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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輯  體  例 
 

本書內容包括：（一）重要新聞；（二）重

要訪賓新聞；（三）新聞參考資料。 

一、 重要新聞：外交部説明外交政策內涵及工作

重點、宣傳外交具體成果，或針對重大時事

回應外界詢問、澄清媒體錯誤報導等事項所

發布之新聞。 

二、 重要訪賓新聞：外交部就國外重要訪賓來華

訪問所發布之新聞。 

三、 新聞參考資料：外交部就文化外交、公眾外

交、急難救助等議題所提供之背景資料，或

針對外交工作及新聞事件所提供之補充說

明。 

本書所納編之文稿具時效性，內容可能已變

更或失效。倘欲引用請註明出處「外交部」及原

稿發布時間；如遇相關疑問，請向外交部洽詢最

新資訊。 





  

 

中華民國 111 年外交部聲明及公報彙編目錄（上冊） 

號次 發布日期 重要新聞  

001 01/01 
外交部邀請印太國家駐台使節、代表及官員迎接

2022新年，增進彼此情誼 
45 

002 01/05 

駐立陶宛台灣代表處舉辦線上記者會，說明我國深

化與立陶宛實質關係的決心，將持續為增進全球民

主夥伴的經濟韌性與繁榮奮鬥不懈 

45 

003 01/08 
捷克新內閣公布施政綱領，深化與台灣等亞太民主

夥伴國家之合作，外交部誠摯歡迎 
47 

004 01/11 第 45屆臺日經貿會議隆重揭幕 48 

005 01/11 

我國呼應美國「民主峰會」提交具體且廣泛的書面

承諾清單，以展現台灣與全球夥伴共同推動國內外

民主人權事務的堅定決心 

49 

005 

Eng. 
Jan. 11 

In response to US Summit for Democracy, Taiwan 

submits list of substantive and extensive commitments 

to promoting democracy at home and abroad 

49 

006 01/11 

國發會及外交部聯合新聞稿：國家發展委員會主任

委員龔明鑫與立陶宛經濟創新部長視訊會談，兩國

經貿產業對接向前邁進，共同打造民主供應鏈 

51 

006 

Eng. 
Jan. 11 

National Development Council-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joint press release ─ Virtual talks between NDC 

Minister Kung Ming-hsin, Lithuanian Minister of the 

Economy and Innovation Aušrinė Armonaitė facilitate 

economic and industrial links and advance joint 

creation of democratic supply chains 

53 

007 01/14 外交部對日本前首相海部俊樹逝世深表哀悼 56 

008 01/15 
「第 28 期外交遠朋西班牙語班」視訊課程圓滿結

訓，學員參加多元課程收獲豐富 
57 

009 01/19 

外交部誠摯感謝「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共同主

席 Miriam Lexmann 等 41 名歐洲議會議員聯名致函

歐盟領導階層，籲請採取行動力挺立陶宛抵抗中國

經濟脅迫 

58 

010 01/19 台灣與比利時佛拉蒙區政府簽署合作架構備忘錄，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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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雙方合作 

010 
Eng. 

Jan. 19 
Taiwan and Flanders sign framework MOU to deepen 

bilateral cooperation 
60 

011 01/21 
外交部肯定歐洲議會高票通過香港緊急決議案，特

別譴責中國對立陶宛經濟脅迫 
62 

012 01/21 

外交部誠摯感謝捷克參議院外交、國防暨安全委員

會通過聲援立陶宛決議案，呼籲民主陣營共同反制

中國經濟脅迫 

63 

013 01/24 

外交部長吳釗燮接受澳洲「戰略政策研究所」專訪，

闡述台澳友好關係，並感謝澳洲確保印太區域穩定

相關作為 

64 

014 01/24 

我國以具體行動協助帛琉對抗疫情，並感謝新光醫

院、秀傳醫院、泰博科技及中華航空共同參與人道

援助 

65 

015 01/25 

外交部長吳釗燮應邀於波蘭奧許維茲國家博物紀念

館捐助者牆啟用典禮視訊致詞，重申對自由人權價

值的捍衛與重視 

66 

016 01/26 
春節前夕送溫情，外交部捐贈近百噸物資協助菲律

賓災後重建 
67 

017 01/27 
外交部誠摯感謝英國首相強生指出中國軍機擾台無

助台海和平及穩定 
68 

018 01/28 外交部長吳釗燮出席「印度共和紀念日」慶祝酒會 69 

019 01/28 

外交部長吳釗燮出席捷克智庫「歐洲價值安全政策

中心」台北辦事處開幕儀式，樂見民主國家在共享

價值的基礎上增進合作交流 

70 

020 01/29 外交部歡迎新加坡承認我國數位新冠病毒健康證明 71 

021 01/31 
我國捐贈索馬利蘭共和國 15萬劑國產高端疫苗已順

利運抵 
72 

022 02/06 
愛沙尼亞國會友台小組成員米林議員不幸在救火行

動中辭世，外交部深感哀悼 
73 

024 02/08 美國政府正式通知我國最新對台軍售 73 

025 02/08 我國調整日本輸台食品管制措施 74 

026 02/08 
外交部長吳釗燮與瓜地馬拉新任外交部長步卡羅通

話，重申台瓜兩國友好邦誼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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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 02/11 

英國國會下議院以「英國與台灣的友誼及合作」為

主題進行政策辯論並通過友我動議，外交部表達誠

摯感謝 

75 

029 02/17 

外交部感謝歐洲議會接連通過兩項友台決議，關切

台海和平並支持深化與民主台灣的夥伴合作關係及

國際參與 

77 

030 02/17 
我國與韓國簽署「台韓國際駕照相互承認瞭解備忘

錄」，提升台韓人民行車便利 
78 

031 02/18 「第 45屆臺日經濟貿易會議」閉幕式在台北舉行 79 

032 02/18 「第 4屆台日第三國市場合作委員會」順利舉行 80 

033 02/18 
外交部感謝瑞典國會跨黨派國會議員在年度外交政

策辯論中發言支持台灣 
80 

034 02/19 
外交部對台灣抗瘧之父連日清教授辭世表達至深的

哀悼與追思 
81 

036 02/23 

外交部長吳釗燮接受美國「馬侃研究所」傑出研究

員、前美國防部長艾斯培視訊專訪，暢談民主國家

合作遏制威權主義侵害的必要性  

82 

037 02/24 
配合指揮中心放寬非本國籍商務人士入境措施，外

交部調整外籍商務人士來台規範 
83 

037 

Eng. 
Feb. 24 

MOFA relaxes regulations for foreign business travelers 

entering Taiwan beginning March 7, 2022, in line with 

CECC directives 

83 

038 02/25 

中華民國台灣政府嚴厲譴責俄羅斯違反《聯合國憲

章》入侵烏克蘭，並加入國際社會對俄國的經濟制

裁 

84 

038 
Eng. 

Feb. 25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government strongly 

condemns Russia’s invasion of Ukraine in violation of 

the UN Charter, joins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anctions 

against Russia 

85 

039 02/26 我國 18位僑民已經順利撤離烏克蘭，平安抵達波蘭 86 

040 02/27 

外交部安排搭乘烏克蘭撤僑專車的 18名國人轉往波

蘭東部盧布林市及首都華沙市，協助 4 名國人平安

撤往斯洛伐克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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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1 03/01 我國政府啟運對烏克蘭人道援贈醫療物資 88 

041 

Eng. 
Mar. 1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government sends 

humanitarian shipment of medical supplies to Ukraine 
89 

042 03/01 
「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海外活動首次在印度舉辦

「數位醫療協作」國際工作坊 
89 

044 03/02 
外交部透過財團法人賑災基金會成立賑濟烏克蘭專

戶 
90 

044 

Eng. 
Mar. 2 

MOFA establishes special account through Relieve 

Disaster Foundation to facilitate donations by the public 

for Ukrainian refugees 

91 

045 03/02 
「台美教育倡議」舉辦第二次高層對話，台美雙方

承諾持續深化華語文教學合作  
93 

047 03/04 
外交部安排第三輛烏克蘭撤僑專車已順利入境波

蘭，撤僑任務告一段落 
94 

047 

Eng. 
Mar. 4 

Third bus carrying R.O.C. (Taiwan) nationals from 

Ukraine safely arrives in Poland, completing MOFA’s 

initial evacuation effort 

95 

048 03/04 
外交部感謝英國國會上議院前議長德蘇莎女爵領銜

以「支持台灣民主」為主題進行質詢 
96 

049 03/05 
中華民國台灣援贈烏克蘭醫療物資運抵波蘭並舉行

捐贈儀式 
97 

050 03/05 
外交部發起「募集民間愛心物資援助烏克蘭難民」

活動，歡迎國人共襄善舉 
98 

050 

Eng. 
Mar. 5 

MOFA launches drive to collect supplies for Ukrainian 

refugees, welcomes public donations 
99 

051 03/07 外交部對澳洲昆士蘭州遭受豪雨災情表達誠摯慰問 100 

052 03/07 
發揮 Taiwan Can Help 人溺己溺精神, 我國匯聚善

「億」，首捐 1億新台幣援助烏克蘭難民 
101 

052 

Eng. 
Mar. 7 

MOFA hosts ceremony to mark first donation of 

NT$100 million to assist Ukrainian refugees, showing 

Taiwan can help 

103 

054 03/07 
外交部長吳釗燮贈勳聖露西亞駐台大使羅倫，表彰

深化台露關係的貢獻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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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5 03/08 我國捐贈友邦聖露西亞及聖文森國AstraZeneca疫苗 106 

056 03/10 

外交部誠摯感謝歐洲議會通過「外來勢力干預歐盟

民主程序（含假訊息）」報告決議案，肯定我國對抗

假訊息經驗並呼籲台歐盟持續深化合作 

106 

057 03/10 
駐台使節及代表踴躍出席外交部「新春聯歡晚會」

共慶新春 
107 

058 03/15 
外交部進行第二波 1,150 萬美元捐款，擴大援助安置

在歐洲五國的烏克蘭難民  
109 

058 

Eng. 
Mar. 15 

MOFA makes second donation, worth US$11.5 million, 

to further assist Ukrainian refugees seeking shelter in 

five European countries 

110 

059 03/17 外交部啟運對烏克蘭人道援贈愛心物資 112 

059 

Eng. 
Mar. 17 

MOFA dispatches in-kind donations from the public for 

Ukrainian refugees 
113 

060 03/18 
外交部募集民間物資活動最後一日，部長吳釗燮親

自感謝民眾與志工 
115 

061 03/18 
外交部誠摯感謝義大利眾議院高票通過友我議案，

呼籲重視台海和平穩定 
116 

062 03/18 
外交部募集民間物資捐助烏克蘭活動已於 3月 18日

下午 5時圓滿結束 
116 

062 

Eng. 
Mar. 18 

MOFA drive to collect in-kind donations for Ukrainian 

refugees comes to an end 
117 

064 03/21 
蔡總統首次接見波蘭臺北辦事處處長高則叡，樂見

台波關係透過協助烏克蘭難民等進一步深化 
118 

065 03/22 
外交部誠摯感謝馬紹爾群島共和國國會通過友台決

議案，支持台灣參與國際組織 
119 

066 03/22 
台、美、日、澳及斯洛伐克在「全球合作暨訓練架

構」下共同舉辦「數位犯罪防制」線上國際研習營 
119 

068 03/25 

111年「臺日漁業委員會」因受武漢肺炎疫情影響而

停開，本年度《臺日漁業協議》適用海域作業規則

沿用 108年規則 

120 

069 03/27 
我國緊急援贈醫療抗疫物資運抵不丹，協助對抗疫

情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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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9 

Eng. 
Mar. 27 

Taiwan’s donation of emergency medical supplies to 

combat pandemic arrives in Bhutan 
121 

071 03/29 
我國正式加入「原住民族經濟貿易合作協議」，與紐

西蘭、加拿大及澳洲共同成為創始成員 
122 

073 04/01 
外交部感謝丹麥國會以壓倒性票數通過支持立陶宛

及台灣參與世衛大會決議文 
123 

074 04/01 

我國賑濟烏克蘭專戶善款突破新台幣 9億 3千萬

元，外交部長吳釗燮宣布第三波捐贈援助烏克蘭行

動 

124 

074 

Eng. 
Apr. 1 

Foreign Minister Wu announces third disbursement of 

donated funds as Taiwan raises NT$930 million for 

Ukraine 

125 

075 04/02 
台美雙方就擴大台灣國際參與議題在華府舉行會

議，外交部對美方的堅定支持表達誠摯感謝 
128 

076 04/06 美國政府正式通知我國最新對台軍售 129 

076 

Eng. 
Apr. 6 

US government officially notifies Taiwan of latest arms 

sale 
129 

078 04/07 
外交部感謝義大利眾議院外委會再度通過友我決

議，呼籲義大利政府重視印太及台海和平穩定 
130 

079 04/11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署長張子敬擔任總統特使出訪帛

琉並率團出席第 7屆「我們的海洋大會」 
131 

080 04/12 外交部對菲律賓遭受梅姬颱風侵襲表達誠摯慰問 132 

082 04/12 
即日起開放國人及持有我國有效居留證的非本國籍

人士外籍親屬於邊境嚴管期間申請入境探親  
133 

082 

Eng. 
Apr. 12 

Foreign relatives of R.O.C. (Taiwan) nationals and 

Alien Resident Certificate holders may apply to enter 

Taiwan while strict border control measures remain in 

place 

134 

083 04/13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署長張子敬擔任總統特使向帛琉

總統惠恕仁呈遞國書並出席第 7屆「我們的海洋大

會」活動 

135 

084 04/14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署長張子敬出席第 7屆「我們的

海洋大會」開幕式並與帛琉總統惠恕仁共同主持台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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帛歡迎酒會 

086 04/15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署長張子敬在第 7屆「我們的海

洋大會」發表專業演講並與友邦舉行多邊會議 
137 

086 

Eng. 
Apr. 15 

EPA Minister Chang Tzi-chin delivers keynote speech 

at Our Ocean Conference and holds multilateral 

meeting with diplomatic allies 

138 

087 04/15 
我國特使團成員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在第 7 屆「我

們的海洋大會」辦理周邊活動及特展獲高度關注 
140 

087 

Eng. 
Apr. 15 

TaiwanICDF holds high-profile side events and 

exhibitions at Our Ocean Conference in Palau 
141 

088 04/16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長張子敬參加第 7屆「我們的海

洋大會」會後活動並彰顯台帛緊密邦誼 
142 

089 04/16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長張子敬出席「中華民國（台灣）

-帛琉共和國海巡敦訪升旗典禮」以及參訪國際合作

發展基金會技術協助帛琉成果 

144 

090 04/20 
外交部長吳釗燮接受聖露西亞新任駐中華民國（台

灣）特命全權大使路易斯遞交到任國書副本 
145 

091 04/21 
我國以創始會員身分加入美國領導推動成立的「全

球跨境隱私規則論壇」 
146 

092 04/22 

外交部發起第四波賑濟烏克蘭難民行動，吳釗燮部

長與基輔市長克里契科視訊通話，宣布援助烏克蘭

800萬美元，展現台烏人民休戚與共 

146 

092 

Eng. 
Apr. 22 

Foreign Minister Wu announces fourth disbursement of 

relief funds, totaling US$8 million, during 

videoconference with Kyiv Mayor in show of solidarity 

with Ukrainian people 

148 

093 04/22 

「歐美第三次中國議題高階對話」會後聯合聲明重

申對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視，外交部表達高度歡迎與

感謝 

150 

094 04/25 我國政府由衷祝賀法國總統馬克洪勝選連任 151 

094 

Eng. 
Apr. 25 

R.O.C. (Taiwan) government congratulates French 

President Emmanuel Macron on his reelection 
152 

095 04/25 外交部對日本北海道觀光船發生船難事件表達深切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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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悼與誠摯慰問 

095 

Eng. 
Apr. 25 

MOFA expresses deep condolences over Japanese tour 

boat accident in Hokkaido 
154 

096 04/27 
外交部誠摯感謝斯洛伐克國會外交及衛生委員會分

別通過決議支持我國參與 WHA 
154 

098 04/27 
外交部長吳釗燮贈勳吐瓦魯國駐台卸任大使涂莉

梅，表彰涂莉梅大使對於深化台吐邦誼的貢獻 
156 

099 04/28 
外交部誠摯感謝英國外相呼籲確保台灣等民主政體

有自我防衛能力 
156 

100 04/28 

外交部代表台灣人民捐助 50萬歐元，透過歐銀協助

烏克蘭兩大運輸機構持續營運以確保人道物資運輸

不中斷 

158 

100 

Eng. 
Apr. 28 

MOFA donates €500,000 through EBRD to help two 

major Ukrainian transport services maintain 

uninterrupted shipments of humanitarian supplies 

159 

101 04/29 

我國簽署美國政府發起的「未來網際網路宣言」，並

由行政院政務委員唐鳳代表我國線上出席宣言發布

活動 

160 

102 04/29 

瑞典國會通過決議敦促政府在我國設立「瑞典之

家」，以提升瑞典在台代表性並進一步強化雙邊合作

交流  

161 

103 04/29 

我國政府捐贈 50萬美元支持「無國界記者組織」在

烏克蘭設立的「媒體自由中心」，以具體行動捍衛新

聞採訪自由 

162 

103 

Eng. 
Apr. 29 

R.O.C. (Taiwan) government to donate US$500,000 to 

support Reporters sans frontièrs Press Freedom Center 

in Ukraine 

163 

103  

Fr. 
29 avr. 

Le gouvernement fera un don de 500 000 dollars pour 

soutenir le « Centre pour la liberté de la presse » créé 

par Reporters sans frontières en Ukraine 

165 

104 04/29 

外交部長吳釗燮代表蔡總統致電我友邦史瓦帝尼王

國國王恩史瓦帝三世，雙方承諾將持續深化邦誼，

共同推動對史國人民有利的民生建設合作計畫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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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04/30 
外交部對比利時與盧森堡駐台辦事處前處長閔子雍

逝世深表哀悼 
167 

107 05/04  
斯洛伐克國會三個委員會於一週內連續通過決議支

持我國參與世界衛生大會，展現台斯友好情誼  
168 

108 05/10 
外交部誠摯感謝「印太地區福爾摩沙俱樂部」成員

共同發聲支持台灣參與世界衛生組織等國際組織 
169 

109 05/11 我國再度應邀參加第二屆「全球武漢肺炎高峰會」 170 

110 05/12 
捷克參議院連續兩年通過決議支持台灣參與世界衛

生組織，外交部表達誠摯感謝 
171 

111 05/12 
我國與以色列簽署「台以社會福利暨社會工作合作

共同宣言」，深化兩國間相關領域的交流合作 
172 

111 

Eng. 
May 12 

Taiwan and Israel sign Joint Declaration on Social 

Welfare and Social Service Cooperation 
173 

112 05/15 

七大工業國集團外長公報連續二年強調台海和平與

穩定重要性，同時支持台灣有意義參與世界衛生組

織，外交部表示高度歡迎及由衷感謝 

174 

113 05/17 
台灣新聞自由獲國際肯定，外國媒體派駐台數量持

續成長 
175 

113 

Eng. 
May 17 

Taiwan wins international acclaim for press freedom, 

sees steady increase in foreign media presence 
176 

114 05/17 
外交部再次提醒國人赴柬埔寨等東南亞國家求職，

應注意慎防落入詐騙陷阱 
178 

115 05/17 
外交部誠摯感謝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 20國力挺

台灣參與世界衛生組織 
179 

116 05/18 
外交部推動亞西及非洲國家支持台灣參與世界衛生

組織 
180 

117 05/19 

歐洲地區「福爾摩沙俱樂部」總計 34國超過 1,500

位議員聯名致函世界衛生組織幹事長，強力聲援台

灣參與世界衛生大會 

181 

118 05/19 

外交部長吳釗燮出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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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場區域論壇

「中美洲婦女經濟賦權現況、挑戰及展望」會議開

幕典禮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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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05/19 
台灣尚未獲邀出席第 75屆「世界衛生大會」，外交

部表達遺憾與不滿 
184 

120 05/19 
外交部長吳釗燮代表總統頒贈「大綬景星勳章」予

史瓦帝尼王國駐台大使戴敏尼閣下 
185 

121 05/20 

外交部誠摯歡迎並感謝德國國會首度通過支持台灣

以觀察員身分參與世界衛生大會及世界衛生組織相

關機制與活動 

185 

122 05/20 
國人捐贈烏克蘭善款，其中 580萬美元將用於協助

烏克蘭 7家醫療機構 
186 

123 05/20 

外交部誠摯歡迎盧森堡國會、捷克眾議院外交委員

會及英國下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通過友我決議、動

議及透過致函，支持台灣參與世界衛生組織等國際

組織 

187 

124 05/21 
外交部誠摯感謝全球各國持續以各種多元方式支持

台灣參與世界衛生組織 
188 

125 05/21 

理念相近國家駐台機構發表聯合新聞稿支持台灣參

與「世界衛生組織」及「世界衛生大會」，外交部表

達誠摯感謝 

189 

126 05/21 我國祝賀澳大利亞順利完成國會大選 190 

126 

Eng. 
May 21 

R.O.C. (Taiwan) government congratulates Australia on 

conclusion of its federal election 
191 

127 05/23 

第 75屆「世界衛生大會」決定不將友邦所提「邀請

台灣以觀察員身分參與世界衛生大會」的提案納入

議程，外交部深表遺憾與不滿 

191 

128 05/24 
外交部長吳釗燮接受史瓦帝尼王國新任駐中華民國

（台灣）特命全權大使蒙西比遞交到任國書副本 
192 

129 05/25 

台灣、美國、日本、澳洲、英國、加拿大、歐盟及

以色列在「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下共同舉辦「終

止性別暴力」國際研討會 

193 

130 05/25 

外交部誠摯感謝友邦及理念相近國家在第 75 屆「世

界衛生大會」發言強力支持台灣參與「世界衛生組

織」 

194 

131 05/26 
外交部領事事務局及四個辦事處將於 111 年 6 月 1

日正式啟用「申辦護照網路填表及照片上傳系統」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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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Eng. 
May 26 

BOCA and MOFA’s four branch offices to launch 

online passport application form and photo upload 

system on June 1 

196 

132 05/27 
我國與「美洲開發銀行」及貝里斯政府簽署共同融

資合作意向書，協助友邦增加就業與活絡經濟 
198 

132 

Eng. 
May 27 

Taiwan, the IDB, and Belize sign letter of intent to 

boost employment and economic recovery in Belize 
198 

133 05/29 
第 75屆「世界衛生大會」閉幕，我國推案訴求獲得

國際社會高度認同與強勁支持 
199 

133 

Eng. 
May 29 

MOFA thanks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for strong 

support at the 75th WHA 
202 

134 05/30 
外交部已全數完成國人捐贈烏克蘭愛心物資的運送

工作 
207 

136 05/31 

外交部長吳釗燮接受以色列「耶路撒冷郵報」總主

筆 Yaakov Katz視訊專訪，該報不畏中國施壓，如期

刊出專訪內容 

208 

137 05/31 外交部長吳釗燮與烏克蘭哈爾科夫市長視訊通話 209 

137 

Eng. 
May 31 

Foreign Minister Joseph Wu holds videoconference 

with Mayor of Kharkiv 
211 

139 06/03 

外交部長吳釗燮應邀在加拿大渥太華大學「人權研

究暨教育中心」40週年研討會發表開幕致詞，談中

國的挑戰與台灣對區域情勢的角色  

213 

140 06/06 

外交部誠摯感謝歐洲議會外交委員會通過支持台灣

參與國際組織的修正提案，並獲納入「歐盟及捍衛

多邊主義」報告 

214 

142 06/08 

歐洲議會通過「歐盟與印太地區之安全挑戰」報告

案，關切台海安全並視台灣為印太地區重要夥伴及

民主盟友，外交部表達高度歡迎及感謝 

215 

143 06/08 
我國與斯洛伐克簽署「台斯民事暨商事司法合作協

議」，促進兩國民商事司法合作機制 
216 

145 06/09 美國政府正式通知我國最新一批對台軍售 216 

147 06/10 外交部長吳釗燮與烏克蘭東正教大牧首視訊通話 217 

147 Jun. 10 Foreign Minister Wu holds videoconference with the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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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 Primate of the Orthodox Church of Ukraine 

150 06/14 
外交部長吳釗燮贈勳宏都拉斯駐台大使寶蒂絲妲，

肯定寶蒂絲妲大使深化兩國邦誼的貢獻 
221 

151 06/17 

台灣、美國、日本、澳洲在「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

下共同舉辦「推動消除 C 型肝炎的努力與進展」線

上國際研習營 

222 

152 06/20 
外交部長吳釗燮與烏克蘭布查市長費多盧克視訊通

話 
223 

152 

Eng. 
Jun. 20 

Foreign Minister Wu holds videoconference with 

Bucha Mayor Anatoliy Fedoruk 
224 

154 06/23 
中華民國政府對阿富汗東南部地震罹難者及其家屬

表達深切哀悼 
226 

154 

Eng. 
Jun. 23 

R.O.C. (Taiwan) government extends deepest 

condolences to families of earthquake victims in 

southeastern Afghanistan 

227 

155 06/24 
外交部誠摯歡迎並感謝義大利眾議院外交委員會無

異議通過支持台灣有意義參與世界衞生組織決議案 
228 

157 06/28 
「七大工業國集團」領袖峰會聯合公報再度納入重

視台海和平穩定，外交部表達高度歡迎與誠摯感謝   
228 

157 

Eng. 
Jun. 28 

MOFA welcomes, appreciates G7 Leaders’ 

Communiqué again underscoring importance of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229 

158 06/29 

外交部長吳釗燮線上出席「德國馬歇爾基金會」舉

辦的「布魯塞爾論壇」，強調台灣堅定捍衛民主的決

心，呼籲民主夥伴團結面對威權國家威脅 

231 

159 07/01 
中華民國政府捐贈 100 萬美元，與「土耳其紅新月

會」合作賑濟阿富汗地震災民 
232 

159 

Eng. 
Jul. 1 

R.O.C. (Taiwan) government cooperates with Turkish 

Red Crescent on Afghan earthquake relief efforts, 

donates US$1 million 

232 

160 07/05 

外交部政務次長曾厚仁頒贈斯洛伐克駐台代表博塔

文特種外交獎章，表彰其對深化台斯兩國關係的貢

獻 

233 

161 07/05 外交部高度歡迎歐洲議會通過「歐盟印太戰略之貿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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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及投資面向」報告，支持台歐盟深化雙邊經濟關

係及加強供應鏈韌性、數位經濟等合作 

162 07/06 
外交部誠摯感謝歐洲議會全會通過「歐盟及捍衛多

邊主義」報告，支持台灣參與國際組織 
235 

164 07/08 
外交部長吳釗燮接受巴拉圭共和國新任駐中華民國

（台灣）特命全權大使費卡洛遞交到任國書副本   
236 

165 07/08 
外交部對安倍晉三前首相遭槍擊事表達深切關心與

誠摯慰問，並嚴厲譴責暴力行為 
237 

165 

Eng. 
Jul. 8 

MOFA expresses profound concern and sincere 

sympathies following shooting of former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Shinzo Abe, solemnly condemns such 

acts of violence 

238 

165 

Jpn. 
07/08 

外交部が安倍晋三元首相の銃撃事件に気遣いと見

舞い、また卑劣な蛮行を断じて許さないと表明 
239 

166 07/08 
外交部對安倍晉三前首相遭槍擊逝世表達最深切哀

悼 
239 

166 

Eng. 
Jul. 8 

MOFA expresses deepest condolences following the 

assassination of former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Shinzo 

Abe 

240 

166 

Jpn. 
07/08 

外交部は安倍晋三元首相が銃撃され逝去したこと

に対し、深い哀悼の意を表する 
242 

167 07/11 
我國肯定日本參議院如期完成改選及展現民主社會

韌性 
243 

168 07/12 

外交部與財團法人賑災基金會簽署「海地西南部震

災後糧食安全及生計強化計畫」合作備忘錄，共同

協助海地災區恢復農業生產 

243 

168 

Eng. 
Jul. 12 

MOFA and Taiwan Foundation for Disaster Relief sign 

MOU to enhance food security and people’s livelihoods 

in earthquake-hit southwestern Haiti 

244 

169 07/12 
外交部長吳釗燮接受宏都拉斯共和國新任駐中華民

國（台灣）特命全權大使布羅德遞交到任國書副本 
246 

170 07/16 美國政府正式通知我國最新一批對台軍售 247 

173 07/19 外交部配合邊境管制措施調整外籍人士來台規範 247 

173 Jul. 19 MOFA adjusts entry regulations for foreign nationals in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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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 response to the CECC's easing of border control 

measures 

174 07/20 
外交部舉辦「凱達格蘭論壇－2022 印太安全對話」，

聚焦討論印太安全議題與新冷戰格局 
249 

174 

Eng. 
Jul. 20 

MOFA to hold Ketagalan Forum—2022 Indo-Pacific 

Security Dialogue focusing on security issues and the 

new cold war environment 

250 

176 07/21 

波蘭參議院外交暨歐盟事務委員會及衛生委員會無

異議通過共同決議支持台灣參與世界衛生組織，外

交部表達誠摯歡迎與感謝 

251 

180 07/27 外交部誠摯慰問菲律賓發生強烈地震 252 

181 07/27 

外交部與遠景基金會合辦「凱達格蘭論壇－2022 印

太安全對話」討論印太安全議題和新冷戰格局，成

果豐碩 

253 

183 07/31 外交部對菲律賓前總統羅慕斯辭世表達誠摯哀悼 254 

183 

Eng. 
Jul. 31 

MOFA expresses deep condolences at passing of former 

Philippine President Fidel V. Ramos 
255 

185 08/02 
外交部長吳釗燮頒贈捷克駐台代表朗樂特種外交獎

章，表彰其對推動台捷關係的卓著貢獻 
256 

187 08/03 
歡慶我國加入中美洲銀行 30週年及該行駐台國家辦

事處成立 1週年，雙方永續合作開啓新篇章 
257 

189 08/04 
外交部嚴正譴責中國軍演期間向我國周邊海域發射

多枚飛彈 
258 

189 

Eng. 
Aug. 4 

MOFA strongly condemns China for launching multiple 

missiles into waters around Taiwan 
258 

190 08/05 
外交部再度嚴正譴責中國軍事威脅，並感謝國際社

會強力支持台灣 
259 

191 08/05 

外交部長吳釗燮頒贈基輔台灣貿易中心主任徐裕軒

睦誼外交獎章，表彰其協助執行烏克蘭撤僑任務的

卓著貢獻 

260 

193 08/06 
外交部對中國軍事威脅再度予以最嚴厲譴責，並且

感謝國際社會持續為台灣發出正義之聲 
261 

193 
Eng. 

Aug. 6 
MOFA once again condemns China’s military threats in 

the strongest terms, thanks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for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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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ing to express just words of support for Taiwan 

195 08/07 
我國祝賀友邦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順利完成國會

大選 
264 

196 08/07 

外交部對中國軍事威脅持續予以最嚴厲譴責，並且

感謝國際社會持續發出正義之聲，以及聖文森及格

瑞那丁總理龔薩福訪台展現強力支持 

265 

197 08/08 

外交部誠摯感謝美澳日三國外長發布聯合聲明共同

致力維護台海和平與穩定，同時譴責中國實施大規

模軍演及發射導彈等影響國際和平與穩定的行動 

266 

198 08/08 

中華民國（台灣）與聖文森及格瑞那丁簽署「刑事

司法互助條約」及「移交受刑人條約」，彰顯台聖邦

誼永固及雙方司法合作成果 

267 

199 08/08 
外交部嚴厲譴責中國決定延長軍事演習，中方挑釁

與侵略已破壞台海現狀並升高區域緊張局勢 
268 

201 08/09 
外交部誠摯感謝立陶宛外長藍柏吉斯發表專文，呼

籲不可讓台灣成為第二個烏克蘭 
269 

202 08/09 

外交部誠摯感謝歐洲地區福爾摩沙俱樂部 28國共 79

位國會議員連署共同聲明，宣示未來持續透過訪台

等方式力挺自由民主台灣 

270 

204 08/12 
外交部長吳釗燮頒贈「睦誼外交獎章」予加拿大駐

台北貿易辦事處代表芮喬丹 
271 

205 08/13 
外交部譴責中國政府針對立陶宛交通及通訊部政務

次長愛格涅率團訪台的無理制裁 
272 

207 08/16 
外交部長吳釗燮與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新任總理

德魯視訊通話 
272 

208 08/16 
外交部長吳釗燮贈勳瓜地馬拉共和國駐台大使葛梅

斯，肯定深化兩國邦誼的貢獻 
273 

209 08/19 
外交部長吳釗燮與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新任外長

道格拉斯視訊通話 
274 

211 08/19 
外交部長吳釗燮贈勳帛琉共和國駐台大使歐克麗，

表彰其深化兩國關係的貢獻 
275 

213 08/23 外交部長吳釗燮出席「新加坡 57周年國慶慶祝晚會」 276 

215 08/24 
外交部長吳釗燮分別接受印度主流媒體專訪，強調

民主國家團結合作，共同維護台海安全及印太區域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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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穩定的重要性 

217 08/25 
外交部誠摯感謝友邦針對維護台海及區域和平穩定

發表聯合聲明 
277 

217 

Eng. 
Aug. 25 

MOFA sincerely appreciates joint statement issued by 

Taiwan’s diplomatic allies on cross-strait and regional 

peace and stability 

278 

221 08/29 
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於聖露西亞舉辦「強化後疫情

時代婦女賦權」國際工作坊 
280 

222 08/30 

外交部、臺灣民主基金會及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

處合辦「2022 年區域宗教自由論壇-印太地區公民社

會對話：宗教自由面臨的挑戰」 

281 

226 09/02 
前副總統陳建仁奉派擔任總統特使偕夫人赴教廷出

席先教宗若望保祿一世榮列真福品大典 
282 

227 09/02 

外交部長吳釗燮應邀在捷克「公元兩千論壇」第 26

屆大會中發表演說，呼籲全球民主國家團結對抗威

權主義擴張 

283 

228 09/03 美國政府正式通知我國最新一批對台軍售 284 

231 09/05 

外交部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邊境管制措施調

整，自 9月 12日起恢復美、加、紐、澳、歐洲與邦

交國國民免簽證待遇 

285 

231 

Eng. 
Sep. 5 

MOFA to reinstate visa-exempt entry scheme for 

nationals of the US, Canada, New Zealand, Australia, 

European countries, and diplomatic allies starting 

September 12 in accordance with CECC measures 

286 

235 09/06 

面對中國軍事威嚇及脅迫打壓，政府持續推動參與

聯合國案，呼籲聯合國珍視台灣的努力，採取行動

接納台灣 

287 

235 

Eng. 
Sep. 6 

Faced with China’s military threats and intimidation, 

the R.O.C. (Taiwan) government continues to seek UN 

participation, urging the UN to cherish Taiwan’s efforts 

and bring Taiwan into its fold 

288 

236 09/06 
外交部誠摯祝賀英國外相特拉斯當選保守黨黨魁並

出任首相籌組新內閣 
291 

236 Sep. 6 MOFA sincerely congratulates UK Foreign Secretary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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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 Liz Truss on her election as Conservative Party leader, 

appointment as Prime Minister, and formation of a new 

cabinet 

237 09/07 

外交部協同內政部舉辦「2022 國際警察合作論壇－

後疫情時代打擊跨境電信詐欺犯罪研討會」，強化與

各國警政連結合作，共同打擊跨境犯罪 

294 

238 09/07 

外交部政務次長田中光代表外交部長吳釗燮頒贈

「睦誼外交獎章」予馬來西亞台灣商會聯合總會檳

城州前會長拿督斯里李鴻隆 

295 

240 09/09 
英國女王伊莉莎白二世駕崩，外交部表達最深切及

誠摯慰問 
296 

240 

Eng. 
09/09 

MOFA expresses deepest condolences at the passing of 

Queen Elizabeth II 
296 

243 09/15 
外交部政務次長田中光代表部長吳釗燮出席「印尼

共和國獨立 77 週年國慶紀念酒會」 
297 

244 09/15 

外交部誠摯感謝「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發表大

會共同聲明，宣示未來將持續透過該聯盟在各國的

立法機構網絡，共同捍衛台海和平穩定及台灣的經

貿安全 

298 

244 

Eng. 
Sep. 15 

MOFA thanks IPAC for communique announcing 

desire to continue to work through its network of 

national legislatures to safeguard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as well as Taiwan’s economic 

and trade security 

299 

245 09/15 

外交部誠摯歡迎及感謝德國政府「2022 年印太指導

原則之進展報告」首度提及台灣，關注台海和平與

安全 

301 

245 

Eng. 
Sep. 15 

MOFA thanks German government for mentioning 

Taiwan for the first time in its progress report on 

Indo-Pacific policy guidelines, and welcomes its show 

of concern for peace and secur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302 

246 09/16 

外交部高度歡迎並誠摯感謝歐洲議會全會通過「台

灣海峽情勢」決議案，譴責中國軍演並呼籲深化與

台灣夥伴關係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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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6 

Eng. 
Sep. 16 

MOFA sincerely welcomes European Parliament 

resolution on the situation in the Strait of Taiwan 

condemning China’s military exercises and calling for 

deeper partnership with Taiwan 

304 

247 09/16 
外交部長吳釗燮贈勳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聯邦駐

台灣大使哈菁絲，肯定深化兩國邦誼的貢獻 
307 

249 09/18 

駐英國代表謝武樵大使獲英方邀請，代表我國政府

與人民赴蘭開斯特府簽名弔唁伊莉莎白二世女王，

表達我國對女王的崇高敬意與誠摯哀悼 

308 

249 

Eng. 
Sep. 18 

Representative to the UK Kelly Hsieh signs book of 

condolence commemorating Queen Elizabeth II at 

Lancaster House at the invitation of the UK 

government, representing people and government of 

Taiwan in conveying nation’s sincere condolences and 

utmost respect for the Queen 

309 

250 09/18 
我國政府對宏都拉斯首都德古西加巴市豪雨災情表

達關懷慰問 
310 

252 09/20 

歐洲地區「福爾摩沙俱樂部」30 國共 142 位議員聯

名致函國際民航組織理事會主席，力挺台灣出席本

年 ICAO大會 

310 

253 09/21 
外交部長吳釗燮贈勳馬紹爾群島共和國駐台大使艾

芮瓊，表彰其深化台馬邦誼的貢獻 
311 

254 09/22 

外交部及交通部共同宣示推動參與「國際民航組織」

之決心，強調中國近期在台灣周邊海空域軍演凸顯

ICAO納入台灣參與的必要性 

312 

254 

Eng. 
Sep. 22 

MOFA, MOTC jointly declare determination to 

promote involvement in ICAO, emphasize that China’s 

recent military exercises in airspace and waters around 

Taiwan highlight importance of ICAO incorporating 

Taiwan’s participation 

314 

255 09/22 

外交部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邊境管制措施調

整，自 9月 29日起全面恢復免簽證國家國民免簽證

待遇 

316 

255 

Eng. 
Sep. 22 

MOFA to fully reinstate visa-exempt treatment for 

nationals of eligible countries starting September 29 in 
317 

- 20 -



  

 

accordance with adjustments to CECC antipandemic 

border control measures 

256 09/22 

外交部誠摯感謝「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歐洲地

區國會議員聯名致函歐盟領袖籲請儘速與台灣洽簽

雙邊投資協定 

318 

257 09/23 
外交部常務次長俞大 出席「沙烏地阿拉伯王國建國

92週年國慶晚宴」 
319 

258 09/23 
台灣與捷克簽署科技、教育及文化等六項合作備忘

錄，持續拓展兩國多面向實質合作交流新篇章 
320 

259 09/25 

中國外長王毅在聯合國大會上扭曲歷史事實，錯誤

解釋聯大第 2758號決議，企圖以此作為對台武力挑

釁的藉口，外交部予以嚴正駁斥與強烈譴責 

321 

259 

Eng. 
Sep. 25 

MOFA solemnly denounces, strongly condemns 

China’s Foreign Minister Wang Yi for distorting 

historical facts, misrepresenting UN Resolution 2758 in 

an attempt to excuse military provocation targeting 

Taiwan 

322 

261 09/27 

台灣、美國、日本、澳洲、以色列及荷蘭在「全球

合作暨訓練架構」下共同舉辦「智慧農業產業化的

挑戰與策略」國際研習營 

324 

262 09/27 
面對中國軍事威嚇及脅迫打壓，政府推動參與聯合

國案獲得國際廣泛支持，外交部表達誠摯感謝   
325 

262 

Eng. 
Sep. 27 

MOFA appreciates widespread international support for 

the government as it promotes UN campaign while 

facing military threats and coercion from China 

328 

264 09/29 
外交部重申兩岸互不隸屬，呼籲中國正視事實，莫

再阻撓台灣參與聯合國體系並做出貢獻 
332 

264 

Eng. 
Sep. 29 

MOFA reiterates that neither side of the Taiwan Strait is 

subordinate to the other, urges China to face reality and 

stop interfering in Taiwan’s participation in and 

contributions to the UN system 

332 

265 09/29 我國祝賀友邦諾魯共和國順利完成國會大選 334 

266 09/29 

台灣、美國、日本及澳洲於聯合國大會開議期間在

「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下舉辦國際研討會，共同

為全球挑戰尋求變革性解決方案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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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7 09/29 
外交部配合開放邊境管制措施調整外籍人士來台規

範 
335 

267 

Eng. 
Sep. 29 

MOFA to adjust entry regulations for foreign nationals 

in accordance with CECC's relaxation of border control 

measures 

336 

268 09/29 
外交部政務次長田中光代表部長吳釗燮出席「大韓

民國國慶日慶祝晚會」 
337 

269 09/30 
外交部誠摯感謝福爾摩沙俱樂部拉丁美洲及加勒比

海地區 16國議員支持台灣參與國際民航組織大會 
338 

270 09/30 

外交部政務次長田中光主持「2022 年連結新南向菁

英培育專班三校聯合開學典禮」，與印尼等新南向國

家專班學生互動熱絡 

339 

271 09/30 
我國政府嚴正譴責俄羅斯藉由假公投遂行兼併烏克

蘭領土的野心 
340 

271 

Eng. 
Sep. 30 

R.O.C. (Taiwan) government solemnly condemns 

Russia’s ambition to annex Ukrainian territory through 

sham referendums 

341 

272 09/30 
外交部誠摯感謝友邦在「國際民航組織」大會期間

為台灣仗義執言，另嚴正駁斥中國謬論 
342 

274 10/01 

台灣、美國、日本及澳洲於第 41屆「國際民航組織」

大會期間在「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下舉辦國際研

討會，共同強化國際民航合作 

343 

277 10/05 台灣與歐盟舉行第 5屆人權諮商 344 

277 

Eng. 
Oct. 5 Taiwan and EU hold fifth Human Rights Consultation 346 

278 10/06 
我國舉辦第 6屆「玉山論壇」，聚焦疫後振興與重啟

連結，多位國際政要及重要友人將發表演說 
347 

279 10/06 
外交部誠摯感謝友邦各界為我今年推動參與聯合國

案 致函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 
348 

279 

Eng. 
Oct. 6 

MOFA sincerely thanks all sectors of Taiwan’s 

diplomatic allies for sending letters to UN 

Secretary-General endorsing Taiwan’s UN participation 

349 

283 10/08 
第 6 屆「玉山論壇」圓滿成功，充分展現台灣與新

南向及理念相近夥伴共同應對挑戰、攜手共創永續
351 

- 22 -



  

 

的決心 

284 10/08 
我國捐贈美金 30萬元協助美方進行伊恩颶風災後重

建工作 
354 

285 10/08 
外交部就國際社會各界對我國「國際民航組織」推

案展現的強勁支持，表達誠摯謝忱 
355 

285 

Eng. 
Oct. 8 

MOFA sincerely thanks all sectors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for strong support for Taiwan’s bid to 

participate in ICAO 

357 

287 10/08 
外交部歡迎美國國務院啟動「建立藍色太平洋經濟

包容性」計畫，攜手強化太平洋友邦婦女經濟能力 
361 

290 10/10 

中華民國（台灣）111 年國慶酒會在臺北賓館隆重舉

行，帛琉共和國總統惠恕仁及各國駐台使節等貴賓

同賀國慶 

362 

291 10/11 
中華民國台灣政府嚴厲譴責俄羅斯空襲烏克蘭造成

無辜平民傷亡 
363 

291 

Eng. 
Oct. 11 

R.O.C. (Taiwan) government strongly condemns 

Russian airstrikes, which have caused innocent civilian 

casualties in Ukraine 

363 

294 10/13 
外交部長吳釗燮應邀在瓜地馬拉外交部使節會議發

表演說 
364 

296 10/14 
「亞太國會議員聯合會」第 85 屆理事會暨第 51 屆

年會順利舉辦，成果豐碩 
365 

297 10/15 

外交部長吳釗燮應邀在捷克智庫「解析中國」研討

會中發表演說，呼籲全球民主國家不分地域團結共

同對抗威權主義擴張 

366 

299 10/18 
外交部誠摯感謝瑞典新任總理克里斯特森在首次施

政報告關切中國對台武力恫嚇 
368 

300 10/20 
外交部感謝比利時瓦隆區議會首度通過友我決議，

支持拓展與台灣合作及我國國際參與 
369 

304 10/22     

「結伴同行力量大–2022 國際組織日」—外交部與

各相關部會共同展現我國推動及參與國際組織的努

力與成果 

370 

304 

Eng. 
Oct. 22 

MOFA and related government agencies showcase 

Taiwan’s efforts and achievements in international 
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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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cipation in event entitled “Stronger 

Together—2022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Day” 

305 10/22 
外交部誠摯感謝國際各界支持我國推動參與「國際

刑警組織」案 
375 

305 

Eng. 
Oct. 22 

MOFA sincerely thanks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for 

supporting Taiwan’s bid to participate in INTERPOL 
376 

310 10/25 
外交部誠摯祝賀英國國會下議院議員蘇納克當選保

守黨黨魁並出任英國首相 
380 

310 

Eng. 
Oct. 25 

MOFA sincerely congratulates Rishi Sunak MP on his 

election as Conservative Party leader and appointment 

as UK Prime Minister 

381 

311 10/26 

台灣、美國、日本、澳洲在「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

下首度於東京舉辦「法治原則下之永續海洋」國際

研習營 

383 

312 10/26 

外交部舉辦「台灣烏克蘭友誼酒會」表達我國與烏

克蘭並肩守護和平的決心，並宣布將與理念相近夥

伴共同協助烏克蘭戰後重建 

384 

314 10/29 
台美就促進台灣國際組織參與在美國華府召開會

議，外交部對美方的堅定支持表達誠摯感謝 
386 

315 10/29 
外交部對菲律賓遭受強烈颱風奈格侵襲表達誠摯慰

問 
386 

316 10/30 
外交部對韓國首爾市龍山區梨泰院於 10 月 29 日晚

間發生重大踩踏意外表達深切慰問及關懷 
387 

316 

Eng. 
Oct. 30 

MOFA expresses profound condolences and concern 

following a tragic stampede in Seoul, Republic of 

Korea, on evening of October 29 

388 

317 10/31 
為期三天「2022 外交部映像新南向電影節」順利圓

滿謝幕 
389 

318 10/31 

有關印度古吉拉特（Gujarat）州吊橋於昨日晚間突

然坍塌，造成多人死傷的重大意外事故，外交部表

達誠摯哀悼與慰問 

389 

318 

Eng. 
Oct. 31 

MOFA extends sincere condolences and sympathies 

following sudden collapse of suspension bridge in 

Gujarat, India, causing numerous deaths and injuries, 

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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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evening of October 30 

321 11/03 

基輔市拳王市長克里契科致贈吳部長親筆簽名手

套，感謝台灣伸出援手，並昭示台烏兩國共同打擊

威權擴張的決心與勇氣 

391 

322 11/03 
外交部長吳釗燮出席「奧斯陸自由論壇-台灣」，重申

台灣強化民主韌性的決心 
391 

324 11/04 
我國政府對「麗莎颶風」在貝里斯造成嚴重災情表

達關懷慰問 
393 

325 11/05 
外交部長吳釗燮出席 2022 年「印度排燈節晚會」，

彰顯台印度基於共同價值的友好夥伴關係 
393 

326 11/05 
七大工業國集團外長會議聯合聲明持續重視台海和

平，外交部表示歡迎與感謝 
394 

328 11/07 

外交部長吳釗燮接受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聯邦新

任駐中華民國（台灣）特命全權大使范東亞遞交到

任國書副本 

395 

329 11/07 
立陶宛駐台代表機構本（7）日正式揭牌運作，台立

兩國合作展開新頁 
396 

329 

Eng. 
Nov. 7 

Lithuanian Trade Representative Office opens in 

Taiwan, heralding a new chapter in bilateral 

cooperation 

397 

330 11/07 

「台美發展及人道援助合作瞭解備忘錄」完成簽

署，制度化台美推動發展及人道援助的全球夥伴關

係 

399 

330 

Eng. 
Nov. 7 

Taiwan and US sign MOU institutionalizing global 

partnership in development and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cooperation 

400 

332 11/09 
吳部長應邀於歐洲價值高峰會開幕式致詞，重申捍

衛台灣自由民主，共同對抗威權主義擴張 
401 

333 11/09 

外交部長吳釗燮應邀在「德國馬歇爾基金會」舉辦

的「台美歐三邊論壇」發表演講，呼籲民主國家團

結對抗威權主義的威脅 

402 

335 11/10 

外交部誠摯感謝福爾摩沙俱樂部拉丁美洲及加勒比

海地區成員支持台灣參與第 27屆聯合國氣候變化綱

要公約締約方大會 

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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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 11/11 
外交部長吳釗燮接受瓜地馬拉共和國新任駐中華民

國台灣特命全權大使巴迪亞遞交到任國書副本 
404 

337 11/11 
我國政府對聖露西亞遭受暴雨侵襲災情表達關懷慰

問 
405 

338 11/11 
外交部誠摯感謝斯洛伐克國會外交委員會通過決議

支持台灣參與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406 

339 11/14 
烏克蘭軍方為參加志願軍的曾姓國人舉辦告別式，

外交部人員陪同家屬到場，表達最深的哀悼與敬意 
406 

341 11/16 
外交部譴責任何以武力攻擊烏克蘭及波蘭行徑，並

敦促立即停止軍事行動 
407 

341 

Eng. 
Nov. 16 

MOFA condemns any use of military force to attack 

Ukraine and Poland and calls for the immediate 

cessation of hostilities 

408 

342 11/16 
第二屆「台美日國會議員戰略論壇」視訊會議順利

舉行 
408 

344 11/19 
外交部常務次長俞大 出席「阿曼王國建國 52 週年

國慶酒會」 
410 

347 11/21 
外交部對印尼發生規模 5.6 地震災情表達誠摯關懷

與慰問 
411 

347 

Eng. 
Nov. 21 

MOFA expresses sincere concern and condolences 

following 5.6-magnitude earthquake in Indonesia 
411 

348 11/22 
「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首次在以色列舉辦「數位

經濟趨勢下的機會及政策建議」國際工作坊 
412 

348 

Eng. 
Nov. 22 

First GCTF international workshop held in Israel on 

opportunities and outlooks within the digital economy 

trend 

413 

349 11/22 
外交部政務次長田中光出席資策會主辦「智慧城市

研習營」開幕式並致詞事 
415 

350 11/24 
我國政府祝賀馬來西亞順利完成第 15屆國會大選並

組成新政府 
416 

350 

Eng. 
Nov. 24 

R.O.C. (Taiwan) congratulates Malaysia on completion 

of 15th general election and formation of new 

government 

416 

351 11/25 外交部誠摯歡迎捷克政府公布印太戰略政策架構文 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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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致力深化與台灣等印太自由民主夥伴的合作 

351 

Eng. 
Nov. 25 

MOFA sincerely welcomes Czech government’s 

publication of Indo-Pacific strategic policy framework 

and its efforts to deepen cooperation with Taiwan and 

other free and democratic Indo-Pacific partners 

418 

354 11/28 
外交部誠摯歡迎加拿大發布「印太戰略」矢言深化

與台灣等印太地區成員的夥伴關係 
419 

354 

Eng. 
Nov. 28 

MOFA sincerely welcomes Canada’s Indo-Pacific 

Strategy and its commitment to deepening partnerships 

with Taiwan and other regional countries 

420 

355 11/29 

台灣與「歐洲復興開發銀行」首度合辦「捐助國日」，

並成為歐銀新成立「平等暨性別行動多邊基金」創

始捐助國 

421 

355 

Eng. 
Nov. 29 

Taiwan holds first Donor Day with EBRD, and 

becomes founding donor of newly established A4EG 

Fund 

422 

358 11/30 
外交部歡迎並感謝荷蘭眾議院再度一天內通過兩項

友台動議案 
424 

359 11/30 

曾姓國人志願軍靈體由家屬護持返國，外交部陪同

家屬走過艱困哀傷時刻，並祈罹難戰士英靈返鄉安

息 

425 

361 12/01 

外交部歡迎歐洲議會通過歐盟「共同外交暨安全政

策」及「共同安全暨防禦政策」兩決議案，強調台

灣為關鍵夥伴與民主盟友，並強烈譴責中國對台軍

事挑釁 

426 

361 

Eng. 
Dec. 1 

MOFA welcomes Taiwan-related provisions in 

European Parliament resolutions approved on 

November 30 

427 

363 12/02 
外交部政務次長田中光代表吳釗燮部長出席泰國貿

易經濟辦事處舉辦的「泰王國國慶酒會」 
428 

367 12/07 
外交部主任秘書徐儷文大使出席亞蔬「台灣．東南

亞種原倡議計畫」啟動儀式 
429 

368 12/07   美國政府正式通知我國最新一批對台軍售 431 

368 Dec. 7 US government officially notifies Taiwan of latest arms 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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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 sale package 

369 12/07 
台灣、美國、日本、澳洲召開 2022年「全球合作暨

訓練架構」聯合委員會會議並發布聯合聲明 
432 

370 12/07 
外交部長吳釗燮代表我國政府資助烏克蘭基輔市採

購發電設備，寒冬送暖 
433 

370 

Eng. 
Dec. 7 

Foreign Minister Jaushieh Joseph Wu signs MOU to 

assist Kyiv in purchasing power generation 

equipment—donating warmth as winter closes in 

434 

372 12/13 
外交部順利舉辦本年度「臺灣獎助金」受獎學人在

台研究成果發表會暨歲末茶會 
435 

375 12/15 第三屆台美「經濟繁榮夥伴對話」順利舉行 436 

375 

Eng. 
Dec. 15 

Third Taiwan-US Economic Prosperity Partnership 

Dialogue concludes successfully 
437 

377 12/17 
外交部對馬來西亞一處露營區發生山崩事件表達誠

摯關懷與慰問 
438 

380 12/20 
我國政府將在加拿大魁北克省設立「駐蒙特婁辦事

處」，促進台加交流合作 
439 

380 

Eng. 
Dec. 20 

Government of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to establish 

office in Montréal, Quebec, Canada, to promote 

bilateral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439 

380 

Fr. 
20 déc. 

Le gouvernement de la République de Chine (Taïwan) 

établira un bureau dans la ville canadienne de Montréal, 

au Québec, pour promouvoir les échanges et la 

coopération bilatéraux 

441 

382 12/23 

2022年外交工作回顧：「自信勇敢前行、堅韌應對挑

戰」台灣堅韌精神廣獲國際肯定、國際重要性更加

被看見，國際整體挺台力量再創新高 

442 

383 12/24 
外交部誠摯祝賀斐濟國會選出「人民聯盟黨」黨魁

欒布卡出任總理 
443 

385 12/29 美國政府正式通知我國最新一批對台軍售 444 

385 

Eng. 
Dec. 29 

US government officially notifies Taiwan of latest arms 

sale 
444 

387 12/30 
外交部誠摯祝賀以色列前總理納唐雅胡領導的右派

陣營贏得以色列國會大選多數席次並組閣出任總理 
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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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11 年外交部聲明及公報彙編目錄（下冊） 

號次 發布日期 重要訪賓新聞  

023 02/07 
外交部誠摯歡迎索馬利蘭共和國外交暨國際合作部

長瑞格薩率團訪問台灣 
45 

027 02/10 

外交部長吳釗燮歡迎及款宴索馬利蘭共和國外交暨

國際合作部長瑞格薩訪問團，並就兩國雙邊關係深

入交換意見 

45 

035 02/21 外交部誠摯歡迎美國前國務卿龐培歐伉儷訪問台灣 46 

043 03/01 
外交部竭誠歡迎美國總統拜登再度指派跨黨派資深

訪團抵訪台灣 
47 

046 03/02 
美國總統拜登指派的跨黨派資深代表團結束訪台行

程，成果豐碩，重申美國對台灣的堅定支持 
48 

053 03/07 
外交部誠摯歡迎貝里斯總理布里仙紐伉儷應邀率團

訪台 
49 

063 03/21 
外交部誠摯歡迎馬紹爾群島共和國總統柯布亞伉儷

率團訪問台灣 
50 

067 03/22 

外交部長吳釗燮見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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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換文，並晚

宴馬紹爾群島共和國總統訪問團成員 

51 

070 03/28 
外交部誠摯歡迎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會長威爾

森率團訪問台灣 
52 

072 03/30 
巴拉圭工商部長賈斯迪優尼率團訪台並拜會外交部

長吳釗燮 
52 

077 04/07 
外交部誠摯歡迎「台灣-瑞典國會議員協會暨歐洲議

會議員聯合訪團」來訪 
53 

081 04/12 

外交部長吳釗燮頒贈「台灣-瑞典國會議員協會」歐

柏莉主席外交獎章並午宴歡迎「台灣-瑞典國會議員

協會暨歐洲議會議員訪團」成員 

54 

085 04/14 
外交部竭誠歡迎美國聯邦參議員葛瑞姆率領重量級

國會聯邦參眾議員訪問團抵達台灣 
56 

085 

Eng. 
Apr. 14 

MOFA welcomes visit by prominent US Congressional 

delegation led by Senator Lindsey Graham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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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7 04/27 
外交部誠摯歡迎日本自民黨青年局小倉將信眾議員

率團來訪 
59 

106 05/04 
外交部長吳釗燮晚宴歡迎日本自民黨青年局率團訪

問台灣，深化台日雙邊友好關係 
60 

135 05/30 
外交部竭誠歡迎美國聯邦參議員達克沃絲率團訪問

台灣 
61 

135 

Eng. 
May 30 

MOFA welcomes visit to Taiwan by US delegation led 

by Senator Tammy Duckworth 
62 

138 06/02 
外交部誠摯歡迎斯洛伐克國會及布拉提斯拉瓦省聯

合訪問團訪台 
63 

141 06/07 
外交部誠摯歡迎法國參議院外交暨國防委員會副主

席、友台小組副主席葛里歐率團訪台 
65 

144 06/08 

外交部長吳釗燮頒贈斯洛伐克國會友台小組主席歐

舒斯基「睦誼外交獎章」並以午宴接待訪團，彰顯

台斯情誼堅實深厚 

66 

146 06/09 

外交部長吳釗燮款宴法國參議院外交暨國防委員會

副主席暨現任友台小組副主席葛里歐訪問團，樂見

深化台法雙邊關係及堅實友誼 

67 

148 06/11 

立陶宛經濟暨創新部政務次長聶琉嫻娜率團訪台，

深化台立經貿投資交流合作，共同增進民主團結與

韌性 

68 

149 06/14 
外交部政務次長曾厚仁款宴立陶宛經濟暨創新部政

務次長聶琉嫻娜訪問團 
69 

153 06/21 

立陶宛農業部政務次長吉爾卓帝斯率團訪台，將參

加台北國際食品展並為立陶宛館開幕，外交部表達

誠摯歡迎 

70 

156 06/24 

外交部政務次長曾厚仁午宴歡迎立陶宛農業部政務

次長吉爾卓帝斯訪團，並品嚐台立合作冠軍糕點，

攜手共創經濟繁榮雙贏 

71 

163 07/07 
外交部竭誠歡迎美國聯邦參議員史考特等人訪問台

灣 
72 

171 07/18 外交部歡迎美國「大西洋理事會」訪問團來台 73 

171 

Eng. 
Jul. 18 

MOFA welcomes delegation from US-based Atlantic 

Council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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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07/18 外交部誠摯歡迎歐洲議會畢爾副議長訪問團訪台 75 

172 

Eng. 
Jul. 18 

MOFA warmly welcomes European Parliament 

Vice-President Nicola Beer to Taiwan 
76 

175 07/20 
外交部長吳釗燮款宴歐洲議會畢爾副議長訪問團，

感謝長期支持台灣的自由民主 
77 

177 07/25 外交部誠摯歡迎日本鈴木馨祐眾議員來台訪問 78 

178 07/26 外交部誠摯歡迎中美洲銀行丹堤摩西總裁率團訪台 79 

179 07/27 
外交部誠摯歡迎「思考日本安全保障議員之會」訪

台團來訪 
80 

182 07/28 
外交部長吳釗燮設宴歡迎「思考日本安全保障議員

之會」訪問團，期盼持續深化台日友好關係 
80 

184 08/01 
外交部長吳釗燮贈勳中美洲銀行摩西總裁，並共同

簽署婦女賦權計畫合作協議 
82 

186 08/02 
外交部竭誠歡迎美國聯邦眾議院議長裴洛西率重量

級國會領袖團訪問台灣 
83 

186 

Eng. 
Aug. 2 

MOFA sincerely welcomes visit of prominent US 

Congressional delegation led by House Speaker Nancy 

Pelosi 

84 

188 08/03 
美國聯邦眾議院議長裴洛西結束訪台行程，成果豐

碩，並重申美國對台堅定支持 
86 

188 

Eng. 
Aug. 3 

US House Speaker Nancy Pelosi’s visit to Taiwan 

fruitful; underlines staunch US support for Taiwan 
87 

192 08/06 
外交部誠摯歡迎聖文森及格瑞那丁總理龔薩福應邀

率團訪台 
88 

194 08/06 

立陶宛交通及通訊部政務次長愛格涅率團訪台，深

化台立智慧及綠色運輸交流合作，持續強化民主團

結與韌性 

89 

200 08/08 
外交部長吳釗燮晚宴歡迎聖文森及格瑞那丁總理龔

薩福訪台 
90 

203 08/12 

立陶宛交通及通訊部政務次長愛格涅乙行拜會外交

部，吳部長及曾政務次長分別接見，重申台立友誼

與民主韌性 

91 

206 08/14 
外交部竭誠歡迎美國聯邦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亞太小

組主席馬基率團訪問台灣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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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08/19 
外交部誠摯歡迎日本國會跨黨派友台議員團體會長

古屋圭司眾議員等人來台訪問 
93 

212 08/21 
外交部誠摯歡迎美國印第安納州州長侯康安訪問台

灣 
94 

214 08/23 
外交部長吳釗燮午宴歡迎「日華議員懇談會」會長

古屋圭司眾議員等人，展現台日深厚友好情誼 
94 

216 08/25 
外交部誠摯歡迎帛琉共和國副總統兼司法部長席嫵

杜率團訪台 
95 

218 08/25 
外交部竭誠歡迎美國聯邦參議員布蕾波恩率團訪問

台灣 
96 

218 

Eng. 
Aug. 25 

MOFA sincerely welcomes US delegation led by 

Senator Marsha Blackburn 
97 

219 08/26 
外交部長吳釗燮接見日本東京大學「兩岸關係研究

小組」召集人松田康博教授等學者 
98 

220 08/28 
外交部誠摯歡迎瓜地馬拉外交部長步卡羅應邀率團

訪台 
99 

223 08/30 
外交部長吳釗燮與瓜地馬拉外長步卡羅共同簽署兩

國「外交人員訓練及交流合作協定」並相互贈勳 
99 

224 08/30 外交部誠摯歡迎美國亞利桑納州州長杜希訪問台灣 100 

225 08/31 
帛琉共和國副總統兼司法部長席嫵杜伉儷率團訪台

達成具體成果，台帛邦誼持續深化 
101 

229 09/03 
外交部誠摯歡迎吐瓦魯國總理拿塔諾伉儷率團訪問

台灣 
102 

230 09/04 
外交部誠摯歡迎瓜地馬拉駐中美洲銀行董事布羅洛

伉儷訪台   
103 

232 09/05 

中華民國（臺灣）與吐瓦魯國簽署「重申外交關係

聯合公報」、「警政合作協定」、「海巡合作協定」及

「海洋科學及工程研究中心備忘錄」，彰顯兩國邦誼

堅篤 

103 

233 09/06 
外交部誠摯歡迎法國參議院歐洲事務委員會副主席

貝勒發率團訪台 
105 

234 09/06 
外交部長吳釗燮頒贈瓜地馬拉前外交部長布羅洛大

綬景星勳章 
106 

239 09/07 外交部竭誠歡迎美國聯邦眾議院軍事委員會「情報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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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特種作戰」小組副主席莫菲率團訪問台灣 

241 09/09 
吐瓦魯國拿塔諾總理伉儷訪問團結束首次來台國是

訪問行程，彰顯台吐邦誼堅定不移 
108 

242 09/12 

外交部誠摯歡迎立陶宛經濟暨創新部新任政務次長

澤麥提斯率雷射及生技企業團訪台，台立攜手在尖

端產業共創雙贏 

109 

242 

Eng. 
Sep. 12 

MOFA sincerely welcomes visit by Lithuanian 

delegation comprised of representatives of the laser and 

biotechnology industries led by new Vice Minister of 

the Economy and Innovation Karolis Žemaitis; Taiwan 

and Lithuania to work to create a win-win situation in 

cutting-edge industries 

110 

248 09/17 
外交部誠摯歡迎捷克參議院「教育、科學、文化、

人權暨請願委員會」主席德拉霍斯率團訪台 
111 

251 09/20 

吳釗燮部長款宴捷克參議院「教育、科學、文化暨

請願委員會」主席德拉霍斯暨訪團，雙方將持續積

極推展多面向實質合作關係 

112 

258 09/23 
台灣與捷克簽署科技、教育及文化等六項合作備忘

錄，持續拓展兩國多面向實質合作交流新篇章 
114 

260 09/25 
外交部誠摯歡迎「第 28期外交遠朋西班牙語班」參

訓訪賓來訪 
115 

263 09/29 
外交部誠摯歡迎德國國會友台小組訪台，彰顯台德

基於自由民主的堅實夥伴關係 
116 

273 10/01 外交部舉辦「第 28期外交遠朋西語班」結訓典禮 117 

275 10/04 
外交部誠摯歡迎帛琉總統惠恕仁率團訪台進行國是

訪問 
118 

276 10/05 
外交部長吳釗燮款宴德國國會友台小組訪團，感謝

德國真摯情誼，堅定支持我國 
119 

280 10/06 

外交部長吳釗燮頒贈「特種外交獎章」予歐盟執委

會前副主席、歐洲議會友台小組榮譽主席、盧森堡

前國會議員蕾汀，表彰她長期推動台歐關係的卓越

貢獻 

120 

281 10/07 
「台灣─帛琉經濟圓桌論壇」聚焦深化兩國觀光、

金融及農漁業合作，共創永續繁榮未來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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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2 10/07 
外交部長吳釗燮午宴歡迎帛琉共和國總統惠恕仁率

團訪問台灣 
122 

286 10/08 
外交部竭誠歡迎「中華民國國慶日本國祝賀團」參、

眾議員抵台祝賀我國雙十國慶 
123 

288 10/08 
外交部竭誠歡迎美國聯邦眾議院「科學、太空暨科

技」委員會主席江笙訪問台灣 
124 

289 10/09 
外交部誠摯歡迎台加國會議員友好協會會長史葛洛

率團訪問台灣 
125 

292 10/11 
外交部竭誠歡迎美國聯邦眾議員兩個訪問團抵達台

灣訪問 
126 

292 

Eng. 
Oct. 11 

MOFA sincerely welcomes two delegations from the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127 

293 10/12 
帛琉總統惠恕仁來台訪問暨出席本年國慶慶典活

動，展現台帛邦誼緊密友好 
128 

295 10/13 

外交部長吳釗燮頒贈加拿大「加台國會議員友好協

會」會長史葛洛眾議員外交獎章並晚宴歡迎「加台

國會議員友好協會」訪問團 

129 

298 10/18 
外交部誠摯歡迎史瓦帝尼王國國王恩史瓦帝三世率

團訪台進行國是訪問 
130 

301 10/20 

外交部誠摯歡迎德國國會人權委員會海特議員率領

共 6 位國會議員訪台，展現台德團結共同捍衛人權

價值 

131 

302 10/21 
中華民國（台灣）與史瓦帝尼王國簽署「聯合聲明」，

彰顯兩國邦誼堅篤 
132 

303 10/22 

外交部長吳釗燮款宴史瓦帝尼王國國王恩史瓦帝三

世及訪團，感謝史瓦帝尼王國真摯友誼，以及對台

灣的堅定支持 

132 

306 10/24 

史瓦帝尼王國國王恩史瓦帝三世出席史國投資商機

說明會並見證我國科技公司與史國政府簽署雙邊合

作意向書 

133 

307 10/24 

外交部長吳釗燮接見捷克智庫「歐洲價值安全政策

中心」揚達及捷克、烏克蘭非政府組織工作者，共

同聲援烏克蘭 

135 

308 10/24 外交部長吳釗燮晚宴德國國會人權委員會訪團，將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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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在自由民主與人權價值基礎上深化交流合作 

309 10/25 
史瓦帝尼國王恩史瓦帝三世來台訪問成果豐碩，台

史友好緊密邦誼邁入嶄新里程碑 
137 

309 

Eng. 
Oct. 25 

King Mswati III of Eswatini ends productive visit to 

Taiwan, setting new milestones in close and friendly 

diplomatic ties 

138 

313 10/27 
「印尼國會台灣連線」議員團訪台，進一步促進台

印尼雙邊交流合作 
140 

319 10/31 

外交部誠摯歡迎「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歐洲地

區跨國議員組團訪台，展現民主陣營團結合作，共

同捍衛民主價值及確保民主供應鏈韌性 

141 

320 11/01 
外交部長吳釗燮款宴「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訪

台團，感謝聯盟真摯情誼，堅定支持我國 
143 

323 11/03 

外交部長吳釗燮頒贈 IPAC 共同主席、歐洲議會對中

國關係代表團團長包瑞翰議員「特種外交獎章」，以

表彰深化台歐盟關係的卓越貢獻 

144 

327 11/06 
外交部誠摯歡迎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聯邦總理德

魯應邀率團訪台 
146 

331 11/08 
外交部長吳釗燮款宴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聯邦總

理德魯 
146 

334 11/10 
外交部誠摯歡迎諾魯共和國總統昆洛斯伉儷率團來

台國是訪問 
147 

340 11/15 
中華民國（臺灣）與諾魯共和國簽署「重申外交關

係聯合公報」，彰顯兩國邦誼緊密友好 
148 

340 

Eng. 
Nov. 15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and the Republic of 

Nauru sign joint communiqué to reaffirm diplomatic 

relations, highlighting their close ties 

149 

343 11/17 
外交部誠摯歡迎「第 29期外交遠朋英語班」參訓訪

賓抵台 
151 

345 11/20 
諾魯共和國昆洛斯總統伉儷訪問團結束來台國是訪

問行程，承諾兩國堅定邦誼，共創美好未來 
151 

346 11/20 
德台協會主席Marcus Faber 及副主席 Holger Becker

訪台表達支持我國，外交部表示由衷感謝 
153 

352 11/25 外交部舉辦「第 29期外交遠朋英語班」結訓典禮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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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 11/27 外交部誠摯歡迎聖露西亞總理皮耶應邀率團訪台 154 

356 11/29 
外交部誠摯歡迎英國國會下議院外交委員會組團訪

問台灣 
155 

357 11/30 外交部長吳釗燮款宴聖露西亞總理皮耶 156 

360 12/01 
外交部長吳釗燮款宴英國國會下議院外交委員會訪

團，感謝其真摯情誼及堅定支持台灣 
157 

362 12/02 
外交部長吳釗燮款宴華府智庫「德國馬歇爾基金會」

訪問團 
158 

364 12/03 
外交部長吳釗燮接見「世界醫師會」領導階層訪團，

感謝對台灣國際參與的支持 
159 

365 12/04 
外交部誠摯歡迎美國愛達荷州州長李睿德率經貿考

察團訪問台灣 
160 

365 

Eng. 
Dec. 4 

MOFA sincerely welcomes trade delegation led by 

Idaho Governor Brad Little 
161 

366 12/05 
外交部誠摯歡迎波蘭國會「波台國會小組」主席安

鄒率團訪問台灣，持續深化台波雙邊互動合作關係 
162 

366 

Eng. 
Dec. 5 

MOFA sincerely welcomes visit by Polish 

parliamentary delegation led by Polish-Taiwanese 

Parliamentarian Group Chairman Waldemar Andzel, 

which will further deepen bilateral interactions and 

cooperation 

163 

371 12/08 

外交部長吳釗燮頒贈波蘭國會「波台國會小組」主

席安鄒「睦誼外交獎章」，感謝對增進台波緊密夥伴

的貢獻 

165 

371 

Eng. 
Dec. 8 

Foreign Minister Wu confers Friendship Medal of 

Diplomacy on Polish-Taiwanese Parliamentarian Group 

Chairperson Andzel in appreciation of his contributions 

to advancing Taiwan-Poland partnership 

167 

373 12/15 
外交部誠摯歡迎歐洲議會資深議員芙緹嘉訪台，展

現對台灣的支持 
170 

374 12/15 
外交部長吳釗燮款宴華府智庫「戰略暨國際研究中

心」訪問團 
171 

376 12/16 
外交部歡迎歐洲議會「國貿委員會」代表團訪台，

深化台歐理念相近夥伴關係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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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8 12/19 
外交部長吳釗燮款宴歐洲議會國貿委員會官方代表

團，盼攜手合作鞏固民主韌性 
173 

379 12/20 外交部誠摯歡迎美國國會議員訪問團訪問台灣 174 

381 12/23 
外交部誠摯歡迎日本自民黨參議院幹事長世耕弘成

參議員乙行來台訪問 
175 

384 12/28 
外交部長吳釗燮設宴歡迎日本自民黨參議院幹事長

世耕弘成參議員等人，期盼持續深化台日友好關係 
175 

386 12/29 
外交部誠摯歡迎民主聯盟基金會拉斯穆森主席訪

台，彰顯台灣與國際民主社群團結共榮 
177 

386 

Eng. 
Dec. 29 

MOFA welcomes visit by Alliance of Democracies 

Foundation Chairman Anders Fogh Rasmussen 
178 

388 12/31 
外交部誠摯歡迎韓國國會「韓台議員親善協會」趙

慶泰會長一行來台訪問 
179 

號次 發布日期 外交部新聞參考資料  

001 01/06 
外交部領事事務局舉辦「春暖花開波鴿賀歲」旅外

安全宣導活動，歡迎踴躍參加線上有獎徵答 
181 

002 01/06 
外交部與奈及利亞駐台商務辦事處合辦「2022 台奈

商業論壇」，搭建兩國企業貿易及投資合作平台 
182 

002 

Eng. 
Jan. 6 

MOFA and Nigeria Trade Office in Taiwan cohost 2022 

Nigeria-Taiwan Business Forum, providing platform 

for trade and investment cooperation 

183 

003 01/15 

外交部長吳釗燮接受「法國 24小時新聞台」視訊專

訪，說明中國軍事威脅嚴重，重申我國深化與立陶

宛實質關係的決心 

185 

004 01/20 
外交部發表 111 年虎年新春賀歲短片，由年輕同仁創

作演出，讓民眾瞭解外交工作成果 
186 

005 01/26 
外交部長吳釗燮赴台灣大學演講，勉勵學子為台灣

發聲 
187 

006 01/28 
外交部贊助「2022年坎城青年創意競賽臺灣代表隊

選拔賽」，三組優勝團隊出爐 
188 

007 01/31 

外交部長吳釗燮接受澳洲「雪梨晨鋒報」視訊專訪，

深入說明台灣因應中國威脅、台灣與立陶宛及澳洲

關係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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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 02/02 

外交部長吳釗燮接受「德國第二電視台」視訊專訪，

說明中國對台灣軍事威脅、對立陶宛貿易施壓等議

題 

190 

009 02/12 
外交部長吳釗燮接受印度 CNN新聞視訊專訪，強調

民主國家應團結對抗中國威權主義擴張 
192 

010 02/18 

外交部長吳釗燮接受英國獨立電視新聞台視訊專

訪，重申我國不求戰，但絕不會在中國壓力脅迫下

屈服 

194 

011 02/24 
外交部舉辦「新南向主題音樂劇-『我的媽媽是

Eny?』」交流活動，展現「以人為本」的暖實力 
195 

012 03/03 
外交部與國內非政府組織攜手參與全球婦女盛會--

「臺灣性別平等週」國際婦女節隆重登場 
196 

012 

Eng. 
Mar. 3 

MOFA and NGO to launch Taiwan Gender Equality 

Week on International Women’s Day 
198 

013 03/09 
台灣性別平等週登場—蔡總統出席「女力之夜」向

國際發聲 
200 

014 03/15 
外交部長吳釗燮接受捷克「經濟報」視訊專訪，說

明我國對俄烏戰爭立場及台捷雙邊關係發展 
202 

015 03/16 
外交部攜手國際舉辦「氣候正義領袖論壇」，分享台

灣女力對抗氣候變遷的努力 
204 

015 

Eng. 
Mar. 16 

MOFA and NGO jointly hold Climate Justice Leaders’ 

Seminar, share Taiwanese women’s efforts in fighting 

climate change 

205 

016 03/19 

外交部長吳釗燮接受「澳洲天空新聞台」旗艦政論

節目「Credlin」視訊專訪，剖析台海安全、中俄極

權主義威脅及台澳關係發展等議題 

208 

017 03/24 
馬紹爾群島共和國柯布亞總統訪團赴台南參訪我國

文藝及生技機構 
209 

018 03/25 

外交部長吳釗燮接受加拿大「環球郵報」專訪，深

入說明俄烏戰事對台海情勢的影響及台加雙邊關係

等議題 

210 

019 04/03 
外交部長吳釗燮接受英國「週日泰晤士報」視訊專

訪，強調台灣對全球民主國家的存續至關重要 
211 

020 04/04 外交部長吳釗燮接受希臘「焦點報」書面專訪，強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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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台灣位於中國極權威脅的民主最前線 

021 04/12 

外交部長吳釗燮接受 TaiwanPlus 專訪，說明台歐關

係、中國對台威脅、俄烏戰事的啟示，以及友邦對

台灣的重要性等議題 

215 

022 04/20 

外交部與「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合辦「中

南美洲貿易商機研討會」，鼓勵我國企業運用與友邦

經濟協定開拓貿易商機 

216 

023 04/22 
外交部與東南亞六國合作製播「攜手台灣」電視節

目，促進雙邊交流與合作 
217 

024 04/29 
外交部長吳釗燮接受立陶宛媒體視訊聯訪，強調台

立關係持續深化，展現民主夥伴互助合作的精神 
218 

025 05/01 

外交部長吳釗燮接受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專訪，剖

析烏俄戰爭啟示、理念相近國家對我國的支持及台

灣為國際社會守護民主的角色 

219 

026 05/02 
外交部遠赴非洲拍攝醫療短片，展現台灣透過醫療

合作計畫對世界的貢獻 
221 

027 05/09 
我國駐外館處 111 年第 1季經貿外交工作績效顯著，

持續運用台灣優勢產業及產品，促進我國經貿發展 
222 

028 05/10 
外交部《台灣光華雜誌》「天使傳愛：新書座談會」 

讓感動再傳遞下去 
223 

029 05/12 
外交部公布選送NGO幹部及青年學子赴海外實習計

畫 
224 

030 05/13 
外交部長吳釗燮接受澳洲「特別廣播服務公司」政

治記者 Tom Stayner視訊專訪 
225 

031 05/18 
外交部長吳釗燮接受德國「法蘭克福廣訊報」專訪，

深入說明烏俄戰爭啟示及台德關係等議題 
227 

032 05/18 
「與僑胞有約」─外交部吳釗燮部長籲請透過公、

私夥伴關係，推動台灣參與國際事務 
228 

033 05/25 
外交部長吳釗燮接受美國「全美公共廣播電台」視

訊專訪，強調台灣與民主夥伴合作堅定對抗威權 
228 

034 05/28 
英國旁觀者週刊刊登外交部長吳釗燮訪談內容，剖

析烏俄戰爭後台灣安全的重要性提升 
230 

035 06/04 
外交部長吳釗燮接受法國「快訊週刊」視訊專訪，

說明烏克蘭情勢啓發台灣應作充分準備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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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6 06/14 
外交部恢復辦理「國際青年大使交流計畫」—重啟

國際青年交流，迎向解封後的全球新社會 
232 

037 06/16 

外交部長吳釗燮接受美國「新聞頭條」電視節目專

訪，深入說明中國對台威脅與擴張、台美友好關係

等重要議題 

233 

038 06/26 

外交部長吳釗燮接受印尼「時代媒體集團」視訊專

訪，就台灣因應中國軍事威脅、台灣與印尼雙邊關

係發展等議題進行訪談 

234 

039 07/07 
外交部長吳釗燮接受立陶宛記者視訊聯訪，強調面

對威權主義擴張，台立等民主國家必須團結一致 
236 

040 07/19 
外交部第 8 屆「全民潮台灣」短片徵件競賽登場，

邀請大家用影片，把台灣的故事分享給全世界 
237 

041 07/29 

蔡總統親臨外交部「第 55 期外交領事人員、第 19

期外交行政人員暨僑務委員會僑務人員專業講習

班」結訓典禮，期勉新進外交人員扮演台灣與世界

接軌的橋樑 

238 

042 08/02 外交部及駐外館處 111 年第 2季經貿外交工作成果 239 

043 08/04 
美國聯邦眾議院議長裴洛西訪問台灣獲國際媒體大

幅報導 
241 

044 08/05 

外交部長吳釗燮接受以色列「經濟學人報」專訪，

深入說明中國對台威脅、民主夥伴對抗威權擴張、

台以關係等議題 

242 

045 08/06 

外交部長吳釗燮接受「英國廣播公司」專訪，深入

說明裴洛西議長訪台意義，並警示民主國家密切關

注及防止威權主義擴張 

244 

046 08/06 
國際媒體關注裴洛西議長訪台及台海情勢，外交部

長吳釗燮及多位我國駐外館處館長接受媒體訪問 
245 

047 08/08 

外交部長吳釗燮接受美國「CNN」專訪，針對美國

裴洛西議長訪台，說明我國與民主國家交往不容中

國置喙，台灣無懼中國不理性且不負責任的軍演報

復行動 

246 

048 08/09 
外交部長吳釗燮及駐外館處館長持續向國際媒體為

台灣發聲，累計超過百則新聞露出 
247 

049 08/12 外交部長吳釗燮接受「美國之音」專訪，深入說明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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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洛西議長訪台、中國軍演、中國威權擴張等議題 

050 08/13 
外交部全球資訊網設置「海外求職陷阱宣導專區」，

再度呼籲國人切勿輕信海外工作陷阱 
250 

051 08/19 

外交部領事事務局參加「2022台北國際觀光博覽會」

宣導旅外安全注意事項，同時辦理「波鴿樂悠遊 安

全跟著走」LINE線上有獎徵答活動，歡迎民眾共襄

盛舉 

251 

052 08/20 
外交部長吳釗燮接受奧地利「薩爾茲堡訊息報」專

訪，強調面對中國威嚇台灣堅決自主防衛 
251 

053 08/25 
外交部長吳釗燮接受加拿大「義務報」專訪，重申

盼參與國際民航組織 
253 

054 08/25 
本年國際青年大使將出訪帛琉，外交部長吳釗燮親

授旗打氣 
254 

055 08/27 
外交部邀請多國駐台使節訪問北台灣，開創智慧移

動發展新商機 
255 

056 09/01 
外交部長吳釗燮接受「德國之聲」專訪，警示中國

改變台海現狀之舉挑釁且危險 
256 

057 09/02 
外交部推出聯大推案文宣短片「世界的幫手」，傳達

台灣是聯合國不可或缺的發展夥伴 
257 

058 09/03 
外交部長吳釗燮接受「美國廣播公司」專訪，警示

全球應密注威權擴張 
258 

059 09/08 
外交部發布民國 111年國慶影音短片「堅韌台灣、立

足世界」 
259 

060 09/15 
外交部長吳釗燮接受「加拿大廣播公司」法語電視

台專訪，呼籲民主國家團結對抗中國威權擴張 
260 

061 09/17 
外交部推出文宣短片「連接你我的天空」呼籲國際

社會支持台灣參與 ICAO    
262 

062 09/20 
外交部發布短片介紹「國際青年大使」訪問帛琉圓

滿成果 
263 

063 09/22 

外交部長吳釗燮接受「日本經濟新聞」及「日經亞

洲」駐台記者聯訪，強調維持台海和平現狀至關重

要 

264 

064 09/26 
外交部吳部長投書日媒感念安倍前首相並呼籲民主

國家應更團結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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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5 09/29 
2022 年「臺灣國際漁業展」與「臺灣智慧農業週」

聯合開幕儀式，邦交國及駐台代表共襄盛舉 
267 

066 10/04 
外交部領事事務局 LINE 官方帳號「波鴿家族 x嗨小

強」貼圖免費下載，歡迎踴躍參加 
268 

067 10/06 

外交部長吳釗燮接受美國「國家廣播公司」專訪，

強調中國軍事威脅確實存在，台灣必須做好萬全準

備 

269 

068 10/14 

外交部長吳釗燮接受「法國 24小時新聞台」專訪，

指出台灣是北京獨裁政權全球擴張必經之地，呼籲

民主國家合作阻斷威權野心 

270 

069 10/18 

因政府鬆綁邊境管制，近期國人申辦護照量激增，

外交部領事事務局採取因應作為及呼籲民眾配合事

項 

272 

070 10/18 
外交部長吳釗燮接受義大利「新聞報」書面專訪，

強調台灣堅持自由民主，絕不接受「一國兩制」 
272 

071 10/20 

外交部長吳釗燮接受「紐西蘭國家電視台」專訪，

強調台灣不會向中國壓力屈服，台灣的未來必須由

台灣人民決定 

274 

072 10/24 
外交部長吳釗燮首次接受烏克蘭媒體 Espreso TV 電

視台專訪，強調台灣將堅定支持烏克蘭 
276 

073 10/25 

外交部長吳釗燮接受韓國「NEWS 1 通訊社」書面專

訪，強調維持現狀是台灣一貫立場，絕不屈服於中

國威脅 

277 

074 10/27 
外交部長吳釗燮接受「英國廣播公司」專訪，呼籲

民主陣營合力捍衛民主價值及確保民主供應鏈靭性 
278 

075 10/29 
外交部於光點華山電影館舉辦「2022 外交部映像新

南向電影節」開幕茶會及開幕片放映會 
280 

076 10/29 
為重啟國際交流準備  外交部NGO國際事務人才培

訓班台北場揭幕 
281 

077 11/01 
外交部積極協助國際重要非政府組織來台設點，成

果豐碩 
282 

078 11/02 我國駐外館處 111 年第 3季推動經貿外交工作成果 283 

079 11/04 
外交部長吳釗燮接受美國「華盛頓郵報」專訪，強

調台灣必須做好隨時因應中國可能侵台的準備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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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 11/07 
外交部發表音樂短片「綠色通道」爭取國際社會支

持我參與「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286 

081 11/07 

外交部長吳釗燮接受澳洲「第九頻道」電視「60 分

鐘」節目訪問，強調任何人都不能強迫台灣人民接

受中國所提解決方案 

287 

082 11/11 
外交部長吳釗燮接受「美國之音」專訪，期盼在 G20

領袖峰會舉行的拜習會有助台海穩定及區域和平 
289 

083 11/16 
外交部舉辦第八屆「全民潮台灣短片徵件競賽」頒

獎典禮，得獎作品向全球展現台灣文化軟實力   
290 

084 11/21 
美國紐約客雜誌刊登外交部長吳釗燮訪談內容，強

調台灣已做好準備因應中國威脅 
292 

085 11/24 
法國「國際政治」期刊刊登外交部長吳釗燮專訪，

強調台灣持續與理念相近國家合作遏止中國擴張 
293 

086 11/26 
外交部長吳釗燮接受「荷蘭廣播電視協會」專訪，

呼籲民主國家團結對抗中國威權擴張 
294 

087 12/02 
外交部政務次長蔡明彥接受波蘭公共電視台世界新

聞網專訪，強調台灣將持續堅守民主維護主權 
296 

088 12/05 
外交部舉辦「NGO領袖論壇」 ，世界醫師會秘書長

表達挺台立場 
297 

089 12/07 
外交部安排「十鼓擊樂團」赴越南訪演，慶祝台越

互設代表處 30週年及促進雙方文化交流    
299 

090 12/07 
外交部長吳釗燮接受英國「衛報」專訪，表示我關

注中國示威抗議事態發展，避免台灣成為代罪羔羊 
300 

091 12/14 
外交部長吳釗燮接受以色列網路意見領袖專訪，呼

籲以色列與台灣建立更緊密雙邊關係 
301 

092 12/15 
外交部長吳釗燮接受美國「大西洋雜誌」訪談，強

調台灣持續與理念相近國家合作因應中國威脅 
302 

093 12/18 
外交部長吳釗燮接受瑞士「每日廣訊報」專訪，重

申我國致力維持台海現狀，堅決捍衛民主價值 
303 

094 12/20 

外交部長吳釗燮接受科索沃網路媒體「經濟在線」

書面專訪，籲請科索沃加入美國及歐盟行列加強與

台灣合作 

305 

095 12/21 
外交部長吳釗燮接受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傑出校友

專訪，闡述台美關係堅實友好，台灣將持續與理念
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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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近國家捍衛全球民主陣營共享的核心價值 

096 12/27 

外交部政務次長蔡明彥接受比利時主流媒體「竅門

週刊」專訪，強調台灣將繼續歡迎國際友人到訪是

我們不可剝奪的權利 

307 

097 12/27 

為因應疫情後大量申辦護照人潮，外交部領事事務

局將自 112年元月 3日起，增加領務服務空間及收件

服務櫃檯，並調整護照發照時程 

309 

098 12/27 
外交部長吳釗燮接受法國「費加洛報」專訪，強調

台灣人民已準備好為國家及自由而戰 
310 

099 12/28 
外交部邀請 19國駐台使節南下，深度體驗我國藍色

經濟創新能量 
311 

100 12/28 

外交部長吳釗燮接受西班牙「道理日報」亞洲特派

員Mar Sánchez-Cascado 專訪，呼籲西班牙拒絕中國

任何威脅台海和平的企圖 

312 

101 12/29 外交部推出「台灣  良善力量」新版國情簡介影片 314 

102 12/29 

外交部長吳釗燮接受以色列「i24NEWS」電視台專

訪，呼籲全球民主國家應攜手對抗威權主義國家的

侵略擴張，捍衛自由民主價值 

315 

103 12/30 
外交部將透過國際衛星訊號向全球同步傳播

「2022-2023台北 101 大樓跨年煙火秀」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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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01號  2022/01/01 

外交部邀請印太國家駐台使節、代表及官員迎接 2022 新年，增

進彼此情誼 

外交部於2021年12月31日晚間在所屬「外交及國際事務學

院」舉辦新年跨年晚會，邀請印太國家駐台使節、代表及官員參

加，一齊欣賞台北101大樓跨年燈光煙火表演，慶祝2022年的到

來。 

晚會由外交部政務次長田中光主持，田次長致詞時，感謝印

太國家在國際場域給予台灣的支持與協助，並表示疫情雖帶給世

人許多苦難，但也讓我們看到人與人之間互助的友誼與善的循

環，希望新的一年，疫情能早日結束，讓我們的生活恢復正常，

增進與各國實際的交流。出席晚會的駐台使節與代表發言時，感

謝台灣在對抗疫情所提供的協助，也期盼在新的一年裡，各國與

台灣間的關係更加緊密，一起以積極樂觀的精神，邁向2022年。 

跨年晚會計有11國駐台使節、代表及官員出席，包括吐瓦魯

大使涂莉梅（Limasene Teatu）、馬紹爾群島大使艾芮瓊（Neijon 

Rema Edwards）、新加坡代表葉偉傑、印尼代表章溥帝（Budi 

Santoso）、巴布亞紐幾內亞代表康德銘（Tommy Kambu Kunji）、

越南代表武進勇（Vu Tien Dung）及印度副代表崔柏尚（Prasant 

Tripathi）。另外諾魯駐台大使館、日本、韓國、泰國駐台代表機

構也派官員與會。 

這次是外交部首度在「外交及國際事務學院」邀請印太國家

駐台使節與代表歡慶新年，晚會現場互動熱絡，氣氛融洽，台北

101大樓跨年煙火令所有賓客印象深刻，有助提升我國與印太國

家駐台使節及代表的情誼。（E） 

第 002號                                                                               2022/01/05 

駐立陶宛台灣代表處舉辦線上記者會，說明我國深化與立陶宛實

質關係的決心，將持續為增進全球民主夥伴的經濟韌性與繁榮奮

鬥不懈 

- 45 -



為持續向立陶宛政府、人民與企業展現我國與立陶宛深化經

貿連結與實質關係的決心，駐立陶宛台灣代表處於本（111）年1

月5日舉行線上記者會，有超過20家當地媒體參加，記者會由黃

鈞耀代表主持。為彰顯我國政府對立陶宛珍貴情誼的高度重視，

外交部政務次長曾厚仁應邀出席，共同向立陶宛當地及國際媒體

發聲。 

曾次長首先表示，台灣與立陶宛是共享自由民主的堅實夥

伴，十分敬佩立陶宛人民秉持1989年「波海之路」的精神，爭取

自由民主，台灣人民深受啟發。此外，在立陶宛慷慨馳援台灣疫

苗時，立陶宛外交部長藍柏吉斯（Gabrielius Landsbergis）強調

「熱愛自由的人們應該相互照應」，更溫暖台灣2350萬人的心

扉。我國堅信「德不孤、必有鄰」的真理，台灣與立陶宛站在自

由民主的這一方，終將獲得更多友誼與支持。  

曾次長接續強調，當前自由民主陣營必須團結反制威權主義

的擴張，台灣與立陶宛均受到中國持續以政治、外交、經濟手段

等複合式威脅，我國欣見許多自由民主夥伴挺身而出。台灣與立

陶宛身處在捍衛自由民主的戰略前線，堅定合作應對威權主義的

威脅。中國以破壞國際貿易體系及規則的卑劣手段，將經貿武器

化，企圖分化自由民主陣營的團結。面對威權主義前所未見的脅

迫手段，全球民主夥伴應團結一致、挺身而出；只要堅定對自由

民主的信念，民主終將勝利，台灣與立陶宛終將勝利。 

曾次長並重申，台灣是立陶宛可信賴的堅實盟友與互惠共榮

的商業夥伴，台灣積極協助立陶宛因應中國的經濟脅迫，並將持

續與立陶宛深化合作，共同打造強韌的民主供應鏈，增進全球民

主陣營的團結與韌性。 

黃代表則向包括立陶宛國家廣播公司及路透社等在立陶宛的

媒體，以實例具體說明台灣將如何堅定與立陶宛站在一起。首

先，台灣將設立2億美元規模的「中東歐投資基金」，投資在台灣

與立陶宛均認為對雙方有利經濟與科技發展戰略意義的產業，協

助兩國產業共同提升競爭力。投資領域初步鎖定半導體、生技、

雷射等領域，具體細節將由雙方相關部會共同討論商定。另外，

台灣將積極推動在包括雷射、技術合作等關鍵產業的對接與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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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我國政府及民間也一直持續協助立陶宛遭中國打壓的消費性

商品可以儘快轉移到包括台灣在內的新開拓市場。台灣將持續與

立陶宛站在一起，展現台灣力挺自由民主盟友的決心。 

曾次長在應立陶宛媒體詢問時強調，以「台灣」為名設處有

別於代表城市，殊具實際意涵，並彰顯台灣與立陶宛在經貿投

資、教育科研、人文交流等領域的合作。此外，美國與歐盟在其

官方文件中也以「台灣」稱呼我國，卻未遭中國制裁，顯示中國

選擇性欺侮霸凌其認定較為弱小國家，不僅不負責任，更破壞國

際秩序，因此全球民主盟友應團結一致共同應對威權霸凌脅迫。 

台灣與立陶宛是共享自由民主的天生夥伴，我國重申在自由

民主的共享價值上，深化台立雙邊關係的決心堅定不移，將持續

加強各領域的交流合作，共同打造國際民主供應鏈，增進全球民

主夥伴的繁榮與韌性。（E） 

第 003號                                                                               2022/01/08 

捷克新內閣公布施政綱領，深化與台灣等亞太民主夥伴國家之合

作，外交部誠摯歡迎 

捷克政府於本（1）月7日公布政府施政綱領（Government 

Program Statement），其中在外交政策部分強調，將強化與我國等

印太民主夥伴的合作。外交部對此表達歡迎，樂見台捷關係持續

深化，發展互利互惠的雙邊關係，共同守護民主。 

 這項施政綱領內容涵蓋捷克政府各項領域的施政方向與藍

圖，在外交上將基於與歐盟、北約及鄰國的良好關係，遵循「哈

維爾」外交政策傳統，推進與民主國家的夥伴關係；對外關係同

時臚列「中歐四國集團」（Visegrad Group, V4）、德國、美國、英

國、以色列，以及印太地區的台灣、印度、日本及韓國等民主夥

伴，作為合作重點國家。 

外交部表示，台捷關係一向密切友好，兩國基於自由、民主

與尊重人權等共享價值，建立理念相近的夥伴關係。捷克執政聯

盟在上（2021）年競選期間業將深化對台關係列入競選政綱，此

次更載入施政網領，具體展現對發展兩國關係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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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年10月底國家發展委員會主任委員龔明鑫率「中東歐三國

經貿投資考察團」訪問捷克成果豐碩，雙方簽署包括網路安全、

太空合作、觸媒技術、綠色能源、智慧機械等領域總計 5項

MOU。外交部將與各部會密切合作，致力提升與捷克的民主夥伴

關係，在經貿、投資、科技、防疫、資安及教育文化等領域，推

動全方位的合作互動，具體實踐「強化歐洲鏈結計畫」。（E） 

第 004號                                                                               2022/01/11 

第45屆臺日經貿會議隆重揭幕 

臺灣日本關係協會、日本台灣交流協會於本（1）月11日上

午以視訊方式，舉行第45屆臺日經濟貿易會議開幕式，雙方分別

由臺日關係協會會長邱義仁、日本台灣交流協會會長大橋光夫代

表致詞。 

邱會長首先表示，本會議受武漢肺炎（COVID-19）疫情影

響延期，如今台日雙方克服疫情限制，透過視訊重啟會議具有重

要意義。另感謝日方提供我國420萬劑疫苗，高居各國對我援贈

疫苗之冠，充分展現台日之間珍貴的友誼及穩固的夥伴關係。此

外，更期盼雙方及早展開有關我國申請加入CPTPP的建設性對

話。 

大橋會長提及台日長期以來產業密切合作，特別是半導體的

部分，已形成緊密的供應鏈夥伴關係。另外，也期盼台灣能儘早

跟上歐盟及美國腳步，依據科學證據及國際標準處理福島五縣食

品。 

台日雙方長期透過經貿會議平台促成多項合作，如簽署投資

協議、優質企業相互承認協議、產業合作搭橋計畫備忘錄、避免

雙重課稅協定等，合作領域涵括投資、產業合作、中小企業、電

子商務、關務、智慧財產權等，已建立深厚信賴基礎及良好合作

機制。  

今日開幕式後，將進行事務階層討論，2月中旬再由兩會會

長出席舉行第45屆經貿會議，聽取相關的報告。期待藉由本

（111）年會議進一步強化經貿合作與夥伴關係。（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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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05號                                                                               2022/01/11 

我國呼應美國「民主峰會」提交具體且廣泛的書面承諾清單，以

展現台灣與全球夥伴共同推動國內外民主人權事務的堅定決心 

我國政府為積極響應美國總統拜登主持的「民主峰會」

（Summit for Democracy），已提交具體承諾清單，期待與美國等

全球民主夥伴攜手合作，共同推動全球民主與人權。 

美國在上（2021）年12月9日至10日首度舉辦「民主峰會」，

是以對抗威權主義、打擊貪腐及促進人權等為三大主題，邀請全

球100多個民主國家的領袖及代表共同討論。拜登總統並在會中

宣布啟動多項工作計畫，鼓勵各國政府也提交承諾項目，推動國

內外的民主工作。 

我國結合公部門與民間團體的力量，此次共提出62項具體承

諾，內容涵蓋打擊貪腐、推動財政透明、開放政府、公民參與、

反制假訊息、推動國際宗教自由、促進人權及勞工權等主題。未

來台灣將以這份承諾清單為基礎，持續努力鞏固台灣的民主制度

及優化人權工作，並透過「台美印太民主治理諮商」及「全球合

作暨訓練架構」（GCTF）等平台，與美國等理念相近國家合作，

共同在印太地區及全球推動自由、民主、人權及法治等普世價

值。 

外交部指出，依據「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2020年報

告，全球自由已連續15年呈現倒退，專制獨裁者持續在各地擴大

影響力。面對嚴峻挑戰，台灣樂願與理念相近國家共同努力捍衛

民主價值，透過美國號召的「民主峰會」等機制深化合作，重振

民主聯盟。台灣位處民主自由秩序與威權體制角力的最前線，深

知民主是永恆且唯一的道路，我國將持續堅定在強化全球民主扮

演重要角色。（E） 

No. 005                                                  January 11, 2022 

In response to US Summit for Democracy, Taiwan submits list of 

substantive and extensive commitments to promoting democracy 

at home and abroad 

- 49 -



In response to the Summit for Democracy hosted by United States 

President Joe Biden,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has submitted a substantive list of commitments in the hope of 

working even more closely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democracies in promoting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worldwide. 

