國

就重要問題闡明對外政策之立場資料

Press Releases

Table 19: MOFA Domestic

577

Position on Major Issues 

389

部次長及發言人

發表談話 (次)

Statements Made by the Minister,
Deputy / Vice Ministers, or Spokesperson

年別

就重要問題闡明對外政策之立場

年別

Year

Year

234 427

年別

(則)

Statements, Press Releases, and Background Information in Chinese and English

102



102年至111年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s from 2013 to 2022

208

運用社群媒體 (則)

-

27,762 4,178416

Social Media Posts

576

舉行專案記者會及例行新聞說明

會 (場)

Conferences

寄發文宣資料

Promotional Materials Disseminated

204 291,456
170

9,778

3,602

439

393

97,851
32,674

寄發文宣資料

1,017,975
10,095 542,049

Promotional Materials Disseminated

文宣資料及用品

99
159

 Press Conferences

文宣品 (件)

27,762

14,103
6,897

13,800
5,203

25,096

23

101
113

2,051

舉行記者會及

新聞說明會 (次)

129

3,746

19,749

19,502

光碟 (片)

DVDs / CDs Printed Materials

144
120,601

文宣品 (件)光碟 (片)

DVDs / CDs Printed Materials

寄發文宣資料

Promotional Materials Disseminated

文宣品 (件)光碟 (片)

DVDs / CDs Printed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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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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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ducted

Symposiums
Held

Panel
Discussions

Held

Reports
Commissioned Reports Compiled

102年 / 2013 - 9 4 - -

103年 / 2014 4 7 44 14 -

104年 / 2015 3 10 54 14 73

105年 / 2016 5 49 57 27 122

106年 / 2017 2 22 68 24 37

107年 / 2018 5 44 54 11 45

108年 / 2019 3 54 55 9 36

109年 / 2020 4 116 153 18 60

110年 / 2021 3 34 79 10 55

111年 / 2022 3 33 87 12 26

Sources:  Relevant departments of MOFA

表20  外交部研究設計及發展工作成果

Table 20: Research and Planning Achievements from 2013 to 2022

資料來源:本部各單位

中華民國102年至1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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