From December 9 to 10, 2021, the United States hosted the first 

Summit for Democracy with three key themes—defending against 

authoritarianism, addressing and fighting corruption, and promoting 

respect for human rights. Leaders and representatives of over 100 

democracies were invited to the event to discuss related issues. During 

the Summit, President Biden announced the launch of a multipronged 

plan and encouraged all governments to submit a list of commitments 

and advance democracy domestic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Combining the strengths of public and private agencies, Taiwan has 

made 62 commitments addressing such issues as combating corruption, 

enhancing fiscal transparency, promoting open government and civic 

participation, countering disinformation, protecting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 and advancing human rights and labor rights. As 

per its commitments, Taiwan will continue to strive to solidify its 

democratic system and enhance human rights work. In addition, 

through the US-Taiwan Consultations on Democratic Governance in 

the Indo-Pacific Region and the Global Cooperation and Training 

Framework, Taiwan will continue to engage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like-minded countries on promoting universal 

values such as freedom, democracy, and the rule of law in the Indo-

Pacific region and worldwide.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stressed that, according to the 

Freedom in the World 2020 report published by Freedom House, over 

the past 15 years freedom has been declining and authoritarianism has 

been gaining influence throughout the world. In facing such a 

formidable challenge, Taiwan seeks to work with like-minded 

countries in defending democratic values, deepening collaboration 

through the Summit for Democracy and other mechanism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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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talizing the democratic alliance. Standing on the liberal democratic 

order’s front line against authoritarian systems, Taiwan knows that 

democracy is the sole, enduring path to take and will continue to 

staunchly do its part to fortify democracy globally. (E) 

第 006號                                                                               2022/01/11 

國發會及外交部聯合新聞稿：國家發展委員會主任委員龔明鑫與

立陶宛經濟創新部長視訊會談，兩國經貿產業對接向前邁進，共

同打造民主供應鏈 

國家發展委員會主任委員龔明鑫與立陶宛經濟創新部部長雅

莫內特 （Aušrinė Armonaitė）於本（11）日就「中東歐三國經貿

投資考察團」赴立國考察後續追蹤工作，舉行雙方部長級視訊會

談。會談中除確立兩國在強化經貿與科研合作的具體方向外，龔

主委也再次表達台灣是立陶宛可信賴的堅實盟友；我國將持續與

立陶宛深化合作，共同打造強韌的民主供應鏈，增進全球民主陣

營的團結與韌性，並持續全力協助立陶宛應處中國的經濟脅迫。

龔主委與雅莫內特部長並於會後出席線上記者會，共同向立陶宛

各界發聲強調，台灣與立陶宛是共享自由民主價值的理念相近夥

伴，未來各領域的交流合作將更加密切頻繁。 

龔主任委員在會談中指出，台灣與立陶宛的交流是植基於民

主的價值，尤其疫情期間防疫合作，是良善的循環，台灣也將此

正向循環擴展到經貿領域。龔主委強調，訪問立陶宛期間所簽署

的備忘錄及會談共識，我方一定貫徹實踐相關承諾，訪團一返回

台灣已立刻處理，各項追蹤協調會議陸續召開，按照計畫積極著

手推動；不只政府部門如此，參與考察或許多商業會談的廠商及

相關產業部門也積極落實。 

由於「中東歐三國經貿投資考察團」成果豐碩，蔡總統更在

元旦新年揭櫫我國跨部會「強化歐洲鏈結」計畫。龔主任委員強

調將從立陶宛開始做起，並指出國家發展委員會已進行中東歐投

資基金與配套融資機制的規畫，為雙方產業對接與合作創造最有

利的財務環境。除2億美元的中東歐基金外，為促進台灣與立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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宛的永續合作，台灣將提供10億美元的融資基金，投資台立兩國

具有龐大合作潛力的產業與領域，雙方已簽署6項合作備忘錄所

涵蓋的領域，以及具備互補對接特質的產業合作，都是我國所宣

布設立的投、融資基金可能促成的對象。一旦項目具體而且對雙

方關鍵產業發展及永續合作有利者，相關資金將儘速投入，以加

速雙方經貿連結，打造堅實長遠利益的民主供應鏈，締造讓世界

驚艷的台立成功合作故事。 

龔主委表示，雙方合作更具體的展現是在半導體方面，國發

會、經濟部及科技部將共同成立「台歐半導體產業合作專案小

組」，並由工業技術研究院執行，規劃透過組團實地訪察，協助

立國進行供應鏈定位與發展方向的評估，合作培育相關領域所需

人才。針對立陶宛擁有優勢的雷射產業，我方已透過學、研單位

與立國企業進行對接，電動巴士及生技產業的技術合作也有具體

進展。至於立陶宛遭受中國日益猖狂的經濟脅迫，龔主任委員也

再次代表我國政府向雅莫內特部長強調，我國政府及人民非常珍

視兩國在國際間共創的良善循環，相關部會齊心協力積極透過我

方直接採購、協助增加國內銷售通路、引薦轉移及分散市場，以

及共同研商供應鏈重整等迅速有效作為，將持續與理念相近的民

主夥伴一起協助立陶宛，度過經濟脅迫的難關。 

龔主任委員特別與雅莫內特部長分享，面對中國的經濟脅

迫，台灣已經累積不少寶貴經驗，從中國減少觀光客來台到打壓

台灣農產品，台灣持續堅持自由民主、不畏脅迫，積極與理念相

近夥伴強化經貿連結，開創台灣經濟成長的歷史新高，因此即使

中國霸道蠻橫的經濟脅迫在短期內造成一定衝擊，但只要台灣與

立陶宛及國際民主同盟共同努力，強化經貿投資、產業對接及供

應鏈安全的合作，打造強韌的供應鏈，將能進一步強化對抗威權

經濟脅迫的韌性與實力，展現台立合作是自由民主的成功故事。 

雅莫內特部長感謝我方始終堅持力挺立陶宛的決心，一如其

30 年來捍衛民主自由的決心一樣固若磐石；另說明現正進行派駐

台灣人員徵選及相關行政程序，預計將於本年春季正式在台設

處，進一步深化兩國經貿投資與實質關係。兩位部長重申雙方將

繼續相互扶持、共度難關，台立攜手緊密合作，必能在永續發展

上共創新猷，同時增進全球民主盟友間的團結與韌性。（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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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006                                                                        January 11, 2022 

National Development Council-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joint 

press release ─ Virtual talks between NDC Minister Kung Ming-

hsin, Lithuanian Minister of the Economy and Innovation Aušrinė 

Armonaitė facilitate economic and industrial links and advance 

joint creation of democratic supply chains 

National Development Council (NDC) Minister Kung Ming-hsin held 

bilateral talks via videoconference with Lithuanian Minister of the 

Economy and Innovation Aušrinė Armonaitė on January 11. The talks 

were organized as a follow-up to Taiwan’s 2021 trade delegation to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During the talks, which established specific avenues for the countries 

to strengthen cooperation on economics, trade,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Minister Kung reiterated that Taiwan was a reliable and staunch friend 

of Lithuania. He said that Taiwan would continue to deepen 

cooperation and work with Lithuania to build resilient and democratic 

supply chains and advance unity and resilience among the global 

community of democracies, while also continuing to do its utmost to 

assist Lithuania in dealing with China’s economic coercion. 

In remarks directed toward all circles of Lithuanian society during an 

online press conference following the talks, Minister Kung and 

Minister Armonaitė stressed that Taiwan and Lithuania were like-

minded partners that share the values of freedom and democracy. They 

said that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among various fields would 

continue to grow even closer in the future. 

During the talks, Minister Kung said that exchanges between Taiwan 

and Lithuania were based on democratic values. Noting that 

cooperation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had done much to create 

a virtuous cycle, he said Taiwan would continue to expand this 

progress into economics and trade-related fields. 

Minister Kung also emphasized that following the recent visit of 

Taiwan’s delegation to Lithuania, which saw the signing of numer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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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Us and the formation of a common consensus during talks, Taiwan 

had immediately sought to implement the delegation’s relevant 

commitments. He said Taiwan had held a series of follow-up and 

coordination meetings and would proceed proactively according to the 

plans that had been drawn up. He added that these commitments 

would be actively implemented not only by government departments, 

but also by the manufacturers and related business sectors that had 

participated in the delegation and its numerous business talks. 

Given the abundant results of Taiwan’s 2021 trade delegation to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in her 2022 New Year’s Address, President 

Tsai Ing-wen announced a government-wide plan to strengthen ties 

with Europe. Minister Kung emphasized that the NDC had already 

drawn up plans for a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investment fund 

and associated financial mechanisms, which, starting with Lithuania, 

would create a favorable financial environment for enterprises from all 

sides to engage in matchmaking and cooperation. He said that in 

addition to the US$200 millio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investment 

fund, Taiwan had also set aside a further US$1 billion for a credit fund 

to advance sustainable cooperation between Taiwan and Lithuania and 

invest in industries and fields with great potential for cooperation. He 

said the areas covered by the six MOUs already signed and other 

complementary industries worthy of cooperation were all potential 

targets for financing and investment through the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funds announced by Taiwan. 

Minister Kung said the relevant funds would be invested as soon as 

concrete items were identified that benefit 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f both sides and support sustainable bilateral cooperation. He said 

this would accelerate the formation of bilateral trade ties, create 

democratic supply chains with solid, long-term benefits, and craft a 

story of successful cooperation between Taiwan and Lithuania that 

would amaze the world. 

Remarking that one of the more concrete manifestations of bilateral 

cooperation had been the field of semiconductors, Minister Kung s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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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the NDC, the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and the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ould be establishing a special taskforce for 

industrial cooperation between Taiwan and Europe in the field of 

semiconductors. He said that the taskforce, to be managed by the 

Industrial Technology Research Institute, would plan to carry out local 

surveys so as to assist Lithuania in evaluating its positioning and 

approach to developing supply chains, as well as cooperate to 

cultivate the talent required in related fields. 

Turning to Lithuania’s advanced laser industry, Minister Kung said 

that links had already been forged between Taiwanese academic and 

research units and Lithuanian enterprises. In addition, concrete 

progress had been made in technical cooperation in such industries as 

electric buses and biotechnology. 

Regarding the increasingly heavy-handed economic coercion inflicted 

upon Lithuania by China, Minister Kung spoke for the Taiwan 

government in stressing to Minister Armonaitė that the government 

and people of Taiwan greatly cherished the international virtuous 

circle that Taiwan and Lithuania had created. He said that the relevant 

ministries and government agencies would make a concerted effort to 

make direct procurements from Lithuania, assist in increasing 

domestic sales channels, and make recommendations regarding 

relocation and market diversification, as well as engage in such rapid 

and effective actions as joint consultations on supply chain 

reconfiguration. He said that Taiwan and like-minded partners would 

continue to assist Lithuania to overcome the hurdles posed by 

economic coercion. 

In his discussions with Minister Armonaitė, Minister Kung was 

particularly keen to stress that Taiwan had accumulated substantive 

experience with regard to China’s economic coercion. He said that 

despite China’s reducing the number of tourists visiting Taiwan and its 

suppression of Taiwanese agricultural products, Taiwan continued to 

uphold freedom and democracy and remained undaunted, and, having 

actively sought to strengthen trade links with like-minded part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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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d posted record economic growth. Minister Kung said that even if 

China’s economic coercion caused a degree of impact in the short 

term, Taiwan, Lithuania, and the global alliance of democracies would 

be able to strengthen their resilience and their ability to counter 

authoritarian economic pressure as long as they bolstered trade and 

investment, industrial matchmaking, and cooperation on supply chain 

security, as well as created strong supply chains. This would show 

Taiwan-Lithuania cooperation to be a success story for freedom and 

democracy. 

Minister Armonaitė thanked Taiwan for its unswerving determination 

to support Lithuania, which she compared to Lithuania’s own rock-

solid, 30-year commitment to safeguarding freedom and democracy. 

She went on to explain that Lithuania was currently selecting officials 

and conducting related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s for the office it 

expected to formally open in Taiwan this spring, which she said would 

deepen trade, investment, and substantive bilateral ties. 

Both ministers reiterated that the two sides would continue to support 

one another and seek to overcome difficulties together. They said that 

closer cooperation would be sure to generate new avenues for mutu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promote solidarity and resilience among 

the global alliance of democracies. (E) 

第 007號                                                                               2022/01/14 

外交部對日本前首相海部俊樹逝世深表哀悼 

日本笫76及77任首相海部俊樹於本（1）月9日辭世，享壽91

歲，外交部對此深表哀悼，已指示駐日本代表處向海部前首相的

家屬轉達我國政府及人民誠摯慰問。 

海部前首相在任期間曾派遣日本自衛隊赴波斯灣執行和平任

務，對維護及奠定國際社會秩序具有重要貢獻。海部前首相對台

立場友好，曾率團訪問台灣，並於2019年5月與時任行政院前院

長賴清德副總統在日本會晤，對推動強化台日關係深表期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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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對海部前首相的逝世深感惋惜哀悼，也對他畢生致力

促進自由民主與世界和平的貢獻，表達崇高敬意及感念。（E） 

第 008號                                                                               2022/01/15 

「第28期外交遠朋西班牙語班」視訊課程圓滿結訓 ，學員參加多

元課程收獲豐富 

外交部常務次長俞大 於本（111）年1月12日主持「第28期

外交遠朋西班牙語班」視訊課程結訓典禮，祝賀來自拉丁美洲地

區11個國家16名學員順利完成三個星期多元豐富的課程。 

俞次長致詞時，肯定學員們在台灣與拉丁美洲兩地時差超過

11小時，並且工作繁忙下，仍踴躍參與視訊課程；也欣見學員對

我國政經發展現況及運用高科技對抗疫情有進一步的膫解，歡迎

學員們能在疫情舒緩，我國放寬入境管制後來台灣參訪，親身體

驗我國人文風貌。  

參訓學員們十分感謝外交部安排豐富多元的課程，以及高水

準講座介紹台灣現況，有助增進對我國各項領域發展的瞭解，也

讚揚我國援外及防疫經驗，希望很快訪問台灣實地見證我國政經

繁榮及風土人情。  

「第28期外交遠朋西班牙語班」自上（110）年11月24日至

12月10日進行，參訓學員來自貝里斯、瓜地馬拉、宏都拉都、巴

拉圭、阿根廷、巴西、智利、哥倫比亞、墨西哥、秘魯及烏拉

圭。為使參訓學員進一步瞭解我國發展現況，外交部特別邀請我

國各領域的專家、學者擔任講座，包括陳建仁前副總統、行政院

政務委員唐鳳、前無任所大使林靜儀醫師、大陸委員會副主任委

員邱垂正、國家發展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施克和、國際合作發展基

金會副秘書長李志宏、中華經濟研究院台灣東協中心主任徐遵慈

及輔仁大學陸孟雁老師均曾參與並和學員交流，課程內容涵蓋我

國外交、經貿、文化、婦女賦權、公共衛生政策及兩岸關係等主

題，甚受學員歡迎與肯定。  

外交部自90年起每年辦理「外交遠朋西語班」，邀請拉丁美

洲地區友邦及友好國家具發展潛力官員來台灣參訓，廣獲我在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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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美洲友邦及友好國家官員及各界友人好評。由於武漢肺炎

（COVID-19）疫情持續蔓延，外交部首度採取視訊課程及實體

參訪二階段方式辦理。未來外交部將持續辦理各類遠朋班課程，

促進我國與邦交國及友好國家間的人員互動與情誼。（E） 

第 009號                                                                               2022/01/19 

外交部誠摯感謝「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共同主席Miriam 

Lexmann等41名歐洲議會議員聯名致函歐盟領導階層，籲請採取

行動力挺立陶宛抵抗中國經濟脅迫 

在「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Inter-Parliamentary Alliance on 

China, IPAC）共同主席Miriam Lexmann發起下，41位歐洲議會議

員於本（2022）年1月17日聯名致函歐盟理事會主席米歇爾

（Charles Michel）、歐盟執委會主席馮德萊恩（Ursula von der 

Leyen）、副主席兼外交暨安全政策高級代表波瑞爾（ Josep 

Borrell）、執行副主席兼貿易執委杜姆布羅夫基斯（Valdis 

Dombrovskis）及內部市場執委布雷頓（Thierry Breton），譴責中

華人民共和國對立陶宛的政經脅迫，呼籲歐盟領導人應明確聲援

立陶宛並提供一切必要支持。對於歐洲議會跨黨派議員繼去

（2021）年9月3日聯名致函立陶宛高層表達聲援並反對中國脅迫

外交後，再度力挺立陶宛抵抗中國施壓，外交部表達誠摯感謝。 

聯名函指出，中國官員針對立陶宛製造及含有立陶宛原物料

的產品進行實際（de facto）制裁行為極為惡劣，不但違反「世界

貿易組織」（WTO）規則及國際貿易秩序，更直接違背歐盟單一

市場的根本原則。聯名函也提及，這不是中國第一次對歐盟會員

國採取脅迫行為，捷克參議院議長韋德齊（Miloš Vystrčil）因訪

問台灣受到巨大壓力，以及其他許多案例均證明中國不當施壓。

連署議員表示，成員國依據國家利益與共享民主、人權價值決定

與台灣發展關係，不應該因此被他國脅迫。連署議員指出，立陶

宛與台灣近期決定互設代表處並未挑戰一個中國政策，此在歐洲

議會去年10 月 21 日通過的「台歐盟政治關係暨合作」報告中也

獲得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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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連署議員強調，針對中國對立陶宛及歐盟進行脅迫，歐

盟應該採取防禦措施，以免中國膽大妄為，對立陶宛或其他歐盟

會員國進一步施壓，分化歐盟團結，進而削弱歐盟在全球的影響

力。連署議員歡迎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與德國

外長貝爾柏格（Annalena Baerbock）發布聯合聲明力挺立陶宛，

同時反對中國對立陶宛持續進行恫嚇，期盼在歐盟通過反脅迫工

具法案前，歐盟理事會輪值主席國法國能推促歐盟採取行動抵制

北京的脅迫；議員們也呼籲歐盟發揮領導作用，堅決捍衛歐盟會

員國免於單獨承受不當壓力。 

該聯名函共獲得歐洲議會5大主流黨團、來自18個會員國重

量級歐洲議會議員的響應，顯示抵抗中國的蠻橫施壓已形成歐洲

跨越國籍及黨派的共識。台灣作為立陶宛理念契合的友好夥伴，

將持續深化台立雙邊實質合作。我國也呼籲歐盟等全球理念相近

夥伴，採取具體行動支持立陶宛，維護供應鏈安全及自由民主的

市場經濟體系，團結鞏固全球民主陣營所捍衛的核心價值。（E） 

第 010號                                                                               2022/01/19 

台灣與比利時佛拉蒙區政府簽署合作架構備忘錄，深化雙方合作 

台灣與比利時佛拉蒙區（Flanders） 政府於本（2022）年1月

19日完成簽署「台比佛拉蒙區政府合作架構備忘錄」，雙方由外

交部政務次長曾厚仁與比利時佛拉蒙區政府主席府暨外事部秘書

長碧寧絲（Julie Bynens）以視訊方式異地簽署並立即生效；我駐

歐盟兼駐比利時代表蔡明彥大使及雙方相關部會官員在場見證。 

這項合作架構備忘錄整合台灣與佛拉蒙區原有在投資、再生

能源、教育、就業及職業訓練、公共衛生及科學範疇的6項協定

暨備忘錄，進一步建制完善雙邊的諮商機制；未來將據以定期檢

視雙邊合作進展，並將研議擴大至數位經濟、網路安全等互惠互

利的領域，展現台佛雙方優勢及互補領域的認同，以及持續深化

合作的決心。 

曾政務次長致詞表示，這次台比佛拉蒙區政府在既有密切合

作基礎上，簽署此合作架構備忘錄，開展雙方友好關係的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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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期盼未來透過聯合工作小組會議（Joint Commission），定期

檢視並擴大合作領域，將雙方夥伴關係推升到新高度。曾次長強

調，台灣和佛拉蒙區都面臨氣候變遷與疫後復甦的挑戰，但也同

時擁有高素質的人力資源、靈活的中小企業及創新文化，使雙方

在生物科技、循環經濟、綠能等產業建立優勢，透過跨境合作為

雙邊關係注入更多動能。 

碧寧絲秘書長致詞表示，台灣與佛拉蒙區政府密切連結深具

重要性，多年來緊密的經貿關係，以及自2014年以來陸續簽署6

項協定暨備忘錄，皆顯示雙方關係更加穩固。此次合作架構備忘

錄涵蓋各大領域，相信在聯合工作小組會議機制下，雙方關係將

更上一層樓。 

比利時憲政體制特殊，包括佛拉蒙區的三個區政府可個別與

外國政府締約及推動雙邊關係，各區制定通過的法令效力等同聯

邦層級。而佛拉蒙區與台灣關係友好密切，近年陸續就不同領域

簽署個別備忘錄，2021年3月佛拉蒙區議會並首度以壓倒性票數

通過「佛拉蒙區與台灣關係暨台灣國際地位」決議案，支持台灣

國際參與及持續深化台佛雙邊關係。此外，雙方企業交流熱絡，

佛拉蒙區知名海事工程集團「楊德諾」（Jan De Nul Group）及

「德美」（DEME Group）與台灣廠商合作參與我國離岸風電建

設，另有「比利時跨校際微電子中心」（IMEC）與我國台積電等

半導體業者合作研發高階晶片。相信在後疫情時代，雙方能持續

深化合作，共同因應綠能轉型、關鍵產業供應鏈等全球挑戰。（E） 

No. 010                                                                         January 19, 2022 

Taiwan and Flanders sign framework MOU to deepen bilateral 

cooperation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Flanders Region of the Kingdom of Belgium 

signed a framework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on cooperation on 

January 19 via videoconference. The MOU was signed remotely by 

Taiwan Deputy Foreign Minister Harry Ho-jen Tseng and Secret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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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l of the Flanders Chancellery and Foreign Office Julie Bynens. 

The signing was witnessed by Ambassador Tsai Ming-yen, Taiwan 

Representative to the European Union and Belgium, and officials from 

related ministries of both sides. 

The MOU, which took effect immediately, consolidated six existing 

agreements and MOUs between Taiwan and Flanders on investment, 

renewable energy, education, employment and vocational training, 

public health, and science. It also established a joint commission to 

regularly review cooperation in these domains and explore 

opportunities to enhance cooperation in other areas of mutual benefit, 

including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cybersecurity. The signing of the 

new MOU highlights the respective and complementary strengths of 

Taiwan and Flanders and demonstrates the commitment of both sides 

to continue deepening already strong bilateral relations. 

Deputy Minister Tseng stated in his signing ceremony remarks that 

Taiwan and Flanders, building on a foundation of close cooperation, 

have begun a new chapter in friendly relations by signing the MOU, 

which covers six areas of mutual interest. He also said that he hoped 

that regular meetings of the joint commission initiated by the MOU 

would allow the bilateral partnership to reach fresh heights as 

cooperation is expanded to include new domains. He noted that 

Taiwan and Flanders both face challenges posed by climate change 

and postpandemic recovery, while also sharing strengths, such as high-

quality human resources, nimble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and an innovation culture that has enabled both sides to excel in 

biotechnology, the circular economy, and green energy. He added that 

with greater cross-border cooperation relations between Taiwan and 

Flanders would only continue to gain momentum. 

Secretary General Bynens stated in her remarks that a close 

connection between Taiwan and Flanders was of great importance. 

She noted that trade and econom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sides had 

been strong for many years and that six agreements and MOUs had 

been signed since 2014, highlighting the stability of bilateral 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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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 added that the MOU covers a range of large industries and that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joint commission bilateral ties would be 

taken to the next level. 

Belgium has a distinctive constitutional system. It includes three 

regional governments, including Flanders, which are each authorized 

to conclude contracts with foreign governments and promote bilateral 

relations. The laws and regulations of each region carry the same force 

of law as those at the federal level. 

Taiwan and Flanders have long enjoyed a close friendship and, in 

recent years, have signed a number of bilateral MOUs in various 

domains. Last March, for the first time, the Flemish Parliament 

overwhelmingly voted to adopt a resolution on relations with and 

international position of Taiwan, which supports Taiwan’s meaningful 

participation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encourages the 

comprehensive promotion of Taiwan-Flanders relations.  

Exchanges between Taiwanese and Flemish enterprises are also close. 

The renowned Flemish engineering companies Jan De Nul and DEME 

have cooperated with Taiwanese companies on offshore wind energy 

projects in Taiwan. In addition, Interuniversity Microelectronics 

Centre has worked with Taiwanese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ers, 

including Taiwan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Company, on high-

end chip research and design. 

In the postpandemic era, Taiwan will continue to deepen bilateral 

cooperation with Flanders so as to jointly face global challenges such 

as green energy transition and enhancing the resilience of strategic 

supply chains. (E) 

第 011號                                                                               2022/01/21 

外交部肯定歐洲議會高票通過香港緊急決議案，特別譴責中國對

立陶宛經濟脅迫 

歐洲議會全會於本（2022）年1月20日以585票同意、46票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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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41票棄權的懸殊比數，高票通過「違法香港基本自由」

（Joint motion for a resolution on violations of fundamental freedoms 

in Hong Kong）的緊急決議案，特別納入聲援立陶宛的新增條

文，強烈譴責中國對立國施加的經濟脅迫，呼籲歐盟採取行動捍

衛歐盟單一市場。這是繼41位跨黨派歐洲議會議員1月17日聯名

致函呼籲歐盟高層支持立陶宛後，歐洲議會兩日內再以通過緊急

決議案方式，就立陶宛情勢表達高度關切，外交部給予肯定。 

緊急決議案強調尊重人權、民主及法治應續為歐中關係的核

心，譴責中國針對立陶宛施以經濟脅迫及威嚇手段。決議案指

出，中方行徑已構成對立國產品的實際制裁，違反世界貿易組織

（WTO）國際規範，直接衝擊歐盟單一市場原則，因此呼籲歐盟

應出面捍衛。決議案同時歡迎近期支持立陶宛力抗中國脅迫的各

項聲明，籲請歐盟執委會、理事會及會員國與國際夥伴合作，保

障台灣民主及香港基本自由，並重申歐洲議會將以中國人權狀況

作為是否批准歐中全面投資協定（CAI）的重要依據。  

這項緊急決議案的通過，反映歐洲議會認為近來中國對立陶

宛的經濟脅迫具急迫性，應該即時提供立陶宛必要支持，相關訴

求獲得跨黨派議員的響應。外交部樂見歐洲議會持續以實際行動

力挺立陶宛，將持續在民主、自由、法治及人權共享價值上，與

美國、歐盟及會員國等全球理念相近夥伴深化合作，共同應處威

權主義對國際民主陣營構成的各種挑戰與威脅。（E） 

第012號                                                               2022/01/21 

外交部誠摯感謝捷克參議院外交、國防暨安全委員會通過聲援立

陶宛決議案，呼籲民主陣營共同反制中國經濟脅迫 

捷克參議院外交、國防暨安全委員會於本（1）月19日通過

「有關歐盟安全及防衛政策進一步發展」決議案，呼籲捷克政府

及歐盟應關注中國對立陶宛所強加的經濟脅迫情形。外交部對此

表達誠摯感謝。 

這項決議案由捷克參議院外委會主席費雪（Pavel Fischer）

提案，並經委員會無異議通過，強調捷克政府在與歐盟商議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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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共同安全及防衛政策時，應考量中國及跨國企業投資者向立

陶宛施壓事例，呼籲歐盟執委會及歐盟理事會發揮職責與作用，

面對類似案件時應採取適當回應手段。決議案再次彰顯民主陣營

團結一致聲援立陶宛，共同抗拒不當政治壓力的重要性。 

捷克為我國理念相近的友好夥伴，雙方積極發展全面合作夥

伴關係。捷克新內閣月前所公布的施政綱領，明確提出加強與台

灣等理念相近夥伴雙邊關係的外交政策方針。捷克參議長韋德齊

（Miloš Vystrčil）、科技部長蘭瑟德洛娃（Helena langšádlová）等

捷克立法或行政部門官員均公開支持台灣的國際參與，也支持台

灣與立陶宛深化關係。 

外交部樂見民主夥伴持續以實際行動力挺立陶宛；我國將續

與捷克等理念相近夥伴深化合作，共同應處威權主義對國際民主

陣營構成的挑戰與威脅，維護國際貿易體系的自由與平等原則，

捍衛全球民主社會所堅守的核心共享價值。（E） 

第 013號                                                                               2022/01/24 

外交部長吳釗燮接受澳洲「戰略政策研究所」專訪，闡述台澳友

好關係，並感謝澳洲確保印太區域穩定相關作為 

外交部長吳釗燮應澳洲「戰略政策研究所」（ASPI）邀請，

接受該所網路廣播節目（podcast）「著眼全局」（The bigger 

picture）視訊專訪，由ASPI執行長Peter Jennings親自主持。吳部

長受訪時深入說明台灣外交政策優先目標、兩岸關係與區域安全

挑戰、台澳關係等議題，內容於1月23日上線，廣受好評。 

主持人詢問對澳洲與日本簽署「互惠准入協定」（Reciprocal 

Access Agreement，RAA）的看法，吳部長答覆，在中國進行擴

張威權主義之際，我方樂見澳日簽署RAA，以及透過「澳英美三

方安全夥伴」（AUKUS）強化理念相近國家在軍事安全領域的支

援與合作，共同捍衛自由與開放的印太區域。 

吳部長說明，突破中國對台灣的國際孤立攸關我國生存發

展；為台灣安全、經濟建立國際連結，以及彰顯台灣是國際社會

不可或缺的良善力量，是我國的外交優先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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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部長強調，中國近年持續對台灣提升軍演規模，單去年就

派遣近1,000架次軍機擾台，並不斷打壓我國外交空間；中方同時

經濟脅迫立陶宛，要求不得與台灣發展關係等。然而，台灣同時

也獲得澳洲、美國、日本及歐洲等理念相近國家的更多支持，民

主國家對台海和平穩定更加重視，凸顯中國的威迫獲得反效果，

而台灣的外交努力獲得肯定。吳部長指出，中國野心顯然不僅止

於台灣，例如澳洲日前舉行軍事演習時，中國不遠千里派遣偵察

船至澳洲沿岸蒐集情資，因此國際社會應對中國持續在全球各地

擴張影響力的意圖保持高度警覺。 

吳部長感謝澳洲政府高層近年對台灣的國際參與、加入「跨

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台海和平穩定表達支持與

重視；台澳也共同協調對太平洋島國的發展援助。我方期待台澳

關係可持續深化在各領域的友好合作。 

吳部長表示將努力確保台灣未來世代持續享有自我選擇的權

利，以及貢獻國際社會的能力。吳部長最後並與聽眾分享在公務

之餘對烹飪與吹奏長號（trombone）的心得。 

ASPI為澳洲外交曁區域安保議題重要智庫，具高度政策影響

力及代表性，節目主持人Peter Jennings執行長為國際知名安全戰

略專家，曾任澳洲國防部戰略次長、部長幕僚長等職，為我國重

要友人。（E） 

第 014號                                                                               2022/01/24 

我國以具體行動協助帛琉對抗疫情，並感謝新光醫院、秀傳醫

院、泰博科技及中華航空共同參與人道援助 

為協助太平洋友邦帛琉對抗武漢肺炎（COVID-19）疫情，

外交部即時援贈62,500片成人口罩、10,000片兒童口罩及500劑快

篩試劑等防疫物資。此外，新光醫院、秀傳醫院、泰博科技也派

遣醫療團隊及捐贈醫療物資。我方人員及捐贈物資已由華航班機

於1月22日下午順利運抵帛琉。 

捐贈儀式在帛琉機場停機坪舉行，由我國駐帛琉大使黎倩儀

與帛琉總統惠恕仁（Surangel S. Whipps, Jr.）共同主持；帛琉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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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部長Gaafar J. Uherbelau及國務部長Gustav Aitaro等帛琉官員，

以及新光醫院醫療團隊皆在場觀禮。 

惠恕仁總統感謝台灣在帛方上週提出防疫請援需求後，即快

速回應，再次顯示雙方堅實的邦誼與友好關係。惠恕仁總統並感

謝我國在醫療人力吃緊時，仍發揮人道精神接受帛琉轉診病患，

並重申對於我國政府與人民的誠摯感謝。 

黎大使表示，面對新一波Omicron疫情，我國將致力協助友

邦帛琉共同抗疫，期盼台帛雙方共同合作遏止疫情，早日恢復正

常生活及雙邊往來。 

本次援助帛琉任務，「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派遣感染科主

任黃建賢等4人醫療團隊趕赴帛琉，另捐贈1萬劑抗原快篩試劑、

200劑快速PCR試劑 、65台手指型血氧機、2,000片N95口罩等醫

療物資。「彰濱秀傳紀念醫院」贈送動靜脈穿刺針組。「泰博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捐贈帛琉1萬劑我國產抗原快篩試劑。「中華航

空」並減免部份人道物資空運費用。 

外交部對於新光醫院、秀傳醫院、泰博公司及華航共同支持

帛琉防疫工作的義舉，表達誠摯謝意。 

帛琉是我國重要的太平洋友邦，台帛雙方邦誼深厚堅實。外

交部及駐帛琉共和國大使館將持續密切關注帛琉疫情發展，並隨

時評估後續提供援助的必要性，與帛琉共同抗疫。（E） 

第 015號                                                                               2022/01/25 

外交部長吳釗燮應邀於波蘭奧許維茲國家博物紀念館捐助者牆啟

用典禮視訊致詞，重申對自由人權價值的捍衛與重視 

外交部長吳釗燮應波蘭奧許維茲國家博物紀念館

（Auschwitz-Birkenau State Museum and Memorial）邀請，於本

（1）月25日透過預錄影片方式在其國際教育中心捐助者牆的啟

用典禮上致詞，奧許維茲基金會董事長遲溫斯基（ Piotr 

Cywiński）、財務長許維特多霍夫斯基（Elwir Świętochowski）與

我國駐波蘭代表陳龍錦大使等人均出席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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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部長感謝奧許維茲基金會長期致力於保存二戰納粹集中營

遺址與史料，積極從事人權教育，同時也分享我國從威權體制走

向民主國家以來，對於維護人權及自由價值的堅持與努力，並且

強調歷史記憶不應輕易被抹去，呼籲世人共同努力以確保相同憾

事不再發生。 

吳部長表示，台灣與奧許維茲基金會合作虛擬實境計畫，結

合現代元宇宙概念科技及既有的珍貴史料，讓參觀者宛如身處歷

史場景並作深刻體驗，館藏資源將更加廣泛推廣運用，並讓往者

精神世代永存。吳部長對結合台灣科技的雙方合作成果深表肯

定，強調台灣將持續作為提倡自由民主及人權價值的良善力量，

與全球夥伴協力為國際社會的包容與和平努力。 

奧許維茲國家博物紀念館保存了世界現存規模最大及最完整

的二戰納粹集中營遺址，台灣是第一個與該博物紀念館合作的東

亞國家，也是第一個與其合作建置虛擬實境計畫的國家。（E） 

第 016號                                                                               2022/01/26 

春節前夕送溫情，外交部捐贈近百噸物資協助菲律賓災後重建 

菲律賓在去（110）年12月遭遇超級颱風雷伊（Rai）嚴重侵

襲，因此為協助菲國政府加速重建進度，賑濟當地災民，我國政

府積極籌措近100公噸賑濟物資，並於本（26）日下午在外交部

舉行捐贈典禮。儀式由外交部政務次長田中光主持，馬尼拉經濟

文化辦事處（Manila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MECO）主席

兼駐台代表費南德（Wilfredo B. Fernandez）代表接受。 

田政務次長對菲國災民表達誠摯問候，並指出台灣與菲律賓

的友誼是患難見真情。我國在獲知菲律賓災情後，立即援贈50萬

美元，並在1週內以C-130運輸機運送10公噸民生物資。這次再應

菲國政府請求，準備近100公噸建材及米糧，緊急安排海運馳

援，期盼菲律賓災民能體會台灣的關懷。 

費南德主席感謝台灣政府與人民的善行義舉，特別是外交部

在春節前夕短時間內援贈大批物資，菲國政府與人民銘感在心；

後續菲國政府將妥善分配物資，讓台灣的善心傳遞到菲國迫切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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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災民手上。 

根據菲方評估，雷伊風災造成基礎建設及農產損失將近6億

美元，另有137萬戶民房毀損，數百萬居民受到影響。雖然菲國

政府已動員大量人力物力，但因災情慘重、受災範圍過大，導致

風災發生1個月後，仍有缺水、缺糧情形。 

此次外交部在接獲菲方請援清單後，在最短的時間內協調經

濟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等單位，籌措包括建材（浪板、合板、

防水布、鐵絲、鐵釘）、工具（鐵鎚、鋸子）、白米、乾糧、瓶裝

水等將近100公噸；同時洽請我國海運及物流業者，透過公私協

力模式，共同完成此次援菲計畫。 

天災時人類的力量顯得微不足道，但是無私的互助精神，往

往是人類克服無情災禍的動力。透過此次援助菲律賓雷伊風災，

台灣再次落實我國「新南向政策」中「以人為本」的核心價值，

同時彰顯台灣是國際社會中的良善力量。期盼台菲雙方持續推動

防災、減災與救災的合作與交流，提升兩國應對極端氣候的韌

性。（E） 

第017號                                                               2022/01/27 

外交部誠摯感謝英國首相強生指出中國軍機擾台無助台海和平及

穩定 

英國首相強生（Boris Johnson）於1月26日在英國國會下議院

應詢時重申英國政府一貫立場，指出中國軍機擾台無助台海和平

及穩定，並強調兩岸和平且具建設性對話的必要性。外交部對於

英國首相、英國國會與行政部門對台海和平的支持與重視，表達

高度歡迎及誠摯感謝。 

針對中國侵擾我國防空識別區，軍機單日來犯數量最近再創

新高記錄，英國國會下議院保守黨議員巴特勒（Rob Butler）26

日質詢強生首相表示憂慮。強生首相應詢時明確指出，共機擾台

無助台海和平穩定，兩岸應進行和平且具建設性的對話。 

這是英國繼上（2021）年擔任G7輪值主席國期間三度強調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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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台海和平與穩定的重要性後，再次對中國軍機擾台表示關切。

除強生首相外，英國外相特拉斯（Liz Truss）、國防大臣華勒斯

（Ben Wallace）及英國秘密情報局局長摩爾（Richard Moore）等

官員，也均曾在媒體專訪、發表演講等許多場合，公開強調維護

台海和平及穩定的重要性。 

此外，上年美日、美韓、歐日領袖等峰會，日澳2+2、法澳

2+2等會談也重申重視台海安全的立場，凸顯維持台海的和平穩

定已經是美、日、英、法、歐盟等世界主要民主陣營領導階層的

主流共識。台灣不會因為中國派遣軍機擾台而放棄自由民主的生

活方式；中國威權持續脅迫台灣，只會讓世界各國更認清中國共

產黨窮兵黷武的本質。 

台英關係密切友好，英國支持台灣有意義參與國際組織，關

切台海安全局勢，並呼籲以和平方式解決兩岸分歧。台灣作為印

太地區負責任的成員，將持續秉持透明、高標準及共享價值等民

主原則，與包括英國的G7會員國及歐盟等理念相近國家及夥伴，

攜手強化全球民主聯盟的韌性與支持民主發展，共同維護印太地

區的和平、穩定、繁榮及永續發展。（E） 

第 018號                                                                               2022/01/28 

外交部長吳釗燮出席「印度共和紀念日」慶祝酒會 

外交部長吳釗燮於1月27日晚間應邀出席「印度台北協會」

（ITA）舉行的「印度共和紀念日酒會」，吳部長致詞時表示，對

印度有一份特殊情感，欣見近年台灣與印度關係穩健提升，台印

度去（2021）年雙邊貿易總額創下77億美元的新高，較2020年度

大幅增長64%。吳部長強調，台印度共享民主、人權及法治等普

世價值，兩國更為可相互信賴、理念相近的夥伴，雙方可合作打

造「民主供應鏈」（democratic supply chain），而台印度合作對抗

武漢肺炎（COVID-19）疫情，更凸顯患難與共的友情，相信在

兩國共同合作下，將可更有效維持區域的和平穩定與基於規則的

全球秩序。吳部長並感謝在台印度僑民團體的共同努力，增進印

度媒體與民眾對台灣的友情與支持，期盼雙方在各項領域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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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益緊密。 

「印度台北協會」戴國瀾（Gourangalal Das）會長表示，印

度以民主立國，能與亞洲另一個年輕活力的民主政體台灣分享印

度國慶的喜悅，實倍感榮幸，並盼藉此機會向諸多為印度無私奉

獻的台灣朋友表達誠摯感謝。縱使全球疫情尚未終結，人類卻因

互助而變得更為茁壯，台灣獨樹一幟的抗疫能力，不僅快速控制

疫情，更向世界各國伸出援手，印度也在疫情中發揮一己之力。

即使過去一年困難重重，台印度雙邊貿易額屢創新高，兩國在投

資、高科技及教育方面的合作穩健發展，未來將不餘遺力推動台

灣印度雙邊連結，發揮印太合作的最大潛力。 

印度為我國「新南向政策」的重要目標國，兩國更是印太區

域理念相近的合作夥伴，致力促進自由開放的印太區域。外交部

將持續深化與印度雙邊各項交流與合作，開創兩國更緊密友好的

夥伴關係。（E） 

第 019號                                                                               2022/01/28 

外交部長吳釗燮出席捷克智庫「歐洲價值安全政策中心」台北辦

事處開幕儀式，樂見民主國家在共享價值的基礎上增進合作交流 

外交部長吳釗燮本（1）月28日應邀出席捷克智庫「歐洲價

值安全政策中心」（European Values Center for Security Policy, 

EVC）台北辦事處正式成立茶會，並以貴賓身分在開幕式中致

詞。捷克經濟文化辦事處代表朗樂（Patrick Rumlar）、美國在台

協會台北辦事處（AIT/T）處長孫曉雅（Sandra Oudkirk）、國防

安全研究院執行長林成蔚及遠景基金會執行長賴怡忠等人也都出

席致賀，不僅見證EVC智庫台北辦事處的成立，也一致期盼未來

台歐就各項彼此關切的重大議題，透過智庫在台灣據點的設立，

共同探討，相互學習，深化雙方合作夥伴關係。 

吳部長致詞時表示，台灣自2019年首度參與EVC所舉辦的戰

略溝通高峰會（STRATCOM），個人於去（2021）年也曾應邀以

視訊方式出席高峰會，分享如何抵擋來自威權國家的假訊息攻

擊，加強民主韌性。本（2022）年該智庫順利在台灣設立辦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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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雙方合作進展顯著，彰顯理念相近國家積極透過各層面的交

流與互動，擴大國際民主連結，鞏固共享價值。 

吳部長提到EVC是捷克第一個，也是歐洲國家第二個來台灣

設立辦事處的智庫，長期關注境外勢力及民主國家反制機制等議

題，期盼未來能與我國學者加強合作，同時鼓勵全球學術機構及

研究單位來台灣落腳，體驗我國自由開放的學術環境與活力多元

的社會。 

EVC中心主任楊達（Jakub Janda）致詞時表示，台灣位處威

權主義威脅的前線，安全議題備受關注，在艱困挑戰的環境下培

養豐富經驗與知識，是他特別想與台灣加強合作的原因。 

捷克經濟文化辦事處代表朗樂則特別宣讀捷克外交部長利帕

夫斯基（Jan Lipavský）的賀函，表示台灣與捷克是理念相近的價

值夥伴，捷克故前總統哈維爾（Václav Havel）曾於2004年訪

台，雙方近兩年合作打擊疫情十分成功，累積可觀成果，期台捷

積極發展全面緊密夥伴關係。 

美國在台協會處長孫曉雅致詞時肯定台灣對印太區域和平穩

定的貢獻，樂見歐洲國家日益關注印太區域安全問題，EVC來台

灣設立辦事處，合作加強對威權體制脅迫及安全議題的交流、認

識與反制，有助區域和平與繁榮，並重申美台關係堅若磐石。 

EVC是於去年4月宣佈來台灣設立辦事處，中心主任揚達隨

即來台辦理相關籌備工作，經外交部及內政部協助，EVC台北辦

事處順利完成登記並在今天辦理開幕式，彰顯台捷雙邊關係在智

庫領域也看到深化的成果。（E） 

第 020號                                                                               2022/01/29 

外交部歡迎新加坡承認我國數位新冠病毒健康證明 

新加坡駐台北商務辦事處於本（111）年1月28日透過臉書專

頁公告，新加坡與台灣已經相互承認和接受雙方的數位新冠病毒

健康證明。外交部對於這項台星雙邊合作的進展表示歡迎，也感

謝新加坡政府對我國防疫成果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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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所發行的「數位新冠病毒健康證明」已經於上（110）

年12月21日加入「歐盟數位新冠證明」（EUDCC）系統，新加坡

也已經加入該系統中。此次新加坡宣布與我相互承認對方的數位

新冠病毒健康證明後，來自我國的合法旅客（不分國籍），持憑

我國政府核發、登載新加坡政府核准疫苗（WHO核准的緊急使

用清單）的接種數位證明，就可以快速入境星國，並且提升在星

國境內活動的便利性。這項措施不僅有助於兩國持續累積相關合

作經驗與互信，也有利於台星共同為疫後經貿復甦及人員往來預

作準備。 

目前從我國前往新加坡的旅客，只要入境時進行核酸檢測

（PCR），結果呈現陰性，就可以直接入境新加坡，不需隔離。

但是依據新加坡境內防疫措施規定，未完整接種疫苗者不得進入

購物商場及景點，也不能在小販中心或餐廳內用餐；因此，建議

有意前往新加坡的國人在出發前，務必先行瞭解星國相關規定，

以確保行程順利。（E） 

第 021號                                                                               2022/01/31 

我國捐贈索馬利蘭共和國15萬劑國產高端疫苗已順利運抵 

我國捐贈索馬利蘭共和國的15萬劑國產高端疫苗已於本

（1）月30日順利運抵索國首都哈爾格薩（Hargeisa），由索國衛

生部長Hassan Mohamed Ali Gafadhi及我國駐索馬利蘭代表處代表

羅震華共同在哈爾格薩國際機場舉行贈交儀式，羅代表向索國政

府與人民轉達來自台灣的溫暖與善意。 

自從109年初武漢肺炎（COVID-19）爆發以來，全球疫情至

今依然嚴峻。為共同因應疫情威脅，並以實際行動協助友好國家

防疫，在索馬利蘭政府正式核准我國產高端疫苗緊急使用授權

（EUA）後，我國政府也在上（110）年12月宣布援贈15萬劑高

端疫苗予索國，以協助防範疫情擴散，以具體行動體現民主自由

夥伴相互扶持，證明台灣與索馬利蘭是「患難見真情」的好朋

友。 

我國政府將在台索兩國對民主、自由的共享價值基礎上，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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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穩健強化雙方在各項領域的合作關係，共同為全球團結防疫及

捍衛普世價值，持續貢獻良善力量，讓「善的循環」溫暖茁壯。

（E） 

第 022號                                                                               2022/02/06  

愛沙尼亞國會友台小組成員米林議員不幸在救火行動中辭世，外

交部深感哀悼 

最近來台灣訪問的愛沙尼亞國會友台小組重要成員米林

（Madis Milling）議員本（2）月3日於一場火災救援行動中不幸

辭世，外交部深感惋惜，並已請駐處代表我國政府向家屬轉達誠

摯慰問及哀悼之意。 

米林議員為我國重要友人，長期堅定支持台灣，致力促進台

灣與愛沙尼亞間友好合作關係。去（2021）年11月底，米林議員

不畏中國威脅施壓，參與波羅的海三國國會跨黨派友台小組議員

團首度訪問台灣，力挺台灣與波海國家發展更深厚的夥伴關係，

期間並岀席「2021年開放國會論壇」，分享對抗威權惡鄰的經

驗。米林議員於晉見蔡英文總統、拜會行政院長蘇貞昌及立法院

長游錫堃時，均不斷重申對於自由民主等共享核心價值的堅定信

念，支持台灣國際參與以及深化台愛關係，並於外交部長吳釗燮

午宴時，感性分享幼時獲贈第一台「Made in Taiwan」玩具車

時，從此對台灣深感興趣，始終對台灣保有美好深刻印象。 

外交部對於米林議員不畏威權打壓，堅毅捍衛自由民主價

值，以及深化台愛兩國人民情誼的努力，表達衷心的敬佩與感

謝，更對此位誠摯友人的不幸驟逝深感遺憾，引人無限追思。

（E） 

第 024號                                                                               2022/02/08 

美國政府正式通知我國最新對台軍售 

外交部已正式接到美國政府通知，美方將對台出售總價值1

億美元的愛國者系統工程勤務。外交部對此表示高度歡迎，並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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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美國政府持續落實《台灣關係法》及「六項保證」對我國的安

全承諾。 

這是拜登政府任內第二度、也是本（2022）年首度宣布的對

台軍售，充分展現美國政府對台灣國防需求的高度重視，並延續

近年來對台軍售常態化的政策，協助我國即時獲取防衛所需裝

備，有效提升嚇阻能力。 

面對中國持續的軍事擴張和挑釁行為，我國將以堅實國防維

護國家安全，並持續深化台美緊密安全夥伴關係，以對印太區域

長遠的和平、穩定與繁榮作出貢獻。（E） 

第 025號                                                                               2022/02/08 

我國調整日本輸台食品管制措施 

我國政府秉持優先確保食品安全，依據科學證據、符合國際

規範之原則，擬對於日本福島等五縣市所有食品進口的管理方

式，由現行的全面禁止，調整變更為以下管制措施：針對五縣市

部份品項仍予禁止進口，但其餘食品則在出具輻射檢驗證明與產

地證明後可以進口；而對可以進口的福島等五縣市食品，我方將

採逐批邊境輻射檢驗的管制措施。 

日本2011年因地震與海嘯造成的福島核電廠事故至今已經十

年，截至去（2021）年為止，全球對日本相關食品仍有全面管制

措施的國家，僅剩下台灣與中國。部份管制國家包括歐盟、阿

聯、新加坡、美國等，都接連解除管制措施。近期經過台日雙方

多次溝通之後，針對日本食品輸入的管制措施，我方亦將進行調

整。 

依據國際標準調整日本食品輸入的管制措施，有助於我國取

得世界各國的信賴，也能展現出台灣人民走向世界的決心。政府

會讓國人安心地享用沒有健康疑慮的食品。台灣也有信心，爭取

迎向高標準的「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與國際

經貿體制。 

台日雙方將簽署食品安全合作備忘錄，未來將加強彼此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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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也將定期檢視食安管理與貿易項目，深化台日雙方食安各

方面的合作。（E） 

第 026號                                                                               2022/02/08 

外交部長吳釗燮與瓜地馬拉新任外交部長步卡羅通話，重申台瓜

兩國友好邦誼  

外交部長吳釗燮本（111）年2月8日與友邦瓜地馬拉新任外

長步卡羅（Mario Búcaro）通話，雙方就強化兩國邦誼及友好合

作、台灣國際參與等議題深入交換意見。 

吳部長祝賀步卡羅外長榮膺新職，表達將與步卡羅外長攜手

合作，共同致力深化台瓜雙邊關係。步卡羅外長指出，台瓜兩國

共享自由民主普世價值，是理念相近國家，肯定台瓜雙邊合作計

畫成果，對台灣提供瓜地馬拉的各項協助表達謝意，並盼繼續深

化各項合作，包括兩國外交部之間的交流。 

對於瓜地馬拉堅定支持台灣參與國際社會，吳部長也代表我

國政府及人民表達由衷感謝。步卡羅外長強調，願意在既有的良

好基礎上持續在國際社會為台灣發聲，讓世界瞭解台灣的貢獻及

其應有的地位。  

步卡羅外長通話時特別轉達賈邁岱（Alejandro Giammattei）

總統對蔡英文總統及台灣人民的問候，並邀請蔡總統及吳部長擇

機訪問瓜地馬拉。吳部長也誠摯歡迎瓜地馬拉賈邁岱總統及步卡

羅外長擇期訪台，深化兩國友好邦誼。（E） 

第 028號                                                                               2022/02/11 

英國國會下議院以「英國與台灣的友誼及合作」為主題進行政策

辯論並通過友我動議，外交部表達誠摯感謝 

英國國會下議院於本（2）月10日以「英國—台灣的友誼及

合作」（UK-Taiwan Friendship and Cooperation）進行政策辯論，

由「中國研究小組」共同主席柯恩詩（Alicia Kearns）及「台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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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會小組」共同主席史都華（Bob Stewart）共同發起，歷時將近

三個小時，約有二十位議員發言，涵蓋議題十分廣泛，發言內容

均十分積極正面，最後並以無異議方式通過動議，指出「（下議

院）注意到英國與台灣關係的重要性，要求（英國）政府繼續致

力強化雙邊貿易關係及深化安全合作，也要求（英國）政府支持

台灣獲得國際社會的承認」。外交部對於英國下議院相關參與議

員的鼎力支持及誠摯友誼，表達由衷感謝及敬意。 

辯論時多位議員呼籲，英國政府應強化台英經貿關係，期盼

台英簽署「自由貿易協定」（FTA），期許英國順利加入「跨太平

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後，也支持台灣成為會員。發

言議員對台灣參與包括世界衛生組織（WHO）、國際民航組織

（ICAO）及國際刑警組織（INTERPOL），均重申一貫堅定支持

的立場。此外，許多議員高度肯定台灣對促進印太區域和平及穩

定的重要性，呼籲英國政府強化雙方高層互訪，提請關注中國軍

事擾台，以網路攻擊及混合戰方式破壞國際秩序，英國應與美國

等民主國家聯合支持台灣的民主自由，尊重台灣人民自己選擇並

決定其未來前途的權利。議員讚揚立陶宛選擇與台灣發展關係，

以及奮力抵抗中國經濟脅迫的勇氣。另外，議員也樂見我國推動

國家雙語政策，將在教育領域強化雙方的交流合作。 

在場的英國外交部主管亞洲事務副部長米靈（Amanda 

Milling）回應時亦強調維護台海和平及穩定的重要性，重申英國

政府支持台灣有意義參與國際組織的一貫立場，並表示樂見台灣

發展國家雙語政策，期待雙方進一步深化經貿、科技、綠能及半

導體等各領域的合作。 

這次英國國會的友我行動，是繼下議院2017年就「英國與台

灣關係」（UK Relations with Taiwan）舉行辯論，支持兩國發展合

作關係後，再度於國會提案就強化台英關係進行政策辯論，更加

力挺台灣。目前台英關係密切友好，針對中國侵擾我國防空識別

區，英國政府高層近期曾多次公開強調維護台海和平及穩定的重

要性。「德不孤，必有鄰」，我國抗拒來自威權政府的恫嚇，堅持

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與我國理念相近國家也逐漸瞭解團結一致

對抗威權及經濟脅迫極為迫切重要。外交部深信，台灣與英國及

全球理念相近國家，在後疫情時代針對半導體產業、全球供應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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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組、強化民主韌性及對抗混合威脅，必定具有廣大合作空間。

我國政府將在台英友好關係的堅實基礎上，持續透過既有對話及

合作管道，與英國加強雙邊合作，尋求各種深化台英夥伴關係的

創新作為。（E） 

第 029號                                                                               2022/02/17 

外交部感謝歐洲議會接連通過兩項友台決議，關切台海和平並支

持深化與民主台灣的夥伴合作關係及國際參與 

歐洲議會本（2）月17日全會分別以474票贊成、113票反

對，以及369票贊成、197票反對的比數，順利通過歐盟「共同外

交暨安全政策」（Common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CFSP）及

「共同安全暨防禦政策」（Common Security and Defence Policy, 

CSDP）年度執行報告兩項決議案，其中均就中國對台灣升高軍

事部署及持續侵犯台灣防空識別區（ADIZ）的行徑表達嚴重關

切，呼籲中國停止威脅台海及印太地區的和平穩定。CFSP報告並

特別譴責中國對立陶宛及其他歐盟會員國的脅迫，樂見歐盟執委

會就中國施壓立陶宛向WTO提訴的決定，同時籲請歐盟及會員國

與民主台灣建立夥伴關係，深化台歐盟雙邊合作；包括迅速與台

灣啟動雙邊投資協定（BIA）的影響評估、公眾諮詢及範疇界定

等談判前置工作，並強力支持台灣以觀察員身分參與國際組織機

制及活動等明確挺台立場。 

歐洲議會於去（2021）年共計通過13項友我文字的相關決

議，其中以10月「台歐盟政治關係暨合作」報告及11月首次派遣

官方代表團訪台最具意義。本年歐洲議會開議後，立即通過這兩

項友我決議，以具體行動展現對台灣民主夥伴的支持與重視，外

交部表達誠摯歡迎與由衷感謝。 

該兩項決議案是歐洲議會就歐盟CFSP及CSDP年度執行報告

提出的整體政策建議，獲得跨黨團議員的廣泛支持。本（2022）

年歐洲議會關切台海安全情勢及中國對台軍事挑釁的強度明顯增

加，並首度在CFSP報告中納入支持台歐盟啟動BIA諮商相關內

容，同時嚴正關切中國對立陶宛的經濟脅迫，敦促歐盟及其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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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與理念相近夥伴合作，共同面對複合式威脅等。兩項決議內容

凸顯歐洲議會對中國日益獨斷，脅迫施壓他國的行徑深感擔憂與

警覺，並重視台灣在全球地緣政治及經貿供應鏈的關鍵地位。 

台歐盟是共享民主、自由、人權與法治等普世價值的友好夥

伴，台灣作為印太地區負責任的成員，將積極與歐盟、會員國及

區域內理念相近夥伴合作，維護台海及印太區域和平與穩定；我

方在既有密切友好基礎上持續與歐盟國家深化合作及強化民主韌

性。（E） 

第 030號                                                                               2022/02/17 

我國與韓國簽署「台韓國際駕照相互承認瞭解備忘錄」，提升台

韓人民行車便利 

在我國外交部、交通部與韓國外交部、行政安全部，以及我

國駐韓國代表處與韓國駐台北代表部的長期努力下，我國駐韓國

代表唐殿文大使與韓國駐台灣代表鄭炳元分別於本（111）年2月

14日及2月17日以異地方式完成簽署「台韓國際駕照相互承認瞭

解備忘錄」，備忘錄於兩國代表完簽後生效，未來國人赴韓國短

期商旅，將因這項互惠措施而更加便利。 

台灣與韓國近年在經貿及觀光方面交流成長可觀，兩國上

（110）年互為第5大貿易夥伴，在108年時武漢肺炎（Covid-19）

疫情尚未爆發，雙方互為第3大觀光客來源國，當年兩國互訪人

數合計超過245萬人次，台韓人民實質互動頻密。目前長期旅韓

的國人，已可持我國駕照免試申請換發韓國駕照，隨著「台韓國

際駕照相互承認瞭解備忘錄」生效，短期赴韓國旅遊、商務、探

親等國人，可持我國核發的有效國際駕照在韓國駕駛自用小客

車，將更便利後疫情時期赴韓國短期商旅的國人。 

 外交部未來仍將持續與國內相關部會密切合作推動便民措

施。有關免試換照的最新消息及相關資訊，均公布在外交部網站

首頁（http://www.mofa.gov.tw）的「全球免試申換駕照專區」，歡

迎民眾查詢利用。（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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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31號                                                                               2022/02/18 

「第45屆臺日經濟貿易會議」閉幕式在台北舉行 

臺灣日本關係協會與日本台灣交流協會已於本（18）日上午

以視訊方式，在台北大倉久和飯店舉行「第45屆臺日經濟貿易會

議」閉幕式，雙方分別由臺灣日本關係協會會長邱義仁、日本台

灣交流協會會長大橋光夫代表致詞。 

邱會長表示，針對日方關切的福島五縣食品議題，台灣已經

宣布將開放進口，大橋會長曾多次對我方申請「跨太平洋夥伴全

面進步協定」（CPTPP）入會案表達歡迎之意，台方盼日方接下

來在處理我方入會案時可扮演更積極的角色。我方深深關切今後

有關台日產業合作、貿易和投資發展以及CPTPP的進展等議題，

期待雙方能共同努力。 

大橋會長表示，樂見台灣開放福島五縣食品進口，並堅信台

日合作一定能夠成爲帶領世界經濟的大力引擎，並表示，日方願

意與台方召開第3屆臺日經濟夥伴委員會（EPC），鑒於例如在世

界貿易組織（WTO）、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等雙方都參加

之框架内的合作、台日間的個別產業合作以及台方關切的事項

等，針對雙方所關心的綜合性貿易及投資發展議題進行討論。大

橋會長表示對台方關切予以理解，願在考慮這些因素等基礎上，

今後就具體議題進行事務性協調。邱會長對此表示肯定，並籲儘

速重啟EPC及就彼此關切的經濟、貿易、投資及CPTPP 等事項進

行事務性協商。 

本屆會議台日雙方共舉行3次事務階層會議，就經濟貿易等

議題廣泛交換意見，以進一步強化經貿合作與夥伴關係。閉幕式

會後兩會會長並簽署「台日間關於強化青少年交流備忘錄」及

「台日有關海關分支單位合作備忘錄」2項協議。 

臺灣日本關係協會將繼續與日本台灣交流協會合作，進一步

擴大台日經貿等實質關係之互動與合作。（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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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32號                                                                               2022/02/18 

「第4屆台日第三國市場合作委員會」順利舉行 

由臺灣日本關係協會與公益財團法人日本台灣交流協會共同

舉辦的「第4屆台日第三國市場合作委員會」已於本（111）年2

月18日以視訊會議方式舉行。 

本次會議由臺灣日本關係協會邱義仁會長與公益財團法人日

本台灣交流協會大橋光夫會長分別擔任台日雙方團長，會中就台

日企業在第三國可能進行合作之市場及產業領域廣泛交換意見。 

本委員會由兩協會及經貿相關機關共同參與，於會中報告迄

今辦理情形，今後雙方將研議進一步在各領域加強合作。 

台日雙方均盼能加強資訊分享，並利用各自的優勢進行合

作，以建立有助於台日企業合作開拓第三地市場之環境，並將持

續致力強化台日間之經貿合作關係，希望未來能有更多的合作機

會。（E） 

第 033號                                                                               2022/02/18 

外交部感謝瑞典國會跨黨派國會議員在年度外交政策辯論中發言

支持台灣  

瑞典國會於本（2）月16日進行年度外交政策辯論，會中多

次提及台灣議題，多位跨黨派議員紛紛發言支持台灣，外交部對

此表達誠摯感謝。  

瑞典國會的年度外交政策辯論，除關切烏克蘭情勢，台灣議

題也獲多位跨黨派議員的熱烈討論。自由黨國會議員佛瑟爾

（Joar Forssell）質詢外交部長林德（Ann Linde），瑞典政府是否

譴責中國不斷派軍機擾台、威脅台海安全及影響台灣政治自由的

惡意挑釁，林德部長對中國不斷威脅台灣表示遺憾。另瑞典民主

黨議員威雪（Markus Wiechel）高度肯定台灣民主化，推崇台灣

在英國經濟學人智庫（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EIU）「2021年

民主指數報告」（Democracy Index）調查中全球排名第8，強調台

灣人民以自由民主的方式決定國家未來的權利應獲得尊重。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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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議員們也盼強化台瑞雙邊關係與交流，同時協助提升台灣地

位。  

瑞典是台灣理念相近夥伴，支持台灣參與國際事務。去

（2021）年3月時任瑞典總理羅文（Stefan Löfven）在國會公開強

調台灣應參與「世界衛生組織」（WHO）；此外，上年瑞典國會

友我動議及質詢次數高達35次。台瑞兩國在因應國際挑戰、強化

民主韌性及對抗複合式威脅均具高度共同信念，雙方交流合作在

既有友好基礎及堅強民意支持下，持續深化與廣化。（E） 

第 034號                                                                               2022/02/19 

外交部對台灣抗瘧之父連日清教授辭世表達至深的哀悼與追思 

「台灣抗瘧之父」連日清博士於本（2）月16日辭世，享耆

壽96歲，外交部對此表達誠摯哀悼！ 

連日清教授為國際級瘧疾研究學者，台灣在連教授及其團隊

努力下，於1965年11月獲世界衛生組織（WHO）宣佈成為全世

界第一個「瘧疾根除地區」，對我國國民健康，乃至於社會及經

濟的整體發展，均有正面且深遠的影響。連教授並曾以80歲高齡

前往我前邦交國聖多美普林西比，擔任抗瘧計畫主持人，儘管當

時聖國環境落後艱困，連教授仍全力推動根絕聖國瘧蚊的醫衛計

畫，協助聖國將瘧疾發生率自2003年的50%，大幅降至2012年的

4%，2015年發生率更降為1.01%，協助聖國脫離瘧疾威脅，迄今

仍獲聖國人民感念。WHO更於2013年公開肯定連教授在聖國執

行抗瘧計畫的成效，外交部前部長李大維特於 2016年頒贈「特種

外交獎章」，以表彰連教授致力推動公衛外交，協助台灣揚名國

際的卓越貢獻。 

連教授終身專注學術與投入外交濟世的表現與精神，啟發及

造就無數我國公衛領域後進人才，令人感佩。值此全球遭受武漢

肺炎（COVID-19）疫情肆虐，我國朝野積極參與國際社會防疫

抗疫之際 ，連教授獻身抗瘧留給國際社會及台灣的資產，意義至

為深遠。 

外交部對於連日清教授辭世表達至深的哀悼與不捨，並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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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教授對協助改善國內外醫衛環境無私的付出。「哲人日已遠，

典型在夙昔」，連教授誠為我國醫衛研究及援外工作者的典範，

足堪吾人效法及寄予無限的追思。（E） 

第 036號                                                                               2022/02/23 

外交部長吳釗燮接受美國「馬侃研究所」傑出研究員、前美國防

部長艾斯培視訊專訪，暢談民主國家合作遏制威權主義侵害的必

要性  

外交部長吳釗燮於 2月 22日接受馬侃研究所（McCain 

Institute）傑出研究員、前美國防部長艾斯培（Mark Esper）視訊

專訪，強調威權主義正在全球擴張，危害有目共睹，台灣會與美

國及民主理念相近國家深化合作，確保民主台灣取得最終勝利。  

吳部長指出，台灣位處威權主義威脅的最前線，幾乎每日面

對中國以軍機擾台等各種「灰色地帶」手段壓迫，我國政府與人

民深刻瞭解保衛國土與民主制度的自身責任，對全球民主陣營的

意義重大，台灣會持續發展不對稱戰力，並提升自我防衛能力。 

此外，台灣身為美國可靠的夥伴及世界的良善力量，也將持續加

深與美國的緊密夥伴關係，並對維護民主自由做出貢獻。 

吳部長進一步表示，美國及許多國家的「一中政策」，與中

國所謂「一中原則」的內涵不同，許多理念相近國家也瞭解民主

台灣與威權中國互不隸屬的事實，並在此基礎上與台灣進行交流

與合作。但中國刻意錯誤引用1971年聯合國大會第2758號決議，

將台灣排除在世界衛生組織（WHO）等聯合國體系之外，已成

為台灣參與國際組織的最大阻礙。美國政府官員近日公開表達不

認同中國誤用聯大第2758號決議，我方期盼美國及理念相近國家

繼續協助台灣擴大國際參與，並做出貢獻。  

對於台灣爭取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

（CPTPP），吳部長強調，我國積極推動參與區域經濟整合，符

合CPTPP的高標準，期盼CPTPP成員國正面考慮我方入會案。另

台美若洽簽「自由貿易協定」（FTA），將有助於增加美國國內就

業機會，拓展美國在印太地區經貿戰略佈局，值得台美雙方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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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美國智庫「馬侃研究所」是由已故聯邦參議員馬侃（John 

McCain）創辦，透過舉辦高層對話或論壇，強化民主聯盟的連結

及捍衛自由人權。吳部長的專訪影片已於台北時間2月23日午夜

12時至12時55分播出，可在馬侃研究所的YouTube頻道觀看

（https://youtu.be/Ei6QdNb2jqM）。（E） 

第 037號                                                                               2022/02/24 

配合指揮中心放寬非本國籍商務人士入境措施，外交部調整外籍

商務人士來台規範 

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宣布，自本（2022）年3月7日起

放寬非本國籍商務人士來台灣從事商務考察、投資、履約及應聘

等商務活動，外交部相應調整外籍商務人士申請來台規範。 

外籍商務人士得備妥相關應備文件（相關資訊詳參外交部領

事事務局全球資訊網https://www.boca.gov.tw/「簽證」）向駐外館

處申請特別入境許可（簽證）。前獲發商務活動事由特別入境許

可（簽證）於2021年5月19日至2021年8月18日效期屆滿者，得重

新檢具應備文件向原核發館處申請換發相同事由及類型簽證，無

須再次繳交規費。免簽證、落地簽證及電子簽證仍均暫緩適用。 

另外外籍商務人士如果持有亞太經濟合作商務旅行卡

（ABTC）者，得於備妥相關商務證明、經國境查驗無虞後入

境。 

以上規範將視疫情變化隨時調整公告。（E） 

No. 037                                                     Feburary 24, 2022 

MOFA relaxes regulations for foreign business travelers entering 

Taiwan beginning March 7, 2022, in line with CECC directives 

The Central Epidemic Command Center (CECC) announced on 

February 24 that starting on March 7, 2022, Taiwan will allow fore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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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travelers to enter Taiwan for the purposes of business visits, 

investment, the fulfillment of contractual obligations, and employment.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MOFA) will adjust entry regulations 

for foreign business travelers accordingly. 

Foreign business travelers must prepare related documentation before 

applying for a special entry permit (visa) at an R.O.C. overseas 

mission (relevant information can be found at 

https://www.boca.gov.tw/np-137-2.html). Individuals previously 

issued with special entry permits (visas) for business purposes with 

expiry dates between May 19 and August 18, 2021, may apply, free of 

charge, for a new visa of the same purpose and type at the R.O.C. 

overseas mission that issued the original by providing related 

documentation. Visa-exempt entry, visa on arrival, and e-visa services 

remain suspended. 

Foreign business travelers holding a valid APEC Business Travel Card 

may enter Taiwan after the border control authority reviews proof or 

documentations of business activities in Taiwan. 

These regulations are subject to change and may be adjusted based on 

pandemic developments. (E) 

第 038號                                                                               2022/02/25 

中華民國台灣政府嚴厲譴責俄羅斯違反《聯合國憲章》入侵烏克

蘭，並加入國際社會對俄國的經濟制裁 

中華民國台灣政府嚴厲譴責俄羅斯違反《聯合國憲章》發動

戰爭，以武力入侵烏克蘭並強佔烏國領土，此舉不僅破壞區域及

全球和平與穩定，也是對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以及維護保

障各國主權與領土完整的國際法體系，構成最為嚴峻的威脅及挑

戰。 

中華民國台灣作為國際社會民主陣營的成員，堅定捍衛民主

自由及法治人權的普世核心價值，對俄羅斯不以外交協商的和平

方式解決爭議，卻選擇以強凌弱的武力威嚇手段，至表遺憾。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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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促俄方停止對烏克蘭的軍事侵略，以及儘速恢復各方的和平對

話，中華民國台灣政府宣布將參與國際社會對俄羅斯的經濟制

裁。 

中華民國台灣政府重申並再度呼籲尊重烏克蘭主權獨立及領

土完整，反對以武力或脅迫方式片面改變現狀，支持各方在國際

法架構下，透過和平、理性的對話與協商解決歧見。我國將持續

與美國及其他理念相近國家緊密協調，採取適當的因應作為，協

助烏克蘭早日遠離戰禍，恢復區域及全球的和平與穩定。（E） 

No. 038                                                                       February 25, 2022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government strongly condemns 

Russia’s invasion of Ukraine in violation of the UN Charter, joins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anctions against Russia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strongly 

condemns Russia’s decision to start a war in violation of the UN 

Charter by invading Ukraine and occupying Ukrainian territory by 

force. This action has jeopardized regional and global peace and 

stability. It also poses the most serious threat and challenge to the 

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system of international laws that 

maintain and protect the sovereignty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of all 

countries. 

As a member of the global democratic alliance,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staunchly defends the core universal values of freedom, 

democracy, the rule of law, and human rights. The government deeply 

regrets that Russia, instead of resolving disputes through peaceful 

diplomatic negotiations, has chosen to use force and intimidation in 

bullying others. In order to compel Russia to halt its military 

aggression against Ukraine, and to restart peaceful dialogue among all 

parties concerned as soon as possible,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announces it will jo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anctions against Rus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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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once again calls 

for Ukraine’s sovereignty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to be respected. 

Taiwan opposes any unilateral change to the status quo by force or 

coercion, and supports peaceful, rational dialogue and negotiation 

among related countries under the framework of international law to 

resolve differences. Taiwan will continue to coordinate closely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like-minded countries to adopt appropriate 

measures in order to free Ukraine from the horrors of war, as well as 

restore, at the earliest time, peace and stability to the region and the 

world. (E) 

第 039號                                                                               2022/02/26 

我國18位僑民已經順利撤離烏克蘭，平安抵達波蘭 

俄羅斯本（2）月24日大舉出兵烏克蘭引發戰亂，外交部隨

即啟動烏克蘭撤僑緊急應變計畫，由我國駐俄羅斯代表處立即於

台北時間24日晚上10時安排專車，協助滯留在首都基輔的其中13

名國人啟程前往烏克蘭西部地區，並在途中另外接運5名國人同

行。 

自基輔前往烏克蘭西部地區的公路因大規模逃難潮而嚴重壅

塞，我國撤僑專車歷經約46小時，在駐俄國代表處、外貿協會基

輔台灣貿易中心及駐波蘭代表處的共同努力下，於台北時間本

（26）日晚間8時多通過烏、波邊境檢查站，平安順利入境波

蘭。駐波蘭代表處安排撤僑專車繼續前往波蘭東部大城盧布林市

（Lublin）稍事休息；之後將由國人自行決定返國或前往其他安

全地區。 

外交部自本月12日迄今已10度發布聲明呼籲國人避免前往烏

克蘭，並強烈建議在烏國境內的國人儘速離境。除此之外，我駐

俄國代表處也與外貿協會基輔台灣貿易中心合作，密切聯繫旅居

烏克蘭的國人，除成立群組以外，另也多次個別電話聯絡僑胞，

提供最新訊息及安全建議，並懇勸國人在戰事爆發前儘速離境。 

駐俄國代表處透過社交媒體的群組，持續聯繫關心仍滯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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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輔及烏克蘭其他地區共19位國人，積極勸說並建議儘早動身遠

離軍事衝突地區。目前已掌握國人的動態如下：其中13人已搭乘

火車或將以陸路方式自行前往烏克蘭西部的利維夫市（Lviv）及

離境；2名在烏克蘭東部的留學生預計於明（27）日離開當地；

另還有2人在基輔、2人在烏克蘭南部，駐俄國代表處及留守在利

維夫市的台灣貿易中心人員，均與他們保持聯繫，並在尊重國人

自主的決定及需求下，隨時協助撤離並提供必要的資訊。 

另外，針對僑胞旅行文件證明需求，外交部已開放駐波蘭代

表處也可提供服務。本次撤僑專車行動除駐俄羅斯、波蘭兩處人

員不眠不休投入工作外，也感謝波蘭政府、基輔台灣貿易中心及

旅居烏國熱心僑胞共同協處完成。外交部再次向國人疾呼，避免

前往烏克蘭，所有仍在烏境的國人應在注意自身安全前提下儘速

離境、或至少先前往西烏地區避險，以免遭受戰火波及；倘還有

未與我駐處聯繫的在烏國人，請立即主動撥打緊急電話+7-969-

008-6111與駐俄羅斯代表處聯繫；另擬前往或已在西烏地區利維

夫市的國人則請撥打+380-44-537-0982與基輔台灣貿易中心聯

絡。（E） 

第 040號                                                                               2022/02/27 

外交部安排搭乘烏克蘭撤僑專車的18名國人轉往波蘭東部盧布林

市及首都華沙市，協助4名國人平安撤往斯洛伐克 

外交部安排旅居烏克蘭18名國人搭乘撤僑專車於台北時間2

月26日晚間8點多順利入境波蘭後，前往波蘭東部城市盧布林市

（Lublin）稍事休息，我國駐波蘭代表處大使陳龍錦與同仁前往

接待照料，陳大使在當地餐廳以台式餐點款宴僑胞，並代表政府

表達關懷與慰問，在國人用完餐點休息、梳洗後，協助國人繼續

搭乘專車前往首都華沙，之後由國人自行安排返國或前往其他安

全地區。 

另外有4名旅居烏克蘭的國人在外貿協會駐基輔台灣貿易中

心主任、駐斯洛伐克代表處人員及斯洛伐克政府的共同協助下，

於台北時間2月27日上午順利抵達斯洛伐克避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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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自2月12日迄今已11度發布聲明呼籲國人避免前往烏

克蘭，並強烈建議在烏國境內的國人儘速離境。我國駐俄國代表

處、基輔台灣貿易中心及鄰近烏克蘭的駐外館處均緊密合作，持

續聯繫旅居烏克蘭的國人，提供最新訊息及安全建議，確保國人

安全。 

依據駐俄國代表處回報國人在烏克蘭最新的動態，減計已抵

達波蘭及前往斯洛伐克避難的國人，目前仍有14名國人滯留烏克

蘭境內：包含基輔7人（新增的國人是日前緊急聯繫駐處尋求協

助者）；2人在烏克蘭南部，仍無離境規畫；在烏克蘭東部則有3

位，經評估當地情勢後決定先暫留原處，以維護安全；另有一對

母子，隨陸籍夫婿暫時避居烏克蘭西部地區的利維夫市

（Lviv）。駐俄國代表處及台貿中心人員均與他們保持聯繫，隨

時提供必要的資訊及離境協助。 

外交部再次向國人疾呼，避免前往烏克蘭，所有仍在烏克蘭

境內的國人應在注意自身安全前提下儘速離境、或至少先前往烏

克蘭西部地區避險，以免遭受戰火波及；倘還有未與我駐處聯繫

的在烏國人，請立即主動撥打緊急電話+7-969-008-6111與駐俄羅

斯代表處聯繫；另擬前往或已在利維夫市的國人則請撥打+380-

44-537-0982與基輔台灣貿易中心聯絡。（E） 

第 041號                                                                               2022/03/01 

我國政府啟運對烏克蘭人道援贈醫療物資 

我國政府於本（111）年2月28日晚間進行對烏克蘭的人道援

贈醫療物資啟運儀式；本捐贈案由行政院協調衛福部、外交部及

財政部關務署共同努力完成。該批醫療物資包括藥品及醫療器材

共約27噸，委由華航於28日晚間11時50分自桃園國際機場啟飛運

往德國法蘭克福，隨後將經由適當路線與管道轉交烏方運用。 

俄羅斯於2月24日對烏克蘭展開軍事入侵行動，戰事至今已

造成超過30萬烏克蘭難民逃離國境。聯合國預估有700萬烏克蘭

人民流離失所；如果戰事延續，將有1,800萬人需要人道援助。中

華民國台灣作為國際社會民主陣營的成員，樂願發揮「台灣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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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忙」（Taiwan Can Help）的精神，我國基於人道主義考量，及

時提供烏克蘭所亟需的醫療救援物資。（E） 

No. 041                                                                             March 1, 2022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government sends humanitarian 

shipment of medical supplies to Ukraine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held a ceremony 

to mark a humanitarian shipment of 27 tons of medical supplies to 

Ukraine on the evening of February 28. The donation was coordinated 

by the Executive Yuan and jointly conducted by the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he Ministry of 

Finance’s Customs Administration. Departing from Taiwan Taoyuan 

International Airport at 23:50 on February 28 on a China Airlines 

flight to Frankfurt, Germany, the shipment of medicine and medical 

devices will subsequently be delivered to Ukraine via appropriate 

routes and channels. 

The Russian invasion of Ukraine that began on February 24 has forced 

more than 300,000 Ukrainians to flee the country. By United Nations 

estimates, seven million Ukrainians have been displaced, and 18 

million will need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should the military conflict 

continue. As a member of the international democratic community,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is glad to be providing timely emergency 

medical supplies to Ukraine on the basis of humanitarian 

considerations and in the spirit that Taiwan can help. (E) 

第 042號                                                                               2022/03/01 

「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海外活動首次在印度舉辦「數位醫療協

作」國際工作坊 

為強化印度數位醫療管理制度與專業訓練，尋求台灣、美國

與印度三方合作契機，我國駐印度代表處、美國駐印度大使館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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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醫療非政府組織（NGO）「醫療之聲」（Voice of Healthcare）

於本（111）年2月25日在印度首都德里以實體及線上混合方式共

同舉辦「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GCTF）「數位醫療協作」

（Collaboration on Digital Healthcare）國際工作坊。這是GCTF首

次在南亞地區舉辦海外活動，也是首次為印度量身打造的國際工

作坊。 

本次活動由我國駐印度代表葛葆萱大使、美國駐印度大使館

代辦Patricia A. Lacina、印度政府醫學研究委員會（ICMR）國際

醫療局長Dr. Mukesh Kumar分別在現場及線上共同主持開幕儀

式，印度傳統醫藥部國務部長Dr. Munjapara Mahendrabhai以預錄

方式致詞。 

葛代表致詞時分享台灣全民健保制度及運用大數據與科技對

抗武漢肺炎（COVID-19）疫情的績效，期許國際合作探索印度

發展數位醫療新契機。美國Lacina代辦致詞時，稱讚台灣完善醫

療體系及捐贈大量關鍵防疫物資參與全球夥伴合作抗疫，樂見台

灣貢獻專業深化區域醫療夥伴關係。印度醫學研究委員會國際醫

療局長Mukesh Kumar以視訊致詞，肯定台灣參與美國及印度合作

潛力。印度傳統醫藥部國務部長Munjapara Mahendrabhai也以錄

影致詞感謝工作坊所提供的新思維與機會，期待印度、美國、台

灣三方共同透過機會之窗攜手合作。 

本次工作坊分兩場次探討數位醫療體制及醫療器材產業的合

作契機，我方由台北榮民總醫院副院長李偉強、長庚醫院腎臟科

暨腎臟研究中心主任田亞中、中原大學教授張雍以視訊連線與

談；印度現場則有印度衛生部、電子資通訊部、國發會、印度醫

業界、醫材產業界、美國及理念相近國家駐印度大使館官員計40

餘人出席實體活動；另有台美衛生專家，以及印度與南亞地區國

家的醫業界人士約250人線上與會，交流氣氛熱絡、成果豐碩。

（E） 

第 044號                                                                               2022/03/02 

外交部透過財團法人賑災基金會成立賑濟烏克蘭專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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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為結合政府及民間力量協助烏克蘭難民，因此透過財

團法人賑災基金會成立賑濟烏克蘭專戶，並依據公益勸募許可辦

法規定，於本（3）月2日完成遞件申請，經衛生福利部同日審核

通過。該專戶自即日（3月2日）起接受ATM 、銀行轉帳，自明

天（3月3日）起可接受線上刷卡匯款，為期1個月，歡迎國人發

揮人飢己飢、人溺己溺的精神踴躍捐款。外交部並已責成駐波蘭

代表處與波蘭政府及其指定的非政府組織切取連繫，將台灣人民

的溫暖愛心捐款儘速送達，以提供烏克蘭難民最及時的幫助。 

賑災基金會的烏克蘭專戶資訊如下： 

戶名：財團法人賑災基金會 

銀行名稱：土地銀行 長春分行 

銀行帳號：102-005-124-619 

線上刷卡：[https://wabay.tw/projects/twuk] 

捐款專線： 

賑災基金會－（02）8912-7779（3/3 中午12:30開通） 

土地銀行－（02）2523-1063 

自2月24日俄羅斯以武力入侵烏克蘭以來，舉世震驚，外交

部除已代表我國政府發表嚴正聲明譴責俄羅斯，與國際民主社會

同步加入共同經濟制裁行動外，為善盡台灣作為國際民主社會負

責任成員的義務，秉持「台灣可以幫忙」（Taiwan  Can  Help）一

貫立場，對於可能高達上百萬被迫逃離家園的烏克蘭難民展現人

道關懷精神。我國政府已於2月28日深夜立即啟運一批27噸醫療

物資送往歐洲。（E） 

No. 044                                                                             March 2, 2022 

MOFA establishes special account through Relieve Disaster 

Foundation to facilitate donations by the public for Ukrainian 

refugees 

Combining public and private efforts,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MOFA) has established a special account through the Relieve 

Disaster Foundation to assist Ukrainian refugees. The application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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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 up the account was submit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ermission 

Regulations for the Charity Donations Destined For Social Welfare 

Funds Implementation Regulations on March 2 and was approved the 

same day by the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As of March 2, 

donations to the account may be made by ATM or bank transfer, and 

beginning March 3, online credit card transactions will be accepted. 

The account will remain active for a month, and in the spirit of 

lending a helping hand to those in need, members of the public are 

welcome to donate. MOFA has already instructed its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Poland to maintain close contact with the Polish government 

and designate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so as to deliver the 

goodwill and donations of the Taiwan people to Ukrainian refugees as 

quickly as possible.  

Detailed information on the Relieve Disaster Foundation special 

account for Ukrainian refugees is listed below.   

Account name: 財團法人賑災基金會 (Relieve Disaster Foundation) 

Bank name: 土地銀行 長春分行 (Land Bank Changchuen Branch) 

Account number: 102-005-124-619 

Credit card donations: https://wabay.tw/projects/twuk 

Donation hotline: 

Relieve Disaster Foundation: (02) 8912-7779 (active from 12 p.m. on 

March 3) 

Land Bank: (02) 2523-1063 

The Russian invasion of Ukraine on February 24 shocked the world. 

On behalf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government, MOFA 

promptly issued a solemn statement condemning Russia and joining 

the international democratic community in imposing economic 

sanctions. To fulfill its duty as a responsible member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in the spirit of Taiwan can help, Taiwan 

is further extending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to the more than one 

million Ukrainians who may be forced to flee their homeland. On 

February 28, the Taiwan government also sent an urgent shipment of 

27 tons of medical supplies to Europe.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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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45號                                                                               2022/03/02 

「台美教育倡議」舉辦第二次高層對話，台美雙方承諾持續深化

華語文教學合作  

「台美教育倡議」第二次高層對話於本（111）年3月1日晚

間在外交部與美方進行視訊會議。美國國務院亞太助卿康達

（Daniel Kritenbrink）、教育部幕僚長倪克思（Sheila Nix）及美國

在台協會（AIT）等資深官員代表美方主談；我方由國家安全會

議副秘書長徐斯儉偕外交部政務次長曾厚仁、教育部政務次長劉

孟奇、僑委會副委員長呂元榮、駐美國代表處同仁等共同盤點過

去一年多來雙方在「台美教育倡議」下，推展華語文及英語教學

合作的成果，並重申台美將持續深化教育交流，啟動研商中長期

合作計畫，展現理念相近的民主陣營團結一心，營造自由、透

明、開放的語言學習環境。  

台美於109年12月簽署「台美國際教育合作瞭解備忘錄」，啟

動「台美教育倡議」，並舉辦第一次高層對話。過去一年多來已

舉行5次工作小組會議，推動多項語言教育合作計畫，為台美教

育合作注入豐沛動能。  

儘管武漢肺炎（COVID-19）疫情肆虐全球並影響國際旅

行，台美教育合作仍持續推動不輟，緊密交流；包括增加美國國

務院官方獎學金名額，讓更多美國青年菁英來台學習華語，雙方

也共同注資擴大美國「傅爾布萊特計畫」（ the Fulbright 

Program）在台規模，使台灣成為「傅爾布萊特計畫」全球最大

的合作夥伴，每年接待超過200名美國學人或學生來台研習或交

流。此外，逐步開展的台美校際華語文合作，以及在美國設立的

「台灣華語文學習中心」，也為台美華語文教學合作紮根。 

本次高層對話再次展現台美就教育合作的堅定承諾，外交部

將持續與美方及相關部會攜手，透過教育合作，深化台美夥伴關

係，全力維護自由民主多元的共享價值。（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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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47號                                                                               2022/03/04 

外交部安排第三輛烏克蘭撤僑專車已順利入境波蘭，撤僑任務告

一段落 

由外交部安排的第三輛撤僑專車，已於台北時間3月3日晚間

近7時順利自烏克蘭西邊撤離8名國人及其家人，共計21人順利進

入波蘭國境。 

本次撤僑專車共載運21人，除8名國人外，還有國人外籍配

偶等13位人士。外交部基於人道救難考量，一視同仁，全數載運

至波蘭，並請駐波蘭代表處及外貿協會基輔台貿中心派員前往烏

波邊境接應照料。外交部後續也將秉持相同原則，尊重國人的意

願及依據其需求，提供返國或前往其他國家的必要協助。 

俄羅斯與烏克蘭戰事爆發後，外交部立即訓令駐俄羅斯代表

處、駐波蘭代表處、駐斯洛伐克代表處共同合作，並在外貿協會

基輔台貿中心的協助下，由我國政府三度安排專車撤離僑胞與國

人。搭乘撤僑專車或經駐處懇勸自行撤境的國人，總計已達55

位；目前除有1位住在烏國南部的國人無意願離開外，我國旅居

在烏克蘭的僑胞已全數安全撤離。 

外交部感謝波蘭及斯洛伐克兩國政府給予我國國人入境避難

的便利與協助；同時肯定貿協駐基輔台貿中心、旅居烏克蘭的熱

心僑胞及我國相關駐外館處人員的辛勞及協力合作，積極聯繫及

安排國人離境，確保旅烏國人的人身安全。目前在烏克蘭的撤僑

工作已告一段落，後續我國將繼續與國際社會合作，共同推動烏

克蘭的人道援助計畫，協助烏國人民早日重建家園。 

外交部再次提醒國人目前烏國境戰事仍持續中，呼籲避免前

往烏克蘭，同時強烈建議滯留在烏克蘭境內的國人儘速離境，前

往安全地區。如果國人遇有緊急危難事宜，請立即主動撥打駐俄

羅斯代表處緊急電話+7-969-008-6111；或撥打基輔台貿中心電

話：+380-44-537-098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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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047                                                                             March 4, 2022 

Third bus carrying R.O.C. (Taiwan) nationals from Ukraine 

safely arrives in Poland, completing MOFA’s initial evacuation 

effort 

A third bus arranged by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MOFA)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carrying 21 people—including eight 

nationals and their family members—arrived safely in Poland from 

western Ukraine on March 3 at approximately 19:00 (Taipei time). 

Of the 21 passengers on the bus, eight were R.O.C. (Taiwan) nationals 

and 13 were their foreign spouses and other individuals. Based on 

humanitarian grounds, MOFA accorded equal treatment to all 

evacuees, transporting them to Poland, where they were met at the 

Ukraine-Poland border and attended to by personnel from Taiwan’s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Poland and the Taiwan Trade Center in Kyiv. 

Following the same principles, MOFA will provide necessary 

assistance for the nationals to return to Taiwan or proceed to another 

country, according to their wishes. 

Immediately following the outbreak of armed conflict between Russia 

and Ukraine, MOFA instructed its Representative Offices in Russia, 

Poland, and Slovakia to coordinate and, with the assistance of the 

Taiwan Trade Center in Kyiv, arrange for three buses to evacuate 

expatriates and nationals from Ukraine on behalf of the government. 

Assistance was given to a total of 55 expatriates and nationals to leave 

Ukraine, either on evacuation buses or independently. Apart from one 

national in southern Ukraine who does not wish to leave, all other 

expatriates have been safely evacuated. 

MOFA thanks the governments of Poland and Slovakia for their 

cooperation and assistance in granting entry and refuge to R.O.C. 

(Taiwan) nationals. It also recognizes the collective hard work of the 

Taiwan Trade Center in Kyiv, generous Taiwanese expatriates in 

Ukraine, and staff of related Representative Offices in coordinating 

the departure of nationals from Ukraine and ensuring their pers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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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fety. With the completion of the initial evacuation effort, Taiwan 

will continue to work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promote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programs in Ukraine and support recovery 

efforts by the Ukrainian people. 

MOFA again reminds nationals that armed conflict in Ukraine is 

continuing and urges them not to travel to the country. It also strongly 

advises nationals still in Ukraine to leave the country for safety as 

soon as possible. Nationals in urgent need of assistance should 

immediately call the emergency hotline of the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Russia at +7-969-008-6111 or the Taiwan Trade Center in Kyiv at 

+380-44-537-0982. (E) 

第 048號                                                                               2022/03/04 

外交部感謝英國國會上議院前議長德蘇莎女爵領銜以「支持台灣

民主」為主題進行質詢 

英國國會上議院前議長德蘇莎女爵（Baroness D'Souza）於本

（3）月3日領銜以「支持台灣民主」為主題進行質詢；在場內英

國外交部主管中南亞、北非暨聯合國事務副部長葉恂米勛爵

（Lord Ahmad of Wimbledon）代表英國政府回應重申對台灣的支

持；外交部表達誠摯歡迎與感謝。 

德蘇莎女爵以「支持台灣民主」（Support Democracy in 

Taiwan）為主題領銜進行質詢，歷時約一個小時，共計12位英國

上議院議員發言，涵蓋議題廣泛並且積極正面。德蘇莎女爵指

出，過去15個月中國軍機犯台次數成長達150%，包括英國首相、

外長及G7領袖公報均強調台灣及印太區域和平與穩定的重要性；

近來烏克蘭情勢發展顯示，鼓勵性言詞已經無法嚇阻侵略行徑，

因此呼籲英國政府對於正面臨威權體制政權威脅的國家，給予強

力且明確的承諾。 

其他上議員也就中國對台威脅、烏俄情勢及安全議題、台灣

的國際參與及台英經貿關係等發言，敦促英國政府進一步支持台

灣，呼籲支持台灣參與世界衛生組織（WHO）及加入「跨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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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議員們強調，中國與俄羅斯操

作假訊息結盟，英國應該全力支持台灣及烏克蘭，並欣見台灣已

加入制裁俄羅斯的行列，台英雙方在許多領域有合作空間。 

英國外交部主管中南亞、北非暨聯合國事務副部長葉恂米勛

爵答覆時表示，英國對台灣長期立場維持不變，樂見雙方保持強

健且蓬勃的關係。兩岸維持和平及穩定並非只符合英國利益，也

是全球關注的議題；英方將持續與國際夥伴合作，勸阻可能破壞

現狀的任何行動。英國將持續與民主、經濟強健的台灣夥伴交

往，持續積極協助台灣有意義參與國際組織。 

這次英國國會上議院的友我行動，是繼下議院上（2）月10

日以「英國—台灣的友誼及合作」（UK-Taiwan Friendship and 

Cooperation）進行政策辯論並通過動議後，再度於國會場域就支

持台灣民主、兩岸和平與穩定及發展台英關係一致力挺台灣。 

台英關係密切友好，針對中國侵擾我國防空識別區，英國政

府高層近期曾多次公開強調維護台海和平及穩定的重要性。烏克

蘭政府及人民勇敢堅毅對抗俄羅斯武力侵略令人動容，外交部深

信，台灣不畏威權恫嚇，堅持民主自由體制的努力作為，全球理

念相近國家已深刻瞭解團結一致對抗威權及侵略的重要性。在威

權主義在全球擴張的時刻，台灣與英國等理念相近夥伴攜手強化

民主韌性及對抗混合式威脅；我國政府將在現有堅實基礎上，持

續透過各類對話及溝通管道，加強與英國的交流互動，深化台英

實質合作關係。（E） 

第 049號                                                                               2022/03/05 

中華民國台灣援贈烏克蘭醫療物資運抵波蘭並舉行捐贈儀式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戰火蔓延造成軍民傷亡，並迫使大量烏

國人民逃離家園。中華民國台灣政府身為國際社會民主陣營的一

員，並秉持「台灣能幫忙」（Taiwan Can Help）的精神，於上

（2）月28日緊急啟運一批27噸的藥品及醫療器材等人道物資送

往波蘭，並於本（3）月4日在波蘭首都華沙舉行捐贈儀式，由我

國駐波蘭代表陳龍錦大使代表我國政府將該批物資交予波蘭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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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略儲備署（Governmental Strategic Reserves Agency, RARS）協

助轉運烏方使用。  

據聯合國難民署（UNHCR）的估計，過去一週已有超過100

萬烏克蘭人民因為戰爭爆發，湧入鄰近的波蘭、斯洛伐克等歐洲

國家避難。 

我國政府將持續與理念相近國家合作，並結合民間慈善力

量，發揮人道互助精神，共同協助烏克蘭人民度過難關，早日重

建家園，恢復正常平靜的生活。（E） 

第 050號                                                                               2022/03/05 

外交部發起「募集民間愛心物資援助烏克蘭難民」活動，歡迎國

人共襄善舉 

俄羅斯與烏克蘭自2月下旬爆發激烈戰事，導致超過百萬名

烏克蘭難民逃離家園進入波蘭、斯洛伐克等鄰近國家避難，生活

物資匱乏，亟待世界各國伸援相助以度過難關。 

為協助受戰火影響而逃到鄰國避難的烏克蘭百姓，外交部宣

布自本（111）年3月7日（週一）至3月18日（週五），每日上午

10時至下午5時（包含週末），開放接受民間捐贈物資。募集完成

後將寄送至鄰近烏克蘭的歐洲國家，透過當地救濟單位照料烏克

蘭難民。 

捐贈方式說明如下： 

1. 請有意捐贈者参考附件清單中所列的物資及藥品項目；清單

以外的物品恕暫不接受，以兼顧實用性及後續運送的便利與安

全。 

2. 我國個人或企業團體如果想捐贈物資，請填妥附件登記表

（或於捐贈地點現場填寫），並以傳真（02-2389-9694）或電子郵

件（afri1@mofa.gov.tw）傳送外交部。  

3. 捐贈方式可於上述期限內（3月7日至18日、每天上午10點至

下午5點）送至外交部西側門（台北市中正區凱達格蘭大道與公

園路交叉路口），或郵寄至外交部（100台北市中正區凱達格蘭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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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2號外交部秘書處），並註明「捐贈烏克蘭物資」。如果是大量

捐贈物資則請先與外交部聯繫，以利安排適當交運方式。 

4. 洽詢專線電話（自3月7日上午10時開放撥打，請於上班時間

來電）：（02）2348-2863或2348-2864；以及2348-2094（民間非政

府組織專線） 

我國政府為發揮人道精神，於2月28日緊急運贈27噸醫療物

資並於3月2日設立募款專戶；外交部持續接獲熱心民眾及企業團

體電話詢問，如何捐贈物資支持關懷烏克蘭的人民，於是決定接

受各界捐助物資，以回應國人的期待及愛心。 

中華民國台灣政府將持續參與國際援助烏克蘭的人道關懷行

動，將台灣人民的愛心，及時送達烏克蘭難民的手中。（E） 

No. 050                                                                             March 5, 2022 

MOFA launches drive to collect supplies for Ukrainian refugees, 

welcomes public donations 

Since the invasion of Ukraine by Russia in late February, more than a 

million Ukrainians have fled their homes to Poland, Slovakia, and 

other neighboring countries. They are in urgent need of supplies and 

are counting on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to help them through the 

current crisis.  

In order to assist Ukrainian war refugees,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MOFA)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announces that it 

will accept in-kind donations between March 7 (Monday) and March 

18 (Friday) from 10 a.m. to 5 p.m. daily (including the weekend). The 

goods will be sent to European countries bordering Ukraine and 

distributed to Ukrainian refugees through local relief agencies. 

Donation guidelines: 

1.Members of the public interested in making donations should refer 

to the attached list of needed goods and medical supplies. In 

consideration of practical needs and for the convenience and safet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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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pment, only items on the list will be accepted. 

2.Prior to making a donation, individuals, companies, or organizations 

should fill out the attached registration form and send it to MOFA via 

fax (02-2389-9694) or email (afri1@mofa.gov.tw). The form may also 

be completed at the donation site. 

3.Donations may be dropped off at the west entrance of MOFA 

headquarters (at the intersection of Ketagalan Boulevard and 

Gongyuan Road, Zhongzheng District, Taipei City) between March 7 

and 18 from 10 a.m. to 5 p.m. Or they may be mailed in packages 

labeled In-kind donation for Ukraine to: MOFA Secretariat, No. 2, 

Ketagalan Boulevard, Zhongzheng District, Taipei City 100. For large 

donations, please contact MOFA in advance to arrange logistics.  

4.Inquiries may be made at (02) 2348-2863 or 2348-2864, or for 

NGOs at (02) 2348-2094, during office hours starting 10 a.m. on 

March 7.  

The government’s humanitarian response has included 27 tons of 

emergency medical supplies shipped to Ukraine on February 28 and a 

special account to raise funds for the Ukrainian people set up on 

March 2. After receiving a flood of calls from individuals, companies, 

and organizations asking how to donate supplies, MOFA decided to 

accept in-kind donations to meet the public’s desire to show their 

compassion. 

The government will continue to participate in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efforts to assist Ukraine and share the compassion of the 

Taiwanese people with Ukrainian refugees. (E) 

第 051號                                                                               2022/03/07 

外交部對澳洲昆士蘭州遭受豪雨災情表達誠摯慰問 

澳洲昆士蘭州東南部因連日豪大雨，首府布里斯本更創下百

年以來單日最高降雨量紀錄，自2月26日起陸續傳出洪水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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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州東南部淹水面積高達3.4萬平方公里，布里斯本市中心也有多

處積水，數千人緊急撤離。澳洲媒體報導，受災人數已近2萬

人，至今有11人不幸罹難，災情導致相關損失預計將高達數十億

澳元。據駐布里斯本辦事處掌握的消息，目前無國人或台商因洪

災傷亡或受困。目前大布里斯本地區部分街道仍因積水或災後清

理，交通略受影響，仍請外出時務必小心。外交部與駐布里斯本

辦事處將隨時密切注意災情發展。   

  外交部長吳釗燮已代表蔡總統向澳洲辦事處代表露珍怡

（Jenny Bloomfield）表達對澳洲洪水災情的誠摯慰問；露珍怡代

表對我國政府與人民關懷表示感謝。   

我國駐布里斯本辦事處處長陶令文總領事也已致函昆州州長

Annastacia Palaszczuk及布里斯本市長Adrian Schrinner，代表我國

政府向受災人士表達關懷與慰問，並感謝昆州第一線防洪及救難

人員的辛勞。  

駐布里斯本辦事處所在辦公大樓電梯設備因受洪災影響，日

前進行安檢維修暫停對外開放，惟駐處已將領事服務暫時移至

「昆士蘭台灣中心」辦理。駐處將在辦公大樓開放出入，且經檢

視電梯運作正常後，預定於3月9日重新開放領務大廳服務民眾。

詳細情形請見駐布里斯本辦事處官網相關公告（ http://roc-

taiwan.org/aubne）；如有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國人如在當地遭遇急難需要緊急協助，請即撥打駐布里斯本

辦事處（轄區昆士蘭州、北領地）緊急聯絡電話： +61-

437921436；或請國內親友撥打「外交部緊急聯絡中心」電話：

0800-085-095。（E） 

第 052號                                                                               2022/03/07 

發揮Taiwan Can Help人溺己溺精神, 我國匯聚善「億」，首捐1

億新台幣援助烏克蘭難民 

因應俄羅斯對烏克蘭展開軍事行動，重創烏克蘭政經秩序，

並造成烏克蘭難民流離失所，台灣基於善盡國際社會成員責任，

秉持人飢己飢的人道關懷精神，外交部3月2日透過財團法人賑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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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會成立「烏克蘭專戶」接受國人捐款。在行政與立法部門、

政府與民間共同努力，全國各界熱烈響應，第二天即募集超過新

台幣一億元，至本（7）日短短五天，累積捐款金額已高達新台

幣3億元，讓全球再次看見台灣人無限的愛心。 

為迅速提供被迫離開家園的烏國人民最即時的安置與協助，

外交部長吳釗燮於本日下午代表我國政府首先捐贈新台幣1億元

（約350萬美元）給安置在波蘭境內的烏克蘭難民，由烏克蘭在

台人民代表安多利（Anatolii Bakurov）象徵性代為接受。立法院

蔡副院長其昌、波蘭駐台高則叡大使（Cyryl Kozaczewski）、歐

盟駐台代表高哲夫（Filip Grzegorzewski）、賑災基金會吳欣隆執

行長、聯邦銀行董事長林鴻聯、自由時報董事長林鴻邦、瓏山林

關係企業董事長林鴻堯、中華電信董事長謝繼茂，以及旅居台灣

的烏克蘭僑民等到場見證，場面溫馨感人。 

部長指出，身為民主國家陣營的一分子，台灣對烏克蘭政府

人民遭受戰火摧殘的痛苦感同身受；我國政府嚴厲譴責俄羅斯破

壞烏克蘭主權與領土的戰爭行為；台灣樂願即時將國人愛心捐款

到達溫暖烏克蘭難民，協助度過難關。 

吳部長致詞時指出，今日活動雖然是簡單的行動，卻具崇高

良善的意義，是我國向奮戰不懈烏克蘭政府與人民敬意；同樣受

到威權主義壓迫的台灣人民，因為烏克蘭的堅毅精神，無比感

動。吳部長強調，此時大家皆是烏克蘭人！ 

 立法院蔡副院長其昌指出，台灣看到烏克蘭的戰火感同身

受，台灣人民的心與烏克蘭團結同在，期盼良善的循環能持續擴

大。 

波蘭台北辦事處處長高則叡感謝台灣人民的愛心，表示與烏

克蘭站在同一陣線，波蘭政府會盡力安置及庇護所有逃難至波蘭

的烏克蘭人。 

代表接受捐款的安多利則對台灣人民的愛心表示最深謝意，

表示在危難時刻，每一份幫助都格外重要，也堅定表示烏克蘭人

民將奮戰到最後一刻。 

第一筆善款透過我國駐波蘭代表處及波蘭台北辦事處協調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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繫，將由我國駐波處將支票直接贈予波蘭政府指定的賑濟難民專

責單位。 

外交部再次感謝國人在烏克蘭有難時發揮人類大愛，並呼籲

國人在4月1日募款截止日前踴躍捐款。目前在斯洛伐克也湧進大

量烏克蘭難民，外交部將另安排適當時機做出捐贈。（E） 

No. 052                                                                             March 7, 2022 

MOFA hosts ceremony to mark first donation of NT$100 million 

to assist Ukrainian refugees, showing Taiwan can help 

The Russian invasion of Ukraine has caused political and economic 

upheaval and created a refugee crisis. As a responsible member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in the spirit of empathy and 

humanitarianism, Taiwan opened a special account on March 2 to 

collect donations from the public. The account was set up by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MOFA) through the Relieve Disaster 

Foundation. With the joint efforts of the executive and legislative 

branches of government, civil society, and the private sector, the 

response from all sectors of society has been overwhelming. 

Donations topped NT$100 million in the first two days and NT$300 

million by March 7. Once again, the Taiwanese people have 

demonstrated their boundless generosity to the world. 

To provide timely refuge and support to displaced Ukrainian people, 

on the afternoon of March 7,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Jaushieh 

Joseph Wu presented the first disbursement of NT$100 million (about 

US$3.5 million) from the special account on behalf of the government 

to assist Ukrainian refugees in Poland. The donation was symbolically 

accepted by Anatolii Bakurov,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Ukrainian 

community in Taiwan. The ceremony was witnessed by Vice President 

of the Legislative Yuan Tsai Chi-chang, Director of the Polish Office 

in Taipei Cyryl Kozaczewski, Head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nd 

Trade Office Filip Grzegorzewski,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Relie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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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aster Foundation Wu Xin-long, Chairman of the Union Bank of 

Taiwan Lin Hung-lien, Publisher of the Liberty Times Lin Hung-bang, 

Chairman of Rong San Lin Development Company Lin Hung-yao, 

Chairman of Chunghwa Telecom Sheih Chi-mau, and members of the 

Ukrainian community in Taiwan. 

In his remarks at the event, Minister Wu stated that as a member of the 

democratic community, Taiwan empathizes with the government and 

people of Ukraine, who are suffering the devastation of war. The 

government of Taiwan strongly condemns Russia’s military invasion, 

which violates the sovereignty and territory of Ukraine. He added that 

Taiwan wishes to promptly send donations to help Ukrainian refugees 

during this difficult time. 

Minister Wu said that the gathering was for a simple yet profoundly 

noble cause. Taiwan has great admiration for the government and 

people of Ukraine, who are fighting with tremendous courage and 

determination. He noted that Ukraine has been an inspiration to the 

Taiwanese people, who are also facing authoritarian threats. Minister 

Wu stressed that everyone is Ukrainian at this time. 

Also speaking at the event, Legislative Yuan Vice President Tsai said 

that Taiwan empathizes with those suffering due to the war, adding 

that the Taiwanese people stand with Ukraine. He hoped that this cycle 

of goodwill would continue to grow. 

Director of the Polish Office in Taipei Kozaczewski thanked the 

Taiwanese people for their generosity. He said that his government 

stands with Ukraine and will do its utmost to support Ukrainians who 

seek refuge in Poland. 

After accepting the donation on behalf of the Ukrainian people, Mr. 

Bakurov expressed deep appreciation for the help of the Taiwanese 

people, stating that assistance at this time of crisis is very important. 

He strongly affirmed that the Ukrainian people will never surrender. 

The Taipei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Poland and the Polish Office in 

Taipei will coordinate to deliver the funds directly to a refugee a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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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ated by the Polish government.   

MOFA again thanks the public for their overwhelming display of 

compassion for Ukraine at its time of crisis and urges them to make 

further donations to the special account before the deadline of April 1. 

In light of the exodus of Ukrainian refugees to Slovakia, MOFA will 

arrange another donation at an appropriate time. (E) 

第 054號                                                                               2022/03/07 

外交部長吳釗燮贈勳聖露西亞駐台大使羅倫，表彰深化台露關係

的貢獻 

外交部長吳釗燮於本（111）年3月7日代表蔡英文總統頒贈

「大綬景星勳章」予即將離任的聖露西亞駐台大使羅倫（H.E. 

Edwin Laurent），表彰羅倫大使駐台期間對深化台露兩國邦誼的

努力與卓越貢獻。各國駐台使節及羅倫大使國內各界友人也出席

觀禮。  

吳部長致詞時肯定羅倫大使自107年6月駐節台灣近4年期

間，提升台露兩國關係不遺餘力，並積極推動雙方高層互訪及各

項交流與合作，同時透過舉辦各類文化活動增進兩國人民的相互

瞭解及情誼。吳部長也預祝羅倫大使一切順利，並歡迎羅倫大使

有空經常回台與友人同聚。 

羅倫大使感謝各界在其駐台期間的協助及友誼，並對獲頒我

國「大綬景星勳章」的殊榮表達誠摯謝忱。羅倫大使表示，此一

勳章象徵台露兩國堅定不移的友誼及相互扶持的合作關係，台露

兩國共享民主、自由、法治的普世價值，在面對全球安全、國際

經貿、氣候變遷與武漢肺炎（COVID-19）疫情等挑戰與威脅之

際，相信兩國將更密切合作，共同因應。 

羅倫大使學識卓越，外交資歷豐富，駐台期間廣結各界友

人，並經常赴大學院校與我學者及青年學子交流互動，及推廣露

國文化的軟實力，有助增進國人對露國的認識。羅倫大使預定於

3月11日離任。（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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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55號                                                                               2022/03/08 

我國捐贈友邦聖露西亞及聖文森國AstraZeneca疫苗 

為實踐「台灣幫忙」（Taiwan Can Help）、共同邁向「全民健

康」（Health for All）的理念，我國於本（111）年3月捐贈加勒比

海友邦聖露西亞及聖文森國各1萬劑AstraZeneca （AZ）疫苗，露

國及聖國政府均肯定並感謝我國政府協助對抗疫情。 

該批疫苗已分別於本年3月3日由我國駐聖露西亞大使陳家彥

與露國衛福部部長熊包提斯（Moses Jn. Baptiste），以及3月7日由

我國駐聖文森國大使藍夏禮與聖國衛生部部長卜瑞斯（St. Clair 

Prince）辦理疫苗贈交儀式。陳大使及藍大使分別向兩國政府及

人民傳達台灣合作抗疫的善意。  

武漢肺炎（COVID-19）疫情自109年爆發迄今，全球疫情仍

然嚴峻，露國及聖國政府持續呼籲民眾接種疫苗。為持續與友邦

共同對抗疫情，我國盤點國內疫苗存量，並瞭解友邦實際需求

後，辦理上述疫苗捐贈。 

聖露西亞及聖文森國是我國加勒比海的重要友邦，雙邊合作

密切。面對全球疫情蔓延，外交部在維護國人健康權益的前提

下，秉持同舟共濟的精神，與友邦及國際社會共同對抗疫情，協

助維護友邦人民的生命安全。（E） 

第 056號                                                                               2022/03/10 

外交部誠摯感謝歐洲議會通過「外來勢力干預歐盟民主程序（含

假訊息）」報告決議案，肯定我國對抗假訊息經驗並呼籲台歐盟

持續深化合作 

歐洲議會全會於3月9日以552票贊成，81票反對，60票棄權

的壓倒性票數，通過「外來勢力干預歐盟民主程序」政策建議報

告決議案，強調台灣位處於對抗中國等訊息操弄的前線，因此建

議歐盟執委會參考台灣成功經驗與作法，鼓勵歐盟及其會員國深

化與台灣合作，共同對抗第三國的惡意假訊息攻擊，並支持台歐

盟提升官方、民間團體及智庫學界的多元合作交流；決議同時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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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建議歐盟在台灣建立反制假訊息中心。對於歐洲議會高度推崇

台灣並盼加深台歐盟在對抗假訊息領域的交流，外交部表達高度

歡迎及誠摯感謝。 

歐洲議會於上（2021）年11月首次派遣「外來勢力干預歐盟

民主程序（含假訊息）」（INGE）特別委員會的官方代表團訪問

台灣，高度肯定台灣以民主方式對抗來自中國等外來勢力干預及

假訊息攻擊。INGE特別委員會隨後於12月公布訪台成果報告，

呼籲歐盟應學習我國跨部會合作、社會高度參與的「台灣模

式」，對應假訊息的挑戰。歐洲議會本（2022）年更通過決議

案，呼籲歐盟與台灣加強合作對抗假訊息，以具體行動展現對台

灣的堅定支持。 

歐洲議會另於9日全會表決通過，成立進階「外來勢力干預

歐盟民主程序（含假訊息）」特別委員會（INGE 2），顯示歐洲議

會對反制假訊息議題的高度重視，以及對專制政權持續透過複合

式威脅影響民主社會運作的警覺與關切。外交部對INGE 2的成立

表示高度歡迎，並將持續與歐洲議會等歐盟機構就相關議題深化

聯繫與合作。  

適逢俄羅斯發動戰爭、軍事入侵烏克蘭，並透過假訊息等複

合式威脅破壞全球和平穩定，我國作為國際社會民主陣營的負責

任成員，將持續與民主夥伴密切協調，共同對抗專制政權的侵

犯，堅定捍衛共享的民主、自由、法治及人權等普世價值。（E） 

第 057號                                                                               2022/03/10 

駐台使節及代表踴躍出席外交部「新春聯歡晚會」共慶新春 

外交部長吳釗燮暨夫人於本（3）月10日晚間在台北美福飯

店主持111年「新春聯歡晚會」，感謝各國駐台使節、代表暨配偶

在過去一年對我國外交工作的大力支持。蔡英文總統、司法院長

許宗力、總統府資政、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委員、部會首

長、無任所大使等近160位賓客共襄盛舉。 

蔡總統致詞感謝各國駐台使節及代表在面對疫情的挑戰下，

仍持續推展外交工作與台灣攜手共同對抗疫情。在全球疫情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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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際，台灣積極向國際社會分享成功的防疫經驗，主動提供物

資，因此獲得日本、美國、立陶宛、斯洛伐克、捷克及波蘭等國

的迴響，慷慨捐贈台灣疫苗。 

蔡總統表示，烏克蘭戰火延燒，台灣迅速啟動對烏克蘭的人

道救援，並強調台灣人民站在民主的最前線，將與國際社會一起

努力，支持烏克蘭人民保衛家園、捍衛民主自由、共守價值、克

服挑戰。台灣也將繼續深化與國際社會連結、加強關係，締造更

多豐碩成果。 

吳部長致詞時指出，台灣在過去2年與友邦及理念相近國家

攜手合作、共同抗疫、度過難關，形成一個「善的循環」。 

吳部長也強調，台灣與國際社會均高度關注烏克蘭的戰火，

台灣身為民主國家，已採取實際行動支持烏克蘭，包括捐贈緊急

補給物資、匯聚台灣人民的愛心物資、成立賑濟專戶等，全國齊

心協助烏克蘭難民。台灣將持續擴大國際參與，並與友邦及理念

相近國家共同捍衛民主及自由、對抗威權，以良善的力量促進區

域和平及繁榮。 

駐台使節團團長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哈菁絲（Jasmine 

Elise Huggins）大使致詞表示，台灣防疫成就亮眼，「台灣模式」

引起各國效仿，證明台灣是全球衛生體系不可或缺的一員，應被

接納及參與世界衛生大會。此外，哈菁絲大使指出台灣積極實踐

「台灣能夠幫忙」（Taiwan Can Help）的精神，也讓台灣在需要

幫助的時候，獲得各國的回饋。她表示，台灣自始至終是友邦的

堅實夥伴，也期盼理念相近友好國家與台灣的關係越趨緊密。 

本（111）年新春聯歡晚會以「攜手世界，台灣前進」為主

題，邀請「Roberto Zayas & Equinox Band」樂團、「霏唱不可」

合唱團、「台北香頌管弦樂團」及「Keep Going Breaking」舞團擔

綱演出，精湛的表演獲得賓客們一致的讚賞。 

晚會在溫馨的氣氛中畫下句點，與會賓客對外交部規劃「新

春聯歡晚會」，使政府官員有機會與駐台使節及代表們充分交

流，同時欣賞跨國文化表演，收穫豐盛。（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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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58號                                                                               2022/03/15 

外交部進行第二波1,150萬美元捐款，擴大援助安置在歐洲五國的

烏克蘭難民  

由於俄羅斯軍事入侵烏克蘭，導致大量烏克蘭人民流離失

所、逃往鄰國，經聯合國難民署統計，烏克蘭難民總數已達280

萬人。外交部長吳釗燮於本（3）月15日下午代表我國政府宣布

第二波即時援助難民行動；我國將分別捐贈波蘭650萬美元，斯

洛伐克、匈牙利、捷克各150萬美元，以及立陶宛50 萬美元，上

述五國加總為1,150萬美元（約新台幣3億2,200萬）。有關波蘭部

分，加計3月7日第一次宣布捐贈的1億新台幣（折合約350 萬美

元），我國對波蘭單一國家的捐贈款累積達1,000萬美元（約為新

台幣2億8,000萬）。  

 上述捐款將由我國相關駐館透過駐在國政府轉致其指定或建

議的民間救援組織，以便迅速協助逃往歐洲各國的烏克蘭難

民。   

捐贈儀式邀請歐洲經貿辦事處處長高哲夫 （ Filip 

Grzegorzewski ）、 波 蘭 臺 北 辦 事 處 處 長 高 則 叡 （ Cyryl 

Kozaczewski）、斯洛伐克經濟文化辦事處代表博塔文（Martin 

Podstavek）、捷克經濟文化辦事處代表朗樂（Patrick Rumlar）、財

團法人台灣世代教育基金會匈牙利籍高級研究員馮儒莎博士（Dr. 

Zsuzsa Anna Ferenczy），以及立陶宛在台僑胞代表歐淑娜女士

（Aušra Andriuškaitė）觀禮見證。 

吳部長致詞時表示，台灣與歐盟暨會員國團結一致，嚴厲譴

責俄羅斯擴大對烏克蘭戰爭的行徑，造成無辜人民傷亡；在戰爭

艱難時刻，台灣人民愛心源源不斷，我國政府部門快速結合民間

力量，展現高效率，積極援助烏克蘭難民，期望透過台灣民眾傳

達的愛心，為在戰火中的難民帶來希望與重建家園的力量。   

高哲夫處長致詞時高度肯定台灣政府與人民的善意與慷慨援

助，此份情義令人敬佩感動，言語難以形容。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已造成嚴重的人道危機，數以百萬計烏克蘭難民被迫流離失所，

逃往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立陶宛等歐盟會員國，歐

盟將全力協助安置照護難民。高哲夫處長強調，在這危急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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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民與政府以實際行動展現對人道主義的關懷，再次彰顯台

灣是歐洲自由民主的堅實夥伴。 

高則叡處長及朗樂代表致詞時感謝台灣政府與人民善舉，與

烏國難民休戚與共；博塔文代表對歐洲歷經數十年建構的穩定秩

序ㄧ夕間被摧毀表示遺憾，感謝台灣及時伸援，永遠銘記在心。

曾經深入受難地區的馮儒莎博士深深感念台灣援助，表示此善舉

讓世界都看到台灣。歐淑娜女士表示立陶宛感同深受，深刻瞭解

威權體制造成烏克蘭難民的悲慘遭遇，感謝台灣支持立陶宛照護

烏克蘭難民的行動。 

外交部代表政府再次感謝各界熱烈響應捐款及捐贈物資，對

國人發揮的愛心表達最高的敬意；外交部規劃於近日將宣布另一

波醫療用品及民生物資捐贈給斯洛伐克。（E） 

No. 058                                                                           March 15, 2022 

MOFA makes second donation, worth US$11.5 million, to further 

assist Ukrainian refugees seeking shelter in five European 

countries 

The Russian invasion of Ukraine has led to an exodus of refugees to 

neighboring countries. Data from the United Nations Refugee Agency 

shows that 2.8 million Ukrainians have fled the nation so far. On 

behalf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Jaushieh Joseph Wu this afternoon announced a 

second donation to provide timely support for Ukrainian refugees. A 

total of US$11.5 million (about NT$322 million) will be donated to 

support refugee assistance efforts in five nations, including US$6.5 

million for Poland; US$1.5 million each for Slovakia, Hungary, and 

the Czech Republic; and US$500,000 for Lithuania. Combined with 

the first disbursement on March 7 of approximately US$3.5 million 

(NT$100 million) to help Ukrainian refugees in Poland, this will raise 

the total amount of Taiwan’s aid toward humanitarian efforts in Poland 

to US$10 million (about NT$280 mill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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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s representative offices will present the funds to the 

governments of the respective host countries, which will then 

designate or recommend private relief organizations to offer speedy 

assistance to the Ukrainian refugees. 

The donation ceremony was witnessed by Head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nd Trade Office (EETO) Filip Grzegorzewski; Director of 

the Polish Office in Taipei Cyryl Kozaczewski; Representative of the 

Slovak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Taipei Martin Podstavek; 

Representative of the Czech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Patrick 

Rumlar; Non-Resident Researcher at the Taiwan Nextgen Foundation 

Dr. Zsuzsa Anna Ferenczy, who is a Hungarian national; and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Lithuanian community in Taiwan, Ms. Aušra 

Andriuškaitė. 

In his remarks at the ceremony, Minister Wu also stated that Taiwan 

stands in solidarity with the European Union and its member nations 

in strongly condemning Russia’s growing military aggression against 

Ukraine, which has caused numerous civilian casualties. During this 

conflict, the Taiwanese people have shown boundless compassion. 

The government has efficiently leveraged the resources of civil society 

to provide proactive support for Ukrainian refugees. This 

demonstration of compassion from the Taiwanese people aims to bring 

the Ukrainian refugees hope and strength to rebuild.  

Also speaking at the event, EETO Head Grzegorzewski recognized 

the goodwill and generous assistance of the government and people of 

Taiwan, noting that such admirable and touching display of friendship 

is beyond description. He said that Russia’s invasion of Ukraine has 

created a serious humanitarian crisis, as millions of Ukrainians have 

been forced to seek refuge in Poland, the Czech Republic, Slovakia, 

Hungary, Lithuania, and other EU countries, adding that the EU will 

do its utmost to care for and shelter them. He emphasized that the 

humanitarian concern shown by the government and people of Taiwan 

through concrete action at this time of crisis has once again 

highlighted the fact that Taiwan is a staunch partner of Europe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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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dom and democracy. 

Director Kozaczewski and Representative Rumlar thanked the 

government and people of Taiwan for their kindness toward and 

solidarity with the Ukrainian refugees. Representative Podstavek 

expressed regret at the overnight destruction of the stability and order 

that Europe had built over several decades, as well as appreciation for 

Taiwan’s timely assistance, which he would always remember. Dr. 

Ferenczy, who had previously lived in the now war-torn country, was 

deeply moved by Taiwan’s assistance and said that Taiwan’s act of 

compassion has brought it into the international spotlight. Ms. 

Andriuškaitė observed that Lithuania was very sympathetic and well 

understood the tragic situation that authoritarian Russia has created for 

Ukrainian refugees. She also thanked Taiwan for supporting 

Lithuania’s efforts to help them. 

On behalf of the government of Taiwan,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MOFA) again thanks the public for the overwhelming 

monetary and in-kind donations, expressing the highest respect for this 

admirable display of compassion by the Taiwanese people. In addition, 

MOFA is planning to donate medical supplies and essential goods to 

Slovakia in the near future. (E) 

第 059號                                                                               2022/03/17 

外交部啟運對烏克蘭人道援贈愛心物資 

外交部於本（17）日下午在桃園機場DHL運務中心舉行對烏

克蘭的人道援贈愛心物資啟運儀式，由外交部長吳釗燮主持，並

邀請波蘭臺北辦事處處長高則叡（Cyryl Kozaczewski）、斯洛伐

克經濟文化辦事處代表博塔文（Martin Podstavek）及副代表蘇可

娜（Michaela Sulakova）、烏克蘭僑民鄭莎莎（Daria Zheng），以

及在烏克蘭出生的俄羅斯僑民韓麗雅（Olga Khalina）出席見

證。 

吳部長致詞表示，本日主持「募集民間愛心物資援贈烏克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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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運儀式」，內心十分感動，自俄羅斯於2月24日入侵烏克蘭以

來，已造成至少300萬烏國人民被迫逃離家園、躲避戰火，是歐

洲二次戰後以來最嚴重的人道危機，身在自由民主台灣的國人，

因為長期面對中國的威脅，特別能體會烏克蘭人民的處境，台灣

作為國際社會民主陣營的成員，樂願發揮Taiwan Can Help的精

神，並由外交部發起募捐人道物資的活動，希望能將緊急物資送

到亟需幫助的烏克蘭難民手中。 

吳部長也藉本日的啟運儀式，感謝國人的愛心捐贈，也對國

內許多慈善團體、民間組織及企業紛紛響應外交部募集物資活動

致謝，有些民間機構如慈濟基金會、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中華

民國紅十字會、義美食品公司、曹仲植基金會等均捐贈數以噸計

的大宗物資，甚至發動大批的志工前來外交部協助整理賑濟的物

資，這些志工無私的奉獻及付出，令人動容，也彰顯台灣人民的

良善力量。 

外交部表示，本次募集物資的活動自本日起開始，將於3月

18日下午5點結束，目前各界響應熱烈超過預期，截至17日上午

的統計，共募得超過7,500箱、重約至少50噸的物資，而且物資捐

贈的數量仍持續增加中。今天啟運的物資約5.5噸（約357箱），後

續物資DHL將以每天約10噸的運量分批送往斯洛伐克；至其他的

物資也將分批寄送至波蘭及其他收容難民的國家，協助烏克難人

民度過難關。（E） 

No. 059                                                                           March 17, 2022 

MOFA dispatches in-kind donations from the public for 

Ukrainian refugees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MOFA) hosted a ceremony to mark 

the first shipment of humanitarian aid materials donated by members 

of the public for Ukrainian refugees on the afternoon of March 17 at 

the DHL Taipei Gateway at Taiwan Taoyuan International Airport. 

Foreign Minister Jaushieh Joseph Wu presided over the ceremony, 

which was witnessed by Cyryl Kozaczewski, Director of the Po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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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ice in Taipei; Martin Podstavek, Representative of the Slovak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Taipei; Michaela Šuláková, Deputy 

Representative of the Slovak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Taipei; 

Daria Zheng, a Ukrainian national; and Olga Khalina, a Russian 

national born in Ukraine. 

In remarks at the ceremony, Minister Wu stated that he found the 

occasion deeply moving. Since the Russian invasion of Ukraine began 

on February 24, at least 3 million Ukrainians have been forced to flee 

their homes, making this the worst humanitarian crisis in Europe since 

World War II. The people of Taiwan, who enjoy freedom and 

democracy, profoundly understand the plight of Ukraine’s people 

because they themselves have long faced a threat from China. A 

member of the international democratic alliance, Taiwan desires to 

show the spirit of Taiwan can help through MOFA’s relief drive and 

hopes that these urgently needed supplies will reach those Ukrainian 

refugees in greatest need. 

At the ceremony, Minister Wu thanked people for their donations and 

expressed gratitude to charity groups, NGOs, and businesses for their 

support. Organizations including the Buddhist Compassion Relief Tzu 

Chi Foundation, Buddha’s Light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R.O.C., 

Red Cross Societ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I-Mei Foods 

Co., Ltd., and Cao Zhong Zhi Foundation have donated tons of goods 

and mobilized a multitude of volunteers to help sort materials at 

MOFA headquarters. The selfless devotion and efforts of these 

volunteers are both heartwarming and a testament to the kindness of 

Taiwan’s people. 

MOFA said the collection of supplies started on March 7 and would 

end on March 18 at 5 p.m. The drive to collect supplies for Ukrainian 

refugees has been met with overwhelming support. Already, 7,500 

boxes of donated goods, weighing at least 50 tons, have been collected. 

Donations continue to pour in. The supplies featured at today’s 

ceremony, totaling 357 boxes or 5.5 tons, as well as further 10-ton 

batches to be dispatched daily by DHL, will be delivered to Slovak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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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her supplies may be sent to Poland and other countries that are 

sheltering Ukrainian refugees to help them weather this difficult time. 

(E) 

第 060號                                                                               2022/03/18 

外交部募集民間物資活動最後一日，部長吳釗燮親自感謝民眾與

志工 

外交部自本（3）月7日發起「募集民間愛心物資援助烏克蘭

難民」活動，獲得國人熱烈響應，活動於本（18）日下午5點截

止。外交部長吳釗燮今天中午再次前往存放捐贈物資的外交部相

關場所，對協助整理物資的志工們表達敬意與謝意，同時感謝民

眾絡繹不絕前來捐贈物資。 

吳部長由衷感謝在現場協助整理物資的慈濟、佛光山、

IKEA、學生志工們，共計超過300人。尤其慈濟自本月11日起派

出志工超過1,500人次，各界志工一週來已完成超過15,000箱包

裝。吳部長指出，台灣人民關懷世界向來義不容辭，哪裡有苦

難，就會看到台灣人民的愛心。吳部長強調，每位志工都將國人

愛心物資以最快速度送到烏克蘭難民手上；台灣愛心全世界都看

到，這是政府與民間合作公私協力的成果。 

吳部長表示，雖然外交部募集物資活動到本日截止，但後續

物資整理的工作仍持續進行中；針對許多志工表示將在週末持續

協助，以及外交部同仁也自發性擔任志工，共同投入打包整理工

作，吳部長表示肯定與感謝。 

截至昨（17）日止，外交部已募得至少50噸、超過1萬箱愛

心物資；昨日已先啟運第一批約5.5噸（約357箱）的物資，後續

將分批寄送，讓台灣人民的愛心及時送到烏克蘭難民手中，展現

「台灣能夠幫忙」（Taiwan Can Help）的精神。（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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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61號                                                                               2022/03/18 

外交部誠摯感謝義大利眾議院高票通過友我議案，呼籲重視台海

和平穩定 

義大利眾議院本（2022）年3月16日以387票贊成、19票反

對、11票棄權的壓倒性比數，通過烏克蘭危機處置法案附屬議

案；內容提及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對國際情勢造成衝擊，不排除中

國有可能對台灣採取進一步行動，因此亟需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NATO）與歐盟等國際組織加強關注印太地區情勢。決議要求

義大利政府協同北約及歐盟成員國共同檢視其印太戰略，研商因

應印太地區緊張情勢的政策。對於義大利眾議院以通過附屬議案

方式呼籲重視印太地區緊張情勢與台海和平穩定，外交部表達高

度歡迎與誠摯感謝。 

這次的附屬議案是由義大利眾議院外交委員會副主席Paolo 

Formentini於本年3月16日在眾議院全會所提出，並獲得32位朝野

跨黨派眾議員連署。本案投票時更獲得執政聯盟及在野黨議員的

支持，顯見台灣在印太戰略扮演的關鍵地位與維繫台海和平的重

要性已獲得義大利國會跨黨派的廣泛肯定，議案也獲得義國政府

正面支持。 

台灣與義大利共享民主、自由、人權等普世價值，是理念相

近的夥伴，雙邊關係廣泛友好。近年來台義在經貿、文化、教

育、能源等領域合作密切，雙方均重視印太區域安全及台海和平

穩定。未來台灣將繼續與義大利等理念相近國家攜手合作，共同

為台海及全球和平穩定做出更多貢獻。（E） 

第 062號                                                                               2022/03/18 

外交部募集民間物資捐助烏克蘭活動已於3月18日下午5時圓滿結

束 

為協助因戰火而流離失所或逃往鄰國避難的烏克蘭民眾，外

交部於本（3）月7日起開放接受民眾捐贈物資。期間獲得各界人

士熱烈響應，許多民眾親送或透過郵寄方式捐贈人道救援物資至

外交部，並由國內NGO團體及個別志工不斷協助整理包裝。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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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特此向各界人士的慷慨捐贈及付出的愛心表示最崇高敬意與謝

忱。 

外交部另提醒民眾，本次援助烏克蘭募捐物資活動已於本月

18日下午5點結束，外交部不再收受物資；民眾若希望表達對烏

克蘭難民的關懷，可利用財團法人賑災基金會的烏克蘭專戶捐輸

愛心，該專戶接受捐款至4月1日止，帳戶相關資訊請逕洽賑災基

金會。（E） 

No. 062                                                                           March 18, 2022 

MOFA drive to collect in-kind donations for Ukrainian 

refugees comes to an end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MOFA) initiated a drive on 

March 7 to collect in-kind donations for Ukrainian refugees 

who have been displaced and fled to neighboring countries  in 

the wake of the Russian invasion of Ukraine. MOFA’s appeal 

received an overwhelming response; many people personally 

delivered or posted humanitarian supplies to MOFA, with 

local NGOs and volunteers working tirelessly to help sort and 

package materials. 

MOFA would like to thank everyone for their very generou s 

donations. The compassion displayed by such a widespread 

cross-section of the public is worthy of the highest praise and 

admiration. 

MOFA would like to remind people that in-kind donations ended at 5 

p.m. on March 18. Those wishing to send their love and support to 

Ukrainian refugees can continue to donate to the special account of the 

Relieve Disaster Foundation until April 1. Please contact the 

foundation directly for account details and related information.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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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64號                                                                               2022/03/21 

蔡總統首次接見波蘭臺北辦事處處長高則叡，樂見台波關係透過

協助烏克蘭難民等進一步深化 

我國總統蔡英文本（3）月18日首次接見剛剛履新的波蘭臺

北辦事處處長高則叡（Cyryl Kozaczewski），外交部長吳釗燮陪

見。總統首先關心波蘭安置超過二百萬烏克蘭難民的艱鉅挑戰，

同時對波蘭展現人道關懷的情操表示感佩。 

高則叡處長指出，俄烏戰爭造成超過300萬烏克蘭難民流離

失所，其中多數逃往波蘭，透過全波蘭各地民間家庭的廣泛收

容，波國邊境並無難民營景象。高則叡處長另特別代表波蘭政府

感謝台灣第一時間運送27噸醫療物資，以及捐贈總計1,000萬美元

善款協助賑濟波國境內烏克蘭難民。高則叡處長親眼目睹台灣執

行援助的超高效率，在全球35個投入人道救援的國家當中表現傑

出。 

蔡總統再次肯定波蘭人民安置難民的溫暖義舉，並說明我國

政府發起成立烏克蘭賑災專戶，國人自發響應熱烈，短期內募款

金額即逾新台幣6億6千萬元，並持續不斷增加當中，展現「人飢

己飢、人溺己溺」及「台灣可以幫忙」（Taiwan Can Help）的同

舟共濟精神；我國與國際同步，協助烏克蘭難民脫離困境。 

高則叡處長指出，波蘭臺北辦事處每年於獨立日舉行蕭邦鋼

琴演奏會，透過音樂連結台波兩國文化與人民；波蘭預定於明

（2023）年擔任台北國際書展的主題國，擴大與我國探索波蘭文

學的機會。此外，波蘭也尋求強化與台灣經貿投資交流的新契

機，期盼在半導體、直航、文化交流、人才培訓等各領域強化合

作。 

蔡總統指出波蘭人文薈萃、研發能量完備，並樂見雙邊高科

技領域的合作，以及人民透過教育、觀光的往來增進彼此瞭解；

尤其深化與中東歐國家合作鏈結，正是台灣對歐關係當前發展重

點。蔡總統歡迎兩國政府為促進雙方的長遠共同利益強化合作。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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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65號                                                                               2022/03/22 

外交部誠摯感謝馬紹爾群島共和國國會通過友台決議案，支持台

灣參與國際組織 

我國太平洋友邦馬紹爾群島共和國國會於本（2022）年3月

18日以共識決方式，一致通過友台決議案，支持台灣參與聯合國

（UN）、世界衛生組織（WHO）、國際民航組織（ICAO）、國際

刑警組織（INTERPOL）、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

等國際組織及活動，並深切感謝台灣人民及政府給予馬紹爾群島

共和國的堅定支持。 

這項決議案是由馬紹爾群島共和國外貿部長粘瑞（Casten 

Nemra）領銜提出，獲得馬紹爾群島共和國朝野參議員的一致支

持。馬紹爾群島共和國國會議長Kenneth Kedi表示，為能在總統

柯布亞（David Kabua）訪台前通過這項支持台馬雙邊關係的重要

決議案，馬紹爾群島共和國國會特別於本（3）月18日召開臨時

會進行討論。 

柯布亞總統於國會中呼籲朝野參議員支持簽署，以對長期堅

定友邦台灣表達馬國的支持。柯布亞總統的友台發言立即獲得朝

野參議員的正面回應，該決議案於當天上午順利通過。 

該決議文指出，馬紹爾群島共和國人民及政府重申對中華民

國（台灣）人民及政府堅定支持的誠摯感謝。台灣作為馬紹爾群

島共和國的真誠友邦，馬紹爾群島共和國呼籲聯合國立即採取行

動，有效解決台灣2,350萬人民遭不當排除在聯合國體系外的問

題。 

柯布亞總統已於本月21日順利抵台進行首度國是訪問，並於

本（22）日會晤蔡總統時親自將友台決議文的正本遞交蔡總統，

以彰顯對台灣的全力支持，對台馬雙邊關係具有重要意義。（E） 

第 066號                                                                               2022/03/22 

台、美、日、澳及斯洛伐克在「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下共同舉

辦「數位犯罪防制」線上國際研習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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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因應全球合作打擊新興數位犯罪的共同挑戰，外交部、法

務部調查局、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AIT/T）、日本台灣交流

協會、澳洲辦事處及斯洛伐克經濟文化辦事處於本（2022）年3

月22日共同辦理2022年「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GCTF）—「數

位犯罪防制」線上國際研習營（2022 GCTF Virtual Workshop on 

Combating Digital Crimes）。這是GCTF本年第一場活動，也是斯

洛伐克第3度參與合辦GCTF活動，並指派專家分享區塊鏈應用與

網路安全策略。 

本次活動為GCTF第8度以執法合作為主題舉辦國際研習營，

探討議題聚焦加密貨幣與數位金融犯罪防制。法務部長蔡清祥、

調查局長王俊力、斯洛伐克經濟文化辦事處代表博塔文（Martin 

PODSTAVEK）以預錄方式致開幕詞，並由我國法務部調查局、

美國聯邦調查局（FBI）、美國國土安全調查署（HSI）、澳洲聯邦

警署（AFP）、日本及斯洛伐克等各國專家分享數位金融犯罪最新

趨勢及國際合作經驗，期許擴大各國執法單位經驗交流及能力建

構。 

本次研習活動計有來自亞太、中東、非洲、歐洲、北美、拉

美及加勒比海等區域共32國近300名警政、司法及執法人員線上

與會，有助強化台灣與國際社會執法合作。 

「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自2015年6月1日由台美合作成立迄

今，日本及澳洲於2019年及2021年相繼加入成為正式夥伴，已針

對區域國家共同關切且我國具備專業優勢的全球性議題，舉辦47

場訓練活動，協助各國發展與能力建構，共同因應全球新興挑

戰。（E） 

第 068號                                                                               2022/03/25 

111年「臺日漁業委員會」因受武漢肺炎疫情影響而停開，本年

度《臺日漁業協議》適用海域作業規則沿用108年規則 

鑒於全球武漢肺炎（COVID-19）疫情未見顯著緩解趨勢，

基於強化防疫及保障與會人員健康的觀點，我方臺灣日本關係協

會及日方公益財團法人日本台灣交流協會決定停開本（1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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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日漁業委員會」，並同意依循109及110年作法，本年度漁季

《臺日漁業協議》適用海域漁船作業繼續沿用108年「第8次臺日

漁業委員會」第三輪會議雙方達成協議的規則。 

我方期盼透過上揭漁船作業規則維持《臺日漁業協議》適用

海域的作業秩序，以期愈益增進台日友好合作關係。（E） 

第 069號                                                                               2022/03/27 

我國緊急援贈醫療抗疫物資運抵不丹，協助對抗疫情 

不丹近來因Omicron變種病毒株擴散，導致當地武漢肺炎

（COVID-19）確診案例數急速上升，不丹首府辛布（Thimphu）

等地疫情蔓延，醫療體系承受巨大壓力，經我國駐印度代表處及

駐新加坡代表處居間聯繫，為善盡我國際防疫責任，共同協助不

丹對抗疫情，我國緊急向不丹公益組織「Gyalyum Charitable 

Trust」（GCT）捐贈50台製氧機及2千枚N95口罩。這批醫療防疫

物資經由台北空運至新加坡後，由我國駐新加坡代表處戴輝源公

使代表我國政府將物資交予GCT在星國窗口，續由不丹航空

（Druk Air）專機於本（27）日下午順利運抵不丹，GCT對我國

即時援助表達誠摯感謝。 

因應疫情不分國界，在此時刻更加凸顯全球及區域防疫合作

的急迫性與重要性。台灣有能力、也有意願繼續對國際社會做出

貢獻，共同攜手協助不丹應對防疫挑戰。（E） 

No. 069                                                                           March 27, 2022 

Taiwan’s donation of emergency medical supplies to combat 

pandemic arrives in Bhutan 

COVID-19 cases have increased rapidly in Bhutan recently due to the 

spread of the Omicron variant in the capital of Thimphu and other 

parts of the country, placing tremendous pressure on the health care 

system. In order to fulfill its international disease prevention 

responsibilities and support Bhutan’s antipandemic efforts,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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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de an emergency donation of 50 oxygen concentrators and 2,000 

N95 face masks to Gyalyum Charitable Trust (GCT), a Bhutanese 

public benefit organization. The donation was coordinated by the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Center in India and the Taipei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the Republic of Singapore (TRO). The 

antipandemic supplies were flown from Taipei to Singapore, where 

they were presented to the GCT representative in Singapore by TRO 

Deputy Representative Steven Huei-yuan Tai on behalf of the 

government of Taiwan. The shipment arrived in Bhutan this afternoon 

via a Drukair charter flight. GCT expressed sincere gratitude for 

Taiwan’s timely assistance. 

The COVID-19 pandemic transcends borders, underscoring the 

urgency and importance of global and regional cooperation at this 

time. Taiwan is willing and able to continue contributing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working together to help Bhutan 

overcome the challenges arising from the pandemic. (E) 

第 071號                                                                               2022/03/29 

我國正式加入「原住民族經濟貿易合作協議」，與紐西蘭、加拿

大及澳洲共同成為創始成員 

我國原住民族委員會主任委員夷將·拔路兒於本（3）月23日

向紐西蘭毛利發展部遞交加入「原住民族經濟貿易合作協議」

（Indigenous Peoples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Arrangement, 

IPETCA）書面意向書，獲紐國毛利發展部確認收訖，紐方並於

今（29）日公告依IPETCA規定，已獲4個經濟體加入，IPETCA

正式生效。我國與紐西蘭，加拿大及澳洲共同成為IPETCA的創

始成員。 

紐西蘭去（2021）年主辦「亞太經濟合作」（APEC）時，積

極推動原住民族經濟及貿易合作，且為進一步提升原住民議題的

國際能見度，自去年4月起邀請包括我國在內，同樣重視原住民

族經濟賦權的APEC經濟體加入IPETCA諮商。我國由原住民族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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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外交部及經濟部共同參與IPETCA諮商，歷經近8個月密集

諮商後，IPETCA於去年12月中旬完成諮商，開放APEC會員經濟

體、WTO會員及其他經濟體加入。 

IPETCA為國際間首見，以推動原住民族經濟、貿易與投資

議題為主的政府間多邊合作機制；象徵台灣與紐西蘭、澳洲、加

拿大致力提升原住民族經濟權利的共同承諾。未來我國將繼續與

上述合作夥伴攜手推動原住民族經濟賦權議題，並樂見有更多成

員加入IPETCA機制。（E） 

第 073號                                                                               2022/04/01 

外交部感謝丹麥國會以壓倒性票數通過支持立陶宛及台灣參與世

衛大會決議文 

丹麥國會本（2022）年3月31日以103票贊成、0票反對、0票

棄權的壓倒性票數通過支持立陶宛及台灣參與世界衛生大會

（WHA）決議文；外交部對此表達高度歡迎與誠摯感謝。   

該決議文對立陶宛與中國之間的危機表示關注，呼籲丹麥與

歐盟團結一致支持立陶宛，並歡迎歐盟將中國施壓行動在世界貿

易組織（WTO）提出訴訟，籲請丹麥政府繼續努力，協同歐盟積

極支持遭受非法經濟脅迫的成員國，並在歐中關係及相關國際場

域提高對中國的壓力，讓台灣獲得世界衛生大會觀察員地位。  

本決議文內容於本年3月29日丹麥國會辯論中獲跨黨派議員

先後發言支持，充分顯示丹麥國會對台灣的友誼與支持。 

丹麥是台灣理念相近夥伴，並支持台灣參與國際事務。丹麥

國會去（2021）年4月22日通過台灣重新加入世界衛生大會案，

本年再度高票通過支持我方在世界衛生大會獲觀察員地位。外交

部將在台丹既有良好基礎上持續擴展雙邊實質合作關係。（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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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74號                                                                               2022/04/01 

我國賑濟烏克蘭專戶善款突破新台幣9億3千萬元，外交部長吳釗

燮宣布第三波捐贈援助烏克蘭行動 

外交部於本（111）年4月1日舉行「賑濟烏克蘭」國際記者

會，由部長吳釗燮親自宣布烏克蘭賑濟專戶募款已達到9億3千萬

新台幣，同時公布第三波烏克蘭賑款受贈國名單。歐洲經貿辦事

處處長高哲夫（Filip Grzegorzewski）、波蘭臺北辦事處處長高則

叡（Cyryl Kozaczewski），以及斯洛伐克、捷克等歐洲國家駐台

代表、賑災基金會吳欣隆執行長，旅居台灣的烏克蘭、立陶宛、

拉脫維亞、愛沙尼亞、匈牙利僑民代表均到場出席。   

外交部長吳釗燮感謝國人慷慨解囊，以實際行動支持烏克

蘭，並與國際自由民主社群站在一起，向世界展現協助烏克蘭難

民的決心與努力，同時彰顯台灣人樂於助人的精神。   

吳部長指出，本次俄羅斯侵略烏克蘭，外交部透過財團法人

賑災基金會成立「賑濟烏克蘭專戶」，自本年3月2日起開始勸

募，次日便募集逾新台幣1億元，截至本（4）月1日上午為止，

共獲捐款127,854筆，累積金額高達新台幣934,065,533 元，充分

展現台灣人民的愛心與行動力。   

吳部長說明，為迅速投入烏克蘭難民賑濟與安置，外交部於

3月7日首先宣布捐贈新台幣1億元（約350萬美元）給接收難民最

多的波蘭，由波蘭政府戰略儲備署（Governmental Strategic 

Reserves Agency, RARS）統籌規劃執行；外交部續於3月15日宣

布第二波捐贈，分別為波蘭650萬美元，斯洛伐克、捷克、匈牙

利各150萬美元，以及立陶宛50萬美元，總計1,150萬美元，交予

各國政府主責單位、政府監管的援烏基金、接濟難民的地方政

府，或政府指定的賑濟機構等。   

為強化台灣與民主夥伴共同協助烏克蘭的行動，吳部長在記

者會上宣布擴大捐贈斯洛伐克、捷克、立陶宛、拉脫維亞及愛沙

尼亞各100萬美元，共計500萬美元，以協助安置烏克蘭難民；我

國後續將透過國際及雙邊機制，持續與全球民主夥伴研議如何協

助烏克蘭。此外，國內相關機關也正進行協商，討論如何幫助烏

克蘭學生來台就學，盼能更直接協助烏克蘭人。   

- 124 -



台灣民眾除捐款外，也熱烈捐贈物資。經最終統計，外交部

已經募集超過3萬1,000箱、共計650噸的物資，從3月17日起已運

送12批物資至斯洛伐克；後續也將分批運至波蘭。吳部長特別感

謝斯洛伐克及波蘭政府的協助，將台灣的賑濟物資以最快的速度

被送往烏克蘭境內。        

針對台灣人民及政府的熱心及行動力，歐洲經貿辦事處高哲

夫處長表示，感謝台灣踴躍捐獻物資及捐款，並譴責俄羅斯侵略

行徑；高哲夫處長強調，台灣人民發揮溫暖善心，令人感動，再

次證明台灣與歐盟在自由民主價值的強韌夥伴關係。波蘭駐台代

表高則叡則感謝台灣人民與外交部提供的幫助，在大量烏克蘭難

民入境波蘭之際，台灣的幫助非常重要、及時，展現國際民主社

群的團結力量。  

在台烏克蘭僑民代表Olha Kulish女士也衷心感謝台灣人民熱

烈捐獻金錢及物資，溫暖許多烏克蘭人民的心，她也感謝蔡英文

總統、台灣外交部及所有無私奉獻的志工；她強調烏克蘭人民對

台灣的善舉將銘記在心，相信台灣定能將善款送達所有最需要幫

助的烏克蘭人民，也盼戰爭過後台灣與烏克蘭強化雙邊交流合

作，建立更緊密的友誼與實質關係。  

外交部將與受贈國政府保持密切聯繫，確保國人的善款獲妥

善運用、發揮最大效益，讓奮戰不懈的烏克蘭人民獲得妥善照

顧。外交部將持續對外說明賑濟烏克蘭專戶款項的運用情形，以

昭公信。（E） 

No. 074                                                                               April 1, 2022 

Foreign Minister Wu announces third disbursement of donated 

funds as Taiwan raises NT$930 million for Ukraine 

At an international press conference held by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MOFA) today,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Jaushieh Joseph 

Wu announced that a special account established to raise funds for 

Ukraine had amassed NT$930 million. Minister Wu also named a list 

of recipient countries for a third disbursement of donated fund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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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nt was attended by Filip Grzegorzewski, Head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nd Trade Office (EETO); Cyryl Kozaczewski, Director of 

the Polish Office in Taipei; the heads of the Slovak and Czech 

missions in Taiwan;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Relieve Disaster 

Foundation (RDF) Wu Xin-long; and representatives of the Ukrainian, 

Lithuanian, Latvian, Estonian, and Hungarian communities in Taiwan. 

Minister Wu thanked the Taiwanese people for their generosity and 

concrete action in supporting Ukraine, and for standing together with 

the free and democratic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e said that this had 

shown the world Taiwan’s determination and efforts in assisting 

Ukrainian refugees, as well as the Taiwanese people’s desire to help 

those in need. 

Minister Wu explained that MOFA set up a special account through 

the RDF to collect monetary donations shortly after Ukraine was 

invaded by Russia. He said that the donation drive, which was 

launched on March 2, had received an overwhelming response from 

the Taiwanese public, amassing more than NT$100 million by the 

following day and going on to collect 127,854 donations totaling 

NT$934,065,533 by the morning of April 1. 

Minister Wu said that to ensure assistance gets to Ukrainian refugees 

quickly and effectively, on March 7, MOFA sent NT$100 million 

(around US$3.5 million) to Poland, which has taken in the highest 

number of Ukrainian refugees to date, with the funds to be allocated 

by the Polish government’s Governmental Strategic Reserves Agency. 

On March 15, MOFA disbursed a second tranche of funds worth 

US$11.5 million, with US$6.5 million going to Poland; US$1.5 

million each to Slovakia, the Czech Republic, and Hungary; and 

US$500,000 to Lithuania. The funds will be distributed to relevant 

government agencies in these countries, Ukrainian aid funds 

supervised by these governments, local governments sheltering 

refugees, and designated relief organizations. 

During the press conference, Minister Wu announced that to fur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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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lster joint assistance efforts by Taiwan and its democratic allies, 

Taiwan will be making a third disbursement, donating US$1 million 

each to Slovakia, the Czech Republic, Lithuania, Latvia, and 

Estonia—a total of US$5 million—to help settle Ukrainian refugees. 

He said that Taiwan will continue to use international and bilateral 

mechanisms to discuss with democratic partners around the world 

how to best provide assistance to Ukraine. Adding that Taiwanese 

agencies have been exploring how Ukrainian students can be helped to 

study in Taiwan, he stated he hoped to find even more direct channels 

through which to assist Ukrainians. 

In addition to monetary donations, the public’s heartening response 

has also allowed MOFA to collect more than 31,000 boxes of in-kind 

donations totaling 650 tons. Twelve shipments have been sent to 

Slovakia since March 17, with more due to be flown to Poland going 

forward. Minister Wu thanked the governments of Slovakia and 

Poland for their assistance, saying this will allow Taiwan’s relief 

supplies to get to Ukraine as quickly as possible. 

Responding to the kindness and proactive efforts of the people and 

government of Taiwan, EETO Head Grzegorzewski expressed 

gratitude for Taiwan’s generous monetary and in-kind donations, 

while also condemning Russia’s aggressive actions. He stressed that 

the compassion shown by the Taiwanese people was very touching 

and again served as a testament to the strong and resilient partnership 

between Taiwan and the European Union, which is based on the 

values of freedom and democracy.  

Cyryl Kozaczewski, Director of the Polish Office in Taipei, thanked 

the Taiwanese people and MOFA for their vital and timely assistance 

at a time when large numbers of Ukrainian refugees have entered 

Poland, adding that this has underscored the solidarity among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Ms. Olha Kulish, a representative of Ukrainians living in Taiwan, 

conveyed heartfelt gratitude for the Taiwanese people’s gener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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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ation of funds and material supplies, which has warmed the hearts 

of the Ukrainian people. She also thanked President Tsai Ing-wen, 

MOFA, and the selfless volunteers, emphasizing that the people of 

Ukraine will always remember Taiwan’s charitable actions. She 

expressed confidence that Taiwan would be able to deliver these funds 

to all those Ukrainians who are in urgent need of help. She also 

conveyed her hope that once the war has ended, Taiwan and Ukraine 

will enhance bilateral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and develop a closer 

friendship and substantive relations. 

MOFA will remain in close contact with the recipient governments to 

ensure that funds are put to the best possible use and support 

Ukrainians as they continue their tireless resistance. MOFA will also 

continue to inform the public in an open and transparent manner how 

it is using funds collected through the RDF account. (E) 

第 075號                                                                               2022/04/02 

台美雙方就擴大台灣國際參與議題在華府舉行會議，外交部對美

方的堅定支持表達誠摯感謝 

台美雙方於本（111）年3月31日就擴大台灣國際參與在美國

華府舉行會議，討論推動深化台灣參與國際組織的策略及作法，

議題涵蓋公共衛生、民航安全、打擊跨國犯罪、經濟合作及民主

治理等。本次雙邊會談為武漢肺炎（COVID-19）疫情爆發以來

首次實體舉辦，充分展現台美堅若磐石的強韌夥伴關係，外交部

感謝美國對台灣的堅定友誼與支持。 

美方在會中肯定台灣在全球疫後復甦多邊合作可扮演的建設

性角色，重申將繼續支持並協助台灣拓展國際空間及對全球關注

議題作出更多專業貢獻。外交部主任秘書徐儷文代表外交部感謝

美方對台灣的堅定承諾與強勁支持，強調台灣將繼續與包括美國

在內的理念相近國家攜手合作，並在持續擴大的國際支持以及友

我動能的良好基礎上，秉持「專業、務實、有貢獻」原則，進一

步拓展國際參與，共同維護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並強化多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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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及區域合作，彰顯台灣作為世界良善力量的信念與具體貢

獻。 

此次會議我方由外交部主任秘書徐儷文率領國際組織司司長

吳尚年等同仁赴華府與會，駐美國代表處大使蕭美琴、公使王良

玉及相關同仁出席，駐紐約辦事處大使李光章及駐日內瓦辦事處

處長蘇瑩君也參團與會；美方出席代表包括國務院國際組織局助

卿Michele Sison、國組局副助卿Nerissa Cook及Jane Rhee、APEC

資深官員Matt Murray，以及美國在台協會執行理事藍鶯（Ingrid 

Larson）等官員。（E） 

第 076號                                                                               2022/04/06 

美國政府正式通知我國最新對台軍售 

外交部已正式接到美國政府通知，美方將對台灣出售總價值

9,500萬美元的愛國者專案人員技術協助（Patriot Contractor 

Technical Assistance）。外交部對此表示高度歡迎，並感謝美國政

府持續落實《台灣關係法》及「六項保證」對台灣的安全承諾。 

這是拜登政府任內第三度、也是本（2022）年第二度宣布的

對台軍售，充分展現美國政府對台灣國防需求的高度重視，並延

續近年來對台軍售常態化的政策，協助我國即時獲取防衛所需裝

備，有效提升嚇阻能力。 

面對中國持續的軍事擴張與挑釁行為，台灣必須充分展現高

度自我防衛的決心。我國政府將持續強化自我防衛能力及不對稱

戰力，以堅實國防維護國家安全，並深化台美緊密安全夥伴關

係，以對印太區域長遠的和平、穩定與繁榮作出貢獻。（E） 

No. 076                                                                               April 6, 2022 

US government officially notifies Taiwan of latest arms sale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MOFA) has been officially notified 

by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that the US will make a US$95 

- 129 -



million sale of Patriot contractor technical assistance to Taiwan. 

MOFA warmly welcomes this decision and thanks the US government 

for continuing to fulfill security commitments to Taiwan under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and the Six Assurances. 

This is the third arms sale made by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and the 

second announcement of arms sales this year, which demonstrates the 

US government’s high regard for Taiwan’s national defense 

requirements. It continues a policy of recent years of normalizing 

arms sales to Taiwan, assisting Taiwan in making timely acquisitions 

of essential defense equipment and effectively upgrading its 

deterrence capabilities. 

In the face of China’s continuing military expansion and provocative 

actions, Taiwan must show its strong determination to defend itself. To 

safeguard national security, the government will continue to 

strengthen Taiwan’s self-defense and asymmetrical capabilities. It will 

also strive to further deepen the close Taiwan-US security partnership 

and thus contribute to long-term peace, stability, and prosperity in the 

Indo-Pacific region. (E) 

第 078號                                                                               2022/04/07 

外交部感謝義大利眾議院外委會再度通過友我決議，呼籲義大利

政府重視印太及台海和平穩定 

繼上（3）月16日義大利眾議院全會通過友好台灣的附屬議

案後，義大利眾議院外交委員會本（4）月5日再次通過友我決議

案，呼籲義大利政府關注印太區域及台海情勢，以及中國在區域

擴張所帶來的挑戰，要求義國政府增加印太區域駐外資源，同時

強化與印太區域國家合作。 

對於義大利眾議院再次通過友我決議，促請義國政府關注中

國擴張所造成印太及台海緊張情勢，並要求義國政府強化在印太

區域的參與，展現一波波的友台聲浪，外交部表達高度歡迎與誠

摯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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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決議案是由義大利眾議院外交委員會副主席福門帝尼

（Paolo Formentini）上月在全會提出的友我附屬議案，之後於眾

議院外交委員會再度提出。提案不僅獲得外委會44位成員中23位

跨黨派眾議員支持連署，投票時更獲得外委會無異議通過，顯見

維持印太區域及台海的和平穩定，已成為義大利眾議院外委會廣

泛共識。此次提案也獲得義國外交部次長席瑞尼（Marina 

Sereni）代表政府表達正面支持。  

近年來台灣與義大利在經貿、文化、教育、能源等領域合作

密切，雙方均共享民主、自由、人權等普世價值，雙邊關係深廣

且友好。未來台灣將在既有深厚基礎上與義大利等理念相近國家

攜手合作，共同維護台海及印太區域的和平、穩定與繁榮。（E） 

第 079號                                                                               2022/04/11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署長張子敬擔任總統特使出訪帛琉並率團出席

第7屆「我們的海洋大會」 

太平洋友邦帛琉共和國與我國邦誼密切友好，基於對台帛邦

誼的重視，帛琉總統惠恕仁（Surangel S. Whipps, Jr.）特別邀請

蔡英文總統訪問帛琉，並參加於本（4）月13日至14日由帛琉主

辦的第7屆「我們的海洋大會」（Our Ocean Conference, OOC，以

下簡稱大會）。 

為回應惠恕仁總統的邀請，蔡總統指派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署

長張子敬擔任特使出訪帛琉，並以環境保護署署長的官方專業身

分代表我國出席大會，期盼我國代表團在這個全球舞台上，分享

我國做為太平洋區域負責任的一份子，在海洋環境及永續發展上

所做出的貢獻。 

我國代表團其他主要成員還包括外交部政務次長田中光、海

洋委員會政務副主任委員蔡清標、海洋保育署署長黃向文及財團

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秘書長項恬毅等人。除了上述參與部會

及單位，海巡署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也都派員與會。代表

團並將於會議期間與友邦及理念相近國家進行對話，實踐我國

「專業、務實、有貢獻」的國際參與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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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屆會議我國以環保署長的官方身分正式出席大會，不但是

我國參與這項國際會議以來的最高層級，更是我國首次以官方身

分受邀。張署長並將於本月14日的大會議程「解決海洋污染」

（Tackling Marine Pollution）場次中，向全體與會者發表對解決

海洋環境污染的專題演說，這是我國參與國際海洋活動的一大提

升。我國將善用本次與會提升我國在國際海洋保育的地位及形

象。 

為了以實際行動向國際展現我國對保護海洋的決心與貢獻，

本屆大會另由海委會統籌我國涉及海洋事務的相關部會，針對大

會六大行動領域計提出14項承諾，並獲得大會正式核錄。本次海

委會設定了包含「提升我國參與層級、參與主議程、提交我國承

諾事項、參與青年峰會（臺灣大學電機系陳懷璞同學）、國合會

申辦周邊會議及我國推動海洋生態永續成果展」等參與目標，在

跨部會積極整合協調下，上述參與目標均一一順利達標。 

此外，外交部及海洋委員會等部會也本於公私協力的精神，

積極促成我國私部門參與本屆大會。宏碁集團向大會提出「運用

海廢再生材料並減少原生塑料使用」承諾；新光合成纖維股份有

限公司贊助由帛琉海廢料製成的大會官方服飾；新光醫療財團法

人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也在大會期間派遣醫師，協助帛琉各項醫

療衛生工作。本屆大會我方將以公私部門協力方式，共同為國際

海洋生態永續做出多元化貢獻。（E） 

第 080號                                                                               2022/04/12 

外交部對菲律賓遭受梅姬颱風侵襲表達誠摯慰問 

颱風梅姬（Megi，菲律賓稱Agaton）於本（4）月11日晚間

侵襲菲律賓東部和南部沿海地區，引發當地嚴重水患與土石流，

造成至少25人死亡；實際傷亡及災損則將由菲律賓政府進一步確

認。 

外交部長吳釗燮得知菲律賓發生風災後，立即指示亞太司長

周民淦大使於本（12）日上午致電馬尼拉經濟文化辦事處

（MECO）主席費南德（Wilfredo B. Fernandez），代表我國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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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人民對菲律賓災情的誠摯慰問。費南德主席感謝我國政府與人

民的關懷。 

根據我國駐菲律賓代表處掌握的資訊，目前尚無國人或台商

因風災傷亡或受困。外交部與駐菲律賓代表處將密切注意災情發

展，並與菲律賓相關部門保持聯繫，及時提供必要的協助。 

國人如果在菲律賓遭遇急難需要協助，請即撥打駐菲律賓代

表處緊急聯絡電話：+63-917-819-4597；或請國內親友撥打「外

交部緊急聯絡中心」電話：0800-085-095。（E） 

第 082號                                                                               2022/04/12 

即日起開放國人及持有我國有效居留證的非本國籍人士外籍親屬

於邊境嚴管期間申請入境探親  

考量國人及持有我國居留證的非本國籍人士相關家庭團聚需

求，為能保障跨國家庭團聚權，外交部經與相關機關研商定案，

除現行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開放入境事由（依親、就學、研習

中文、商務考察、投資、履約、應聘、緊急人道及經指揮中心專

案許可者）外，政府自即日（12日）起放寬國人及持有我國有效

居留證在台灣的非本國籍人士（不含移工）的外籍親屬，可持明

確親屬關係證明文件，向我國駐外館處申請探親事由的「特別入

境許可」（停留簽證）來台灣。 

有關外籍親屬申請探親停留簽證應備文件，請參閱外交部領

事事務局全球資訊網有關「外籍人士來台探親申請停留簽證手續

說明」（ [https://www.boca.gov.tw/cp-335-161-7ab90-1.html] ）。先

前獲發探親事由特別入境許可（簽證）於2021年5月19日至2021

年8月18日效期屆滿者，可重新檢具應備文件向原核發館處申請

換發相同事由及類型簽證，無需再次繳交規費。免簽證、落地簽

證及電子簽證仍均暫緩適用。 

以上規範將視疫情變化，隨時調整公告。（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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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082                                                                             April 12, 2022 

Foreign relatives of R.O.C. (Taiwan) nationals and Alien Resident 

Certificate holders may apply to enter Taiwan while strict border 

control measures remain in place 

Considering the need for and right to family reunions of R.O.C. 

(Taiwan) nationals and Alien Resident Certificate holders residing in 

Taiwan,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MOFA), in coordination with 

other government agencies, announces that starting today, April 12, 

foreign relatives of R.O.C. (Taiwan) nationals and valid Alien 

Resident Certificate holders residing in Taiwan may apply to enter 

Taiwan. They may submit an application for a special entry permit 

(visitor visa) for the purpose of visiting relatives at R.O.C. (Taiwan) 

overseas missions by presenting proof of relationship to R.O.C. 

(Taiwan) nationals or Alien Resident Certificate holders residing in 

Taiwan.  

This arrangement comes in addition to the other purposes for entry to 

Taiwan currently allowed by the Central Epidemic Command Center 

(CECC)—i.e., joining family (foreign spouses and minors only), study 

(formal degree programs), studying Mandarin, business visits, 

investment, fulfilling contractual obligations, employment, 

emergencies, and on humanitarian grounds, and other cases given 

special approval by the CECC.  

For details on the documentation requirements, please refer to the 

Bureau of Consular Affairs webpage on visitor visas for visiting 

relatives (boca.gov.tw/cp-158-251-e78ef-2.html). Individuals 

previously issued with special entry permits (visas) for visiting 

relatives purpose with expiry dates between May 19 and August 18, 

2021, may apply, free of charge, for a new visa of the same purpose 

and type at the same R.O.C. (Taiwan) overseas mission. Visa-exempt 

entry, visa on arrival, and e-visa services remain suspended. 

These regulations are subject to change and may be adjusted based on 

pandemic developments.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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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83號                                                                               2022/04/13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署長張子敬擔任總統特使向帛琉總統惠恕仁呈

遞國書並出席第7屆「我們的海洋大會」活動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張子敬署長奉派擔任蔡總統特使訪問帛

琉，並以環境保護署署長的專業身分出席帛琉舉辦的第7屆「我

們的海洋大會」（OOC 2022）。張署長於本（4）月12日率團抵達

帛琉後，帛琉國務部長Gustav Aitaro代表總統惠恕仁（Surangel S. 

Whipps, Jr.）在機場迎接，對我特使團到訪表達誠摯的歡迎之

意。 

張署長偕外交部田中光政務次長及駐帛琉黎倩儀大使於同日

下午赴總統府向惠恕仁總統呈遞特使國書。惠恕仁總統表示，台

灣與帛琉都是太平洋島國的一份子，對海洋保育與永續發展向來

不遺餘力，為太平洋美好的前景共同貢獻心力。惠恕仁總統感謝

台灣政府與人民協助帛琉舉辦本屆OOC大會，強調台帛邦誼深

厚，期待雙方持續深化友好關係。 

我海洋委員會及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於當日下午舉

辦「小型島嶼國家發展零排放、零廢棄之循環經濟願景」

（Toward Zero Emission and Zero Waste Future Exhibition）特展，

由海洋委員會政務副主委蔡清標及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

秘書長項恬毅開幕致詞。帛琉國務部長Gustav Aitaro、農漁暨環

境部長Steven Victor、教育部長Dale Jenkins、南女王（Bilung）等

帛琉政要，以及美國國際開發總署（USAID）、日本Sasakawa 

Peace Foundation等機構均派員與會，各方對我國致力協助小型島

嶼國家保護海洋、確保海洋安全及海廢棄物回收等成果深表讚

許，並表示將持續與台灣深化在相關領域的合作。 

張署長偕田政務次長及黎大使晚間與超過80個國家及非政府

組織代表均受邀出席「帛琉-美國歡迎酒會」。惠恕仁總統致詞時

歡迎所有來賓，並特別公開感謝我國協助帛琉舉辦本屆OOC大

會。張署長與田政務次長在酒會期間也積極與美國、日本、法國

及比利時等理念相近國家代表互動，宣傳我國在海洋保育領域的

具體貢獻，期盼持續推動我與各國在海洋保育領域的交流。 

本屆OOC大會將於本月13日及14日正式展開，張署長及我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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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團成員將全程出席開幕儀式及各場次會議討論，外交部將適時

與各界說明會議討論情形及成果。（E） 

第 084號                                                                               2022/04/14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署長張子敬出席第7屆「我們的海洋大會」開

幕式並與帛琉總統惠恕仁共同主持台帛歡迎酒會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長張子敬與外交部政務次長田中光、駐帛

琉大使黎倩儀本（4）月13日上午出席第7屆「我們的海洋大會」

（Our Ocean Conference, OOC）開幕式，與各國官方代表共同坐

在「外國代表團」（Foreign delegation）專區。帛琉總統惠恕仁

（Surangel S. Whipps, Jr.）及美國氣候總統特使凱瑞（ John 

Kerry）先後致詞，惠恕仁總統再次公開肯定台灣協助帛琉舉辦本

屆大會；凱瑞特使則呼籲各國深化在海洋及環保的合作夥伴關

係。 

張署長、外交部田次長、海洋委員會政務副主委蔡清標、財

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秘書長項恬毅、海洋保育署長黃向文

及東華大學榮譽教授童春發等我特使團團員另分別參與「正視海

洋氣候變遷」、「永續漁業推廣」、「永續藍色經濟」、「學習原住民

方式之保育觀念」等各場次專業議題討論，與各國代表分享台灣

經驗，獲熱烈回響，許多國家代表表示樂願與我方強化海洋領域

的合作。此外，台灣、美國及帛琉合辦大會周邊會議「小型島嶼

國家氣候韌性及永續發展」，惠恕仁總統偕第一夫人親自出席並

呼籲各界重視氣候變遷的威脅。 

張署長同日下午接受帛琉兩大主流媒體帛琉島嶼時報

（Island Times）與帛琉報（Tia Belau），以及三立新聞個別專

訪，針對海洋廢棄物處理、環境保育、氣候變遷議題分享政策成

果，並表示將持續推動台灣與帛琉及其他理念相近國家在相關領

域的合作交流。 

張署長另與帛琉惠恕仁總統共同主持「台帛歡迎酒會」，邀

獲帛琉多位政要及傳統領袖、美國、日本及澳大利亞駐帛琉大

使，以及超過10國代表團成員與會，現場賓客雲集。惠恕仁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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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詞時再次公開肯定台灣對帛琉舉辦OOC會議的重大貢獻，期盼

各國持續深化夥伴關係。張署長及惠恕仁總統於酒會上共同為台

帛聯合紀念郵票揭幕；此為繼2018年後，兩國再次聯合發行郵

票，凸顯帛琉傳統文化、呼籲各界愛護大自然，意義深遠。（E） 

第 086號                                                                               2022/04/15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署長張子敬在第7屆「我們的海洋大會」發表

專業演講並與友邦舉行多邊會議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署長張子敬本（4）月14日續率團出席第7

屆「我們的海洋大會」（Our Ocean Conference, OOC）發表專題演

說，並偕外交部政務次長田中光、駐帛琉共和國大使黎倩儀、財

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秘書長項恬毅、海洋委員會海保署長

黃向文等人，與帛琉總統惠恕仁（Surangel S. Whipps, Jr.）及馬

紹爾群島駐聯合國大使Amatlain Kabua進行會談，針對海洋保育

及永續漁業發展等議題廣泛交換意見。 

惠恕仁總統與Kabua大使均認為，台灣擁有進步的糧食研發

技術與大氣環境知識，可以與友邦及太平洋各國共同合作，應對

氣候變遷導致的糧食安全、永續漁業問題與海平面上升的威脅而

努力。田次長亦承諾以台灣的經驗及科技發揮互助合作、同舟共

濟的精神，與各國一起為海洋永續發展攜手前進。 

張署長另在「解決海洋污染」主題場次中發表專題演講，特

別說明我國致力將環保政策與國際接軌，善盡保護地球責任，以

我國垃圾回收率六成以上，以及PET寶特瓶回收率高達九成以上

佳績，展現我國追求環境永續發展的決心。此外，張署長也介紹

我國積極執行海岸廢棄物清理、源頭漁業廢棄漁網具管控、河川

陸源垃圾欄除等一系列「向海洋致敬」政策，並展示我國廠商新

光合成纖維股份有限公司利用帛琉海廢料製成的OOC官方島衫，

獲得各國代表與NGO團體對台灣環保政策成果的一致肯定與讚

譽。 

海洋委員會政務副主委蔡清標也受邀在OOC大會「實現海洋

安全」主題場次公開發表我國承諾，將落實執行我國「智慧航安

- 137 -



服務建置暨發展計畫」確保海域航行安全；我方另將持續強化海

上人道救援國際合作搜救能量、支持國際合作打擊毒品走私等海

上跨境犯罪等政策，展現台灣對OOC維護海洋安全理念的堅定支

持。 

我國東華大學榮譽教授童春發也在大會周邊會議「以自然為

本解決方案－南島民族觀點」，分享台灣原住民傳統生活知識技

能，學習與海洋自然萬物共同生存的理念。 

張署長偕外交部田政務次長等所有團員受邀出席OOC大會主

辦的閉幕酒會；帛琉惠恕仁總統致詞再次感謝台灣協助帛琉順利

舉辦OOC所做的貢獻，充份彰顯台帛兩國長久以來的深厚邦誼。

（E） 

No. 086                                                                             April 15, 2022 

EPA Minister Chang Tzi-chin delivers keynote speech at Our 

Ocean Conference and holds multilateral meeting with diplomatic 

allies 

On April 14, Chang Tzi-chin, Minister of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EPA)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led a delegation to the Seventh Our Ocean Conference (OOC). 

Minister Chang delivered a keynote speech at the OOC and held a 

meeting with Surangel S. Whipps, Jr.,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f 

Palau, and Ambassador Amatlain Elizabeth Kabua,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of the Marshall Islands to the United Nations, to 

exchange views on such issues as ocean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fisheries. At this meeting, Minister Chang was accompanied by Tien 

Chung-kwang, Deputy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Jessica Chien-yi 

Lee, Taiwan’s Ambassador to Palau; and Julia Hsiang-wen Huang, 

Director-General of the Ocean Conservation Administration. 

President Whipps and Ambassador Kabua stated that Taiwan, with its 

advanced technology used in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food, as 

well as its knowledge of the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is able to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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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its diplomatic allies and other friendly Pacific island countries in 

addressing climate change-related issues such as food security, 

sustainable fisheries, and the threat of rising sea levels. Deputy 

Foreign Minister Tien reiterated that Taiwan, in the spirit of 

cooperation and mutual assistance, remains committed to 

collaborating with other countries o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oceans by leveraging its experience and technological capabilities. 

In his keynote speech at the OOC session entitled “Tackling Marine 

Pollution,” Minister Chang stressed Taiwan’s efforts in aligning it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olicies with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so as to 

better protect the planet. He also highlighted the fact that Taiwan 

boasts a waste recycling rate of over 60 percent, as well as a recycling 

rate of over 90 percent for PET bottles, demonstrating Taiwan’s 

determination to achieve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In addition, 

Minister Chang explained Taiwan’s Salute to the Seas policy, which 

comprises proactive measures aimed at cleaning up coastal areas, 

recycling fishing nets and gear, and intercepting river trash. Minister 

Chang also displayed the official OOC shirts, which were 

manufactured using recycled ocean plastic from Palau by Shinkong 

Synthetic Fibers Corporation (SSFC), a Taiwanese company. The 

representatives of countries and NGOs in attendance recognized and 

praised Taiwan’s achievements 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During the OOC plenary session entitled “Achieving a Safe, Just and 

Secure Ocean,” Tsai Ching-piao, Deputy Minister of Taiwan’s Ocean 

Affairs Council, was invited to introduce Taiwan’s commitments to 

the ocean, includ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an intelligent navigation 

safety service and development plan, which helps ensure navigation 

safety in the waters surrounding Taiwan. In addition, Deputy Minister 

Tsai stated that Taiwan would continue to strengthen its capacity to 

conduct search and rescue operations at sea and further cooperate with 

other countries in providing humanitarian aid. He also said that 

Taiwan supported international efforts to crack down on cross-border 

crime, especially drug smuggling. These statements atteste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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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s firm commitment to ensuring a safe ocean. 

In addition, during the OOC side event “Nature-based Solutions—

Austronesian Perspectives,” Tong Chun-fa, Emeritus Professor of 

Taiwan’s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talked about Taiwanese 

indigenous peoples’ traditional knowledge, skills, and ideals with 

respect to coexisting with the ocean and nature. 

Minister Chang, Deputy Foreign Minister Tien, and the other 

members of the delegation were invited to the closing reception of the 

OOC. President Whipps delivered remarks at the reception, in which 

he thanked Taiwan again for its contributions to the OOC and its 

assistance in organizing the event, which underscored the long-

standing and close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Taiwan and Palau. (E) 

第 087號                                                                               2022/04/15 

我國特使團成員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在第7屆「我們的海洋大

會」辦理周邊活動及特展獲高度關注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長張子敬所率領特使團於本（4）月12日

抵達帛琉後，積極參與海洋保育及氣候變遷相關的周邊活動及特

展，特使團成員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並在秘書長項恬毅

帶領下，分別於本月13日及14日「我們的海洋大會」（OOC 

2022）會議期間辦理2場大型展覽及2場周邊會議，有助與會各國

瞭解台灣在海洋領域的專業知識及經驗，進而拓展相關合作機

會。 

國合會在 OOC大會主場館內以「 Taiwan Ocean Action 

Exhibit–Blue Ocean Green Future」為題設置展覽攤，介紹我國海

洋保育成果及環保政策，並展示台灣民間企業利用海洋廢棄物再

生製造的太陽眼鏡、環保鞋、托特包等環保製品。國合會另在帛

琉老爺酒店舉辦「小型島嶼國家發展零排放零廢棄之循環經濟」

特展，分享我國循環經濟產業的技術創新、海洋生態保護及海洋

科技發展的成果。 

國合會也與美國國際開發總署（USAID）及帛琉政府共同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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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小型島嶼國家氣候韌性及永續發展」周邊會議，除分享我國

因應氣候變遷的解決方案；台美也就協助帛琉等小型島嶼國家因

應氣候變遷交換意見。此外，我國學者專家也在南島民族論壇周

邊會議分享台灣原住民促進環境保育及增加氣候韌性的傳統經

驗。 

帛琉總統惠恕仁（Surangel S. Whipps, Jr.）偕第一夫人共同

出席，展現對台灣的重視及支持。外交部政務次長田中光致詞

時，代表我國政府及人民向惠恕仁總統致上最高謝忱，感謝帛琉

邀請我國籌組官方代表團出席OOC會議，有助促進台灣與理念相

近國家共同研擬氣候變遷的調適方案。（E） 

No. 087                                                                             April 15, 2022 

TaiwanICDF holds high-profile side events and exhibitions at Our 

Ocean Conference in Palau 

A delegation led by special envoy Chang Tzi-chin, Minister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arrived 

in Palau on April 12 for the Seventh Our Ocean Conference (OOC). 

The delegation, which included th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Fund (TaiwanICDF), pro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side 

events and exhibitions on such topics as marine conservation and 

climate change. The TaiwanICDF organized two large exhibitions and 

two side events during the OOC held on April 13 and 14. These 

activities helped participating countries better understand Taiwan’s 

professional expertise and experience in marine issues, thereby 

creating new opportunities for cooperation.  

The TaiwanICDF held the Taiwan Ocean Action Exhibit—Blue Ocean 

Green Future at the main OOC venue. The event introduced Taiwan’s 

accomplishments in marine conserv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olicy, featuring sunglasses, shoes, tote bags, and other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items produced by Taiwanese enterprises 

using recycled marine waste. In addition, the TaiwanICDF hel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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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ward Zero Emission and Zero Waste Future Exhibition at the Palau 

Royal Resort to showcase Taiwan’s success in industria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 for the circular economy, marine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and marine technology.  

The TaiwanICDF, together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the government of Palau, also hosted a 

side event—“Climate Resilienc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Small Island Developing States”—to share Taiwan’s countermeasures 

against climate change. Through this event, Taiwan and the US 

supported the exchange of views among Palau and other small island 

nations on their responses to climate change. At a side event with the 

Austronesian Forum, Taiwanese scholars and experts shared the 

experience of Taiwan’s indigenous peoples in employing traditional 

methods to promote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and increase climate 

resilience. 

Palau President Surangel S. Whipps, Jr. and the First Lady attended 

the “Climate Resilienc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Small Island 

Developing States” side event, demonstrating the importance attached 

and the support extended to Taiwan. At this side event, Deputy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Tien Chung-kwang expressed, on behalf of 

the people and government of Taiwan, deep gratitude to President 

Whipps. He thanked Palau for inviting Taiwan to organize an official 

delegation to participate in the OOC, enabling Taiwan and like-

minded countries to jointly explore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plans. 

(E) 

第 088號                                                                               2022/04/16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長張子敬參加第7屆「我們的海洋大會」會後

活動並彰顯台帛緊密邦誼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署長張子敬於4月15日應帛琉總統惠恕仁

（Surangel S. Whipps, Jr.）邀請，偕外交部政務次長田中光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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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團團員參加海洋保育參訪活動；各國出席「我們的海洋大會」

（OOC 2022）的代表也共同參與。 

惠恕仁總統稍早與張署長晤談時，曾提及帛琉受疫情影響，

觀光客大幅銳減，聞名於世的帛琉海洋生態也得以休養生息。帛

琉政府特別安排各國貴賓在帛琉珊瑚礁海域將過度捕撈導致數量

嚴重下滑的野生海龜放生。去年在帛琉洛克群島發現這些幼龜，

之後送到台灣水產計畫養殖中心順利育成，顯示我國協助帛琉保

育海洋生物的成功案例。 

此外，帛琉政府安排張署長等各國貴賓參觀名列世界七大海

底奇景的「水母湖」，惠恕仁總統到場親自解說這最具特色的海

洋生態奇景。 

張署長與以色列、奧地利、德國、貝里斯、聖文森及聖克里

斯多福等國代表乘船航行途中，帛琉政府特別安排去年我國捐贈

的兩艘海岸巡防艇隨行戒護。田政務次長也藉此向各國貴賓說明

台灣協助帛琉等太平洋友好國家執行、維護海洋安全的決心與貢

獻。 

15日晚間張署長主持答謝僑宴，致詞誠摯感謝旅居帛琉台僑

與駐帛琉大使黎倩儀率領的大使館與技術團同仁，協助我團順利

參與「我們的海洋大會」。田政務次長致詞也強調，台僑在帛琉

長期深耕，是兩國人民交流最重要的橋樑，感謝僑界為台帛邦誼

長期所付出的努力。 

我國民間參與也為此次盛會增添許多光彩，例如東華大學榮

譽教授童春發及法律扶助基金會原住民族法律服務中心郭文萱法

務專員在大會正式周邊會議，從原住民傳統生活經驗，分享有益

永續海洋發展的觀點。此外，海委會推薦的台灣大學電機系學生

陳懷璞， 成為我國首次參加「我們的海洋大會—青年領袖峰會」

的青年代表（Youth Delegation），與庫克群島、帛琉、馬爾地

夫、巴拿馬等各國青年代表們交流學習。 

本次張署長獲蔡總統指派擔任特使出訪帛琉，並出席第七屆

「我們的海洋大會」，不僅我國多年努力推動海洋環境保育透過

此次盛會，廣獲國際社會肯定，更為台帛兩國邦誼的長遠發展奠

定厚實基礎。（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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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89號                                                                               2022/04/16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長張子敬出席「中華民國（台灣）-帛琉共和

國海巡敦訪升旗典禮」以及參訪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技術協助帛

琉成果 

我國應帛琉政府邀請，特別委派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台南

艦」前往帛琉，在第 7屆「我們的海洋大會」（Our Ocean 

Conference, 2022）期間，與帛琉海巡船艦協同執行海上維安任

務。行政院環境保護署長張子敬本（16）日與帛琉公共基礎建設

部長Charles Obichang共同主持升旗典禮，OOC團員、駐帛琉大使

館及技術團全員、我國友邦帛琉、聖克里斯多福、聖文森與貝里

斯等駐台大使及僑胞代表也都一同出席。 

中華民國與帛琉國旗在帛琉蔚藍的天空下，伴隨悠揚兩國國

歌聲冉冉升起，儀式莊嚴隆重，象徵兩國海巡合作的新里程碑。

張署長致詞時感謝「台南艦」遠赴帛琉完成巡護任務，能在帛琉

見到我國海巡船艦感到相當驕傲。Obichang部長代表帛琉副總統

兼司法部長Uduch Sengebau Senior致詞並表示，台帛乃兄弟之

邦，台灣協助帛琉成功舉辦「我們的海洋大會」，以及兩國海巡

緊密合作，都是台帛深厚邦誼的重大象徵。海洋委員會副主委蔡

清標也致贈海巡紀念品給與會貴賓。 

張署長乙行隨即參觀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在帛琉執行的園

藝、水產及禽畜計畫，並與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秘書長

項恬毅先後致詞表示，這些計畫契合帛琉政府提升糧食安全政策

目標，凸顯台灣模式援助具有實質效益，勉勵並感謝技術團同仁

推動台帛技術合作的辛勞。帛琉農漁暨環境部長Steven Victor也

致詞表示，這些合作計畫深獲帛琉人民肯定與支持，對我國政

府、駐帛琉大使館與技術團長期協助帛琉發展水產、農漁業技

術，特別致謝。隨後在駐帛琉大使黎倩儀以及Victor部長陪同

下，張署長、外交部政務次長田中光、海洋委員會副主委蔡清

標、國合會項秘書長參觀技術團各項成果，並與國合會駐帛琉技

師及專家交換意見，瞭解我國執行技術協助的挑戰與成果。 

張署長乙行中午另與帛琉人力資源、文化、觀光及發展部長

Ngiraibelas Tmetuchl進行傳統午餐敘，Tmetuchl部長讚許台灣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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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金計畫協助帛琉培育社會新生代中堅力量，日後定將成為台帛

友好關係的最佳代言人。 

張署長順利達成總統交付任務，全團於本日下午在帛琉國務

部長Gustav Aitaro道別歡送下，搭機返台。（E） 

第 090號                                                                               2022/04/20 

外交部長吳釗燮接受聖露西亞新任駐中華民國（台灣）特命全權

大使路易斯遞交到任國書副本 

聖露西亞新任駐中華民國（台灣）特命全權大使路易斯

（Robert Kennedy Lewis）於本（111）年4月20日上午拜會外交部

長吳釗燮並遞交到任國書副本。吳部長歡迎路易斯大使履新，並

期許與路易斯大使攜手深化兩國友好邦誼。 

吳部長表示台露兩國關係密切友好，我國十分珍視兩國邦

誼，同時也代表台灣政府與人民感謝聖露西亞長期支持台灣參與

國際組織及活動。吳部長也與路易斯大使就兩國合作、教育、台

灣的國際參與、台海情勢等議題廣泛交換意見。 

路易斯大使向吳部長轉致露國皮耶總理（Philip J. Pierre）對

我國政府提供各項合作的謝忱；他本人曾經三度訪問台灣，包括

105年5月出席蔡英文總統就職典禮，對台灣的民主發展、風土民

情、科技發展及教育的水準都有深刻體會。路易斯大使強調教育

對國家發展的重要，欣見聖露西亞學生在台灣深造後返國在各領

域表現出色，未來將致力推動兩國人民的交流，並盼持續推動台

露教育合作。 

路易斯大使曾經留學英國及紐西蘭，取得數學教育碩士和博

士。在奉派台灣之前，曾擔任聖露西亞教育部長以及眾議員等重

要職務，資歷豐富。 

聖露西亞是我國在加勒比海地區的重要友邦，兩國在教育、

農業、糧食安全、醫療衛生等領域長期合作成果豐碩，深獲聖露

西亞人民肯定。（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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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91號                                                                               2022/04/21 

我國以創始會員身分加入美國領導推動成立的「全球跨境隱私規

則論壇」 

我國與美國、加拿大、日本、韓國、新加坡及菲律賓共7個

「亞太經濟合作」（APEC）會員，於本（2022）年4月21日共同

發布「全球跨境隱私規則宣言」（Global Cross-Border Privacy 

Rules Declaration），成立「全球跨境隱私規則論壇」（Global 

Cross-Border Privacy Rules Forum）。我國身為創始會員，將在該

論壇與其他會員交流及討論資料隱私相關議題，並在全球範疇共

同促進資料跨境自由流通及隱私保護。  

「全球跨境隱私規則論壇」由美國領導推動，前身為美國在

APEC力推之「跨境隱私規則」（Cross-Border Privacy Rules, 

CBPR）體系，致力於有效保護消費者隱私，並推進全球電子商

務及數位貿易發展。隨著網際網路及數位經濟持續發展，美國自

2020年起致力擴大CBPR體系至APEC區域外，促成建立新的國際

論壇以納入更多參與成員，獲我國與其他APEC經濟體積極響

應，並參與各項協商及籌備工作，「全球跨境隱私規則論壇」終

獲宣布成立。  

「全球跨境隱私規則論壇」成立宗旨為促進國際間不同資料

隱私保護監管方法的調和與相容，開放予符合相關條件的司法管

轄權實體（jurisdiction）申請加入。我國參與該論壇，對提升國

際隱私保護合作及進一步促進跨境數位貿易發展均有助益。（E） 

第 092號                                                                               2022/04/22 

外交部發起第四波賑濟烏克蘭難民行動，吳釗燮部長與基輔市長

克里契科視訊通話，宣布援助烏克蘭800萬美元，展現台烏人民

休戚與共 

外交部長吳釗燮於本（4）月22日與烏克蘭首都基輔市長克

里契科（Vitali Klitschko）視訊通話，除表達台灣人民對烏克蘭

人民遭逢無情戰火的誠摯關心與慰問，同時宣布將轉贈我國人捐

款300萬美元予基輔市，另提供烏克蘭當地6所醫療機構500萬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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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總計800萬美元。吳部長強調，我國直接協助烏克蘭境內遭

受戰爭危害的烏國人民，減輕戰爭帶來的苦難。 

吳部長指出，本（2022）年2月24日俄羅斯揮軍入侵烏克

蘭，不僅對烏克蘭人民造成巨大傷害，也對國際秩序與民主社群

造成嚴峻威脅。台灣與烏克蘭同為民主理念相近夥伴，也同樣站

在抵擋威權主義擴張的前線，我國樂願同舟共濟，發揮人道關

懷，與烏克蘭人民站在一起。 

我國自俄烏戰事爆發以來，持續以實際行動支持烏克蘭，不

僅在戰爭爆發之初，立即透過波蘭戰略儲備署（RARS）運送27

噸醫療物資，分贈波蘭及烏克蘭境內亟需幫忙的烏國人民，另於

3月17日啟運由台灣民眾自動自發、慷慨捐贈的650噸的人道救援

物資，並透過斯洛伐克與波蘭等鄰近國家快速運達烏克蘭。 

外交部另透過財團法人賑災基金會成立專戶，提供國人愛心

捐款管道，獲得踴躍響應，一個月內即募集近新台幣9.4億元（約

3,300萬美元）。除上述對基輔市及烏國醫院捐贈外，我方已分配

並陸續撥付超過2,000萬美元，提供烏克蘭鄰近國家，如：波蘭、

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及波海三國等，協助安置流離失所的烏

克蘭難民。 

克里契科市長回應時指出，俄國入侵烏克蘭絕對是戰爭行

為，而非所謂「特別軍事行動」；俄軍不僅射殺烏方軍事人員，

並殘酷殺害平民，包括手無縛雞之力的孩童及婦女，因此深信，

烏克蘭的奮勇抗俄，不僅攸關區域及全球和平，更是為了捍衛全

球的民主自由價值而戰。烏克蘭呼籲國際社會嚴厲譴責並全面制

裁俄羅斯，只有俄國最後一個士兵離開烏克蘭後，和平才能真正

開始。克里契科市長強調，烏克蘭一直是愛好自由和平的民族，

願與全球民主夥伴共同捍衛民主、自由及人權等共享價值，寧願

戰死也不願屈從；烏克蘭至為感謝台灣政府與人民的溫暖支持，

烏克蘭人民對台灣的愛心與善舉將永遠銘記在心。 

吳部長堅定重申，台灣政府及人民同樣面對海峽對岸威權政

體的高度威脅，因此對烏克蘭目前面臨的處境感同身受。台灣人

民熱烈踴躍捐輸物資及金錢，藉此表達對烏克蘭的堅定支持。吳

部長另推崇克里契科市長做為職業拳擊手的奮戰精神，在抗俄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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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展露無遺，我國人民深受感動與啟發。克里契科市長表示期

盼戰爭儘快結束，戰後樂願邀請吳部長訪問基輔，樂願親自作陪

導覽重建後的家園。（E） 

No. 092                                                                             April 22, 2022 

Foreign Minister Wu announces fourth disbursement of relief 

funds, totaling US$8 million, during videoconference with Kyiv 

Mayor in show of solidarity with Ukrainian people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Jaushieh Joseph Wu held a 

videoconference with Vitali Klitschko, Mayor of the Ukrainian capital 

Kyiv, on April 22. He conveyed the Taiwanese people’s sincere 

concern and sympathies to the Ukrainian people for their suffering as 

a result of the ruthless military conflict. He also announced a donation 

of US$8 million from funds raised by the Taiwanese people to assist 

Ukraine, with US$3 million allocated to Kyiv and US$5 million to six 

Ukrainian medical institutions. Minister Wu emphasized that the 

direct assistance provided by Taiwan will alleviate the suffering of 

people within war-torn Ukraine. 

During the videoconference, Minister Wu said that Russia’s military 

invasion of Ukraine on February 24 has not only inflicted tremendous 

harm upon the people of Ukraine, but also gravely threatened the 

global order and democratic community. He said that as like-minded 

and democratic partners, Taiwan and Ukraine are on the front line of 

resistance against authoritarian expansionism. He added that Taiwan is 

willing to work in solidarity with Ukraine, showing humanitarian 

concern for and standing together with the people of Ukraine. 

Since Russia mounted its invasion, Taiwan has supported Ukraine 

through a number of concrete actions. In the early stages of the 

conflict, Taiwan shipped 27 tons of medical supplies to the Polish 

government’s Governmental Strategic Reserves Agency for 

distribution to Ukrainian people in need in both Poland and Ukra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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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March 17, Taiwan began shipping 650 tons of humanitarian relief 

supplies—generously donated by the Taiwanese people on their own 

initiative—to Slovakia, Poland, and neighboring countries for prompt 

delivery to Ukraine. 

Furthermore,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set up a special account 

through the Relieve Disaster Foundation to accept monetary donations. 

This received an overwhelming response from the Taiwanese public, 

amassing close to NT$940 million (approximately US$33 million) 

within one month. In addition to this latest round of donations to Kyiv 

and Ukrainian medical institutions, Taiwan has already made a series 

of donations totaling over US$20 million to neighboring countries, 

including Poland, the Czech Republic, Slovakia, Hungary, and the 

Baltic states. These funds have been used to help shelter Ukrainian 

refugees displaced by the conflict. 

During the videoconference, Mayor Klitschko said that Russia’s 

invasion of Ukraine was undoubtedly an act of war, and not a so-

called “special military operation.” He said that Russian soldiers have 

not only shot Ukrainian military personnel, but also brutally killed 

civilians, including defenseless children and women. He said he 

believes strongly that Ukraine’s courageous resistance against Russia 

is not only a matter of regional and global peace, but also a fight to 

defend global freedom and democracy. He said that Ukraine has urge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severely condemn and implement 

sanctions against Russia, and that peace will not prevail until the last 

Russian soldier leaves Ukraine. 

Mayor Klitschko went on to emphasize that Ukrainians are staunch 

believers in freedom and peace, and are willing to work together with 

democracies around the world to defend such shared values as 

democracy, freedom, and human rights. He said that Ukrainians would 

rather die than surrender. He expressed Ukraine’s gratitude to the 

government and people of Taiwan for their ardent support and said 

that Ukrainians would never forget these acts of kindness and 

genero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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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ister Wu reiterated that the government and people of Taiwan also 

face heightened threats from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which is why the Taiwanese empathize with Ukraine’s 

suffering so strongly. He said that Taiwanese people’s impassioned 

donation of supplies and money was a means of showing strong 

support for Ukraine. Minister Wu also expressed his admiration for 

Mayor Klitschko’s unwavering fighting spirit in his former career as a 

professional boxer, which has shone through in resisting Russian 

forces and inspired many Taiwanese people. Mayor Klitschko said that 

he hopes the war will end soon and that he would be happy to invite 

Minister Wu to visit Kyiv after the war and give a personal tour of his 

reconstructed homeland. (E) 

第 093號                                                                               2022/04/22 

「歐美第三次中國議題高階對話」會後聯合聲明重申對台海和平

穩定的重視，外交部表達高度歡迎與感謝 

歐盟對外事務部（ EEAS）秘書長薩里尼諾（ Stefano 

Sannino）與美國副國務卿雪蔓（Wendy Sherman）於4月21日至

22日在歐盟總部布魯塞爾舉行「歐美第三次中國議題高階對

話」、第2次「高階印太諮商」及首次「高階安全與防衛對話」。

雙方於22日會後所發布的聯合聲明中再度強調台海和平穩定的重

要性，支持兩岸爭端必須和平解決，反對任何片面破壞台海現狀

的行為；歐、美同時對中國的「經濟脅迫」表達特別關切，重申

堅定支持受脅迫國家的團結立場。對於歐、美雙方延續上

（2021）年前兩次中國議題高階對話立場，持續展現對台灣的堅

定支持，同時高度關切中國以經濟手段遂行脅迫目的，外交部表

示歡迎與誠摯感謝。 

繼上年歐美峰會及「七大工業國集團」（G7）峰會多次表達

對台海議題的高度關注後，歐美再度重申對台海和平與穩定的重

視，凸顯維持台海和平與穩定已經是歐美等民主陣營國家主流共

識。在烏俄戰爭局勢緊張、威權國家公然挑戰國際秩序的歷史關

鍵時刻，歐美民主夥伴持續關注台灣及印太區域的和平穩定，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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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與台灣及理念相近夥伴的合作決心，共同維護以規則為基礎的

國際安全秩序，堅定捍衛民主、自由及人權價值。台灣作為印太

地區負責任的民主成員，定將積極參與國際事務，全力與理念相

近夥伴攜手強化全球民主陣營的韌性，維護台海及印太區域和平

穩定，共同對抗威權體制的脅迫。（E） 

第 094號                                                                               2022/04/25 

我國政府由衷祝賀法國總統馬克洪勝選連任 

中華民國台灣政府誠摯祝賀法蘭西共和國總統馬克洪於本

（4）月24日總統大選第二輪投票中贏得勝利，獲選連任。 

根據法國內政部公布的總統選舉開票結果，由共和國前進黨

（LRM）候選人馬克洪（Emmanuel Macron）總統勝選連任。對

於法國人民透過民主選舉程序展現民意，順利選出國家領導人，

外交部第一時間已訓令我駐法國代表處向法國政府及人民，包括

馬克洪總統本人，表達我國政府的誠摯祝賀。 

台灣與法國共享自由、民主、人權等普世價值，雙邊關係近

年來，在馬克洪總統領導下持續深化，各領域的交流不斷提昇，

包括台法就重要關鍵議題進行對話、我國在法國南部科技文化重

鎮增設駐普羅旺斯辦事處、2022年法國公布新版印太戰略首次納

入台灣等。此外，法國行政部門在「七大工業國組織」（G7）、法

澳及法日2+2外交暨國防部長聯合會議等場合的聲明均一貫明確

表達對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視；法國參議院及國民議會上（2021）

年更首度分別通過友台決議，支持台灣參與國際組織；法國參議

院及國民議會並先後籌組重要代表團來訪，表達對台灣的力挺。

我駐法國代表吳志中大使也數度受邀進入法國國會兩院出席聽證

會；以上均為台法雙邊關係日益密切友好的明證。 

台灣與法國為理念相近的民主夥伴；外交部期待台法關係在

馬克洪總統領導下持續強化。我國期待秉持互惠互利精神，共同

致力雙邊關係的繁榮發展、維護台海與印太地區的和平穩定，同

時齊力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民主秩序。（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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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094                                                                             April 25, 2022 

R.O.C. (Taiwan) government congratulates French President 

Emmanuel Macron on his reelection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sincerely 

congratulates President Emmanuel Macron of the French Republic on 

his reelection to a second term in office following his win in the 

second round of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s on April 24. 

According to election results announced by the French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President Macron, the candidate for La République en 

Marche, was reelected to a second term in office. With the French 

people having chosen their national leader through a smooth and 

democratic balloting process that reflected the public will,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MOFA) promptly instructed its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France to convey the heartfelt 

congratulations of the R.O.C. (Taiwan) government to the government 

and people of France, including President Macron. 

Taiwan and France share such core values as freedom,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In recent years,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President 

Macron, bilateral relations have continued to deepen and exchanges 

have been enhanced in all domains. The two nations have engaged in 

dialogue on key issues; Taiwan established a new office in Aix-en-

Provence, a technological and cultural hub in southern France; and in 

2022, France included Taiwan for the first time in its Indo-Pacific 

strategy report. In addition, in statements issued by the Group of 

Seven and at the France-Australia Foreign and Defense (2+2) 

Ministerial Consultations and the France-Japan Foreign and Defense 

Ministers’ Meeting, the French administration has consistently and 

explicitly affirmed its high regard for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In 2021, the French Senate and National Assembly each 

adopted resolutions backing Taiwan’s participation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They have also shown for the first time their staunch 

support by dispatching important delegations to Taiwan. Further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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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s Representative to France, François Chih-chung Wu, has been 

invited to attend multiple hearings held by the two houses of the 

French Parliament. All of these developments bear testimony to the 

increasingly close and cordial relations between Taiwan and France. 

Taiwan and France are like-minded democratic partners and MOFA 

eagerly anticipates the continued strengthening of bilateral ties under 

President Macron’s leadership. In the spirit of mutual assistance for 

mutual benefit, Taiwan looks forward to working with France to 

further the prosperous development of bilateral relations, safeguard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and throughout the Indo-

Pacific, and ensure the 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democratic order. (E) 

第 095號                                                                               2022/04/25 

外交部對日本北海道觀光船發生船難事件表達深切哀悼與誠摯慰

問 

日本北海道知床半島附近海域於本（4）月23日下午發生觀

光船沈沒事件，船上均為日籍人士，目前日方搜救行動仍在持續

進行；根據日本官方單位說明，確定有多位日本民眾不幸罹難。 

對此不幸傷亡事件，外交部於第一時間已透過日本台灣交流

協會台北事務所向日本政府表達我國政府與人民的深切哀悼與誠

摯慰問，我國衷心祈願逝者安息，罹難者家屬早日平息傷痛。 

外交部及我國駐札幌辦事處將持續密切關注事件後續搜救情

形；我方期盼搜救順利進行，其他人員平安獲救。 

外交部再次呼籲旅外國人應隨時注意安全，如遭遇急難狀況

需要協助，請撥打駐外館處緊急聯絡電話或「外交部緊急聯絡中

心」電話：0800-085-095。（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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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095                                                                             April 25, 2022 

MOFA expresses deep condolences over Japanese tour boat 

accident in Hokkaido 

On the afternoon of April 23, a tour boat went missing off Hokkaido’s 

Shiretoko Peninsula in Japan. All those on board were Japanese 

nationals. A search and rescue operation is still underway, but several 

deaths have been confirmed by the Japanese authorities. 

In response to this tragedy,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MOFA), 

on behalf of the government and peopl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immediately expressed its deepest condolences to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through the Taipei Office of the Japan-Taiwan 

Exchange Association. We pray that the deceased will rest in peace 

and the bereaved will find timely comfort from their loss. 

MOFA and the Sapporo Branch of the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Japan will continue to closely follow the 

ongoing search and rescue efforts. We hope the operation goes 

smoothly and that the remaining passengers and crew can be safely 

rescued. 

MOFA again urges nationals traveling abroad to pay attention to their 

personal safety. In case of emergency, please call the relevant R.O.C. 

(Taiwan) overseas mission or contact MOFA’s emergency call center 

for assistance at 0800-085-095. (E) 

第 096號                                                                               2022/04/27 

外交部誠摯感謝斯洛伐克國會外交及衛生委員會分別通過決議支

持我國參與WHA 

斯洛伐克國會外交及衛生兩委員會於本（4）月26日首度同

時通過決議，肯定台灣的防疫成就，並支持我國以觀察員身分參

與本（2022）年第75屆「世界衛生大會」（WHA）。在WHA即將

於下（5）月22日召開之際，斯國國會的相挺尤具意義，外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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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達歡迎與誠摯感謝。  

斯洛伐克國會曾於去（2021）年後通過決議支持我國參與

WHA，外交委員會再度通過決議挺台，文中特別讚許台灣與國

際社會分享醫療資源及發揮人道精神援助烏克蘭的善舉。此外，

其衛生委員會也首度通過友我決議，肯定台灣過去兩年來防疫表

現卓越，同時兼顧經濟穩健成長，並高度讚許我國捐贈國際口罩

等醫療物資，並對烏克蘭提供人道援助。  

台灣與斯洛伐克是理念相近的緊密合作夥伴，在各領域交流

合作密切；斯國國會大力挺台，更反映台斯友好關係不斷深化。

2020年疫情爆發以來，對各國造成嚴峻挑戰，台灣與斯洛伐克分

享交流防疫資訊、相互致贈口罩及疫苗等重要防疫物資共同抗

疫，也展現民主夥伴相互扶持的精神。去年10月外交部長吳釗

燮、國家發展委員會主任委員龔明鑫率領「中東歐三國經貿考察

團」分別訪問斯洛伐克，12月斯國經濟部政務次長葛力克（Karol 

Galek）也帶領重要代表團來台訪問，充分展現台斯雙邊緊密的

互動與友好關係。  

本年迄今，歐洲議會已四度通過友台決議，呼籲保障台灣民

主、關切台海及印太地區的和平穩定，並支持我國參與國際組

織。歐盟會員國方面，除斯洛伐克外，英國、法國、德國、義大

利、瑞典、丹麥、捷克、荷蘭、比利時、盧森堡等國政府或國

會，也曾多次以不同行動表達對台灣的重視與關切。其中丹麥國

會本年3月通過友我決議，支持台灣取得WHA觀察員身分；英國

國會上、下議院分別以辯論及「動議案」方式，支持台灣參與

WHA；瑞典外交部長林德（Ann Linde）在國會應詢時表示，瑞

典政府支持台灣參與世界衛生組織（WHO）各項抗疫工作，並

以觀察員身分參與WHA等。  

外交部對歐洲理念相近夥伴對台灣參與國際組織所給予的有

力支持再次表達高度謝忱，並重申樂願與斯洛伐克等國際民主夥

伴，以及國際社會成員攜手努力，共同為全球人類衛生健康福祉

貢獻心力。（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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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98號                                                                               2022/04/27 

外交部長吳釗燮贈勳吐瓦魯國駐台卸任大使涂莉梅，表彰涂莉梅

大使對於深化台吐邦誼的貢獻 

外交部長吳釗燮於本（111）年4月27日代表我國政府，頒贈

吐瓦魯國駐台特命全權大使涂莉梅閣下（H.E. Ambassador 

Limasene Teatu）「大綬景星勳章」（Order of Brilliant Star with 

Grand Cordon），以表彰涂莉梅大使自106年到任以來對於促進台

灣與吐國邦誼的貢獻與成就。吳部長並期盼涂大使離任返國後，

持續協助深化台吐邦誼、強化雙邊各項合作計畫及促進兩國人民

情誼。 

涂莉梅大使感謝兩國長年深厚的合作關係，以及我國政府及

人民對於吐瓦魯在防疫及永續發展等領域的支持，也表示至為珍

惜與各駐台大使間的工作情誼。我國與吐國建交邁入第43年，兩

國共享民主、自由及人權價值，涂大使表示歸國後將持續支持台

灣的國際參與，彰顯台灣對國際社會的貢獻。 

涂莉梅大使是吐瓦魯第二位派駐我國的大使，任內備受外交

團敬重；本（27）日贈勳典禮包含馬紹爾群島、諾魯、史瓦帝

尼、瓜地馬拉、海地、宏都拉斯、聖露西亞等友邦駐台大使出席

觀禮祝賀，氣氛溫馨隆重。 

台灣與吐瓦魯近年來在高層互訪、農技合作、漁業發展、醫

療衛生、潔淨能源以及文化交流等各項合作成效卓越。我國與吐

瓦魯國在1979年建立外交關係，是在太平洋地區關係最堅實友好

的邦交國之一。台吐兩國將在既有的合作基礎上，持續深化互利

互惠的永續夥伴關係。（E） 

第 099號                                                                               2022/04/28 

外交部誠摯感謝英國外相呼籲確保台灣等民主政體有自我防衛能

力 

英國外相特拉斯（Liz Truss）發表外交政策演說，呼籲北約

盟友應確保台灣等民主政體有能力自我防衛；外交部對此表達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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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歡迎與誠摯感謝。 

英國外相特拉斯於本（4）月27日晚間在倫敦金融城市長官

邸復活節晚宴中，以「地緣政治重現」（ The Return of 

Geopolitics）為題發表外交政策演說，明確呼籲北約盟友必須確

保台灣等民主政體的自我防衛能力，並點名中國必須遵守國際規

則。這是繼首相強生（Boris Johnson）於本（2022）年2月19日在

慕尼黑安全會議（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強調，北約應提

升印太區域安全、G7國家領袖共同強調台海和平穩定重要性後，

英國政府主導外交政策的領袖人物再度公開宣示，具有重大戰略

意涵，外交部表達高度肯定與歡迎。 

當今在俄羅斯非法侵略烏克蘭，烏克蘭政府及人民對抗侵略

已經2個多月，英國特拉斯外相的演說提倡結合「硬實力」及經

濟安全，重新打造全球安全架構；尤其強調中國等威權國家必須

遵守國際規則，絕不坐視中國對民主陣營盟友，如立陶宛，進行

政軍經混合威脅。此外，特拉斯外相更曾於去（2021）年開始推

動建立全球「自由網絡」（Network of Liberty），主張以經濟、科

技力量及安全防衛夥伴關係，聯合理念相近國家共同捍衛民主自

由。 

外交部呼籲全球民主陣營國家重視英國特拉斯外相所言，採

取預先防範措施，反制威權主義不斷擴張對國際和平穩定可能造

成的危害。台灣將持續展現具備堅強韌性及全民參與等特質的自

我防衛決心，同時也將強化與英、美、日、歐盟及國際理念相近

夥伴國家合作，共同維護台海及印太區域長遠的和平、穩定與繁

榮。 

台英關係密切友好，英國政府高層已多次表達台海安全攸關

英國利益，並多次公開強調維護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雖然台

灣長期面臨來自威權政府的威脅恫嚇，依然堅守捍衛民主自由的

價值體系，也不斷促使理念相近夥伴更加瞭解團結一致、共同對

抗威權擴張侵略的重要性。 

值此國際地緣政治劇烈變化的關鍵時刻，台灣樂願持續與英

國及全球理念相近國家攜手合作，強化民主韌性，勇敢對抗脅

迫，深信在既有堅實基礎上，透過各個不同領域更深入的對話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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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台英友好實質夥伴關係必將邁向嶄新豐富的新頁。（E） 

第 100號                                                                               2022/04/28 

外交部代表台灣人民捐助50萬歐元，透過歐銀協助烏克蘭兩大運

輸機構持續營運以確保人道物資運輸不中斷 

我國與歐洲復興開發銀行（EBRD）於本（2022）年4月28日

在歐銀倫敦總部舉行捐助款協定簽署儀式，由駐英國代表謝武樵

大使與歐銀「影響暨夥伴關係總處」總處長Ines Rocha完成簽

署，自賑濟烏克蘭專戶捐贈50萬歐元，透過歐銀協助烏克蘭國營

郵政機構及物流公司重整其跨國運輸系統，以持續維持烏克蘭企

業營運必須的貨物運送工作，並將國際人道物資運送至烏克蘭。

這是歐銀為協助受到俄烏戰爭直接影響的烏克蘭人民所提的首批

技術合作計畫；本計畫另有瑞典也作出捐助。 

自俄烏戰爭爆發以來，烏克蘭對外運輸受到嚴重影響，衝擊

烏克蘭最大國營郵政機構及物流公司的營運。為利國際社會能立

即支援，持續以波蘭為運輸中心將食物及醫療等重要人道物資運

送到烏克蘭各地，外交部運用我國人民的捐助善款參與歐銀計

畫，確保烏克蘭最重要的兩大運輸機構營運不中斷，持續協助烏

克蘭連結全世界。此項捐助再次彰顯台灣與烏克蘭兩國人民站在

一起、人道關懷互助的珍貴。 

我國與歐銀長年以來密切合作，近來更在永續農業、城市規

畫、法律改革及人才培訓等領域共同協助烏克蘭進行發展，有助

烏國穩固農業產能、技術轉型及經濟社會發展。作為國際社會民

主陣營的一員，台灣將持續與理念相近國家及國際組織團結一

致、對抗威權及侵略行為，並善盡國際社會責任，適時提供烏克

蘭必要協助，展現「台灣能幫忙」（Taiwan Can Help）的貢獻。 

歐洲復興開發銀行成立於1991年，總部設於英國倫敦，為信

譽極佳的區域開發金融機構，旨在協助中東歐、中亞、地中海以

南暨以東地區等國家及地區轉型為市場經濟，邁向民主政治及多

元化社會。（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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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100                                                                             April 28, 2022 

MOFA donates €500,000 through EBRD to help two major 

Ukrainian transport services maintain uninterrupted shipments of 

humanitarian supplies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and the 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EBRD) signed an agreement on 

donations for Ukraine at the EBRD headquarters in London on April 

28. The accord was signed by Ambassador Kelly W. Hsieh, Taiwan 

Representative to the United Kingdom, and EBRD Managing Director 

for Impact and Partnerships Ines Rocha. Under this agreement, Taiwan 

will provide €500,000 in financial assistance from the special account 

set up by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MOFA) for accepting 

monetary donations for Ukraine. The funds will go through the EBRD 

to help Ukraine’s state-run postal institution and a logistics company 

restore their cross-border transport systems, maintain essential 

shipping operations, and deliver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supplies to 

Ukraine. This initiative is among the first batch of technical 

cooperation programs launched by the EBRD to support the Ukrainian 

people, who have been deeply impacted by Russia’s invasion. Sweden 

has also donated to this initiative.  

Since the war broke out, Ukraine’s outbound transport services have 

been seriously affected, including the operations of its largest state-run 

postal institution and logistics company. To facilitate prompt 

assistance by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with Poland serving as 

the transshipment center for food, medical, and other important 

humanitarian supplies, MOFA is leveraging funds donated by the 

Taiwanese people to participate in the EBRD’s initiative. This will 

ensure that the two most important Ukrainian transport companies can 

maintain uninterrupted services and that Ukraine can remain 

connected with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e donation once again shows 

that the peoples of Taiwan and Ukraine stand together and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mutual humanitarian concern and assistance. 

- 159 -



Having worked closely together for decades, Taiwan and the EBRD 

have in recent years cooperated on promoting Ukraine’s development 

in such areas as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urban planning, legal reform, 

and talent cultivation. These efforts have helped secure Ukraine’s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echnology transformation, thus improving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s a member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s alliance of democracies, Taiwan will continue to stand 

united with like-minded countrie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combating authoritarianism and aggression. Taiwan will also fulfill its 

responsibilities as a member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by 

providing timely and essential assistance to Ukraine, thus 

demonstrating that Taiwan can help. 

Founded in 1991, the London-based EBRD is a highly repu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bank. The mandate of the EBRD is to assist 

countries and area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central Asia, and the 

southern and eastern Mediterranean region in transitioning to market 

economies and promoting democracy and pluralism. (E) 

第101號                                                                                 2022/04/29 

我國簽署美國政府發起的「未來網際網路宣言」，並由行政院政

務委員唐鳳代表我國線上出席宣言發布活動 

美國政府於美東時間本（4）月28日上午在白宮召開「未來

網際網路宣言」（A Declaration for the Future of the Internet）部長

級發布活動，由白宮國安顧問蘇利文（Jake Sullivan）主持，澳

洲、加拿大、日本、英國及歐盟執委會等5個宣言創始成員的部

長級代表實體與會，其他簽署夥伴線上參與。行政院政務委員唐

鳳應邀代表我國線上出席，並在會中與50餘國代表共同簽署宣

言，承諾將促進一個開放、自由、全球化、可互通性、可靠和安

全的網際網路。 

美國在去（2021）年12月召開的「民主峰會」（Summit for 

Democracy）架構下，與台灣等理念相近夥伴共同推動上述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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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簽署宣言的夥伴國承諾將合作推動一個能加強民主制度、促

進公民積極參與民主進程、保護個人隱私權及其安全、並促進自

由與全球經濟的網路環境，以因應由國家支持及縱容的網路惡意

行為，以及威權政府限制網路使用、運用數位工具壓制言論自

由，甚至侵害其他人權與基本自由等行為。 

我國政府始終堅持「寬頻是基本人權」，並認為對所有人完

全開放且不受控管的言論環境，是讓數位民主開花結果的土壤。

因此，台灣積極與美國等理念相近國家合作，推動開放、自由、

可靠且安全的網路空間，包括在美國「民主峰會」提出多項推動

網路自由及反制假訊息的承諾項目，以及透過「全球合作暨訓練

架構」（GCTF）辦理以媒體識讀及反制假訊息為題的工作坊，相

關成就廣獲國際社會肯定。 

台灣近年來經常受邀與美國在許多全球性議題密切合作，包

括在「民主峰會」推動民主人權價值以對抗威權主義，協助因應

武漢肺炎（COVID-19）全球疫情及非洲伊波拉病毒等，在在展

現美方支持台灣國際參與，更凸顯台灣對國際社會貢獻的意願與

能力備受國際肯定。我國將持續與理念相近國家合作，共同應處

全球挑戰並促進人類福祉。（E） 

第102號                                                                                 2022/04/29  

瑞典國會通過決議敦促政府在我國設立「瑞典之家」，以提升瑞

典在台代表性並進一步強化雙邊合作交流  

瑞典國會於本（4）月28日以205票同意、80票反對，64票缺

席通過決議，敦促瑞典政府在我國設立「瑞典之家」（House of 

Sweden），並肯定台瑞典間的良好經貿關係及其他交流，期盼藉

此提升瑞典在台灣的代表性 ，進一步深化台灣與瑞典的雙邊各項

合作交流。對於瑞典國會再次以具體行動展現對台瑞典關係的重

視與努力，外交部表達歡迎與誠摯感謝，也期盼瑞典政府正面回

應國會的呼聲與殷切期待。  

瑞典國會持續展現對台灣的強勁支持，繼本（2022）年2月

16日國會「年度外交政策辯論」有多位跨黨派議員接續發言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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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後，「台瑞典國會議員協會」主席歐柏莉（Boriana Å berg）

與瑞典籍歐洲議會議員魏莫斯（Charlie Weimers），不畏中國威

嚇，於本月10日至14日共同率領「台灣-瑞典國會議員協會暨歐洲

議會議員聯合訪團」訪問我國，以傳達支持台灣、民主國家相互

扶持的決心。訪團返瑞典後旋即於本月19日在國會以口頭質詢方

式，獲外交部長林德（Ann Linde）重申瑞典政府關切台海安全並

盼和平解決爭端的立場、支持台灣參與世界衛生組織（WHO），

並強調瑞典政府將持續強化與我國關係。  

在台灣設立「瑞典之家」的決議案是由多位瑞典國會友我議

員提出，包括剛結束訪台的國會副議長呂謝婷（Kerstin 

Lundgren）議員及魏馬可（Markus Wiechel）議員，以及瑞典國

會外交委員會副主席馮漢斯（Hans Wallmark）議員。馮漢斯議員

在辯論中盛讚台灣是亞洲民主燈塔，強化與我國關係不僅是瑞典

國家利益所在，也是捍衛瑞典所珍惜的自由民主價值，而加強與

台灣關係的最好方式就是設立「瑞典之家」。呂謝婷副議長則明

確指出，瑞典與台灣間不應侷限於良好的雙邊經貿，更應強化政

治關係。該案在本年4月7日獲得瑞典外交委員會跨黨派多數支持

進入全會表決，在全會中也獲得跨黨派多數支持通過，充分展現

支持台灣已是瑞典國會的跨黨派共識。      

台灣及瑞典共享自由、民主、法治及人權等普世價值，也同

樣面臨威權國家的影響力滲透、軍事威脅、假訊息攻勢及認知作

戰。在威權主義向外擴張挑戰國際民主秩序，造成國際局勢動盪

之際，兩國更需要攜手共同捍衛民主價值及自由社會。台灣將在

既有的堅實基礎上，持續深化與瑞典的友好合作關係。（E） 

第103號                                                                                 2022/04/29  

我國政府捐贈50萬美元支持「無國界記者組織」在烏克蘭設立的

「媒體自由中心」，以具體行動捍衛新聞採訪自由  

外交部本（29）日宣布捐贈50萬美元予總部位於巴黎的「無

國界記者組織」（Reporters sans frontières, RSF），以具體行動支持

該組織在烏克蘭設立「媒體自由中心」（Press Freedom Centre）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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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作，展現我國政府積極與重要國際非政府組織合作、捍衛民主

及新聞自由價值的決心，並與相關各方協力對抗不實資訊及假訊

息的散播，具體協助保護採訪記者的人身安全。 

我國政府及民間自俄烏戰爭爆發以來，以實際行動積極投入

賑濟烏克蘭人民的行動，包括發起募款及募捐人道物資。此次外

交部以政府經費對「無國界記者組織」的捐贈，再次展現我國表

達對烏克蘭戰事的關切，也象徵台灣身為全球民主社群的一份

子，積極鞏固民主及新聞自由價值，並致力促進國際和平與穩

定。 

自從俄羅斯於本（2022）年2月24日侵略烏克蘭以來，在烏

國的記者人身安全屢遭威脅，新聞自由狀況明顯惡化。根據「無

國界記者組織」統計，至今已有7名記者殉職，11名記者受傷。

「媒體自由中心」不僅提供烏國及國際記者所需的防護裝備及訓

練，也包含交通運輸、法律、資訊及心理等各層面的協助與服

務，同時建立記者間的數位資訊分享管道，有助報導真相及事實

查核。 

「無國界記者組織」成立於1985年，是以捍衛全球新聞及資

訊自由著稱的國際非營利組織，具聯合國及歐洲理事會等重要國

際組織諮詢地位，並在我國先後設有東亞辦事處及台灣分會，負

責東亞地區的工作及與台灣公民社會的連繫。本年3月13日RSF與

烏克蘭非政府組織「大眾媒體機構」（ Institute of Mass 

Information, IMI）合作，在烏國西部大城利沃夫市（Lviv）設立

「媒體自由中心」。（E） 

No. 103                                                                             April 29, 2022 

R.O.C. (Taiwan) government to donate US$500,000 to support 

Reporters sans frontièrs Press Freedom Center in Ukraine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MOFA)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announced today that it will donate US$500,000 to Paris-

based Reporters sans frontièrs (RSF) to substantively support the 

operations of the Press Freedom Center established by the RSF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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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kraine. This contribution highlights the R.O.C. (Taiwan) 

government’s proactive efforts to cooperate with important 

international NGOs and its determination to safeguard the values of 

democracy and press freedom. It also underscores the government’s 

efforts to work with related parties to combat disinformation and fake 

news campaigns and provide assistance in protecting the personal 

safety of journalists. 

Since Russia’s invasion of Ukraine, the government and civil society 

of Taiwan have taken concrete actions to provide relief to the 

Ukrainian people, including by raising funds and donating 

humanitarian supplies. MOFA’s donation to the RSF, which is 

allocated from the government budget, again demonstrates Taiwan’s 

concern regarding the conflict in Ukraine. It also reflects Taiwan’s 

dedication, as a member of the global democratic community, to 

bolstering democratic values and press freedom and advancing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tability. 

Since Russia invaded Ukraine on February 24, the safety of reporters 

in Ukraine has been gravely threatened, leading to a deterioration in 

press freedom. According to RSF statistics, seven reporters have died 

and 11 have been injured while reporting in Ukraine. The Press 

Freedom Center is providing safety equipment and training to 

Ukrainian and international reporters, as well as transportation, legal, 

information, and mental health assistance and services. The center has 

also established digital information-sharing channels for reporters, 

helping to facilitate fact-checking and the accuracy of reporting. 

Founded in 1985, the RSF is an international nonprofit organization 

dedicated to safeguarding global press freedom and information. It 

holds consultative status at a number of major institutions, including 

the United Nations and the Council of Europe. The RSF East Asia 

Representative Office, established in Taipei, is responsible for RSF 

operations throughout East Asia, while the RSF Taiwan Chapter 

interacts with Taiwan’s civil society. The RSF established the Press 

Freedom Center in Lviv, western Ukraine, on March 13,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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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peration with the Institute of Mass Information, a Ukrainian NGO. 

(E) 

n° 103                                                                             29 avril 2022 

Le gouvernement fera un don de 500 000 dollars pour soutenir le 

« Centre pour la liberté de la presse » créé par Reporters sans 

frontières en Ukraine 

Le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de la République de Chine 

(Taïwan) a annoncé aujourd'hui qu'il fera un don de 500 000 dollars 

américains à Reporters sans frontières (RSF), basée à Paris, pour 

soutenir de manière concrète les opérations du « Centre pour la liberté 

de la presse » créé par RSF en Ukraine. Cette contribution met en 

lumière la détermination du gouvernement à coopérer activement avec 

des ONG internationales majeures pour défendre les valeurs que sont 

la démocratie et la liberté de la presse. Elle souligne également les 

efforts du gouvernement visant à travailler avec les parties concernées 

dans la lutte contre la désinformation et la diffusion de fausses 

informations, mais aussi pour aider à protéger la sécurité des 

journalistes. 

Depuis le déclenchement de la guerre russo-ukrainienne, le 

gouvernement et la société civile de Taïwan ont pris des mesures 

concrètes pour venir en aide au peuple ukrainien, notamment en 

collectant des fonds et en faisant don de matériel humanitaire. Le don 

du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à RSF, qui est prélevé sur le 

budget de l'É tat, démontre une fois de plus l'inquiétude de Taïwan face 

au conflit en Ukraine. Cela reflète également l'engagement de Taïwan, 

en tant que membre de la communauté démocratique mondiale, à 

renforcer les valeurs démocratiques et la liberté de la presse, ainsi qu’à 

faire progresser la paix et la stabilité internationales. 

Depuis l’invasion de l’Ukraine par la Russie le 24 février dernier, la 

sécurité des journalistes en Ukraine reste constamment sous la men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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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raînant la dégradation de la liberté de la presse. Selon les 

statistiques de RSF, sept journalistes ont été tués et 11 blessés lors d'un 

reportage en Ukraine. Outre des équipements de protection et 

formations fournis aux journalistes ukrainiens et internationaux, le « 

Centre pour la liberté de la presse » apporte également une assistance 

et des services en matière de transport, juridique, d’information et de 

santé mentale. Le centre a également mis en place des canaux 

numériques de partage d'informations pour les journalistes, afin de 

faciliter la vérification des faits et l'exactitude des rapports. 

Fondée en 1985, RSF est une organisation internationale à but non 

lucratif dédiée à la défense de la liberté de la presse et de l'information 

dans le monde. Elle est dotée d’un statut consultatif auprès d'un 

certain nombre d'institutions majeures, dont les Nations Unies et le 

Conseil de l'Europe. Le bureau de représentation de RSF en Asie de 

l'Est, établi à Taipei, est responsable des opérations de RSF dans toute 

l'Asie de l'Est, tandis que sa branche taïwanaise (RSF Taiwan Chapter) 

entretient des liens avec la société civile taïwanaise. RSF a créé le 13 

mars le Centre pour la liberté de la presse à Lviv, dans l'ouest de 

l'Ukraine, en coopération avec l'Institut d'information de masse, une 

ONG ukrainienne. (E) 

第104號                                                                                 2022/04/29  

外交部長吳釗燮代表蔡總統致電我友邦史瓦帝尼王國國王恩史瓦

帝三世，雙方承諾將持續深化邦誼，共同推動對史國人民有利的

民生建設合作計畫 

外交部長吳釗燮本（29）日晚間代表蔡英文總統致電我國友

邦史瓦帝尼王國國王恩史瓦帝三世（King Mswati III），除祝賀史

王恩史瓦帝三世54歲壽誕，並祝福史王身體安康，史國國運昌

隆。吳部長期盼史國各項領域持續進步，台灣將竭誠與史國攜手

合作，共創未來國家發展，持續深化兩國邦誼，並增進兩國人民

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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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史瓦帝國王表示，感謝台灣協助史國持續推動各項嘉惠民

生的雙邊合作計畫，欣見台史兩國在經貿、能源、公衛醫療、資

通訊、農業及基礎建設等各項領域均已有豐碩的合作成果。 

吳部長另代表我國政府及人民，感謝史國長期支持台灣，屢

屢在國際場域為台灣仗義執言，這份深厚的情誼讓台灣人民深受

感動，期許台史邦誼歷久彌堅。最後，吳部長也代表蔡總統歡迎

國王及王母於疫情趨緩後，擇期率團訪台，深化兩國友好邦誼。 

中華民國台灣與史瓦帝尼王國於1968年建交，我國在史國設

有大使館，史國在台亦設有大使館及聘任駐台名譽領事，兩國邦

誼篤睦。另為協助史國經濟發展，我國在史國派駐有技術團及醫

療團，推動醫療衛生、農業、資通訊、職訓教育及科技等各項民

生合作計畫。（E） 

第105號                                                                                 2022/04/30 

外交部對比利時與盧森堡駐台辦事處前處長閔子雍逝世深表哀悼 

比利時與盧森堡台北辦事處前處長閔子雍（Hugues Mignot）

於4月28日在台北逝世，享壽80歲。外交部對此深表不捨及哀

悼，除由曾厚仁政務次長代表吳部長先致電閔前處長遺孀李文佑

女士表達慰問之意以外，另亦對閔前處長始終熱愛台灣的心，以

及在外交上的卓越貢獻申致崇高敬意。 

閔子雍前處長出身於外交世家，中文流利，1986年至2006年

擔任比利時台北辦事處處長，在任期間與我國各界建立良好友

誼，對推動台比及台歐雙邊關係不遺餘力，包括1987年倡議成立

歐洲商會、協助促成歐洲經貿辦事處於2003年3月在台成立、推

動台比雙方於2004年10月簽署避免雙重課稅協定，以及協助我國

政府與比利時簽署貿易及科技方面之合作協定等，2006年退休時

獲我國政府頒贈大綬景星勳章，以表彰其對促進台比關係之傑出

貢獻。 

2009年盧森堡台北辦事處設立後，閔子雍前處長受邀出任盧

森堡首任駐台處長，至2016年卸任，為台盧關係持續深化奠定基

礎。閔子雍前處長於2006年成為台灣女婿，卸任後選擇長住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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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並於2019年12月歸化我國國籍，愛台灣的熱誠歷久不變。 

外交部對台灣堅定友人閔子雍前處長的逝世深表惋惜與無限

追思，也對他畢生對擴大台比、台盧及台歐交流貢獻的心力表達

崇高敬意與感謝。（E） 

第107號                                                                                 2022/05/04 

斯洛伐克國會三個委員會於一週內連續通過決議支持我國參與世

界衛生大會，展現台斯友好情誼  

在斯洛伐克國會的外交及衛生兩個委員會於上（4）月26日

通過決議支持台灣參與世界衛生大會（WHA），歐洲事務委員會

於本（5）月3日也通過決議支持我國參與WHA。斯國國會的三

個委員會於一週內連續通過支持我方參與世界衛生組織，展現台

斯密切友好的夥伴關係，更彰顯我方務實參與國際組織的訴求已

深獲國際理念相近夥伴的認同。在第75屆世界衛生大會即於本月

22日召開之際，斯洛伐克國會的支持尤具意義，外交部再度表達

歡迎與誠摯謝意。   

歐洲事務委員會決議文中除支持我方參與世界衛生大會外，

並特別肯定台灣成功塑造全球防疫典範，並無私分享抗疫資源，

以及對烏克蘭提供及時有效的援助，展現人道精神與良善力量。  

本（2022）年至今，除斯洛伐克外，英、法、德、義大利、

瑞典、丹麥、捷克、荷蘭、比利時、盧森堡等歐洲國家的政府或

國會，均曾多次以不同行動表達對台灣的重視與關切。此外，歐

洲議會已四度通過友台決議，呼籲保障台灣民主、關切台海及印

太地區的和平穩定，並支持我國參與國際組織。 外交部感謝眾多

歐洲理念相近夥伴對台灣參與國際組織的鼎力支持，我國重申樂

願與斯洛伐克等國際民主夥伴攜手努力，共同為全球防疫建構更

加安全的防護網。（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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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8號                                                                                2022/05/10 

外交部誠摯感謝「印太地區福爾摩沙俱樂部」成員共同發聲支持

台灣參與世界衛生組織等國際組織 

印太地區跨國會平台「福爾摩沙俱樂部」（Formosa Club in 

the Indo-Pacific Region）於本（111）年5月10日以「後疫情時期

之印太區域醫衛合作：挑戰與展望」為主題，透過視訊方式舉行

首屆年會。會中由吐瓦魯總理拿塔諾（Kausea Natano）代表俱樂

部全體會員宣讀聯合宣言，向國際社會呼籲，台灣是全球公衛體

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夥伴，並敦促世界衛生組織（WHO）正視

台灣參與相關會議、機制及活動的訴求。 

外交部長吳釗燮以預錄影片致詞時強調，「福爾摩沙俱樂

部」是印太地區擁護自由、民主、人權理念的價值同盟，成員們

透過經驗分享，共同應對當前各項挑戰。台灣是國際社會中可信

賴的合作夥伴，未來將持續在「新南向政策」及「全球合作暨訓

練架構」（GCTF）下分享發展經驗。吳部長對於福爾摩沙俱樂部

成員支持台灣加入包括WHO等國際組織，表達由衷感謝。 

本次年會特別邀請我國前副總統、中央研究院院士陳建仁先

生在會中進行專題演講。陳前副總統以流行病學的專業角度，透

過大數據分析台灣防疫經驗及完善的醫療應變系統，並針對如何

因應下一次可能的大規模傳染病，提出具體建議。各國與會成員

都表示獲益良多，並期待印太各國持續就醫衛議題進行交流。 

在本次年會中，馬紹爾群島共和國外貿部長Casten N. Nemra

及日本「日華議員懇談會」會長古屋圭司也應邀在本次年會中致

詞。澳洲國會議員Kevin Andrews、印度國會議員Shri Sujeet 

Kumar、「印尼國會台灣連線」共同主席Dave A. F. Laksono、紐西

蘭國會議員Simon O'Connor、泰國國會公共衛生委員會發言人

Ekkapob Pianpises、吐瓦魯代理衛生部長Ampelosa Tehulu及帛琉

眾議院議長Sabino Anastacio等成員則分享相關國家的抗疫經驗，

以及與台灣進行醫衛合作的成功案例。 

外交部政務次長田中光在閉幕致詞時再次感謝與會成員們鼎

力支持台灣參與國際組織，並表示台灣樂願深化與印太各國在供

應鏈重組、5G通信技術、人工智能、電子商務及電動車等領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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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以促進後疫情時期的經貿復甦。此外，近期俄烏區域情勢

的動盪，再次提醒全球民主國家必須團結一致，抵禦極權主義的

擴張，以捍衛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 

印太地區跨國會平台「福爾摩沙俱樂部」於去（110）年5月

成立，共計有17國、250名國會議員參與。本年經由理念相近國

家國會議員的持續號召，目前已經增至272名國會議員加入。面

對後疫情時期來臨，印太各國國會議員透過「福爾摩沙俱樂部」

平台相互交流，聯手因應醫療衛生、氣候變遷、糧食安全等非傳

統安全挑戰的決心，更表達對台灣的堅定支持。外交部歡迎全球

各國國會議員踴躍加入「福爾摩沙俱樂部」，力挺台灣參與各項

國際組織，共同促進全球的健康、和平與繁榮。（E） 

第109號                                                                                 2022/05/11  

我國再度應邀參加第二屆「全球武漢肺炎高峰會」 

為了共同努力終結全球武漢肺炎，並應處未來全球公衛危

機，首屆「全球武漢肺炎高峰會」主辦國美國、加勒比海共同體

主席國貝里斯、G7主席國德國、G20主席國印尼及非洲聯盟主席

國塞內加爾將於美東時間本（2022）年5月12日上午9時共同舉辦

第二屆線上「全球新冠肺炎高峰會」。會議將由美國拜登總統主

持，我國應美方邀請，由前副總統陳建仁以預錄致詞方式與會。

我國再度受邀參加峰會，凸顯台灣的防疫成果及對各國的貢獻廣

受國際社會所肯定。 

陳前副總統在預錄影片中表示，台灣自2020年4月起，透過

公私協力，已提供全球80餘國價值超過7千萬美元的醫療物資，

其中包括提供索馬利蘭15萬劑的高端疫苗。陳前副總統並代表我

國政府宣布，為善盡國際義務，台灣承諾將再捐贈150萬美元，

以協助提升全球疫苗覆蓋率。陳前副總統另強調，武漢肺炎顯示

全球衛生危機不僅威脅生命，更可能危害民主、人權及善治；

「台灣模式」已向世界證明，現代民主國家可秉持公開透明並運

用科技對抗疫情。台灣將持續與民主夥伴合作，與國際社會分享

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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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75屆「世界衛生大會」（WHA）即將召開之際，台灣再

次積極投入國際公衛及人道援助，持續以實際行動彰顯「台灣能

幫忙，而且台灣正在幫忙」（Taiwan can help, and Taiwan is 

helping!），相信更能受到國際社會的肯定與尊重。峰會將全程在

白宮官網直播，網址為https://www.whitehouse.gov/live/。 歡迎有

興趣的朋友屆時上線觀看。（E） 

第110號                                                                                 2022/05/12 

捷克參議院連續兩年通過決議支持台灣參與世界衛生組織，外交

部表達誠摯感謝 

捷克參議院於本（5）月11日再度以壓倒性高票通過決議，

支持台灣參與世界衛生組織（WHO）、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 UNFCCC ）國際民航組織（ ICAO ）及國際刑警組織

（INTERPOL）。針對捷克參議院連續兩年在世界衛生大會前夕通

過決議力挺台灣，外交部表達誠摯感謝。 

捷克參議院的決議指出，捷克政府施政綱領及2022年捷美戰

略對話聯合聲明，都將台灣視為印太地區的重要合作夥伴，強調

捷克與台灣享有共同理念與價值，雙邊將在經貿、科技、教育、

文化及觀光等領域深化合作；台灣積極投入各項全球議題，卻無

機會參與相關國際組織，不僅侷限台灣對國際社會的貢獻，也剝

奪台灣人民應有的權益。 

上述決議案稍早是在本月4日先經捷克參院「外交、國防暨

安全委員會」表決通過，捷克外交部長利帕夫斯基（ Jan 

Lipavský）及衛生部政務次長Padek Policar 均受邀到場親自見

證 ，11日提請院會審議並順利獲表決高票通過，充分展現捷克政

府對台灣的重視與堅定情誼。 

台捷共享自由、民主、人權等普世價值，雙方持續積極發展

全方位的合作夥伴關係。過去捷克對我國際參與支持一向鼎力支

持，不遺餘力。例如前（2020）年5月捷克參院「外交、國防暨

安全委員會」及「衛生暨社會政策委員會」曾分別通過友我決

議，支持台灣參與世界衛生組織（WHO）及世界衛生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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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去（2021）年4月參議院院會首度高票通過支持台灣

參加世界衛生組織所有相關會議、機制及活動。 

包括捷克在內的眾多歐洲理念相近夥伴，近來針對台灣參與

國際組織議題持續不斷展現強勁支持，再度體現台灣是國際民主

社群不可或缺的良善力量。外交部重申，台灣樂願與捷克等民主

陣營的合作夥伴攜手努力，繼續為人類的健康福祉及永續發展貢

獻心力。（E） 

第111號                                                                                 2022/05/12 

我國與以色列簽署「台以社會福利暨社會工作合作共同宣言」，

深化兩國間相關領域的交流合作 

外交部常務次長俞大 於本（111）年5月11日在外交部主持

「台以社會福利暨社會工作合作共同宣言」簽署儀式，由駐台北

以色列經濟文化辦事處代表柯思畢（Omer Caspi）及我國駐以色

列代表李雅萍以視訊連線方式分別代表兩國政府進行異地簽署；

我國衛生福利部政務次長李麗芬及以色列社會福利部總司長莫倫

（Sigal Moran）也應邀出席致詞並共同見證儀式。 

俞次長指出，台以雙方擁有共同的理念，亦即對自由民主普

世價值的捍衛，以及對良善治理與人權法治原則的堅持，這些理

念已深植人心並為政府及人民所珍惜，例如雙方政府基於對自由

人權的重視，每年均共同舉辦「國際大屠殺紀念日」，總統蔡英

文也多次出席該紀念活動表達支持。此外，台以兩國也面臨許多

相似的挑戰，期望台以能夠相互扶持，並肩前行，雙方在務實互

惠的基礎下強化合作夥伴關係。衛福部李次長表示，我國將持續

精進各項社會福利政策與服務措施，盼未來台、以能共同努力，

強化雙邊交流。以國莫倫總司長稱許台灣在社福領域的專業表

現，並期待疫情後能進一步擴大兩國在該領域的合作能量。以國

駐台柯代表致詞肯定我國政府積極促成，相信本共同宣言的簽署

將進一步擴大未來雙邊在社福及社工領域的經驗交流。 

「台以社會福利暨社會工作合作共同宣言」是雙邊簽署的第

30個合作協議，也是自109年以來，繼台以「志工合作瞭解備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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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教育、體育、青年合作執行協議」、「駕照相互承認暨換發

協定」及「台灣標準檢驗局與以色列標準協會一般性合作協定」

後，雙方所簽署的第5個合作協定，充分彰顯台以堅實的友誼，

未來雙方也將繼續深化在各個領域的合作與交流。（E） 

No. 111                                                                             May 12, 2022 

Taiwan and Israel sign Joint Declaration on Social Welfare and 

Social Service Cooperation 

Vice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Alexander Tah-ray Yui presided over the signing ceremony of the 

Joint Declaration on Social Welfare and Social Service Cooperation 

between Taiwan and Israel at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n May 

11. The declaration was signed via videoconference by Representative 

of the Israel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Taipei Omer Caspi and 

Representative of the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Tel Aviv 

Abby Ya-ping Lee on behalf of their respective governments. R.O.C. 

(Taiwan) Deputy Minister of Health and Welfare Lee Li-feng and 

Director General of the Israeli Ministry of Welfare and Social Affairs 

Sigal Moran witnessed the signing of the declaration and spoke at the 

event. 

Vice Minister Yui stated that Taiwan and Israel share common ideals 

and are defenders of the universal values of freedom and democracy 

as well as the principles of good governance, human rights, and the 

rule of law. He noted that these ideals are deeply cherished by the 

governments and citizens of both countries. As an example of the 

importance that the governments of Taiwan and Israel place on 

freedom and human rights, he cited the annual joint commemoration 

of International Holocaust Remembrance Day, which President Tsai 

Ing-wen has attended and spoken at on many occasions. In addition, 

with Taiwan and Israel facing a number of similar challenges, Vice 

Minister Yui expressed the hope that the two countries would continue 

to support each other, advance shoulder to shoulder, and pragmatic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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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and cooperation on the basis of mutual benefit. Deputy Minister 

Lee stated that Taiwan will continue to enhance its social welfare 

policies and social service measures, adding that she looked forward 

to the two countries working together to bolster bilateral exchanges. 

Director General Moran commended Taiwan for its professionalism in 

social welfare, noting that she hoped the two countries could further 

expand cooperation in this field in the postpandemic era. In his 

remarks, Representative Caspi recognized the active efforts of the 

R.O.C. (Taiwan) government in making the declaration possible. He 

expressed confidence that the agreement would contribute to more 

exchanges of experience in social welfare and social work. 

The Joint Declaration on Social Welfare and Social Service 

Cooperation is the 30th partnership accord signed between Taiwan and 

Israel, and the fifth since 2020, following agreements on volunteering; 

education, youth, and sports; mutual recognition of driving licenses; 

and standards, metrology, and inspection. These accords underscore 

the robust friendship between Taiwan and Israel and the steady 

deepening of bilateral collaboration and exchanges in various domains. 

(E) 

第112號                                                                                 2022/05/15 

七大工業國集團外長公報連續二年強調台海和平與穩定重要性，

同時支持台灣有意義參與世界衛生組織，外交部表示高度歡迎及

由衷感謝 

本（2022）年「七大工業國集團」（G7）外長會議於本（5）

月12至14日在德國舉行，會後發布的聯合公報內容再度強調台海

和平穩定的重要性，鼓勵和平解決兩岸爭端，並支持台灣有意義

參與世界衛生大會（WHA）及世衛組織（WHO）的技術會議。

這是G7外長會議繼上（2021）年5月發布聯合公報，首度關注台

海安全並支持台灣參與WHO後，再度以實際行動鼎力支持台

灣，延續全球民主社群對台海安全穩定高度重視的一致共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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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彰顯國際社會累積更多歡迎並接納我國參與及貢獻國際社會

的強勁力量。在本年世界衛生大會即將於本月22日召開前夕，G7

外長聯合公報再次公開支持台灣的國際參與，意義格外重大。外

交部對聲明內容表示高度歡迎，並感謝G7成員國對台灣的堅定支

持與肯定。  

本年G7外長會議是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國際戰略及安全環

境均發生根本變化的情形下舉行，公報明確表示G7成員國將不會

坐視任何國家公然漠視國際規則，並強調和平、繁榮、安全及穩

定的重要性；除嚴厲譴責俄羅斯對烏克蘭無理、無端且非法的侵

略行為，另特別重申維護自由開放印太地區的重要性，同時關切

東海、南海暨周邊地區情勢，強烈反對任何可能升高緊張情勢、

傷害區域穩定及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等片面行動，並點名中

國應嚴守《聯合國憲章》有關和平解決爭端的原則，不採取威迫

與恫嚇的行為或使用武力。 

這次聲明是繼上年G7領導人峰會、歐美峰會、日澳2+2對

話、法澳2+2對話，本年4月歐美第三次中國議題高階對話、5月

12日歐日峰會等重要國際會議場合，國際民主社群再次呼籲並強

調台海和平穩定應持續獲得高度重視及關注。台灣在印太區域除

將持續扮演捍衛民主、自由、人權及法治等共享價值的戰略前沿

角色外，也樂願與G7成員國深化合作，共同維護印太區域的和平

穩定，以及後疫情時代的經濟繁榮及全球健康福祉。（E） 

第113號                                                                                 2022/05/17 

台灣新聞自由獲國際肯定，外國媒體派駐台數量持續成長 

我國一向高度尊重新聞自由，「無國界記者組織」（Reporters 

Sans Frontières, RSF）本（5）月3日公布2022「世界新聞自由指

數」，台灣排名由去（2021）年的第43名躍升至第38名。此外，

台灣在美國「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世界評比中，不僅

被列為「自由國家」，我國自由度及社會多元性更連續兩年以94

的高分，位居亞洲國家第二名，顯示台灣民主發展與良好新聞環

境深受國際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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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中國強力打壓其境內國際媒體，此外，自香港實施

「國安法」後，中國司法勢力侵入香港，已大幅壓縮香港的言論

自由及司法獨立，這些因素造成部分外媒逐漸移駐台灣。外交部

對國際媒體進駐台灣表示由衷歡迎，並就外媒申辦來台駐點事

宜，積極提供協助。 

截至本（2022）年5月15日的統計，共有來自全球20國的75

家國際媒體派遣137名記者駐台。其中，2020年至今的二年多期

間，新增並留駐台灣的外媒共29家及63位記者，較2020年之前數

量增幅超過三分之一。 

近年駐台外國媒體的地域性與媒體類型更趨多元，大洋洲、

亞西、拉美、南太等地區媒體均首度派員駐台，另除報紙、電

視、廣播及雜誌等傳統媒體，也增加新興網路媒體等新聞傳播管

道。 

駐台國際媒體的報導不僅數量眾多，內容更豐富多元，包

括：兩岸情勢、區域安全、台灣防疫成果、產業發展、藝術文化

等各面向主題；報導觸角也擴及中國、東協、印太各國議題，顯

示台灣資訊流通自由快速、透明公開、法治成熟及尊重多元意見

的良好條件，提供外媒自由的新聞工作環境，台灣便利適中的地

理位置，也有助國際媒體記者在台灣觀察鄰近區域情勢，或從事

便捷的旅行採訪。 

我國政府將持續提供外國媒體在台灣從事新聞工作必要的協

助，並竭誠歡迎未來有更多國際媒體來台駐點，運用台灣自由、

多元、便利的採訪環境，維護民主人權的共享價值。（E） 

No. 113                                                  May 17, 2022 

Taiwan wins international acclaim for press freedom, sees 

steady increase in foreign media presence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has a longstanding respect for press 

freedom. According to the 2022 World Press Freedom Index published 

by Reporters sans frontièrs (RSF) on May 3, Taiwan ranked 38th in 

the world, up from 43rd last year. Taiwan was also listed as a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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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ry in a 2022 survey by US-based Freedom House, scoring a high 

of 94 out of 100 for political rights and civil liberties for the second 

consecutive year, placing it second among Asian countries. These 

rankings indicate that Taiwan has won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for its 

democratic advancement and vibrant media environment. 

In recent years, China has increased the suppression of international 

media within its borders. Since imposing a national security law in 

Hong Kong, it has employed judicial powers to severely restrict press 

freedom and judicial independence. These factors have led a number 

of international media outlets to gradually relocate to Taiwan.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welcomes foreign media outlets to station 

journalists in Taiwan and actively provides assistance to them. 

As of May 15, a total of 137 journalists from 75 media organizations 

in 20 countries were based in Taiwan—an increase of 63 journalists 

from 29 outlets in the two-plus years since 2020, up by more than a 

third.  

The influx of journalists in recent years has enjoyed greater diversity 

in terms of geographic origin and media type. Outlets from Oceania, 

West Asia, Latin America, and the South Pacific have stationed 

personnel in Taiwan for the first time, while traditional media such as 

newspapers, television and radio stations, and magazines have been 

joined by the presence of online media and other new forms of news 

channel. 

These media outlets have been producing large numbers of news 

reports. Rich and diverse in content, these have covered a wide range 

of topics, including cross-strait relations and regional security, as well 

as Taiwan’s antipandemic succes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rts, and 

culture. Other reporters have explored issues related to China,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nd Indo-Pacific countries. 

These activities show that Taiwan’s free and rapid flow of information, 

transparency and openness, well-developed rule of law, and respect for 

diverse opinions have provided foreign media with an excellent work 

- 177 -



environment where press freedom is upheld. Taiwan’s convenient 

location also allows for better observation of regional developments 

and easier travel for newsgathering purposes.  

The government of Taiwan will continue to provide necessary 

assistance to international media and welcome journalists from other 

outlets to come to Taiwan to enjoy its free, diverse, and convenient 

newsgathering environment, thereby further safeguarding our shared 

values of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E) 

第114號                                                                                 2022/05/17 

外交部再次提醒國人赴柬埔寨等東南亞國家求職，應注意慎防落

入詐騙陷阱 

我國駐胡志明市辦事處自本（111）年初以來，接獲多起國

人疑似遭到誘騙赴柬埔寨求職的陳情案件。外交部呼籲有意前往

柬埔寨工作的國人，務必提高警覺，對於號稱高薪且具不合常理

條件的徵才廣告都應該審慎評估，切勿抱持僥倖或輕忽心態，否

則容易落入詐騙集團的陷阱。 

駐胡志明市辦事處自本年2月以來，已經接獲約40起我國民

眾或家屬的陳情案，指出有國人被誘騙前往柬埔寨工作，而工作

內容涉及不法或與期待不符，甚至發生護照遭扣押、限制人身自

由、抵抗還會被毆打或轉賣到其他非法公司的情況。受害者若是

要求離職，詐騙集團就會以雙方已經簽訂工作契約為由，向受害

者強索高額機票或食宿費用，金額從1萬到10幾萬美元不等。外

交部和駐處接獲通報後，都在第一時間提供急難救助協助。鑒於

近期受害人數日益增加，頻率甚高，為遏止類似憾事一再發生，

並加強協助我國國人，外交部正在彙整相關資訊，將提供國內警

調單位調查。 

經彙整受害國人案例顯示，有國內不法組織勾結在柬埔寨人

士，先在國內透過社群媒體以高薪、準時上下班、不需英語能力

及預支機票等不實優渥待遇或投資考察等名義誘騙我國年輕人赴

柬埔寨掏金。部份受害國人在出發前就簽下工作契約及本票，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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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柬國後遭扣押護照、限制行動，並被迫從事非法工作，使受害

國人觸犯柬國法令，即使向柬埔寨當地警方報案亦不易成案。在

駐胡志明辦事處協助下，部份受害的國人已經順利脫困、平安返

台，但相關經歷已經讓他們身心受創，錢財平白損失。 

由於越來越多徵才廣告透過臉書、網路社群、網站或電話等

形式進行招募與面試，另亦逢今年畢業潮來臨，許多年輕人透過

這些求才網路資訊尋找工作，多被不合理的高薪例如「免經驗高

薪、年收入百萬、不用進辦公室、快速致富」等不實優渥條件所

吸引，應徵者應先多瞭解招聘公司背景、工作性質、職場管理、

中途離職條件，以及是否涉及財務糾紛的可能性等。 

上述類似發生在柬埔寨的案件，最近也在菲律賓、緬甸、寮

國等東南亞國家發生。外交部再次呼籲，若有意前往海外工作，

應徵前務必事先查明想任職的公司是否合法、在當地登記情形、

產業類別是否符合當地法令，並審慎評估工作內容與屬性，注意

契約內容，務必循合理合法、正常管道申請入境，以免觸法，甚

至危及人身安全。我國國民在柬埔寨境內如果遭遇急難狀況需要

協助，請撥打駐胡志明市辦事處緊急聯絡電話： +84-

903927019；或請國內親友撥打「外交部緊急聯絡中心」電話：

0800-085-095，以獲得必要的協助。（E） 

第115號                                                                                2022/05/17 

外交部誠摯感謝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20國力挺台灣參與世界

衛生組織 

第75屆世界衛生大會（WHA）訂於本（2022）年5月22日至

28日在瑞士日內瓦舉行，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各界紛紛呼籲

邀請台灣出席世衛大會。除區域8個友邦政府正式向世衛組織提

案支持外，目前拉美及加海地區共20個國家、2,000位各界友人呼

籲邀請台灣參與本年世界衛生大會。對於愈來愈多的各國友人挺

身支持，外交部表達誠摯感謝。 

本年拉美及加海地區8個友邦貝里斯、宏都拉斯、聖露西

亞、聖文森及格瑞那丁、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瓜地馬拉、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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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圭及海地再度以WHO會員國身分致函WHO幹事長譚德賽（Dr. 

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要求邀請台灣以觀察員身份出席

世界衛生大會，讓國際社會正視台灣在公衛領域的成就，能有更

多的參與及貢獻。 

此外，本年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國會也接連支持台灣參

與世衛大會。友邦宏都拉斯國會、貝里斯眾議院及瓜地馬拉國會

主席團及中美洲議會主席團通過決議或動議，有力聲援。目前已

有20個國家及中美洲議會572位國會議員及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

跨國會平台「福爾摩沙俱樂部」（Formosa Club）成員致函WHO

幹事長，或是透過社群媒體、影片方式傳達支持。而墨西哥及巴

西參、眾議院各有94名及70名議員為我國連署致函WHO幹事

長，顯示國際社會均認同為維護全球公衛安全，有必要將台灣納

入國際公衛體系的正常運作。 

此外，拉美及加海區域各國民間社會也表達力挺台灣的聲

音，醫界聲量尤其強勁。包括聖文森、聖露西亞及墨西哥護理學

會，以及世界醫師會（WMA）巴西籍前主席Miguel Jorge等人，

均高度肯定台灣有能力回饋國際社會，同時呼籲應讓台灣能夠制

度化且常態性參與WHO所有會議、機制及活動。 

外交部由衷感謝拉美及加海地區8友邦及阿根廷、巴西、智

利、哥倫比亞、厄瓜多、墨西哥、秘魯、哥斯大黎加、薩爾瓦

多、多明尼加、烏拉圭、委內瑞拉，以及中美洲議會議員全力支

持台灣參與WHA。台灣以身為自由、民主、多元及包容價值的

負責任國際成員為榮，將繼續與國際社會攜手合作，維護全球人

民的健康。（E） 

第116號                                                                                 2022/05/18 

外交部推動亞西及非洲國家支持台灣參與世界衛生組織 

第75屆世界衛生大會（WHA）訂於本（2022）年5月22日至

28日在瑞士日內瓦舉行，外交部積極推動參與WHA，近來亞西

及非洲國家國會、醫界團體及區域組織等，陸續以不同形式表達

支持我國參與WHA的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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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我國駐亞西及非洲地區使館及代表機構積極聯繫駐在國

行政部門、國會（含福爾摩沙俱樂部成員）及醫界團體等，懇切

說明我國爭取參與世界衛生組織（WHO）的立場。其中友邦史

瓦帝尼再度以WHO會員國身分致函WHO幹事長譚德賽（Dr. 

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要求邀請台灣以觀察員身份出席

WHA，讓國際社會正視台灣在公衛領域的發展，可以有更多的

參與及貢獻；索馬利蘭外長瑞格薩（Dr. Essa Kayd Mohamoud）

則以公開信方式表達對我國參與WHA的支持。此外，亞西及非

洲區域的友人皆正面回應我國參與WHA的訴求，並透過連署致

函、投書、辦理研討會等不同方式，使台灣的聲音被國際社會及

WHO聽見。例如擁有522萬粉絲的科威特網紅Abdulkareem也在個

人IG社群平台轉發貼文聲援台灣參與WHO，僅2週便獲得213萬

餘觸及率、超過240則留言、6萬多人按讚。 

外交部感謝亞西及非洲國家媒體高度關注我國WHA推案的

訴求，並紛紛刊登專文聲援台灣，充分顯示「德不孤，必有

鄰」。外交部對國際社會給予台灣的溫暖支持，表達由衷謝意。

（E） 

第117號                                                                                2022/05/19 

歐洲地區「福爾摩沙俱樂部」總計34國超過1,500位議員聯名致函

世界衛生組織幹事長，強力聲援台灣參與世界衛生大會 

由歐洲地區「福爾摩沙俱樂部」（Formosa Club）各國共同主

席領銜、包含歐洲議會在內總計34個國家1,504位國會議員連署，

本（2022）年5月18日聯名致函世界衛生組織（WHO）幹事長譚

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強力聲援台灣出席本年第

75屆世界衛生大會（WHA）及參與WHO的會議、機制及活動；

該函並副知歐盟執委會主席馮德萊恩（Ursula von der Leyen）及

歐盟外交暨安全政策高級代表波瑞爾（Josep Borrell）。 

在烏俄戰事未歇、全球武漢肺炎（COVID-19）疫情持續延

燒之際，歐洲地區及加拿大民選議員以實際行動展現對台灣的高

度支持，連署國家及議員人數並創下歷年之最，較上（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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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議會及29國國會共1,084位議員連署致函大幅成長，充分顯示

支持台灣參與WHO是橫跨全歐洲各國國會及理念相近陣營跨黨

派的高度共識。外交部對此表達高度歡迎與誠摯感謝，並再度呼

籲WHO幹事長正視國際主流民意的疾呼，秉持專業中立原則邀

請台灣出席本年世界衛生大會，讓台灣共同為全球人民的健康及

福祉貢獻心力。 

連署函指出，台灣管控武漢肺炎疫情為全世界的典範，期間

也向他國伸出援手；俄烏戰爭在疫情依然嚴峻之下爆發，台灣在

3月初立即緊急啟運27頓醫療物資轉運烏克蘭政府，並捐贈超過

1,500萬美元協助烏國難民。連署議員強調，病毒無國界，將台灣

排除在世界衛生組織之外，不僅損害台灣人民的權益，也剝奪國

際社會獲得台灣貢獻專業知識及寶貴經驗的機會，因此呼籲

WHO幹事長譚德塞邀請台灣以觀察員身分出席本年5月22日至28

日舉行的WHA，並將台灣完全納入WHO的會議、機制及活動，

以符合各方利益並履行不遺漏任何人的承諾。 

本次聯名函計有捷克眾議長艾達莫娃（Markéta Pekarová 

Adamová）、立陶宛國會議長席美莉緹—尼爾森（Viktorija 

Čimelytė-Nielsen）、歐洲議會4位副議長、法國參議院副議長與國

民議會副議長、比利時、盧森堡、捷克、斯洛伐克、波蘭、立陶

宛等多國國會副議長，以及各國國會外委會、衛生委員會主席及

副主席等重量級議員參與連署。除歐洲議會議員外，連署議員還

有來自英、法、德、荷蘭、比利時、盧森堡、義大利、西班牙、

葡萄牙、愛爾蘭、冰島、挪威、瑞典、芬蘭、丹麥、拉脫維亞、

愛沙尼亞、立陶宛、瑞士、奧地利、捷克、波蘭、斯洛伐克、匈

牙利、羅馬尼亞、克羅埃西亞、斯洛維尼亞、希臘、科索沃等國

的國會議員，本年更新增烏克蘭、阿爾巴尼亞、喬治亞及加拿大

等4國國會議員，以及歐洲理事會議員大會（PACE）代表團及對

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IPAC）等跨國議會平台的議員。 

除前述聯名函外，本年至今歐盟及歐洲各國另採取多元方式

支持台灣的國際參與，包括歐洲議會、英國、丹麥、捷克及斯洛

伐克國會三個委員會共通過7個決議案或動議案；各國行政部

門、國會、政黨、地方首長、媒體及民間社會各界，也紛紛透過

國會應詢、致函、發表聲明、公開推文、拍攝影片等方式公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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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對台灣參與國際組織的堅定支持。（E） 

第118號                                                                                2022/05/19 

外交部長吳釗燮出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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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場區域論壇「中美洲婦女經濟賦權現

況、挑戰及展望」會議開幕典禮 

外交部長吳釗燮以預錄致詞方式，出席於本（111）年5月17

日在瓜地馬拉舉行的「中美洲婦女經濟賦權現況、挑戰及展望」

線上及實體論壇，中美洲友邦瓜地馬拉、宏都拉斯及貝里斯政府

代表及各國民間社會人士約300人踴躍參與，討論如何透過推動

性別平等，邁向疫後經濟復甦。 

吳部長表示，為紓解武漢肺炎（COVID-19）疫情帶來的衝

擊，台灣希望透過能力建構、金融服務配套措施，協助拉丁美洲

及加勒比海區域的婦女、青年，以及微小中型企業等弱勢族群，

提升在地就業及創業的競爭力。台灣多年來與友邦在不同的領域

密切合作，並樂意進一步與友邦、理念相近國家，以及國際組織

分享交流。吳部長強調女性是社會變革的動力，讓女性充分參與

經濟將為台灣與中美洲地區帶來新的合作機會。 

外交部上（110）年開始推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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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論壇是在中美洲地區

舉辦的系列活動之一，出席貴賓包含貝里斯總督Froyla Tzalam、

聯合國婦女署瓜地馬拉部長級代表Leticia Teleguario、貝里斯人力

發展、家庭暨原住民事務部國務部長Elvia Vega-Samos、宏都拉斯

婦女城總統代表Tatiana Lara、瓜地馬拉經濟部中小企業次長

Fernando Escalante，另區域內友邦、友好國家及中美洲統合體

（SICA）相關政府官員、學者專家、產業界及主流媒體等300多

人次參與。與會人士除就區域內女性勞動參與現況和阻礙提出觀

察外，並肯定台灣在面對疫情，能以創新思維，提供拉美及加海

區域內各行各業的女性自我實現的多元機會。與會人士同時也呼

籲各國政府、公民團體及國際社會重視提升女性在社會各層面的

影響力。此外多位計畫受益婦女也在本次論壇分享參與訓練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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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得，並感謝台灣的協助。 

台灣多年來致力推動性別平等及婦女賦權，一直站在全球最

前線，外交部將繼續秉持「台灣能幫忙」（Taiwan Can Help）的

精神，與友邦政府與人民共同促進經濟、社會的永續發展。（E） 

第119號                                                                                2022/05/19  

台灣尚未獲邀出席第75屆「世界衛生大會」，外交部表達遺憾與

不滿 

第75屆「世界衛生大會」（WHA）即將於本（2022）年5月

22日至 28日舉行：此次大會是 2020年全球爆發武漢肺炎

（COVID-19）疫情後，首度恢復以實體方式辦理。直至本

（19）日為止，「世界衛生組織」（WHO）仍未回應各界籲促

WHO幹事長譚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邀請我方出

席WHA的訴求，外交部至感遺憾。 

對於WHO未能秉持中立、專業原則，一再忽視台灣參與

WHO及WHA的必要性與急迫性，以及國際社會廣泛聲援台灣的

堅定立場，再度拒絕邀請台灣以觀察員身分參與WHA，外交部

深表不滿與遺憾。  

具有WHO會員國身分的13個友邦已向WHO秘書處完成「邀

請台灣以觀察員身分參與世界衛生大會」提案，並要求以「補充

項目」（supplementary item）列入本屆WHA全會議程；該提案能

否納入議程，將在WHA總務委員會及全會進行討論。對於友邦

展現的堅定支持，外交部表達誠摯感謝。  

為展現我國爭取參與WHA的決心，政府將籌組「世衛行動

團」，由衛生福利部政務次長李麗芬率團赴日內瓦，與各國代表

團就對抗疫情等全球公衛事務進行交流。外交部與衛福部將持續

與友邦及理念相近國家密切合作，全力爭取參與世界衛生組織及

世界衛生大會，以維護國人的健康安全及福祉。（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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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0號                                                                                 2022/05/19 

外交部長吳釗燮代表總統頒贈「大綬景星勳章」予史瓦帝尼王國

駐台大使戴敏尼閣下 

外交部長吳釗燮於本（2022）年5月19日下午代表總統頒贈

「大綬景星勳章」予即將離任的史瓦帝尼王國駐台大使戴敏尼

（Thamie Dlamini），表彰戴敏尼大使駐台期間對促進台史邦誼的

卓著貢獻。 

吳部長致詞時，肯定戴敏尼大使駐台期間對強化台史雙邊在

社經發展合作、公衛醫療、資通訊、教育、經貿、農業及文化等

交流所做出的貢獻。吳部長也代表政府感謝史瓦帝尼王國歷年來

無論在「世界衛生大會」（WHA）或聯合國大會上對台灣一向堅

定支持，台灣人民都有目共睹，這也充分彰顯台灣與史瓦帝尼間

的邦誼歷久彌新。 

戴敏尼大使外交資歷豐富，曾派駐英國及科威特，自2014年

4月起擔任史瓦帝尼王國駐台大使已屆8年，將於近日前往美國紐

約出任史瓦帝尼駐聯合國代表團常任代表新職。 

史瓦帝尼為我國在非洲地區的唯一友邦，兩國自1968年建交

迄今已屆54年，雙方在各項領域的合作十分密切，關係友好。

（E） 

第121號                                                                                2022/05/20 

外交部誠摯歡迎並感謝德國國會首度通過支持台灣以觀察員身分

參與世界衛生大會及世界衛生組織相關機制與活動 

德國國會（Deutscher Bundestag）於本（5）月19日以壓倒性

結果（4大政黨贊成/左黨反對/另類選擇黨棄權）表決通過決議，

支持台灣重新以觀察員身分參與世界衛生組織大會（WHA）及

世界衛生組織（WHO）相關機制與活動，並要求德國聯邦政府

定期就「WHO所有機構是否及如何納入台灣等相關參與方」提

出最新報告。這項決議案是由德國聯合執政三黨與最大在野黨聯

合提案，並以壓倒性票數通過表決，展現德國朝野對台灣的鼎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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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外交部對此表達高度歡迎及誠摯感謝。  

德國聯邦政府於去（2021）年11月底的聯合執政協議中特別

納入「支持台灣實質參與國際組織」的友我內容。在此基礎上，

為持續實踐「紅綠燈」聯合政府國會黨團支持台灣參與WHA與

WHO的團結精神，執政聯盟的社民黨、綠黨及自民黨黨團外交

政策及健康政策工作小組召集人經協商後決定共同提案，並獲最

大在野黨基民/基社聯盟黨團的鼎力支持，促成德國朝野四大黨團

首度於國會共同提案支持台灣，並經院會表決順利通過。  

繼去年11月德國首度將友我文字列入聯合執政協議，為德國

未來四年執政定調，以及12月德國國會訴願委員會通過決議，建

議德國政府與台灣深化交流合作後，本（2022）年由德國擔任輪

值主席國的「七大工業國集團」（G7），更在本月14日G7外長會

議聯合公報再度強調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同時支持台灣有意

義參與WHO。在WHA即將於本月22日舉行之際，德國國會不分

朝野，首度以正式決議公開表態支持台灣參與WHA及WHO，意

義非凡。台灣與德國共享自由、民主、人權與法治等普世價值，

台德雙邊關係將在既有良好基礎及嶄新堅強民意的支持下，持續

創造新猷。外交部樂願與德國政府及國會持續合作，共同深化台

德雙邊關係，維護印太區域的和平穩定，打造後疫情時代的經濟

繁榮及全球健康福祉。（E） 

第122號                                                                                 2022/05/20 

國人捐贈烏克蘭善款，其中580萬美元將用於協助烏克蘭7家醫療

機構 

外交部長吳釗燮曾於上（4）月22日宣布援贈500萬美元予烏

克蘭的6家醫療機構；由於俄羅斯軍隊轟炸烏克蘭西部大城利沃

夫市（Lviv），造成許多平民傷亡，因此外交部經再研議，決定

增加捐助「利沃夫急救及重症照護綜合醫院」80萬美元。目前我

方累積捐贈協助烏克蘭境內7家醫療機構，共計580萬美元，以積

極協助烏克蘭救治能量，因應烏國戰時急難之需。 

其中「Ohmatdyt醫院」是烏克蘭境內最大的兒童醫院；「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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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蘭兒童心臟醫學中心」至今已治癒約5,000名心臟疾病患者；

「利沃夫急救及重症照護綜合醫院」則每日接收前線後送的傷

患，其中多為兒童；另烏克蘭「札波羅熱地區兒童醫院」醫療資

源不足，尚需添購設備以拯救受傷孩童；其餘醫療院所均位於戰

區，亟需援助。國人對烏克蘭挹注的善款，對飽受戰火波及的烏

國人民，猶如寒冬送暖。烏克蘭前線搶救傷病患的醫護人員，不

僅對台灣人民的愛心善行表達由衷感謝，並特別錄製影片說明烏

國醫療院所的現況。 

「醫療無國界，生命無價」，我國人對烏克蘭醫療機構提供

直接捐助，除能為烏國百姓盡一份心力外，也是「台灣能幫忙」

及「台灣正在幫忙」的具體展現。我方誠盼烏克蘭人民早日回復

平靜生活，重建家園。（E） 

第123號                                                                                2022/05/20 

外交部誠摯歡迎盧森堡國會、捷克眾議院外交委員會及英國下議

院外交委員會主席通過友我決議、動議及透過致函，支持台灣參

與世界衛生組織等國際組織 

盧森堡國會於本（5）月17日全會首度通過強化台盧關係的

友我動議，其中包括支持台灣以觀察員身分有效參與世界衛生組

織（WHO）技術性會議。捷克眾議院外交委員會則於本月19日

通過決議，首度支持台灣參與WHO、國際民航組織（ICAO）、國

際刑警組織（ INTERPOL ）、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UNFCCC）等國際組織及活動。此外，英國下議院外委會主席

杜耿涵（Tom Tugendhat）近日也代表該委員會首度致函WHO幹

事長譚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及英國衛生部長賈維

德（Sajid Javid），強力敦促依據G7及WHO會員國建議，恢復台

灣在世界衛生大會（WHA）的觀察員地位並邀請台灣出席第75

屆WHA。對於盧森堡國會、捷克眾議院及英國下議院外委會在

本（75）屆WHA召開前夕，以實際行動力挺台灣參與國際組

織，外交部對此表達誠摯歡迎與由衷感謝。 

盧森堡國會「強化與台灣經濟、科學及文化關係」動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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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外委會主席庫旭登（Yves Cruchten）提出，獲國會全體與會議

員一致表決通過，除表達盧森堡國會高度讚揚台灣致力推動民

主、人權及法治的成果，並有效遏制疫情及捐贈全球口罩的善

舉，另籲請盧國政府支持台灣參與WHO，持續強化與台灣在經

濟、科學及文化方面的關係，以及致力維持台海現狀及印太地區

的和平穩定。此動議案為盧森堡國會首度針對台盧關係通過的友

我動議，充分展現對深化台盧關係的強力支持，也與歐盟及歐洲

議會相關報告重視台海及印太區域和平的立場一致。 

捷克眾議院外委會本次通過的「支持台灣參與WHO、

UNFCCC、ICAO及INTERPOL等國際組織的會議、機制及活動

事」決議案，在眾議院友台小組主席班達（Marek Benda）積極

推動下獲得通過，並由外委會主席澤尼謝克（Marek Ženíšek）簽

署。決議案指出，台灣是捷克重要的理念相近夥伴，雙方在多項

領域不斷深化合作，並曾於2020年發表「台捷防疫合作聯合聲

明」共同對抗武漢肺炎（COVID-19）疫情，強調台灣無法參與

國際組織將限制對國際社會的貢獻。決議案是繼本月13日包括眾

議長艾達莫娃（Markéta Pekarová Adamová）等107名跨黨派議員

（全院200名議員）聯署致函WHO後，再次展現捷克國會強勁友

我的力量。 

外交部樂見本月19日歐洲地區「福爾摩沙俱樂部」總計34國

1,504位議員聯名致函WHO幹事長，以及本（2022）年包括歐洲

議會、德國、英國、丹麥、捷克及斯洛伐克國會三個委員會共通

過8個決議案或動議案，強力聲援台灣的國際參與；並欣見捷

克、盧森堡及英國國會也紛紛響應支持。我方深信台灣與歐洲理

念相近國家未來持續在自由、民主、人權及法治等共同價值基礎

上加強交流合作，促進良治及良善循環，為各國人民締造永續繁

榮與福祉。（E） 

第124號                                                                                 2022/05/21  

外交部誠摯感謝全球各國持續以各種多元方式支持台灣參與世界

衛生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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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5屆「世界衛生大會」（WHA）開議前夕，全球已有71個

友好國家的行政機關、立法部門及跨國議會組織，逾3,700名政

要、議員及各界國際友人，以多元方式展現對我國參與「世界衛

生組織」（WHO）的強勁支持，外交部表達誠摯歡迎與感謝。  

本（111）年我國推動參與WHO及WHA的訴求持續獲得國際

各界支持，除了具有WHO會員國身分的13個友邦已向WHO秘書

處完成「邀請台灣以觀察員身分參與世界衛生大會」提案，並要

求以「補充項目」（supplementary item）列入本屆WHA全會議

程；理念相近國家高階官員如加拿大總理杜魯道（ Justin 

Trudeau）、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日本外務大臣

林芳正、捷克外長利帕夫斯基（Jan Lipavsky）及瑞典外長林德

（Ann Linde）等近來皆公開表達支持台灣參與WHA；「七大工業

國集團」（G7）外長聯合公報也再次明確支持台灣的國際參與。

各國立法部門及跨國議會更陸續以通過法案、決議、動議或致函

WHO等方式力挺台灣。台灣作為全球負責任的國際夥伴及重要

利益攸關者，對於全球抗疫及疫後復甦的貢獻，國際社會有目共

睹且高度認同。  

國際社會支持台灣參與WHA的力道顯著增長，足證各國日

益認知台灣參與WHO的重要性與急迫性。外交部呼籲WHO實踐

其憲章與宗旨，並傾聽各方支持台灣參與WHO的訴求，儘速接

納台灣平等、有尊嚴參與WHO所有會議、活動及機制。（E） 

第125號                                                                                 2022/05/21  

理念相近國家駐台機構發表聯合新聞稿支持台灣參與「世界衛生

組織」及「世界衛生大會」，外交部表達誠摯感謝  

美國在台協會、澳洲駐台辦事處、英國在台辦事處、加拿大

駐台北貿易辦事處及日本台灣交流協會於本（5）月21日發布聯

合新聞稿，重申支持我國有意義參與世界衛生組織（WHO），並

以觀察員的身分參加世界衛生大會（WHA）。  

聯合新聞稿指出，第75屆WHA即將召開，但台灣仍有相當

大程度被排除於全球公衛體系之外，台灣的專家現正盡全力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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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散中的COVID-19病毒社區感染，而阻擋台灣參加WHA將使這

些努力受限，也有損全球健康安全。台灣若能有意義地參加

WHO的論壇與技術會議，將使台灣兩千四百萬民眾與全世界都

受惠。台灣在公衛安全的成就值得讚賞，台灣在疫情初期與世界

各國與地區分享個人防護裝備，也持續開發疫苗，積極希望能對

全球疫苗研發的努力有所貢獻。  

武漢肺炎（COVID-19）疫情爆發以來，台灣持續以實際作

為展現專業的醫衛實力、積極分享及貢獻我國的防疫經驗，獲得

國際社會認同與肯定。第75屆WHA開議前夕，美國、澳洲、英

國、加拿大及日本五國透過其駐台機構的聯合新聞稿，持續以實

際行動堅定支持台灣參與WHO及WHA，外交部對於各國真摯的

情誼表達誠摯感謝，也籲促WHO儘速接納台灣的參與。（E） 

第126號                                                                                 2022/05/21 

我國祝賀澳大利亞順利完成國會大選 

澳洲國會大選於本（2022）年5月21日順利舉行，依據目前

最新開票結果，將由澳洲聯邦眾議員艾伯尼斯（Anthony 

Albanese）領導的工黨籌組新政府。我國政府對澳大利亞順利完

成此次國會大選表達誠摯祝賀。 

台灣與澳洲為共享自由、民主、人權及法治等普世價值的理

念相近夥伴，澳洲近年持續支持台灣參與世界衞生組織

（WHO）等國際組織，強調維持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台澳

互為重要經貿夥伴，在貿易、投資、潔淨能源、科技、教育、文

化、農業等相關領域合作交流日益密切，近年雙邊關係各項實質

進展有目共睹。 

我國政府將在既有堅實基礎上，持續與澳洲新政府穩健深化

雙方在各領域互信、互惠、互利的友好合作關係，共同促進印太

地區的和平、穩定與繁榮。（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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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126                                                                              May 21, 2022 

R.O.C. (Taiwan) government congratulates Australia on 

conclusion of its federal election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extends sincere 

congratulations to Australia on the successful conclusion of its federal 

election on May 21. Based on current results, the Australian Labor 

Party, led by MP Anthony Albanese, will be forming a new 

government. 

Taiwan and Australia are like-minded partners that share the common 

values of freedom, democracy, human rights, and the rule of law. In 

recent years, Australia has continued to support Taiwan’s participation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such as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and it has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maintaining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Taiwan and Australia are also key 

economic partners. The two countries enjoy increasingly close 

cooperation in trade, investment, clean energ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ducation, culture, and agriculture. Indeed, substantive progress has 

been evident in all areas in the past few years. 

The R.O.C. (Taiwan) government will work with the new Australian 

government on the existing strong foundation to deepen cordial and 

cooperative ties across all fields based on mutual trust, mutual benefit, 

and reciprocity, so as to jointly advance peace, stability, and prosperity 

in the Indo-Pacific. (E) 

第127號                                                                                 2022/05/23  

第75屆「世界衛生大會」決定不將友邦所提「邀請台灣以觀察員

身分參與世界衛生大會」的提案納入議程，外交部深表遺憾與不

滿 

第75屆「世界衛生大會」（WHA）已於本（2022）年5月22

日開議，會議首兩日的總務委員會及全會討論是否將我國13個友

邦所提「邀請台灣以觀察員身分參與世界衛生大會」的提案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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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議程，最終決定不列入議程，外交部對此結果深表遺憾與不

滿。  

外交部誠摯感謝聖文森、貝里斯、史瓦帝尼及吐瓦魯4友邦

分別在總務委員會及全會為我WHA推案與中方進行2對2辯論。

友邦代表均肯定台灣為全球抗疫的堅定夥伴，強調若要真正落實

本年大會主題「醫衛和平，相輔相成」的精神，一定要互相包容

及合作，而台灣獲納入WHA及其他「世界衛生組織」（WHO）的

活動，才是成功控制疫情的關鍵。  

針對中國及其盟友古巴與巴基斯坦代表在發言時，重彈「一

中原則」舊調，持續刻意曲解聯合國大會第2758號決議及WHA

第25.1號決議內涵，我國友邦代表明確指出，該等決議僅處理

「中國代表權問題」，相關決議並未授權中國在聯合國體系代表

台灣；友邦同時有力強調，台灣以觀察員身分參與WHA是一個

衛生議題，與政治無涉。  

中國一再以政治凌駕全球衛生安全的公共利益，損及台灣人

民健康人權的相關作法，外交部無法接受。中方另妄稱已對台灣

參與全球衛生事務做出妥善安排，針對中方誤導國際社會的謊言

與霸凌行徑，外交部予以唾棄。 

外交部重申，只有台灣的民選政府才能在WHO及其他國際

組織代表台灣2,350萬人民；台灣人民的健康人權由我國政府負責

守護，中國政府無權、也沒有能力代勞。外交部將更堅定地與友

邦及理念相近國家密切合作，攜手應處疫情及疫後復甦的各種挑

戰，持續不斷努力爭取以觀察員身分出席WHA，並常態性參與

WHO所有會議、活動與機制。（E） 

第128號                                                                                 2022/05/24 

外交部長吳釗燮接受史瓦帝尼王國新任駐中華民國（台灣）特命

全權大使蒙西比遞交到任國書副本 

史瓦帝尼王國新任駐中華民國（台灣）特命全權大使蒙西比

（Promise Msibi）於本（111）年5月24日上午拜會外交部長吳釗

燮並遞交到任國書副本。吳部長歡迎蒙西比大使履新，並期許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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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西比大使攜手深化台史兩國友好邦誼。 

吳部長表示，台史兩國關係密切友好，我國十分珍視兩國邦

誼，同時也代表台灣政府與人民感謝史瓦帝尼長期支持台灣參與

國際組織及活動。吳部長也與蒙西比大使就兩國在發展合作、公

衛醫療、資通訊、教育、經貿、農業及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以及

台灣的國際參與、台海情勢等議題廣泛交換意見。 

蒙西比大使向吳部長轉致史國國王恩史瓦帝三世（H.M. 

King Mswati III）對我國政府提供各項合作的謝忱；大使本人曾2

度訪問台灣，對台灣的民主發展、文化、科技及經濟建設的水準

都有深刻體會。蒙西比大使允將致力推動台史兩國政府及人民間

的交流，深化兩國邦誼。 

蒙西比大使外交資歷豐富，在奉派台灣之前，曾擔任史瓦帝

尼駐衣索比亞大使、駐非洲聯盟大使、外交部禮賓司司長以及國

會眾議院執行秘書等重要職務。（E） 

第129號                                                                                 2022/05/25 

台灣、美國、日本、澳洲、英國、加拿大、歐盟及以色列在「全

球合作暨訓練架構」下共同舉辦「終止性別暴力」國際研討會 

為持續推動及分享台灣在性別平等與人權保障議題的良善治

理經驗，並落實去（2021）年第三屆「台美印太民主治理諮商」

成果，外交部及行政院性別平等處與美國、日本、澳洲、英國、

加拿大、歐盟及以色列等7個駐台機構合作，於本（5）月24日至

25日以實體及線上混合形式在台北舉辦2022年「全球合作暨訓練

架構」（GCTF）－「終止性別暴力」國際研討會（2022 GCTF 

Conference on Ending Gender-based Violence）。 

行政院院長蘇貞昌親自出席開幕典禮並致詞指出，新冠疫情

衝擊及數位網路性別暴力層出不窮，加劇了女性、女童及多元性

別群體面對性別暴力的脆弱性，欣見在GCTF下台灣與國際夥伴

一起努力，合作克服性別暴力的挑戰。澳洲辦事處代表露珍怡

（Jenny BLOOMFIELD）代表合辦各國致詞，呼籲終止一切形式

的性別暴力，並肯定台灣推動性別平等的具體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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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為歷來GCTF最多合辦國家的場次，並且邀得美國國務

院促進多元性別人權特使史登（Jessica STERN）、歐盟對外事務

部 性 別 與 多 元 大 使 隆 娜 格 魯 貝 西 （ Stella RONNER-

GRUBAČIĆ）、以及澳洲外貿部婦女暨女孩大使克拉克（Christine 

CLARKE）等三位大使同台演說，凸顯台灣在國際社群推動性別

平權議題的領導地位。 

本次活動計有我國政府部門、學者專家及13個駐台機構代表

共約100人實體與會，另有來自亞太、拉美、亞西、歐洲及非洲

等22國逾200名官員及專家線上參與。各國人士積極交流，互動

氣氛熱絡。（E） 

第130號                                                                                2022/05/25 

外交部誠摯感謝友邦及理念相近國家在第75屆「世界衛生大會」

發言強力支持台灣參與「世界衛生組織」 

第75屆「世界衛生大會」（WHA）於本（2022）年5月22日

至28日在日內瓦召開，13個友邦堅定支持台灣參與WHA，提案

籲促「世界衛生組織」（WHO）邀請台灣以觀察員身分出席

WHA；10個理念相近國家及馬爾他騎士團也在會中為我國有力

執言。對於友邦及理念相近國家本年更堅定明確展現對台灣的支

持，外交部表達由衷感謝。 

本年我國友邦以提案、致函、擔任我方辯論代表及大會執言

等多元方式持續展現支持台灣的堅定立場。理念相近國家在會中

聲援台灣的力道及聲量也更甚以往，美國、英國、澳大利亞、法

國、德國、加拿大、盧森堡、立陶宛、捷克、日本，及馬爾他騎

士團以直接發言方式表達對我WHA案的支持；其中法、德、

盧、立、捷5國均首度在WHA發言明確提及台灣，肯定台灣在對

抗武漢肺炎（COVID-19）疫情上的貢獻，並強調將台灣納入全

球衛生架構，國際社會才能受惠於台灣的抗疫經驗與科技長才。 

面對國際社會友人給予台灣強大的正義之聲，中國在行使答

辯權時持續妄稱，中方已對台灣參與全球衛生事務做出妥善安

排，意圖誤導國際視聽。美國國務院資深衛生顧問Barbara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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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sa-Joynt隨即嚴正駁斥，強調WHO成立的宗旨既在協調國際衛

生工作，就更有必要納入所有利益攸關者，尤其是已成功證明能

對抗武漢肺炎（COVID-19）疫情的台灣。台灣自2009年至2016

年間，曾以觀察員身分出席WHA，足證台灣以觀察員身分參與

WHA並無任何法律障礙，因此美方將延續其長期政策，支持台

灣有意義參與包括WHO在內的國際組織。 

友邦及理念相近國家對台灣參與WHA的強力支持，對我國

推案是一大鼓舞，我方深表感謝。台灣將秉持「專業、務實、有

貢獻」的精神，持續積極與友邦及理念相近國家密切合作，共同

維護全球衛生安全。外交部也呼籲WHO秉持專業與中立，排除

中國的政治干預，基於維護全人類衛生福祉的考量，儘速接納台

灣平等、有尊嚴參與WHO所有會議、活動及機制。（E） 

第131號                                                                                2022/05/26 

外交部領事事務局及四個辦事處將於111年6月1日正式啟用「申

辦護照網路填表及照片上傳系統」 

外交部領事事務局為持續優化申辦護照e化作業，將於本

（111）年6月1日正式啟用「申辦護照網路填表及照片上傳系

統」，提供「網路填表」、「照片上傳」及「線上預約」三合一的

便民功能。 

這項系統全面開辦後，未來國人申辦護照仍可依現行紙本方

式填寫「簡式護照資料表」，或採用網路填表的服務，填表系統

另包括「上傳數位照片」及「預約申辦時段」的功能供民眾使

用。民眾透過e化的網路填表系統事先填寫資料及預約申辦時

段，將可大幅縮減現場填寫書表及臨櫃等待的時間。另外該系統

「上傳數位照片」功能可協助初步預檢上傳的數位照片是否符合

護照照片規格，降低臨櫃申辦時的照片不合格率，如果成功上傳

合格的數位照片並列印含彩色照片的「簡式護照資料表」，便可

免附2張實體照片，進而省去沖洗照片的成本。 

此外，旅行社受委任代辦護照團件部分也有完整規畫，系統

提供整併表件、打包整理等功能，使旅行社送件流程更為順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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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件系統」已自4月6日起先行試辦，運作良好，6月1日起將與

「個人件系統」同步全面開辦。 

為了介紹並鼓勵國人多加使用這項新的便民服務，領務局將

於6月1日舉辦「申辦護照波鴿e起來」活動。凡自6月1日起至6月

15日止使用「申辦護照網路填表及照片上傳系統」，並臨櫃完成

送件程序者，即有機會獲得限量精美護照封套。另外領務局Line

官方帳號也將同步進行有獎徵答活動，有機會抽中波鴿意象精美

禮品，數量有限，歡迎踴躍參加。 

外交部領事事務局將持續秉持「依法行政」、「追求效率」及

「為民服務」精神推展各項業務，除「護照e化」外，也進行領

務大廳環境優化工程，展示台灣山岳風景畫作及整修民眾公共使

用空間，提升為民服務品質。 

民眾如對本次便民措施有任何疑問，可至外交部領事事務局

全球資訊網（www.boca.gov.tw）「護照Q&A」項下查詢或撥打護

照諮詢服務專線（02）2343-2807~8洽詢。（E） 

No. 131                                                                              May 26, 2022 

BOCA and MOFA’s four branch offices to launch online passport 

application form and photo upload system on June 1 

To further streamline electronic passport application procedures, the 

Bureau of Consular Affairs (BOCA) of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will launch an online application 

and photo upload system on June 1. The system will allow applicants 

to fill out applications form, upload digital photos, and schedule 

appointments online. 

The new digital system allowing for application forms to be filled out 

and appointments to be booked will significantly reduce waiting time 

at application acceptance counters. The photo upload function will 

allow applicants to ascertain if their passport photos meet 

requirements, reducing the likelihood of rejection at the acceptance 

counter. If an acceptable digital photo is successfully uploaded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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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rt Passport Application Sheet is printed in color, this will eliminate 

the need to attach two physical photos and thereby eliminate related 

photo processing costs. After the new service is activated, R.O.C. 

(Taiwan) nationals still have the option to submit the paper form of the 

Short Passport Application Sheet currently in use. 

The digital system may also be used by travel agencies commissioned 

to submit group passport applications, facilitating merging of 

application forms, and packaging of applications. This service for 

group applicants has simplified the application process since trial 

operations began on April 6. The online group service will be 

officially launched starting June 1 together with the online service for 

individuals.  

To encourage nationals to take advantage of this new convenient 

service, BOCA will give away limited-edition passport covers to 

winners chosen from individuals who use the online passport 

application form and photo upload system and successfully submit 

printed application forms at an acceptance counter between June 1 and 

15. The official BOCA LINE account will simultaneously hold a quiz 

and offer a limited number of prizes to winners. All are welcome to 

participate in this event.  

BOCA will continue to promote consular affairs by carrying out its 

duti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pursuing efficiency, and serving the 

public. In addition to the electronic passport application project, 

BOCA has also undertaken to enhance service quality and create a 

comfortable service environment by installing paintings of Taiwan’s 

scenic mountains and renovating public spaces in its facilities.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se new measures, please visit the 

Passport FAQs section of the BOCA website (www.boca.gov.tw) or 

call the passport service hotline at (02) 2343-2807 or 2343-2808.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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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2號                                                                                 2022/05/27 

我國與「美洲開發銀行」及貝里斯政府簽署共同融資合作意向

書，協助友邦增加就業與活絡經濟 

我國持續深化與「美洲開發銀行」（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IDB）的合作關係，共同協助我拉美友邦。本

（2022）年5月26日，外交部常務次長俞大 代表我國財團法人國

際合作發展基金會，在美國華府與 IDB總裁Mauricio Claver-

Carone及貝里斯財政、經濟發展暨投資部次長Joseph Waight共同

簽署「協助生產部門及就業貸款計畫」共同融資合作意向書，為

協助拉美友邦增加就業、活絡經濟及社會穩定發展開創新頁。 

這項計畫將協助我友邦貝里斯因應新冠疫情所造成的經濟影

響，促進貝國微中小企業維繫及強化就業及經濟活動，藉此達成

貝國疫後經濟復甦及永續發展，尤為促進婦女賦權，協助婦女企

業取得貸款管道。本項計畫進一步彰顯我國與美洲開發銀行在西

半球地區加強合作，嘉惠區域友邦疫後經濟復甦及發展。 

美洲開發銀行為西半球地區最重要的開發銀行之一，透過各

項投、融資計畫增進區域國家的整體發展。台灣與該銀行自1991

年建立合作關係，與該行密切合作推動各項發展計畫，增進與西

半球友邦及友好國家的合作。台灣將持續與IDB共同攜手創造更

多合作機會，為西半球民主國家透明、可信賴及永續的發展做出

貢獻。（E） 

No. 132                                                                              May 27, 2022 

Taiwan, the IDB, and Belize sign letter of intent to boost 

employment and economic recovery in Belize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continues to expand cooperation with 

the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IDB) to assist Taiwan’s 

diplomatic allies in Latin America. On May 26, Vice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Alexander Tah-ray Yui, representing Taiwan’s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Fund, signed a letter of 

intent in Washington, DC, with IDB President Mauricio Cla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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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one and Financial Secretary Joseph Waight of Belize’s Ministry of 

Financ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vestment in order to cooperate 

on a joint financing project to support productive sectors and boost 

employment in Belize. The agreement represents a new chapter for 

Taiwan in assisting its Latin American diplomatic allies in 

employment creation, economic recovery, and stable social 

development.  

The project will assist Belize in responding to the economic impact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Micro,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will receive support to stimulate employment and economic activity. 

The aim is to achieve postpandemic economic recover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articularly in the area of women’s 

empowerment by giving women-led businesses access to loans. The 

agreement demonstrates the deepening partnership between Taiwan 

and the IDB in the Western Hemisphere, which will benefit 

postpandemic economic recovery and development of Taiwan’s 

diplomatic allies in the region. 

The IDB is one of the most prominent development banks operating in 

the Western Hemisphere. Through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programs, 

the IDB accelerates overall development of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Since Taiwan started collaborating with the IDB in 1991, it has 

worked closely with the bank on a number of development projects 

that have enhanced cooperation with diplomatic allies and other 

friendly countries in the Western Hemisphere. Taiwan will continue to 

partner with the IDB to jointly create more opportunities for 

cooperation that will contribute to the transparent, dependabl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democracies in the region. (E) 

第133號                                                                                 2022/05/29 

第75屆「世界衛生大會」閉幕，我國推案訴求獲得國際社會高度

認同與強勁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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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5屆「世界衛生大會」（WHA）於今（2022）年5月28日

在日內瓦閉幕，與會各國對於終結疫情的期盼及對俄烏情勢的關

切，充分呼應大會主題「醫衛和平．相輔相成」，同時各國也更

加認同積極貢獻國際公衛及人道援助的台灣，是全球公衛機制不

可或缺的利益攸關者。我國的友邦、理念相近及友好國家，不論

在WHA此一全球最重要的公衛平台上或場外，都以更強的力

道、更高的層級及更多元的方式，為我國爭取參與「世界衛生組

織」（WHO）及WHA的訴求，表達強力支持。我推案今年共獲得

全球88國、逾3,800名行政部門政要、國會議員及各領域重要國際

友人予我聲援，外交部甚受鼓舞，並對各方所展現的真切情誼，

表達最誠摯的感謝。 

衛生福利部政務次長李麗芬率領「世衛行動團」前往日內

瓦，傳達我國爭取參與WHA的堅定訴求，期間出席外交酒會、

參與WHO健走、專業論壇、僑界活動、接受媒體專訪、並與美

國、捷克及立陶宛等國代表團及國際醫衛專業組織進行共29場雙

邊會談，討論如何增進衛生合作，以實際行動展現台灣貢獻健康

人權的承諾和決心。 

具有WHO會員國身分的我國13個友邦向WHO提出「邀請台

灣以觀察員身分參與世界衛生大會」提案，4個友邦聖文森、貝

里斯、史瓦帝尼及吐瓦魯分別在總務委員會及全會為我案辯論，

反駁中國片面謊言及謬論，強調聯合國大會第2758號決議及

WHA第25.1號決議並未授權中國在聯合國體系代表台灣，正義陳

詞令人振奮。此外，友邦也透過致函、執言、發布新聞及社群媒

體發文、與我團雙邊會談、出席外交酒會及周邊活動、通過決議

及友我動議等各種多元行動，力挺我國。 

今年理念相近國家挺台力道更明顯增強，在WHA全會共有

美國、英國、澳大利亞、法國、德國、加拿大、盧森堡、立陶

宛、捷克、日本及紐西蘭11國與馬爾他騎士團，以直接或間接方

式發言支持，其中法、德、盧、立、捷5國是首度明確提及台

灣；在有限的發言時間中，聲援台灣參與WHA，意義重大。 

理念相近國家也持續在各項多邊及雙邊場域積極助我，加拿

大、法國、德國、義大利、日本、美國及英國組成的「七大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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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集團」（G7）及歐盟，連續兩年在外長會議聯合公報中納入支

持台灣參與WHA及WHO段落，今年更進一步在G7衛生部長會議

聯合公報首度聲援台灣。理念相近國家高階官員，包括加拿大總

理杜魯道（ Justin Trudeau）、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日本外務大臣林芳正、捷克外長利帕夫斯基（Jan 

Lipavsky）及瑞典外長林德（Ann Linde）等，分別以對外發言、

回應國會議員質詢及媒體詢問、發表聲明、社群媒體發文方式，

多次公開表達對我支持，顯見台灣參與國際公衛機制，已是世界

主要民主國家關注議題。美國、澳大利亞、英國、加拿大及日本

5國駐台機構發布聯合新聞稿，持續以更公開的聯合行動鼎力助

我。 

除行政部門之外，各國立法部門及跨國議會組織也接連以通

過法案、決議及動議或致函WHO及行政部門等方式力挺台灣，

支持力度益發強勁。美國會通過「要求國務卿擬定策略協助台灣

重獲世界衛生組織觀察員地位法案」，並獲拜登總統簽署生效；

加拿大140餘位國會議員致函籲請加國政府持續助我；日本全國

47個都道府縣高達41個通過支持我參與WHA友我決議；歐洲地

區聲援台灣國際參與動能再創新高，包括歐洲議會、德國、英

國、丹麥、捷克、斯洛伐克及盧森堡國會接連通過友我決議案或

動議案，其中德國及盧森堡皆為首見，意義非凡。 

歐洲、拉美及加海、印太、亞西及非洲地區跨國國會平台

「福爾摩沙俱樂部」（Formosa Club）成員，也踴躍響應各項助我

作為，包括歐洲地區共有烏克蘭在內34國、超過1,500位議員聯名

致函，以及印太地區辦理首屆視訊年會，宣讀支持我國參與

WHO等國際組織聯合宣言。 

多年來台灣國際醫療合作計畫的專業貢獻及人道濟世熱忱，

也具體呈現在今年外交部製作的推案短片「遠來的朋友」

（Sweetness of Friendship），總觀看次數已超過1,676萬，成功地

向世界展現台灣有決心也有能力幫忙。衛生福利部部長陳時中專

文、外館投書、各國學者專家友我評論、專欄及相關報導，廣獲

全球近60國重要國際媒體刊登超過410篇報導，包括美國「華爾

街日報」、「華盛頓觀察家」、英國「每日電訊報」、加拿大「環球

郵報」、日本「每日新聞」、澳大利亞「澳洲人報」、法國「法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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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西班牙「ABC日報」、立陶宛「國家廣播新聞台」及土耳其

「土耳其國家通訊社」等。 

立法院陳玉珍委員、林靜儀委員、王婉諭委員及李德維委員

也組成視導團，代表我國朝野跨黨派廣大民意赴日內瓦參與宣達

活動，為台灣爭取更多國際友誼及支持，並共同敦促WHO正視

台灣常態性參與的訴求。 

「世界醫師會」（WMA）、「歐洲醫師常務委員會」（CPME）

及「歐洲記者聯盟」（AEJ）  等重量級國際非政府組織

（INGO），以及歐洲、亞洲、拉美及非洲地區國際醫衛專業人

士，也以致函WHO幹事長及發表公開聲明等方式，齊聲表達共

同支持台灣參與WHA。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在WHA期間與挪威

難民理事會（NRC）合辦「緊急事件下強化健康照護的可近性」

專業論壇，展現我國豐沛合作能量。 

國際各界的挺身而出，顯示其等認同唯有摒除政治藩籬，讓

台灣共同參與WHO及WHA，才能為走過疫情的世界，建立更具

韌性的全球衛生體系，共同保障全人類的健康福祉與安全。政府

將秉持「專業、務實、有貢獻」原則，與各國共同推動全球衛生

安全合作，為我國爭取參與WHO及WHA，創造更深厚的基礎與

動能。（E） 

No. 133                                                                              May 29, 2022 

MOFA thanks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for strong support at the 

75th WHA 

The 75th World Health Assembly (WHA) concluded in Geneva on 

May 28, 2022. During the meeting, participating countries expressed 

hope that the pandemic would end and voiced concerns regarding the 

Russia-Ukraine conflict. These sentiments aligned squarely with this 

year’s theme of “Health for Peace, Peace for Health.” In addition, 

member nations also recognized Taiwan’s efforts to actively contribute 

to international public health and provide humanitarian aid, which 

have proven Taiwan to be an indispensable stakeholder in glob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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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health mechanisms. Taiwan’s diplomatic allies, like-minded 

partners, and friendly nations showed staunch support for Taiwan’s 

bid to participate in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and WHA 

through stronger, higher-level, and more diverse methods either at the 

WHA, the world’s most important public health platform, or via other 

channels. This year, Taiwan’s bid received endorsement from over 

3,800 key politicians, parliamentarians, and influential people from 88 

countries. Such wholehearted support is very inspiring, and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MOFA)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expresses sincere gratitude for the friendship shown across all sector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Deputy Minister of Health and Welfare Lee Li-feng led a delegation to 

Geneva to showcase Taiwan’s strong determination to participate in 

the WHA. During the trip, the delegation participated in diplomatic 

receptions, the WHO “Walk the Talk” event, professional forums, 

overseas community activities, and media interviews, as well as 29 

bilateral meetings with national deleg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professional medical organizations from such countries as the United 

States, the Czech Republic, and Lithuania. The delegation participated 

in various discussions on how to increase public health cooperation 

and demonstrated Taiwan’s commitment and determination to 

contribute to the right to health through concrete action. 

This year, 13 diplomatic allies, in their capacity as WHO member 

states, submitted a proposal to invite Taiwan to attend the WHA as an 

Observer. St. Vincent and the Grenadines, Belize, Eswatini, and 

Tuvalu voiced support for Taiwan during the WHA General 

Committee and plenary session debate, rebutting China’s one-sided 

falsehoods and erroneous claims. The representatives emphasized that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2758 and WHO 

Resolution 25.1 do not provide authorization for China to represent 

Taiwan in the UN system. Their just words gave Taiwan considerable 

encouragement. Taiwan’s allies also sent letters, made statements, 

published press releases and social media posts, held bilat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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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etings with the Taiwanese delegation, attended diplomatic 

receptions and related events, and passed resolutions and pro-Taiwan 

motions to show their firm support in diverse ways. 

Support for Taiwan from like-minded countrie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is year. During the WHA plenary session, 11 countries—the United 

States, the United Kingdom, Australia, France, Germany, Canada, 

Luxembourg, Lithuania, the Czech Republic, Japan, and New 

Zealand—as well as the Sovereign Military Order of Malta, voiced 

support for Taiwan either through direct endorsement or by asserting 

the need for inclusiveness. This year was the first time France, 

Germany, Luxembourg, Lithuania, and the Czech Republic explicitly 

mentioned support for Taiwan’s participation in the WHA in their 

statements. This is very meaningful to Taiwan, as countries only have 

a fixed amount of time to make their statements. 

Like-minded countries also showed their staunch support for Taiwan 

at many multilateral and bilateral events. This was the second 

consecutive year the Group of Seven (G7)—comprising Canada, 

France, Germany, Italy, Japa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United 

Kingdom, together with the EU—unequivocally advocated Taiwan’s 

meaningful participation in WHO and the WHA in the Foreign 

Ministers’ Communiqué. It was also the first time support for Taiwan 

was mentioned in the G7 Health Ministers’ Communiqué. High-

ranking officials from like-minded countries—including Canadian 

Prime Minister Justin Trudeau, US Secretary of State Antony Blinken, 

Japanese Foreign Minister Yoshimasa Hayashi, Czech Foreign 

Minister Jan Lipavský, and Swedish Foreign Minister Ann Linde—

publicly expressed support for Taiwan through remarks, interpellation 

responses, statements to the media, official statements, and social 

media posts. This shows that Taiwan’s participation in international 

public health mechanisms has become a focus of attention for major 

democracies around the world. The representative offices in Taiwan of 

the United States, Australia, the United Kingdom, Canada, and Japan 

issued a joint statement backing Taiwan’s participation, reaffir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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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ir continued support through more public joint actions. 

Apart from administrations, parliaments around the world and 

international parliamentary alliances also backed Taiwan through 

passing bills, resolutions, and motions, and by sending letters to WHO 

or to their own governments, showing strong support for Taiwan’s bid. 

The US Congress passed a bill “to direct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develop a strategy to regain observer status for Taiwan in WHO,” 

which was then signed into law by US President Joe Biden. More than 

140 Canadian parliamentarians signed a letter urging the Canadian 

government to continue supporting Taiwan. In Japan, 41 out of 47 

Japanese prefectural assemblies passed resolutions supporting 

Taiwan’s participation in the WHA. Support for Taiwan’s international 

participation also reached new heights in Europe, with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the parliaments of Germany, the United Kingdom, 

Denmark, the Czech Republic, Slovakia, and Luxembourg passing 

pro-Taiwan resolutions or motions. This was unprecedented for 

Germany and Luxembourg, which makes it particularly meaningful. 

Members of the interparliamentary Formosa Clubs in Europe,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the Indo-Pacific, West Asia, and Africa 

also took the initiative to support Taiwan. In Europe, over 1,500 

parliamentarians from 34 countries, including Ukraine, signed the 

joint letter, whil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Indo-Pacific Formosa Club 

read out a joint statement supporting Taiwan’s participation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cluding WHO, during the club’s 

inaugural online meeting. 

Taiwan’s professional contributions and passion for providing 

humanitarian aid through international medical cooperation projects 

over the years were showcased in the short film Sweetness of 

Friendship, produced by MOFA for this year’s bid. The film has 

garnered more than 16.76 million views, successfully demonstrating 

to the world that Taiwan can help, and Taiwan is helping. Op-eds by 

Minister of Health and Welfare Chen Shih-chung, letters to the editor 

by Taiwan’s overseas missions, commentaries and columns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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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demics and experts from other countries, and other related reports 

have been published and broadcast in major international media 

outlets—including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nd Washington Examiner 

from the US, the Daily Telegraph from the UK, the Globe and Mail 

from Canada, Mainichi Shimbun from Japan, the Australian from 

Australia, Agence France-Presse from France, ABC from Spain, 

Lithuanian National Radio and Television, and the Anadolu Agency 

from Turkey. In total, international media outlets from around 60 

countries published over 410 reports backing Taiwan’s participation in 

the WHA. 

Legislators Chen Yu-jen, Lin Ching-yi, Wang Wan-yu, and Lee De-

wei formed an observer group to represent the ruling and opposition 

parties and the will of the Taiwanese people. They traveled to Geneva 

to participate in related campaign events, calling for more 

international support and backing for Taiwan and urging WHO to 

seriously consider Taiwan’s bid for regular participation. 

Heavyweight 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ncluding 

the World Medical Association (WMA),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European Doctors (CPME), and the Association of European 

Journalists (AEJ), as well as medical professionals from Europe, Asia, 

Latin America, and Africa, sent letters to the WHO Director-General 

and made public statements in a united expression of support for 

Taiwan’s participation in the WHA. While the WHA was being held, 

Taiwan’s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Fund (ICDF) 

cohosted a forum on Increasing Accessibility to Health Care in 

Emergency Contexts with the Norwegian Refugee Council (NRC), 

demonstrating Taiwan’s abundant capacity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he international support seen for Taiwan this year across all sectors 

shows that a consensus on eliminating political barriers and allowing 

Taiwan to participate in WHO and the WHA is what the world needs 

to recover from the pandemic, build a more resilient global public 

health system, and ensure the health, welfare, and safety of all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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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overnment of Taiwan will continue to abide by the principle of 

professionalism, pragmatism, and making contributions to global 

affairs through further cooperation with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in 

the field of global health security. This will create a solid foundation 

and strong momentum for Taiwan’s bid to participate in WHO and the 

WHA in the future. (E) 

第134號                                                                                 2022/05/30 

外交部已全數完成國人捐贈烏克蘭愛心物資的運送工作 

外交部及相關駐外館處經持續努力協調聯繫，國人捐贈烏克

蘭總計達582噸的人道救援物資已全數於5月27日順利運出。 

外交部於本（111）年3月7日至3月18日期間辦理募集民間愛

心物資援贈烏克蘭活動，並自3月17日起陸續以航空貨運將人道

物資送往鄰近烏克蘭的斯洛伐克與波蘭等國。本次人道援助烏克

蘭活動，經統計共有8,474位國人或機構慷慨捐贈物資，並在

2,000名以上熱心志工、外交部同仁及承運廠商的全力投入下，將

物資分類、確認效期並重新分裝後，經承運公司清算確認援烏物

資總重達582噸，而箱數則達37,620箱。此外，在波蘭及斯洛伐克

朝野協助下，人道救援物資得以順利送交烏國受戰爭影響的百

姓，運送過程中雖曾因國際援救物資大量湧入，導致機場通關作

業略有延遲，但經由各方持續努力，終於在5月27日順利將全數

物資運送完畢，妥善地將台灣的愛心及時轉致給烏克蘭需要幫助

的百姓。 

外交部特此感謝國人踴躍捐輸，也對國內許多慈善團體、民

間組織及企業積極響應募集物資活動致敬；外交部同時感謝協助

的志工或關心本案的各界人士；本次馳援烏克蘭行動為我國政府

與民間相互協力、齊心貢獻國際社會的最佳範例。 

自俄羅斯於2月24日入侵烏克蘭以來，已造成數百萬烏國人

民被迫逃離家園、躲避戰火，台灣作為國際社會民主陣營的成

員，因為長期面對中國的威脅，特別能體會烏克蘭人民的處境。

台灣作為世界一股良善力量，會持續擴大「善的循環」，樂願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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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台灣能夠幫忙」（Taiwan Can Help）的精神，協助遭逢困難

的國家或人民。外交部也感謝斯洛伐克、波蘭及烏克蘭等國相關

單位的協助與配合，使捐贈烏克蘭難民愛心物資工作順利完成。

外交部期待台灣提供的物資能協助烏克蘭難民度過難關，誠盼烏

克蘭人民早日脫離戰爭苦難，回復平靜生活，重建家園。（E） 

第136號                                                                                 2022/05/31 

外交部長吳釗燮接受以色列「耶路撒冷郵報」總主筆Yaakov 

Katz視訊專訪，該報不畏中國施壓，如期刊出專訪內容 

外交部長吳釗燮於本（5）月30日接受以色列「耶路撒冷郵

報」（Jerusalem Post）總主筆Yaakov Katz視訊專訪，深入說明台

灣與以色列關係、烏俄戰事啟示、威權主義擴張等重要議題。專

訪內容於30日在該報網站刊出後，隨即接獲中國使館以雙邊關係

數度威脅施壓，要求撤下專訪報導；但遭到該報嚴正拒絕。「耶

路撒冷郵報」並依規畫於本（31）日刊出紙本報導，廣受國際輿

論關注與好評。外交部對「耶路撒冷郵報」無畏中國政府不當威

迫，如期刊出專訪，捍衛言論自由與民主制度的精神表達高度敬

意。  

吳部長在專訪中指出，中國對台灣軍事威脅日增，並持續對

台灣採取網路攻擊、認知作戰等灰色地帶戰術。吳部長強調，中

國威權主義擴張到東海、南海，更持續投射至太平洋地區，而烏

俄戰事則是俄羅斯威權主義向東歐地區擴張；種種跡象顯示，中

國與俄羅斯正攜手擴大合作並企圖控制尚未染指的區域，全球情

勢已演變為民主國家與威權主義國家陣營的對抗。 

吳部長表示，台灣位於對抗中國威權主義的最前線，為因應

中國威脅與擴張，台灣持續提升自我防衛能力。台灣與中國都密

切關注烏俄戰事發展，不論中國自烏俄戰事獲得何種啟示，都不

該忽視台灣堅定自我捍衛的決心與能力。此外，民主國家團結表

達對烏克蘭的支持，並對俄羅斯進行制裁，台灣與美國等友好國

家也進行密切安全合作；美國協助我方訓練軍事人員，並提供適

當防衛武器。吳部長呼籲國際社會持續給予台灣強而有力的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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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以有效嚇阻威權體制的擴張。 

吳部長表示，台灣與以色列共享自由民主的普世價值，也是

共同捍衛人權的夥伴。以色列所展現的自我防衛能力與全民國防

的概念值得台灣學習；台灣也正在改革軍隊、強化後備軍力，提

升自我防衛能力。吳部長另強調，台灣與以色列雖無正式外交關

係，但已在諸多領域簽署合作協議，包括工業研究與發展、標準

化、環境保護、互免簽證、中小企業合作、駕照相互承認與換

發、農業合作以及志工合作等，有助增進兩國人民福祉，希望在

台灣與以色列持續交流合作下，雙邊合作關係與經貿往來更為提

升。 

吳部長進一步指出，威權主義國家經常將經貿關係當作武

器，正如中國曾對立陶宛、捷克、澳洲及台灣採取經濟脅迫，企

圖影響各國決策。吳部長以外交圈所傳「如果中國被激怒，就表

示你做對了」的趣言，提醒民主國家切勿因為經貿利益損及國家

安全；中國正面臨經濟成長放緩的問題，理念相近國家應彼此加

強合作，拓展貿易夥伴關係。 

「耶路撒冷郵報」創立於1932年，是以色列歷史最悠久且發

行量最大的英文報，在亞西區域深具輿論影響力。（E） 

第137號                                                                                 2022/05/31                                                                          

外交部長吳釗燮與烏克蘭哈爾科夫市長視訊通話 

外交部長吳釗燮本（5）月31日與烏克蘭第二大城哈爾科夫

（Kharkiv）市長切列霍夫（Ihor Terekhov）視訊通話，表達台灣

人民對烏克蘭人民的支持與關懷，並代表中華民國台灣政府宣布

將援助烏克蘭哈爾科夫市政府200萬美元，另提供Chernihiv市、

Mykolaiev市、Sumy市及Zaporizhzhia市等4市政府各50萬美元，

總計400萬美元，做為重建學校及民生基礎建設之用，期待以協

助烏克蘭恢復嚴重受損的民生建設方式，來緩解戰爭對烏國百姓

所帶來的衝擊。這是吳部長繼本（111）年4月22日與烏克蘭首都

基輔市長視訊通話後，第二次與烏克蘭重要城市的市長聯繫，瞭

解當地詳情與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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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部長表示，烏克蘭遭受俄羅斯侵略受創甚鉅，台灣人民因

長期面對中國文攻武嚇而感同身受，因此我國政府向烏國人民傳

達休戚與共的支持，並樂願積極參與烏國的重建。本次相關受援

城市皆位於烏國東部及南部的戰區最前線，飽受戰火摧殘，百廢

待舉，亟需國際社會援助；台灣及時援款的挹注，將有效協助相

關市府迅速推動重建工作。 

切列霍夫市長指出，俄羅斯軍事入侵烏克蘭是非法的戰爭行

為，不僅殘害無辜的烏克蘭人民，也威脅區域及全球和平與安

全；謹代表受援的烏克蘭人民，對台灣的愛心與善舉表示感謝，

此不僅是即時的財政援助，得以協助孩童早日重返校園，這更是

對烏克蘭抵抗威權、守護民主自由最有力的政治支持，市長允諾

將讓烏國孩童及人民了解台灣給予烏克蘭一切的援助，台灣是烏

克蘭真正的朋友，並盼在烏克蘭贏得最後戰爭的勝利後，邀請吳

部長親訪哈爾科夫市，並就該市的重建計畫及強化台烏未來的合

作互動交換意見。吳部長復謝切列霍夫市長的邀請，並以烏克蘭

語說出「Taiwan stands with Ukraine」，再次表達台灣對烏國堅定

的支持，並請在場的旅台烏克蘭社群代表問候及鼓勵切列霍夫市

長。 

外交部表示，自俄烏戰事爆發以來，我國政府除在戰爭之初

即譴責俄羅斯對烏克蘭的侵略行動，並配合國際社會對俄羅斯及

白俄羅斯實施高科技貨品出口管制的制裁措施外，並於戰爭爆發

數日後即刻透過波蘭戰略儲備署（RARS）捐贈27噸醫療物資給

在波蘭及烏克蘭境內需要援助的烏國人民外；3月17日起也陸續

將向國人募集的582噸人道愛心物資運往歐洲國家轉致烏克蘭；

另上（4）月捐贈民間善款580萬美元予烏國7間醫療機構，其中

也包含位於哈爾科夫市的外科急救中心（Kharkiv Urgent Surgery 

Institute）。 

俄羅斯侵略烏克蘭至今已超過3個月，我國多次重申堅決反

對以武力或脅迫方式片面改變現狀，支持以規則為基礎所建構的

國際秩序。台灣將持續與民主陣營理念相近國家合作，採取必要

措施協助烏克蘭早日脫離戰火，共同維護區域及全球的和平，堅

定捍衛民主自由及人權法治的普世價值。（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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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137                                                                              May 31, 2022                                                                               

Foreign Minister Joseph Wu holds videoconference with Mayor of 

Kharkiv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Jaushieh Joseph Wu held a videoconference on May 31 with Ihor 

Terekhov, the Mayor of Kharkiv, the second-largest city in Ukraine. 

Minister Wu expressed support and concern for Ukrainians on behalf 

of the Taiwanese people and announced that the government of 

Taiwan would be providing US$2 million to Kharkiv municipality, as 

well as US$500,000 each to the municipalities of Chernihiv, 

Mykolaiev, Sumy, and Zaporizhzhia, for a total of US$4 million. 

These funds will be used to rebuild schools and essential infrastructure, 

restoring severely damaged facilities across Ukraine. This is the 

second time Foreign Minister Wu has held a videoconference with a 

prominent Ukrainian mayor; his first call was with the Mayor of Kyiv 

on April 22. These calls have been helpful in assess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needs of these cities. 

Foreign Minister Wu expressed sympathies from the Taiwanese people 

given the great suffering experienced by Ukrainians facing the 

Russian invasion. Minister Wu said that Taiwan has also faced threats 

and coercion from China for a long time, and that the government of 

Taiwan therefore seeks to convey solidarity and support for the people 

of Ukraine and extend a helping hand in reconstruction efforts. The 

cities receiving funds this time are all located on the war’s front line in 

eastern and southern Ukraine. These cities, which have been left 

devastated by war, are in urgent need of international aid. Minister Wu 

stated that this timely dispatch of funds from Taiwan will be effective 

in assisting local governments with swift rebuilding efforts. 

Mayor Terekhov pointed out that Russia’s military invasion of 

Ukraine is an illegal act of war, which has not only harmed the 

innocent people of Ukraine but also posed a threat to regional and 

global peace and security. Thanking Taiwan for its love and chari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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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s on behalf of the Ukrainian people, he said this prompt financial 

assistance would not only help children return to school as soon as 

possible, but also represented the strongest possible display of 

political support for Ukraine as it seeks to resist authoritarianism and 

safeguard democracy and freedom. Mayor Terekhov pledged to ensure 

that Ukraine’s children and citizens understand the extent of Taiwan’s 

assistance to Ukraine and said that Taiwan is a true friend of his nation. 

He said he hoped to invite Minister Wu to visit Kharkiv in person after 

Ukraine’s ultimate victory in the war so that they could exchange 

views on his city’s reconstruction plans and strengthen Taiwan-

Ukraine cooperation and interaction going forward. 

Minister Wu thanked Mayor Terekhov for his invitation and, speaking 

in Ukrainian, said that “Taiwan stands with Ukraine.” He once again 

expressed Taiwan’s staunch support for Ukraine before giving the 

floor to representatives of the Ukrainian community in Taiwan to 

speak with Mayor Terekhov and offer words of encouragement.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reiterates that in the initial stages of 

the war, the government of Taiwan promptly condemned the Russian 

invasion and put in place controls on high-tech exports to Russia and 

Belarus in line with international sanctions. Only days into the war, 

the government sent 27 tons of medical supplies for distribution by the 

Polish government’s Governmental Strategic Reserves Agency to 

Ukrainian refugees in both Poland and Ukraine. On March 17, Taiwan 

began shipping 582 tons of humanitarian relief supplies donated by 

the Taiwanese people to European nations for delivery to Ukraine. In 

April, the country further donated US$5.8 million raised by Taiwan’s 

private sector to seven Ukrainian medical institutions, including the 

Kharkiv Urgent Surgery Institute. 

In the three months since Russia invaded Ukraine, Taiwan has 

reiterated on several occasions its firm opposition to the use of 

military force or intimidation to unilaterally change the status quo,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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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l as its support of the 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 Taiwan will 

continue to cooperate with like-minded democratic countries to take 

necessary measures to help Ukraine bring an end to the war at an early 

date, jointly safeguard regional and global peace, as well as resolutely 

defend the core values of democracy, freedom, human rights, and the 

rule of law. (E) 

第139號                                                                                2022/06/03 

外交部長吳釗燮應邀在加拿大渥太華大學「人權研究暨教育中

心」40週年研討會發表開幕致詞，談中國的挑戰與台灣對區域情

勢的角色  

外交部長吳釗燮應加拿大渥太華大學「人權研究暨教育中

心」（Human Rights Research and Education Centre）邀請，於加東

時間本（6）月2日上午在該中心40週年研討會發表開幕致詞。吳

部長闡述中共政權以強大的經濟及科技力量，操弄滲透、脅迫及

認知作戰等惡意手法，企圖破壞民主國家的言論自由與市場經濟

制度，對全球自由、民主、人權等普世價值構成嚴峻威脅，挑戰

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面對中國威脅，台灣始終守護自由與

繁榮，與理念相近國家堅定合作，以維持印太區域的和平穩定，

捍衛自由民主共享價值。  

吳部長表示，六四天安門事件即將屆滿33週年，當年以血腥

鎮壓的專制政權，如今變本加厲。俄烏戰事益發凸顯威權與民主

陣營的鮮明對立，中國與俄羅斯不僅沆瀣一氣，更在日本海舉行

聯合軍演，威脅區域安全。台灣對遭強權侵逼的烏克蘭感同身

受，因此從俄烏戰事爆發之初，我國政府與人民即以具體行動積

極為烏克蘭人民提供人道援助。  

台灣是加拿大等理念相近國家對抗威權主義擴張的忠實夥

伴，並擁有半導體及高科技產業等強項，也是全球建立經濟韌性

不可或缺的經貿夥伴。我國同時也呼籲加拿大支持台灣加入「跨

太平洋全面進步夥伴協定」（CPT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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渥太華大學「人權研究暨教育中心」為加拿大人權領域歷史

最悠久的研究機構，本次研討會主題為「中國的挑戰：保障21世

紀之全球民主制度及人權」（The Challenge of China: Protecting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in the Global Institutions of the 21st 

Century），並安排於六四天安門事件周年前夕舉行，邀集全球各

界人士共同討論中國對人權所構成的挑戰。（E） 

第140號                                                                                 2022/06/06 

外交部誠摯感謝歐洲議會外交委員會通過支持台灣參與國際組織

的修正提案，並獲納入「歐盟及捍衛多邊主義」報告 

歐洲議會外交委員會於本（6）月2日以55票贊成、13票反

對、7票棄權通過「歐盟及捍衛多邊主義」報告，其中納入一項

修正提案，支持台灣以觀察員身分有意義參與世界衛生組織

（ WHO ）、 國 際 民 航 組 織 （ ICAO ）、 國 際 刑 警 組 織

（INTERPOL）及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的相關

會議、機制及活動。外交部對於歐洲議會外委會響應國際社會的

挺台行動，明確支持台灣參與國際事務，表達誠摯歡迎與感謝。 

歐洲議會「歐盟及捍衛多邊主義」報告期待改革聯合國等多

邊機構的效能，同時強化歐盟與其會員國在多邊組織的影響力。

報告也呼籲歐盟應更加積極參與國際多邊架構，並憂心部分非自

由國家意圖透過贊助經費不當擴大對國際多邊組織的影響力；報

告也籲請歐盟與理念相近夥伴深化合作、建立價值聯盟關係。歐

洲議會全會後續將就該報告案進行表決，外交部將持續密切關注

進展。 

繼歐洲議會、德國、英國、丹麥、盧森堡、捷克參議院及眾

議院外委會、斯洛伐克國會三個委員會，在本（2022）年共計通

過11個強力聲援台灣國際參與的決議案或動議案後，外交部樂見

歐洲議會外委會在本年世界衛生大會（WHA）結束後，接棒延

續力挺台灣國際參與的聲量。外交部未來將持續與歐盟、歐洲議

會及歐洲理念相近國家深化合作，在自由、民主、人權及法治等

共同價值基礎上，團結促進全球社群的共同利益。（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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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2號                                                                                 2022/06/08 

歐洲議會通過「歐盟與印太地區之安全挑戰」報告案，關切台海

安全並視台灣為印太地區重要夥伴及民主盟友，外交部表達高度

歡迎及感謝 

歐洲議會全會於本（6）月7日以474票贊成，60票反對，80

票棄權的壓倒性票數，通過「歐盟與印太地區之安全挑戰」報告

案，內容多處表達對台海安全的關切，強調中國對台灣領土完整

構成威脅，不利區域安全與穩定，反對任何脅迫及破壞台海現狀

的單邊行動，並強烈駁斥中國企圖將俄烏戰爭與台灣安全局勢相

提並論的宣傳。報告同時歡迎台灣在促進印太區域和平與安全發

揮積極作用，並視台灣為歐盟在印太地區的重要夥伴和民主盟

友，敦促歐盟與台灣在多元議題加強交流合作，以及重申支持台

灣以觀察員身分參與包括世界衛生組織（WHO）在內的國際組

織。 

這是本（2022）年歐洲議會連續通過「香港違反基本人權情

勢」緊急決議案、「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CFSP）及「共同安全

暨防禦政策」（CSDP）年度執行報告，以及「外來勢力干預歐盟

民主程序（含假訊息）」政策建議報告等4項友我文件後，第五度

通過友台報告。歐洲議會以實際行動強力支持台灣，不僅呼應全

球民主陣營高度重視台海安全穩定的共識，也再次彰顯歐洲議會

對中國日益獨斷並破壞區域和平穩定的高度警覺。外交部對歐洲

議會通過報告表示高度歡迎與誠摯感謝，也樂見歐洲議會延續國

際社會在本年世界衛生大會（WHA）的挺台行動，持續聲援台

灣的國際參與。 

台灣作為印太地區負責任的成員，將持續積極與歐盟、歐盟

會員國及理念相近夥伴在多元領域緊密合作，維護台海及印太區

域的和平與穩定，共同對抗威權體制對國際秩序進行複合式威

脅。台灣將繼續堅定捍衛共享的民主、自由、法治及人權等普世

價值。（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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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3號                                                                                2022/06/08  

我國與斯洛伐克簽署「台斯民事暨商事司法合作協議」，促進兩

國民商事司法合作機制 

我國與斯洛伐克共和國在「斯洛伐克國會及布拉提斯拉瓦省

訪問團」在台期間，於今（2022）年6月8日在斯國國會副議長勞

倫契克（Hon. Milan Laurenčík）、司法院副院長蔡烱燉、外交部

長吳釗燮及法務部長蔡清祥共同見證下，由駐斯洛伐克代表李南

陽與斯洛伐克經濟文化辦事處代表博塔文（Martin Podstavek） 在

我國外交部共同簽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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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立即生效。 

本協議是我國與歐盟國家簽署的首件民商事司法合作協議，

具有指標意義，也是我國對外簽署的第2件民事司法互助協定。

本協議自去（2021）年2月起推動洽簽，經司法院、外交部、法

務部及駐斯洛伐克代表處共同努力，歷時年餘，終獲共識並完成

簽署。本協議內容包括：交換法律與民事及商事司法合作相關資

訊、分享彼此實務合作經驗、互相協助處理民事與商事個案請求

事件，以及舉行定期諮商會議等，本協議的簽署有助於強化台斯

民商事司法交流的機制化合作，更彰顯台斯關係堅實友好，對於

民主法治價值理念相近。 

台灣與斯洛伐克自2003年相互設處後，關係不斷持續深化，

並且拓展各項領域的合作夥伴關係。未來外交部將與各相關部會

以及民間企業組織繼續努力，透過各種途徑及方式，與斯洛伐克

開創更為緊密及互利互惠的關係。（E） 

第145號                                                                                 2022/06/09 

美國政府正式通知我國最新一批對台軍售 

外交部已接到美國政府的正式通知，將對台灣出售價值1.2億

美元的海軍艦艇零附件及相關技術支援。外交部對此表示歡迎，

並感謝美國政府持續依據《台灣關係法》及「六項保證」，落實

對台灣的安全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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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拜登政府上任一年半的第四度、也是本（2022）年第三

度宣布對台軍售，充分展現美國政府對台灣國防需求的高度重

視，並延續近年來對台軍售常態化的政策，協助我國即時獲取防

衛所需裝備，有效提升自我防衛能力。 

面對中國持續的軍事擴張與挑釁行為，台灣有充分的自我防

衛決心，我國政府也持續強化自我防衛能力及不對稱戰力，以堅

實國防維護國家安全，並深化台美緊密安全夥伴關係，共同捍衛

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促進台海及整體印太區域的和平、穩

定及繁榮。（Ｅ） 

第147號                                                                                2022/06/10  

外交部長吳釗燮與烏克蘭東正教大牧首視訊通話 

外交部長吳釗燮本（6）月10日與烏克蘭東正教大牧首伊皮

法紐斯一世（His Beatitude Epiphanius I, Primate of the Orthodox 

Church of Ukraine, Metropolitan Epiphanius of Kyiv and All 

Ukraine）視訊通話，代表國人宣布援助烏克蘭東正教會約70萬美

元，另表示將動支外交部援外經費約50萬美元，合計捐贈120萬

美元，提供教會救濟烏國民眾及重建遭戰火破壞的教堂，盼協助

因戰事身心受創的烏克蘭百姓藉由東正教的傳統信仰，走出傷

痛。這是吳部長繼本（111）年4月22日與烏克蘭首都基輔市長、

5月31日與哈爾科夫市長視訊通話後，再次表達台灣人民對烏克

蘭人民的關懷與支持。  

吳部長表示，大牧首不僅是烏國宗教領袖，也是社會運動領

袖。自俄國侵略烏克蘭以來，大牧首聯合烏國地區牧首將教堂作

為烏克蘭民眾避難所，拯救無數百姓免於戰火摧殘，義行令人感

佩。吳部長強調，戰爭不僅使烏國人民的家園遭到破壞，人心也

因戰事導致精神創傷及壓力，更需要宗教力量的撫慰，給予光明

正向的力量。大牧首救世濟民的無畏胸襟與超凡愛心，相信將能

協助烏國人民癒合心靈的傷口，迎向未來的挑戰。吳部長強調，

我國長期受到鄰國武力威脅，對烏克蘭遭受侵略特別感同身受，

因此樂願竭盡棉薄協助烏克蘭，國際社會民主陣營國家當秉持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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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理念支持烏國度過戰爭艱困，相信民主的一方終將戰勝威權

勢力。 

烏克蘭東正教大牧首指出，烏克蘭國土遭俄羅斯軍事入侵，

世人均應基於人道主義及所有宗教濟世愛民的共同信念，團結一

致，必能展現無比強大的力量，戰勝邪惡的幽暗權勢。如今烏克

蘭人民皆知，由於台灣的愛心支持，基輔及哈爾科夫等6個市政

府，以及利沃夫及尼古拉耶夫等地7間醫療機構都得到來自台灣

最直接的援助，台灣的善行不僅再次證明世界良善的力量及真理

公義，更使台烏人民瞭解距離無法阻隔雙方對普世價值的認同，

以及堅定捍衛人權、追求和平的共同信念。大牧首並再次代表烏

克蘭人民及廣大東正教的教友，感謝台灣即時的援助，祈福所有

台灣人民平安健康，台灣長治久安，不受任何外在勢力的威脅。

在結束視訊對話前，吳部長以烏克蘭語表達「上帝保佑烏克

蘭」，也獲得大牧首微笑回復祝福台灣。 

俄羅斯於本年2月24日發動軍事行動入侵烏克蘭，我國政府

隨即譴責俄羅斯對烏克蘭的侵略行動，並宣布參與國際社會對俄

羅斯的經濟制裁。中華民國台灣政府透過財團法人賑災基金會所

募集的民間善款近3,300萬美元，在陸續公開辦理四波捐助中東歐

洲及波羅的海地區收容照護烏克蘭難民的國家、捐贈烏克蘭首府

基輔市，以及7間位於烏國戰區的醫療機構與相關非政府組織

外，所餘款項已於本（10）日全數捐贈烏克蘭東正教會，外交部

後續將再對外說明賑濟烏克蘭專戶所有款項運用情形，以昭公

信。 

俄羅斯軍事入侵烏克蘭至今超過3個月，我國多次重申堅決

反對以武力或脅迫方式片面改變現狀，支持以規則為基礎所建構

的國際秩序。台灣將持續與理念相近國家合作，協助烏克蘭儘速

恢復和平，早日展開重建工作，讓烏克蘭人民的生活回到正軌。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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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147                                                                              June 10, 2022                                                                              

Foreign Minister Wu holds videoconference with the Primate of 

the Orthodox Church of Ukraine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Jaushieh Joseph Wu held a videoconference on June 10 with His 

Beatitude Metropolitan Epiphanius I, Primate of the Orthodox Church 

of Ukraine. During the meeting, Minister Wu announced a donation of 

US$1.2 million to the Orthodox Church of Ukraine to assist its relief 

programs for the Ukrainian people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churches 

damaged in the war. The donation includes more than US$700,000 

raised by the people of Taiwan and approximately US$500,000 

allocated from international assistance funds of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MOFA). The donation will go toward helping 

traumatized Ukrainian people recover from the ordeals of the war 

through their traditional Orthodox faith. The meeting follows two 

previous videoconferences held by Minister Wu, with the Mayor of 

the Ukrainian capital of Kyiv on April 22 and with the Mayor of 

Kharkiv on May 31. Minister Wu once again expressed the Taiwanese 

people’s solidarity and support for the Ukrainian people. 

Minister Wu said His Beatitude is not only a religious leader but also 

heads a social movement in Ukraine. Since the Russian invasion, the 

Primate has worked with local religious leaders to turn churches into 

shelters for Ukrainian people seeking refuge. His noble actions have 

saved countless people from the ravages of war. Minister Wu noted 

that as well as having their homes destroyed, the Ukrainian people had 

also suffered emotional trauma and stress due to the war. Now more 

than ever, they need the comfort and strength of religion. Minister Wu 

said he believed that the Primate’s fearlessness and magnanimity 

would aid the spiritual recovery of the Ukrainian people and prepare 

them to face future challenges. He stressed that Taiwan has long been 

threatened by neighboring forces and therefore feels a close affiliation 

with Ukraine now that it is under invasion. Taiwan is willing to do 

what it can to help the embattled country. Underlining the belief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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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ocracy will ultimately triumph over authoritarianism, Minister Wu 

said members of the international democratic community are 

upholding their common ideals and supporting Ukraine to come 

through the war. 

The Primate pointed out that with Russia’s invasion, people 

worldwide should unite around humanitarian principles and the 

common ideal of all religions to serve the world and love its people. 

This would create an incomparable force that could vanquish the evil 

forces of darkness. He noted that the Ukrainian people are aware that 

Taiwan has extended generous support and direct assistance to Kyiv, 

Kharkiv, and four other city governments, as well as seven medical 

institutions in Lviv, Mykolaiev, and other areas. The Primate said that 

Taiwan’s generosity was not only testimony to the power of good, 

truth, and justice in the world, but also made the Taiwanese and 

Ukrainian people realize that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cannot prevent them from upholding universal values and the common 

beliefs of defending human rights and pursuing peace. On behalf of 

the Ukrainian people and the wider membership of the Orthodox 

Church, the Primate again thanked Taiwan for its timely assistance, 

extended blessings of happiness and health to the Taiwanese people, 

and wished them enduring peace, stability, and freedom from external 

threats. Before concluding the videoconference, Minister Wu said 

“God bless Ukraine” in the Ukrainian language, which elicited a smile 

and a blessing for Taiwan from the Primate. 

Following Russia’s invasion of Ukraine on February 24, the 

government of Taiwan promptly condemned Russia and joine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n implementing economic sanctions against 

Russia. The government raised nearly US$33 million in donations 

from the Taiwanese public through the Relieve Disaster Foundation to 

assist the Ukrainian people. The funds have been delivered through 

four disbursements to Eastern and Central European and Baltic 

nations that are hosting Ukrainian refugees; to Kyiv; to seven medical 

institutions and relate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n 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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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flicted parts of Ukraine; and now to the Orthodox Church of Ukraine. 

With this last installment, the government has completed the 

disbursement of funds donated by the Taiwanese people. To ensure 

full accountability, MOFA will explain in more detail how all of the 

funds from the Relieve Disaster Foundation special account have been 

allocated. 

Since Russia invaded Ukraine more than three months ago, Taiwan 

has reiterated on several occasions its firm opposition to the use of 

military force or intimidation to unilaterally change the status quo, as 

well as its support of the 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 Taiwan will 

continue to cooperate with like-minded countries to help Ukraine 

restore peace and begin reconstruction efforts at an early date so that 

its people can resume normal life. (E) 

第150號                                                                                2022/06/14 

外交部長吳釗燮贈勳宏都拉斯駐台大使寶蒂絲妲，肯定寶大使深

化兩國邦誼的貢獻 

外交部長吳釗燮本（111）年6月14日代表我國政府頒贈「大

綬景星勳章」予即將離任的宏都拉斯駐台大使寶蒂絲妲（Eny 

Yamileth Bautista Guevara），表彰寶蒂絲妲大使駐台期間對深化台

宏兩國邦誼的努力與卓越貢獻，各國駐台使節及寶蒂絲妲大使的

各界友人也踴躍出席觀禮。 

吳部長致詞時肯定寶蒂絲妲大使自108年12月駐節台灣以

來，提升台宏兩國關係不遺餘力，積極推動各項交流與合作，增

進兩國人民的友誼，並促成宏國高層政要在疫情期間來訪，對於

強化兩國邦誼貢獻卓著。吳部長也盼寶蒂絲妲大使未來繼續協助

促進台宏兩國關係。 

寶蒂絲妲大使感念台灣各界在其任內的熱心協助及友誼，並

對獲頒我國「大綬景星勳章」的殊榮表達謝忱，強調此一勳章象

徵台宏兩國堅定不移的友誼及相互扶持的合作關係。台宏兩國共

享民主、自由、法治的普世價值，在面對全球秩序、國際經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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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氣候變遷及武漢肺炎（COVID-19）疫情等變化與威脅之

際，相信兩國的密切合作一定可以共同克服挑戰。 

宏都拉斯是我國在中美洲的重要友邦，長期堅定支持我國的

國際參與，兩國建交81年來，雙方在各項領域的合作十分密切，

深獲宏國人民好評。（E） 

第151號                                                                                 2022/06/17 

台灣、美國、日本、澳洲在「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下共同舉辦

「推動消除C型肝炎的努力與進展」線上國際研習營 

為分享台灣在病毒性肝炎防治領域的成功經驗，展現我國持

續爭取參與世界衛生組織（WHO）的決心，外交部及衛生福利

部國家消除C肝辦公室與美國、日本、澳洲等駐台機構合作，於

本（2022）年6月17日舉辦2022年「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

（GCTF）「推動消除C型肝炎的努力與進展」線上國際研習營

（2022 GCTF Virtual Workshop on Efforts and Development on 

Eliminating Hepatitis C）。 

本次活動為GCTF第9次以公共衛生為主題舉辦國際研習營，

邀請澳洲WHO病毒性肝炎合作中心主任Benjamin Cowie教授、美

國全球衛生專案消除肝炎聯盟主任John Ward醫師、日本廣島大學

副校長田中純子等多位專家擔任講者。我國全球知名流行病學家

陳建仁前副總統亦為活動發表專題演講及與談。藉由分享台、

美、日、澳的肝炎防治政策，各國與會人士熱烈交流WHO訂定

在2030年前消除病毒性肝炎目標的策略。 

衛生福利部部長陳時中及外交部政務次長曾厚仁分別為活動

開幕致詞。陳部長指出，台灣完善的全民健康保險制度成功提升

了肝炎防治成效，並在過去5年以C型肝炎全口服新藥累計治療超

過50％的C肝患者，大幅降低肝硬化及肝癌對國民健康的威脅。 

曾次長亦表示，GCTF多次舉辦包括傳染病檢驗、慢性病管

理、疫苗接種等以公共衛生為主題的活動，旨在協助各國強化醫

療照護體系並分享台灣專業。疾病無國界，台灣更加體認與國際

社群分享經驗的重要性，感謝友邦及理念相近國家對台灣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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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世界衛生大會的強力支持。 

陳建仁前副總統在專題演講時，向各國與會官員及專家介紹

台灣的「國家消除C肝政策綱領」，預計將於2025年治療8成以上C

肝病患，提前5年達成WHO的計畫性目標。 

本次活動計有來自亞太、亞西、非洲、歐洲、北美、拉美等

地區共39國公衛官員及專家報名參加，上線人數100餘人，有助

推升全球公衛議題合作，交流氣氛熱絡。（E） 

第152號                                                                                 2022/06/20 

外交部長吳釗燮與烏克蘭布查市長費多盧克視訊通話 

外交部長吳釗燮於本（6）月20日與烏克蘭布查（Bucha）市

費多盧克（Anatoliy Fedoruk）市長視訊通話，代表台灣政府援贈

50萬美元，協助該市進行重建。這是吳部長繼本（111）年4月22

日與烏克蘭基輔市長、5月31日與烏國哈爾科夫（Kharkiv）市

長、6月10日與烏國東正教大牧首視訊通話以來，第4度宣布援助

烏克蘭，向烏國人民傳達我國的關懷及對烏國堅定對抗威權侵略

的支持。 

吳部長首先表示，本年2月24日俄羅斯軍事入侵烏克蘭，我

國政府無法接受俄國對國際秩序的破壞以及對其他主權國家的侵

害，除公開譴責其戰爭行為外，並加入國際社會對俄國實施經濟

制裁。吳部長並對遭受戰火波及的烏國人民，表達最誠摯的慰

問；我國政府針對俄軍在布查地區所犯下人神共憤的暴行，即於

4月5日發布新聞嚴厲譴責俄方殘殺平民的作法不僅違反國際法，

也不見容於文明世界，並支持國際社會儘速進行調查真相；我國

蔡總統及賴副總統更於4月7日以推特同聲譴責俄國的戰爭罪行。

我國迄今對烏國已援贈超過580噸的物資，另捐助照護烏國難民

及協助烏國城市、醫院及教會進行重建的援款超過4,000萬美元。

吳部長並向費多盧克市長說明，我國因長期面對中國文攻武嚇，

對烏國處境更能感同身受，認同烏方所稱大國不能仗勢欺人，任

意對鄰近小國進行侵略。 

費多盧克市長感謝我國政府的支持與即時的援助，並表示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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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對烏國無端的侵略，已造成對烏國領土完整、主權及民主的破

壞，烏克蘭人民無法饒恕俄軍於烏國領土及布查地區所犯下的殘

忍罪行，俄國威權政府發動戰爭的侵略作為更不容世人遺忘，烏

國人民定將堅定捍衛家園、守護民主。目前布查市政建設遭受重

創，亟需國際援助，費多盧克市長感謝我國值此非常時期，挺身

向烏國伸出援手，患難見真情，烏國政府及人民將永遠記得來自

台灣的堅定支持及溫暖關懷，布查市政府將善用我國援贈的每一

分善款，務將我國善款做最充份的運用。視訊通話結束前，吳部

長更以烏克蘭語「民主必勝」來鼓勵布查市及烏克蘭人民，吳部

長及費多盧克市長也相互致邀，盼於戰後適時進行互訪，增加台

烏互動。（E） 

No. 152                                                                              June 20, 2022                                                                               

Foreign Minister Wu holds videoconference with Bucha Mayor 

Anatoliy Fedoruk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Jaushieh Joseph Wu held a videoconference on June 20 with Anatoliy 

Fedoruk, Mayor of the Ukrainian city of Bucha. During the 

videoconference, Minister Wu announced a US$500,000 donation 

from the government of Taiwan to support reconstruction efforts in 

Bucha. This marks the fourth videoconference held by Minister Wu to 

announce donations to assist Ukraine, express Taiwan’s concern for 

the Ukrainian people, and show staunch support for Ukraine’s 

resistance against authoritarian aggression. The previous three 

meetings were with the Mayor of Kyiv on April 22, the Mayor of 

Kharkiv on May 31, and the Primate of the Orthodox Church of 

Ukraine on June 10. 

Minister Wu began the videoconference by stating that following 

Russia’s military invasion of Ukraine on February 24, the government 

of Taiwan expressly rejected Russia’s disrup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aggression against a sovereign nation. He said that the 

government has publicly condemned Russia’s act of war and jo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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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n imposing economic sanctions against 

Russia. Conveying heartfelt sympathies to Ukrainians affected by the 

war, he noted that in response to the atrocities committed by Russian 

troops in the Bucha area, the government of Taiwan issued a press 

release on April 5. In it, Taiwan strongly condemned the killing of 

civilians—which violated international law and was unacceptable to 

the civilized world—and called for an immediate investigation by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e added that President Tsai Ing-wen and 

Vice President Lai Ching-te had both condemned Russia’s acts of 

violence via Twitter on April 7. So far, Taiwan has donated more than 

580 tons of supplies to Ukraine and more than US$40 million to assist 

Ukrainian refugees and to support reconstruction efforts by cities, 

hospitals, and churches in Ukraine. Minister Wu also shared with 

Mayor Fedoruk that Taiwan feels a close affiliation with Ukraine, 

having long suffered rhetorical assault and military intimidation by 

China. He agreed with Ukraine that major powers should not bully 

others and arbitrarily invade smaller neighboring countries. 

Mayor Fedoruk thanked the government of Taiwan for its support and 

timely assistance, noting that Russia’s unprovoked invasion has 

undermined Ukraine’s territorial integrity, sovereignty, and democracy. 

He said that the Ukrainian people cannot forgive the brutal crimes 

committed by Russian troops in Bucha and other parts of Ukraine. 

Urging people worldwide not to forget this war instigated by the 

Russian authoritarian government, he asserted that the Ukrainian 

people will staunchly defend their homeland and democracy. Mayor 

Fedoruk expressed gratitude for Taiwan’s assistance to Ukraine at this 

time of emergency when Bucha has suffered severe devastation to its 

infrastructure and is in urgent need of international aid. Noting that a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deed, Mayor Fedoruk stressed that the 

government and people of Ukraine will always remember Taiwan’s 

unwavering support and heartfelt concern. He said that the Bucha city 

government would make full use of Taiwan’s donation and allocate it 

to the best possible ends. Before the videoconference ended, Mini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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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 encouraged the people of Bucha and Ukraine with a declaration, 

in Ukrainian, that democracy would prevail. Minister Wu and Mayor 

Fedoruk extended mutual invitations to visit at an appropriate time 

after the war to enhance Taiwan-Ukraine exchanges. (E) 

第154號                                                                                 2022/06/23 

中華民國政府對阿富汗東南部地震罹難者及其家屬表達深切哀悼 

阿富汗東南部城市霍斯特（Khost）本（111）年6月22日發生

芮氏規模6.1強震，已知造成至少1,000人罹難，數千位阿國民眾

受傷，災損並對災區居民的生活造成嚴重影響，據我國相關兼轄

館處所掌握的資訊，目前查無滯留當地的國人。中華民國政府對

本次震災中不幸罹難的阿富汗人民及其家屬表示深切哀悼與慰問

之意。 

基於人溺己溺、救災不分國界的人道關懷精神，台灣政府響

應阿富汗政府向國際社會求助及聯合國等國際各界有關人道救援

災民的呼籲，我國政府決定立即施予援手，捐贈100萬美元賑濟

災民，並衷心盼望阿富汗災區復原工作早日啟動，儘速重建災民

的家園。 

另外，有關由我國立即派遣搜救隊馳援的可能性，經徵詢其

他夥伴國家專業意見，考慮此次阿國建築及災情性質，以及前往

災區交通困難等因素，決定暫不派遣，而以救濟災民為主。 

外交部已訓令相關駐外館處持續關注阿富汗災區的救難情

形，政府將積極協調國際合作夥伴，共同協助阿富汗的災民，以

展現我國真誠的人道關懷，並厚植國際良善力量的正向循環。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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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154                                                                              June 23, 2022 

R.O.C. (Taiwan) government extends deepest condolences to 

families of earthquake victims in southeastern Afghanistan 

A powerful 6.1-magnitude earthquake struck Khost, a city in 

southeastern Afghanistan, on June 22, killing at least 1,000 people and 

injuring thousands more. The disaster has caused significant 

devastation and severely impacted the lives of people in the area. 

According to information obtained by Taiwan's overseas missions, no 

Taiwanese nationals have been stranded in the region.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expresses profound sorrow at the 

tragic loss of life and extends its deepest condolences to the bereaved. 

When people are in need, the spirit of humanitarianism transcends all 

borders. In response to the Afghan government's appeal for 

international assistance and calls for humanitarian relief by the United 

Nations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has decided to promptly donate US$1 million in disaster relief. Taiwan 

sincerely hopes that recovery efforts in disaster-stricken areas 

commence as soon as possible, and that affected citizens will be able 

to rebuild their homes without delay. 

Taiwan also explored the possibility of rapidly dispatching a rescue 

team to Afghanistan. However, after professional consultations with 

partner countries and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such factors as local 

building structures, the nature of the disaster, and the difficulty of 

accessing the stricken area, Taiwan decided against sending a mission 

at this time and will instead focus on providing relief to those affected.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has instructed the relevant overseas 

missions to continue to monitor rescue efforts in the disaster area. The 

government of Taiwan will proactively work with international 

partners to assist the victims of disaster in Afghanistan, demonstrating 

Taiwan's sincere humanitarian concern and fostering a positive circle 

of international goodwill.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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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5號                                                                                 2022/06/24 

外交部誠摯歡迎並感謝義大利眾議院外交委員會無異議通過支持

台灣有意義參與世界衞生組織決議案 

義大利眾議院外交委員會本（111）年6月22日無異議通過支

持台灣有意義參與世界衛生組織（WHO）的友我決議案，強調

台灣在武漢肺炎（COVID-19）疫情期間的防疫成果，以及在醫

療衛生領域的長足發展與貢獻，要求義大利政府支持台灣有意義

參與世界衛生大會（WHA）及世衛組織的相關技術層級會議。

對於義大利眾議院外委會無異議通過支持台灣有意義參與世界衞

生組織，外交部表達高度歡迎與誠摯謝意。 

這次決議案是由義大利眾議院友我議員於本年5月6日提出，

於本（6）月22日獲得外委會執政聯盟及在野黨議員一致支持通

過；其中義大利外交部次長Benedetto Della Vedova更代表義國政

府發言表達正面支持態度，顯見支持台灣有意義參與世衛組織已

成為義大利政府及國會朝野的共識。 

繼義大利眾議院全會本年3月16日以壓倒性絕對多數通過關

注台海情勢的友我附屬議案，以及4月5日眾議院外委會通過友我

決議案呼籲重視台海和平穩定之後，義大利國會本年第三度通過

友我決議案，展現義國國會一波又一波的堅定友台立場。 

台灣與義大利共享自由、民主、人權等普世價值，外交部將

與義國政府及國會持續合作，共同深化台義雙邊關係，維護印太

區域的和平穩定，共同打造後疫情時代的經濟繁榮及全球健康福

祉。（E） 

第157號                                                                                 2022/06/28   

「七大工業國集團」領袖峰會聯合公報再度納入重視台海和平穩

定，外交部表達高度歡迎與誠摯感謝   

第48屆「七大工業國集團」（G7）領袖峰會於本（6）月28日

中午在德國艾爾莫（Elmau）圓滿落幕，會後發布聯合公報，再

次強調維護台海和平與穩定的重要性，並鼓勵以和平方式解決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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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議題。對於G7會員國及歐盟領導人，連續兩年以具體行動展現

對台海和平與穩定的重視，外交部表示高度歡迎與誠摯感謝。   

繼上（2021）年6月13日G7領袖峰會聯合公報首度對台海和

平與穩定表達重視，本（2022）年1月6日「日澳元首峰會」、1月

21日及5月23日「美日元首峰會」、5月12日「歐日領袖峰會」及5

月21日「美韓元首峰會」相繼聲明對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視，G7領

袖峰會連續兩年於聯合公報強調維護台海和平與穩定的重要性，

再度顯示關切台海和平與穩定已成為國際共識，並受到世界主要

民主國家高度重視。   

本年G7由德國擔任輪值主席國，美國、英國、日本、加拿

大、法國、義大利及歐盟領袖齊聚於德國南部巴伐利亞邦艾爾莫

城堡，就外交安全政策、氣候變遷、全球疫情及俄烏戰爭引發的

危機交換意見，會中並提出「全球基礎建設投資夥伴關係」計

畫，將在5年內投入6000億美元，打造足以因應氣候變遷的永續

性基礎建設；塞內加爾、南非、阿根廷、印度及印尼國家元首也

受邀與會。   

我國作為全球負責任的一員，將持續與國際民主夥伴攜手合

作，致力維護以價值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並秉持透明、高標準及

價值驅動等民主原則，與G7成員等理念相近國家深化合作，共同

維護印太區域和平、穩定、經濟繁榮與永續發展。（E） 

No. 157                                                                              June 28, 2022 

MOFA welcomes, appreciates G7 Leaders’ Communiqué again 

underscoring importance of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The 48th Group of Seven (G7) Leaders’ Summit successfully 

concluded in Elmau, Germany, at noon today. The joint communiqué 

issued at its conclusion again underscored the importance of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and encouraged the peaceful 

resolution of cross-strait issues.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MOFA)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warmly welcom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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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cerely appreciates this concrete action, taken by the leaders of the 

G7 nations and the European Union for a second consecutive year, 

placing importance on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The G7 leaders expressed their position on this issue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eir joint communiqué issued on June 13, 2021. Similar statements 

followed in 2022 at the Japan-Australia Leaders’ Meeting on January 

6, the United States-Japan Summits on January 21 and May 23, the 

EU-Japan Summit on May 12, and the US-Republic of Korea Leaders’ 

Summit on May 21. The fact that G7 Leaders’ Communiqués have 

reiterated the importance of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for two consecutive years highlights once again the international 

consensus that has developed and the high regard in which the world’s 

major democracies hold this issue. 

This year, with Germany holding the rotating presidency of the G7, 

the G7 Leaders’ Summit saw leaders from Canada, France, Germany, 

Italy, Japan, the United Kingdom, the US, and the EU gather in 

Schloss Elmau in the southern German state of Bavaria. Participants 

exchanged views on diplomacy and security policy, climate change, 

the global pandemic, and the crisis triggered by the Russia-Ukraine 

war. They also announced the launch of the Partnership for Global 

Infrastructure and Investment, including the injection of US$600 

billion into the initiative over five years, to build sustainable 

infrastructure to counter climate change. The leaders of Argentina, 

India, Indonesia, Senegal, and South Africa were also invited to attend 

the summit. 

As a responsible stakeholder in the global community, Taiwan will 

continue to work with democratic partners worldwide to safeguard the 

values-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 It will also uphold transparency, high 

standards, and values-driven democratic principles in deepening 

cooperation with G7 members and other like-minded countries to 

safeguard peace, stability, economic prosperit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roughout the Indo-Pacific region.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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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8號                                                                                 2022/06/29 

外交部長吳釗燮線上出席「德國馬歇爾基金會」舉辦的「布魯塞

爾論壇」，強調台灣堅定捍衛民主的決心，呼籲民主夥伴團結面

對威權國家威脅  

外交部長吳釗燮於本（6）月28日以視訊方式參加美國華府

智庫「德國馬歇爾基金會」（German Marshall Fund, GMF）舉辦

的年度「布魯塞爾論壇」（Brussels Forum），本場研討會主題為

「海內外之民主」，並與美國聯邦參議員墨菲（Christopher 

Murphy ， D-CT ）及 GMF 保衛民主聯盟主任梭頓（ Laura 

Thornton）同場對談。吳部長分享台灣對抗中國威脅的經驗，並

強調民主陣營團結抵禦中國威權擴張的必要性。  

吳部長表示，俄烏戰爭給予台灣的三項啟發：第一，威權國

家對全球民主國家造成巨大威脅，尤其是中國在東海、南海、太

平洋等地區不斷採取挑釁行徑，意圖突破第一島鏈，擴張野心昭

然若揭，危及印太地區的和平穩定；第二，烏克蘭堅定抵禦俄國

侵略，台灣深受鼓舞，也會持續積極發展不對稱戰力、以及全民

防衛與後備動員能力；第三，民主國家團結支持烏克蘭對抗威權

國家侵略，當能有效嚇阻中國野心，台灣將續爭取民主理念相近

國家的支持。 

吳部長也分享台灣對抗中國經濟脅迫的經驗，中國片面停止

進口我國的石斑魚、鳳梨等農漁產品 ，對立陶宛、捷克、澳洲也

採取類似的無理做法，台灣政府及民間透過擴大購買澳、立等國

產品方式，展現民主國家互助團結抵抗中國經濟施壓。此外，中

國持續對台進行認知戰，意圖削弱台灣民眾對政府信心，台灣政

府及民間對此積極因應。吳部長強調，台灣將持續堅守民主，同

時也需要民主夥伴團結支持台灣。 

德國馬歇爾基金會是美國知名的公共政策研究機構，旨在促

進歐美各國對跨大西洋及全球議題的瞭解與合作，總部設於美國

華府，並在柏林、巴黎、布魯塞爾、華沙等多個歐洲國家首都設

置辦事處。「布魯塞爾論壇」為該基金會的年度大型會議，邀集

各國官員及意見領袖就當前國際議題交換意見，增進彼此政策立

場的瞭解與互動交流。（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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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9號                                                                               2022/07/01 

中華民國政府捐贈100萬美元，與「土耳其紅新月會」合作賑濟

阿富汗地震災民 

阿富汗東部於本（111）年6月22日發生強烈地震，造成重大

人員傷亡與災情，中華民國政府隨即於翌（23）日宣布捐贈100

萬美元協助賑濟阿國災民。為能即時救助災民，發揚「台灣能協

助」的人道關懷精神，並經過評估需求後，我國政府決定與在阿

富汗有長年實際執行經驗，且具國際公信力的非政府慈善組織

「土耳其紅新月會」（Turkish Red Crescent）合作。我國駐土耳其

代表處已與「土耳其紅新月會」簽署合作協議，由我國捐贈100

萬美元，與該組織合作共同賑濟阿富汗災民並協助災區重建；首

批包含食物及醫療用品等緊急民生物資已於第一時間送達災區發

放予受災戶，該組織並將繼續運用我國捐款修建因地震毀損的學

校及房舍，協助災後復原。 

阿富汗東南部城市霍斯特（Khost）於6月22日發生芮氏規模

6.1強震，造成至少1,150人罹難、3,000人受傷，災區全毀房屋超

過2,000戶，是阿富汗近20年來最嚴重的地震。鑒於救災不分國

界，台灣是第一波響應國際社會呼籲、立即向阿富汗施予援手的

國家之一，藉此拋磚引玉，提升國際良善力量的正向循環，誠盼

阿富汗災區重建工作進展順利，災民均能儘快安返家園。（E） 

No. 159                                                                                July 1, 2022 

R.O.C. (Taiwan) government cooperates with Turkish Red 

Crescent on Afghan earthquake relief efforts, donates US$1 

million 

Eastern Afghanistan was struck by a powerful earthquake on June 22, 

causing heavy casualties and widespread devastation. The following 

day,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announced a 

donation of US$1 million to disaster relief efforts. After assessing 

local needs, the government decided to work with the Turkish Red 

Crescent (TRC)—an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charity with 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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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ars of experience in Afghanistan. The cooperation will provide 

immediate assistance to those affected and demonstrate the 

humanitarian spirit that Taiwan can help. The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Mission in Ankara and the TRC signed a partnership 

agreement to facilitate Taiwan’s donation of US$1 million. The 

cooperation will provide relief to affected Afghan people and assist 

reconstruction of disaster-hit areas. The first batch of emergency 

supplies, including food and medical items, were quickly delivered to 

affected areas for distribution. The TRC will continue to use Taiwan’s 

funds in the postdisaster recovery phase to repair schools and homes 

damaged by the quake.  

The 6.1-magnitude earthquake hit the southeastern city of Khost on 

June 22, killing at least 1,150 people, injuring 3,000, and destroying 

more than 2,000 homes. It was Afghanistan’s most severe earthquake 

in nearly two decades. With the understanding that disaster relief 

transcends national borders, Taiwan was among the first group of 

countries to respond to the international call to provide emergency 

support to Afghanistan. Taiwan hopes to lead by example and 

contribute to a virtuous cycle of international goodwill. It also hopes 

that reconstruction in disaster-hit areas will proceed smoothly so that 

affected people can return quickly and safely to their homes. (E) 

第160號                                                                                2022/07/05 

外交部政務次長曾厚仁頒贈斯洛伐克駐台代表博塔文特種外交獎

章，表彰其對深化台斯兩國關係的貢獻  

外交部政務次長曾厚仁本（111）年7月5日代表我國政府頒

贈「特種外交獎章」予即將離任的斯洛伐克經濟文化辦事處代表

博塔文（Martin Podstavek），表彰他在駐台期間對深化台斯兩國

關係的努力及卓越貢獻；捷克、教廷等駐台代表、我國前駐斯大

使、斯國僑民等應邀到場觀禮。 

曾政務次長肯定博塔文代表憑藉豐富的東亞事務經驗，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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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駐台期間不懈努力強化台斯在各領域合作交流，兩國作為自

由民主價值夥伴，共同面對全球戰略環境改變、武漢肺炎

（COVID-19）疫情肆虐及烏俄戰爭衝擊等嚴峻挑戰，並成為真

正的盟友。曾次長強調，去（110）年斯洛伐克政府慷慨援助台

灣16萬劑疫苗、經濟部政務次長葛力克（Karol Galek）及國會副

議長勞倫契克（Milan Laurencik）先後率團來訪，使台斯兩國關

係及友誼升至新高點，另本部部長吳釗燮在去年10月應邀至斯國

發表公開演說，更為兩國關係發展奠定新的里程碑。 

曾政務次長特別肯定博塔文代表及其夫人梁晨博士在推動台

斯兩國語言文化交流的努力，並舉籌備多年，於蘭陽博物館舉辦

斯洛伐克冒險家貝紐夫斯基（Maurice August Benyowsky）伯爵

1771年登陸葛瑪蘭展，開啟兩國關係歷史為例，並再次肯定博塔

文代表為兩國合作關係奠定鞏固的基礎，重申台灣將與斯國政府

共同合作深化彼此互利夥伴關係。 

博塔文代表致謝詞時，讚賞台灣為自由世界的燈塔，以及台

灣人民的勤奮善良；台斯兩國雖然相隔遙遠，但有著類似的民主

化歷程，共同信仰及相同的政治理念及目標，台灣是斯洛伐克真

正可以信賴的朋友，在疫情期間相互扶持，以及我國捐贈斯國

250萬美元協助安置境內烏克蘭難民，並提及他在台灣各地留下

的美好回憶。 

博塔文代表也歷數台斯過去5年來簽訂包含台歐盟國家首部

「刑事」及「民事暨商事」司法合作協議、以及台斯經濟合作備

忘錄等多項協議，並提及上年重要台斯官員互訪及半導體產業合

作等，感謝外交部長吳釗燮等我國友人在推動台斯關係上的協助

及貢獻，本日獲頒特種外交獎章甚感殊榮。 

我國與斯洛伐克為理念相近自由民主夥伴，斯國國會外交、

衛生及歐洲事務等三委員會於本年5月連續通過決議支持台灣參

與世界衛生大會（WHA），另自烏俄戰爭爆發後，斯國政府亦協

助將我國民間募集的350噸人道救援物資運往烏國。台灣將與斯

洛伐克續緊密合作，以鞏固民主國家的團結與韌性。（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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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1號                                                                                 2022/07/05 

外交部高度歡迎歐洲議會通過「歐盟印太戰略之貿易及投資面

向」報告，支持台歐盟深化雙邊經濟關係及加強供應鏈韌性、數

位經濟等合作 

歐洲議會全會於本（7）月5日以458票贊成，51票反對，124

票棄權的壓倒性多數，通過「歐盟印太戰略之貿易及投資面向」

報告，敦促台歐盟就半導體產業等綠色科技及數位經濟合作展開

結構性對話，以利簽署對雙方都有利的諒解備忘錄；報告並重申

歐盟執委會應啟動台歐盟雙邊投資協議（BIA）的影響評估、公

眾諮詢和範疇界定等談判前置工作，並呼籲執委會研究與台灣增

進供應鏈韌性合作，同時與台灣在全球衛生危機及醫療用品貿易

方面強化合作。 

這是本（2022）年歐洲議會連續通過「香港違反基本人權情

勢」緊急決議案、「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CFSP）及「共同安全

暨防禦政策」（CSDP）年度執行報告、「外來勢力干預歐盟民主

程序（含假訊息）」政策建議報告，以及「歐盟與印太地區之安

全挑戰」報告等5項友我文件後，第六度通過友台決議及報告。

歐洲議會持續以具體行動展現對台灣民主夥伴的支持，並肯定及

重視台灣在關鍵戰略產業可作出的貢獻，外交部表達高度歡迎與

由衷感謝。 

台灣與歐盟共享民主、自由、人權及法治等核心價值，我國

作為國際社會負責任的成員，將在雙邊關係既有深厚的基礎上，

持續積極與歐盟等理念相近夥伴在多元領域緊密合作，加強互利

互惠的實質夥伴友好關係，成為歐盟在印太地區可信賴的經貿、

安全及價值夥伴，共同捍衛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以及自

由、開放的印太地區。（E） 

第162號                                                                                 2022/07/06 

外交部誠摯感謝歐洲議會全會通過「歐盟及捍衛多邊主義」報

告，支持台灣參與國際組織 

歐洲議會全會於本（7）月6日以454票贊成，73票反對，112

- 235 -



票棄權高票通過「歐洲及捍衛多邊主義」報告，內容特別納入支

持台灣以觀察員身分有意義參與多邊機構的相關會議、機制及活

動，包括世界衛生組織（WHO）、國際民航組織（ICAO）、國際

刑 警 組 織 （ INTERPOL ） 及 聯 合 國 氣 候 變 化 綱 要 公 約

（UNFCCC），並呼籲歐盟強化其在多邊組織的影響力，與理念

相近夥伴深化合作，建立價值聯盟關係，外交部對於歐洲議會延

續其一貫支持台灣參與國際組織的立場表達誠摯歡迎與感謝。 

歐洲議會繼昨（5）日通過「歐盟印太戰略之貿易及投資面

向」友台報告後，本日接續通過「歐盟及捍衛多邊主義」報告，

是歐洲議會本（2022）年以來通過的第7份友台文件。外交部樂

見歐洲議會響應義大利、德國、英國、丹麥、盧森堡、捷克、斯

洛伐克等歐洲多國國會，於本年陸續通過各項挺台決議或動議，

尤其在本年9月ICAO大會即將舉行之前，通過此項報告別具意

義，彰顯歐洲對於擴大支持台灣參與國際組織的強勁動能。 

外交部將持續積極與歐洲理念相近夥伴合作，在自由、民

主、人權及法治等共同價值的堅實基礎上，展現台灣作為國際社

會中守護民主自由等普世價值的良善力量，促進全球社群共享的

繁榮與福祉。（E） 

第164號                                                                                 2022/07/08  

外交部長吳釗燮接受巴拉圭共和國新任駐中華民國（台灣）特命

全權大使費卡洛遞交到任國書副本   

巴拉圭共和國新任駐中華民國（台灣）特命全權大使費卡洛

（Carlos José Fleitas Rodríguez）於本（111）年7月8日拜會外交部

長吳釗燮並遞交到任國書副本。吳部長歡迎費卡洛大使來台履

任，並期盼與費卡洛大使一起努力，持續深化兩國友好情誼。 

吳部長表示，台巴兩國邦誼歷久彌新，兩國建交65年以來各

項合作成果豐碩，我國非常重視及珍惜與巴國的邦誼，並十分感

謝阿布鐸（Mario Benítez Abdo）總統所領導的政府對台灣及台灣

參與國際組織的堅定支持。 

吳部長另與費卡洛大使就加強兩國教育、經貿投資等領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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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廣泛交換意見，並歡迎費卡洛大使與外交部保持密切聯繫，

攜手促進兩國政府與人民間的交流與合作。 

費卡洛大使代表阿布鐸總統及阿里歐拉（Julio César Arriola 

Ramírez）外長，對我國長期提供巴國各項發展協助表達誠摯謝

忱，並重申巴國堅定支持台灣參與各項國際組織的訴求。 

費卡洛大使另指出，台巴兩國民主發展進程相似，共享自

由、民主及正義等理念價值，這是維繫兩國邦誼的基礎。此次二

度奉派台灣，對我國具有特殊情感，未來定將致力加強台巴兩國

政府及人民間的合作及交流，以深化兩國友好邦誼。 

費卡洛大使是巴國傑出的職業外交官，曾派駐巴西、阿根

廷、墨西哥、古巴，並曾於99年至102年擔任巴國駐台公使及臨

時代辦，也是我國獎學金生，曾攻讀我國淡江大學亞洲研究所數

位學習碩士學位，與台灣淵源深厚，熟稔拉丁美洲及亞洲區域情

勢。（E） 

第165號                                                                                 2022/07/08 

外交部對安倍晉三前首相遭槍擊事表達深切關心與誠摯慰問，並

嚴厲譴責暴力行為 

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眾議員於日本時間本（8）日上午約11

時30分在奈良市內演說時突遭槍擊，因胸部中彈流血，緊急送往

醫院急救，日本警方已逮捕一名嫌犯，並持續展開搜查行動。 

對此一重大槍擊事件，台灣政府與人民深感震驚與不捨，我

國除強烈譴責暴力行為外，總統蔡英文立即指示外交部與駐日謝

長廷大使向日本政府及安倍前首相的親屬表達我方最誠摯的慰問

與祈福；行政院長蘇貞昌也請外交部轉達盼安倍晉三前首相能平

安渡過難關。此外，外交部也已在第一時間透過日本台灣交流協

會向日本政府表達我國政府與人民最深切的關心與誠摯慰問。 

安倍前首相是台灣最堅定的摯友，長年力挺台灣不遺餘力，

對深化台日全方位友好關係貢獻卓越。外交部及我國駐日本代表

處將持續與日方保持密切聯繫，關注本案後續情形。我方衷心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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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安倍前首相平安脫險、早日康復。（E） 

No. 165                                                                                July 8, 2022 

MOFA expresses profound concern and sincere sympathies 

following shooting of former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Shinzo Abe, 

solemnly condemns such acts of violence 

Former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Shinzo Abe, currently a member of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was shot at around 11:30 this morning 

(local time) while giving a speech in Nara. He was hit in the chest, 

causing bleeding, and was rushed to the hospital for emergency 

treatment. Japanese police have detained a suspect and are conducting 

further search operations. 

The government and people of Taiwan are shocked and saddened by 

this significant shooting incident and condemn such acts of violence in 

the strongest possible terms. President Tsai Ing-wen promptly 

instructed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MOFA) and Taiwanese 

Representative to Japan Hsieh Chang-ting to convey heartfelt 

sympathies and best wishes to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and the 

family of former Prime Minister Abe on Taiwan’s behalf. Premier Su 

Tseng-chang also requested that MOFA convey his best wishes for 

former Prime Minister Abe’s safe recovery from this grave situation. 

Furthermore, on behalf of the government and people of Taiwan, 

MOFA promptly expressed profound concern and sincere sympathies 

to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through the Japan-Taiwan Exchange 

Association. 

Former Prime Minister Abe is a staunch friend and ally of Taiwan. He 

has spared no effort in supporting Taiwan over the years and has made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to deepening the comprehensive friendship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MOFA and the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Japan will maintain close contact 

with Japan and continue to monitor related developments.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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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cerely hopes that former Prime Minister Abe is soon out of danger 

and recovers swiftly. (E) 

No. 165                                                                                  2022/07/08 

外交部が安倍晋三元首相の銃撃事件に気遣いと見舞い、また卑

劣な蛮行を断じて許さないと表明 

安倍晋三元首相、日本時間８日午前約１１時３０分ごろ、奈良

市内で街頭演説をした際、胸と首に銃撃され、病院へ緊急搬送

され、日本の警察側が一名の容疑者を逮捕し、現在捜査活動を

続けているとのことです。 

この深刻な銃撃事件に対して、台湾政府と国民が大変ショック

と信じがたい思いを抱き、我が国は暴力行為を強く非難するほ

か、蔡英文総統も直ちに外交部と謝長廷駐日大使に、日本政府

と安倍氏のご家族に我が方の真摯なる見舞いと無事を祈る意を

伝えるよう指示しました。蘇貞昌行政院長も外交部を通じて、

安倍晋三元首相が命に別状なく無事をお祈りするとの意を伝え

てくださいという指示がありました。そのほか、外交部も速や

かに日本台湾交流協会を通じて、日本政府に我が国政府と国民

の真摯なる気遣いと見舞いの意を表しました。 

安倍元首相は、台湾の真の友人であり、長年台湾のことを支持

しており、台日全方位的な友好関係の向上に多大な貢献があり

ます。外交部と我が国の駐日代表処は引き続き日本と密接な連

絡を保ち、今後の発展状況を注意深く見守りたいと思います。

我が方としては、衷心より安倍元首相の平安無事と一日も早く

快復できることを切に願っています。(E) 

第166號                                                                                 2022/07/08 

外交部對安倍晉三前首相遭槍擊逝世表達最深切哀悼 

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眾議員於本（8）日上午在奈良市內遭

槍擊，經緊急送醫後仍宣告不治，台灣政府與人民對此深感震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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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不捨，除再度嚴厲譴責不法暴力外，並對安倍前首相逝世表達

我國最深切與最沈痛的悼念。 

外交部已在第一時間指示我國駐日本代表處分別以總統蔡英

文、外交部長吳釗燮及台灣日本關係協會蘇嘉全會長名義向日本

政府致電弔唁，並透過日本台灣交流協會台北事務所表達我國政

府與人民最深切哀悼與誠摯慰問，我方衷心祈願逝者安息，家屬

平息傷痛。 

安倍前首相是國際間備受推崇的政治領袖，一生為守護自由

民主理念、抵抗威權擴張，令人敬佩。安倍前首相多次在國際場

合為台灣仗義執言，強力呼籲國際社會支持台灣，共同守護民主

價值。安倍前首相是台灣珍貴的民主夥伴以及最堅定的摯友，在

任內致力提升台日友好關係，卸任後仍全力為台灣發聲；例如上

（2021）年12月在研討會上發表「台海有事、即日本有事、也是

日美同盟有事」的友台諍言。本（2022）年俄烏戰爭後，安倍前

首相更敦促各方應調整戰略模糊政策，明確表達協防台灣。安倍

前首相的逝世，無論對日本、台灣、乃至對全球民主社會均是一

大損失，令人無限惋惜。我國政府誠摯感謝安倍前首相為提升台

日關係所付出的努力與貢獻。（E） 

No. 166                                                                                July 8, 2022 

MOFA expresses deepest condolences following the assassination 

of former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Shinzo Abe 

Former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Shinzo Abe, member of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was shot this morning in the city of Nara. After being 

rushed to hospital for emergency treatment, he was later pronounced 

dead. The government and people of Taiwan are profoundly shocked 

and saddened by this incident. Apart from condemning this unjustified 

act of violence in the strongest possible terms,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MOFA) also expresses Taiwan’s deepest and most heartfelt 

condolences on the passing of former Prime Minister Abe. 

MOFA promptly instructed the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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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Japan to send condolences to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on behalf of President Tsai Ing-wen, Foreign Minister 

Jaushieh Joseph Wu, and Taiwan-Japan Relations Association 

Chairperson Su Jia-chyuan. The deepest condolences and heartfelt 

sympathies of the government and people of Taiwan were also 

conveyed through the Taipei Office of the Japan-Taiwan Exchange 

Association. It is Taiwan’s sincere wish that former Prime Minister 

Abe may rest in peace and that his family members may find comfort 

in their hour of grief. 

Former Prime Minister Abe was an internationally acclaimed political 

leader. He was widely admired for his lifelong dedication to defending 

the ideals of freedom and democracy and resisting authoritarian 

expansion. On numerous occasions at international events, former 

Prime Minister Abe spoke up for Taiwan, urging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support Taiwan and jointly protect democratic values. 

Former Prime Minister Abe was an invaluable democratic ally and a 

staunch friend of Taiwan. During his time as Prime Minister, he was 

committed to promoting friendly ties between Taiwan and Japan. He 

continued to spare no effort to voice support for Taiwan after he 

stepped down. For example, at a forum in December 2021, he 

supported Taiwan by saying, “A Taiwan emergency is an emergency 

for Japan and also for the Japan-US alliance.” This year, he called on 

all sides to move away from strategic ambiguity and make it clear that 

they would defend Taiwan, following the outbreak of the Russia-

Ukraine war. The tragic death of former Prime Minister Abe is an 

immense loss to Japan, Taiwan, and the global community of 

democracies. The government of Taiwan is eternally grateful to former 

Prime Minister Abe for his efforts and contributions in advancing 

Taiwan-Japan relations.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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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166                                                                                 2022/07/08 

外交部は安倍晋三元首相が銃撃され逝去したことに対し、深い

哀悼の意を表する 

日本元首相安倍晋三衆議員が８日午前、奈良市内で銃撃され、

病院へ緊急搬送され救命措置を受けましたが、残念ながら亡く

なりました。台湾政府と人民は、大変ショックと信じがたい思

いを抱き、再度に卑劣な暴力行為を強く非難するほか、安倍元

首相のご逝去に対し、我が国の最も深い悲しみと沈痛な哀悼の

意を表致します。 

外交部は、直ちに我が駐日代表処に蔡英文総統と吳釗燮外交部

長、及び台湾日本関係協会蘇嘉全会長の名義で、日本政府に弔

意をお伝えることを指示したほか、また日本台湾交流協会台北

事務所を通して、我が国政府と人民の最も深い哀悼と真摯なる

お見舞いの意を伝えました。私どもは衷心より安倍元首相の安

らかにお眠ることとご家族の安寧をお祈りいたします。 

安倍元首相が国際間で推称された政治リーダーであり、一生涯

をかけて自由、民主主義の理念を守り、権威主義の拡張に抗

い、敬服された偉大な方です。安倍元首相は何度も国際的な会

合で台湾のためにご発声をいただき、国際社会に台湾のことを

支持するよう、共同にデモクラシーバリューを維持するよう強

く呼びかけました。安倍元首相は台湾にとって大切なデモクラ

シーパートナーであり、最も固い親友でもあります。総理任期

内で、台日の友好関係の向上に取り組んでおり、離任後もベス

トを尽くして台湾のためにご発声をいただきました。例えば、

２０２１年１２月、シンポジウムの中で「台湾有事は、日本有

事であり、日米同盟有事でもある」と台湾を応援する発言をな

さいました。今年、ロシアのウクライナへの侵攻が始まった

後、安倍元首相は関係諸国に戦略的曖昧の政策を調整し、明確

に台湾の安全防衛に協力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アピールしまし

た。安倍元首相のご逝去は、日本にとっても台湾にとっても、

ないしグローバルデモクラシーコミュニティーにとっても大き

な損失であり、無限な嘆き惜しむことを禁じえません。我が国

- 242 -



政府は、安倍元首相の台日関係の発展のために払った努力と貢

献に心より感謝いたします。(E) 

第167號                                                                                 2022/07/11 

我國肯定日本參議院如期完成改選及展現民主社會韌性 

日本已於本（2022）年7月10日順利完成第26屆參議院選

舉，由岸田文雄首相領導的自由民主黨及聯合執政的公明黨，合

計取得逾半席次。我國政府對日本順利完成參議院議員改選表示

高度肯定，並已指示駐日本代表處以外交部長吳釗燮及臺灣日本

關係協會會長蘇嘉全名義向「日華議員懇談會」當選成員及其他

重要友我國會議員致意。 

此次日本參議院選舉期間，不幸發生前首相安倍晉三遇刺事

件，我國政府與人民痛失一位真誠國際友人，全球民主社會咸感

哀痛。日本在此嚴峻情況下無畏艱難如期完成選舉，充分展現民

主社會的韌性與堅毅，已贏得舉世的推崇與肯定。 

台日共享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等普世價值，國民情感深

厚友好，我國政府未來將在既有的良好基礎上，與日本政府持續

深化台日全方位友好實質合作關係，共同促進印太區域的和平、

穩定與繁榮。（E） 

第168號                                                                                2022/07/12 

外交部與財團法人賑災基金會簽署「海地西南部震災後糧食安全

及生計強化計畫」合作備忘錄，共同協助海地災區恢復農業生產 

外交部與財團法人賑災基金會於本（111）年7月12日簽署

「海地西南部震災後糧食安全及生計強化計畫」合作備忘錄，共

同協助友邦海地恢復地震災區的農業生產，紓解當地糧食短缺情

形，以具體行動與各國攜手合作，協助海地災後重建。 

海地南部地區於上（110）年8月14日發生芮氏規模7.2強震，

災情慘重，隨後又遭「格蕾絲」（Grace）颶風侵襲，重創當地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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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建設與農業，導致受災各省近百萬人面臨糧食短缺困境。外交

部與賑災基金會以「糧食安全」為主軸，攜手合作推動海地災後

重建計畫，並委託在當地已設有技術團的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

基金會執行。   

本計畫爲期ㄧ年，將由賑災基金會資助約50萬美元經費，善

用台海雙邊合作「全國稻種生產強化計畫─南部省子計畫」，透過

提升水利設施維護、恢復稻作生產體系、拓展稻穀銷售通路等方

式，與海地農業部共同輔導農民重建稻作生產，創造災區人民就

業機會，改善海地農民收入，落實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s）所推動消除飢餓、實現糧食安全及農業發展的願景。 

海地是我國在加勒比海地區重要友邦，兩國建交至今已66

年，關係密切友好，兩國推動的合作項目涵蓋農業、能源、醫

療、基礎建設、人道援助及永續發展等。面對友邦遭逢重大天然

災害，台灣政府與人民感同身受；我國政府積極結合民間力量，

持續協助海地災後重建工作，以「Taiwan can help, and Taiwan is 

helping!」的互助精神，共同協助海地人民早日渡過難關，重建家

園。（E） 

No. 168                                                            July 12, 2022 

MOFA and Taiwan Foundation for Disaster Relief sign 

MOU to enhance food security and people’s livelihoods in 

earthquake-hit southwestern Haiti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MOFA)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and the Taiwan Foundation for Disaster Relief （TFDR） 

today signed an MOU on a cooperation project to enhance food 

security and people’s livelihoods in southwestern Haiti after it was hit 

by an earthquake. The initiative, which aims to assist Haiti, a 

diplomatic ally of Taiwan, in resuming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addressing food shortages in earthquake-affected areas, represents a 

concrete action by Taiwan to join other countries in supporting 

postdisaster reconstruction in Hai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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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thern Haiti was struck by a devastating 7.2-magnitude earthquake 

on August 14, 2021, and hit soon afterwards by Tropical Storm Grace. 

Local infrastructure and farms were severely damaged, causing food 

shortages to nearly a million people in affected provinces. Focusing on 

food security, MOFA and the TFDR have jointly launched a 

postdisaster reconstruction program to be implemented by the Taiw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Fund, which operates a 

technical mission in Haiti. 

Building on a southern Haiti subproject under the ongoing bilateral 

National Rice Seed Production Enhancement Project, the one-year 

program will be implemented with funding of approximately 

US$500,000 from the TFDR. Among other measures, the program 

will enhance the maintenance of irrigation facilities, restore rice 

production systems, and develop rice sales channels. Undertaken in 

cooperation with Haiti’s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Natural Resources 

and Rural Development, the endeavor will provide guidance to 

farmers on the resumption of rice production, create job opportunities 

for those living in disaster-stricken areas, and improve farmers’ 

incomes. The initiative marks part of a wider effort to achieve the 

United Nation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of eliminating poverty, 

achieving food security, and developing agriculture. 

Haiti is an important diplomatic ally of Taiwan in the Caribbean. Since 

establishing diplomatic relations 66 years ago, Taiwan and Haiti have 

enjoyed a robust friendship and promoted joint endeavors covering 

such domains as agriculture, energy, health care, infrastructure,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government and people of Taiwan deeply sympathize with Haiti in the 

wake of devastating natural disasters. Taiwan can help and Taiwan is 

helping—and it is in this spirit of mutual assistance that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will actively integrate the strengths of civil society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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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ing to support Haiti’s postdisaster recovery and assist its 

people in overcoming adversity and rebuilding their homes. (E) 

第169號                                                                                 2022/07/12   

外交部長吳釗燮接受宏都拉斯共和國新任駐中華民國（台灣）特

命全權大使布羅德遞交到任國書副本  

宏都拉斯共和國新任駐中華民國（台灣）特命全權大使布羅

德（Harold Burgos）於本（111）年7月12日拜會外交部長吳釗燮

並遞交到任國書副本。吳部長歡迎布羅德大使來台履新，並期待

與布羅德大使共同致力深化台宏兩國邦誼。  

吳部長表示，台宏邦誼深厚，彼此長期相互扶持，促進國家

永續發展。我國樂願配合卡蕬楚（Xiomara Castro）總統優先施

政目標，共同推動各項有利宏國民生的合作計畫；此外，我國也

期盼在疫情和緩後，儘速恢復兩國政府官員的互訪。吳部長指

出，布羅德大使曾在台灣求學及工作多年，深入瞭解台灣，歡迎

布羅德與外交部保持密切聯繫，共同深化兩國政府與人民間的交

流與合作。 

布羅德大使表示，此次奉派擔任宏都拉斯駐台大使，深感榮

幸與責任重大， 將努力深化台宏兩國傳統友好情誼、強化各領域

的合作關係，增進兩國友好邦誼。 

布羅德大使另與吳部長就宏都拉斯的經社發展現況及兩國合

作情形廣泛交換意見；布羅德大使另轉致宏國卡蕬楚總統及外長

雷伊納（Eduardo Enrique Reina ）的誠摯問候，以及對我國政府

長期提供協助的由衷感謝。 

布羅德大使曾經擔任宏都拉斯駐台灣大使館文化專員，也是

台灣獎學金生，畢業於國立政治大學，對台灣的政經、社會及人

文發展都有深入瞭解。（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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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0號                                                                                2022/07/16  

美國政府正式通知我國最新一批對台軍售 

外交部已接到美國政府的正式通知，將對台灣出售價值1.08

億美元的戰兵車材，內容包括我國坦克及戰車相關零附件及後勤

技術支援等。外交部對此表示歡迎，並感謝美國政府持續依據

《台灣關係法》及「六項保證」，落實對台灣的安全承諾。  

這是拜登政府上任一年半以來第五度、也是本（2022）年第

四度宣布對台軍售，充分展現美國政府對台灣國防需求的高度重

視，並延續近年來對台軍售常態化的政策，協助我國即時獲取防

衛所需裝備，有效提升自我防衛能力。  

面對中國持續的軍事擴張與挑釁行為，台灣有高度自我防衛

的決心，我國政府也持續強化自我防衛能力及不對稱戰力，以堅

實國防維護國家安全，並深化台美緊密安全夥伴關係，共同捍衛

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促進台海及印太區域的和平、穩定及

繁榮。（E） 

第173號                                                                                 2022/07/19 

外交部配合邊境管制措施調整外籍人士來台規範 

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告，自今（111）年7月25日

起，除現行指揮中心開放入境事由（探親、依親、就學、研習中

文、商務考察、投資、履約、應聘、緊急人道及經指揮中心專案

許可者）外，放寬外籍人士得以志工、傳教弘法、研習（宗教教

義）、實習、國際交流及度假打工（青年交流）事由申請特別入

境許可（簽證）來台灣。外交部將相應調整外籍人士申請來台相

關規範。 

指揮中心說明，其中度假打工（青年交流）是基於我國與外

國間所簽署的協議，目的在鼓勵兩國間青年交流，且每人一生僅

得申請一次，目前多數締約國已開放我國青年申請；基於平等互

惠原則，因此本次也在開放的範圍。 

外籍人士因上述事由來台灣者，得備妥相關應備文件（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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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詳參外交部領事事務局全球資訊網），向外交部駐外館處申

請特別入境許可（簽證）。 

外籍人士入境檢疫措施是依指揮中心現行隔離檢疫作業辦

理。以上規範將視疫情變化，隨時調整公告。（E） 

No. 173                                                            July 19, 2022 

MOFA adjusts entry regulations for foreign nationals in 

response to the CECC's easing of border control measures 

The Central Epidemic Command Center (CECC) has announced that 

beginning July 25, 2022, entry restrictions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will be further relaxed to allow foreign nationals to apply for 

a special entry permit (visa) for volunteer work, religious work, study 

of religious doctrine, internships,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and the 

Working Holiday Schemes (Youth Mobility Programs).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MOFA) will adjust visa regulations accordingly. 

Currently, foreign nationals are allowed to enter the country for the 

purposes of visiting relatives, joining family, studying, learning 

Mandarin, conducting business, investing, fulfilling contractual 

obligations, and engaging in employment, as well as for emergency 

and humanitarian reasons and other special cases approved by the 

CECC. 

Foreign nationals wishing to visit Taiwan for the aforementioned 

purposes must prepare the relevant documents and apply for a special 

entry permit (visa) at an R.O.C. (Taiwan) overseas mission.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please visit the Bureau of Consular Affairs 

website.) 

Quarantine measures for foreign nationals are implemented in 

accordance with CECC quarantine regulations. Entry regulations are 

subject to change and may be adjusted based on pandemic 

developments.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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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4號                                                                                 2022/07/20  

外交部舉辦「凱達格蘭論壇－2022印太安全對話」，聚焦討論印

太安全議題與新冷戰格局  

外交部與「財團法人兩岸交流遠景基金會」訂於本（111）

年7月26日（星期二）在台北君悅酒店舉辦「凱達格蘭論壇－

2022印太安全對話」（Ketagalan Forum: 2022 Indo-Pacific Security 

Dialogue）。我國政府期盼透過此一論壇與相關各方強化合作與對

話，齊力維護與促進印太地區的和平、安全與繁榮。  

因應全球疫情趨緩，本年論壇將結合遠距視訊與實體參與，

邀請重量級貴賓訪台發表專題演講，並與區域相關國家的政要、

國會議員及學者專家透過視訊方式，共同聚焦討論民主和威權對

峙的新冷戰格局、俄烏戰爭對印太秩序衝擊的因應，以及美中競

爭及對俄制裁如何影響與重塑世界經濟等議題；此外，本年論壇

特別安排台灣、美國與日本國會議員對話，以彰顯三邊合作關係

的重要性。  

將發表實體、線上或預錄演說的重要講者包括：美國前國土

安全部長Janet Napolitano、日本前外務大臣暨防衛大臣河野太郎

（Kono Taro）、科索沃前總統Behgjet Pacolli、美國前國防部長

Jim Mattis、聯邦參議員Roger Wicker（R-MS）、澳大利亞兩位前

國防部長Christopher Pyne與Kevin Andrews、日本眾議員鈴木馨祐

（Suzuki Keisuke）、日本前防衛副大臣中山泰秀（Nakayama 

Yasuhide）、英國王家國際事務研究所所長Robin Niblett等人；另

有來自美國、日本、英國、法國、澳大利亞、印度、紐西蘭、新

加坡、加拿大及德國等國約20位政要及學者將與我國官員、立法

委員及學者專家進行深入對談。  

外交部歡迎各界踴躍報名參與本年論壇，也歡迎屆時在

YouTube凱達格蘭論壇頻道觀看。相關報名及議程等資訊可至

「凱達格蘭論壇」官網查詢。（E） 

- 249 -



No. 174                                                                              July 20, 2022 

MOFA to hold Ketagalan Forum—2022 Indo-Pacific Security 

Dialogue focusing on security issues and the new cold war 

environment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MOFA)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and the Prospect Foundation will be hosting the Ketagalan 

Forum—2022 Indo-Pacific Security Dialogue at the Grand Hyatt 

Taipei on July 26. Through this event, the government of Taiwan 

hopes to enhance cooperation and dialogue with all relevant parties to 

jointly maintain and advance peace, security, and prosperity in the 

Indo-Pacific. 

With the global COVID-19 pandemic gradually abating, this year’s 

forum will be a hybrid of videoconferencing and in-person 

participation. Prominent guests will be invited to deliver keynote 

speeches in Taiwan and will be joined virtually by key political figures, 

parliamentarians, scholars, and experts from relevant countries. 

Discussions will focus on the new cold war between democracy and 

authoritarianism, responses to the impact of the Russia-Ukraine war 

on the Indo-Pacific order, and how the US-China rivalry and sanctions 

on Russia are affecting and reshaping the global economy. The forum 

will also feature a dialogue among Taiwanese, US, and Japanese 

lawmakers, underscoring the importance of trilateral cooperation. 

A number of important speakers will address the forum in person, 

online, or through prerecorded videos. These include former US 

Secretary of Homeland Security Janet Napolitano, former Japanese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and Minister of Defense Taro Kono, 

former President of Kosovo Behgjet Pacolli, former US Secretary of 

Defense Jim Mattis, US Senator Roger Wicker (R-MS), former 

Australian Ministers for Defence Christopher Pyne and Keven 

Andrews, member of the Japanes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Keisuke 

Suzuki, former Japanese State Minister of Defense Yasuhide 

Nakayama, and Director of Chatham House Robin Niblett. In ad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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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 20 key political figures and academics from countries including 

Australia, Canada, France, Germany, India, Japan, New Zealand, 

Singapore,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United States will participate 

in in-depth discussions with Taiwanese officials, legislators, 

academics, and experts. 

MOFA has opened registration to participate in the event and invites 

the public to watch the proceedings via the Ketagalan Forum channel 

on YouTube. For registration, agenda details, and other information, 

please visit the Ketagalan Forum website. (E) 

第176號                                                                                 2022/07/21 

波蘭參議院外交暨歐盟事務委員會及衛生委員會無異議通過共同

決議支持台灣參與世界衛生組織，外交部表達誠摯歡迎與感謝 

波蘭參議院外交暨歐盟事務委員會及衛生委員會於本（7）

月20日上午召開聯席會議無異議通過「台灣代表參與世界衛生組

織」決議，支持我國參與世界衛生組織（WHO）及世界衛生大

會（WHA），外交部對此表達誠摯謝忱。 

該決議案指出，武漢肺炎（COVID-19）是國際公共衞生議

題，台灣的防疫成果及公衞專業能力備受國際肯定，應獲得參與

WHO相關活動的資格。決議文並鼓勵波蘭政府積極與理念相近

夥伴合作，支持台灣有意義參與WHO及取得WHA觀察員地位。  

台灣與波蘭為理念相近民主夥伴，近年積極合作對抗疫情，

不僅互贈口罩、防護衣及疫苗，包括前副總統陳建仁在內的我國

專家學者也曾與波蘭科學院（Polish Academy of Sciences）院長

杜辛斯基（Jerzy Duszyński）與波蘭疫情顧問團隊成員召開防疫

視訊會議，深入討論疫情發展及未來因應做法。 

波蘭參議院外交暨歐盟事務委員會曾於2006年4月25日通過

支持我國學者專家參與WHO的決議案。此次決議案為時隔16

年，外委會再度並聯合衛生委員會通過友我決議案，並獲波蘭參

議長格羅茲基（Tomasz Grodzki）及副議長卡明斯基（Michał 

Kamiński）支持，不僅彰顯雙邊防疫及衛生合作的重大成果，也

- 251 -



是繼我國與波方積極合作協助因俄烏戰爭受到波及的烏克蘭難民

後，再次彰顯台波雙方關係顯著提昇，更加緊密。外交部誠摯感

謝波蘭政府與人民對我國防疫工作的肯定，以及對台灣國際參與

的堅定支持。台灣將續與波蘭及其他理念相近夥伴攜手合作，為

全球人類發展與健康福祉貢獻心力。（E） 

第180號                                                                                 2022/07/27 

外交部誠摯慰問菲律賓發生強烈地震 

菲律賓呂宋島北部Abra省（馬尼拉北方約436公里）本

（27）日上午8時許發生芮氏規模7.1強烈地震，呂宋島各省陸續

傳出建築物損毀、人員傷亡的災情。菲國火山及地震研究所預報

未來數日均將可能出現餘震，已經通知當地民眾提高警覺並注意

自身安全。 

外交部長吳釗燮得知菲國發生震災後，立即指示亞太司長周

民淦大使致電馬尼拉經濟文化辦事處（MECO）副代表賀喜德

（Teodoro Luis B. Javelosa, Jr.），代表我國政府與人民表達對菲律

賓災情的由衷慰問，以及台灣消防署特搜隊已完成整備，如果菲

國有需求，我國樂願提供相關協助。賀喜德副代表感謝我國政府

與人民的慰問與關懷，菲方若有必要將再提請我方協助。此外，

我國駐菲律賓代表處徐佩勇大使也代表我國政府，同步向新任的

MECO主席兼駐台代表貝約（Silvestre Bello III）致意及慰問，並

表達我國提供救援協助的意願。 

依據駐菲律賓代表處掌握的消息，目前當地台商及僑民均平

安。外交部與駐菲律賓代表處將密切注意災情發展，並與菲國相

關部門保持聯繫，以及時提供必要的協助。 

國人如果在菲律賓遭遇急難需要協助，請即撥打駐菲律賓代

表處緊急聯絡電話：+63-917-819-4597；或請國內親友撥打「外

交部緊急聯絡中心」電話：0800-085-095。（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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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1號                                                                                 2022/07/27 

外交部與遠景基金會合辦「凱達格蘭論壇－2022印太安全對話」

討論印太安全議題和新冷戰格局，成果豐碩 

外交部與「財團法人兩岸交流遠景基金會」合辦的「凱達格

蘭論壇－2022印太安全對話」已於昨（26）日圓滿閉幕。因應疫

情，本（111）年論壇結合遠距視訊與實體參與，邀請重量級貴

賓發表專題演講，並與區域相關國家的政要、國會議員及學者專

家透過視訊方式，共同聚焦討論民主和威權對峙的新冷戰格局、

俄烏戰爭對印太秩序衝擊的因應，以及美中競爭及對俄制裁如何

影響與重塑世界經濟等議題。 

蔡英文總統以錄影方式開幕式致詞，指出面對威權主義，民

主聯盟必須採取一致的因應措施。台灣人民致力保衛國家、捍衛

民主生活方式，同時維持區域安全與穩定，是印太地區不可或缺

的民主夥伴，也是維持區域與全球安全的關鍵，期盼與理念相近

的夥伴團結一致保護共同的民主自由價值。總統也藉此機會向已

故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致敬，感謝安倍前首相為強化區域夥伴關

係奠定堅實基礎。科索沃前總統Behgjet Pacolli也預錄賀詞，指出

俄烏戰爭顯示民主國家需要更加團結，共同維護以規則為基礎的

秩序和民主。 

日本前外務大臣暨防務大臣河野太郎（Kono Taro）發表開幕

專題演講，強烈抨擊俄羅斯侵略行動，指出俄國總統普丁以核武

威脅全球是試圖打開潘朵拉的盒子，如果俄羅斯野心未受制裁，

是向其他潛在侵略者釋出錯誤訊號。河野前外相也強調，如果讓

俄羅斯等侵略國家在安理會繼續擁有否決權，聯合國就無法發揮

其國際維和功能，因此倡議重新制定聯合國憲章2.0，明定沒有國

家享有否決權。他也明白指出，中國為區域安全最大變數，如果

中國武力犯台，日本也將受影響，因此呼籲美國與理念相近國家

對中共展現有效嚇阻，讓中國體認併吞台灣並非可行。 

美國前國土安全部長Janet Napolitano於午宴專題演講時指

出，台灣在其任內獲納入美方「免簽證計畫」（Visa Waiver 

Program），彰顯雙方夥伴關係；另說明，國土安全始於境外，除

各國邊境巡防，網路安全是近代國土維安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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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沙尼亞前總統Toomas Hendrik Ilves在閉幕專題演講中指

出，由聯合國憲章形塑的戰後時代已告結束，該憲章禁止會員國

使用武力侵犯他國，而身為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的俄羅斯卻在今

年2月入侵烏克蘭，中國作為另一個常任理事國卻拒絕譴責俄羅

斯，顯示聯合國的未來充滿不確定性；他並倡議建立如同北約的

「數位同盟」（Digital Alliance），讓包含台灣在內的所有自由民

主國家加入，共享價值超越地理限制。 

本年論壇共有四個場次，分別為「新冷戰格局」、「台美日國

會議員對話」、「俄烏戰爭對印太秩序衝擊的因應」及「美中競爭

對俄制裁如何影響與重塑世界經濟秩序」等區域安全議題。美國

前國防部長Jim Mattis、聯邦參議員Roger Wicker（R-MS）、澳大

利亞兩位前國防部長Kevin Andrews與Christopher Pyne、日本眾議

員鈴木馨祐（Suzuki Keisuke）、日本前防衛副大臣中山泰秀

（Nakayama Yasuhide）、英國王家國際事務研究所所長Robin 

Niblett等人與其他來自美國、日本、英國、法國、澳大利亞、印

度、紐西蘭、新加坡、加拿大及德國等國約20位政要及學者將與

我國官員、立法委員及學者專家共同與談，提出寶貴及具建設性

的觀點和建議。 

外交部政務次長田中光、國家安全會議諮詢委員陳明祺、立

法院羅致政委員、何志偉委員、遠景基金會董事長陳唐山、臺灣

亞洲交流基金會董事長蕭新煌以及超過20國駐台大使、代表及處

長等均親自出席論壇開幕式；現場共計約兩百人與會，互動熱

絡。線上同步直播也有逾千人共襄盛舉。（E） 

第183號                                                                                 2022/07/31 

外交部對菲律賓前總統羅慕斯辭世表達誠摯哀悼 

菲律賓前總統羅慕斯（Fidel V. Ramos）於本（7）月31日辭

世，享耆壽94歲。外交部對羅慕斯前總統的逝世表示深摯哀悼，

並已請我國駐菲律賓代表處向菲國政府及羅慕斯前總統家屬轉達

我國政府及人民的誠摯慰問。 

羅慕斯前總統從政經歷豐富，於1992年至1998年間擔任菲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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賓第12任總統，成功推動菲國經濟改革，力圖社會穩定，並改善

菲國的民主政治發展。羅慕斯前總統因父親是菲國駐中華民國大

使，早年曾在台灣居住，與我國情誼深篤友好，卸任後曾多次訪

問我國，長期關心台灣的安全與經濟情勢，也協助台菲官方及民

間的合作和交流。 

外交部期盼在紀念羅慕斯前總統時，也持續推動台菲兩國在

經貿、農漁業、科技、文化、觀光等各領域的實質合作關係，提

升兩國人民的福祉。（E） 

No. 183                                                                              July 31, 2022 

MOFA expresses deep condolences at passing of former Philippine 

President Fidel V. Ramos 

Former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f the Philippines Fidel V. Ramos 

passed away on July 31 at the age of 94.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MOFA)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expresses deep 

condolences on his passing and has requested the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the Philippines to convey heartfelt sympathies 

to the Philippine government and former President Ramos’s family on 

behalf of the government and people of Taiwan. 

Former President Ramos had a remarkable political career. During his 

tenure as the 12th President of the Philippines from 1992 to 1998, he 

successfully promoted economic reforms, championed social stability, 

and heightened his nation’s democratic development. As the son of a 

Philippine Ambassador to the R.O.C., he lived in Taiwan during his 

youth and developed a robust friendship with Taiwan. He visited 

Taiwan several times after stepping down from office, showing long-

term concern for Taiwan’s security and economy and supporting 

official and people-to-people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s between 

Taiwan and the Philippines. 

In honoring the memory of former President Ramos, MOFA looks 

forward to further enhancing the well-being of the Taiwanese and the 

Philippine people through the continued advancement of substan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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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lateral cooperation in such fields as economics and trade, agriculture 

and fisherie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ulture, and tourism. (E) 

第185號                                                                                 2022/08/02 

外交部長吳釗燮頒贈捷克駐台代表朗樂特種外交獎章，表彰其對

推動台捷關係的卓著貢獻 

外交部長吳釗燮本（2022）年8月2日代表我國政府頒贈「特

種外交獎章」予即將離任的捷克經濟文化辦事處代表朗樂

（Patrick Rumlar），表彰他在駐台將近4年期間對推動台捷雙邊關

係的付出與貢獻。法國、盧森堡、波蘭及匈牙利等駐台代表、外

交部政務次長曾厚仁、我國前駐捷克代表，現任台美會秘書長薛

美瑜等皆到場觀禮致意。 

吳部長首先感謝朗樂代表駐台期間積極推動台灣與捷克的各

項合作及交流，使雙邊關係大幅向前邁進，特別提及與朗樂代表

合作接待捷克參議長韋德齊（Miloš Vystrčil）所率國會及企業團

訪台的難忘經驗，為台捷關係奠定新的里程碑，鞏固兩國民主夥

伴的韌性與友誼，並開啟歐洲理念相近國家與台灣深化友好關係

的契機。 

吳部長也提及台灣與捷克皆為年輕有活力的國家，共享自由

民主價值；捷克是台灣在歐洲的驅動力，雙邊在疫情期間簽署

「台捷防疫合作聯合聲明」，互贈口罩及疫苗，自去（2021）年

起國家發展委員會主委龔明鑫率領「中東歐三國經貿投資考察

團」及其他政府官員相訪問捷克，簽署多項合作備忘錄，促進雙

方交流與直接對話。吳部長同時分享上年訪問捷克的難忘經驗，

強調台灣是朗樂代表第二個家，歡迎他隨時回來拜望老朋友。 

朗樂代表致詞時，感謝吳部長親自頒贈獎章，感受無比殊

榮，對外交部工作團隊與歐洲駐台夥伴的支持深致謝忱，強調台

捷關係長期友好密切，故前總統哈維爾（Václav Havel）曾於

2004年訪問台灣，如今台捷雙方也在哈維爾前總統所堅持及熱愛

的自由民主價值基礎上，積極開展經貿、科技、教育等多領域的

合作。近期國發會龔主委、立法院游錫堃院長及外交部吳部長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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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訪問，對深化雙邊交流注入更強動能，朗樂代表期盼台捷直航

早日實現，進一步強化雙方互動與連結；最後感性表示自己會想

念台灣，希望攜家帶眷再回台灣。 

台灣與捷克是理念相近友好夥伴，兩國以共享價值為基礎，

近年不僅開展並深化多項領域的合作，也攜手面對多項國際議題

與挑戰。如本年台灣贈捷克250萬美元援烏賑款，共同照護因俄

烏戰爭流離失所的烏克蘭人民；此外，捷克參議院及眾議院外交

委員會也在相繼於本年通過友我決議案，捷方代表也在今年世界

衛生大會（WHA）發言支持我國際參與。台灣與捷克將持續推

動各項領域的交流與合作，捍衛共享價值，守護國際民主韌性。

（E） 

第187號                                                                                 2022/08/03 

歡慶我國加入中美洲銀行30週年及該行駐台國家辦事處成立1週

年，雙方永續合作開啓新篇章 

中美洲銀行（CABEI）駐台國家辦事處於本（2022）年8月3

日舉辦我國加入中美洲銀行30週年暨該辦事處成立1週年慶祝活

動，外交部主任秘書徐儷文應邀出席，並與財政部長蘇建榮、中

央銀行總裁楊金龍，我國駐中美洲銀行董事陳長庚以及刻率團訪

台的中美洲銀行總裁摩西（Dante Mossi）共同剪綵，現場並邀請

中美洲友邦貝里斯、瓜地馬拉及宏都拉斯的留學生表演傳統舞蹈

與歌謠，場面熱鬧盛大。  

主辦單位在活動中播放影片，回顧我國自1992年成為該行首

個區域外會員國以來在CABEI的參與情形，透過多項計畫支持中

美洲農業、糧食安全、教育以及中小企業等發展，協助友邦消除

貧窮。2020年全球面臨武漢肺炎（COVID-19）侵擾，我國立即

響應CABEI發起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及經濟復甦緊急援助及準

備專案」，強化友邦防疫能力並減緩疫情對經濟的衝擊。2021年

CABEI在台設立第1個區域外國家辦事處，進一步強化雙方關

係，雙方亦承諾未來將持續探索更多合作機會，共同促進中美洲

的社會、經濟與環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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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主任秘書致詞時表示，基於CABEI以促進中美洲地區經濟

及社會平衡發展為使命，以提升該區人民福祉為目標，我國於

1992年加入CABEI成為會員，與CABEI共同努力推動中美洲發

展，並自該行於2020年第8次增資後，成為第一大股東，期許未

來透過雙方堅實的夥伴關係，互助互利，對相關區域做出重要貢

獻。摩西總裁也表示，深切感受到中華民國（台灣）對中美洲之

情誼和承諾，並誠摯感謝我國對中美洲經濟及社會發展的付出與

支持。  

為擴大雙方交流，主辦單位下午以「科技轉型、創新及數位

化展望，以強化中美洲統合體（SICA）中美洲地區會員國合

作」、「金融及技術合作，以因應氣候變遷、性別平等及永續鄉村

發展」及「投資機會及革新與永續基礎設施合作」為題舉辦三場

研討會，邀請相關領域專家進一步探討未來合作方向，議題豐富

多元且充實。（E） 

第189號                                                                                 2022/08/04 

外交部嚴正譴責中國軍演期間向我國周邊海域發射多枚飛彈 

中國於本（8）月4日向台灣東北部及西南部周邊海域，發射

多枚彈道飛彈，威脅台灣國家安全，造成區域緊張情勢升高，也

影響正常國際交通與貿易。對於中國政府效法北韓，任意在接近

他國水域試射導彈，外交部予以強烈譴責，並要求自我克制。 

外交部同時呼籲國際社會，共同譴責中國對台的軍事威脅，

也籲請世界各國持續聲援民主台灣，共同捍衛自由民主價值、維

護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和印太區域的自由與開放。（E） 

No. 189                                                   August 4, 2022 

MOFA strongly condemns China for launching multiple missiles 

into waters around Taiwan 

On August 4, China launched multiple ballistic missiles into waters to 

the northeast and southwest of Taiwan, threatening Taiwan’s 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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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urity, escalating regional tensions, and affecting regular 

international traffic and trade.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MOFA)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strongly condemn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for following the example of North Korea in willfully 

test-firing missiles into waters near other countries, and demands that 

China exercise self-restraint. 

MOFA urges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condemn China’s 

military coercion towards Taiwan. The Ministry also calls on countries 

around the globe to continue to speak up in support of democratic 

Taiwan in order to jointly safeguard the values of freedom and 

democracy, to maintain the 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to 

ensure a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E) 

第190號                                                                                 2022/08/05 

外交部再度嚴正譴責中國軍事威脅，並感謝國際社會強力支持台

灣 

針對中國對我國周遭海域發射多枚飛彈，並連日進行海空演

訓，多批次機艦入侵我國防空識別區並跨越海峽中線，嚴重威脅

台灣的國家安全、破壞台海現狀、干擾國際航運及貿易正常往

來，也破壞印太地區的和平穩定，外交部再度予以最嚴厲的譴

責，並嚴正要求中國政府理性自制，停止對台灣人民的威脅。 

我國政府也由衷感謝國際社會支持台灣的民主價值及台海安

全，並公開呼籲中國切勿片面改變區域現狀。 目前已有友邦、理

念相近及友我國家超過40國行政及立法部門等各界友人聲援台

灣。例如：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表示，日本支持台海維持和平穩

定，同時要求中國立即停止軍演；美國白宮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

（Jake Sullivan）呼籲北京當局採取負責任態度，避免導致誤

判、加劇兩岸局勢緊張；白宮國安會戰略溝通協調官柯比（John 

Kirby）也譴責中國不負責任的挑釁行為；歐盟外交暨安全政策高

級代表Josep Borrell推文呼籲各方保持冷靜克制；「七大工業國集

團」（G7）外長聯合聲明再次確認維持台灣海峽和平穩定的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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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定承諾，呼籲中國不得以武力片面改變區域現狀；東南亞國協

外長會議也發表共同聲明，要求自制並停止挑釁行為。此外，我

國多位友邦元首等政府高層也在公開場合堅定聲援我國。 

台灣身為國際社會負責任的成員，不會升高衝突或挑起爭

端，會沉著應對中國不負責任的軍事脅迫，堅定捍衛主權與國家

安全，堅守民主自由防線。外交部呼籲國際社會共同譴責中國非

理性的軍事挑釁，破壞現狀，對區域安全構成嚴峻挑戰。我方籲

請世界各國持續聲援民主台灣及關切台海和平，共同遏止威權主

義的擴張與侵略，維護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並捍衛印太區

域的自由開放。（E） 

第191號                                                                                 2022/08/05 

外交部長吳釗燮頒贈基輔台灣貿易中心主任徐裕軒睦誼外交獎

章，表彰其協助執行烏克蘭撤僑任務的卓著貢獻 

外交部長吳釗燮本（111）年8月5日頒贈睦誼外交獎章予基

輔台灣貿易中心主任徐裕軒，表彰他在俄烏戰火下，仍堅守崗位

協助政府執行撤離旅居烏克蘭國人的艱鉅任務。中華民國對外貿

易發展協會董事長黃志芳、徐主任母親李瑞琴女士與家人、外交

部常務次長俞大 、外貿協會及外交部人員等均在場觀禮。 

吳部長致詞時感謝徐主任領導基輔台灣貿易中心的團隊配合

我國駐外相關館處，於本年2月間俄烏戰爭爆發前即做好前期撤

僑準備。俄羅斯於2月24日對烏克蘭開戰，徐主任在接獲我國政

府撤僑決定後，緊急聯繫及安排第一批我國僑民於當晚即搭乘巴

士撤離，期間不分晝夜協助政府執行撤僑任務，置個人安危於度

外，成功圓滿撤離至少3批國人，將旅居烏克蘭僑民及其家屬70

餘人全數安全撤至波蘭及斯洛伐克。我國雖然在烏國並未設立代

表處，卻是開戰後優先完成撤僑的少數國家之一，徐主任展現無

私忘我的奉獻精神及勇氣，令人欽敬感佩。吳部長亦特別向在場

徐主任的母親和家屬表達最高的敬意，感謝他們的體諒與支持。  

徐主任致詞表示，此次撤僑任務得以圓滿完成，絕非個人功

勞，感謝外交部與駐俄羅斯、波蘭及斯洛伐克三個代表處，給予

- 260 -



持續的協助與支援，使撤僑任務得以順利完成。其次，感謝外貿

協會黃志芳董事長的悉心指導，鼓舞他冷靜完成政府交付的任

務。徐主任也謝謝母親李瑞琴女士給予他最大的關心與包容，願

將今天的榮譽獻給母親。 

吳部長最後指出，俄烏戰事是自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發

生在歐洲的最大規模戰爭，迄今已有將近千萬烏克蘭人民被迫遠

離家園，不但直接衝擊歐洲地區安全、人民的日常生活，也影響

全球政治經濟，並對世界永續和平發展產生極大的影響。台灣做

為國際社會民主陣營的成員，不僅多次呼籲俄國止戰，更以行動

募集及捐贈烏克蘭達4,500萬美元的援款和約600噸的醫療人道物

資，相信烏克蘭人民均能充分感受台灣人民的愛與關懷。我國也

堅信，公理及正義均將彰顯，民主自由亦將勝出；我方誠盼烏克

蘭人民早日脫離戰爭苦難，回復平靜生活，重建家園。（E） 

第193號                                                                                 2022/08/06 

外交部對中國軍事威脅再度予以最嚴厲譴責，並且感謝國際社會

持續為台灣發出正義之聲 

針對中國無視多國政府的譴責和關切，以及要求立即停止軍

演的呼籲，連日在我國周遭海域進行海空演訓，發射多枚飛彈，

並派遣多批次機艦入侵我國防空識別區和跨越海峽中線，刻意持

續升高軍事威脅，片面破壞台海現狀並危及區域安全，外交部再

度予以最嚴厲的譴責，並嚴正要求中國政府理性自制，立刻停止

持續升高緊張情勢以及無端恫嚇台灣人民的各種挑釁行徑。 

除了我國政府已致謝的「七大工業國集團」（G7）外長、「東

南亞國協」（ASEAN）外長會議分別發表的共同聲明，強力公開

支持民主台灣外，美國、日本、澳大利亞於本（8）月5日發表外

長聯合聲明，敦促中國立即停止軍演；歐盟執委會副主席兼外交

暨安全政策高級代表波瑞爾（Josep Borrell）也再次強調不接受以

武力片面改變現狀。 

我國同時由衷感謝許多理念相近友好國家的立法部門為我國

發出正義之聲，迄目前國際社會已有超過三百位國會議員陸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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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文或投書等多元方式表達對台灣的支持以及抨擊中國對台灣的

軍事威嚇，例如美國聯邦參議院外委會主席孟南德兹（Robert 

Menendez, D-NJ）和共和黨首席議員芮胥（Jim Risch, R-ID）發

表聯合聲明，批評北京軍演破壞兩岸和平穩定；日本自民黨外交

部會台灣政策小組召集人佐藤正久參議員在推特強烈譴責中國以

武力施壓台灣；法國國民議會外交委員會主席布朗吉（Jean-

Louis Bourlanges）聲明表示台灣公民有權利在自己領土上自由生

活；另外捷克參眾議長、立陶宛國會議長、歐洲議會、斯洛伐

克、丹麥及瑞典國會副議長、英國下議院、澳大利亞參議院及德

國外委會主席等多位重量級國會議員也相繼公開強力支持台灣的

民主價值。 

中國對台灣的每一次恫嚇脅迫，都讓我們再一次見證全球民

主陣營團結對抗威權、守護民主的決心。台灣會善盡國際責任，

沈著應對中國無端而起的軍事威脅，堅定捍衛主權與國家安全，

堅守民主自由防線。外交部持續呼籲國際社會共同譴責中國非理

性的軍事挑釁，片面破壞台海現狀，對區域安全構成嚴峻挑戰，

同時籲請世界各國持續聲援民主台灣及關切台海和平，共同遏止

威權主義的擴張與侵略，維護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並捍衛

印太區域的自由開放。（E） 

No. 193                                                                            August 6, 2022 

MOFA once again condemns China’s military threats in the 

strongest terms, thanks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for continuing to 

express just words of support for Taiwan 

China has disregarded statements by numerous foreign governments 

that expressed condemnation and concern and called for an immediate 

halt of its military drills, continuing naval and air exercises in the 

waters surrounding Taiwan for several days. It has launched multiple 

missiles and dispatched numerous aircraft and vessels to enter 

Taiwan’s air defense identification zone and cross the Taiwan Strait 

median line. China is intentionally escalating its military threats, 

thereby unilaterally undermining both the status quo across the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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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it and regional security.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MOFA) 

once again condemns China in the strongest terms and solemnly 

demands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ct with reason, exercise 

restraint, and immediately halt its provocative actions that continue to 

escalate tensions and unreasonably threaten the people of Taiwan.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sincerely thanks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for continuing to express support for 

Taiwan. Both the G7 Foreign Ministers and the ASEAN Foreign 

Ministers’ Meeting released joint statements extending strong public 

support to democratic Taiwan. A joint statement issued August 5 by 

the foreign ministers of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Australia urged 

China to put an immediate halt to its military exercises. European 

Union High Representative for Foreign Affairs and Security Policy 

Josep Borrell once again stressed that the status quo should not be 

changed unilaterally by force. 

The government of Taiwan also conveys gratitude to the legislative 

branches of like-minded and friendly countries for their just 

expressions of support. To date, over 300 parliamentarians have 

backed Taiwan and denounced China’s military coercion through 

Twitter, letters to the editor, and other channels. Robert Menendez, 

Chairman of the US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and Jim 

Risch, a ranking member of the committee, issued a joint statement 

that criticized Beijing’s live-fire exercises for upending cross-strait 

peace and stability. Japan House of Councillors Member Masahisa 

Sato, who heads the Liberal Democratic Party’s working group on 

Taiwan policy, used Twitter to strongly condemn China’s military 

pressure on Taiwan. Chair of the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 of the 

French National Assembly Jean-Louis Bourlanges stated that the 

people of Taiwan have the right to live freely in their own territory. 

Many other notable parliamentarians—including the President of the 

Senate and Speaker of the Chamber of Deputies of the Czech 

Republic; the Speaker of the Seimas of Lithuania; the vice presidents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the National Council of Slovakia,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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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ish Parliament, and the Swedish Riksdag; and the chairpersons of 

the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s of the UK House of Commons, the 

Senate of Australia, and the German Bundestag—have also made 

strong public expressions of support for Taiwan’s democratic values. 

With each instance of China’s military coercion against Taiwan, we 

see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global alliance of democracies to stand up 

against authoritarianism and uphold democracy. Taiwan will fulfil its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ies, calmly respond to China’s unreasonable 

military threats, firmly defend Taiwan’s sovereignty and national 

security, and protect the front line of democracy and freedom. MOFA 

calls o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jointly condemn China’s 

irrational military provocations, which unilaterally undermine the 

cross-strait status quo and pose a grave challenge to regional security. 

Furthermore, MOFA urges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to continue to 

express support for democratic Taiwan, voice their concerns regarding 

cross-strait peace, jointly deter the expansion and aggression of 

authoritarianism, maintain the 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defend a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region. (E) 

第195號                                                                                 2022/08/07 

我國祝賀友邦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順利完成國會大選 

我國在加勒比海地區友邦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於當地時間

本（2022）年8月5日順利舉行國會大選，選舉結果由「勞工黨」

（SKNLP） 在全國11個國會選區中贏得6席過半數成為執政黨。

勞工黨黨魁德魯（Dr. Terrance Drew）於8月6日傍晚在克國總督

府宣誓就任克國第4任總理，並將籌組新內閣。我國駐克國大使

林昭宏已於第一時間代表蔡英文總統及我國政府與人民向德魯總

理表達誠摯賀忱，並轉致蔡總統親署賀函。 

本次國會大選選舉過程民主、平和、順利，選舉結果「勞工

黨」（SKNLP） 獲得6席，「關切公民黨」（CCM）獲得3席，「人

民行動黨」（PAM）及原執政黨「人民勞工黨」（PLP）分別獲得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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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 

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是我國重要的友邦，於1983年9月脫

離英國獨立建國，同年10月間即與我國建交，使我國成為克國對

外建交的第一個國家，兩國邦誼歷久彌新。台灣與克國都是島嶼

國家，具有共同利益及共享價值，歷年來雙方齊力推動包括醫

療、教育、人才培育、觀光、婦女賦權、經濟復甦、氣候韌性及

永續發展等合作計畫，成果豐碩，禆益克國國計民生。克國也長

期在國際場域支持台灣參與國際組織。未來我國將在雙方既有合

作基礎上，持續與克國新政府深化合作關係，持續加強兩國篤實

邦誼。（E） 

第196號                                                                                 2022/08/07 

外交部對中國軍事威脅持續予以最嚴厲譴責，並且感謝國際社會

持續發出正義之聲，以及聖文森及格瑞那丁總理龔薩福訪台展現

強力支持 

針對中國無視國際社會連日的譴責和關切，以及要求立即停

止軍演的呼籲，持續在我國周遭海域進行極具侵略性與挑釁的實

彈海空演訓，以無人機飛越外島，甚至進一步宣布將在中國外海

進行長期軍演，刻意持續升高區域緊張情勢，外交部再次予以最

嚴厲的譴責，並嚴正要求中國政府立即停止升高緊張情勢，以及

危害區域甚至全球共同福祉的無理脫序行為。 

國際社會值此嚴峻時刻連日為我國發出正義之聲，並以訪台

展現最強力支持，外交部誠摯感謝。例如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與聯

合國秘書長António Guterres舉行會談時對中國行徑強烈譴責，並

盼與聯合國秘書長合作處理；澳大利亞總理Anthony Albanese接

受專訪時期盼區域和平安全，不願台海現狀被改變；美國務卿布

林肯（Antony Blinken）在與菲律賓外長線上聯合記者會重申維

持台海和平穩定至為重要；加拿大國防部長Anita Anand也表示中

國在台灣周邊海域的演習是不必要的升級行動，並破壞區域穩

定。此外，台灣的老朋友聖文森及格瑞那丁總理龔薩福（Ralph 

Gonsalves）於本（7）日率團訪台，公開表達反對任何用武力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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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彰顯武力的方式去進行的所有威脅，呼籲中國停止軍演，以實

際行動展現對台灣的大力支持和堅定友誼；立陶宛交通及通訊部

政務次長愛格涅（Agnė Vaiciukevičiūtė）也不畏中國壓力，率團

訪台深化兩國實質交流，持續強化民主團結與韌性。 

在台灣近日持續遭受中國軍事恫嚇之際，友邦及許多理念相

近及友好國家的各界友人持續挺身而出，以各種方式聲援我國，

對台灣意義重大。面對中國無端而起的軍事恫嚇，台灣絕對不會

畏懼退縮，會持續沈著應對，堅定捍衛主權與國家安全，同時強

化我們的民主與經濟韌性以及自我防衛能力，秉持良善的初心，

更積極地進一步連結世界，與全球民主夥伴共同團結對抗威權、

守護普世價值。外交部也持續呼籲國際社會譴責中國無理的軍事

挑釁，片面破壞台海現狀，挑戰區域安全秩序，同時籲請世界各

國和民主台灣並肩遏止威權主義的擴張與侵略，維護以規則為基

礎的國際秩序，並捍衛印太區域的自由開放。（E） 

第197號                                                                                 2022/08/08 

外交部誠摯感謝美澳日三國外長發布聯合聲明共同致力維護台海

和平與穩定，同時譴責中國實施大規模軍演及發射導彈等影響國

際和平與穩定的行動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澳洲外長黃英賢

（Penny Wong）及日本外務大臣林芳正於本（2022）年8月5日出

席在柬埔寨金邊出席「東協外長會議」期間召開「美澳日三邊戰

略對話」（U.S.-Australia-Japan Trilateral Strategic Dialogue），會後

發布聯合聲明，重申三國將深化基於共同利益與價值觀的夥伴關

係，致力維護台海和平與穩定；三國外長同時嚴正關切中國近日

進行大規模軍事演習等嚴重影響國際和平與穩定的行動，並對中

國發射導彈同聲譴責。美、日、澳三國外長指出，中方挑釁作為

已加劇區域緊張局勢、破壞台海現狀，因此敦促中國立即停止軍

事演習。 

對於美澳日三國外長值此嚴峻時刻為發出正義之聲，聲援民

主台灣、維護台海安全與區域和平，外交部表示誠摯感謝。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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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台灣無端進行軍事及經濟恫嚇脅迫，只會進一步強化全球民主

陣營團結與韌性，以及共同對抗威權擴張與守護民主價值的決

心。面對挑戰，台灣會沈著應對、堅定捍衛主權與國家安全，堅

守民主自由防線，絕不退讓。 

外交部呼籲國際社會持續共同譴責中國片面破壞台海現狀的

非理性軍事挑釁行為，侵害國際自由航行與全球貿易正常進行。

我方同時籲請世界各國持續聲援台灣並關切台海安全，共同遏止

威權主義的擴張與侵略，維護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並捍衛

印太區域的自由開放與和平穩定。（E） 

第198號                                                                                 2022/08/08 

中華民國（台灣）與聖文森及格瑞那丁簽署「刑事司法互助條

約」及「移交受刑人條約」，彰顯台聖邦誼永固及雙方司法合作

成果 

我國友邦聖文森及格瑞那丁總理兼司法部長龔薩福（Ralph 

E. Gonsalves）與法務部長蔡清祥於本（111）年8月8日，在蔡英

文總統見證下，正式簽署「中華民國（台灣）政府與聖文森及格

瑞那丁政府刑事司法互條約」及「中華民國（台灣）政府與聖文

森及格瑞那丁政府移交受刑人條約」，副總統賴清德、總統府秘

書長李大維、外交部長吳釗燮、駐聖文森國大使藍夏禮、聖國社

會部長布魯斯特（Orando Brewster）、聖國駐台大使柏安卓

（Andrea Clare Bowman）等貴賓均在場觀禮，彰顯台聖邦誼永固

及雙方司法合作的成果。 

台、聖兩國前於106年簽署「警政合作協定」及108年簽署

「共同打擊跨國犯罪協定」。為增進司法互助合作，雙方自109年

起繼續推動簽署「刑事司法互助條約」及「移交受刑人條約」，

經我國外交部、法務部、駐聖文森國大使館共同努力，順利與聖

國政府達成共識並完成簽署。 

本次簽署的「刑事司法互助條約」明定台、聖雙方合作範圍

包括在刑事調查、起訴、法院審理、視訊訊問、提供文書證據、

執行搜索及扣押、犯罪防制等程序中相互提供協助；而「移交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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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人條約」生效後，經受刑人提出申請並符合一定條件的前提，

兩國得安排受刑人返回其本國服刑，有效提高犯罪矯治效果，彰

顯人道精神，也展現台聖邦誼友好及司法合作等各領域交流的豐

碩成果。 

外交部未來將繼續與法務部共同推動與其他國家進行刑事司

法合作，強化我國與各國司法及執法機關的密切合作。（E） 

第199號                                                                                 2022/08/08 

外交部嚴厲譴責中國決定延長軍事演習，中方挑釁與侵略已破壞

台海現狀並升高區域緊張局勢 

中國一再無視國際社會連日的譴責與關切，以及要求中方立

即停止軍演的呼籲，仍然蓄意製造危機、不斷挑釁，決定延長在

我國周遭海域及中國外海進行實彈海空演訓時間，造成區域緊張

情勢的升高，對此外交部予以最嚴厲的譴責。我方嚴正要求中國

政府立即停止軍事恫嚇及一切危害區域和平穩定的無理野蠻行

為，懸崖勒馬，否則後果自負。 

外交部也由衷感謝國際社會在台灣遭受中國軍事脅迫時刻，

展現前所未有的堅定支持；計有全球40國的行政部門、50國及歐

洲議會逾300位國會議員連日為台灣仗義執言。日本外務大臣林

芳正於本（8）日與聯合國秘書長會談，強烈譴責中國在台灣周

邊進行軍演，且發射彈道飛彈進入日本鄰近海域；日方指出，中

國軍事行動已嚴重影響國際社會和平與安定。紐西蘭外交部長

Nanaia Mahuta於昨（7）日發布新聞稿嚴正關切台海緊張局勢升

高，呼籲克制及和平解決兩岸問題。美國副國務卿雪蔓（Wendy 

Sherman）在索羅門群島舉行記者會中，譴責中國升高軍演行

動，同時與紐西蘭國防部長Peeni Henare共同聲明維繫台海和平

穩定的重要性。阿根廷國會參議院副議長Carolina Losada議員譴

責中國在台灣周邊海域實彈軍演，嚴重危害區域安全及國際和

平。此外，美國聯邦參院預算委員會共和黨首席議員葛瑞姆

（Lindsey Graham, R-SC）、眾院外委會主席米克斯（Gregory 

Meeks, D-NY）及來自美國、日本、瑞士、菲律賓、智利及索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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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蘭等國的多位國會議員也相繼齊聲發聲力挺台灣。 

面對中國藉故製造的軍事恫嚇，台灣絕對不會畏懼退縮，會

更堅定捍衛主權、國家安全與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我方同時呼

籲全球民主夥伴與民主台灣團結一起，共同對抗威權體制的擴張

與侵略，避免現狀一再被中方蓄意破壞，維護以規則為基礎的國

際秩序，並捍衛印太區域的自由開放。（E） 

第201號                                                                                 2022/08/09 

外交部誠摯感謝立陶宛外長藍柏吉斯發表專文，呼籲不可讓台灣

成為第二個烏克蘭 

立陶宛外交部長藍柏吉斯（Gabrielius Landsbergis）於8月8日

在英國「每日電訊報（The Telegraph）」發表專文指出，美國衆議

院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訪問台灣，不能成為中國軍事演習

的藉口，台灣及2,350萬人民對自由民主的堅持不該被犧牲，應有

更多民主自由的鬥士跟隨裴洛西女士的榜樣。藍柏吉斯外長也提

到，2021年台灣在立陶宛設立代表處導致中國對立國發動貿易

戰，這也是中國對歐盟和西方國家的挑戰，不應該被姑息；國際

秩序不應允許像烏克蘭、台灣、立陶宛等較小型民主政體被犧

牲，自由世界尤其不能讓台灣成為第二個烏克蘭。在台灣近日持

續遭受中國軍事恫嚇之際，藍柏吉斯外長發文力挺台灣，義正辭

嚴、鏗鏘有力，我國政府深表認同並表達誠摯感謝。  

外交部已多次發表聲明，嚴正譴責中國在我國周遭海域進行

具侵略性的實彈海空演訓等恫嚇措施，甚至進一步宣布將在中國

外海進行長期軍演，企圖改變台海現狀，曝露更大擴張野心，除

嚴重侵害我國主權及安全外，更危害區域穩定及全球秩序。我國

感謝國際社會大力聲援力挺台灣，共同捍衛民主自由體制；面對

強大挑戰，台灣會持續沈著應對，堅定捍衛主權與國家安全，同

時強化民主與經濟韌性以及自我防衛能力，堅守民主自由防線。  

台立關係友好患難見真情，民主陣營夥伴在此關鍵時刻更應

團結一致，共同對抗威權擴張與守護民主價值，防止威權勢力無

端挑釁、肆意橫行。外交部持續呼籲國際社會譴責中國無理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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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略，共同聲援民主台灣，聯合對抗威權主義的擴張，維護以規

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並捍衛印太區域的自由開放與和平穩定。

（E）  

第202號                                                                                 2022/08/09 

外交部誠摯感謝歐洲地區福爾摩沙俱樂部28國共79位國會議員連

署共同聲明，宣示未來持續透過訪台等方式力挺自由民主台灣  

歐洲地區「福爾摩沙俱樂部」（Formosa Club）於本（2022）

年8月8日發布聯合聲明，由俱樂部共同主席領銜、包含歐洲議會

在內總計28國共79位國會議員連署，強調該俱樂部成員作為歐洲

各國民選議員，響應七大工業國組織（G7）及歐盟的立場，針對

中國近數日來以實彈軍演及經濟脅迫等方式不斷升高台海緊張局

勢，表達嚴重關切。連署議員指出，訪問包括台灣在內的各個國

家，藉以增進相互瞭解，並支持自由、民主、人權和法治的普世

價值，本來就是國會議員的職責與權利，任何國家不應該以這些

訪問為藉口，採取劍拔弩張的挑釁行為，進一步侵犯台灣的領海

及領空。連署議員重申兩岸分歧應透過和平方式解決，並要求中

國不應單方面改變現狀，進而違背台灣人民的意願。連署議員同

時強調，未來將持續透過定期訪問、對話或合作，堅定支持台

灣。對於歐洲跨國議會平台在短時間為台灣仗義執言、進行連

署，以實際行動力挺我國，外交部表達高度歡迎與由衷感謝。 

針對近日中國在台灣周邊海域進行非理性的軍事挑釁行動，

外交部已多次發表聲明表達嚴正譴責，並呼籲國際社會持續聲援

民主台灣，共同遏止中國威權擴張野心。面對中國不負責任的蠻

橫行徑，民主陣營面臨嚴重挑戰，全球理念相近夥伴應共同攜手

團結應對，以免因沉默姑息而向中國傳達錯誤訊號，鼓勵北京當

局採取軍事冒進行動，危害台海安全及世界和平。 

台灣與歐盟等民主夥伴共享自由、人權的普世價值，我方歡

迎更多歐洲等各國人士來台進行交流訪問，對台灣表達支持；任

何國家無權、更不應干涉其他主權國家與台灣進行交流與互訪。

外交部也再次呼籲理念相近的國際夥伴與台灣攜手合作，並肩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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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得來不易的自由民主，台灣樂願善盡一己之責連結世界，共同

捍衛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促進台海及印太地區的和平穩

定，貢獻全球繁榮福祉。（E） 

第204號                                                                                 2022/08/12 

外交部長吳釗燮頒贈「睦誼外交獎章」予加拿大駐台北貿易辦事

處代表芮喬丹  

外交部長吳釗燮於本（111）年8月12日上午在外交部大禮堂

頒贈「睦誼外交獎章」予即將離任的加拿大駐台北貿易辦事處代

表芮喬丹（Jordan Reeves），以表彰芮代表駐台期間致力增進台加

雙邊關係的努力與貢獻。  

吳部長致詞感謝芮喬丹代表積極促進台加在貿易、投資、文

化及原住民等議題的深入合作與交流，台加關係在芮代表任內達

致新高，本年也促成雙方正式展開洽簽「投資促進暨保障協議」

（FIPA）的探索性討論。近年來加拿大堅定支持台灣有意義參與

國際組織，吳部長亦藉此機會特別感謝加拿大總理杜魯道（Justin 

Trudeau ）公開支持台灣參與國際組織。 

芮喬丹代表致詞時表示，台灣人民是其20多年外交生涯所見

最友善、真誠及勇敢的人民；在台期間也深刻體會，不能將民主

視為理所當然。芮喬丹代表對台灣人民奮力不懈的守護自由與民

主深感敬佩，並指出「睦誼外交獎章」象徵雙邊友好關係，而台

灣與加拿大確是建立在共同價值理念的真誠朋友。 

芮喬丹代表於民國107年8月抵任，任內4年推動「台加創新

交流年」、共同合辦「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GCTF）相關活

動、設立「加拿大新創科技加速器」（CTA）、共同宣布台加「雙

語教育合作聯合聲明」等多項雙邊合作交流，對深化台加合作夥

伴關係貢獻卓越。（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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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5號                                                                                 2022/08/13 

外交部譴責中國政府針對立陶宛交通及通訊部政務次長愛格涅率

團訪台的無理制裁 

立 陶 宛 交 通 及 通 訊 部 政 務 次 長 愛 格 涅 （ Agnė 

Vaiciukevičiūtė）本（8）月7至11日率團訪問台灣，中國政府於本

月12日宣布對愛格涅政務次長實施制裁，另暫停與立陶宛的國際

道路運輸合作。中國政府如此毫無理由根據，罔顧主權國家彼此

正當交流訪問的不理性報復，令人匪夷所思，更是暴露其無視國

際民主秩序規則的霸凌行徑，外交部給予嚴厲譴責，同時重申台

灣對於立陶宛政府及人民堅定不移的友誼及鼎力支持。 

愛格涅政務次長率電動巴士企業代表訪台，強化航港海運、

空運、5G應用、運輸智慧及電動車領域合作，並商議開闢定期航

線，嘉惠兩國人民，中國政府官網竟誣指愛格涅次長「竄訪」台

灣是「惡劣挑釁行徑」，損害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根本是一派

胡言。立國交通部長史固笛（Marius Skuodis）已於同日發文，嚴

正指出中國政府制裁是非法行動，並強調將持續與台灣發展關

係。 

台灣與立陶宛關係友好，為理念契合且關係日趨緊密的堅實

合作夥伴。台灣誓言持續傾力協助立國抗衡中國政府的無理蠻橫

打壓，並在各項關鍵領域不斷強化台立雙邊的民主韌性，共同對

抗威權勢力的無端挑釁與肆意橫行，齊心守護民主自由的共享價

值。外交部同時呼籲國際民主夥伴團結一致，切莫姑息沈默，而

應同聲譴責撻伐中國政府的暴行逆施，堅毅對抗威權主義的野心

擴張，維護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確保世界的和平穩定與繁

榮。（E） 

第207號                                                                                 2022/08/16 

外交部長吳釗燮與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新任總理德魯視訊通話 

外交部長吳釗燮於本（111）年8月15日與友邦聖克里斯多福

及尼維斯新任總理德魯（Terrance Drew）視訊通話，代表總統蔡

英文、我國人民與政府再次祝賀德魯總理領導勞工黨贏得本年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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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5日國會大選，並就未來台克兩國合作願景等議題交換意見。 

吳部長表示，台灣與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邦誼堅實友好，

我國願在既有友好合作基礎上，與德魯總理所領導的政府持續共

同推動各項福國利民的計畫。吳部長感謝克國政府及人民長年在

國際場域中堅定支持台灣參與國際組織，並請德魯總理持續協助

台灣發聲，同時也代表我國人民及政府誠摯邀請德魯總理擇期率

團訪問台灣，以進一步強化兩國合作關係。 

德魯總理表示，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人民及政府由衷感謝

我國政府長期大力支持克國各項國家建設及協助對抗武漢肺炎

（COVID-19）疫情；強調任內將致力維繫台克兩國邦誼，並推

動雙方在疫後經濟復甦、婦女賦權、教育、公衛等領域的合作，

嘉惠兩國人民的福祉。 

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是加勒比海地區重要友邦，於1983年

9月獨立，隨即於同年10月與我國建交，台灣成為克國第一個建

立正式外交關係的國家，兩國邦誼堅實友好。（E） 

第208號                                                                                 2022/08/16 

外交部長吳釗燮贈勳瓜地馬拉共和國駐台大使葛梅斯，肯定深化

兩國邦誼的貢獻 

外交部長吳釗燮本（111）年8月16日代表我國政府頒贈「大

綬景星勳章」予即將離任的瓜地馬拉駐台大使葛梅斯（Willy 

Alberto Gómez Tirado），表彰葛梅斯大使駐台期間對深化台瓜兩

國邦誼的努力與卓越貢獻，各國駐台使節及葛梅斯大使在台灣的

各界友人也在場觀禮。 

吳 部 長 致 詞 感 謝 瓜 國 總 統 賈 麥 岱 總 統 （ Alejandro 

Giammattei）及瓜國外交部於中國對台軍事威脅時，第一時間公

開力挺台灣，同時肯定葛梅斯大使自108年9月駐節台灣以來，提

升台瓜兩國關係不遺餘力，積極推動兩國經貿投資、藝術文化、

觀光及體育交流，對增進兩國邦誼及人民友好互動關係貢獻卓

著，也祝福葛梅斯大使新職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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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梅斯大使對我國政府頒授「大綬景星勳章」的殊榮表達誠

摯謝忱，分享駐節3年多來見證台瓜兩國共享自由、民主、主權

的珍貴價值，尤其面對武漢肺炎（COVID-19）疫情等困難時

刻，台灣總與瓜國同在，主動伸出援手，足證患難見真情。葛梅

斯大使欣見台瓜雙邊各項合作關係蓬勃發展，並深信兩國篤睦堅

實的情誼將世代綿延。 

瓜地馬拉是我國在中美洲的重要友邦，長期堅定支持我國的

國際參與，兩國在各項領域的合作密切，成果深獲瓜國政府及人

民肯定。（E） 

第209號                                                                                 2022/08/19 

外交部長吳釗燮與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新任外長道格拉斯視訊

通話 

外交部長吳釗燮於本（2022）年8月18日與友邦聖克里斯多

福及尼維斯新任外長道格拉斯（Denzil Douglas）視訊通話，祝賀

道格拉斯外長榮膺重要職務，並就未來台克兩國合作願景、台灣

國際參與及台海情勢廣泛交換意見。 

吳部長表示，道格拉斯外長前任克國總理長達20年來，奠定

台灣與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雙邊友好合作基礎，也見證兩國長

達39年深厚彌堅的邦誼，未來將與道格拉斯外長攜手合作，共同

致力深化台克雙邊關係，創造人民更多的福祉。吳部長同時感謝

克國政府長期在國際場域堅定支持台灣參與國際組織，並請道格

拉斯外長持續協助台灣發聲。 

道格拉斯外長強調台灣政府多年來提供克國在經濟、教育、

公衛、災害防治及婦女賦權等領域的合作，成果斐然，廣獲克國

人民肯定與感謝，克國新政府期盼能繼續深化台克雙邊合作與邦

誼，以嘉惠兩國人民福祉。 

道格拉斯外長也針對近日中國在台灣鄰近海空域進行軍演表

達對我支持，並將結合理念相近國家進一步共同聲援台灣，並呼

籲透過和平途徑解決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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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格拉斯外長另表示，明（2023）年為台克兩國建交40週

年，誠摯歡迎我國首長屆時訪問克國共同慶祝。吳部長也誠摯邀

請道格拉斯外長擇期率團訪問台灣，進一步強化兩國合作關係。

（E） 

第211號                                                                                 2022/08/19 

外交部長吳釗燮贈勳帛琉共和國駐台大使歐克麗，表彰其深化兩

國關係的貢獻  

外交部長吳釗燮本（2022）年8月19日代表我國政府，頒贈

帛琉共和國駐台大使歐克麗（H.E. Ambassador Dilmei Louisa 

Olkeriil）「大綬景星勳章」，以表彰歐大使自2014年到任以來，對

於促進台灣與帛琉關係的努力與成就；各國駐台使節及歐克麗大

使各界友人踴躍出席觀禮，氣氛溫馨隆重。  

吳部長致詞時肯定歐克麗大使在台8年期間提升台帛關係不

遺餘力，積極推動各項農業、教育、文化、醫療及觀光等議題的

交流與合作，共同推行台帛旅遊安全旅行圈，並促成我國及帛琉

高層政要互訪，對深化兩國邦誼貢獻卓越。吳部長也特別恭喜帛

琉成功舉辦第7屆「我們的海洋大會」（Our Ocean Conference, 

OOC），並感謝帛琉政府堅定支持台灣參與國際組織，也期盼歐

大使離任返國後，持續協助推動兩國交流並促進兩國人民情誼。  

歐克麗大使即將離任依依不捨，特別感謝台灣各界的熱心協

助與友誼，也十分珍惜與各駐台大使間的工作情誼。歐克麗大使

並表示，帛琉與台灣共享民主、自由及人權價值，帛琉很榮幸台

灣是友善堅強的盟友，誠摯感謝台灣協助促進帛琉民生、防疫及

觀光等各項發展，為其八年任內台帛關係進展的最佳證明。 

我國與帛琉共和國於1999年建立外交關係，帛琉是我國在太

平洋地區的友好堅實友邦。近年來雙方在高層互訪、氣候變遷、

旅遊觀光及教育文化交流等各項領域合作成效卓越；台帛兩國將

在既有的合作基礎上，持續深化互利互惠的永續夥伴關係。（E） 

- 275 -



第213號                                                                                 2022/08/23 

外交部長吳釗燮出席「新加坡57周年國慶慶祝晚會」 

外交部長吳釗燮於本（2022）年8月22日晚間應邀出席「新

加坡駐台北商務辦事處」（Singapore Trade Office in Taipei）舉行

的「新加坡57周年國慶慶祝晚會」。吳部長致詞時指出，新加坡

自1965年獨立建國以來，在國際間以經濟繁榮、社會有序及族群

融洽著稱，不僅是活躍的區域金融貿易中心，在全球競爭力及區

域事務也表現亮眼，相信在台星兩國的共同努力下，能建構具韌

性的印太供應鏈。 

「新加坡駐台北商務辦事處」代表葉偉傑（Yip Wei Kiat）致

詞時表示，自2020年爆發 COVID-19疫情以來，各國均遭逢重大

挑戰，新加坡幸賴人民的配合及努力，順利度過難關，並已在今

年4月重新開啟國門；歡迎各國旅客赴星旅行，「萬眾一心」代表

著新加坡最寶貴的價值，並感謝本日到場來賓對新加坡及台星關

係的支持。 

新加坡是我國「新南向政策」的重要夥伴，台星兩國在經

濟、貿易、文化及教育等各領域緊密合作，雙邊關係堅實友好，

情誼歷久彌新。外交部將持續強化與新加坡雙邊各項合作，開創

後疫情時期更深厚踏實的台星夥伴關係。（E） 

第215號                                                                                 2022/08/24 

外交部長吳釗燮分別接受印度主流媒體專訪，強調民主國家團結

合作，共同維護台海安全及印太區域和平穩定的重要性 

外交部長吳釗燮本（ 8）月 24日分別接受 ZEE MEDIA 

CORPORATION、ABP NETWORK、 TV9、印度BBC、印度

CNN、NEWS NATION、THE WEEK及THE TIME GROUPS等8家

印度主流媒體專訪，闡述中國對台軍演已破壞台海現狀，對印太

區域和平穩定構成嚴峻挑戰；吳部長呼籲印度等民主陣營國家應

加強與台灣合作，共同對抗威權主義的擴張。 

吳部長感謝印度外交部日前公開表達對中國軍演嚴重破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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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現狀的關切。吳部長強調，中國此次軍演，舉凡劃設演習區、

導彈落點、動員大批軍機船艦與無人機對台灣與離島進行襲擾，

以及搭配網路、假訊息攻擊等行動，均凸顯中國謀劃已久，以美

國聯邦眾議院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訪問台灣作為藉口，操

演中方長期準備侵台行動的劇本。吳部長指出，中國野心並不限

於台灣，中國透過「一帶一路」計畫將觸角延伸至斯里蘭卡、緬

甸、柬埔寨、孟加拉、巴基斯坦及吉布地等國，並透過債務陷阱

等方式謀取海外基地，以圖擴張政治、軍事與經濟影響力。印度

與台灣同為面對中國軍事威脅的民主國家，應該團結合作，共同

阻止威權主義對外擴張與侵略。 

吳部長強調，台灣人民捍衛國家主權及自由民主生活方式的

決心堅定不移，我國將持續提升國防實力，並加強與美國等理念

相近國家的安全交流與合作，共促台海及印太區域的和平、穩定

及繁榮。 

吳部長表示，印度是全球最大的民主國家，台灣與印度共享

民主自由等普世價值，雙方在經貿、投資、高科技、半導體、文

化及宗教等領域合作日趨密切。印度來台留學人數約2,500名，其

中高達近千名學生在台攻讀博士學位，人數位居各國之冠，更為

兩國關係發展的重要橋樑。吳部長也感謝印度媒體近年對台印度

關係進行的各項正面友好報導，有效增進雙方人民的相互瞭解與

好感；未來台灣將持續深化與印度合作，打造更友好的夥伴關

係。 

此8家媒體均為印度重要媒體，每日閱聽眾高達數億人次，

播放範圍除印度外，更廣及南亞、中東、非洲、歐洲等海外地

區，極具國際傳播影響力。（E） 

第217號                                                                                 2022/08/25 

外交部誠摯感謝友邦針對維護台海及區域和平穩定發表聯合聲明 

我國友邦貝里斯、史瓦帝尼、瓜地馬拉、海地、馬紹爾群

島、諾魯、帛琉、巴拉圭、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聖露西亞、

聖文森及吐瓦魯駐聯合國常任代表於本（2022）年8月23日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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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聲明，就中國蓄意升高對台灣的軍事威脅行動破壞兩岸現

狀、危害台海及區域和平穩定表達嚴重關切，並讚許台灣冷靜應

對中國威脅；外交部對友邦為台灣仗義發聲及堅定支持情誼表達

誠摯感謝。  

我國友邦在聯合聲明中重申對和平穩定的重視，並共同承諾

繼續維護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強調《聯合國憲章》揭櫫維

護國際和平與穩定的宗旨與原則，任何國際爭端應以和平方式解

決。友邦嚴正呼籲聯合國及國際社會敦促中國立即停止對台軍演

行動及改變現狀的企圖，而現狀就是兩岸互不隸屬，中國尤其應

遵守台灣海峽中線。  

我國政府再次譴責中國以武力恫嚇，企圖片面改變台海現狀

及破壞區域和平穩定的侵略行為，中國的軍事威嚇不僅破壞既有

國際秩序，也嚴重影響國際貿易及交通往來。此外，近年中國持

續透過錯誤解釋1971年聯合國大會第2758號決議，長期施壓聯合

國接受中方謬論，持續打壓台灣的國際參與。外交部呼籲國際社

會認清中國破壞現狀的不負責任行徑，共同譴責並敦促中國應遵

守《聯合國憲章》禁止使用武力原則，中國應立即停止對台灣及

國際社會任何形式的脅迫作為。  

我國友邦一向堅定支持台灣，在各種國際場域以各種多元的

方式為我國發聲，充分體現友邦與台灣共同堅持民主自由普世價

值，並反對中國以軍事挑釁行動破壞區域和平及安全的堅定意

志，以共同捍衛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E） 

No. 217                                                                          August 25, 2022 

MOFA sincerely appreciates joint statement issued by Taiwan’s 

diplomatic allies on cross-strait and regional peace and stability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s to the United Nations from 

diplomatic allies of Taiwan—Belize, Eswatini, Guatemala, Haiti, the 

Marshall Islands, Nauru, Palau, Paraguay, Saint Christopher and Nevis, 

Saint Lucia, Saint Vincent and the Grenadines, and Tuvalu—issued a 

joint statement on August 23 expressing grave concern over Chin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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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iberate escalation of military threats, which are disrupting the 

cross-strait status quo and undermining the peace and stability of the 

Taiwan Strait and the region beyond. The statement also commended 

Taiwan for remaining calm in response to China’s intimidation.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MOFA)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expresses deep gratitude to the allies for speaking up for Taiwan and 

sincerely thanks them for their robust support and friendship. 

In the joint statement, Taiwan’s diplomatic allies reaffirmed their 

shared commitment to peace, stability, and the 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 They also emphasized that the UN Charter clearly 

states that the United Nations’ purposes and principles are to maintain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tability and that international disputes should 

be resolved by peaceful means. The allies solemnly called on the 

United Nations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urge China to 

immediately cease its military exercises surrounding Taiwan as well as 

its attempts to alter the status quo, under which neither side of the 

Taiwan Strait is subordinate to the other. Furthermore, they urged 

China to respect the median line of the Taiwan Strait. 

The government of Taiwan again condemns China for its military 

intimidation and its attempt to unilaterally change the cross-strait 

status quo through its aggressive behavior, which is eroding regional 

peace and stability. China’s military threats not only jeopardize the 

existing international order but also seriously impact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transportation. In recent years, China has continued to push 

its erroneous interpretation of UN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2758. 

It persistently pressures the United Nations to accept its false narrative 

and relentlessly suppresses Taiwan’s international participation. 

MOFA calls o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recognize that China’s 

irresponsible actions are undermining the status quo, jointly condemn 

China and urge it to honor the UN Charter’s principle of not using 

force, and demand that it immediately cease all forms of coercion 

against Taiwan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aiwan’s diplomatic allies are a bedrock of support. They speak up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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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at various international settings or through other means, fully 

demonstrating the universal values of democracy and freedom that 

Taiwan and its allies jointly uphold. They firmly oppose China’s 

military provocation, which is disrupting regional peace and stability, 

and they jointly defend the 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 (E) 

第221號                                                                                 2022/08/29 

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於聖露西亞舉辦「強化後疫情時代婦女賦

權」國際工作坊 

台灣、美國及聖露西亞三方，於本（111）年8月26日在聖露

西亞以「邁向更包容與性別平等復甦：強化後疫情時代婦女賦

權」（Pursuing Inclusive and Gender-Equal Recovery: Empowering 

Women in the Post-Pandemic Era）為主題，聯合舉辦「全球合作

暨訓練架構」（GCTF）海外工作坊。活動由外交部、美國在台協

會（AIT）及日本台灣交流協會（JTEA）共同主辦，邀請我國在

拉美及加海地區的友邦官員及專家赴露國研習交流。 

活動目的在協助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在後疫情時期提升

婦女就業與創業競爭力，聚焦疫後復甦時期促進女性賦權環境的

政策建議，並分享台、美及其他理念相近國家與國際組織推動婦

女賦權計畫的成果。工作坊開幕式由我國駐聖露西亞大使陳家

彥、美國駐巴貝多及東加勒比海大使塔亞拉提拉（Linda 

Taglialatela）及聖露西亞總理皮耶（Philip Pierre）共同主持，美

國國務院主管西半球事務的副助理國務卿漢萳（Kerri Hannan）

及露國內政部長波優（Virginia Albert-Poyotte）也出席發表專題

演講。活動計有來自台灣等12國及「東加勒比海部分信用保證公

司」（ECPCGC）的講者實體或線上與會，現場包括我國友邦學

員、各國駐聖露西亞的使節、國際組織及露國官員等共百餘人參

加實體活動，並有近800人經由網路直播連線參與，討論熱絡且

成果豐碩。 

GCTF自104年6月1日由台、美合作成立至今，已針對區域國

家共同關切且台灣具備專業優勢的全球性議題進行討論；在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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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海外已舉辦49場次研習活動，參與學員累計來自全球100個國

家、超過4,500人次。近年日本及澳洲相繼加入GCTF成為正式夥

伴，參與合辦個別活動的理念相近國家也不斷增加，自上

（110）年起GCTF更以加盟模式（franchise）移師海外舉辦研習

活動（GCTF-affiliated event），已將GCTF協助能力建構的觸角延

伸至歐洲、加勒比海、非洲及南亞等更多需要合作的角落；

GCTF作為國際合作育成平台的角色及正面效益，在全球不斷擴

大與深化。（E） 

第222號                                                                                 2022/08/30 

外交部、臺灣民主基金會及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合辦「2022

年區域宗教自由論壇-印太地區公民社會對話：宗教自由面臨的

挑戰」 

外交部、臺灣民主基金會及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

（AIT/T）於8月30日至31日聯合舉辦「2022年區域宗教自由論壇

-印太地區公民社會對話：宗教自由面臨的挑戰」；開幕典禮於30

日上午舉行，總統蔡英文、臺灣民主基金會董事長暨立法院院長

游錫堃、AIT/T處長孫曉雅（Sandra Oudkirk）蒞臨致詞；此外，

美國國際宗教自由無任所大使Rashad Hussain以預錄影片方式參

與，美國國際宗教自由委員會主席、哈德遜研究所資深研究員圖

凱爾（Nury Turkel）則專程來台參加並發表專題演說。開幕典禮

共有各國駐台使節、代表及非政府組織人士百餘人出席，場面盛

大隆重。此次為台美繼2019年後第二次合作舉辦印太宗教自由論

壇，也是疫情之後首度恢復舉辦，充分彰顯台美對促進印太地區

的宗教自由、民主及人權價值的重視與承諾。 

總統在開幕致詞中指出，台灣位處對抗威權主義的最前線，

致力維護及促進國際宗教自由；除舉辦兩屆宗教自由論壇外，我

國自2019年起每年捐助美國務院「國際宗教自由基金」，為世界

各地的宗教迫害倖存者及宗教自由捍衛者提供緊急援助；另外台

灣也於本（2022）年7月成功爭取成為「國際宗教自由信仰聯盟」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 or Belief Alliance, IRFBA）觀察

員，將與理念相近國家攜手捍衛受到宗教歧視及壓迫者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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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世人對宗教自由的認識。 

本次論壇共有來自9個國家、約40位宗教自由及人權公民社

會代表共同參與，是我國在上（2021）年底參與美國「民主峰

會」所提書面承諾清單的具體實踐，也顯示台灣在促進印太地區

公民社會互動交流、提升宗教自由及人權事務的積極角色。外交

部將持續協同我國及印太地區的公民社會夥伴與理念相近國家推

進自由、民主及人權價值，共同促進區域的自由多元、穩定與繁

榮。（E） 

第226號                                                                                 2022/09/02 

前副總統陳建仁奉派擔任總統特使偕夫人赴教廷出席先教宗若望

保祿一世榮列真福品大典 

教宗方濟各（Pope Francis）本（9）月4日將在梵蒂岡主持先

教宗若望保祿一世（Pope John Paul I）榮列真福品大典，基於台

梵邦誼友好，前副總統陳建仁獲總統蔡英文指派擔任特使，將偕

夫人赴教廷出席大典，彰顯台梵長期友好情誼。 

陳前副總統夫婦除將於本月4日出席大典外，本月5日將參加

羅馬聖索菲亞（烏克蘭）大教堂為烏克蘭、台灣以及全世界祈求

和平彌撒、拜會教廷愛德服務部、國際明愛會，以及馬爾他騎士

團，就人道關懷救助等宗座諭示相關議題深入交換意見，持續展

現「台灣能夠幫忙、台灣正在幫忙」的精神。 

陳前副總統也將於本月7日至10日出席教廷宗座科學院理事

會議及院士會議，以及教宗方濟各接見全體院士活動。 

教廷宗座科學院是歐洲歷史最悠久的科學院，陳前副總統是

繼中研院前院長李遠哲後，第二位來自台灣的院士，更是宗座科

學院第一位台灣籍理事，是台灣首位獲此殊榮的科學家，有助深

化台梵科學領域合作。 

我國與教廷邦誼長期友好，我國政府除持續透過各項人道援

助計畫與教廷各界合作，具體實踐教宗《願祢受頌讚》、《眾位弟

兄》等通諭外，也持續推動教廷及台灣天主教會的各項合作，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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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交流密切。陳前副總統夫婦此次赴教廷出席大典，更彰顯台灣

與梵蒂岡在維護普世價值具有共同信仰；未來我國也將持續深耕

與梵蒂岡基於共同理念的長久邦誼。（E） 

第227號                                                                                 2022/09/02 

外交部長吳釗燮應邀在捷克「公元兩千論壇」第26屆大會中發表

演說，呼籲全球民主國家團結對抗威權主義擴張 

外交部長吳釗燮本（2022）年9月2日應邀以視訊方式參加捷

克「公元兩千論壇」（Forum 2000）第26屆大會，並於「烏克蘭

遭入侵後之台灣防衛」（“Defending Taiwan after The Invasion of 

Ukraine”）討論會中發表演說，強調我國捍衛主權及自由民主的

決心，並呼籲全球民主國家團結對抗威權主義的擴張。 

「公元兩千論壇」本屆大會主題為「民主迫切的危機？吾人

應如何應處？」（Democracy’s Clear and Present Danger? How Do 

We Respond?），主要聚焦烏克蘭局勢發展，探討民主在充滿挑戰

的環境中，如何更彈性因應。蔡英文總統也應邀於大會閉幕式中

以「因應民主明確及即時的危險：未來應處之道」為題預錄影片

致詞。 

吳部長於演說中首先感謝七大工業國組織（G7）及歐盟

（EU）等民主夥伴在中國軍演後，立即就台海和平穩定表達強烈

關切及支持，強調同處對抗威權擴張主義的前線，台灣人民對烏

克蘭遭受俄羅斯非法入侵感同身受，並加入國際社會共同制裁俄

羅斯行動，同時透過各種管道大力援助烏克蘭；台灣人民對烏克

蘭軍民英勇抗敵的堅定意志深為感佩，也將堅持台灣捍衛自由及

保家衛國的決心。吳部長強調，俄羅斯的入侵告訴世人，如果沒

有足夠的軍事力量將無法嚇阻獨裁者，台灣將持續發展不對稱戰

力，強化自我防衛能力。 

吳部長另指出，中國頻繁派遣機艦跨越台海中線及侵入我國

防空識別區、發動假訊息及網路資訊戰等「灰色地帶」戰爭，並

以美國眾議院議長斐洛西（Nancy Pelosi）訪台為藉口，進行前所

未有的大規模軍事演習及挑釁行動，破壞台海現狀，持續製造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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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化侵擾，其最終目的在侵吞台灣。吳部長強調中國野心非僅止

於台灣，而是成為世界霸權，全球愛好自由的夥伴因為應該團結

合作，明確向獨裁政權表達捍衛自由民主價值及生活方式的決

心。吳部長另引述美國開國元勳華盛頓總統名言：「維持和平最

有效的方法之一，就是為戰爭做好準備！」，堅信透過團結合

作，自由必能戰勝獨裁。 

吳部長另回應有關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中國整體實力及其

對台威脅程度相關提問，指出中國經濟情勢面臨嚴峻挑戰，其他

如房市危機及堅持清零等極具爭議的防疫政策，均已衝擊中國經

濟表現。吳部長表示，即使面對中國威脅，台灣不姑息、不怯

戰，堅定自我防衛的決心，並感謝民主夥伴支持台灣國際參與及

我方推動參與CPTPP；強調中國野心絕不僅限於台海，威權擴張

行徑已昭然若揭，呼應全球團結共建民主韌性，共同嚇阻維權擴

張主義。 

同場與會講者另讚許台灣大力援助烏克蘭彰顯國際團結，並

肯定台灣防疫表現及在公衛醫療上的貢獻，支持台灣參與

WHO、ICAO、INTERPOL等國際組織。與會者也認為美國與歐

洲可扮演更積極角色，呼籲切勿天真對待中國侵略野心，台海現

狀任何時候均不得以任何理由破壞，面對中國擴張威脅，國際民

主夥伴應團結一致共同抵禦。 

「公元兩千論壇」由捷克前總統哈維爾（Václav Havel）倡

議成立，自1996年首辦以來，不僅成為全球重要民主領袖意見交

流平台，也見證台灣與捷克脫離威權主義陰影，蛻變成充滿生命

力的民主國家。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Volodymyr Zelensky）、捷

克總理Petr Fiala、參議長韋德齊（Miloš Vystrčil）及外交部長Jan 

Lipavsy等重量級貴賓均應邀出席致詞。（E） 

第228號                                                                                 2022/09/03 

美國政府正式通知我國最新一批對台軍售 

外交部收到美國政府的正式通知，行政部門已通知國會將對

台灣出售「AIM-9X、AGM-84L」等2型彈藥及「偵蒐雷達後續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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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總價值約11億600萬美元。外交部對此表示高度歡迎，並感

謝美國政府持續依據《台灣關係法》及「六項保證」，落實對台

灣的安全承諾。 

本次是拜登政府任內第六度、本（2022）年第五度宣布對台

軍售，持續實踐近年來對台軍售常態化的政策。此批軍售包括大

批強化台灣自我防衛所需的各型飛彈，充分展現美國政府對台灣

國防需求的高度重視，協助我國即時獲取防衛所需裝備，提升國

防戰力。   

針對中國近來持續軍事挑釁及片面改變現狀、製造危機的行

為，台灣自我防衛的決心無比堅定，政府將持續強化國防並提升

不對稱戰力，以實力維護國家安全，同時深化台美緊密安全夥伴

關係，共同捍衛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促進台海及印太區域

的和平、穩定及繁榮。（E） 

第231號                                                                                 2022/09/05 

外交部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邊境管制措施調整，自9月12

日起恢復美、加、紐、澳、歐洲與邦交國國民免簽證待遇 

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告，外交部自本（2022）年9

月12日起恢復實施美國、加拿大、紐西蘭、澳洲、歐洲與邦交國

國民得以免簽證方式入境，從事商務、參展、考察、國際交流、

探親、觀光、社會訪問等無須申請許可的活動。惟其他擬從事依

國內機關法令須經許可活動者，仍須向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

請許可，並向外交部駐外館處申請特別入境許可（簽證）。 

有關免簽證規定、應備文件及注意事項，請參考外交部領事

事務局全球資訊網（ https://www.boca.gov.tw/cp-10-4485-149c7-

1.html ）。至於不符合免簽證條件的外籍人士，仍須依照指揮中心

開放事由，備妥相關文件向外交部駐外館處申請特別入境許可

（簽證）。目前入境人數仍採總量管制，當事人入境檢疫措施應

依指揮中心現行「3天居家檢疫+4天自主防疫」隔離檢疫規定辦

理。 

前述措施將由指揮中心視疫情變化滾動式調整。（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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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231                                                                      September 5, 2022 

MOFA to reinstate visa-exempt entry scheme for nationals of the 

US, Canada, New Zealand, Australia, European countries, and 

diplomatic allies starting September 12 in accordance with CECC 

measures 

Following an announcement by the Central Epidemic Command 

Center (CECC),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will reinstate visa-exempt entry scheme for nationals 

of the United States, Canada, New Zealand, Australia, European 

countries, and diplomatic allies starting September 12, 2022. The 

scheme is open to the designated nations' nationals entering Taiwan to 

engage in activities that do not require a permit, such as business, 

exhibition visits, fact-finding missions,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visiting relatives, tourism, and social events. For activities that, 

according to the laws and regulations of relevant agencies, do require 

a permit, travelers must apply to the central competent authority of the 

R.O.C. (Taiwan) for permission and obtain a special entry permit (visa) 

from an R.O.C. (Taiwan) overseas mission. 

For information on visa exemption regulations, required 

documentation, and other details, please visit the Bureau of Consular 

Affairs website (https://www.boca.gov.tw/cp-149-4486-7785a-2.html). 

Foreign nationals who wish to travel to Taiwan but do not meet the 

requirements for visa-exempt entry should ensure that their purpose of 

travel is among the reasons for entry currently allowed by the CECC. 

They must prepare relevant documents and apply for a special entry 

permit (visa) at an R.O.C. (Taiwan) overseas mission. A cap on the 

total number of arrivals remains in place and inbound passengers are 

still required to follow current CECC regulations of three days of 

home quarantine and four days of self-initiated pandemic prevention. 

The above measures will be adjusted on a rolling basis by the CECC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andemic.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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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5號                                                                                 2022/09/06 

面對中國軍事威嚇及脅迫打壓，政府持續推動參與聯合國案，呼

籲聯合國珍視台灣的努力，採取行動接納台灣 

第77屆聯合國大會訂於今（111）年9月13日在紐約聯合國總

部開議，並於9月20日至26日舉行總辯論。本年聯合國大會及總

辯論主題為「分水嶺時刻：因應錯綜挑戰的變革性解決方案」，

反映國際社會面對武漢肺炎（COVID-19）疫情、俄烏戰爭、能

源及糧食危機、氣候變遷及全球供應鏈威脅等各項嚴峻挑戰，正

處於歷史關鍵時刻，全球必須共同合作，才能建構更永續及更具

韌性的世界。 

近來中國蓄意升高對台灣軍事威脅，企圖片面改變台海現

狀，違反聯合國憲章禁止使用武力及和平解決爭端原則，已引起

國際社會嚴重關切。我國友邦駐聯合國常任代表並於8月23日發

布聯合聲明為我仗義發聲，支持台海和平穩定。政府一再強調將

堅決捍衛國家主權與自身安全，同時保持克制，不會挑起爭端；

我們也不會退縮，將持續推動與國際的交往連結。今年政府將繼

續採取穩健、務實作法，積極推動參與聯合國。 

今年政府將再度洽請友邦在聯大總辯論為我國發聲，並請友

邦為我國致函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Antόnio Guterres），敦促

秘書長正視台灣2,300萬人民長期被不當排除在聯合國體系外的問

題，實踐聯合國所代表的普世人權價值，以及「不遺漏任何人」

的願景，讓台灣能與世界各國攜手協力，共同面對全球挑戰。 

中國長期施壓聯合國體系錯誤擴張解釋聯大第2758號決議，

是造成台灣被不當排除在聯合國體系外的主要原因。外交部重

申，聯大第2758號決議並未授權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體系代

表台灣，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聯合國應採取行動，

改正其拒絕我國人及媒體進入聯合國參訪、出席會議活動或進行

採訪的錯誤作法，並確保台灣有權平等、有尊嚴參與實現聯合國

「永續發展目標」的相關會議、機制及活動，並做出貢獻。 

為使國際社會充分瞭解我國訴求，外交部長吳釗燮在國際主

流媒體發表專文，呼籲國際社會正視並譴責中國軍事挑釁、破壞

和平穩定的不負責任行為，同時強調台灣是值得信賴且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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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好夥伴，因應全球錯綜複雜的挑戰，國際社會應該接納台灣參

與。 

外交部今年設計新的主視覺，彰顯台灣持續爭取有意義參與

聯合國，並與各國合作追求全球和平穩定，也製作短片「世界的

幫手」（Taiwan’s helping hand），展現我國多元文化及民主自由，

以及對國際社會的具體貢獻。 

為增進聯合國社群及國際社會對台灣在相關領域成果的瞭

解，政府將於聯大期間在紐約搭配台灣意象推廣文宣，並以「永

續發展」及「新創」等主題舉辦周邊系列活動，包括針對我國即

將發布第二部永續發展「國家自願檢視報告」，與世界分享台灣

落實永續發展目標的經驗。此外，朝野立委將組視導團赴紐約，

海外僑界團體也將籌辦聲援活動，協助向國際社會傳達台灣人民

期盼參與聯合國的心聲。 

外交部誠摯感謝友邦、友好國家及僑界長期以來對我國推動

國際參與的支持及協助，以及國際社會對台灣民主價值及台海安

全的堅定支持。我們再次呼籲聯合國珍視台灣善盡國際社會負責

任一員所作的努力，接納台灣的參與。（E） 

No. 235                                                                      September 6, 2022 

Faced with China’s military threats and intimidation, the R.O.C. 

(Taiwan) government continues to seek UN participation, urging 

the UN to cherish Taiwan’s efforts and bring Taiwan into its fold 

The 77th sess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UNGA) is 

scheduled to commence at the UN Headquarters in New York on 

September 13, with the General Debate to be held from September 20 

to 26. The theme for this year’s UN General Assembly and General 

Debate is “A watershed moment: transformative solutions to 

interlocking challenges.” The theme reflects the formidable challenges 

facing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nclud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the Russia-Ukraine war, energy and food crises, climate 

change, and threats to global supply chains. At this critical moment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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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 nations across the globe must work together in order to build a 

more sustainable and resilient world. 

Recently China has deliberately escalated its military intimidation 

against Taiwan and attempted to unilaterally alter the status quo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This has violated the prohibition on the use of force 

and the principle of settling disputes by peaceful means as set forth in 

the UN Charter. China’s actions have sparked grave concern among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On August 23,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s to the UN of Taiwan’s diplomatic allies issued a joint 

statement voicing support for Taiwan and advocating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has repeatedly emphasized that it will staunchly 

safeguard its national sovereignty and security, exercise restraint, and 

refrain from instigating disputes. At the same time, Taiwan will not 

back down. Instead, it will continue to steadily promote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and linkages. This year, the government will keep 

employing steadfast and pragmatic approaches to actively seek 

participation in the UN.  

For this year’s UN campaign, the government will again request that 

diplomatic allies speak up for Taiwan during the UN General Debate. 

It will also ask them to submit a letter to UN Secretary-General 

Antόnio Guterres to urge him to give due attention to the persistent 

and inappropriate exclusion of Taiwan’s 23 million people from the 

UN system, uphold the universal values of human rights that are one 

of the founding pillars of the UN, and realize the UN vision that no 

one be left behind. Taiwan should be able to join forces with all 

countries of the world in facing global challenges.  

China has long pressured the UN system to adopt an expansive and an 

erroneous interpretation of UN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2758. 

This has been the main reason for Taiwan’s inappropriate exclusion 

from the UN system.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MOFA) once 

again stresses that the resolution does not authorize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to represent Taiwan in the UN system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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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neither the ROC (Taiwan) nor the PRC is subordinate to the other. 

The UN should take action to rectify its wrongful practice of denying 

Taiwan nationals and journalists access to UN premises to partake in 

tours, attend meetings and activities, and engage in newsgathering. 

The UN should ensure that Taiwan is afforded equal rights and due 

dignity to participate in meetings, mechanisms, and activities related 

to the U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and to make 

contributions. 

To foster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aiwan’s appeals throughout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Jaushieh Joseph 

Wu published an op-ed in prominent international mainstream media, 

urging countries to duly regard and condemn China’s military 

provocations and irresponsible actions that have undermined peace 

and stability. Reiterating that Taiwan is a reliable and indispensable 

partner, he also appealed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accept 

Taiwan’s participation in responding to the interconnected challenges 

facing the world. 

MOFA has designed a new graphic for this year’s campaign to 

highlight Taiwan’s continued efforts to seek meaningful participation 

in the UN and cooperate with other nations in the pursuit of global 

peace and stability. It has also produced a short film, entitled Taiwan’s 

Helping Hand, showcasing Taiwan’s diverse culture, democracy, 

freedom, and concrete contributions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enhance understanding of Taiwan’s accomplishments in relevant 

fields among the UN and the global village, the government will 

distribute visual promotional materials and host a series of side events 

in New York during the UNGA, focusing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The events will cover Taiwan’s second voluntary 

national review on its implementation of the SDGs, which will be 

published soon, and share Taiwan’s experiences in realizing the SDGs. 

In addition, a cross-party delegation of legislators will travel to New 

York to provide guidance. Members of the overseas compatriot 

community will also organize activities to support Taiwan’s bid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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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p convey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e message that the 

people of Taiwan aspire to participate in the UN.  

MOFA sincerely thanks diplomatic allies, friendly countries, and 

overseas compatriot communities for their long-standing support and 

assistance regarding Taiwan’s efforts to expand its international 

participation. MOFA is also grateful for the staunch international 

support for Taiwan’s democratic values and for secur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Taiwan again calls on the UN to cherish the efforts that 

Taiwan has made as a responsible member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to bring Taiwan into its fold. (E) 

第236號                                                                                 2022/09/06 

外交部誠摯祝賀英國外相特拉斯當選保守黨黨魁並出任首相籌組

新內閣 

英國外相特拉斯（Liz Truss）於本（9）月5日在保守黨黨魁

選舉中贏得勝利，並於今（6）日接受英國女王伊莉莎白二世

（Queen Elizabeth II）任命出任首相，籌組新內閣。對於英國保

守黨透過內部民主程序順利選出黨魁出任首相，外交部第一時間

已訓令我國駐英國代表處向英國政府及人民，表達台灣政府與人

民的誠摯祝賀與歡迎，同時轉致蔡英文總統的賀函。我國至盼未

來與特拉斯首相領導的英國新政府密切合作，進一步深化雙方在

各領域的友好關係。  

英國新首相特拉斯曾多次公開宣示維持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要

性，並於上（2021）年開始推動建立全球「自由網絡」（Network 

of Liberty），主張以經濟、科技及安全防衛夥伴關係，聯合理念

相近國家共同捍衛民主自由，維護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在

今（2022）年4月，特拉斯以外相身分發表極具全球戰略意涵的

外交政策演說「地緣政治重現」（The Return of Geopolitics），明

確呼籲北約盟友必須確保台灣等民主政體有自我防衛能力，同時

點名中國必須遵守國際規則。針對中國月前以美國眾議院議長裴

洛西（Nancy Pelosi）訪台為藉口，在台灣周遭海空域實施軍事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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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發表對台政策白皮書等文攻武嚇的挑釁行動，特拉斯首相洞

燭機先，呼籲全球民主陣營國家應持續確保台灣擁有自我防衛能

力。 

台灣與英國共享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等核心價值，近年

來雙邊關係穩定發展，在科技合作、能源轉型、互換駕照、智慧

城市、航空服務等領域進行廣泛合作。英國政府高層曾多次表達

台海安全攸關英國利益，並多次公開強調維護台海和平穩定的重

要性。在國際地緣政治劇烈變化的關鍵時刻，台灣將持續與英國

等全球理念相近國家攜手合作，強化民主韌性與團結，共同對抗

威權主義的擴張與脅迫。我方深信在特拉斯首相的領導下，台英

透過多元領域的深入對話交流，雙邊實質友好合作將邁向嶄新豐

富的新頁。（E） 

No. 236                                                                      September 6, 2022 

MOFA sincerely congratulates UK Foreign Secretary Liz Truss on 

her election as Conservative Party leader, appointment as Prime 

Minister, and formation of a new cabine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oreign, Commonwealth and Development 

Affairs of the United Kingdom Liz Truss won the Conservative Party 

leadership election on September 5 and has been appointed by Queen 

Elizabeth II to serve as Prime Minister and form a new cabinet. After 

the Conservative Party smoothly completed the election of its leader 

through an internal democratic process,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promptly instructed the 

Taipei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the United Kingdom to convey a 

message welcoming this news and offering sincere congratulations 

from the people and government of Taiwan to the people and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o forward a congratulatory 

letter from President Tsai Ing-wen. Taiwan looks forward to engaging 

in close cooperation with the new UK government led by Prime 

Minister Truss and further deepening the friendly relations between 

the countries across all domains. 

- 292 -



Prime Minister Truss has on multiple occasions publicly stated the 

importance of ensuring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In 

2021, she launched an initiative to build a network of liberty, calling 

on like-minded countries to forge economic, technology, and security 

and defense partnerships to jointly stand up for democracy, freedom, 

and the 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 In April this year, during her 

tenure as Foreign Secretary, she delivered a foreign policy speech on 

the return of geopolitics. The address had important global strategic 

implications. She explicitly called on NATO allies to ensure that 

democracies like Taiwan are able to defend themselves and she 

pointedly declared that China must abide by international rules. Last 

month, China used the visit to Taiwan by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Speaker Nancy Pelosi as a pretext to hold sea and air 

exercises around Taiwan, release a white paper on Taiwan policy, and 

make other provocative rhetorical and military threats. Demonstrating 

keen insight into the situation, Prime Minister Truss urged countries in 

the global democratic community to continue to ensure Taiwan’s self-

defense capacity. 

Taiwan and the United Kingdom share the core values of democracy, 

freedom, human rights, and the rule of law. Bilateral ties have 

advanced steadily in recent years through extensive cooperation in 

technology, energy transition, exchange of driving licenses, smart 

cities, air services, and other areas. High-level UK government 

officials have repeatedly stated that secur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is 

in the United Kingdom’s interests. On numerous public occasions, 

they have reiterated the importance of maintaining cross-strait peace 

and stability. At this critical time of dramatic changes in the 

international geopolitical landscape, Taiwan will continue to work 

hand in hand with the United Kingdom and other like-minded 

countries to strengthen democratic resilience and solidarity and jointly 

counter authoritarian expansion and coercion. Taiwan has full 

confidence that under Prime Minister Truss’s leadership, Taiwan and 

the United Kingdom will enter into in-depth discussion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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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hanges across a broad spectrum of fields, raising substantive and 

cordial bilateral cooperation to new heights. (E) 

第237號                                                                                 2022/09/07 

外交部協同內政部舉辦「2022國際警察合作論壇－後疫情時代打

擊跨境電信詐欺犯罪研討會」，強化與各國警政連結合作，共同

打擊跨境犯罪 

外交部政務次長田中光今（7）日上午代表外交部出席第5屆

「2022國際警察合作論壇－後疫情時代打擊跨境電信詐欺犯罪研

討會」（2022 International Forum on Police Cooperation: Combating 

Trans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Fraud in the Post-Pandemic 

Era），展現外交部強化與各國連結、進行國際警政合作及建構打

擊跨國境詐欺犯罪網絡的堅定立場。 

近期屢傳國人遭到跨國詐騙集團誘騙赴海外，甚至遭到監

禁、毆打等不人道行為，重大犯罪惡行引起國人公憤與國際社會

共同關切。外交部肩負保障海外國人安全使命，針對國人在海外

遭遇生命財產威脅，或涉嫌跨國毒品、電信詐騙與人口販運等罪

行，除積極援救受難國人，更與各國政府及警政單位加強合作，

共同打擊貪腐、人口販運及洗錢等各式跨國犯罪，並與各國推動

簽訂司法互助、警政合作以及共同打擊犯罪協議等，具體實踐我

國參與「國際刑警組織」（INTERPOL）的訴求，善盡責任，確保

全球公共安全。 

本次國際論壇由行政院政務委員羅秉成、內政部長徐國勇、

外交部政務次長田中光、大陸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吳美紅、內政部

警政署長黃明昭、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AIT/T）處長孫曉

雅（ Sandra Oudkirk ）、澳洲辦事處代表露珍怡 （ Jenny 

Bloomfield）、國際警察首長協會會長Dwight E. Henninger及該協

會全球警政處處長Vince Hawkes等人出席開幕及啟動儀式。外交

部協助內政部洽邀外賓參加「2022國際警察合作論壇」，拓展台

灣與友好國家跨境警務合作。本屆論壇共有來自亞太、中東、非

洲、歐洲、北美、拉美及加勒比海地區計42國近2,500位警政、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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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員及執法人員線上或實體與會，各國執法人員積極交流，會

議成果豐碩。（E） 

第238號                                                                                 2022/09/07 

外交部政務次長田中光代表外交部長吳釗燮頒贈「睦誼外交獎

章」予馬來西亞台灣商會聯合總會檳城州前會長拿督斯里李鴻隆 

外交部政務次長田中光代表外交部長吳釗燮在本（2022）年

9月7日頒贈「睦誼外交獎章」予馬來西亞台灣商會聯合總會檳城

州前會長拿督斯里李鴻隆，表彰他在前（2020）年武漢肺炎

（COVID-19）疫情期間，積極配合我國相關駐外館處協助滯留

海外國人平安返台的卓越貢獻。 

前年因受COVID-19疫情衝擊，各國接連封鎖邊境，拿督斯

里李鴻隆以自有公司擔保方式與亞洲航空簽約，緊急安排包機協

助當時滯留馬爾地夫的36名我國國人、52位馬來西亞國人及6位

日本人順利返國。此舉不僅為台灣贏得人道國家的美譽，也有助

增進台灣與馬來西亞、馬爾地夫及日本之間的良性互動，貢獻卓

著。 

此外，早在1992年我國政府推動南向政策時期，拿督斯里李

鴻隆即隻身前往馬來西亞檳城州創立和泰電子公司，苦心經營下

發展成為當地智慧製造最具代表性的台商企業，除為馬來西亞引

進先進自動化生產技術，也創造上千個就業機會。拿督斯里李鴻

隆不僅經商有成，也關心旅馬台商權益。前年馬來西亞因疫情封

城時，協助檳城州台商申請復工准證，並慷慨解囊與台商會捐贈

30萬馬幣予檳城州政府「新冠防疫基金」帳戶，支持當地政府抗

疫行動，對於提升台商及我國國際形象具有正面意義。 

李鴻隆先生在前年榮膺檳城州元首頒贈「拿督斯里」勳銜，

是馬來西亞台商中首位獲頒此勳銜者，堪稱海外僑台商的標竿。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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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0號                                                                                 2022/09/09 

英國女王伊莉莎白二世駕崩，外交部表達最深切及誠摯慰問 

英國白金漢宮發布消息，女王伊莉莎白二世（Queen 

Elizabeth II）於英國時間本（9）月8日下午在其蘇格蘭府邸巴摩

拉城堡（Balmoral Castle）駕崩，享耆壽96歲。外交部已訓令駐

英國代表處第一時間代表我國政府及國民，對伊莉莎白女王二世

的辭世表達誠摯哀悼，並向繼任的國王查爾斯三世（King Charles 

III）、國王親屬、英國政府以及國協人民，表達最深切及誠摯的

慰問。外交部吳釗燮部長也同時致電英國駐台代表鄧元翰（John 

Dennis）表達相同慰問之意。 

英國女王伊莉莎白二世自1953年登基至今高達70年，是世界

史上在位最久的女性君主，也是英國史上最長壽及第一位慶祝白

金禧（即在位長達70週年）的君主。她長年忠誠履行王室職務並

積極投入慈善工作，懿德懿行，深受英國人民愛戴與全球敬重。

伊莉莎白女王二世的辭世不僅是英國政府與人民的損失，國際社

會更失去一位領袖典範。（E） 

No. 240                                                                      September 9, 2022 

MOFA expresses deepest condolences at the passing of Queen 

Elizabeth II 

Buckingham Palace announced on September 8 that Queen Elizabeth 

II of the United Kingdom had passed away that day at Balmoral Castle, 

her residence in Scotland, at the age of 96.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promptly instructed the 

Taipei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the United Kingdom to extend sincere 

condolences on her passing on behalf of the government and people of 

Taiwan, and to convey deepest and heartfelt sympathies to her 

successor, King Charles III, other members of her family, the UK 

government, and the people of the Commonwealth. Foreign Minister 

Jaushieh Joseph Wu also called Representative John Dennis of the 

British Office in Taiwan to express his condol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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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en Elizabeth II held the throne for 70 years after her coronation in 

1953 and was the world’s longest-reigning female monarch. She was 

also the United Kingdom’s longest-lived monarch, as well as the first 

to celebrate a Platinum Jubilee. She devoted her long life to her royal 

duties and was an enthusiastic supporter of charitable endeavors. Her 

virtues and deeds earned her the love of the British people and the 

respect of the world. The passing of Queen Elizabeth II marks a 

tremendous loss not only for the government and people of the United 

Kingdom, but also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for which she 

served as an outstanding leader. (E) 

第243號                                                                                 2022/09/15 

外交部政務次長田中光代表部長吳釗燮出席「印尼共和國獨立 77 

週年國慶紀念酒會」 

外交部政務次長田中光於今（111）年9月14日晚間代表部長

吳釗燮出席「駐台北印尼經濟貿易代表處」（Indonesian Economic 

and Trade Office to Taipei）舉行的「印尼共和國獨立 77 週年國慶

紀念酒會」。 

田政務次長致詞時指出，印尼位居印太區域的戰略要衝，是

東南亞最大的經濟體，也是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國家；隨著

近年來印尼經濟快速增長，不僅成為「東南亞國家協會」（東

協）國家中唯一的「二十國集團」（G20）會員，今年11月即將在

峇里島舉辦G20峰會，明（112）年印尼也將接任東協輪值主席

國，國際地位益發重要，深受全球矚目。印尼是台灣的近鄰，也

是我國「新南向政策」的重要夥伴，我國將持續強化與印尼在農

業、經貿、教育、勞工等領域的雙邊合作，開創後疫情時期更深

厚踏實的台印尼夥伴關係。 

「駐台北印尼經濟貿易代表處」章溥帝代表（ Budi 

Santoso）致詞時表示，印尼目標在2045年成為世界第四大經濟體

的已開發國家，並保持每年5.7%的經濟成長率。印尼希望邀請更

多的台灣商界人士至印尼進行貿易及投資，進一步深化台印尼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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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經貿投資關係。此外，作為東協唯一的G20成員國，印尼也希

望藉由擔任 G20 輪值主席國為世界經濟復甦做出更大貢獻，並建

立更健康、更公正和可持續的全球治理。 

會中，章溥帝代表致贈田政務次長印尼傳統手工藝品銀製

「婆羅浮屠」（Borobudu）。田政務次長也回贈台灣藍鵲黃金複製

畫，雙方並舉杯祝賀印尼國運昌盛。「駐台北印尼經濟貿易代表

處」也精心安排由在台灣求學的印尼學生演出峇里島及亞齊省的

傳統舞蹈，展現印尼豐富的多元文化資產。 

印尼是我國「新南向政策」的主要目標國家之一，也是台灣

人民赴東南亞經商及旅遊的首選國家之一，每年約有20萬名台灣

觀光與商務旅客前往印尼，目前有逾2,000家台商企業在印尼投

資，為印尼創造大量就業機會。同時，台灣為印尼教育及文化部

列為四大公費生留學推薦國之一，印尼學生是我國外籍生第二大

來源國，扮演台灣及印尼兩國人民交流的重要橋梁。（E） 

第244號                                                                                 2022/09/15 

外交部誠摯感謝「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發表大會共同聲明，

宣示未來將持續透過該聯盟在各國的立法機構網絡，共同捍衛台

海和平穩定及台灣的經貿安全 

由全球五大洲各國國會及歐洲議會成員所組成的「對華政策

跨國議會聯盟」（Inter-Parliamentary Alliance on China，IPAC）於

本（9）月12日至14日在美國華府舉行大會，並於華府時間14日

下午（台北時間15日凌晨）發布共同聲明，宣示未來將持續透過

該聯盟在各國的立法機構網絡，共同捍衛台海和平穩定及台灣的

經貿安全，外交部對此表示誠摯歡迎及感謝。 

IPAC在「支持台灣」的聲明部分首先譴責中國近期不斷對台

灣進行激進的文攻與軍演，並脅迫動武，此項威脅不應忽視。台

灣是熱愛和平的民主國家，享有自由、人權及法治等普世價值，

IPAC將與台灣團結對抗中共威脅並捍衛和平，反對任一方單方面

改變台海現狀，並呼籲各國政府反對中共的軍事與經貿脅迫；另

將致力推動國會議員訪台，提升台灣駐外機構地位，以及協助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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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有意義參與世界衛生組織（WHO）、國際民航組織（ICAO）、

國際刑警組織（ INTERPOL）及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UNFCCC）等國際組織。聲明同時呼籲各國政府向中國傳達對

台灣進行軍事侵略將付出沉重代價，並考慮以實質制裁因應軍事

升級，善用遏制經濟脅迫的政府間機制，以保障與台灣的關係持

續進行，支持與台灣發展貿易及投資協定。 

「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是由歐洲議會與美國、英國、法

國、德國、捷克、義大利、澳大利亞、比利時、加拿大、印度、

義大利、日本、立陶宛等29國跨黨派國會議員所組成，宗旨為促

進理念相近的各國議員進一步合作，透過立法方式要求中國遵守

國際規範、全球安全及普世人權，深具國際影響力。自2020年6

月成立以來已多次展現對台灣的支持，包括聲援立陶宛與台灣發

展關係，呼籲WHO接納台灣參與世界衛生大會（WHA），以及所

有WHO會議、機制與活動。此外，IPAC去年邀請外交部長吳釗

燮以視訊方式參加首次年會，並於會中呼籲國際民主陣營團結捍

衛自由民主。台灣將與IPAC及其他理念相近的國際夥伴持續攜手

合作，共同維護台海及印太地區的和平穩定，捍衛全球民主陣營

共享的核心價值。（E） 

No. 244                                                                    September 15, 2022 

MOFA thanks IPAC for communique announcing desire to 

continue to work through its network of national legislatures to 

safeguard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as well as 

Taiwan’s economic and trade security 

The Inter-Parliamentary Alliance on China (IPAC), an organization 

comprising legislators from national legislatures across five continents, 

as well as members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held a summit in 

Washington, DC, from September 12 to 14. In a joint communique 

published on September 14, IPAC announced that it will continue to 

work through its network of national legislatures in order to safeguard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as well as Taiwan’s 

economic and trade security. MOFA sincerely welcom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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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reciates this declaration. 

In the section of its communique focusing on support for Taiwan, 

IPAC begins by condemning China for its continued aggressive 

language and actions toward Taiwan, and for threatening the use of 

force, which it says must not be ignored. Noting that Taiwan is a 

peaceful and democratic nation enjoying such universal values as 

freedom, human rights, and the rule of law, IPAC states that it stands 

in solidarity with Taiwan against Chinese aggression and in defense of 

peace, opposing any unilateral change of the status quo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and calling on the governments of its member countries 

to counter China’s military and economic intimidation. Furthermore, it 

pledges to promote parliamentary visits to Taiwan, advance the status 

of Taiwanese Representative Offices, and work toward Taiwan’s 

meaningful inclusion in such organizations and mechanisms as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the 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Police Organization, and th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The 

communique also calls on the governments of IPAC member countries 

to signal to China that it will pay a heavy price for any military 

aggression toward Taiwan. It recommends that they consider 

meaningful sanctions to deter military escalation and make good use 

of intergovernmental mechanisms to deter economic coercion, thereby 

ensuring the continued conduct of relations with Taiwan. It also 

supports the development of trade and investment agreements with 

Taiwan. 

IPAC is composed of parliamentarians representing multiple political 

parties from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29 countries, including the 

United States, the United Kingdom, France, Germany, the Czech 

Republic, Italy, Australia, Belgium, Canada, India, Japan, and 

Lithuania. The purpose of the alliance is to promote further 

cooperation among MPs from like-minded countries and exert a 

profound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by demanding China’s compliance 

with international norms and advocating global security matter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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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al human rights. Since its inception in June 2020, the alliance 

has repeatedly demonstrated support for Taiwan, including backing 

Lithuania’s development of relations with Taiwan and calling on 

WHO to facilitate Taiwan’s participation in the World Health 

Assembly and all WHO meetings, mechanisms, and events. 

Furthermore, last year, IPAC invited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Jaushieh Joseph Wu to attend its annual meeting for the first time via 

video link, and called on all democracies to safeguard freedom and 

democracy in unity during the meeting. Taiwan will work hand in 

hand with IPAC and other like-minded international partners to uphold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and in the Indo-Pacific 

region, defending the core values shared by democracies across the 

globe. (E) 

第245號                                                                                 2022/09/15 

外交部誠摯歡迎及感謝德國政府「2022年印太指導原則之進展報

告」首度提及台灣，關注台海和平與安全 

德國政府於9月14日正式通過「2022年印太指導原則之進展

報告」，首度提及台灣，除關切台海安全外，並明文反對以非和

平方式改變台海現狀。對於德國政府以明確立場展現對台海和平

與安全的關注，外交部表達高度歡迎及感謝。  

這份報告是德國政府自2020年9月2日提出「印太方針」

（ Indo-Pacific Guidelines）後的執行進展報告，除提及去

（2021）年8月派遣軍艦「巴伐利亞號」赴印太地區與美國、日

本、澳洲、加拿大等多國進行軍演，以及今（2022）年派遣軍機

參加「疾速太平洋2022」演習（Rapid Pacific 2022）等內容，並

首度納入德國政府關切台海安全等文字，強調將與印太地區所有

理念相近夥伴合作，強化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透過多元化

降低依賴及預防未來的社會經濟危機，具體展現德國落實其「印

太方針」政策的決心與意志。 

德國本年以「七國集團」（G7）輪值主席國身分多次通過G7

- 301 -



領導人及外長等聯合聲明，關切台海和平穩定，另在今年5月世

界衛生大會（WHA）上，首度明確支持我國以觀察員身分參與

WHA。外交部將在自由、民主、法治及人權等共享價值的基礎

上，持續深化及廣化台德雙邊關係，共同致力於強化雙邊民主韌

性及擴展各領域交流合作。（E） 

No. 245                                                                    September 15, 2022 

MOFA thanks German government for mentioning Taiwan for the 

first time in its progress report on Indo-Pacific policy guidelines, 

and welcomes its show of concern for peace and secur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The Progress Report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Federal Government 

Policy Guidelines for the Indo-Pacific adopted by the German 

government on September 14 mentions Taiwan for the first time. In 

addition to showing concern for secur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the 

report clearly opposes nonpeaceful means of changing the status quo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MOFA)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very much welcomes the report and 

thanks the German government for its clear stance of concern for 

peace and secur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The report follows up on the publication of the Policy Guidelines for 

the Indo-Pacific by the German government on September 2, 2020. It 

also mentions the August 2021 dispatch of the frigate Bayern to the 

Indo-Pacific to participate in joint exercise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ustralia, and Canada as well as of military aircraft to 

Operation Rapid Pacific 2022. The report marks the first time 

language has been included showing the German government’s 

concern for secur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It underscores that 

Germany will seek to work with all like-minded partners in the Indo-

Pacific to buttress the 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 reduce 

dependencies through diversification, and prevent future 

socioeconomic crises. The report is a concrete express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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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rmany’s determination and willingness to implement its Indo-

Pacific guidelines. 

This year, Germany is serving as rotating president of the G7, in 

which capacity it has overseen the issuance of joint statements by G7 

leaders and foreign ministers that showed concern for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In May at the World Health 

Assembly, for the first time, Germany conveyed clear support for 

Taiwan’s participation as an observer. MOFA will continue to deepen 

and broaden bilateral ties with Germany on the basis of common 

values such as freedom, democracy, the rule of law, and human rights, 

so as to jointly strengthen democratic resilience and expand 

cooperation to other areas. (E) 

第246號                                                                                 2022/09/16 

外交部高度歡迎並誠摯感謝歐洲議會全會通過「台灣海峽情勢」

決議案，譴責中國軍演並呼籲深化與台灣夥伴關係 

歐洲議會於本（9）月15日在史特拉斯堡全會以424票贊成、

14票反對、46票棄權的壓倒性多數，表決通過「台灣海峽情勢」

決議案，強烈譴責中國圍台軍演，重申反對片面改變台海現狀及

任何動武威脅，強調民主台灣的生活方式應由台灣人民決定，要

求中國完全尊重台海中線，立刻停止侵擾台灣防空識別區

（ADIZ）及灰色地帶軍事行動，同時強力反對中國對台灣、區

域民主國家及歐盟會員國的經濟脅迫，並明確表示將持續強化雙

方議會的互訪及交流。 

針對中國近來持續不斷對台軍演及各種挑釁，歐洲議會在開

議後首次全會即將台海安全情勢以單一主題納入議程並通過決

議，展現歐洲議會跨黨團議員對台海和平與穩定的高度關切，並

譴責中國不負責任的軍事挑釁行為，外交部表達高度歡迎及誠摯

感謝。 

繼上（2021）年10月歐洲議會高票通過史上第一份「台歐盟

政治關係暨合作」報告後，歐洲議會再次就中國在台海的軍事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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釁行為及強化台歐盟雙邊關係列出26點建議，涵蓋台歐在經貿、

文化及政治等領域持續深化合作，包括洽簽供應鏈韌性協議，就

對抗假訊息深化制度性合作，同時樂見立陶宛在台灣開設貿易代

表處，鼓勵尚未在台灣設處的歐盟會員國考慮跟進，並持續呼籲

歐盟執委會變更歐洲經貿辦事處（EETO）的名稱，促請歐盟儘

速啟動台歐盟雙邊投資協定（BIA）談判準備工作，以及重申歐

洲議會強烈支持台灣有意義參與「世界衛生組織」（WHO）等國

際組織。 

歐洲議會於9月13日下午曾就本項決議案先進行辯論，歐盟

執委會副主席、外交暨安全政策高級代表波瑞爾（Josep Borrell）

在會上強調，歐盟應加強與台灣的合作關係，並重申維繫台海現

狀的重要性；此外，16位跨黨團議員並發言促請歐盟支持民主台

灣，呼籲中國停止對台軍事恫嚇等，顯示歐盟行政、立法部門支

持台海和平穩定的高度共識。 

「台灣海峽情勢」決議案是歐洲議會本（2022）年通過的第

8份友台文件，不僅關切中國破壞台海現狀為主要內容，更持續

鼓勵台歐盟在廣泛領域深化交流合作。台灣作為印太地區負責任

的成員，將持續積極與歐盟、歐盟會員國及理念相近夥伴緊密合

作，維護台海及印太區域的和平與穩定，共同對抗威權體制對國

際秩序造成的威脅。台灣也將繼續堅定捍衛民主、自由、法治及

人權等普世價值，並與世界各國共同維護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

序，以及自由、開放、繁榮的印太地區。（E） 

No. 246                                                                    September 16, 2022 

MOFA sincerely welcomes European Parliament resolution on the 

situation in the Strait of Taiwan condemning China’s military 

exercises and calling for deeper partnership with Taiwan 

During a plenary meeting in Strasbourg on September 15,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overwhelmingly adopted a resolution on the 

situation in the Strait of Taiwan with 424 votes in favor, 14 against, 

and 46 abstentions. The resolution strongly condemns China’s milit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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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rcises in areas around Taiwan, reiterating that the status quo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must not be unilaterally changed and opposing the 

use or threat of force. It also emphasizes that it must be the people of 

democratic Taiwan who decide how they want to live. Moreover, it 

calls on China to completely respect the median line of the Taiwan 

Strait and immediately halt intrusions into Taiwan’s air defense 

identification zone and all other gray-zone military actions. The 

resolution also staunchly rejects China’s economic coercion against 

Taiwan, other democracies in the region, and EU member states, as 

well as clearly stating that mutual parliamentary visits and exchanges 

with Taiwan will continue to be strengthened.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China’s recent relentless military exercises 

and other provocative actions against Taiwan,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included the resolution on the situation in the Strait of 

Taiwan as an individual topic of discussion in the first meeting of the 

current plenary session. Its adoption by parliamentarians from 

different parties demonstrates the European Parliament’s deep concern 

over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as well as its 

condemnation of China’s irresponsible and provocative military 

actions.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greatly welcomes this development and expresses sincere 

appreciation. 

Last October,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overwhelmingly passed a 

report on Taiwan-EU political relations and cooperation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e most recent resolution,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listed 26 

recommendations to address China’s provocative military action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and to strengthen Taiwan-EU relations. The 

recommendations call for bolstering cooperation in domains such as 

trade, the economy, culture, and politics, as well as negotiating the 

signing of a resilient supply chain agreement and deepening 

systematic cooperation to counter disinformation. The resolution also 

welcomes the establishment of a Lithuanian trade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Taiwan and encourages other member states to follow s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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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eover, it continues to urge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to change 

the name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nd Trade Office in Taipei and 

calls on the European Union to begin preparations for negotiating a 

Taiwan-EU bilateral investment agreement. The resolution also 

strongly reiterates the European Parliament’s steadfast support for 

Taiwan’s meaningful participation in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During a European Parliament debate on the resolution held the 

afternoon of September 13, Vice-President of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and European Union High Representative for Foreign 

Affairs and Security Policy Josep Borrell emphasized that the 

European Union must strengthen cooperation with Taiwan and 

reiterated the importance of maintaining the status quo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In addition, 16 parliamentarians from different parties 

also urged the European Union to support democratic Taiwan and 

called on China to cease military intimidation against Taiwan. This 

demonstrates the high degree of consensus among the European 

Union’s executive and legislative branches in support of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The resolution on the situation in the Strait of Taiwan is the eighth text 

friendly to Taiwan passed by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this year. In 

addition to focusing on how China has undermined the status quo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the resolution continues to encourage Taiwan 

and the European Union to deepen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in a 

wide range of domains. As a responsible member of the Indo-Pacific 

region, Taiwan will continue to work closely and proactively with the 

European Union, EU member states, and like-minded partners to 

maintain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and the Indo-

Pacific, as well as jointly countering threats posed by authoritarian 

regimes to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Taiwan will also continue to 

staunchly defend common values such as democracy, freedom, the 

rule of law, and human rights, working with countries worldwide to 

safeguard the 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a free, ope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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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sperous Indo-Pacific region. (E) 

第247號                                                                                 2022/09/16 

外交部長吳釗燮贈勳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聯邦駐台灣大使哈菁

絲，肯定深化兩國邦誼的貢獻 

外交部長吳釗燮於本（111）年9月16日代表我國政府頒贈

「大綬景星勳章」予即將離任的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聯邦駐台

大使哈菁絲（Jasmine Huggins），表彰哈菁絲大使任內對深化台

克兩國邦誼的努力與卓越貢獻，各國駐台使節、代表及哈菁絲大

使在台灣的各界友人也在場觀禮，氣氛溫馨感人。 

吳部長致詞感謝哈菁絲大使駐台14年期間，促成多位克國高

層首長訪台，深化台克兩國邦誼。此外，哈菁絲大使不遺餘力地

促進兩國經濟、教育、文化及觀光交流，積極參與台灣燈節、職

棒開球、加勒比海食品展及各地藝文節慶活動，並與許多台灣友

人建立深厚情誼。 

吳部長指出，哈菁絲大使擔任使節團團長期間，與所有駐台

使節合作無間，大力促進各國使節與台灣各界交流，哈菁絲大使

尤其重視性別平等議題，與外交部共同致力於推動女性平權，強

化兩國人民之間的交流。 

吳部長強調，在台灣面對疫情和中國武力威脅的挑戰時，感

謝哈菁絲大使和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聯邦政府堅定不移的支

持，並基於共享的民主和自由價值，積極為台灣參與國際而發

聲。 

哈菁絲大使表示，任內工作成果歸功於克國駐台大使館全體

人員的努力，也特別感謝外交部、駐台使節及台灣民間各方友人

鼎力相助。哈菁絲大使特別強調，台克兩國自1983年建交以來，

在共享自由、民主及人權價值的堅實基礎上，彼此一直相互扶

持。克國感謝台灣協助克國推動國家建設的貢獻，也堅定支持台

灣的國際參與，對於即將離開台灣這個第二故鄉深感不捨，未來

仍將以台灣友人身分持續為我國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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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文森及格瑞那丁駐台大使柏安卓（Andrea Bowman）代表

外交團致詞指出，哈菁絲大使帶領各國駐外使節與外交部推動各

項合作交流，深孚眾望，並感謝哈菁絲大使熱情照顧與各項寶貴

協助。 

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聯邦是我國在加勒比海地區的重要友

邦，長期堅定支持我國的國際參與，兩國關係友好密切，合作成

果廣獲克國政府及人民肯定。（E） 

第249號                                                                                 2022/09/18 

駐英國代表謝武樵大使獲英方邀請，代表我國政府與人民赴蘭開

斯特府簽名弔唁伊莉莎白二世女王，表達我國對女王的崇高敬意

與誠摯哀悼 

英國白金漢宮於本（9）月8日發布女王伊莉莎白二世

（Queen Elizabeth II）辭世的消息後，蔡英文總統及外交部長吳

釗燮至感哀傷，並於第一時間透過管道向英方表達我國政府與人

民誠摯悼念與慰問；英方對我國的悼唁深表感謝。 

英國宣布本月19日為女王「國葬日」，外交部即訓令我國駐

英國代表處向英方表示希望以最適當方式轉達台灣政府與人民的

深切慰問。基於重視台英關係及雙方人民間珍貴情誼，英方因此

特別邀請我國駐英國代表謝武樵大使，在享有與各國赴英弔唁元

首、代表及王室成員同等待遇下，前往英國外交部轄管的蘭開斯

特府（Lancaster House），代表台灣政府與人民完成簽名留言致

唁。英方對我方誠摯悼念女王逝世表達感謝。 

外交部感謝英國政府在王室服喪及全國人民哀傷的艱難時

刻，安排謝大使以前述方式表達我國哀悼之忱；我方也衷心祝福

台英深厚友誼將在新國王查爾斯三世（King Charles III）領導下

持續成長茁壯。（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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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249                                                                    September 18, 2022 

Representative to the UK Kelly Hsieh signs book of condolence 

commemorating Queen Elizabeth II at Lancaster House at the 

invitation of the UK government, representing people and 

government of Taiwan in conveying nation’s sincere condolences 

and utmost respect for the Queen 

Following the saddening news of the passing of Queen Elizabeth II on 

September 8, President Tsai Ing-wen and Foreign Minister Jaushieh 

Joseph Wu swiftly extended their sincere condolences and sympathies 

to the United Kingdom on behalf of the people and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The United Kingdom thanked Taiwan for 

these gestures. 

With the announcement that a state funeral for the Queen would be 

held on September 19,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MOFA) 

promptly instructed the Taipei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the UK to 

communicate to the United Kingdom the hope of conveying the 

profound condolences of the people and government of Taiwan via the 

most appropriate means. Given its high regard for Taiwan-UK 

relations and the cherished friendship between the people of both 

nations, and extending the same courtesies as those afforded to heads 

of state, representatives, and members of royal households from other 

countries visiting the United Kingdom to mourn, the UK authorities 

extended a special invitation to Representative Kelly Hsieh. 

Proceeding to Lancaster House, a property managed by the Foreign, 

Commonwealth and Development Office, Representative Hsieh 

represented the people and government of Taiwan in signing a book of 

condolence. The United Kingdom thanked Taiwan for its earnest 

gesture of sympathy in mourning the passing of the Queen. 

MOFA thanks the UK government for making the abovementioned 

arrangements for Representative Hsieh to express Taiwan’s heartfelt 

condolences during this difficult time of royal and national mourning. 

It is Taiwan’s sincere wish that its strong friendship with the Un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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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gdom continues to grow and thrive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new 

monarch, King Charles III. (E) 

第250號                                                                                 2022/09/18 

我國政府對宏都拉斯首都德古西加巴市豪雨災情表達關懷慰問 

我國中美洲友邦宏都拉斯首都德古西加巴市（Tegucigalpa）

的吉倫（Guillén）社區近來因連日豪雨沖刷，導致土石流失，淘

空社區地基，造成眾多住戶房屋倒塌或嚴重毀損，市政府已於本

（9）月16日緊急撤離數百位居民。 

我國政府在獲悉災情後，已立即於第一時間指示我國駐宏都

拉斯大使館代表我國政府與人民向宏國政府表達關懷慰問之意，

並於當地時間本月17日宣布捐助10萬美元緊急人道援助款，協助

災民安置及社區重建，期盼災民能夠早日重建家園，儘快恢復正

常的生活。宏國政府對台灣立即伸出援手、展現休戚與共的熱忱

深表感激，雷依納（Eduardo Enrique Reina）外長也公開表達感

謝。 

根據我國駐宏都拉斯大使館回報，宏國首都市長Jorge Aldana

已宣布將吉倫社區、新聖羅莎（Nueva Santa Rosa）社區與周邊地

區均列為災區，由於該社區地層下滑持續擴大中，市府刻正規勸

社區其他住戶儘快撤離。 

目前我國旅居宏國的國人及台商均平安，外交部將密切關注

宏國豪雨相關災情，持續與友邦保持聯繫並提供必要協助。（E） 

第252號                                                                                 2022/09/20 

歐洲地區「福爾摩沙俱樂部」30國共142位議員聯名致函國際民

航組織理事會主席，力挺台灣出席本年ICAO大會 

由歐洲地區「福爾摩沙俱樂部」（Formosa Club）各國共同主

席領銜、包含歐洲議會在內總計30個國家142位國會議員連署，

於本（2022）年9月20日聯名致函國際民航組織（ICAO）理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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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Salvatore Sciacchitano，力挺台灣受邀出席第41屆ICAO大

會，並有意義參與ICAO的會議、活動和機制；同時對中國在台

灣周邊軍演危害國際及區域航線，表達嚴正關切。對於歐洲跨國

議會平台在ICAO大會於9月27日召開前，以實際行動聲援台灣，

外交部表達誠摯歡迎及感謝。 

聯名函指出，台灣是連結東北亞及東南亞的重要空中交通樞

紐，交通繁忙的台北飛航情報區（FIR）與福岡、馬尼拉、香港

和上海飛航情報區鄰接，監管 18 條國際航線和 4 條國內航線。

台灣是全球航空網絡不可或缺的一環，卻無端被排除在ICAO會

議、活動及機制之外，也因此無法及時獲得ICAO的全面資訊。

此外，中國片面在台灣周邊進行軍演，嚴重影響國際航線，危害

台北及鄰近飛航情報區的飛航安全。連署議員們強調，飛航安全

超越國界，不應該泛政治化，呼籲ICAO邀請台灣出席第 41 屆

ICAO大會，具體實踐ICAO所揭櫫無縫航空安全網絡的目標。 

本次聯名函計有來自歐洲議會、歐盟會員國、英國、瑞士、

挪威、科索沃及加拿大總計30個國會的議員共同參與歐洲地區

「福爾摩沙俱樂部」這次的連署聲援行動。這是繼近日斯洛伐克

國會歐洲事務委員會及歐洲議會全會通過支持台灣出席本屆

ICAO大會的決議之後，歐洲友人再度強力聲援。台灣將持續與

理念相近的國際夥伴攜手合作，善盡作為世界地球村一份子的責

任，共同捍衛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促進台海及印太地區的

和平、穩定及繁榮。（E） 

第253號                                                                                 2022/09/21 

外交部長吳釗燮贈勳馬紹爾群島共和國駐台大使艾芮瓊，表彰其

深化台馬邦誼的貢獻 

外交部長吳釗燮於本（111）年9月21日代表我國政府，頒贈

「大綬景星勳章」（Order of Brilliant Star with Grand Cordon）予

馬紹爾群島共和國駐台特命全權大使艾芮瓊閣下（H.E. Neijon 

Rema Edwards），以表彰其自108年到任以來對於促進我國與馬國

邦誼所作出的傑出貢獻及成就；各國駐台使節及艾芮瓊大使各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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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人踴躍出席觀禮，氣氛溫馨隆重。 

吳部長致詞肯定艾芮瓊大使在台3年任內致力提升台馬關係

不遺餘力，積極推動各項農業、教育、文化、醫療等議題的交流

與合作，促成多次台馬高層互訪，對深化兩國邦誼貢獻卓越。吳

部長也感謝馬國政府歷來大力支持台灣參與國際組織，期盼艾芮

瓊大使離任返國後，持續協助深化兩國邦誼及促進台馬雙方人民

情誼。 

艾芮瓊大使致詞時首先代表馬國總統柯布亞（David Kabua）

及政府向蔡總統及吳部長申致敬意，誠摯感謝台灣長期以來協助

馬紹爾群島的國家建設，重申兩國深厚穩固邦誼，並強調馬國持

續支持台灣參與區域及國際組織的堅定立場。艾芮瓊大使另感謝

在台期間特別受到來自外交部、原住民族委員會及衛生福利部雙

和醫院等相關單位的大力支持，推動兩國合作及人民交流。 

馬紹爾群島與我國在87年建立正式外交關係，是我國在太平

洋區域的重要友邦之一。近年來台馬兩國在氣候變遷、糧食安

全、經濟發展、醫療衛生、潔淨能源、婦女賦權及南島文化交流

等各項合作成效卓越；兩國將在既有的合作基礎上，持續深化互

利互惠的永續夥伴關係。（E） 

第254號                                                                                 2022/09/22 

外交部及交通部共同宣示推動參與「國際民航組織」之決心，強

調中國近期在台灣周邊海空域軍演凸顯ICAO納入台灣參與的必

要性 

三年一度之「國際民航組織」（ICAO）第41屆大會訂於本

（111）年9月27日至10月7日在加拿大蒙特婁舉行。本年大會是

全球武漢肺炎（COVID-19）疫情爆發後的首度大會，主題為

「重新連結世界」（Reconnecting the world），深具全球民航社群

疫後復甦的象徵意義，更凸顯國際社會攜手共促全球飛航發展及

安全的共同目標。外交部徐儷文主任秘書及交通部民用航空局林

國顯局長於9月22日上午召開聯合記者會，重申政府堅定推案的

決心與訴求，並促請ICAO儘速接納台灣。同時說明政府將組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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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蒙特婁，爭取各界對我國參與ICAO之理解與支持。  

徐主任秘書表示，外交部持續與民航局密切溝通協調，爭取

受邀出席本屆大會。民航局至今尚未收到邀請，但政府將持續不

懈、積極爭取至最後一刻。外交部呼籲ICAO秉持專業中立，摒

除政治因素，正視台灣務實參與ICAO的必要性。政府今年將籌

組「ICAO行動團」前往蒙特婁，向國際社會積極傳達我務實參

與ICAO的訴求，並與友邦及理念相近國家代表團舉行雙邊會

談，自技術層面與各國進行專業交流，凸顯台灣能對ICAO及全

球飛航安全作出貢獻。  

徐主任秘書強調，近期中國在台灣周邊海空域進行實彈軍

演，蓄意升高對台灣軍事威脅，中方此一不負責任的挑釁舉措，

影響國際航路交通，同時嚴重危及區域及全球飛航安全；更凸顯

ICAO應納入台灣與全球每一個「飛航情報區」的民航主管機關

共同維護國際飛航安全的必要性。  

交通部民航局林局長國顯指出，本屆大會以「重新連結世

界」（Reconnecting the world）為題，彰顯國際民航社群所有利益

關係者協同合作之重要，及各界對疫後復甦之期待。「臺北飛航

情報區」（Taipei Flight Information Region，簡稱Taipei FIR）是

ICAO全球300多個飛航情報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台灣克盡維護

飛安職責，並盡力符合ICAO標準及建議措施。  

外 交 部 本 年 推 案 除 配 合 本 屆 大 會 主 題 發 想 標 語

「Reconnecting the world－Reconnecting Taiwan & ICAO」，並設

計主視覺，訴求ICAO應接納台灣，以達到全球無縫天空的目

標 。 外 交 部 也 製 作 推 案 短 片 「 連 接 你 我 的 天 空 」

（Reconnection），強調台灣在各個飛航領域的傑出表現，並致力

達到ICAO所制定的各項標準。為增進國際民航社群對我國推動

參與ICAO訴求及台灣在飛航領域成果的瞭解，並與我ICAO行動

團進行專業交流，ICAO大會開議首週我將在蒙特婁舉辦周邊系

列活動，包括召開國際記者會、舉辦專業研討會及外交酒會。駐

加拿大代表處也將配合推案在蒙特婁推動在地文宣，積極向世界

發聲。 外交部也感謝僑界自發性籌辦各項聲援活動，協助政府增

進國際社會對我推案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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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誠摯感謝友邦及理念相近國家以多元方式展現支持，

肯定台灣在全球民航社群所扮演的積極角色；並呼籲ICAO正視

台灣2,300萬人參與ICAO的殷切期待與實際需要，接納台灣對全

球飛安所作的貢獻與努力。（E） 

No. 254                                                                    September 22, 2022 

MOFA, MOTC jointly declare determination to promote 

involvement in ICAO, emphasize that China’s recent military 

exercises in airspace and waters around Taiwan highlight 

importance of ICAO incorporating Taiwan’s participation 

The 41st Assembly of the 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 

(ICAO) will take place in Montreal, Canada, from September 27 to 

October 7. As the first ICAO triennial Assembly to take place since 

the outbreak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the event carries the theme 

“Reconnecting the world,” which holds deep significance for the 

postpandemic recovery of the global civil aviation community and 

highlights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s common goal of working 

together to promote global aviation development and safety. 

In a joint press conference on the morning of September 22, Secretary 

General Lily L. W. Hsu of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MOFA) 

and Director General Lin Kuo-shian of the Civil Aeronautics 

Administration (CAA), Ministry of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MOTC), reiterated the government of Taiwan’s 

staunch determination to promote Taiwan’s ICAO bid and its 

associated appeals, urging ICAO to accept Taiwan into its fold at the 

earliest possible juncture. They also confirmed that a government 

delegation will travel to Montreal to seek understanding and support 

for Taiwan’s involvement in ICAO from a wide range of stakeholders. 

Secretary General Hsu said that MOFA has continued to communicate 

and coordinate closely with the CAA in seeking an invitation to the 

triennial ICAO Assembly. She said that although the CAA was yet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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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eive an invitation, the government would continue to work 

tirelessly and actively until the last possible moment. MOFA calls on 

ICAO to uphold professional neutrality, put political considerations 

aside, and give proper regard to the necessity of Taiwan’s pragmatic 

participation. This year, the aforementioned government delegation 

will visit Montreal to actively convey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aiwan’s demand for pragmatic participation. The delegation will also 

hold bilateral talks with delegations from diplomatic allies and like-

minded countries and conduct various professional exchanges with 

other countries at a technical level, demonstrating that Taiwan can 

contribute to ICAO and global aviation safety. 

Secretary General Hsu also stressed that China’s recent live-fire 

military exercises in the airspace and waters around Taiwan had 

deliberately escalated the military threat against Taiwan. She said that 

this irresponsible and provocative move by China had affected 

international air traffic and posed a grave danger to regional and 

global aviation safety. She added that this also highlighted the 

importance of ICAO accepting Taiwan so that civil aviation 

authorities overseeing every Flight Information Region (FIR) around 

the world could jointly safeguard global aviation safety. 

Director General Lin said that the theme of “Reconnecting the world” 

chosen for this year’s ICAO Assembly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collaboration among all stakeholders of the 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community and their expectations regarding postpandemic recovery. 

Noting that the Taipei FIR is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the more than 

300 FIRs around the world, Director General Lin said that Taiwan will 

do its utmost to maintain aviation safety and endeavor to comply with 

ICAO’s Standards and Recommended Practices. 

As part of its bid for participation this year, MOFA has devised the 

slogan “Reconnecting the world—Reconnecting Taiwan and ICAO” 

and drawn up an accompanying design that calls on ICAO to accept 

Taiwan and thereby realize the goal of seamless skies around the 

world. MOFA has also produced a promotional short fi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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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nnection, emphasizing Taiwan’s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in 

various fields of aviation and its efforts to meet the standards set out 

by ICAO. To raise the 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community’s 

understanding of Taiwan’s appeal to participate in ICAO and 

achievements in the world of aviation, Taiwan’s delegation will carry 

out a range of professional exchanges while in Montreal during the 

first week of the assembly, including an international press conference, 

a specialist seminar, and a diplomatic reception. The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Canada is coordinating with the campaign and 

assisting with local publicity so that Taiwan’s message can be heard 

around the world. MOFA also wishes to thank members of the 

overseas compatriot community for voluntarily taking the initiative to 

organize activities in solidarity and assisting the government in 

increasing awareness of Taiwan’s campaign throughout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MOFA extends sincere gratitude to its diplomatic allies and like-

minded nations for their wide-ranging and visible displays of support, 

and for affirming the active role that Taiwan plays in the global civil 

aviation community. MOFA calls on ICAO to give proper regard to 

the high expectations and need of Taiwan’s 23 million people to be 

involved in ICAO and accept Taiwan for its contributions and efforts 

in the field of global aviation safety. (E) 

第255號                                                                                 2022/09/22 

外交部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邊境管制措施調整，自9月29

日起全面恢復免簽證國家國民免簽證待遇 

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告，自本（2022）年9月29日

起全面恢復免簽證國家國民得以免簽證方式入境，從事商務、參

展、考察、國際交流、探親、觀光、社會訪問等無須申請許可的

活動。惟其他擬從事依國內機關法令須經許可活動者，仍須向中

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許可，並向外交部駐外館處申請特別入

境許可（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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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免簽證規定、應備文件及注意事項，請參考外交部領事

事務局全球資訊網相關資訊。至於不符合免簽證條件的外籍人

士，仍須依照指揮中心開放事由，備妥相關文件向外交部駐外館

處申請特別入境許可（簽證）。目前入境人數仍採總量管制，當

事人入境檢疫措施應依指揮中心現行「3天居家檢疫+4天自主防

疫」隔離檢疫規定辦理。 

前述措施將由指揮中心視疫情變化滾動式調整。（E） 

No. 255                                                                    September 22, 2022 

MOFA to fully reinstate visa-exempt treatment for nationals of 

eligible countries starting September 29 in accordance with 

adjustments to CECC antipandemic border control measures 

Following an announcement by the Central Epidemic Command 

Center (CECC), visa-exempt entry scheme to Taiwan will be fully 

reinstated from September 29 for nationals of eligible countries to 

engage in activities that do not require a permit, such as business, 

exhibition visits, fact-finding missions,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visiting relatives, tourism, and social events. For activities that do 

require a permit according to the laws and regulations of relevant 

agencies, travelers must apply to the central competent authorit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for permission and obtain a special 

entry permit (visa) from an overseas mission of the R.O.C. (Taiwan). 

For information on visa exemption regulations, required 

documentation, and other details, please visit the Bureau of Consular 

Affairs website. Foreign nationals who wish to travel to Taiwan but do 

not meet the requirements for visa-exempt entry should ensure that 

their purpose of travel is among the reasons for entry currently 

allowed by the CECC. They must prepare relevant documents and 

apply for a special entry permit (visa) at an R.O.C. (Taiwan) overseas 

mission. A cap on the total number of arrivals remains in place and 

inbound passengers are still required to follow current CE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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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ulations of three days of home quarantine and four days of self-

initiated pandemic prevention. 

The above measures will be adjusted on a rolling basis by the CECC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andemic. (E) 

第256號                                                                                 2022/09/22 

外交部誠摯感謝「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歐洲地區國會議員聯

名致函歐盟領袖籲請儘速與台灣洽簽雙邊投資協定 

「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Inter-Parliamentary Alliance on 

China，IPAC）30多位歐洲各國的國會議員於本（9）月21日聯名

致函歐盟執委會主席馮德萊恩（Ursula von der Leyen）、歐盟理事

會主席米歇爾（Charles Michel）、歐盟執委會副主席兼貿易執委

杜姆布羅夫基斯（Valdis Dombrovskis），並副知副主席兼外交暨

安全政策高級代表波瑞爾（Josep Borrell），呼籲歐盟儘速與台灣

簽署「台歐盟雙邊投資協定」（EU-Taiwan Bilateral Investment 

Agreement，BIA），以深化雙方長久而全面的經貿夥伴關係。外

交部對IPAC此項具體友好行動表示誠摯歡迎及由衷感謝。 

聯名函指出，長期以來台歐盟關係穩定且重要，合作成果豐

碩，目前應是與台灣深化及廣化全面經濟夥伴關係的時刻；台灣

的民主活力及高科技化的經濟發展，在充滿敵意的國際環境中，

有助維持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此外，聯名函也強調，台灣

是歐盟在印太地區的關鍵夥伴及民主盟友，歐盟是台灣第一大外

資來源，台灣也具有提升對歐盟投資的潛力，深化經貿關係不僅

對雙方有利，在地緣經濟上也具有高度重要意涵。聯名函提及，

在中國持續對台灣進行挑釁並擴張軍事部署之際，台歐盟在雙邊

經濟利益、民主情誼及維護以規則為基礎的世界秩序基礎上，更

應持續深化雙方的夥伴合作關係。 

IPAC是由全球五大洲各國國會及歐洲議會成員所組成的民主

聯盟，宗旨為促進理念相近的各國國會議員進一步合作，深具國

際影響力；IPAC 自2020年6月成立以來已多次以具體行動展現對

台灣堅定支持，包括：聲援立陶宛與台灣發展關係、呼籲W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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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納台灣參與世界衛生大會（WHA）、邀請外交部長吳釗燮以視

訊方式參加首次IPAC大會並致詞，大會更呼籲國際民主陣營團結

捍衛全球自由民主體制。此外，IPAC於本月12日至14日在美國華

府舉行第二次大會上發布共同聲明，宣示未來將持續透過聯盟在

各國的立法機構網絡，共同捍衛台海和平穩定及台灣的經貿安

全。在一週時間內，IPAC歐洲地區國會議員又再次以聯名致函歐

盟領袖的方式力挺台灣，展現對我國誠摯友誼。台灣將持續與

IPAC及其他理念相近的國際夥伴在各項領域擴大交流與團結合

作，強化彼此在經濟、政治、社會與安全等各面向的韌性，以對

抗威權主義擴張帶來的複合式威脅，捍衛全球民主陣營共享的自

由民主核心價值。（E） 

第257號                                                                                 2022/09/23 

外交部常務次長俞大 出席「沙烏地阿拉伯王國建國92週年國慶

晚宴」 

外交部常務次長俞大 於本（111）年9月22日晚間出席「沙

烏地阿拉伯駐台商務辦事處」（Saudi Arabian Trade Office）在台

北舉行的「沙烏地阿拉伯王國建國92週年國慶晚宴」。  

俞常務次長致詞時指出，沙國是我國第15大貿易夥伴，也是

我國在中東地區的第1大貿易夥伴及最大原油供應國，我國原油

進口近3分之1來自沙國，其長期穩定的能源供應，為我國工業發

展、經濟成長提供堅強的後盾。俞常務次長並肯定沙國在本年初

將我國列於沙國首批開放電子簽證國家名單內，相信在雙方政府

及民間的共同努力，兩國將攜手確保繁榮成長並強化雙方深厚友

誼。  

「沙烏地阿拉伯駐台商務辦事處」艾德爾代表（Adel Fahad 

A. Althaidi）致詞時表示，沙國「2030年願景」國家發展計畫在

薩爾曼國王及王儲穆罕默德領導下，取得非凡的成就，除在環境

保護和應對全球氣候變遷議題上取得具體進展，另在互利基礎

上，積極形塑沙國友善的投資前景及環境。台沙兩國政府長期以

來致力加強雙方各領域的合作，沙國駐台辦事處也將持續深化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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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在文化、商業、投資和旅遊的互動交流。 

俞常務次長與艾德爾代表在致詞後共同切蛋糕，象徵沙烏地

阿拉伯國運昌隆，並祝福台沙兩國友誼長存。  

台沙友好情誼源遠流長，兩國在經貿、文化、教育、農業等

領域交流密切，開發伊斯蘭市場也是近年我國政府重要政策之

一，尤以109年台沙簽署的「避免雙重課稅暨防杜逃漏稅協定」

（簡稱台沙租稅協定）於本年1月1日起正式適用，進一步提升雙

邊實質關係。外交部將持續秉持互惠互利的精神，進一步深化兩

國的合作，增進雙方人民的交流。（E） 

第258號                                                                                 2022/09/23 

台灣與捷克簽署科技、教育及文化等六項合作備忘錄，持續拓展

兩國多面向實質合作交流新篇章 

外交部常務次長俞大 代表部長吳釗燮，於本（111）年9月

23日與來台訪問的捷克參議院「教育、科學、文化暨請願委員

會」主席德拉霍斯（Jiří Drahoš）、教育部次長維多娃（Radka 

Wildová）、科技次長哈利科娃（Jana Havlíková）等貴賓，共同見

證台捷半導體科技、教育、文化、大學及博物館等6項合作備忘

錄及協議簽署儀式，為雙方在多元領域的密切交流合作開啟新篇

章。 

備忘錄由我國駐捷克代表柯良叡、捷克駐台代表史坦格

（David Steinke）、國立故宮博物院副院長黃永泰、國立台灣博物

館館長洪世佑、國立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院長連弘宜、國立中

山大學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莊雪華、國家博物館館長盧卡其

（Michal Lukeš）及查理大學社會科學院代表梅斯齊（Martin 

Mejstřík）等分別代表簽署，國發會副主委高仙桂、國科會副主

委林敏聰、教育部主任秘書廖興國、前駐捷克代表台美會秘書長

薛美瑜及文化部代表等人應邀見證觀禮。 

俞次長致詞時首先感謝德拉霍斯主席訪問團在中國對台海周

遭海空域進行大規模軍演及持續文攻武嚇時來訪，展現對我國堅

定支持；肯定台捷雙方共同努力，此行促成簽署多項合作備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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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協議，象徵台捷雙方加強緊密友好關係的決心，並藉擴大科

技、教育、文化等合作交流，強化彼此價值同盟及民主供應鏈韌

性，捍衛共同珍惜的民主政體及自由生活方式。俞次長最後強調

我國政府將續與捷方密切合作，為台捷關係再創新猷。 

德拉霍斯主席致詞時表示，訪團自抵台以來，即感受到如回

家般的親切溫暖，他此行特別邀集捷克科技、教育、文化、醫

療、防疫及資安等各領域官員及專家參團訪台，旨在促進雙方發

展更密切的互利互惠合作關係。德拉霍斯主席指出訪台期間，甚

感榮幸晉見蔡總統，另拜會行政院長蘇貞昌、立法院長游錫堃及

外交部長吳釗燮，以及相關機構官員，各項交流頻密，深信定能

對深化台捷關係作出貢獻。 

德拉霍斯主席一行14人於本（9）月18日至23日訪台，此行

豐碩成果並親身體驗台灣政經建設發展及風土民情；台捷雙方並

簽署6項備忘錄及協議，有助鞏固兩國經濟民主韌性，也為雙方

在科技、教育及文化等領域的合作與前景奠定新里程碑。（E） 

第259號                                                                                 2022/09/25 

中國外長王毅在聯合國大會上扭曲歷史事實，錯誤解釋聯大第

2758號決議，企圖以此作為對台武力挑釁的藉口，外交部予以嚴

正駁斥與強烈譴責 

中國外長王毅於9月24日在聯合國大會演說中誆稱對台灣主

權，蓄意錯誤解釋聯大第2758號決議，將其與所謂「一個中國原

則」掛勾，圖謀製造台灣隸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假象，遮掩中

國近期在台海挑釁的作為。對於王毅在聯合國大會上扭曲歷史事

實、刻意混淆真實現況、誤導國際視聽的連篇謊言，外交部予以

最嚴厲的譴責。  

外交部嚴正重申，聯合國大會第2758號決議，只處理了中國

在聯合國的代表權，決議全文隻字未提台灣，不但未授權中華人

民共和國在聯合國體系代表台灣，更未提及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

國的一部分。中國持續刻意對聯大歷史文件作出扭曲錯誤的政治

性詮釋，將並未獲得國際共識的所謂「一中原則」與其作荒謬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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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長期施展不當影響力施壓聯合國體系，無所不用其極排除台

灣及所有台灣人民的參與，阻撓台灣貢獻國際社會的機會。中華

民國台灣是自由民主國家，民主台灣與專制中國互不隸屬是國際

公認、長期客觀的事實，也是當前的台海現狀，中華人民共和國

從未統治過台灣，台灣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只有台灣

的民選政府，才有權在聯合國體系等國際場域代表台灣2,350萬人

民，從未統治台灣的中國共產黨政府無權置喙。   

《聯合國憲章》清楚指出，維持國際和平與穩定是聯合國的

宗旨與原則，尤其禁止使用武力解決爭端。中國近期不斷升高對

台軍事恫嚇，包括台灣周邊海域軍演及軍機艦越過海峽中線等種

種軍事冒進的單邊行為，破壞台海和平現狀，危及印太區域安

全，種種作為明顯違反《聯合國憲章》精神與相關條文規定，卻

仍大言不慚在聯合國大會上聲稱愛好和平，相關威脅性的發言再

度印證中國「作賊喊抓賊」，中國就是一個威權主義擴張的政

權，是企圖片面改變台海及區域和平穩定的一方。  

中國近期以來在台海周邊進行的挑釁行為，已引起全球嚴正

關切，友邦及美國等理念相近國家在聯大期間，紛紛公開表達對

台海和平的重視，反對單方面改變台海現狀，並呼籲遵守聯合國

憲章的重要性。台灣將繼續與民主社群國家共同遏止威權主義的

擴張與侵略，維護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以及自由開放的印

太區域。（E） 

No. 259                                   September 25, 2022 

MOFA solemnly denounces, strongly condemns China’s Foreign 

Minister Wang Yi for distorting historical facts, misrepresenting 

UN Resolution 2758 in an attempt to excuse military provocation 

targeting Taiwan 

Speaking at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UNGA) on 

September 24, China’s Foreign Minister Wang Yi made false claims 

regarding Taiwan’s sovereignty, willfully misrepresenting UNGA 

Resolution 2758 and connecting it to the so-called “one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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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ciple” in an attempt to create the illusion that Taiwan is 

subordinate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excuse China’s 

recent provocative behavior toward Taiwan.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MOFA) condemns in the strongest possible terms Wang Yi’s 

lies, which distort historical facts, deliberately muddy the reality of the 

situation, and mislead his international audience. 

MOFA solemnly reiterates that UNGA Resolution 2758 only 

addresses the issue of China’s representation in the United Nations. At 

no point does the text of the resolution mention Taiwan, nor does it 

ascribe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y right to represent 

Taiwan in the United Nations system or say that Taiwan is a par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hina continues to make distorted and 

incorrect political interpretations of this historical UN document and 

link such absurd claims to its so-called “one China principle,” which 

has not obtained international consensus. China has long exercised 

undue influence over the UN system, doing all it can to exclude 

Taiwan and the Taiwanese people from participating and obstruct 

opportunities for Taiwan to contribute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is a free and democratic nation. It is 

an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long-standing, and objective fact that 

neither democratic Taiwan nor authoritarian China is subordinate to 

the other. This is the prevailing situation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as never governed Taiwan, and Taiwan is 

not a par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Taiwan’s 

democratically elected government has the right to represent Taiwan’s 

23.5 million people in the UN system and elsewhere on the 

international stag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as never ruled 

Taiwan and has no right to speak on Taiwan’s behalf. 

The UN Charter explicitly states that maintaining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tability is one of the UN’s purposes and principles, and it 

prohibits the use of force in resolving disputes. China has recently 

continued to escalate its military intimidation against Taiwan, 

engaging in numerous kinds of aggressive, unilateral a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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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luding military exercises in the waters surrounding Taiwan and 

having military aircraft and vessels cross the median line of the 

Taiwan Strait. This is undermining the status quo of peace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and endangering the security of the Indo-Pacific region. 

China’s various actions have clearly violated the spirit of the UN 

Charter and associated provisions. And yet, despite its threatening 

language, China sanctimoniously speaks about loving peace at the 

UNGA. In reality, it is China, an expansionist, authoritarian regime, 

that is unilaterally attempting to alter both the status quo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and regional peace and stability. 

China’s recent provocative actions in and around the Taiwan Strait 

have aroused grave concern around the world. During the General 

Assembly, Taiwan’s diplomatic allies and such like-minded nations as 

the United States have publicly expressed concern for peace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and opposition to any unilateral change in the status quo, 

calling for the necessity of abiding by the UN Charter. Taiwan will 

continue to work with the community of democratic nations to halt 

authoritarian expansion and aggression and safeguard the 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the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E) 

第261號                                                                                 2022/09/27 

台灣、美國、日本、澳洲、以色列及荷蘭在「全球合作暨訓練架

構」下共同舉辦「智慧農業產業化的挑戰與策略」國際研習營 

為促進智慧農業的發展與國際合作，外交部、亞洲太平洋地

區糧食與肥料技術中心、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與美國、日

本、澳洲、以色列及荷蘭等國駐台機構合作，於本（2022）年9

月27日至28日在台北舉辦「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GCTF）「智

慧農業產業化的挑戰與策略」國際研習營（2022 GCTF Workshop 

on the Challenges and Strategies for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Smart 

Agriculture）。活動議程由亞太糧食與肥料技術中心與美國在台協

會領導規畫，以實體及視訊混合形式，邀請世界各國公、私部門

代表及學者專家共同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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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開幕活動的各國代表包括外交部北美司司長徐佑典、美

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副處長柯傑民（Jeremy Cornforth）、荷蘭

在台辦事處代表譚敬南（Guido Tielman）、澳洲辦事處副代表劉

溯源（Michael Googan）、日本台灣交流協會副代表服部崇

（Takashi HATTORI）及吐瓦魯大使潘恩紐（Rt. Hon. Bikenibeu 

Paeniu），實體與會者共有國內產官學界專家共50餘人，線上參與

者計有來自印太、亞西、非洲、歐洲、拉美及加勒比海地區等40

餘國近300人報名參加。 

此為GCTF首次在國內舉辦以智慧農業為主題的活動。在為

期2日的研習營中，各國參與者將聚焦資通訊技術（ICT）與數位

創新科技在智慧農業的應用，分享各國智慧農業產業化的經驗與

挑戰，並計畫發起GCTF智慧農業聯盟，盼藉由資訊交換促進夥

伴關係，共同為智慧農業技術的國際應用制定方針。 

GCTF自2015年6月1日由台美簽署瞭解備忘錄成立迄今，已

成為理念相近國家多邊合作平台，在台灣及海外舉辦共已51場研

習活動，累計參與實體或線上活動的各國學員超過5,500人次。

（E） 

第262號                                                                                 2022/09/27 

面對中國軍事威嚇及脅迫打壓，政府推動參與聯合國案獲得國際

廣泛支持，外交部表達誠摯感謝   

在中國持續升高對台軍事恫嚇，對區域和平及穩定造成嚴重

威脅的情形下，本（111）年政府持續推動參與聯合國體系，有

效傳達台灣2,300萬人民參與聯合國的熱切期盼，爭取國際社會對

我國推案訴求的認同、支持及重視。外交部誠摯感謝我國友邦及

理念相近國家在第77屆聯合國大會開議期間以各種多元方式展現

對我國的支持，正面回應我反對武力威脅的訴求，呼籲重視台海

和平穩定，以及肯定台灣對國際社會的貢獻。   

在本（9）月20至26日聯大總辯論期間，巴拉圭總統、馬紹

爾群島總統、瓜地馬拉總統、史瓦帝尼國王、帛琉外長、聖露西

亞總理、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總理、貝里斯總理、吐瓦魯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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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聖文森總理及諾魯駐聯合國代辦11位友邦高層（依發言順

序）在聯大總辯論演說時特別為台灣仗義執言，關切台海及區域

和平穩定，也呼籲聯合國不應以聯大第2758號決議的政治詮釋回

應台灣有意義參與聯合國的訴求，台灣有能力為落實「永續發展

目標」（SDGs）做出更多貢獻，聯合國應接納台灣。   

理念相近國家也持續對台海情勢發展表達高度關切。美國總

統拜登（Joe Biden）、捷克外長利帕夫斯基（Jan Lipavsky）及歐

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Charles Michel）皆在聯大總辯論演說中，

強調支持台海穩定與和平，反對任一方單方面改變現狀。在聯大

期間，「七大工業國集團」（G7）外長及歐盟高級代表發布聯合聲

明，重申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呼籲以和平方式解決兩岸問

題；美、英、日、澳、德也透過與其他國家的場邊會談、媒體訪

問或發布官方報告的方式關切台海情勢發展。    

各國立法部門也持續表達聲援，美國、加拿大、宏都拉斯、

哥倫比亞、阿根廷及南非等國國會議員，以通過友台法案、發布

聯合公報、社群媒體發文，以及致函聯合國秘書長等多元方式，

支持我國的國際參與。另外，歐洲議會通過「台海決議文」，支

持台海及區域和平，反對任一方片面改變現狀；歐洲福爾摩沙俱

樂部共28國國會議員以及由29國國會議員組成的「對華政策跨國

議會聯盟」（IPAC）先後發表公開聲明，譴責中國軍事挑釁，重

申台海和平穩定之重要性。   

我國推案訴求也透過國際文宣及新媒體傳達至全球各界。外

交部長吳釗燮發表專文，強調台灣在堅定維護主權的同時不會升

高衝突，不會挑起爭端，呼籲聯合國勿屈從中國施壓持續錯誤引

用聯大第2758號決議，台灣願意貢獻心力與全球共同應處各種錯

綜複雜的危機。吳部長專文廣獲美國、加拿大、歐盟、法國、西

班牙、丹麥、立陶宛、烏克蘭、韓國、宏都拉斯、史瓦帝尼及貝

里斯等國際主流媒體刊載，超過202篇次。推案短片「世界的幫

手」，強調台灣是全球落實SDGs不可或缺的好夥伴，在網路上引

起熱烈迴響，已有超過1,023萬人次觀看。我國也在紐約重要地標

時報廣場以「Give Taiwan a voice: a voice for good」為題刊登大型

動態廣告，透過台灣意象吸引全球目光，增進國際各界對台灣期

盼參與聯合國的瞭解與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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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總統於本月19日應邀在紐約知名非營利組織Concordia年度

峰會發表預錄主題演講（keynote remarks），強調「守護台灣民主

對確保集體自由與人權至關重要」，呼籲各國團結合作，共同對

抗威權擴張主義，並接納台灣參與聯合國。這是我國元首第一次

在聯大開議期間，獲邀在紐約聯合國社群大型公開活動發表公開

演說，深具意義。   

為展現台灣有能力及有意願做出貢獻，我國今年在紐約舉辦

多場周邊活動，聚焦聯合國關注的和平、創新及永續發展議題。

我國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副執行長蔡鴻德在聯合國周邊發

布我國第二部永續發展「國家自願檢視報告」（VNR），並與馬紹

爾群島駐聯合國常代Amatlain Elizabeth Kabua、帛琉駐聯合國常

代Ilana Seid及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副秘書長史立軍進行

對話，展現我國是全球落實SDGs負責任的夥伴。另數位發展部

長唐鳳及新創企業「小智研發」創辦人黃謙智在Concordia會中分

享新創經驗，凸顯台灣有能力及意願為聯合國促進世人福祉的議

程提供協助，上述周邊活動都獲得熱烈回響。   

立法院則由范雲委員及王婉諭委員組成視導團前往紐約，傳

達支持政府推案的堅強民意。同時，關心台灣國際參與的海外僑

團也在聯大開議期間發揮創意辦理各項聲援活動，透過遊行及刊

登廣告等方式，擴大我推案聲勢，與政府協力向國際社會表達聯

合國應儘速接納台灣的訴求。外交部對此至感鼓舞並深表感

謝。   

外交部再次誠摯感謝友邦及理念相近國家對台灣參與聯合國

體系的強勁支持，以及各項具體的友好行動。身為全球負責任的

一員，台灣將繼續與民主社群國家共同合作遏止威權主義的擴

張，致力維護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我國也將秉持「專業、

務實、有貢獻」的原則持續積極推動參與聯合國，展現台灣與國

際連結的決心，讓世界看見台灣的正面價值。（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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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262                                                                    September 27, 2022 

MOFA appreciates widespread international support for the 

government as it promotes UN campaign while facing military 

threats and coercion from China 

Despite China’s continuing escalation of military intimidation against 

Taiwan, which poses a serious threat to regional peace and stability,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pushed forward 

with this year’s campaign to participate in the United Nations system. 

The government has effectively communicated the strong aspiration of 

Taiwan’s 23 million people to participate in the UN and has striven to 

gain international affirmation, support, and attention regarding its UN 

bid.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MOFA) is sincerely grateful to 

diplomatic allies and like-minded countries for endorsing Taiwan’s bid 

in various ways during the 77th session of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UNGA). MOFA appreciates their positive response to Taiwan’s 

appeal to oppose military threats, their high regard for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and their recognition of Taiwan’s 

contributions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During the UN General Debate from September 20 to 26, high-level 

officials from 11 diplomatic allies spoke up for Taiwan. These were 

the Presidents of Paraguay, the Marshall Islands, and Guatemala; the 

King of Eswatini; the Foreign Minister of Palau; the Prime Ministers 

of Saint Lucia, Saint Christopher and Nevis, Belize, Tuvalu, and Saint 

Vincent and the Grenadines; and the Chargé d’affaires of Nauru’s 

Permanent Mission to the UN (listed in the order in which they 

spoke). They voiced concern over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and the region and maintained that the UN should not 

respond to Taiwan’s appeal for meaningful participation with a 

political interpretation of UNGA Resolution 2758. They also stated 

that Taiwan has the ability to make greater contributions to realizing 

the U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and urged the UN to 

accept Taiwan into its f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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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nwhile, like-minded nations have continued to express a high 

level of concern over developments in the Taiwan Strait. While 

speaking during the UN General Debat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Joe Biden, Foreign Minister of the Czech Republic Jan 

Lipavský, and President of the European Council Charles Michel all 

emphasized support for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as 

well as opposition to unilateral changes to the status quo by either 

side. During the UNGA, the Foreign Ministers of the Group of Seven 

and the EU High Representative for Foreign Affairs issued a joint 

statement reaffirming the importance of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and encouraging the peaceful resolution of cross-strait 

issues. The United States, the United Kingdom, Japan, Australia, and 

Germany also demonstrated concern over cross-strait developments 

during side meetings with other countries or through media interviews 

or official reports. 

In addition, the legislative chambers of many countries continued to 

back Taiwan. Parliamentarians of the United States, Canada, 

Honduras, Colombia, Argentina, South Africa, and other countries 

endorsed Taiwan’s international participation through diverse 

channels, including passing laws, issuing joint communiqués, posting 

messages on social media, and sending letters to the UN Secretary-

General. Furthermore,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dopted a resolution 

on the situation in the Taiwan Strait, declaring support for peace 

across the strait and in the region and reiterating that the status quo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must not be unilaterally changed. Members of 

the Formosa Club in Europe, hailing from 28 parliaments, and 

members of the Inter-Parliamentary Alliance on China, who are 

legislators from 29 countries, issued public statements condemning 

China’s military provocations and reaffirming the importance of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Taiwan has communicated its appeal for UN participation to all 

sectors around the globe via publicity campaigns and new media.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Jaushieh Joseph Wu published an op-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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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iterating that, while resolutely defending its sovereignty, Taiwan 

would not escalate conflict or instigate disputes. He urged the UN not 

to continue to cite the erroneous interpretation of UNGA Resolution 

2758 under pressure from China. He also stated that Taiwan is willing 

to contribute with the rest of the world in addressing many different 

complicated crises. Minister Wu’s op-ed was published at least 202 

times by prominent media outlets in the United States, Canada, the 

European Union, France, Spain, Denmark, Lithuania, Ukraine, the 

Republic of Korea, Honduras, Eswatini, Belize, and other countries. 

Taiwan’s Helping Hand, a short film focusing on Taiwan as an 

excellent and indispensable partner in the worldwid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DGs, received an overwhelming response, with 10.23 million 

views online. Taiwan’s large-scale billboard video entitled Give 

Taiwan a Voice: a Voice for Good was shown at New York City’s 

landmark Times Square. It attracted worldwide attention, fostering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and support for Taiwan’s aspiration to 

participate in the UN. 

President Tsai Ing-wen delivered keynote remarks at the Annual 

Summit hosted by the New York-based nonprofit organization 

Concordia on September 19 (US Eastern Standard Time). In her 

prerecorded remarks, she emphasized that “securing Taiwan’s 

democracy is imperative in securing freedom and human rights for our 

collective future.” She called on all nations to work together to fend 

off authoritarian expansionism and include Taiwan in the UN. Her 

participation was highly significant in that this was the first time 

Taiwan’s head of state was invited to address a large public event held 

by the UN community in New York while the UNGA was in session. 

Taiwan held a number of side events in New York to demonstrate that 

it is willing and able to contribute to the UN’s priority issues of peace, 

innov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n the sidelines of the 

UNGA, Deputy Chair of the National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sai Hung-teh released Taiwan’s second voluntary 

national review on its implementation of the SDGs. He also held tal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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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Marshall Islands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the UN Amatlain 

Elizabeth Kabua, Palauan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the UN Ilana 

Seid, and Deputy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Fund Alex L. J. Shyy, showing that Taiwan is a 

responsible partner in the global realization of the SDGs. Minister of 

Digital Affairs Audrey Tang and Founder of Miniwiz Co., Ltd. Arthur 

Huang shared their experience with innovation at the Concordia 

Annual Summit, underscoring Taiwan’s ability and readiness to 

provide assistance in advancing the UN agenda for enhancing the 

well-being of humankind. All of these side events were well received. 

A Legislative Yuan delegation comprising Legislators Fan Yun and 

Wang Wan-yu traveled to New York to provide guidance and convey 

the Taiwanese people’s resolute support for the government’s UN 

campaign. Meanwhile, overseas compatriot communities 

demonstrated their creativity in organizing activities that lent support 

to Taiwan’s cause. They held rallies, published advertisements, and 

employed other means to increase the magnitude of support for 

Taiwan. They also joined in concerted efforts with the government to 

convey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aiwan’s appeal for early 

inclusion in the UN. MOFA appreciates and is strongly encouraged by 

these efforts. 

MOFA again sincerely thanks diplomatic allies and like-minded 

countries for their staunch support, both vocally and through concrete 

friendly measures, for Taiwan’s participation in the UN system. As a 

responsible member of the global village, Taiwan will continue to 

work with the democratic community to deter authoritarian expansion 

and safeguard the 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 Taiwan will further 

promote its UN campaign in a professional, pragmatic, and 

constructive manner; demonstrate its determination to connect with 

the rest of the world; and draw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to its positive 

values.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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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4號                                                                                 2022/09/29 

外交部重申兩岸互不隸屬，呼籲中國正視事實，莫再阻撓台灣參

與聯合國體系並做出貢獻 

第41屆「國際民航組織」（ICAO）大會於本（9）月27日在

加拿大蒙特婁開議，中國代表民用航空局副局長崔曉峰在大會首

日重彈中方所謂的「一中原則」舊調，誑稱「中國的和平統一大

業」得到ICAO廣大締約國的支持，並抵制台灣的參與權利。對

於崔某的謬論，外交部予以駁斥及譴責。   

外交部重申，中華民國（台灣）為主權獨立的民主國家，與

專制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這是客觀且不容懷疑的事實，

中國政府不應對聯合國及其專門機構的決議或規定做謬誤的政治

性解讀，甚至炒作與飛安完全無關的政治議題，還要將其統一的

中國夢強加於國際組織中。中國近期不斷蓄意升高對台灣軍事恫

嚇與實彈軍演，已經成為區域及全球飛安風險製造者，台海和平

現狀和亞太區域安全的破壞者。在中國代表聲稱與各國共促民航

復甦的同時，其作為已嚴重違背「聯合國憲章」禁止使用武力及

和平解決爭端的最基本原則，以及ICAO 無縫飛安的宗旨，中國

政府的作為應該受到全球一致的譴責。 

外交部再次強調，中華人民共和國從未統治過台灣，台灣從

未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只有台灣的民選政府，才有權在

聯合國體系等場域代表台灣人民，中國政府無權置喙，更不應無

理阻撓台灣參與聯合國體系並做出貢獻。（E） 

No. 264                                                                    September 29, 2022 

MOFA reiterates that neither side of the Taiwan Strait is 

subordinate to the other, urges China to face reality and stop 

interfering in Taiwan’s participation in and contributions to the 

UN system 

The 41st Assembly of the 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 

(ICAO) commenced in Montreal, Canada, on September 27. On the 

Assembly’s opening day, Chinese delegate Cui Xiaofeng, Depu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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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nistrator of the Civi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 of China, repeated 

the so-called “one China principle,” falsely claimed that China’s 

“peaceful unification” mission has the widespread support of ICAO’s 

contracting states, and challenged Taiwan’s right to participate.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MOFA)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refutes and condemns Mr. Cui’s false narrative. 

MOFA reiterates that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is a sovereign 

and independent democratic state and that neither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nor the aut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is subordinate to the other. These are objective and indisputable facts. 

China’s government should not make erroneous political 

interpretations of the resolutions and rul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and 

its specialized agencies, nor should it play up political issues that have 

no connection with aviation safety or impose the “Chinese dream” of 

annexing Taiwan 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Given its recent 

deliberate escalation of military threats and live-fire drills targeting 

Taiwan, China has become a source of flight safety risks in the region 

and the world, while also disrupting the peaceful status quo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and security in the Asia-Pacific. While declaring that 

China was working with other countries to promote the recovery of 

the civil aviation sector, Mr. Cui made assertions that severely flouted 

the UN Charter’s basic principles of not using force and of resolving 

disputes peacefully and that ran contrary to ICAO’s purpose of 

ensuring seamless aviation safety. Such claims by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should be unanimously condemned by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MOFA again stresses that the PRC has never governed Taiwan and 

that Taiwan has never been a part of the PRC. Only the democratically 

elected government of Taiwan has the right to represent the Taiwanese 

people in the UN system and elsewhere on the international stage. 

China’s government has no right to speak on behalf of the Taiwanese 

people, nor should it interfere in Taiwan’s participation in and 

contribution to the UN system.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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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5號                                                                                 2022/09/29 

我國祝賀友邦諾魯共和國順利完成國會大選 

我國太平洋友邦諾魯共和國於本（2022）年本（9）月24日

舉行國會大選，現任議員昆洛斯（Russ Joseph Kun）經全體新任

國會議員推舉，成功當選為諾魯第16任總統。 

我國駐諾魯共和國大使館王海龍大使已於第一時間代表我國

政府向昆總統表達誠摯祝賀，並轉致蔡英文總統及外交部長吳釗

燮賀電。 

我國政府再次祝賀諾魯人民以具體行動實踐民主制度，以公

開、透明及和平的民主程序完成大選，展現對自由、平等理念之

堅持，期待未來持續與諾魯政府攜手深化兩國邦誼及緊密友好的

雙邊關係，共同維護太平洋地區的和平、穩定及發展。（E） 

第266號                                                                                 2022/09/29 

台灣、美國、日本及澳洲於聯合國大會開議期間在「全球合作暨

訓練架構」下舉辦國際研討會，共同為全球挑戰尋求變革性解決

方案 

為因應全球落實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所面臨的

錯綜挑戰，探尋創新的解決方案，台灣、美國、日本及澳洲於本

（2022）年9月29日第77屆聯合國大會開議期間在紐約共同舉辦

「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透過創新夥伴關係機制尋求變革性解決

方案」（GCTF Seminar on Finding Transformative Solutions through 

Innovative Partnership Mechanisms）國際研討會。與會各方均肯

定強化全球夥伴關係，透過創新方法因應全球挑戰至為關鍵，會

議成果豐碩。   

延續過去兩年的成功經驗，台、美、日三方再度於9月聯合

國大會開議期間透過GCTF分享落實SDGs的經驗及成果，本年不

僅邀得澳洲首度合辦，也首度以實體及視訊混合方式舉辦。外交

部長吳釗燮、美國在台協會華盛頓總部（AIT/Washington）執行

理事藍鶯（ Ingrid Larson）、日本台灣交流協會代表泉裕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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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ZUMI Hiroyasu）以及澳洲辦事處處長露珍怡（ Jenny 

Bloomfield）均於會中致詞。   

吳部長致詞時指出，國際社會現正面臨糧食及能源匱乏、供

應鏈安全及氣候變遷等錯綜挑戰，儘管台灣被不當排除在聯合國

體系之外，仍積極承擔國際責任，為推動落實SDGs作出貢獻。

台灣致力於建構更好的新創環境，在製造業、人工智慧、再生能

源及生物科技等產業都極具創造力，台灣也願意貢獻所長，為全

球實踐2030年永續發展議程提出創見。   

藍鶯執行理事肯定台灣持續促進及自願遵守國際標準及規

範，透過年度自願檢視（voluntary annual review）、總統盃黑客松

及鼓勵民眾實現淨零碳排等創新作法，積極參與落實SDGs。泉

裕泰代表強調，在SDGs「不遺漏任何人」的原則之下，國際社

會應相互合作以促進永續發展及繁榮，台灣在國際社會扮演不可

或缺的角色。露珍怡處長表示，澳洲肯定台灣在落實SDGs所取

得的進展，支持世界各國落實永續發展的重要工作。   

本次研討會邀請來自20個國家、逾60位官員及專家學者與

會，講者有美國務院國組局副助卿Nerissa Cook、我國國家新創

品牌「Startup Island TAIWAN」執行長樊亞倫（Allen John Ku）

及日本慶應義塾大學教授蟹江憲史（Norichika Kanie），主持人由

「亞洲協會政策研究中心」執行主任Rorry Daniels擔任。（E） 

第267號                                                                                 2022/09/29 

外交部配合開放邊境管制措施調整外籍人士來台規範 

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告，自本（111）年9月29日全

面恢復免簽證待遇機制外，10月13日起開放非免簽證國家得以

「一般性社會訪問」及「觀光」事由申請來台簽證。外交部將相

應調整外籍人士來台規範如下： 

一、 全面恢復簽證便捷措施： 

符合資格的外籍人士得以落地簽證方式來台，或事先申請電

子簽證及內政部移民署「東南亞國家人民來台先行上網查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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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入境憑證。東南亞國家優質團體旅客來台觀光（觀宏專案）

相關申請事宜，將按主管機關交通部觀光局所訂開放程期受理。 

二、 全面恢復正常簽證辦理流程： 

外籍人士得依其來台事由（含一般性社會訪問及觀光），備

妥相關文件向外交部駐外館處申請來台簽證。 

有關簽證應備文件及申請手續，請參考外交部領事事務局全

球資訊網。有關內政部移民署「東南亞國家人民來台先行上網查

核系統」入境憑證申請資訊，請參考內政部移民署網站公告。另

目前入境人數仍採總量管制，當事人入境應遵守指揮中心各項防

疫措施。（E） 

No. 267                                                                    September 29, 2022 

MOFA to adjust entry regulations for foreign nationals in 

accordance with CECC's relaxation of border control measures 

Following an announcement by the Central Epidemic Command 

Center (CECC), in addition to full reinstatement of visa-exempt entry 

scheme from September 29, nationals of countries that are not eligible 

for this scheme may apply for visas to enter Taiwan for the purposes 

of regular social visits and tourism, starting October 13.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MOFA) will adjust entry regulations for foreign 

visitors to Taiwan as follows: 

1. Full reinstatement of specific visa regulations 

Eligible foreign nationals may enter Taiwan on a landing visa, apply 

for an e-Visa in advance, or apply for a Travel Authorization 

Certificate for nationals from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from the 

National Immigration Agency (NIA) online application system. 

Applications from travelers on High-end Group Tourists from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Project Kuan-Hong) will be accep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imeframe set by the competent authority—the 

Tourism Bur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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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Full reinstatement of regular visa application procedures 

Foreign nationals may apply for a visa at a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overseas mission based on their purpose of travel (including regular 

social visits and tourism) by submitting relevant documents. 

For information on required documentation and other details for visa 

applications, please visit the Bureau of Consular Affairs website. 

Please check announcements on the NIA website regarding the online 

application system for Travel Authorization Certificates for nationals 

from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In addition, a cap on the total number 

of arrivals remains in place and inbound passengers are still required 

to follow current CECC regulations. (E) 

第268號                                                                                 2022/09/29 

外交部政務次長田中光代表部長吳釗燮出席「大韓民國國慶日慶

祝晚會」 

外交部政務次長田中光於本（9）月29日晚間代表部長吳釗

燮出席「駐台北韓國代表部」（Korean Mission in Taipei）舉行的

「大韓民國國慶日慶祝晚會」。 

田政務次長致詞時指出，台韓同享普世價值，近年兩國合作

交流持續成長，上（110）年雙邊貿易總額創下507.7億美元的紀

錄，彼此互為第五大貿易夥伴。自上年11月以來，雙方已簽署

「避免所得稅雙重課稅及防杜逃稅協定」、「雙邊銀行業監理合作

備忘錄」與「國際駕照相互承認瞭解備忘錄」，有助進一步提升

兩國經貿合作與人員交流。在區域情勢方面，韓國政府於本

（111）年8月提出推動北韓去核化的「大膽構想」，我國肯定韓

國政府為建構韓半島和平穩定及促使北韓放棄發展大規模毀滅性

武器所付出的努力。此外，田政務次長特別針對韓國大統領尹錫

悅與外長朴振日前分別在國際場合，對維護台海和平穩定重要性

及反對以武力或脅迫手段改變地區現狀的公開發言，代表我國政

府表達誠摯歡迎與感謝。 

「駐台北韓國代表部」鄭炳元（Chung Byung-Won）代表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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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時表示，台韓間地緣、文化與情感關係密切悠久，雙邊貿易額

比30年前成長15倍。兩國產業如半導體已具高度互補性，近年韓

國企業來台投資更大幅成長。台韓關係中，兩國人員與文化交流

扮演關鍵角色，相信疫情緩解及國境開放後，雙邊往來將更加興

旺。台韓在同時達成經濟發展與政治民主化後，今後將在國際社

會上攜手合作，共同克服挑戰。 

雙方在晚會中舉杯，互祝台韓兩國國運昌盛。「駐台北韓國

代表部」也安排國立台灣藝術大學的台籍、韓籍聲樂家與鋼琴家

演出韓國傳統歌謠，以台韓音律交融的方式展現韓國文化藝術之

美。（E） 

第269號                                                                                 2022/09/30 

外交部誠摯感謝福爾摩沙俱樂部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16國議

員支持台灣參與國際民航組織大會  

第41屆「國際民航組織」（ICAO）大會已於今（2022）年9

月27日在加拿大蒙特婁總部開議，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福

爾摩沙俱樂部」（Formosa Club）16國217位議員以連署、致函及

推文等不同方式，呼籲國際民航組織理事會主席 Salvatore 

Sciacchitano邀請台灣出席第41屆國際民航組織大會，並有意義參

與國際民航組織會議、活動及機制，外交部表達歡迎及誠摯感

謝。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16國議員致ICAO信函中指出，台

灣是連結東北亞及東南亞的重要空中交通樞紐，也是全球航空網

絡不可或缺的一環，然而卻因政治因素無端被排除在國際民航組

織之外，無法及時獲得ICAO的全面資訊。此外，中國今年8月在

台灣周邊海空域進行軍演，嚴重影響國際航線與貿易往來，危害

台北及鄰近飛航情報區的飛航安全，因此呼籲國際民航組織大會

實踐今年提出「重新連結世界」（Reconnecting the World）的主

張，與台灣攜手維護更安全的天空。  

今年除貝里斯、瓜地馬拉、宏都拉斯、巴拉圭等8個拉丁美

洲及加勒比海友邦的國會議員聲援台灣，墨西哥、厄瓜多、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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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阿根廷、巴西、智利、哥倫比亞等國家議員也加入聲援行

動。貝里斯、瓜地馬拉、聖露西亞三友邦國會更一致通過決議聲

明挺身支持。台灣將與友邦及理念相近的國際夥伴攜手合作，持

續分享我國在航空領域的專業及經驗，善盡國際社會成員的責任

與義務，以促進國際民航安全及良好治理。（E） 

第270號                                                                                 2022/09/30 

外交部政務次長田中光主持「2022年連結新南向菁英培育專班三

校聯合開學典禮」，與印尼等新南向國家專班學生互動熱絡  

外交部政務次長田中光本（9）月30日在本部五樓大禮堂主

持「2022年連結新南向菁英培育專班三校聯合開學典禮」，「台北

醫學大學」、「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及「國立金門大學」三校代表

帶領50名來自新南向主要目標國家的學生參加。印尼、越南、泰

國、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度6個新南向國家駐台代表、副代

表，以及行政院經貿談判辦公室、「財團法人台灣亞洲交流基金

會」也應邀出席觀禮、共襄盛舉。  

田政務次長致詞時表示，為落實「新南向政策」的青年人才

交流，外交部首度與三校合作推動菁英培育專班計畫。經過三校

嚴格審查，在超過250名申請學生中擇優錄取50人，期許在座脫

穎而出的優秀學生，在修習華語、醫衛、半導體或區域安全等專

業課程之餘，能善用機會結交新朋友及體驗台灣在地民情風俗。 

「臺北醫學大學」副校長吳介信致詞時表示，「北醫大」每

年招收許多來自新南向國家的學生，這次參與由外交部主辦的菁

英培育專班計畫，除將提供最優質學習華語及醫衛專業課程的環

境外，也要讓參訓的學生發掘台灣人文自然之美，把在台灣的美

好回憶帶回家鄉。 

「國立金門大學」國際長顏郁芳表示，因金門特殊的地理位

置與歷史背景，「金大」除安排參與這次專班計畫的學生修習華

語，也要讓學生親身體驗金門獨有的閩南文化與風情；參與專班

計畫的學生不僅是國際交換生，更是未來台灣在新南向國家中的

好朋友。「金大」會鼓勵學生把握機會，用心學習、用心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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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國際長白敦文表示，「北科大」除已

排定多元豐富的華語及半導體等專業課程外，也將安排學生赴

「北科大」校友創辦的半導體企業參訪交流，讓學生將寶貴的實

務經驗帶回故鄉廣為分享。 

外交部為持續深化「新南向政策」中「人才交流」，以及落

實「以人為本」的精神，本（2022）年分別與「臺北醫學大

學」、「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及「國立金門大學」合作籌辦「連結

新南向菁英培育專班計畫」，嚴選50名新南向目標國學生來台參

加為期5個月的專班計畫，期間除修習醫學、半導體科技或區域

安全等我國極具優勢領域的專業課程外，也將學習華語及參與三

校安排的各項實地參訪活動。（E） 

第 271號  2022/09/30 

我國政府嚴正譴責俄羅斯藉由假公投遂行兼併烏克蘭領土的野心 

俄羅斯於本（2022）年9月23日至27日在烏克蘭盧甘斯克

（Luhansk）、頓內次克（Donetsk）、札波羅熱（Zaporizhzhia）及

赫爾松（Kherson）等四州佔領區舉行所謂的「入俄公投」，俄羅

斯總統普丁（Vladimir Putin）並於本（9）月29日簽署命令，承

認札波羅熱及赫爾松的獨立地位，並於本月30日與烏克蘭前述地

區的傀儡政權簽署入俄條約，將其正式併入俄羅斯領土。 

中華民國台灣政府嚴正譴責俄羅斯藉由假公投遂行兼併烏克

蘭領土的野心，並對俄羅斯公然違反《聯合國憲章》、以武力入

侵烏克蘭並強佔烏國領土、破壞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的種種

侵略行徑表達最強烈的抗議，台灣重申與理念相近國家採取一致

立場，拒絕承認俄羅斯操縱的假公投結果，絕不接受俄羅斯非法

兼併烏克蘭領土的一切作爲，並支持以美國及歐洲為主的民主陣

營國家，共同採取適當的因應反制措施。 

台灣作為國際社會民主陣營的重要成員，堅定捍衛民主自由

及法治人權的普世核心價值，堅決反對俄羅斯以武力或脅迫方式

片面改變現狀、侵略他國，我國呼籲各方尊重烏克蘭主權獨立及

領土完整，並在國際法的架構下，透過和平、理性的對話與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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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速解決歧見，化解僵局，避免因戰爭造成的人道危機持續擴

大。台灣也將持續與全球理念相近國家深化合作，團結強化民主

韌性，共同對抗威權主義的擴張與脅迫，確保國際秩序不被顛

覆，全球享有和平穩定。（E） 

No. 271                                                                    September 30, 2022 

R.O.C. (Taiwan) government solemnly condemns Russia’s 

ambition to annex Ukrainian territory through sham referendums 

From September 23 to 27, Russia held so-called referendums in four 

occupied regions of Ukraine—namely, Luhansk, Donetsk, 

Zaporizhzhia, and Kherson—on whether they would join Russia. On 

September 29, Russian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signed decrees 

recognizing the independent status of Zaporizhzhia and Kherson. On 

September 30, he is expected to sign agreements with the regions’ four 

puppet regimes on the regions’ incorporation into Russia, paving the 

way for their official annexation into Russian territory.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solemnly 

condemns Russia’s ambition to annex Ukrainian territory through 

sham referendums and protests in the strongest possible terms 

Russia’s blatant viol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Charter, military 

invasion of Ukraine and forcible occupation of its territory, and 

aggressive actions, which have eroded the 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 Taiwan reaffirms that it stands with like-minded countries in 

neither recognizing the outcomes of the sham referendums held by 

Russia nor accepting the actions taken by Russia to illegally annex 

Ukrainian territory. Taiwan supports the appropriate countermeasures 

being jointly adopted by the community of democratic nations 

centered arou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an countries. 

As an important member of the international democratic community, 

Taiwan staunchly defends the universal and core values of democracy, 

freedom, the rule of law, and human rights. It firmly opposes Russia’s 

use of force or coercion in unilaterally attempting to change the 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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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o and its invasion of another nation. Taiwan urges all parties to 

respect Ukraine’s sovereignty, independence,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and calls for peaceful and rational dialogue and negotiation under the 

framework of international law to quickly reconcile differences, 

resolve the stalemate, and prevent the further deepening of the 

humanitarian crisis caused by the war. Taiwan will continue to work 

with like-minded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to enhance cooperation, 

strengthen democratic resilience, and counter authoritarian expansion 

and coercion, thereby ensuring that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is not 

overturned and that the world continues to enjoy peace and stability. 

(E) 

第 272號                                                                               2022/09/30 

外交部誠摯感謝友邦在「國際民航組織」大會期間為台灣仗義執

言，另嚴正駁斥中國謬論 

第41屆「國際民航組織」（ICAO）大會於本（9）月27日開

議，繼美國、德國、法國、日本、紐西蘭五國當天在大會上聲援

我國參與ICAO，我國友邦巴拉圭及瓜地馬拉也於29日會議上接

連發言支持台灣。外交部對友邦為我國仗義執言表達誠摯感謝。 

友邦巴拉圭民航局長金澤（Félix Kanazawa）及瓜地馬拉民

航局長雅各達（Francis Argueta）在技術委員會飛安相關議程項

下，自民航技術專業角度出發，呼籲ICAO接納中華民國（台

灣），以落實全球航空安全合作「不遺漏任何國家」的宗旨，也

敦促所有會員國秉持專業，儘速讓台灣與世界民航攜手合作。

巴、瓜兩國的仗義執言令人備感振奮。 

中國代表在巴拉圭金澤局長發言完畢後，再度以其對聯合國

大會第2758號決議的政治性謬誤解讀誆稱對台主權，並妄指「台

北飛航情報區」（Taipei FIR）為中國所轄，在ICAO會議上持續刻

意扭曲事實，將ICAO做為飛航專業聯合國專門機構泛政治化，

外交部予以最嚴厲的譴責。 

民主台灣與極權中國互不隸屬，這是長年客觀存在且不容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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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的事實。我國交通部民用航空局獨立管轄「台北飛航情報區」

（Taipei FIR），致力維護我國空域的飛航安全。中國政府8月間藉

故在台灣海空域發動軍演等系列挑釁行動，導致區域緊張情勢升

高，並讓全球飛安暴露於高度風險之下。我國民航局展現高度自

制、冷靜因應，不斷向全球即時提供符合ICAO標準的飛航管理

服務，對全球飛航領域的專業貢獻不可或缺。台灣及文明法治社

群不容中國在ICAO場域以連篇謊言混淆國際視聽。 

外交部再次呼籲ICAO屏除政治因素羈絆，儘速接納台灣參

與相關機制與活動，讓台灣作出貢獻，與各國主管飛航情報區的

民航機關共同守護全球飛航安全。（E） 

第 274號                                                                               2022/10/01 

台灣、美國、日本及澳洲於第41屆「國際民航組織」大會期間在

「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下舉辦國際研討會，共同強化國際民航

合作 

為深化台灣與國際民航社群合作，台灣、美國、日本及澳洲

於本（111）年9月30日第41屆「國際民航組織」（ICAO）大會開

議期間在蒙特婁共同舉辦「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建構安全與綠

色之永續發展航空系統」（GCTF Seminar on Building a Sustainable 

Aviation System: Safe and Green）國際研討會。與會各方均肯定強

化全球夥伴關係，共同促進飛航安全及永續發展的重要性，會議

成果豐碩。  

台、美、日、澳四方本年首次於ICAO大會期間透過GCTF分

享促進飛航安全的經驗及成果，會議以實體及視訊混合方式舉

辦。外交部長吳釗燮、駐加拿大代表曾厚仁大使、美國駐ICAO

代辦酈英傑（Brent Christensen）、美國在台協會華盛頓總部

（AIT/Washington）執行理事藍鶯（Ingrid Larson）、日本台灣交

流協會代表泉裕泰（IZUMI Hiroyasu）以及澳洲辦事處處長露珍

怡（Jenny Bloomfield）均於會中致詞。   

吳部長致詞時指出，台灣是國際飛航社群重要的利益關係

者，致力於遵守ICAO規範及維持飛安的最高標準。近期中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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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周邊海空域進行實彈軍演，嚴重危及全球及區域飛航安全，

更凸顯 ICAO應納入台灣，使全球各個飛航情報區（Flight 

Information Region, FIR）的民航主管機關，能共同維護國際飛航

安全。曾大使於會中誠摯感謝理念相近國家支持台灣有意義參與

ICAO。 

酈英傑代辦指出，台灣未能參與ICAO的現狀使世界不能受

益於台灣的貢獻，台灣應有意義地參與ICAO相關工作。藍鶯執

行理事表示，台灣持續自主遵循ICAO規範，是維護飛航安全可

信賴的夥伴。中國8月軍演更凸顯ICAO接納台灣的重要性，美國

承諾將繼續支持台灣，對國際社會做出專業貢獻。  

泉裕泰代表強調，台灣是日本共享自由民主價值的可信賴夥

伴，讚許台灣民航局及航空公司致力促進飛航安全及永續發展的

努力。露珍怡處長肯定台灣在疫情期間致力維繫與印太區域的飛

航營運及服務，也指出在疫情爆發前，台灣在國際客運量名列全

球第11名，證明台灣是國際飛航領域的重要角色。我國ICAO行

動團團長暨交通部民航局副局長林俊良在閉幕致詞表示，本次

GCTF研討會有助強化台灣與國際社會的民航合作，透過各國專

家間的聯繫，共同確保國際民航安全有序持續成長。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也協同外交部設置台北會場，邀請駐台機

構官員及民航業者共同視訊與會。本次研討會邀請來自印太、美

洲、歐洲及非洲共計14國及歐盟、近百位飛航主管機關及民航專

家與會。主持人由Concordia大學政治系副教授Julian Spencer-

Churchill擔任。（E） 

第 277號                                                                               2022/10/05 

台灣與歐盟舉行第5屆人權諮商 

第 5 屆台歐盟人權諮商於本（2022）年 10 月 5 日以視訊方

式舉行。行政院羅秉成政務委員代表我方開幕致詞，歐方則由歐

盟人權特使 Eamon Gilmore 代表致詞；繼由羅政委與歐盟對外事

務部（EEAS）人權處 Luisa Ragher處長及中港澳台蒙處 Dominic 

Porter 處長共同主持，台灣與歐盟共同檢視近期人權狀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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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行動進展，並重申對促進和保護人權、民主與法治的堅定承

諾。 

在本次諮商中，我方首要說明本年發布的首部「國家人權行

動計畫」、「漁業與人權行動計畫」及設立行政院人權及轉型正義

處的進展，以及國家人權委員會最新的運作情形。歐盟則歡迎台

灣近期採行上述促進人權的重要措施，並分享歐方實施「2020-

2024 人權與民主行動計畫」的經驗。歐盟另重申其長期反對死刑

的立場，續呼籲台灣致力達成廢死。 

台灣與歐盟另針對性別平權、「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

戀、跨性別及雙性人」（LGBTI）的權益、企業與人權及數位領

域的人權等議題深入討論。在性別平權及 LGBTI 人士權益方

面，台歐共同檢視相關進展及需要應處的挑戰，以有效促進女

童、婦女及 LGBTI 人士的權益保障；歐盟更詳細特別說明其打

擊侵害婦女暴力及家庭暴力的最新立法進展。雙方肯定在「2019-

2023 年台歐盟性平合作暨訓練架構」（2019-2023 EU-Taiwan 

Gender Equality Cooperation and Training Framework）下的交流成

果，並同意持續在此一領域進行合作。 

歐盟與台灣也討論企業與人權領域的進展。台灣闡述「企業

與人權國家行動計畫」的實施進展，歐盟則說明「企業永續盡職

調查義務」（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Due Diligence）指令，以及禁

止在歐盟市場使用強迫勞動產品等兩項立法提案。 

雙方也針對數位領域衍生的人權促進與保障議題，交流相關

立法與政策經驗，由歐盟說明近期通過的「數位服務法配套法

案」（Digital Services Package）。 

本次諮商確認台灣與歐盟理念高度相同並承諾遵循國際人權

規範，台歐雙方另同意尋求明（2023）年以實體方式舉行年度人

權諮商，並承諾持續在人權領域進行合作，尤其是本次諮商所討

論的人權議題。（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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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277                                                                          October 5, 2022 

Taiwan and EU hold fifth Human Rights Consultation 

The fifth Taiwan-European Union Human Rights Consultation was 

held on October 5, 2022, via videoconference. Representing Taiwan, 

Minister without Portfolio Lo Ping-cheng delivered opening remarks 

and co-chaired the meeting. On the EU side, EU Special 

Representative for Human Rights Eamon Gilmore made introductory 

remarks, and Head of Human Rights Division Luisa Ragher and Head 

of Division for China, Hong Kong, Macao, Taiwan, and Mongolia 

Dominic Porter co-chaired the consultation. 

The annual consultation provided an opportunity to review recent 

developments in each side’s respective human rights situations and to 

update on their respective policies and priorities for action. Taiwan 

and the EU reaffirmed their firm commitment to promoting and 

protecting human rights, democracy and the rule of law. 

Taiwan presented its first National Human Rights Action Plan and the 

Action Plan for Fisheries and Human Rights, which were released 

earlier this year. Taiwan also gave a briefing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Department of Human Rights and Transitional Justice under the 

Executive Yuan, and updated on the operations of the National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The EU welcomed recent measures taken by 

Taiwan to advance human rights, and shared the EU’s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learnt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its Action Plan on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2020-2024. The EU also reiterated its 

longstanding position against the death penalty, and called upon 

Taiwan to pursue efforts towards its abolition.   

Taiwan and the EU held in-depth discussions on specific human rights 

issues, such as gender equality and rights of LGBTI persons,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and human rights in the digital sphere.  

On gender equality and rights of LGBTI persons, the EU and Taiwan 

reviewed progress and challenges which remain to be addressed, to 

achieve effective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for girls, wome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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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GBTI persons. More specifically, the EU presented the latest 

legislative developments in combating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domestic violence. Both sides acknowledged the results so far 

achieved under the 2019-2023 EU-Taiwan Gender Equality 

Cooperation and Training Framework and agreed to continue 

cooperation in this field. 

The EU and Taiwan also discussed progress made in the field of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with Taiwan elaborating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ational Action Plan on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The EU presented the proposal for a directive on 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due diligence and the proposal for a Regulation 

prohibiting products made with forced labor on the EU’s market.  

They also exchanged experiences in legislation and policies for the 

promotion and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in the digital sphere, with 

the EU presenting the recently adopted Digital Services Package.   

The consultation confirmed a high degree of like-mindedness and 

strong commitment on both sides to abide by the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norms.  

Taiwan and the EU agreed to explore the possibility of holding the 

next annual Human Rights Consultation in a physical format and 

pledged to continue their cooperation on human rights, in particular on 

those issues raised during the Consultation. (E) 

第 278號                                                                               2022/10/06 

我國舉辦第6屆「玉山論壇」，聚焦疫後振興與重啟連結，多位

國際政要及重要友人將發表演說 

「財團法人臺灣亞洲交流基金會」訂於本（111）年 10 月 7

日在台北美福大飯店舉行第 6 屆「玉山論壇」（2022 Yushan 

Forum），主題為「振興、再定位與重啟連結」（Revitalizing, 

Reorienting, and Reconnecting），邀請新南向夥伴國家，以及帛

琉、美、加、日本、澳、紐及歐盟等共 12 國政要、意見領袖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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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學者，採實體及視訊混合方式出席，共商印太地區韌性與我

國「新南向政策」的連結與合作發展。論壇希望透過「公私協力

夥伴關係」（PPPP），持續將「玉山論壇」建構為具台灣特色的區

域合作對話平台，同時展現政府與民間單位共同致力推動「新南

向政策」的成果。 

本年論壇除邀請蔡英文總統在開幕式致詞外，賴清德副總統

也將以預錄方式在「亞洲前瞻圓桌對話」致詞；此外，帛琉總統

惠恕仁（Surangel S. Whipps, Jr.）、紐西蘭前副總理兼外長彼特斯

（Winston Peters）及日本眾議員及「日華懇」會長古屋圭司也應

邀來台在開幕式發表演說。 

另美國前聯邦參議員陶德（Chris Dodd）、北約前副秘書長古

特莫勒（Rose Gottemoeller）、澳大利亞前外長暨現任澳洲國家大

學校監畢曉普（Julie Bishop）、加拿大前外長暨國防部長馬凱

（ Peter MacKay ）、 泰 國 前 副 總 理 邦 特 （ Phongthep 

Thepkanjana）、日本前防衛副大臣及前外務副大臣中山泰秀亦將

發表演說；下午則由「財團法人臺灣亞洲交流基金會」蕭新煌董

事長主持「亞洲前瞻圓桌對話」，與菲律賓、印度、印尼與盧森

堡等多位國際政經意見領袖，針對數位時代下，印太區域復甦與

發展等重要議題交換意見。 

本年論壇採實體及視訊混合方式併行，我國政府在疫後新時

代將持續運用多元管道及數位科技，強化「玉山論壇」作為台灣

建構區域多元對話平台的角色，落實我國與新南向國家及國際社

會的鏈結與共同發展。（E） 

第 279號                                                                               2022/10/06 

外交部誠摯感謝友邦各界為我今年推動參與聯合國案 致函聯合國

秘書長古特雷斯 

第77屆聯大開議期間，友邦各界一致支持我國參與聯合國。

聖文森駐聯合國常任代表Inga Rhonda King大使、貝里斯駐聯合

國常任代表Carlos Fuller大使及史瓦帝尼駐聯合國常任代表Thamie 

Dlamini大使於紐約時間10月4日上午11時，親送友邦致聯合國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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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長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的聯名信函至聯合國秘書處。

這是友邦繼就中國軍演破壞台海及區域和平表達嚴重關切發布聯

合聲明，以及在聯大演說為我強力執言後，再次展現共同助我決

心，外交部表達由衷感謝。     

貝里斯、史瓦帝尼、海地、馬紹爾群島、諾魯、帛琉、聖露

西亞、聖文森、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吐瓦魯10友邦以聯名致

函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的方式，促請聯合國停止錯誤詮釋聯合

國大會第2758號決議，正視台灣是全球因應錯綜挑戰不可或缺的

夥伴，聯合國不當排除台灣於聯合國體系之外，將剝奪全球受惠

於台灣貢獻的機會。此外，瓜地馬拉、巴拉圭及宏都拉斯的行政

或立法部門亦分別致函古特雷斯秘書長，展現對我國參與聯合國

的支持。 

友邦堅定表達支持我國推案訴求，要求聯合國應採取行動解

決2,350萬台灣人民被不當排除在聯合國體系外的情形；聯合國不

當剝奪我國人及媒體進入聯合國參訪、出席或採訪會議與活動的

權利，應即予匡正；以及聯合國應接納台灣有意義參與實現聯合

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的相關會議、機制及活動，以作出貢

獻。      

    外交部誠摯感謝友邦各界持續以具體行動堅定支持我國推

動參與聯合國。我國將續秉持「專業、務實、有貢獻」原則，向

國際社會展現我國是全球落實SDGs的建設性夥伴，並與友邦及

理念相近國家持續合作，為因應全球錯綜挑戰共同努力。（E） 

No. 279                                                                          October 6, 2022 

MOFA sincerely thanks all sectors of Taiwan’s diplomatic allies 

for sending letters to UN Secretary-General endorsing Taiwan’s 

UN participation 

During the 77th sess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UNGA), various sectors of Taiwan’s diplomatic allies extended 

united support for Taiwan’s participation in the UN. At 11:00 a.m. on 

October 4 (US Eastern Standard Time), the Perman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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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resentatives to the UN of three allies—Ambassador Inga Rhonda 

King of Saint Vincent and the Grenadines, Ambassador Carlos Fuller 

of Belize, and Ambassador Thamie Dlamini of Eswatini—personally 

presented to the UN Secretariat a joint letter from Taiwan’s diplomatic 

allies addressed to Secretary-General António Guterres. This was yet 

another show of joint support from allies. They had spoken up 

strongly for Taiwan at the UNGA and earlier issued a joint statement 

expressing grave concern over China’s military drills, which have 

eroded peace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and in the region. For these 

actions,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MOFA) is deeply grateful. 

Ten diplomatic allies—Belize, Eswatini, Haiti, the Marshall Islands, 

Nauru, Palau, Saint Christopher and Nevis, Saint Lucia, Saint Vincent 

and the Grenadines, and Tuvalu—signed the joint letter to Secretary-

General Guterres calling on the UN to halt its erroneous interpretation 

of UNGA Resolution 2758 and accord due attention to the fact that 

Taiwan is an indispensable partner to the international response to 

complex challenges. They stated that the inappropriate exclusion of 

Taiwan from the UN system deprives Taiwan of the opportunity to 

make contributions that could benefit the world. The executive or 

legislative branches of government of Guatemala, Honduras, and 

Paraguay also sent individual letters to Secretary-General Guterres 

endorsing Taiwan’s participation in the UN. 

Diplomatic allies expressed staunch support for Taiwan’s participation 

campaign and demanded that the UN take action to resolve the 

inappropriate exclusion of the 23.5 million Taiwanese people from the 

UN system. They also asked that the UN immediately rectify its 

illegitimate denial of the right of Taiwan nationals, including 

journalists, to access UN premises for visits, meetings, activities, and 

newsgathering. Furthermore, they urged the UN to accept Taiwan’s 

meaningful participation in meetings, mechanisms, and activities 

pertaining to the realization of the U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so that Taiwan can contribute. 

MOFA sincerely thanks all sectors of Taiwan’s diplomatic allies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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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adfastly backing its UN participation campaign through concrete 

actions. Taiwan will firmly uphold the principles of professionalism, 

pragmatism, and making contributions to demonstrate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at it is a constructive partner in the global 

effort to reach the SDGs. It will also continue to engage with 

diplomatic allies and like-minded countries in a concerted effort to 

respond to the complex challenges facing the world. (E) 

第 283號                                                                               2022/10/08 

第6屆「玉山論壇」圓滿成功，充分展現台灣與新南向及理念相

近夥伴共同應對挑戰、攜手共創永續的決心 

第6屆「玉山論壇」於本（2022）年10月7日順利舉行，是疫

情爆發迄今首度以實體為主、視訊為輔的方式舉行。蔡英文總統

應邀於開幕式致歡迎詞，帛琉總統惠恕仁（Surangel S. Whipps 

Jr.）、紐西蘭前副總理兼外長彼特斯（Winston Peters）、日本眾議

員及「日華議員懇談會」（以下簡稱「日華懇」）會長古屋圭司均

應邀發表開幕演說，日本前首相麻生太郎也以預錄影片表達祝

賀。另美國前聯邦參議員陶德（Chris Dodd）、北約前副秘書長古

特莫勒（Rose Gottemoeller）、澳大利亞前外長暨現任澳洲國家大

學校監畢曉普（Julie Bishop）、加拿大前外長暨國防部長馬凱

（ Peter MacKay ）、 泰 國 前 副 總 理 邦 特 （ Phongthep 

Thepkanjana）、日本前防衛副大臣及前外務副大臣中山泰秀也在

相關場次發表演說。本年計有來自新南向國家、歐洲、美國、加

拿大及日本等12國政要、學者專家及意見領袖參加，並就數位新

時代下印太地區整體和平及永續發展，共謀「振興、再定位與重

啟連結」之道。 

蔡總統在開幕致詞時向親自與會的帛琉總統惠恕仁及各國政

要表達感謝，強調各位的參與即象徵對台灣的強力支持。面對印

太區域安全秩序因威權國家擴張遭受威脅，蔡總統呼籲民主國家

需共同努力守護秩序，近年出現四方安全對話（QUAD）、澳英

美三方安全夥伴（AUKUS）、印太經濟架構（IPEF）談判啟動等

嘗試，相信透過更多的參與和共同努力，必然可以為印太地區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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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新的願景，對區域有所助益。 

賴清德副總統以預錄影片於「亞洲前瞻圓桌對話」中強調，

疫情爆發證明台灣是全球抗疫不可或缺的一環，呼籲世界衛生組

織（WHO）應接納台灣加入，不能讓全球防疫工作出現「地理

上的空白」。另在日益嚴峻的極端氣候下，人類正面臨生死存亡

的挑戰，台灣會以「展綠、增氣、減煤」的永續方式與全球各國

共同致力落實「2050淨零排碳」的目標。 

帛琉總統惠恕仁親自出席開幕式，特別感謝台灣在疫情期間

提供帛琉各項防疫協助，在後疫情時代，台帛乃堅定的區域夥

伴，宜善用數位新科技強化基礎建設發展，共同致力維護潔淨安

全的海洋、促進衛生及糧食安全，為人民謀取更大的福祉與經濟

永續繁榮。 

日本前首相麻生太郎在預錄影片中表示，前首相安倍晉三逝

世後，台日更有責任致力深化雙邊關係，並以俄烏戰爭為例強

調，絕不容許「以武力片面改變現狀」，盼「玉山論壇」成為增

進區域和平及穩定的重要平台。 

紐西蘭前副總理兼外長彼特斯表示，台灣和紐西蘭均深信自

由、民主、法治及問責制度，並強調如果有更多的台灣，全世界

將會更加美好。 

「日華懇」會長古屋圭司眾議員則以台語重申，「台灣有代

誌，日本有代誌」，強調台海和平與穩定，不僅攸關日本及2.4萬

旅台日人的安全，亦影響國際社會及全球供應鏈的穩定，盼美日

台三方更密切合作應對威權國家日增的威脅。 

美國前聯邦參議員陶德致詞時表示，上（2021）年奉美國總

統拜登指派訪台，紀念「台灣關係法」立法42周年。他強調台灣

不僅是美國印太戰略的重要夥伴，也是全球最重要的民主國家之

一，深化台美關係是美國印太戰略重要的面向，美國也將持續在

印太地區推動安全、經濟、人權合作，以追求更安全繁榮的未

來。 

北約前副秘書長古特莫勒透過視訊發表談話，強調台灣與印

太國家合作的重要性，並肯定台灣是美國在印太區域共同應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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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及人權挑戰的重要夥伴。 

澳大利亞前外長暨現任澳洲國家大學（ANU）校監畢曉普於

午宴專題演講強調，台澳共享民主自由理念，唯有堅持以規則為

基礎的國際貿易秩序，才能捍衛自由開放的印太區域，呼籲各國

加入澳洲行列，共同強化與台灣夥伴關係，為全球良善力量而努

力。畢曉普前外長也以中國拒絕承認2016年南海仲裁案判斷為

例，批評中國不遵守國際秩序對區域和平穩定之傷害。 

泰國前副總理邦特在下午「圓桌對話」回應賴副總統演說時

指出，和平及穩定是後疫情時代全球永續復原的基礎，然中國在

南海及東海的擴張行徑令人憂心。他認同賴副總統所提兩岸溝通

大門永遠敞開，也歡迎台灣代表團出席本年11月在泰國舉行的

APEC經濟領袖年會。 

紐西蘭前副總理兼外長彼特斯也呼應表示，無法認同「強權

即公理」的惡劣行徑，呼籲各方支持台灣加入WHO及CPTPP等國

際多邊機制，並重申遵守以規則為基礎國際秩序及國際海洋法的

重要性。 

外交部長吳釗燮晚宴致詞時強調，俄國侵略烏克蘭及中國對

周邊國家的擴張行徑，已嚴重破壞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民

主世界應團結一致捍衛民主價值、對抗威權主義。吳部長表示，

欣見越來越多國家及政要公開表達對台海和平穩定的支持，台灣

也承諾將與理念相近夥伴共同確保印太區域的穩定與繁榮。 

加拿大前外長暨前國防部長馬凱於晚宴專題演說中指出，其

父40年前曾以國會議員身份訪台，留下珍貴回憶；加國前總理哈

帕（Stephen Harper）2019年曾應邀訪台出席「玉山論壇」，上年

澳洲前總理艾伯特（Tony Abbott）也親訪台灣，明確展現對台灣

的團結與支持，台灣並不孤單。台灣的安全奠基於以規則為基礎

的國際秩序，台灣在地緣政治的最前線，尤其中國近年大規模侵

擾台灣週邊海空域、遂行經濟脅迫及灰色地帶行動，各國應協助

台灣融入國際多邊體系，支持台灣加入CPTPP、WHO、ICAO及

聯合國等相關機構。 

日本前防衛副大臣及前外務副大臣中山泰秀視訊演說指出，

俄國無端侵略烏克蘭，中國亦加強侵擾台灣空域，並企圖以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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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南海及東海和平現狀，是導致台海情勢明顯升溫的始作俑

者，呼籲相關各方應重新檢討戰略模糊政策，共同展現促進台海

和平的決心。 

菲律賓前勞工部長、馬尼拉經濟文化辦事處主席暨駐台代表

貝世偉（Silvestre H. Bello III） 、數位發展部部長唐鳳、印度上

議院議員蘇吉庫瑪（Sujeet Kumar）、印尼國會地方代表議會

（DPD）議員暨國會台灣連線共同主席理查帕薩里布（Richard 

Pasaribu）、歐盟執委會前副主席、前盧森堡國會議員蕾汀

（Viviane Reding）、印度「國防研究分析院」齊湛（Sujan R. 

Chinoy）院長等人在台亞會董事長蕭新煌所主持「亞洲前瞻圓桌

對話」討論時，均注及數位時代下，資料及網路安全正面臨網路

攻擊及數位威權主義的嚴峻挑戰，各國應秉持經驗分享與合作的

精神，攜手激盪應處之道。 

論壇另安排兩場與談，以「共繪亞洲經濟新架構」與「連結

亞洲協力新生態」兩個子題，邀集菲律賓、馬來西亞等夥伴國家

的政府官員、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總裁阿布拉莫維茲

（Michael Abramonwitz）等NGO團體及智庫學者對談，共商在跨

部門夥伴協力關係模式（PPPP）下應處挑戰及實踐願景之道。 

「玉山論壇」是台灣不斷追求創新、卓越及永續發展精神的

象徵，也是台灣展現溫暖友誼、匯聚新南向目標國及理念相近夥

伴國際友人及政要，共同就區域關切議題交流對話的重要平台；

「玉山論壇」本年邁入第六屆，邀請多位新南向國家、美、加、

歐、日等理念相近國家政府官員與民間重要夥伴共襄盛舉，成果

豐碩，有助厚植多邊合作及友我能量，強化區域韌性，克服未來

挑戰。（E） 

第 284號                                                                               2022/10/08 

我國捐贈美金30萬元協助美方進行伊恩颶風災後重建工作 

伊恩颶風（Hurricane Ian）本（2022）年9月28日登陸侵襲美

國佛州，造成嚴重災情，佛州西南地區嚴重淹水、房屋損毀、道

路橋梁斷裂、超過百人死亡及250萬戶停電。為協助當地政府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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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民進行救災及重建工作，我國政府決定捐贈美金30萬元協助賑

災，以實際行動幫助當地災民。 

上述捐款由我國駐邁阿密辦事處紀欽耀處長於美東時間本

（10）月6日代表我國政府宣布捐贈，佛州方面則由副州長儒涅

絲（Jeanette Nunez）代表接受，相關款項將存入佛州州政府成立

的「佛州救災基金」（Florida Disaster Fund）賑災專戶。儒涅絲副

州長感謝台灣政府及人民的溫暖善舉，重申台灣為佛州及美國的

重要夥伴，雙方共享自由及民主等普世價值，未來將持續深化雙

方的友好關係。 

我國與美國關係友好，台美人民情誼深厚，台灣與佛州締結

姊妹關係已30年，此次佛州災區受創甚深，且造成諸多災民流離

失所，我國政府與人民對佛州遭逢颶風重創感同身受，並在第一

時間迅速伸出援手，發揚「台灣能幫忙，且台灣正在幫忙」的人

道關懷精神。也期盼這份來自台灣的愛心，能協助佛州風災災民

能早日重建家園，恢復正常生活。（E） 

第 285號                                                                               2022/10/08 

外交部就國際社會各界對我國「國際民航組織」推案展現的強勁

支持，表達誠摯謝忱 

第 41 屆「國際民航組織」（ICAO）大會於今（2022）年 10

月 7 日閉幕。面對中國藉故在台灣海空域發動軍演，升高對台灣

的威脅恫嚇，破壞區域乃至全球飛航安全，我國政府除嚴正譴責

外，更持續推動有意義參與 ICAO 大會，積極爭取各界支持，並

呼籲國際社會正視任何不負責任、蓄意破壞國際飛航安全的作

為，共同促請 ICAO 接納台灣參與。自上屆大會迄今，全球計有

24 國行政部門、65 國的 73 個立法部門，共計 1,160 名政要、國

會議員及重要國際友人予我聲援，顯示國際對我國爭取務實參與

ICAO的高度認同。外交部對國際各界的支持表達誠摯感謝。  

交通部民航局副局長林俊良率領「ICAO 行動團」前往加拿

大蒙特婁，在第一線傳達我國務實參與 ICAO 的訴求，期間出席

駐加拿大代表處舉辦的國際記者會、外交酒會，以及我國與美

- 355 -



國、日本、澳大利亞首次於 ICAO 大會期間舉辦的「全球合作暨

訓練架構」（GCTF）國際研討會，也與美國等國及飛航相關國際

非政府組織進行 22 場雙邊會談，進行專業交流，以實際行動展

現台灣對促進全球飛航安全及永續發展的承諾與決心。  

今年大會期間我國友邦巴拉圭、瓜地馬拉、貝里斯、史瓦帝

尼、吐瓦魯、帛琉、聖文森、聖露西亞以發表口頭或書面聲明方

式為我執言，強調飛安不應與政治掛勾，敦促 ICAO 接納台灣參

與，以落實全球飛安合作「不遺漏任何國家」的宗旨；另吐瓦

魯、馬紹爾群島、帛琉、諾魯、史瓦帝尼、聖露西亞、聖文森、

海地、巴拉圭、瓜地馬拉、貝里斯、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 12

友邦以致函 ICAO 理事會主席的方式為我案聲援，外交部感謝友

邦力挺我國參與 ICAO 的仗義之舉。此外，友邦也透過與我團進

行雙邊會談、出席外交酒會及 GCTF 研討會等多元行動展現支

持。  

今年也有更多理念相近國家為我發聲，日本、法國及紐西蘭

繼上屆大會為我發言後，本年持續為我執言，美國及德國則是首

度在大會為我發出正義之聲，其中美國運輸部長布塔吉格（Pete 

Buttigieg）慷慨陳詞指出，負責管理重要空域的台灣，應獲得有

意義參與國際民航組織工作的機會。德國、法國、日本及紐西蘭

也在會中表示，沒有任何國家應被 ICAO 排除在外，不樂見飛航

安全出現地理空白，呼籲接納所有國際民航社群活躍成員參與

ICAO。  

理念相近國家持續在各種場域積極助我，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Antony Blinken）於 2021年 10月發布聲明，重申支持我有意義

參與 ICAO 等國際組織。英國及澳大利亞於今年 2 月發表「英澳

峰會聯合聲明」，重申台海和平及穩定的重要性，並支持台灣以

觀察員或「賓客」（guest）身分有意義參與國際組織。加拿大總

理杜魯道（Justin Trudeau）於 5 月在眾議院應詢時，重申加拿大

一貫支持台灣納入國際多邊場域與機構的立場。顯見我國有意義

參與國際民航組織的訴求，重要民主國家相繼表態認同。 

各國立法部門挺我力道也顯見提升，國會議員以通過友我決

議、國會質詢、致函 ICAO 理事會主席、秘書長等方式支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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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其中，美國今年有 8 個地方議會通過友我決議；美國跨兩黨

之聯邦參議員於 9 月提出「確保台灣航空及安全法案」（Ensuring 

Taiwan Aviation and Safety Act）、聯邦眾議院「國會台灣連線」4

位共同主席亦發布聲明予我案支持，顯示美國跨黨派及參眾兩院

國會議員對我參與 ICAO 的一致支持。跨國議會平台歐洲及拉美

地區「福爾摩沙俱樂部」共 458 位國會議員為我聯名致函 ICAO

理事會主席，力挺我受邀出席大會，另「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

盟」（IPAC）也發表聯合公報，支持台灣有意義參與 ICAO。  

為彰顯台灣願與國際社會共促全球飛航發展及安全的決心，

外交部今年配合大會主題發想標語「重新連結世界─重新連結台

灣及 ICAO」（Reconnecting the world－Reconnecting Taiwan & 

ICAO），並製作推案短片「連接你我的天空」（Reconnection），

展現台灣在飛航領域的專業表現，總觀看次數已達近 1,300 萬

次。交通部長王國材專文廣獲美國「外交家」、歐盟「政治報

導」、日本「每日新聞」等國際主流媒體刊載近 100篇。  

外交部誠摯感謝友邦及理念相近國家肯定台灣在全球民航的

積極角色及對我參與 ICAO 的強勁支持。我國管轄的「台北飛航

情報區」（Taipei FIR）是確保全球飛安不可或缺的一環，值此

ICAO 推動「重新連結世界」之際，外交部呼籲 ICAO 秉持專業

中立，正視接納台灣參與 ICAO 的必要性及急迫性，讓台灣和所

有飛航利益攸關者共同努力對全球飛安及永續發展作出貢獻。

（E） 

No. 285                                                                          October 8, 2022 

MOFA sincerely thanks all sectors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for 

strong support for Taiwan’s bid to participate in ICAO 

The 41st Assembly of the 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 

(ICAO) concluded on October 7.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has continued to promote its meaningful participation 

in the ICAO Assembly and actively seek support from all sector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so as to jointly urge ICAO to facili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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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s involvement. 

The ICAO Assembly took place not long after China’s recent military 

exercises in the waters and airspace around Taiwan. The government 

of Taiwan has solemnly condemned these exercises, which escalated 

threats and intimidation against Taiwan and undermined regional and 

global aviation safety. Indeed, Taiwan has called o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accord due attention to any irresponsible and deliberate 

actions that jeopardize global aviation safety. 

Since the previous ICAO Assembly, a total of 1,160 political leaders, 

parliamentarians, and prominent international figures have backed 

Taiwan’s ICAO campaign, including officials from the executive 

branches of 24 countries and members of 73 legislative assemblies of 

65 nations. This points to strong international affirmation of Taiwan’s 

efforts to seek pragmatic participation in ICAO.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MOFA) sincerely appreciates such support from all 

sectors of the global village. 

Deputy Director General of the Civil Aeronautics Administration Lin 

Jiunn-liang led an ICAO taskforce to Montreal, Canada, to 

communicate Taiwan’s appeal for pragmatic participation on the 

sidelines of the ICAO Assembly, attending an international press 

conference and a diplomatic reception hosted by the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Canada. Furthermore, for the first time during 

an ICAO Assembly, Taiwan worked with Australia,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to organize an international seminar under the Global 

Cooperation and Training Framework (GCTF). Taiwan also held 22 

bilateral meetings, engaging in professional exchange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countries, as well as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related to air travel. These concrete actions demonstrate 

Taiwan’s commitment and determination to advance global aviation 

safety and sustainability. 

During this year’s ICAO Assembly, a number of diplomatic allies—

namely, Belize, Eswatini, Guatemala, Palau, Paraguay, Saint Lucia, 

- 358 -



Saint Vincent and the Grenadines, and Tuvalu—backed Taiwan’s 

campaign for participation through oral or written statements. They 

stressed that aviation safety should not be tied to politics and urged 

ICAO to accept Taiwan’s involvement so as to realize ICAO’s 

principle of leaving no country behind in global cooperation on 

aviation safety. Furthermore, 12 diplomatic allies—namely, Belize, 

Eswatini, Guatemala, Haiti, the Marshall Islands, Nauru, Palau, 

Paraguay, Saint Christopher and Nevis, Saint Lucia, Saint Vincent and 

the Grenadines, and Tuvalu—submitted letters to the ICAO Council 

President endorsing Taiwan’s campaign. MOFA appreciates these 

righteous gestures from diplomatic allies in staunchly advocating 

Taiwan’s participation. Diplomatic allies also stood behind Taiwan by 

holding bilateral meetings with the Taiwanese taskforce and attending 

Taiwan’s diplomatic reception and the GCTF seminar, among other 

actions. 

Meanwhile, even more like-minded nations spoke up for Taiwan at the 

Assembly this year. France, Japan, and New Zealand again expressed 

support, as they did at the previous Assembly. Germany and the 

United States also called for justice for Taiwan at the event for the first 

time. US Secretary of Transportation Pete Buttigieg pointed out that 

Taiwan, which administers critical airspace, should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participate meaningfully in ICAO’s work. France, 

Germany, Japan, and New Zealand also stated that no country should 

be excluded from ICAO, that there should be no geographical blank in 

aviation safety, and that all active members of the international 

aviation community should be allowed to participate in ICAO. 

Like-minded countries continue to proactively assist Taiwan during 

various events. US Secretary of State Antony Blinken issued a 

statement in October 2021 endorsing Taiwan’s meaningful 

participation in ICAO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February this year, a joint statement released to mark the United 

Kingdom-Australia summit underscored the importance of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and backed Taiwan’s meaningf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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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cipation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s an observer or guest. In 

response to an interpellation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in May, 

Canadian Prime Minister Justin Trudeau reiterated Canada’s long-

standing support for Taiwan’s inclusion in multilateral forums and 

bodies. All this shows that Taiwan’s appeal for meaningful 

participation in ICAO has won affirmation from major democracies 

around the world. 

There has also been a noticeable increase in the magnitude of support 

from legislative branches of governments, with parliamentarians 

taking such actions as adopting resolutions, making interpellations at 

legislative sessions, and sending letters to the ICAO Council President 

and ICAO Secretary General. This year, in the United States, eight 

local legislatures approved Taiwan-friendly resolutions, federal 

Senators from both sides of the aisle introduced the Ensuring Taiwan 

Aviation and Safety Act, and the four cochairs of the Congressional 

Taiwan Caucus issued a statement endorsing Taiwan’s inclusion in the 

ICAO Assembly. These developments point to overwhelming 

bipartisan support for Taiwan’s participation in ICAO from members 

of the US Senate and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Moreover, 458 

members of the interparliamentary Formosa Clubs in Europe and 

Latin America sent joint letters to the ICAO Council President 

strongly recommending that Taiwan be invited to attend the Assembly. 

The Inter-Parliamentary Alliance on China also issued a joint 

communiqué backing Taiwan’s meaningful participation in ICAO. 

To demonstrate Taiwan’s commitment to working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promote global aviation development and 

flight safety, MOFA devised the slogan “Reconnecting the world—

Reconnecting Taiwan and ICAO” to complement the theme of this 

year’s ICAO Assembly. It also produced a promotional short film, 

Reconnection, highlighting Taiwan’s professional performance in the 

field of aviation. The film has been viewed nearly 13 million times. 

An op-ed by Minister of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Wang 

Kwo-tsai was also published by nearly 100 prominent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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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outlets such as the US Diplomat, the EU Political Report, and 

Japan’s Mainichi Shimbun. 

MOFA sincerely thanks diplomatic allies and like-minded nations for 

recognizing Taiwan’s active role in global civil aviation and strongly 

supporting its participation in ICAO. The Taipei Flight Information 

Region under Taiwan’s purview is an indispensable link in ensuring 

international aviation safety. As ICAO promotes its vision of 

“reconnecting the world,” MOFA calls on ICAO to uphold 

professionalism and neutrality, give proper regard to the need and 

urgency of Taiwan’s participation, and allow Taiwan and all aviation 

stakeholders to jointly contribute to global aviation safety and 

sustainability. (E) 

第 287號                                                                               2022/10/08 

外交部歡迎美國國務院啟動「建立藍色太平洋經濟包容性」計

畫，攜手強化太平洋友邦婦女經濟能力 

美國國務院於本（10）月7日晚間發布新聞資料指出，在美

國在台協會（AIT）及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TECRO）架

構下，美國及台灣共同與Grameen基金會合作，啟動「建立藍色

太平洋經濟包容性」（BELUU）計畫，以三年為期協助帛琉共和

國、吐瓦魯國、諾魯共和國及馬紹爾群島共和國等4國強化婦女

經濟能力。外交部表示歡迎並樂觀其成。 

武漢肺炎（COVID-19）疫情對全球經濟及太平洋島國造成

嚴重衝擊與挑戰。BELUU計畫是由台美共同出資，主要在增進及

協助我國太平洋友邦的婦女、青年企業人士及社區工作者在全球

及區域疫後經濟的參與。  

台灣多年來積極致力推動性別平等及女性賦權的工作，未來

將繼續秉持「台灣能幫忙」（Taiwan Can Help）及「台灣正在幫

忙」（Taiwan is Helping）的精神，深化與太平洋友邦及美國等理

念相近國家的緊密合作，與友邦政府及人民共同促進太平洋地區

經濟、社會的永續發展。（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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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90號                                                                               2022/10/10 

中華民國（台灣）111年國慶酒會在臺北賓館隆重舉行，帛琉共

和國總統惠恕仁及各國駐台使節等貴賓同賀國慶 

外交部於本（10）月10日晚間在臺北賓館舉辦中華民國（台

灣）111年國慶酒會，由外交部長吳釗燮夫婦主持，並邀請總統

蔡英文、副總統賴清德、帛琉共和國總統惠恕仁（H.E. Surangel 

S. Whipps, Jr.）訪團及各國駐台使節代表等人，共48國的貴賓共

同慶祝國家的生日。 

去（110）年國慶酒會受武漢肺炎（COVID-19）疫情影響而

停辦，今年在疫情趨緩後恢復舉辦。外交部特別邀請在地特色商

品廠商「西尾半島物產店」、「瑰季手作甜品」、「李董偶貴手作美

食坊」、「啤酒頭釀造」及「白水豆花」等店家，運用當季的台灣

水果、農產及海鮮等豐富食材，以創新方式詮釋傳統美食，展現

我國人民與土地、海洋的深刻連結。 

由於芋頭同樣是台灣與帛琉重要的農產品，蔡總統及惠恕仁

總統特別在「李董偶貴手作美食坊」攤位停留。廠商將台灣的特

色芋粿介紹給惠恕仁總統，也邀請蔡總統及惠恕仁總統共同體驗

芋粿製作。 

外交部也邀請優人神鼓、古牧特舞蹈劇場、新竹縣五峰鄉桃

山國小合唱團及舞蹈生態系創意團隊首次合作演出，藉由色彩繽

紛的光影，環繞臺北賓館的「心字湖」成為環境劇場，以嘹亮的

清澈歌聲與震天鼓聲，搭配光影與舞蹈，展現台灣人民以韌性揮

別疫情與挑戰，並與國際社會共同度過難關、走向美好未來。 

除表演節目，會場主視覺則以紙雕搭配光影，描繪台灣夜市

小吃及精緻美食、民眾觀賞體育賽事、跨國旅行、運用冉冉上升

的天燈傳達「世界和平」的願望等豐富的庶民生活意象，傳遞在

後疫情時代，人們能夠重溫疫情前的密切交流與互動，使台灣與

世界接軌更趨緊密。（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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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91號                                                                               2022/10/11 

中華民國台灣政府嚴厲譴責俄羅斯空襲烏克蘭造成無辜平民傷亡 

俄羅斯於本（10）月10日起以飛彈無差別襲擊烏克蘭首都基

輔及全國各大城市非軍事目標，並企圖摧毀烏克蘭的能源基礎設

施，造成烏國無辜平民大量傷亡與巨大損失，中華民國台灣政府

對俄國違反聯合國憲章以和平方式解決爭端原則，並構成《羅馬

規約》戰爭罪及侵略罪等暴行予以強烈譴責。 

對於遭受俄國無端攻擊而失去家人的烏克蘭家庭，我國政府

表達誠摯哀悼及由衷慰問。俄軍血腥非人道的攻擊行動，讓世人

看見俄羅斯威權政府以武力非法擴張、侵略踐踏他國領土、恣意

戕害人權的邪惡本質；台灣再次堅定支持民主陣營一致反對俄羅

斯入侵烏克蘭的立場，矢言共同捍衛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

以維護全球的和平與穩定。 

我國政府鄭重呼籲俄羅斯尊重烏克蘭主權獨立及領土完整，

儘速以和平及理性的對話化解爭議；台灣將繼續善盡國際社會成

員的責任，與理念相近國家深化合作，採取必要的因應作為，協

助烏克蘭守土衛國，讓烏克蘭人民早日恢復往昔平靜的生活。

（E） 

No. 291                                                         October 11, 2022 

R.O.C. (Taiwan) government strongly condemns Russian 

airstrikes, which have caused innocent civilian casualties in 

Ukraine 

Since October 10, Russia has launched missiles indiscriminately at 

nonmilitary targets in major cities across Ukraine, including the 

capital of Kyiv, and attempted to destroy energy infrastructure. This 

has caused massive devastation and heavy casualties among innocent 

civilians.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strongly 

condemns Russia for violating the principle of the peaceful settlement 

of disputes set forth in the UN Charter and for committing acts of 

violence that constitute crimes of war and aggression under the R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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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ute.  

The government of Taiwan extends heartfelt sympathies and 

condolences to the Ukrainian families who have lost loved ones 

during Russia’s unprovoked attacks. These brutal and inhumane 

strikes by Russia’s armed forces expose to the world the malevolent 

nature of the authoritarian Russian government, which has engaged in 

forceful illegal expansion, aggressive trampling of another nation’s 

territory, and wanton abuse of human rights. Taiwan continues to 

resolutely stand with the democratic community in unanimously 

opposing Russia’s invasion of Ukraine and pledges to jointly 

safeguard the 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thereby ensure 

global peace and stability. 

The government of Taiwan solemnly urges Russia to respect Ukraine’s 

sovereignty, independence,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and calls for 

peaceful and rational dialogue to quickly reconcile differences. 

Taiwan will continue to fulfil its responsibilities as a member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work with like-minded countries to 

enhance cooperation, adopt necessary countermeasures, and assist 

Ukraine in defending its territory and restoring a peaceful life to its 

people as soon as possible. (E) 

第 294號                                                                               2022/10/13 

外交部長吳釗燮應邀在瓜地馬拉外交部使節會議發表演說 

外交部長吳釗燮應友邦瓜地馬拉外交部長步卡羅（Mario 

Búcaro）的邀請，於台北時間本（111）年10月13日（瓜地馬拉當

地時間10月12日上午），以預錄演說方式出席瓜地馬拉外交部使

節會議。吳部長除分享我國外交現況並感謝瓜國政府堅定支持台

瓜邦誼之外，同時也說明台灣主權的重要性，以及我國如何捍衛

領土並與理念相近國家合作，共同維護自由與民主。  

吳部長在演說中指出，中華民國台灣符合「蒙特維多國家權

利及義務公約」對主權國家定義，我國與瓜地馬拉超過80年緊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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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堅實的邦誼就是最好的證明，然而我國卻遭排除在聯合國體系

之外。中國藉由惡意影響聯合國體系、在台海周邊的海空域進行

軍演、發動大量網路攻擊、假訊息及經濟脅迫等手段，企圖擾亂

台灣的民心士氣並破壞區域和平穩定。吳部長強調，我國保持冷

靜與理性，既不退縮也不挑釁，將有效因應並持續主動與國際交

往，對國際社會作出貢獻；台灣同時將提升國防能力，以保障國

家主權、領土及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  

吳部長肯定瓜地馬拉在賈麥岱總統（Alejandro Giammattei）

領導之下，大幅提升國際能見度，也感謝賈麥岱總統、步卡羅外

長及瓜國政府在第一時間挺身公開呼籲中國停止在台灣周邊進行

軍演，鼎力支持我國國際參與，我國人民與政府均感念在心。吳

部長最後說明台灣將繼續推動踏實外交，與友邦建立永續夥伴關

係，加強與民主國家的實質交往，尋求更多的國際參與，並與瓜

地馬拉攜手成為國際社會的良善力量。（E）  

第 296號                                                                              2022/10/14   

「亞太國會議員聯合會」第85屆理事會暨第51屆年會順利舉辦，

成果豐碩  

「亞太國會議員聯合會」（APPU）第85屆理事會暨第51屆年

會於本（2022）年10月13日至14日以視訊會議形式舉行，主題為

「透過安全、和平及繁榮建構永續社會」，本屆會議主辦國為吉

里巴斯，包括我國、日本、馬紹爾群島、菲律賓、泰國、諾魯及

庫克群島等總計8國與會，我國代表團成員包括立法院游錫堃院

長、林靜儀委員、陳以信委員、邱臣遠委員及王婉諭委員。   

開幕儀式及理事會由王婉諭委員代表出席，王委員向各與會

國國會議員致意，並聽取APPU中央秘書處年度報告。其後由林

靜儀委員擔任我國國家報告發表人，向與會各國介紹台灣在疫情

期間利用數位科技及財政補助方式平抑疫情造成的社會及經濟衝

擊，成功維持經濟成長，同時藉由「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

（GCTF）等國際合作計畫協助夥伴國家實現「永續發展目標」

（SDGs），呼籲國際社會提供舞台，讓台灣可與全球各國攜手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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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落實人類永續發展。  

陳以信委員在自由討論時段，重申健康為基本人權，全球防

疫仰賴所有成員共同參與，台灣有能力成為全球健康安全的重要

夥伴；同時也介紹我國在政府開發援助（ODA）及非政府組織

（NGO）等領域致力發展全球合作關係及成果。最後在聯合公報

內容討論中，邱臣遠委員提案呼籲APPU各成員國支持台灣參與

世界衛生組織（WHO）及其他國際組織。該提案獲與會各國無

異議通過，並列入聯合公報之中。 

此外，在各國發言中，日本代表團表示強力支持台灣參與

WHO及國際民航組織（ICAO）；友邦馬紹爾群島亦於國家報告中

強調台灣有能力對氣候變遷做出貢獻，支持我方加入WHO、

ICAO及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UNFCCC）。外交部對友邦及

理念相近國家發言支持台灣參與國際組織表達肯定與感謝，同時

也對此次代表我國出席APPU會議的立法委員們致力為台灣爭取

國際活動空間的辛勞與努力，表達誠摯敬意與謝忱。  

至於明（2023）年APPU第52屆年會暨第86屆理事會，經推

舉將由日本擔任主辦國，具體時間、地點及主題則待日後協商公

布。（E）  

第 297號                                                                               2022/10/15 

外交部長吳釗燮應邀在捷克智庫「解析中國」研討會中發表演

說，呼籲全球民主國家不分地域團結共同對抗威權主義擴張  

外交部長吳釗燮今（2022）年10月14日下午應邀以視訊方式

在捷克參議院與智庫「解析中國」（SINOPSIS）合辦的「歐洲大

西洋與印太區域之連結：烏克蘭、台灣及全球地緣政治之重塑」

研討會上發表演說，並與捷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費雪（Pavel 

Fischer）、烏克蘭國會外交委員會主席兼友台小組主席梅列日科

（Oleksandr Merezhko），以及該智庫總監Martin Hala共同與談。 

吳部長首先感謝捷克不畏壓力再度邀請與會，並對烏克蘭人

民奮勇抗敵捍衛主權表達敬意；吳部長強調台灣同處對抗威權勢

力的最前緣，深受烏國啟發及鼓舞，並將秉持先前協助烏國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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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神，與其他民主盟友共同協助烏克蘭進行重建。 

吳部長續指出，全球民主社會正面臨威權主義的威脅及挑

戰，除俄國入侵烏克蘭外，中國扭曲聯大2758號決議內涵，做為

不當擴大解釋台灣為中國一省的基礎；今年8月，中國更藉故在

台海周遭海空域進行大規模軍演及挑釁行動，持續以假訊息攻擊

及經濟脅迫台灣，並不斷侵入我國航空識別區（ADIZ）及跨越

台海中線，破壞台海現狀，並為其全面侵台預作演練。 

吳部長強調，中國野心不僅止於台灣，中國在東海、南海、

太平洋、印度洋等區域明目張膽進行擴張，對印太地區的安全造

成嚴峻威脅。此外，由於中國殘暴鎮壓香港民主運動、俄羅斯於

2014年併吞克里米亞，國際社會未加以制裁，以致助長威權政體

擴張與侵略的氣焰，國際民主陣營絕不能再重蹈覆徹。吳部長最

後引述德國知名神學家Martin Niemöller反納粹《起初他們》懺悔

文，強調在此嚴峻時刻，民主國家必須團結一致挺身而出，彼此

捍衛，方能遏止威權主義的擴張。 

烏克蘭梅列日科主席發言時明白指出，今年2月24日是烏克

蘭痛心的日子，中國倒向與俄羅斯合流結盟，台灣卻及時伸出援

手，誰是烏克蘭的真朋友顯而易見。梅列日科主席也呼籲，國際

民主夥伴必須團結一起，在軍事、法理、政治、道德及經濟各方

面做好準備，嚇阻中國進犯台灣。 

吳部長在回應全場熱烈提問時再表示，中國在美國眾議長裴

洛西（Nancy Pelosi）訪台後發動軍演，充分暴露中國不願見到國

際社會對台灣的支持，造成其未來侵略台灣時的阻礙；另感謝捷

克參議長韋德齊（Miloš Vystrčil）前（2020）年不畏中國打壓率

團訪台，強調國際民主夥伴持續來台灣訪問、展現支持與團結，

就是嚇阻中國的最佳方式。吳部長歡迎在座的費雪主席、梅列日

科主席及所有理念相近夥伴繼續來台灣訪問。吳部長的呼籲，獲

得費雪主席正面肯定，梅列斯科主席籲請全球有良知的政治人物

都應該造訪基輔及台北兩地；獲全場來賓一致喝采認同。 

研討會另邀捷克外交部長Jan Lipavsky、瑞典外交部亞太司司

長Niclas Kvarnström、美國國務院中國處處長Henry Hand、美國

駐捷克大使館代辦艾格（Christy Agor）、烏克蘭駐捷克大使館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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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Vitalii Usatyi，以及美、法智庫學者與媒體等重要人士參加與

談。（E）  

第 299號                                                                               2022/10/18 

外交部誠摯感謝瑞典新任總理克里斯特森在首次施政報告關切中

國對台武力恫嚇 

瑞典新任總理克里斯特森（Ulf Kristersson）於本（2022）年

10月18日在國會發表上任後第一次政府施政方針報告，其中特別

關切及憂心中國持續對台武力恫嚇，並強調任何形式的武力威脅

都是不可接受的；報告同時指出，上述關切不僅適用於任何國

家，對身為聯合國安理會的成員國更應如此。克里斯特森總理進

一步強調，瑞典永遠不會接受具侵略性的國家戕害任一民主國家

的自由。外交部對於瑞典新任總理克里斯特森及其內閣持續重視

台海和平安全並譴責中國圖謀改變現狀，表達我方高度歡迎與誠

摯感謝。 

瑞典於本年9月11日舉行大選後，由「瑞典溫和黨」黨魁克

里斯特森總理所領導的「右派政黨聯盟」贏得勝利，經過政黨協

商程序，瑞典國會於10月17日通過由克里斯特森擔任瑞典總理並

組成內閣。對於瑞典順利完成大選並選出新總理，外交部已於第

一時間訓令駐瑞典代表處向瑞典政府及人民表達台灣政府與人民

的誠摯祝賀，並轉致蔡英文總統的賀函。我國至盼未來與克里斯

特森總理領導的瑞典新政府密切合作，進一步深化雙方在各領域

的友好關係。 

台灣及瑞典共享民主、自由、法治及維護人權等普世價值，

也同樣面臨威權主義國家對民主社會的影響力滲透、軍事威脅、

假訊息攻勢及認知作戰，此時更需要兩國攜手共同捍衛以規則為

基礎的國際秩序及共享價值。外交部深信在克里斯特森總理的領

導下，台灣與瑞典將在既有的良好基礎上，繼續深化雙方實質友

好合作及交流。（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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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00號                                                                               2022/10/20 

外交部感謝比利時瓦隆區議會首度通過友我決議，支持拓展與台

灣合作及我國國際參與 

比利時瓦隆區議會（Wallonian Parliament）於本（2022）年

10月19日以58票贊成、8票棄權、0票反對，表決通過「有關台灣

國際地位決議案」，支持台灣與瓦隆區的商業交流發展，支持台

灣維護其自由與民主，加強與台灣夥伴關係促進數位創新及智慧

城市的發展，以及支持台灣參與「世界衛生組織」（WHO）及其

他專業性國際組織。決議另要求瓦隆區政府應鼓勵比利時外交部

支持台灣與中國恢復對話，支持緩解亞太地區緊張局勢的外交舉

措，並鼓勵歐盟執委會擴大與台灣在商業與工業方面的合作。對

於比利時瓦隆區議會首度通過友我決議，以具體行動展現對台灣

的強力支持，外交部表示高度歡迎與誠摯感謝。 

上述決議是繼前（2020）年7月比利時聯邦眾議院通過「台

灣的國際地位」決議、去（2021）年3月比利時佛拉蒙區議會通

過「佛拉蒙區與台灣關係及台灣國際地位決議」、去年3月比利時

聯邦參議院通過「加強台灣國際社會地位決議」以來，第4個比

利時國會及區議會通過的友台決議。外交部歡迎比利時聯邦及區

議會持續重視與我國發展關係並支持台灣的國際參與，以及珍視

台灣與比利時基於民主、自由、人權與法治等共享價值的夥伴關

係，未來將持續深化及廣化雙邊互惠互利的友好合作關係。 

比利時憲政體制特殊，歷經多次憲改逐步建立「聯邦制」，

地方依語言分為荷語、法語及德語區，另設有佛拉蒙區

（Flanders）、瓦隆區（Wallonia）及布魯塞爾 -首都區（The 

Brussels Capital Region）三個區政府。區政府可個別與外國政府

締約，與各國推動雙邊關係，各區制定通過的法令效力等同聯邦

層級，各區行政及立法部門政治權力位階也不亞於聯邦政府。比

利時瓦隆區政府與台灣在經貿、科技、教育及文化的交流合作日

益密切，近年積極推動數位經濟，本年也曾派相關機構代表與廠

商首度參加台北智慧城市展，期盼與台灣進行更多交流。（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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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04號                                                                               2022/10/22 

「結伴同行力量大–2022國際組織日」—外交部與各相關部會共

同展現我國推動及參與國際組織的努力與成果 

外交部於本（10）月22日在臺北賓館舉辦「結伴同行力量

大 –2022國際組織日」（ Stronger Together - 2022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Day）活動，將嚴肅的國際組織參與議題以展攤的

活潑形式呈現，希望國人尤其是青年學子對我國目前參與的政府

間國際組織能有所認識，同時瞭解我國公私部門各界共同推動及

參與國際組織的努力與成果，進一步凝聚國人對我國際參與的支

持。 

這是外交部首度以政府間國際組織參與為主題，邀集20幾個

相關部會、機構及團體共同參與的活動。活動主題「結伴同行力

量大」（Stronger Together），扣合了推動國際參與的精神，不僅代

表集結我國政府各部會的團隊努力，也彰顯友邦及理念相近國家

長期以來給予台灣的支持與情誼。活動同時呼應今年我國針對落

實「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所發表第二部「國家自願檢

視報告」（VNR），展現我國透過參與相關國際組織，協助國際社

會實現永續發展。 

活動開幕典禮由外交部長吳釗燮、駐台使節團代表諾魯共和

國大使凱法斯（Jarden Kephas），以及總部設在台灣的「亞蔬—

世界蔬菜中心」（WorldVeg）主任沃培睿（Marco Wopereis）致

詞，並由「太巴塱天藝文化舞蹈藝團」開場表演原住民舞蹈，以

慶祝今年我國成為「原住民族經濟貿易合作協議」（IPETCA）創

始成員。 

開幕典禮出席貴賓包括立法委員邱泰源及范雲、行政院環境

保護署副署長沈志修、中央選舉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陳朝建等國內

相關專業部會代表、無任所大使簡又新及吳運東、30國駐台使節

及代表與3個政府間國際組織代表，多位相關機構、民間團體代

表及學者專家共襄盛舉。 

吳部長致詞強調，台灣作為成功民主典範及值得信賴的夥

伴，有能力對國際社會作出貢獻。台灣積極參與69個政府間國際

組織，與其他會員就各項與我們生活息息相關的議題廣泛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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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部長也提到「聯合國」（UN）及其專門機構如「世界衛生組

織」（WHO）及「國際民航組織」（ICAO）持續將台灣排除在

外，阻礙了我國與國際社會共同解決當前全球挑戰的機會，誠摯

感謝友邦及友好夥伴們持續在國際場域為台灣發聲及支持我國參

與國際組織。 

諾魯共和國大使凱法斯致詞表示，近年國際社會強調促進全

球包容性發展，包括諾魯在內的許多發展中國家均因此受益，而

台灣致力參與國際組織，卻長期遭到聯合國體系排除，原因眾所

皆知。台灣在國際社會具有重要角色，持續對世界發揮正面貢

獻，並且是鼓勵進步與和平的力量。各國紛紛見證與台灣合作為

友的價值，讓國際間「台灣可以幫忙」的聲量不斷壯大，直到無

可忽視。 

亞蔬主任沃培睿表示，當今全球社會面臨的許多挑戰如糧食

安全、營養不良、氣候變遷等，必須透過國際合作才能有效解

決，而本（2022）年主題 「結伴同行力量大」正呼應此精神，強

調跨越國界合作，才能共同創造更和平且具韌性的社會。亞蔬中

心將持續協助台灣透過區域及國際網絡，分享專業知識，嘉惠國

際社會。 

本日活動獲得民眾熱烈參與及好評。展場分為4區共19個攤

位，包括「重要國際組織推案區」、「APEC相關組織區」、「專業

性國際組織區」及「國際組織在台機構區」，除有重要國際組織

的靜態圖文介紹，也規劃許多趣味互動遊戲，內政部警政署更特

別安排反恐展演及裝甲車展示，展現我國推動爭取參與「國際刑

警組織」（INTERPOL）的決心。外交部另邀請參與「亞太經濟合

作」（APEC）「未來之聲」（VOF）的我國青年代表分享甄選與出

國開會的經驗，以鼓勵青年積極參與國際組織。該活動開放大眾

參觀直到當日下午3時。（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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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304                                                                        October 22, 2022 

MOFA and related government agencies showcase Taiwan’s 

efforts and achievements in international participation in event 

entitled “Stronger Together—2022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Day”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MOFA)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held an event entitled “Stronger Together—2022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Day” at the Taipei Guest House on 

October 22. It highlighted Taiwan’s participation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through interactive exhibition booths, and provided 

insights into joint efforts and achievements by Taiwan’s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The event hopes to foster understanding of Taiwan’s 

involvement in 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mong Taiwan’s 

citizens, especially young students, and to consolidate citizens’ 

support for Taiwan’s international participation. 

This was the first activity of its kind organized by MOFA to focus on 

Taiwan’s participation in 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More than 

20 government agencies, institutions, and groups were invited to 

participate. The theme of the event, “Stronger Together,” was in line 

with the spirit of advancing international participation, representing 

the whole of government effort and highlighting the long-standing 

support and friendship extended to Taiwan by diplomatic allies and 

like-minded nations. The event also echoed Taiwan’s second voluntary 

national review of its implement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and demonstrated its assistance in 

realizing these goals globally through participation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Jaushieh Joseph Wu; Ambassador of 

Nauru to Taiwan Jarden Kephas, serving as representative of the 

Diplomatic Corps; and Director General Marco Wopereis of the World 

Vegetable Center (WorldVeg), which is headquartered in Taiwan, 

delivered remarks at the opening ceremony. The ceremony al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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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tured an indigenous dance performance by the Tafalong Dance 

Group to celebrate the fact that Taiwan became a founding member of 

the Indigenous Peoples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Arrangement (IPETCA) this year. 

Attending the opening ceremony were Legislators Chiu Tai-yuan and 

Fan Yun, Deputy Minister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hen Chih-

hsiu, Vice Chairperson of the Central Election Commission Chen 

Chao-chien, representatives of related government agencies, 

Ambassadors at Large Eugene Chien and Wu Yung-tung, 

Ambassadors and Representatives to Taiwan from 30 countries, 

representatives of three 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s well as 

representatives, scholars, and experts from several related institutions 

and civil society groups. 

In his remarks, Minister Wu stressed that Taiwan, as a model of 

democratic success and a reliable partner, is able to contribute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e stated that Taiwan actively participates in 

69 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engages in extensive 

cooperation with fellow members in various domains that touch every 

aspect of our lives. Minister Wu also noted that Taiwan’s continued 

exclusion from the UN and its specialized agencies, such as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 

has denied Taiwan the opportunity to address pressing global 

challenges alongside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e thanked 

diplomatic allies and friendly partners for continuing to speak up for 

Taiwan at international venues and to support Taiwan’s participation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mbassador Kephas stated that the world agenda has emphasized 

inclusive development in recent years, benefiting numerous 

developing countries like Nauru. Yet despite its utmost efforts to seek 

international participation, Taiwan has long been excluded from the 

UN system for reasons that are widely known. He commended Taiwan 

for playing a vital role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making 

positive contributions to global endeavors and serving as an 

- 373 -



encouraging force for progress and peace. He also observed that other 

countries can see the benefit of engaging in friendly cooperation with 

Taiwan. The understanding that Taiwan can help is growing such that 

it can no longer be ignored by the world. 

Director General Wopereis stated that the world is facing many 

challenges today, such as food security, malnutrition, and climate 

change, which can only be effectively addressed through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Noting that this resonated with the theme of the event, 

“Stronger Together,” he emphasized that only through cooperation 

across borders could peaceful and resilient societies be created. He 

pledged that WorldVeg would continue to help Taiwan share 

professional expertise for the benefit of other countries through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networks. 

Today’s event received an enthusiastic response and widespread 

public acclaim. It featured 19 booths showcasing exhibits on four 

main topics—Taiwan’s bids for participation in majo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PEC-related organizations, specialize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Taiwan. In addition to 

introducing prominen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through text and 

graphics, the event also featured interactive activities. The National 

Police Agency put on a counterterrorism demonstration and displayed 

armored vehicles, indicating Taiwan’s commitment to seeking 

participation in INTERPOL. MOFA also invited young Taiwanese 

participants in the APEC Voices of the Future program to share their 

experience winning the right to represent Taiwan and attend meetings 

overseas in the hope of encouraging young people to participate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Day event 

remained open to the public until 3 p.m.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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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05號                                                                               2022/10/22 

外交部誠摯感謝國際各界支持我國推動參與「國際刑警組織」案 

第90屆「國際刑警組織」（INTERPOL）大會於本（111）年

10月18日到21日在印度新德里舉行。值此全球安全面臨數位複合

式挑戰之際，我國積極爭取以觀察員身分與會。今年台灣期盼有

意義參與INTERPOL的訴求，獲得更廣泛的國際支持，我國推案

共獲得全球50國、逾1,375位行政機關、立法部門、跨國議會組織

及各界重要人士聲援。對於國際社會各界認同我國是有貢獻的利

益攸關者，且持續以多元方式展現支持情誼，外交部深感鼓舞，

並表達誠摯謝忱。 

我為INTERPOL會員的10個友邦以透過致函、執言、發表聲

明、社群媒體推文等各種具體行動，支持我國爭取參與

INTERPOL，呼籲INTERPOL與國際警政社群接納台灣參與，強

調唯有納入台灣，方能有效打擊跨國犯罪，齊力應對全球安全威

脅與挑戰。 

理念相近國家也持續在各種場合公開支持我國有意義參與

INTERPOL的訴求，英國外交部亞洲事務副部長米靈（Amanda 

Milling）與荷蘭外交部長Wopke Hoekstra公開重申，支持我國參

與INTERPOL在內國際組織的一貫立場。此外，美國、日本及澳

洲駐台機構也在官方臉書，透過發表貼文支持我國有意義參與國

際組織或轉推我國推案短片，肯定台灣在執法領域的能力及寶貴

貢獻。 

各國立法部門挺台聲量同樣有力。自上屆INTERPOL大會結

束以來，馬紹爾群島共和國國會、捷克參議院及眾議院外委會、

比利時瓦隆區議會、美國16州之參、眾議會與全美州政府協會東

區會議先後通過專門友台決議，強力支持我國參與INTERPOL在

內之國際組織。美國聯邦眾議院「國會台灣連線」共同主席

Gerald Connolly（D-VA）及眾議員匡希恆（John Curtis，R-UT）

聯名致函要求美行政部門助我參與INTERPOL，另有加拿大、韓

國、斐濟、南非、匈牙利、愛爾蘭及墨西哥等國國會議員以致函

方式為我聲援。除此之外，跨國議會組織「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

盟」（IPAC）表達持續協助我國有意義參與INTERPOL等國際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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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歐洲議會」（European Parliament）也接連在「共同外交暨

安全政策」及「歐盟及捍衛多邊主義」報告中表示，支持台灣參

與國際組織。 

為使國際社會更加瞭解我國訴求，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

局長李西河發表「後疫情時代打擊跨境電信詐欺─國際合作台灣

加入更有力」專文，加計國際媒體友我報導，迄獲刊逾85篇，包

括美國《華盛頓觀察家報》、日本《東京新聞》、韓國《世界日

報》、荷蘭《新聞在線》、瑞典《尼瑞克日報》、義大利《新星通

訊社》及西班牙《外交官電子報》等國際知名媒體。專文強調我

國可在運用先進科技打擊跨境電信詐欺犯罪方面作出貢獻，呼籲

INTERPOL接納台灣，各國共同合作一起打造更安全的世界。 

為彰顯台灣參與能使世界更安全，本年推案以我國成功偵破

國際電信詐欺集團實例製作文宣短片，展現台灣在打擊跨國犯罪

上的專業表現與成就，並透過外交部臉書和推特社群媒體向全球

推播，獲得網路各界廣泛迴響。我國駐印度代表處與印度知名電

視台「寰宇一家」（WION）攜手合作，製播INTERPOL推案電視

專輯，有效增進赴印度出席大會的國際人士及印度在地社群瞭解

台灣在打擊國際犯罪的重要性。 

外交部強調，INTERPOL是全球警政執法機關合作關鍵平

台，台灣身為國際警政社群重要的一員，有高度意願與優異能力

為國際共同打擊跨國犯罪作出貢獻。外交部促請INTERPOL正視

國際各界的呼籲，早日接納台灣。我國政府也將秉持「專業、務

實、有貢獻」的原則，繼續積極推動參與INTERPOL及國際警政

合作。（E） 

No. 305                                                                        October 22, 2022 

MOFA sincerely thanks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for supporting 

Taiwan’s bid to participate in INTERPOL 

The 90th General Assembly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Police 

Organization (INTERPOL) was held in New Delhi, India, from 

October 18 to 21, 2022.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hybrid dig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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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llenges to global security, Taiwan continued its campaign to 

participate in the event as an observer. This year, Taiwan’s bid for 

meaningful participation in INTERPOL garnered even broader 

international backing. Over 1,375 prominent individuals from 50 

countries—including officials from executive branches of government, 

legislators, transnational parliamentary organizations and influential 

people—voiced staunch support.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MOFA)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is greatly encouraged by 

this development and extends sincere gratitude to the various sector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at have recognized Taiwan as a 

contributing stakeholder and have continued to demonstrate friendly 

support through various means. 

This year, in their capacity as members of INTERPOL, 10 of Taiwan’s 

diplomatic allies wrote letters, spoke out, issued statements, posted 

messages on social media, and took other concrete actions endorsing 

Taiwan’s campaign. They called on INTERPOL and the international 

police community to embrace Taiwan’s participation, emphasizing that 

only when Taiwan is included can the world effectively combat 

transnational crime and jointly counter global security threats and 

challenges. 

Like-minded countries have continued to publicly support Taiwan’s 

bid for meaningful participation in INTERPOL on numerous 

occasions. Member of the UK Parliament Amanda Milling, while 

serving as Minister for Asia at the Foreign, Commonwealth and 

Development Office, publicly reaffirmed her consistent stance on 

Taiwan’s participation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cluding 

INTERPOL, as did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Netherlands 

Wopke Hoekstra. Moreover, in recognition of Taiwan’s capabilities 

and valuable contributions to law enforcement, the 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s Taipei Office, the Taipei Office of the Japan-Taiwan 

Exchange Association, and the Australian Office Taipei posted 

messages supporting Taiwan’s meaningful participation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or shared Taiwan’s INTERPOL campa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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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rt film on their official Facebook pages. 

Parliamentary support from across the globe has been equally strong. 

Since the last INTERPOL General Assembly, a number of legislative 

bodies and organizations have adopted special resolutions friendly to 

Taiwan, staunchly supporting Taiwan’s participation in INTERPOL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These include the Nitijela of the 

Marshall Islands; the Czech Senate and the Czech Chamber of 

Deputies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the Parliament of Wallonia in 

Belgium; the Senates or Houses of Representatives from 16 US state 

legislatures; and the US Council of State Governments Eastern 

Regional Conference. In addition, Representative Gerald Connolly 

(D-VA), cochair of the Congressional Taiwan Caucus, and 

Representative John Curtis (R-UT) sent a joint letter requesting that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help facilitate Taiwan’s participation in 

INTERPOL. Parliamentary members of Canada, the Republic of 

Korea (ROK), Fiji, South Africa, Hungary, Ireland, Mexico, and other 

countries also sent letters to INTERPOL backing Taiwan. Further, the 

Inter-Parliamentary Alliance on China expressed its continued 

commitment to assisting with Taiwan’s bid for meaningful 

participation in INTERPOL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dvocated for Taiwan’s international 

participation in its annual report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mmon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as well as its report on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defense of multilateralism. 

In order to raise international awareness for Taiwan’s INTERPOL 

campaign, Commissioner Li, Hsi-ho of the Criminal Investigation 

Bureau (CIB) wrote an op-ed entitled “Taiwan’s participation can 

strengthe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o fight trans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fraud in the post-pandemic era.” The op-ed and 

other related articles friendly to Taiwan were published over 85 times 

in prominent international media outlets, including the Washington 

Examiner of the United States, Tokyo Shimbun of Japan, Segye Ilbo 

of the ROK, ThePostOnline of the Netherlands, Nerikes Allehanda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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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eden, Agenzia Nova of Italy, and the Diplomat in Spain. In his op-

ed, Commissioner Li emphasized that Taiwan could contribute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by employing advanced technology to fight 

trans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fraud. He urged INTERPOL to 

include Taiwan and, in cooperation with other countries, help create a 

safer world together. 

For this year’s INTERPOL campaign, Taiwan produced a short film 

based on the true story of the CIB’s role in bringing an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fraud ring to justice. It underscored the fact that 

Taiwan’s participation in INTERPOL would make the world a safer 

place, as well as showcasing Taiwan’s professionalism and 

achievements in combating cross-border crime. The film was posted 

on MOFA’s Facebook and Twitter accounts to wide acclaim. In 

addition, the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Center in India partnered 

with India’s World is One News (WION) television channel to 

produce and broadcast a special program promoting Taiwan’s 

INTERPOL bid and showcasing Taiwan’s vital role in combating 

international crime. The program was geared toward participants of 

the 90th INTERPOL General Assembly and the local community. 

MOFA emphasizes that INTERPOL is an essential platform for global 

law enforcement agency cooperation. As an important and 

exceptionally capable member of the international police community, 

Taiwan has a strong interest in contributing to international crime-

fighting efforts. MOFA urges INTERPOL to heed appeals from across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promptly include Taiwan. The R.O.C. 

(Taiwan) government is committed to adhering to the principles of 

professionalism, pragmatism, and making contributions as it continues 

to actively promote its INTERPOL campaign and seek to cooperate 

with the international police community.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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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10號                                                                               2022/10/25 

外交部誠摯祝賀英國國會下議院議員蘇納克當選保守黨黨魁並出

任英國首相 

英國國會下議院議員蘇納克（Rishi Sunak）於本（10）月24

日當選保守黨黨魁，並於今（25）日接受英國國王查爾斯三世

（King Charles III）任命出任首相，籌組新內閣。對於英國保守

黨順利產生新黨魁並出任首相，外交部第一時間已訓令我國駐英

國代表處向英國政府及人民，表達台灣政府與人民的誠摯祝賀與

歡迎，同時轉致蔡英文總統的賀函，除盼進一步強化台英雙邊關

係外，感謝英國政府持續支持台海和平及穩定，協助台灣強化對

抗脅迫的韌性，並肯定英國在當前威權主義擴張下，持續捍衛以

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  

蘇納克是第一個印度裔的英國首相。他現年42歲，2015年當

選國會議員，曾於2020年2月至今（2022）年7月擔任財相，帶領

英國強韌應對武漢肺炎（COVID-19）疫情大流行及經濟活動停

滯的困境。英國政府於去（2021）年3 月發表「整合性政策評估

報告」，指出中國是「對英國經濟安全的最大國家威脅」；此外，

蘇納克首相曾推文表示，中國及中國共產黨是本世紀英國及世界

安全與繁榮的最大威脅，強調民主國家應為價值及安全利益挺身

而出。蘇納克首相另於今年8月回應媒體提問中國軍事威脅台灣

時說明，防止中國侵犯台灣的上策就是凸顯俄羅斯侵略烏克蘭所

遭遇的挫敗，他認為英國的對台政策方向正確，並承諾當選首相

後對台政策不會改變。我國至盼未來與蘇納克首相領導的英國新

政府密切合作，進一步深化台英雙方在各領域的友好關係與合

作。 

台灣與英國共享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等核心價值，近年

來雙邊關係穩定發展，在科技合作、能源轉型、互換駕照、智慧

城市、航空服務等領域進行廣泛合作。英國政府高層曾多次表達

台海安全攸關英國利益，並多次公開強調維護台海和平穩定的重

要性。在國際地緣政治劇烈變化的關鍵時刻，台灣將持續與英國

等全球理念相近國家攜手合作，強化民主韌性與團結，共同對抗

威權主義的擴張與脅迫。我方深信在蘇納克首相的領導下，台英

- 380 -



透過多元領域的深入對話與合作交流，雙邊實質友好夥伴關係將

邁向嶄新豐富的新頁。（E） 

No. 310                                                                        October 25, 2022 

MOFA sincerely congratulates Rishi Sunak MP on his election as 

Conservative Party leader and appointment as UK Prime 

Minister 

Member of the United Kingdom House of Commons Rishi Sunak was 

elected leader of the Conservative Party on October 24 and appointed 

by King Charles III to serve as Prime Minister and form a new cabinet 

on October 25. After the Conservative Party smoothly completed the 

election of its leader,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MOFA)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promptly instructed the Taipei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the United Kingdom to convey a message 

welcoming this news, offer sincere congratulations from the people 

and government of Taiwan to the people and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Kingdom, and forward a congratulatory letter from President 

Tsai Ing-wen. MOFA looks forward to further enhancing bilateral 

relations between Taiwan and the United Kingdom and appreciates the 

UK government’s steadfast support for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as well as its assistance in strengthening Taiwan’s 

resilience against coercion. MOFA also recognizes the United 

Kingdom’s efforts to staunchly safeguard the 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 in the face of authoritarian expansion. 

Prime Minister Sunak, 42, is the first person of Indian descent to serve 

in this position. First elected to parliament in 2015, he served as 

Chancellor of the Exchequer from February 2020 to July 2022, 

leading the United Kingdom in a robust response to the COVID-19 

pandemic and stagnating economic activity. A report published by the 

UK government in March 2021 entitled Global Britain in a 

Competitive Age: the Integrated Review of Security, Defence, 

Development and Foreign Policy pointed out that “China . . . pres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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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iggest state-based threat to the UK’s economic security.” In a 

similar vein, Mr. Sunak once tweeted that “China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represent the largest threat to Britain and the world’s 

security and prosperity this century,” stressing that democratic nations 

should stand up for their values and security interests. In August 2022, 

responding to a question from the media regarding China’s military 

threat to Taiwan, Mr. Sunak stated that the best way to prevent 

aggression against Taiwan from China was to show Russia it would 

not succeed in Ukraine. He said he believed that the United 

Kingdom’s Taiwan policy was the right approach and pledged not to 

change the policy should he become Prime Minister. Taiwan looks 

forward to working closely with the UK government led by Prime 

Minister Sunak and further deepening friendly relations and 

cooperation in all domains. 

Taiwan and the United Kingdom share the core values of democracy, 

freedom, human rights, and the rule of law. Bilateral ties have 

advanced steadily in recent years through extensive cooperation in 

technology, energy transition, exchange of driving licenses, smart 

cities, air services, and other areas. High-level UK government 

officials have repeatedly stated that secur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is 

in the United Kingdom’s interests. On numerous public occasions, 

they have reiterated the importance of maintaining cross-strait peace 

and stability. At this critical time of dramatic changes in the 

international geopolitical landscape, Taiwan will continue to work 

hand in hand with the United Kingdom and other like-minded 

countries to strengthen democratic resilience and solidarity and jointly 

counter authoritarian expansion and coercion. Taiwan has full 

confidence that under Prime Minister Sunak’s leadership, Taiwan and 

the United Kingdom will conduct in-depth discussions,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s across a broad spectrum of fields, raising their 

substantive and cordial bilateral partnership to new heights.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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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11號                                                                               2022/10/26 

台灣、美國、日本、澳洲在「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下首度於東

京舉辦「法治原則下之永續海洋」國際研習營 

為提升印太地區國家在海事執法與海洋環境保育方面的合作

與交流，外交部、海洋委員會、美國在台協會、日本台灣交流協

會及澳洲辦事處於本（2022）年10月26至27日在日本東京聯合舉

辦「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GCTF）「法治原則下之永續海洋」

國際研習營（2022 GCTF Workshop on Sustainable Oceans based on 

the Rule of Law）。本次活動為GCTF成立7年多來，首度移師日本

辦理研訓計畫，展現夥伴國家在GCTF下持續深化合作的決心與

願景。 

我國駐日本代表處謝長廷大使、外交部北美司司長徐佑典、

日本台灣交流協會理事長谷崎泰明（TANIZAKI Yasuaki）均親自

出席開幕典禮，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孫曉雅（Sandra 

Oudkirk）及澳洲辦事處代表露珍怡（Jenny Bloomfield）亦分別

錄影致詞共襄盛舉。 

研習議程由日本台灣交流協會及澳洲辦事處領導各合辦方共

同規畫，我國海洋委員會也協調國家海洋研究院、海巡署以及國

立中山大學共同推派講者，與美日澳學者、官員與專家一同針對

海洋環保、執法及資源管理進行專題演講及討論，與會學員交流

熱絡。 

本次活動計有來自東南亞及大洋洲共13國及太平洋島國論壇

（PIF）秘書處的官員及專家赴東京實體參訓，現場包括台灣、

美國、日本、澳洲等各國與會代表合計40餘人；亦有共20國150

位學員報名線上與會。 

GCTF自2015年6月1日由台美簽署瞭解備忘錄成立迄今，已

成為國際多邊合作平台，並在台灣及海外舉辦共54場研習活動，

累計參與實體或線上活動的各國學員超過6,000人次。（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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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12號                                                                               2022/10/26 

外交部舉辦「台灣烏克蘭友誼酒會」表達我國與烏克蘭並肩守護

和平的決心，並宣布將與理念相近夥伴共同協助烏克蘭戰後重建 

外交部於今（111）年10月26日在台北賓館舉辦「台灣烏克

蘭友誼酒會」，歡迎來台出席第11屆「世界民主運動」（WMD）

全球大會的烏克蘭及立陶宛國會議員貴賓，另邀請烏國NGO代表

及在台的烏克蘭僑民及學生參與。外交部長吳釗燮向烏國訪賓再

次表達我國與烏克蘭並肩守護和平的決心，並宣布外交部已編列

5,600萬美元預算，準備與理念相近夥伴共同投入烏克蘭戰後重

建。  

酒會除烏國國會友台小組議員克里曼科（Yulia Klymenko）

以預錄方式致詞外，另有烏國國會議員盧狄克（Kira Rudik）、立

陶宛國會歐洲事務委員會副主席帕維里歐尼斯（Zygimantas 

Pavilionis），以及包括「烏克蘭勝利國際中心」負責人暨前烏國

國會議員霍普科（Hana Hopko）等來自烏國的NGO代表到場參

加。此次，立法院「台烏國會議員友好協會」會長黃世杰委員偕

副會長林靜儀委員、陳玉珍委員、謝衣鳳委員、王婉諭委員及邱

臣遠委員，駐台使節代表及在台烏國僑民及學生等共70多人也都

應邀出席，共同展現堅定支持仍在烽火中的烏克蘭人民，以及深

化台烏友誼的積極意願。 

有感於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烏國遭受無情戰火蹂躪，外交

部長吳釗燮首先代表台灣人民及政府，向正在抵禦俄羅斯並捍衛

家園的烏克蘭軍民，致上最崇高的敬意。吳部長繼宣布外交部已

編列新台幣18億元（約5,600萬美元）預算，將與中東歐理念相近

夥伴共同投入烏克蘭戰後的重建工作，並認養受戰爭影響的學

校、醫療設施及相關基礎建設，期盼烏國人民早日返回家園，回

復往日平靜生活。此外，除原已提供烏國人士的台灣獎學金及台

灣獎助金，外交部也將開放下年度的台歐連結獎學金，供烏國學

生申請來台就學交流並學習華語，同時鼓勵各大學跟進，提供更

多獎學金名額給烏克蘭學子。吳部長說明，外交部並已規劃在我

國駐波蘭代表處設置「烏克蘭工作小組」，專責推動台烏合作相

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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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曼科議員透過預錄影片強調，台烏兩國都為捍衛獨立與

尊嚴而努力，烏國為了全世界及民主價值而戰，亦盼在台灣的協

助下與國際夥伴共同打造一個全新的美好未來。  

盧狄克議員提及她與烏國400名國會議員在俄國的砲擊中摸

黑趕赴國會大樓，在10分鐘內快速通過緊急法案的親身經歷。盧

狄克議員提及，烏克蘭人民認為，只要房裡有兩個烏克蘭人會唱

國歌，烏克蘭就會永遠存在；因此盧狄克議員感性邀請在場的烏

國人士一起高唱烏國國歌。現場氣氛高昂、令人動容。  

立陶宛國會帕維里歐尼斯副主席則宣示，他將窮盡畢生心力

協助烏克蘭加入歐盟及北約，也將致力捍衛台灣的民主自由。  

烏國NGO代表、前國會議員霍普科發言時感謝台灣對烏克蘭

的慨助，並回憶今年9月與我國駐美代表蕭美琴大使會晤、獲贈

一枚台灣製造印有「Stand with Ukraine」口罩的激動心情，並建

議酒會現場使用立陶宛蘭姆酒及台灣鳳梨、烏克蘭國旗黃、藍兩

色意象所調製的「和平調酒」應改名為「勝利調酒」，因為烏克

蘭終將獲得勝利。  

在台灣的烏國僑民代表特別準備她祖母親手縫製的烏國傳統

服飾Vishivanka，請吳部長轉致蔡總統，以表達對台灣人民及政

府伸援烏克蘭的謝忱，也盼望此傳家寶的服飾能守護台烏兩國友

誼。烏國僑民代表另致贈吳部長由烏國基輔、哈爾科夫、赫爾松

及頓內斯克等地的特色植物及水果製成的香氛蠟燭，象徵期盼烏

克蘭故鄉不再有戰爭煙硝味；氣氛溫馨感人。  

酒會現場以烏克蘭國旗黃、藍二色布置，並搭配被稱為「烏

克蘭」的台灣蝴蝶蘭，象徵兩國不屈不撓的情誼，另設有援烏照

片區，展示我國民間與政府在烏克蘭遭俄羅斯入侵後的援助作

為。  

吳部長當日並以晚宴接待烏克蘭、立陶宛訪賓及烏僑代表，

台烏國會議員友好協會主席黃世杰委員、外交部政務次長蔡明

彥、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秘書長項恬毅、財團法人中華

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秘書長王熙蒙、財團法人兩岸交流遠景基

金會執行長賴怡忠、台灣人權促進會副會長沈伯洋等人應邀與

宴。雙方就烏克蘭情勢、全球民主陣營對抗威權擴張等議題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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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泛且深入的意見交流。（E）  

第 314號                                                                               2022/10/29 

台美就促進台灣國際組織參與在美國華府召開會議，外交部對美

方的堅定支持表達誠摯感謝 

台美雙方於今（111）年10月28日就擴大台灣國際參與在美

國華府舉行會議，檢視我國今年5月「世界衛生大會」（WHA）、

9月聯合國大會、「國際民航組織」（ICAO）大會，以及10月「國

際刑警組織」（INTERPOL）大會等重要國際組織推案的努力成

果，並就未來繼續推動國際參與的策略及作法深入交換意見。 美

方在會中重申支持台灣有意義參與聯合國及其他國際組織，展現

台美堅韌的夥伴關係，外交部誠摯感謝美國對台灣的友誼與堅定

支持。 

本次會談涵蓋全球公共衛生、民航安全、氣候變遷及環境、

跨國犯罪、智慧財產權、電信、經濟合作、宗教信仰自由等議

題。美方肯定台灣務實推動國際參與，對世界做出專業貢獻的努

力，承諾將持續協同其他理念相近國家與台灣攜手合作，協助我

國參與相關國際組織及機制。我方表示當前全球面臨地緣政治等

多項挑戰，台灣將繼續秉持「專業、務實、有貢獻」 的原則推動

國際參與，並與美國等理念相近的夥伴國家齊心協力，共同維護

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強化多邊治理及區域合作，為全球議

題做出貢獻。雙方也認同在日內瓦、蒙特婁、紐約、台北、華府

等地加強與理念相近夥伴國家合作的重要性。（E）  

第 315號                                                                               2022/10/29 

外交部對菲律賓遭受強烈颱風奈格侵襲表達誠摯慰問 

強烈颱風奈格（Nalgae，菲律賓稱Paeng）自本（10）月28日

起，挾帶強風豪雨襲擊菲律賓南部，造成當地洪水、山崩等嚴重

災情。依據菲國「國家災難風險降低暨管理委員會」

（NDRRMC）本（ 29）日最新報告，菲國南部民答納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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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danao）、中部未獅耶（Visayas）及呂宋島（Luzon）南部等

6個區域已預防性撤離7,376位居民，奈格颱風並已造成45人死亡

及逾12,000名民眾於庇護所避難。 

外交部亞太司司長周民淦已於本月28日代表部長吳釗燮，親

向馬尼拉經濟文化辦事處（MECO）副代表Alice Visperas轉達我

國政府與人民的誠摯慰問，台灣將視菲國災情酌情提供所需的人

道援助。我國駐菲律賓代表處徐佩勇大使也同步致電馬尼拉經濟

文化辦事處主席貝世偉（Silvestre H. Bello III）表達慰問與關

懷。菲方感謝我國政府與人民的誠摯慰問。 

依據我國駐處掌握的消息，目前尚無國人或台商因風災傷亡

或受困。外交部與駐菲律賓代表處將密切注意災情發展，並與菲

國相關部門保持聯繫，及時提供必要的協助。 

國人如果在菲律賓遭遇急難需要協助，請即撥打駐菲律賓代

表處緊急聯絡電話：+63-917-819-4597；或請國內親友撥打「外

交部緊急聯絡中心」電話：0800-085-095。（E）  

第 316號                                                                               2022/10/30 

外交部對韓國首爾市龍山區梨泰院於10月29日晚間發生重大踩踏

意外表達深切慰問及關懷 

本（10）月29日晚間韓國首爾市龍山區梨泰院舉行萬聖節慶

祝活動時，不幸發生重大推擠踩踏意外，造成多人傷亡。外交部

奉蔡英文總統指示，代表我國政府與人民，向駐台北韓國代表部

代表鄭炳元表達對受難者家屬及韓國政府與人民的誠摯哀悼及慰

問。 

鄭炳元代表感謝我國政府與人民的即時慰問與關懷，表示會

將我方的關心與哀悼之意立即陳報韓國首府。外交部同時也請我

國駐韓國代表處向韓國政府致哀，韓國政府對台灣的誠摯情誼表

示感謝。 

另外根據我國駐韓國代表處向韓國警方洽詢瞭解，本次不幸

事件死傷人士中，暫無台灣籍遊客、留學生或僑民。我國國人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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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期間，倘有相關緊急求助需要，請撥打駐韓國代表處緊急聯絡

電話 ：+82-10-9080-2761。（E）  

No. 316                                                                        October 30, 2022 

MOFA expresses profound condolences and concern following a 

tragic stampede in Seoul, Republic of Korea, on evening of 

October 29 

On the evening of October 29, a tragic accident arising from a 

stampede during Halloween celebrations in Itaewon, Yongsan District, 

Seoul, Republic of Korea, resulted in numerous deaths and injuries. At 

the instruction of President Tsai Ing-wen, and on behalf of the people 

and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MOFA) extended heartfelt sympathies and 

condolences to the families of victims and the people and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 through Representative Chung Byung-won 

of the Korean Mission in Taipei. 

Representative Chung thanked the government and people of Taiwan 

for their prompt message of sympathy and concern, which he stated 

would immediately be forwarded to Seoul. MOFA also asked the 

Taipei Mission in Korea to express condolences to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 which reciprocated with a message of 

appreciation for Taiwan’s sincere friendship. 

The Taipei Mission in Korea has contacted Korean police authorities 

and ascertained that to date, no Taiwanese tourists, students, or 

expatriates have been identified among the dead or injured. In case of 

urgent need of assistance, Taiwanese nationals in the Republic of 

Korea can call the Taipei Mission in Korea’s emergency hotline at 

+82-10-9080-2761.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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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17號                                                                               2022/10/31 

為期三天「2022外交部映像新南向電影節」順利圓滿謝幕 

「2022外交部映像新南向電影節」順利於本（111）年10月

28日至30日在光點華山電影館舉辦，精選我國及來自印尼、新加

坡、泰國、馬來西亞、印度等新南向國家共計6部的優質電影，

舉辦12場免費放映會，引起各界廣泛回響，不僅在電影節開始前

各影片網路索票全數登記完畢，放映現場也有許多民眾排隊候補

入場；3天活動不受陰雨天候影響，吸引計1,152名觀眾來到華山

電影館共同觀賞，顯示國人對新南向國家電影及文化的關注與重

視。 

我國自105年推動「新南向政策」以來，除鼓勵台商赴新南

向國家投資經商，也歡迎各國產業與我國合作，在經濟、貿易、

醫療、教育及農漁業等各領域均有顯著成果。隨著來自新南向國

家的移工及新住民人數逐漸增長，新南向國家的文化也日益受到

台灣民眾矚目。外交部首次以新南向國家為主題舉辦電影節活

動，希望鼓勵國人增加對新南向國家民族、歷史與文化的認識。 

外交部感謝國人及新住民朋友對「2022外交部映像新南向電

影節」的支持，也要特別感謝相關國家駐台機構參與選片以及出

席放映會。外交部將會持續努力，透過各種平台強化與新南向國

家官方及民間的聯繫，促進雙方人民往來及交流，為我國與新南

向國家建構更深厚緊密的合作。（E）  

第 318號                                                                               2022/10/31 

有關印度古吉拉特（Gujarat）州吊橋於昨日晚間突然坍塌，造

成多人死傷的重大意外事故，外交部表達誠摯哀悼與慰問 

印度西部古吉拉特州莫比鎮（Morbi）一座橫跨馬胡河

（River Machhu）吊橋，於本（10）月30日台北時間晚間9時在舉

行宗教慶典活動時，突然崩塌，目前已造成至少130人不幸身亡

的重大意外事故。 

外交部長吳釗燮已於本（31）日清晨代表我國政府與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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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印度台北協會」會長戴國瀾（Gourangalal Das）表達對罹難

者及印度政府與人民的誠摯哀悼，外交部同時也請我國駐印度代

表處向印度政府表達慰問。戴國瀾會長對我國政府與人民的關懷

表示感謝。 

據我國駐印度代表處目前掌握的資訊，傷亡人士暫無台灣籍

遊客、留學生或僑民。國人旅印度期間，倘有相關緊急求助需

要，請撥打駐印度代表處緊急聯絡電話 ：+91-981-050-2610（印

度境內請直撥：0981-050-2610）。（E）  

No. 318                                                         October 31, 2022 

MOFA extends sincere condolences and sympathies following 

sudden collapse of suspension bridge in Gujarat, India, causing 

numerous deaths and injuries, on evening of October 30 

A suspension bridge over the river Machchhu in Morbi in India’s 

western state of Gujarat suddenly collapsed at around 21:00 Taipei 

time on October 30 during a religious celebration. To date, at least 130 

people are known to have died in this tragic accident. 

Early this morning, on behalf of the people and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Jaushieh 

Joseph Wu extended sincere condolences to the families of victims 

and the people and government of India through Director General 

Gourangalal Das of the India-Taipei Association.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lso asked the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Center in 

India (TECC) to express condolences to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Director General Das thanked the government and people of Taiwan 

for their concern. 

According to information currently available to the TECC, no 

Taiwanese tourists, students, or expatriates have been identified 

among the dead or injured. In case of urgent need of assistance, 

Taiwanese nationals in India can call the TECC’s emergency hotline at 

+91-981-050-2610 (or 0981-050-2610 if calling within India).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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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21號                                                                               2022/11/03 

基輔市拳王市長克里契科致贈吳部長親筆簽名手套，感謝台灣伸

出援手，並昭示台烏兩國共同打擊威權擴張的決心與勇氣   

俄烏戰爭在本（111）年2月底爆發後不久，外交部長吳釗燮

就在4月22日與烏克蘭首都基輔市長克里契科（Vitali Klitschko）

視訊通話，宣布轉贈該市及烏克蘭當地6所醫療機構台灣政府與

人民募捐的善款總計800萬美元，克里契科市長感謝我國自俄烏

戰爭以來對烏克蘭展現極大的支持，並表示烏克蘭人民對台灣的

善舉將銘記在心。 

為回應並感謝我國對烏克蘭及基輔市捐款及捐贈物資的各項

實際支持，拳王克里契科市長特地準備與同為拳王的弟弟

Wladimir Klitschko共同簽名的手套，原本規劃於本年7月自基輔

送出國境，但遞送的規畫因戰爭而受到延宕，終於在本（3）日

由首次訪台的「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IPAC） 烏克蘭籍共同

主席克尼茨基（Mykola Kniazhytskyi）親自轉贈簽名手套，並由

吳部長代表台灣人民及政府收下。除了感謝台灣人民與政府伸出

援手，此手套更象徵台烏兩國共同打擊威權擴張、堅守民主價值

的決心與勇氣。（E）  

第 322號                                                                               2022/11/03 

外交部長吳釗燮出席「奧斯陸自由論壇-台灣」，重申台灣強化

民主韌性的決心 

外交部長吳釗燮於本（11）月3日出席由美國「人權基金會」

（Human Rights Foundation）在台北舉辦的「奧斯陸自由論壇-台

灣」（Oslo Freedom Forum in Taiwan）開幕典禮上致詞，代表我國

政府歡迎「人權基金會」第三度在台灣舉辦論壇。吳部長強調，

台灣身處對抗威權擴張的最前線，將堅定對抗企圖破壞民主的勢

力，並結合志同道合國家共同強化民主韌性；吳部長也呼籲全球

民主國家團結對抗威權主義的擴張。吳部長的演講獲得在場與會

者熱烈迴響。 

吳部長對來台參加論壇的人權倡議勇士致敬，包括香港民主

- 391 -



運動人士羅冠聰及鄺頌晴、甘比亞#MeToo運動者圖法 •賈洛

（Fatou Jallow），以及線上與會的2022年諾貝爾和平獎烏克蘭人

權組織「公民自由中心」負責人馬特維丘克（Oleksandra 

Matviichuk）及堅決反對專制中國的國際知名藝術家巴丟草等講

者，肯定他們親身抵抗暴政壓迫與不公的勇氣與卓越貢獻。 

吳部長提到，根據「人權基金會」2021年度報告，全球有

54%的人口生活在威權統治之下。由於疫情衝擊全球社會，威權

主義也趁隙藉機擴張版圖。吳部長指出，近年香港人權進一步惡

化，暴露中國極權專政的野心；中國不斷對台灣施加各種脅迫壓

力，目的不只是侵略台灣，更是企圖讓全球的異議人士噤聲，全

球的民主體制正面臨新一波的挑戰。 

吳部長呼應在場人權勇士繼續奮鬥，不向威權與不公屈服；

台灣民主轉型過程也歷經許多前輩勇敢犧牲，台灣人也會繼續傳

承一樣的意志與韌性，堅守民主人權價值、積極參與國際推廣民

主人權機制與活動。吳部長說明，台灣今（2022）年不僅再度舉

辦「區域宗教自由論壇」，「世界民主運動全球大會」也剛剛落

幕，台灣會更積極對需要協助的民主國家與夥伴伸出援手，包括

協助烏克蘭流離失所的人民，以及協助「無國界記者組織」在烏

國設立媒體自由中心等。 

吳部長最後表示，經由外交部的努力，美國國際民主協會

（NDI）、國際共和研究所（IRI）及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

等推廣民主人權的國際知名非政府組織紛紛在台灣設立據點，彰

顯國際社會對台灣民主的重視與肯定；台灣將持續與理念相近的

國際夥伴共同捍衛印太區域及全球的自由民主。 

「人權基金會」是2005年在美國紐約成立的非營利組織，宗

旨為促進全球人權保障及民主自由，該基金會自2009年起在挪威

舉行「奧斯陸自由論壇」，後來成為國際矚目的人權倡議者發聲

平台，本年是在2018年及2019年後，第三度在台灣舉辦活動。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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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24號                                                                               2022/11/04 

我國政府對「麗莎颶風」在貝里斯造成嚴重災情表達關懷慰問 

我國中美洲友邦貝里斯本（2022）年11月2日受到一級颶風

「麗莎」（Hurricane Lisa）侵襲，貝國大城貝里斯市（Belize 

city）有海水倒灌、民房損毀、全市大規模停電情形，主要道路

均受洪水影響阻礙通行，災情嚴重。 

我國政府在獲悉災情後，已立即於第一時間指示我國駐貝里

斯大使館代表我國政府與人民向貝國政府表達關懷慰問之意，並

宣布捐助20萬美元緊急人道援助款，協助災民安置及社區重建，

期盼貝國人民能夠早日重建家園，儘快恢復正常的生活。 

目前我國旅居貝國的國人及台商均平安，外交部將密切關注

貝國相關災情，並持續與友邦保持聯繫並提供必要協助。（E） 

第325號                                                                               2022/11/05 

外交部長吳釗燮出席2022年「印度排燈節晚會」，彰顯台印

度基於共同價值的友好夥伴關係 

外交部吳釗燮部長於11月4日晚間出席由外交部贊助「台

北印度音樂文化中心」舉辦的「2022年印度排燈節晚會」，

與立法院「台印度國會議員友好協會」會長吳玉琴委員、國

家安全會議副秘書長徐斯儉、「印度台北協會」（ITA）會長

戴國瀾夫人Harsha Das、代理會長甘泉（Aparna Ganesan）

共同進行印度新年排燈節傳統祈福點燈儀式，歡慶印度新年

來臨。 

吳部長致詞表示，外交部非常榮幸連續三年贊助印度排

燈節慶祝活動，展現台印度為基於信任與共同價值的天然夥

伴友好關係，雙方近年在貿易、關鍵供應鏈、教育等領域合

作不斷深化，兩國雙邊貿易額於2021年創下77億美元的歷史

新高，較2020年增幅達64％，期盼新的一年，兩國關係持續

提升，共同捍衛自由、安全與繁榮的印太區域。吳部長並向

印度媒體與民間對台灣展現的支持與友誼表達感謝，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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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愛印度！」（I love India！）為結尾，獲全場熱烈掌聲喝

采。   

ITA代理會長甘泉則代表正在印度出席「台印度次長級經

貿對話」的戴國瀾會長致詞，感謝外交部再次贊助排燈節活

動，指出在印度排燈節為象徵璀璨未來、善良戰勝邪惡的重

要節慶，很幸運在台共同與眾多的台灣與印度友人歡慶此一

佳節，期盼疫後兩國關係更為友好，雙邊人員互訪與文化交

流日益密切。  

立法院「台印度國會議員友好協會」會長吳玉琴委員致

詞表示，在台灣可以連續三年舉辦排燈節實體慶祝活動，實

屬難得可貴，凸顯台灣疫情控制的良好成效。台灣與印度共

享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有越來越多的印度朋友將台灣當

成第二個家，在台灣逐步恢復疫後正常生活，期盼未來台印

度國會與人民能更緊密的交流互動。  

此外，印度國會上議院議員庫瑪（Sujeet Kumar）及印

度 執 政 印 度 人 民 黨 （ BJP ） 國 會 下 議 院 議 員 Shankar 

Lalwani，分別以預錄影片感謝外交部自2020年起連續三年支

持在台印度僑民舉辦排燈節等文化慶典活動，展現台灣政府

與人民對台印度關係與印度文化的珍視及接納。  

主辦單位安排「夏卡緹融合印度舞團」演出印度史詩精

華舞劇「羅摩衍那」，以及傳統樂器演奏等表演活動，現場

並佈置印度藍果麗（Rangoli）裝飾，展現印度排燈節濃厚歡

樂氛圍。本次活動包括印度旅台僑領、企業家、學生代表、

藝文界、智庫、南亞研究學者、NGO團體代表等近150人出席

與會。（E）  

第326號                                                              2022/11/05 

七大工業國集團外長會議聯合聲明持續重視台海和平，外交部表

示歡迎與感謝 

七大工業國集團（G7）外長會議於本（11）月 4 日在德國明

斯特（Münster）舉行，會後發布聯合聲明，再度強調台海和平穩

- 394 -



定的重要，鼓勵和平解決兩岸問題，並提醒中國應維護《聯合國

憲章》關於和平解決爭端的原則，避免威脅、恫嚇及使用武力，

強烈反對任何以武力或脅迫手段片面改變現狀的企圖。外交部對

聲明內容表示歡迎，並感謝 G7 成員國對維護台海和平及對台灣

的堅定支持。   

本（2022）年 G7 外長會議是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已逾 8 個

月，以及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中共二十大宣稱「絕不承諾放棄

使用武力」，致使國際秩序及台海安全遭遇重大挑戰的情況下舉

行。聲明表示違反和平合作、主權、自決和領土完整等獲普世認

同及具法律約束力基本原則的行為是無法讓人接受的。G7 成員

國明確承諾追究嚴重違反國際法基本原則者的責任，並強調該集

團強烈的團結意識和堅定維護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以及保

護所有人的權利。 

該聲明除持續嚴厲譴責俄羅斯對烏克蘭的侵略行為造成近代

史上最嚴重的全球糧食短缺與能源危機，並再次重申維護自由開

放印太地區的重要性，同時關切東海、南海及周邊地區情勢，強

烈反對任何加劇緊張局勢、破壞地區穩定和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

秩序之舉動；並再次點名中國應嚴守《聯合國憲章》有關和平解

決爭端的原則，不應採取威脅與恫嚇的行為或使用武力。 

本年 G7輪值主席國德國特別將外長會議安排在 1648年簽訂

「西發利亞和約」（Peace of Westphalia）以結束三十年戰爭並重

建國際秩序的城市明斯特舉行，象徵亟盼全球回歸和平與秩序的

意涵。台灣作為印太地區負責任的成員，將持續與 G7 各成員國

及歐盟等理念相近夥伴，攜手維護印太地區和平穩定及全球民主

韌性。（E） 

第 328號                                                                               2022/11/07 

外交部長吳釗燮接受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聯邦新任駐中華民國

（台灣）特命全權大使范東亞遞交到任國書副本 

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聯邦新任駐中華民國（台灣）特命全

權大使范東亞（Donya Lynex Francis）於本（111）年 11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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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與外交部長吳釗燮會晤並遞交到任國書副本。吳部長歡迎范

東亞大使履新，並期許攜手合作深化兩國篤實邦誼。 

吳部長表示，台克兩國關係密切友好，克國長期堅定支持台

灣參與國際組織，我國政府與人民均非常感念並十分珍視兩國相

互扶持的兄弟邦誼。未來將與德魯（Terrance Drew）總理所領導

的政府，繼續在公衛醫療、再生能源、青年及婦女賦權、教育文

化、智慧農業、數位發展等領域密切合作，為兩國人民創造最大

的福祉。 

范東亞大使表示，克國是台灣堅定的友邦，兩國關係在雙方

共同努力下，已奠立深厚基礎，此次獲任駐台大使至感榮幸，當

全力促進台克關係更上一層樓。 

范東亞大使曾在台灣留學 6 年，獲得新聞傳播學士及台北醫

學大學全球健康發展碩士學位，返回克國後擔任教師、總理辦公

室新聞官等職務，是克國傑出青年。吳部長祝福范東亞大使履新

愉快、工作順利，除了和老朋友敘舊，也能結交台灣各界更多新

朋友，共同努力增進台克關係。 

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是我國在加勒比海地區的重要友邦，

兩國建交 39 年來在各領域密切合作，成果豐碩，深獲克國人民

的肯定。（E） 

第 329號                                                                               2022/11/07 

立陶宛駐台代表機構本（7）日正式揭牌運作，台立兩國合作展

開新頁 

立陶宛經創部長雅莫內特 （Aušrinė Armonaitė）本（7）日

出席我國駐立陶宛代表處舉辦的「台立合作成果發表酒會」時，

宣布立陶宛駐台代表機構「立陶宛貿易代表處」（Lithuanian 

Trade Representative Office）於本日在台灣正式揭牌運作，台灣與

立陶宛的友好合作關係展開新頁。 

雅莫內特部長是應邀出席我國駐立陶宛「台灣代表處」於本

日下午舉行「台立合作成果發表酒會」做以上宣布。此外駐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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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發表酒會也宣布中東歐基金首件對立國投資案、立陶宛相關

農產品輸台，以及台立半導體等關鍵產業合作等雙邊合作具體成

果；我國國發會主委龔明鑫、經濟部政務次長陳正祺等人也以預

錄致詞方式祝賀。駐處酒會除雅莫內特經創部長外，也有立陶宛

外交部、農業部等重要部會次長，以及立國國會副議長與友台小

組主席等國會領袖、商界領袖與主流媒體記者共數十位貴賓應邀

出席。 

本日「立陶宛貿易代表處」正式揭牌運作，外交部指派歐洲

司長姚金祥大使前往向立陶宛駐台代表盧思融（ Paulius 

Lukauskas）致意，表達祝賀及深化台立友好關係的積極意願。此

外，外交部已將立陶宛駐台代表處相關資訊公布在外交部全球資

訊網站。 

台灣及立陶宛同為在最前線對抗威權主義的密切夥伴，不僅

共享民主、自由等普世價值，也共同面對疫後復甦及俄烏戰爭帶

來的各項挑戰。在極權國家將國際貿易變為恫嚇威脅他國的工

具，台立兩國此際攜手向前，除彰顯民主夥伴相互扶持外，更有

助於雙方共同找尋促進經濟成長的新藍圖，也為全球民主陣營打

造堅實韌性的供應鏈。（E） 

No. 329                                                                      November 7, 2022 

Lithuanian Trade Representative Office opens in Taiwan, 

heralding a new chapter in bilateral cooperation 

Lithuanian Minister of the Economy and Innovation Aušrinė 

Armonaitė today announced the official opening of the Lithuanian 

Trade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Taiwan, heralding a new chapter in 

cordial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She revealed the news at 

an afternoon reception hosted by the Taiwanese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Lithuania to mark the achievements of bilateral cooperation. 

In addition to Minister Armonaitė’s announcement, other concrete 

results presented at the reception included the first project in Lithuania 

to receive financing from Taiwan’s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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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ment Fund, imports of certain agricultural products from 

Lithuania into Taiwan, and cooperation on semiconductors and other 

key industries. Minister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Kung Ming-shin 

and Deputy Minister of Economic Affairs Chen Chern-chyi delivered 

congratulatory remarks through prerecorded videos. Besides Minister 

Armonaitė, the event was attended by dozens of other guests, 

including Deputy Ministers for Foreign Affairs and Agriculture; the 

Deputy Speaker of the Seimas, the Chair of the Lithuania-Taiwan 

Parliamentary Friendship Group, and other prominent 

parliamentarians, business leaders, and journalists from major media 

outlets. 

On behalf of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MOFA), Amb. Vincent 

Chin-hsiang Yao, Director General of the Department of European 

Affairs, visited the Lithuanian Trade Representative Office today to 

congratulate Representative Paulius Lukauskas on its opening. He also 

conveyed Taiwan’s interest in deepening friendly tie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Relevant information about the Lithuanian Trade 

Representative Office is now available on MOFA’s website. 

Taiwan and Lithuania are close partners that stand on the front lines of 

defense against authoritarianism. As well as sharing the universal 

values of democracy and freedom, the countries jointly face 

challenges posed by postpandemic recovery and the Russia-Ukraine 

war. At a time when totalitarian regimes are using international trade 

as a tool to intimidate and threaten other nations, the forward-looking 

partnership between Taiwan and Lithuania highlights mutual support 

between democratic allies. The close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will help them draft a new blueprint to promote economic 

growth and contribute to establishing robust and resilient supply 

chains for the global democratic community.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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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30號                                                                               2022/11/07 

「台美發展及人道援助合作瞭解備忘錄」完成簽署，制度化台美

推動發展及人道援助的全球夥伴關係 

外交部於本（11）月 7 日舉行「台美發展及人道援助合作瞭

解備忘錄」完成簽署的宣布茶會，由外交部長吳釗燮主持，並邀

請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AIT/T）處長孫曉雅（Sandra 

Oudkirk）及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秘書長項恬毅共同出

席，多位我國友邦駐台使節及理念相近國家代表也共襄盛舉。 

本瞭解備忘錄是由我國駐美國代表蕭美琴大使及美國在台協

會（AIT）執行理事藍鶯（Ingrid Larson）於美東時間本月 3日在

華府完成簽署，美國國際開發總署（USAID）  副署長 Isobel 

Coleman 與國務院等相關官員當時均曾到場見證。財團法人國際

合作發展基金會（TaiwanICDF）及 USAID 將在此備忘錄架構下

持續深化包含國際發展協助、人道援助、能力培養、訓練、知識

轉移等領域的合作。台美雙方另同時簽署「美國太平洋基金

（PAF）—美台夥伴關係備忘錄」以及台美在巴拉圭合作中小企

業育成中心（SBDC）協議，表達雙方共同提升在太平洋及拉美

區域發展及韌性的意願。 

吳部長在宣布茶會上致詞指出，近年來台灣與美國持續在民

主、自由、人權及法治等共同價值上深化緊密的夥伴關係，並在

諸多領域建構制度化的合作，例如台美經濟繁榮夥伴對話

（EPPD）、台美科技合作會議、台美教育倡議及台美海巡合作

工作小組等，均為雙方關係深化及制度化的最佳例證。本日宣布

的備忘錄及相關合作協議的簽署，更展現台美雙方願進一步攜手

合作，在太平洋及拉美地區協力促進自由、繁榮與發展的決心。 

本備忘錄的簽署也彰顯台美進一步制度化推動發展及人道援

助的堅實夥伴關係。台美將持續在深厚基礎及共享價值上，進一

步深化與我國友邦等國的合作並強化雙方緊密的全球夥伴關係。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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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330                                                                       November 7, 2022 

Taiwan and US sign MOU institutionalizing global partnership in 

development and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cooperation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MOFA)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held a reception on November 7 to announce the signing of 

the Taiwan-US MOU on Development and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Cooperation.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Jaushieh Joseph Wu presided 

over the event. In attendance were Director of the Taipei Office of the 

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 (AIT) Sandra Oudkirk,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on Fund 

(TaiwanICDF) Timothy T. Y. Hsiang, and the Ambassadors and 

Representatives of several diplomatic allies and like-minded countries. 

The MOU was signed in Washington, DC, by Representative of the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the United 

States (TECRO) Hsiao Bi-khim and Managing Director of AIT’s 

Washington Office Ingrid Larson on November 3 local time. The 

ceremony was witnessed by Deputy Administrator for Policy and 

Programming of the 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USAID) Isobel Coleman and officials from th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Under the MOU’s framework, TaiwanICDF and USAID will 

continue to deepen cooperation in a wide range of domains, including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capacity building, training, and knowledge transfer. On the same day, 

Taiw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also signed the MOU for Cooperation on 

a Pacific American Fund: US-Taiwan Partnership and the 

Arrangement for Technical Cooperation for Micro, Small and 

Medium-sized Businesses in Paraguay. These accords highlight the 

Taiwan and US commitment to enhancing development and increasing 

resilience in the Pacific and Latin America. 

Speaking at the reception, Minister Wu pointed out that Taiw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ve in recent years steadily deepened their close 

partnership based on the shared values of democracy, freedom, hu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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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ghts, and the rule of law. He also stated that the two countries have 

institutionalized cooperation in multiple areas.  Among the best 

examples of the deepening and institutionalizing of Taiwan-US 

relations are the Economic Prosperity Partnership Dialogue,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operation Conference, the Education 

Initiative,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oast guard working group. The 

MOU and the other two cooperation agreements announced today 

demonstrate that Taiw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are willing to steadily 

advance cooperation and are committed to promoting freedom,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in the Pacific and Latin America. 

The MOU also highlights the fact that Taiw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are further institutionalizing their robust partnership in promoting 

development and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The two countries will 

build on this solid foundation and their shared values to bolster 

cooperation with Taiwan’s diplomatic allies and strengthen their close 

global partnership. (E) 

第 332號                                                                               2022/11/09 

吳部長應邀於歐洲價值高峰會開幕式致詞，重申捍衛台灣自由民

主，共同對抗威權主義擴張 

外交部長吳釗燮於本（11）月 9 日以視訊方式出席捷克智庫

「歐洲價值安全政策中心」（European Values Center for Security 

Policy）舉辦的「 2022 歐洲價值高峰會」（European Values 

Summit 2022），與捷克副總理兼內政部長拉可申（Vit Rakušan）

共同為活動開幕致詞，分享有關俄烏戰事、威權主義擴張及守護

台灣民主自由價值的觀點及看法。 

吳部長表示俄烏戰事爆發後，歐洲國家紛紛展現民主夥伴團

結合作精神，支持並協助烏克蘭抵禦俄國入侵，台灣身為負責任

的國際社會成員，也積極提供各項協助，並已編列近 5,600 萬美

元經費，準備協助烏國戰後重建。 

吳部長進一步指出，台灣與烏克蘭同樣位於對抗全球威權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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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擴張的前沿，俄國入侵烏克蘭的同時，中國也沒停止對台實施

軍事恫嚇，更透過一帶一路控制關鍵基礎設施及區域海權，進行

威權擴張，威脅印太地區的和平與穩定。 

吳部長強調，中國妄稱台灣是其領土的一部分，以合理化對

台灣的各種侵擾與文攻武嚇，但其威權擴張並不會止於台灣，更

意圖染指從太平洋到印度洋的廣大範圍，建立其勢力範圍，呼籲

各國支持台灣捍衛自由民主，團結一致捍衛共享價值。 

捷克首席副總理兼內政部長拉可申（Vit Rakušan）致詞時，

首先以二戰時期納粹勢力在歐洲地區恣意擴張形容當今威權主義

對全球民主社群的威脅，繼表示捷克不畏懼脅迫勢力，自俄烏戰

事爆發之初便堅定支持烏國捍衛民主自由，並為在捷克境內的烏

國難民提供就業及教育等各種援助，也致力提升抵禦假訊息威脅

及戰略溝通能力，未來將與全球民主社群合作守護共享價值。 

「2022 歐洲價值高峰會」由捷克智庫「歐洲價值安全政策中

心」主辦，由智庫執行長揚達（Jakub Janda）擔任主持人，並刻

意選在柏林圍牆倒塌紀念日舉行，包含捷克副總理兼內政部長拉

可申（ Vit Rakušan ）、捷克外交部長利帕夫斯基（ Jan 

Lipavský）、斯洛伐克智庫中亞歐洲研究所（CEIAS）執行長師

馬杰（Matej Šimalčík），以及多位理念相近國家駐捷克使節代表

等應邀出席。（E） 

第 333號                                                                               2022/11/09 

外交部長吳釗燮應邀在「德國馬歇爾基金會」舉辦的「台美歐三

邊論壇」發表演講，呼籲民主國家團結對抗威權主義的威脅 

外交部長吳釗燮於台北時間本（11）月 8 日下午，應邀以視

訊方式參加智庫「德國馬歇爾基金會」（German Marshall Fund, 

GMF）在比利時布魯塞爾舉辦的第五屆「台美歐三邊論壇」並發

表演講。吳部長於演講中剴切説明當今世界正處於歷史的轉捩

點，為對抗中俄威權國家合流對和平穩定現狀造成的挑戰，全球

民主國家務必合作採取行動遏止，方能使民主戰勝威權。論壇與

會者涵蓋台美歐政學界及媒體人士，獲得極為正面及熱絡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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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部長另指出，俄烏戰爭爆發使歐洲國家親見俄羅斯威權主

義西進擴張的威脅，而中國在印太區域更是如此，在南海、東

海、以及台灣海峽進行軍事行動，以及蓄意曲解聯合國大會第

2758 號決議等行徑皆是藐視並蓄意破壞現有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

秩序；中共二十大報告的強硬語言，益使各界憂慮區域情勢將增

加不穩定因素。 

在回答與會人士提問時，吳部長表示台灣與烏克蘭同在抗衡

威權國家擴張的最前線，台灣大眾深受烏國人民奮勇捍衛國土的

精神所鼓舞，台灣政府也持續提升不對稱作戰能力和自我防衛能

力，期盼全球理念相近國家共同支持民主台灣。吳部長另應詢說

明台灣和立陶宛經貿關係持續進展，此為共享價值民主國家彼此

合作能互惠共榮的明證，未來我國並將持續尋求與斯洛伐克、捷

克、波蘭等中東歐國家強化經貿合作。 

德國馬歇爾基金會（GMF）研究焦點包括民主、人權及國際

合作等美歐共同關切的議題，自 2018 年起每年舉辦「台美歐三

邊論壇」，以推動強化三邊交流。本場論壇由 GMF 亞洲計畫主任

葛來儀（Bonnie Glaser）主持，並邀請台、美、歐產官學界代表

與談。（E） 

第 335號                                                                               2022/11/10 

外交部誠摯感謝福爾摩沙俱樂部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成員支

持台灣參與第 27屆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締約方大會 

第 27 屆「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締約方大會」（UNFCCC 

COP27）於本（2022）年 11 月 6 日在埃及夏姆錫克（Sharm El-

Sheikh）開議，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福爾摩沙俱樂部」

（Formosa Club）411 位成員，包括來自 21 國的國會議員及各界

人士，共同呼籲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執行秘書 Simon Stiell

邀請台灣出席第 27 屆「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締約方大會」，

並有意義參與 UNFCCC 及「巴黎協定」（Paris Agreement）相關

機制。 

拉美及加海地區福爾摩沙俱樂部成員致 UNFCCC 秘書處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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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指出，台灣在 2021 年世界地球日宣示推動「2050 淨零排放」

目標，並承諾於 2030 年前投入 300 億美元推動能源、產業、生

活及社會四大轉型策略。此外，台灣作為世界第 21 大經濟體，

正與各國共同承受極端氣候的巨大衝擊，也願以在高科技產業的

領導者地位，貢獻己力與各國共同邁向淨零世界。 

外交部對於各國友人紛紛以連署、致函及推文等不同方式，

大力聲援台灣參與全球環保治理機制表達由衷感謝；我方重申，

台灣願意善盡國際社會成員的責任，與友邦及理念相近的國際夥

伴密切合作，共同因應全球氣候變遷帶來的衝擊與挑戰。（E） 

第 336號                                                                               2022/11/11 

外交部長吳釗燮接受瓜地馬拉共和國新任駐中華民國台灣特命全

權大使巴迪亞遞交到任國書副本 

外交部長吳釗燮本（111）年 11月 11日上午會晤瓜地馬拉共

和國新任駐中華民國台灣特命全權大使巴迪亞（Oscar Adolfo 

Padilla Lam），並接受巴迪亞大使遞交到任國書副本。吳部長歡

迎巴迪亞大使履新，並期許與巴迪亞大使攜手深化兩國邦誼。 

吳部長強調，台瓜兩國關係緊密友好，我國十分珍視兩國邦

誼，感謝賈麥岱（Alejandro Giammattei）總統所領導的政府長期

堅定支持台灣參與國際組織，在台灣遭受中國軍事恫嚇之際，瓜

國政府更是第一時間予我聲援，我國人民與政府都銘感於心，請

巴迪亞大使代向賈麥岱總統及步卡羅（Mario Búcaro）外長轉致

我國誠摯謝忱。 

吳部長也與巴迪亞大使就促進雙邊經貿投資及文化交流等議

題交換意見，強調將與巴迪亞大使密切合作，共同增進兩國國家

發展及人民間的交流與相互瞭解。 

巴迪亞大使感謝吳部長於本年 10 月 13 日以預錄演說方式出

席瓜地馬拉外交部使節會議，分享台灣外交現況及捍衞台灣主權

與維護民主自由的努力。他表示，台灣與瓜地馬拉共享自由、民

主、人權價值，瓜地馬拉作為台灣的兄弟之邦，很樂意在關鍵時

刻挺身支持台灣，本年 9 月賈麥岱總統出席聯合國大會為台灣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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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以及步卡羅外長同年 8月率團訪台即是明證。 

巴迪亞大使並與吳部長分享未來工作規畫，盼促進更多瓜國

優質產品輸台，及深化兩國文化交流，進一步提升台瓜兩國關

係。吳部長表示，外交部團隊將全力提供相關協助，並預祝巴迪

亞大使工作順利。 

巴迪亞大使外交資歷完整，為瓜國資深外交官員，曾任瓜國

外交部次長、瓜國駐加拿大溫哥華總領事、瓜國駐美國亞利桑那

州總領事等職務；巴迪亞大使曾 4 度訪台並於 85 年參加遠朋國

建班課程，對我國政經與社會發展有相當瞭解。 

瓜地馬拉是我國在中美洲重要友邦，兩國雙邊合作密切，成

果深獲瓜國人民及各界肯定。（E） 

第 337號                                                                               2022/11/11 

我國政府對聖露西亞遭受暴雨侵襲災情表達關懷慰問 

加勒比海地區友邦聖露西亞本（2022）年 11 月 6 日遭受熱

帶低氣壓暴雨侵襲，露國首都卡絲翠市（Castries City）及北部地

區出現道路淹水、路樹倒塌、房屋、道路及橋樑毀損，災情嚴

重。 

外交部在獲悉災情後，於第一時間指示我國駐聖露西亞大使

館代表我國人民與政府向露國表達慰問之意，並宣布捐助緊急人

道援助款 10 萬美元，協助露國進行災後重建，期盼災民能早日

重建家園，儘快恢復正常生活。 

目前我國旅居露國的國人及僑民均平安；外交部將密切關注

露國災情演變，並與露國政府保持聯繫，適時提供必要協助。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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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38號                                                                               2022/11/11 

外交部誠摯感謝斯洛伐克國會外交委員會通過決議支持台灣參與

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斯洛伐克國會外交委員會甫於本（11）月 10 日通過決議，

支持台灣參與「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UNFCCC）。第 27

屆 UNFCCC 締約方大會（COP27）目前正在埃及召開，斯洛伐

克國會再次以具體行動展現對我國參與國際組織的支持，外交部

表達誠摯歡迎及感謝之意。 

決議文指出，世界面臨嚴峻氣候挑戰，必須以決心和能力應

對極端氣候造成的災難，除認同台灣因應全球氣候危機宣布 2050

年淨零排碳行動計畫外，並瞭解台灣被排除參與聯合國氣候變化

綱要公約相關機制，導致無法與各國分享資源、專業知識和寶貴

經驗，共同擘劃實現零排放的世界願景。因此該委員會全力支持

台灣專業、務實及建設性參與 UNFCCC。 

斯國國會外交、歐洲事務及衛生委員會今（2022）年已陸續

通過決議支持台灣參與世界衛生大會（WHA）及國際民航組織

（ICAO）等 4 項決議案，充分彰顯斯洛伐克與台灣共享民主與

人權價值的緊密堅實夥伴關係。我國將與國際夥伴並肩合作，共

同實踐淨零轉型全球氣候行動，確保世代擁有永續環境，並期盼

國際社會以具體行動肯定台灣對抗氣候變遷的努力，支持台灣參

與 UNFCCC 機制及巴黎協定的談判進程，讓台灣為全球淨零排

放做出更多貢獻。（E） 

第 339號                                                                               2022/11/14 

烏克蘭軍方為參加志願軍的曾姓國人舉辦告別式，外交部人員陪

同家屬到場，表達最深的哀悼與敬意 

我國曾姓國人加入志願軍赴烏克蘭前線激戰區參戰不幸罹

難，烏克蘭軍方於今（14）日在烏國西部利沃夫市（Lviv）舉辦

追思儀式。在確保家屬安全無虞情況下，由我國相關駐處同仁陪

同前往參加，場面哀戚隆重。烏克蘭民眾數百人自動出席，顯示

烏國人民對曾姓國人的感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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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君罹難消息傳出後，我國政府與人民、在台烏克蘭僑民社

群，及烏克蘭各界友人均至感震驚與不捨。外交部在第一時間即

向家屬表達深切哀悼，並表達政府將繼續提供一切必要協助。外

交部另透過各方管道迅速與烏國相關單位取得聯繫，確保曾姓義

勇軍的遺體獲得妥善安置。 

為協助家屬在最短時間內前往確認遺體並處理後事，外交部

於 11 月 7 日緊急核發護照等旅行文件，並協助家屬於同日晚間

搭機前往東歐鄰近國家。家屬抵達鄰國後，駐館隨即向家屬簡報

不同規劃方案，並依據家屬的意願進行後續處理。期間外交部也

持續與烏國有關單位保持密切聯繫，協助家屬迅速取得赴烏簽

證，並協調遺體運送、告別式辦理方式等事宜。 

對於曾姓國人在烏克蘭前線英勇作戰、犠牲生命，外交部表

達最誠摯的哀悼，同時為其協助烏國人民捍衛自由民主的堅毅精

神表達敬意。外交部將持續全力協助家屬完成後續所有手續，陪

同走過最艱困的哀傷時刻，同時祈禱罹難戰士的英靈早日返國安

息。相關後續處理結果，外交部將再適時對外說明。（E） 

第 341號                                                                               2022/11/16 

外交部譴責任何以武力攻擊烏克蘭及波蘭行徑，並敦促立即停止

軍事行動 

關於本（11）月 15 日烏克蘭境內大城及能源設施遭俄羅斯

導彈猛烈攻擊，另外波蘭東部城鎮也遭飛彈擊中，上述軍事行動

均造成無辜百姓傷亡；中華民國台灣政府對此發展表達高度關切

及遺憾，我國再次譴責違反《聯合國憲章》破壞和平、侵略他國

的戰爭行為，敦促立即停止軍事行動，並儘速恢復和平對話。 

台灣作為國際民主陣營成員國家，堅定捍衛民主自由及法治

人權的普世核心價值，我方重申尊重烏克蘭主權獨立及領土完

整，反對以武力或脅迫方式片面改變現狀，支持各方在國際法架

構下，透過和平、理性的對話與協商解決歧見。我國將持續與美

歐及其他理念相近國家緊密協調，採取適當的因應作為，協助烏

克蘭早日平息戰爭，恢復區域及全球的和平與穩定。（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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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341                                                                    November 16, 2022 

MOFA condemns any use of military force to attack Ukraine and 

Poland and calls for the immediate cessation of hostilities 

On November 15, Russia perpetrated missile attacks on major 

Ukrainian cities and energy facilities. In addition, a city in eastern 

Poland also suffered a missile strike. These military actions have 

resulted in countless civilian casualties.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expresses deep concern and regret at the 

above developments. Taiwan again condemns any violation of the UN 

Charter that undermines peace through the military invasion of 

another country, calls for the immediate cessation of hostilities, and 

urges the swift resumption of peaceful dialogue. 

As a member of the international democratic community, Taiwan 

resolutely defends the universal core values of democracy, freedom, 

the rule of law, and human rights. Taiwan reiterates its respect for 

Ukraine’s sovereignty, independence,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and 

opposes the use of force or coercion to unilaterally change the status 

quo. Parties should reconcile their differences through peaceful and 

rational dialogue and consultations, under the framework of 

international law. Taiwan will continue to closely coordinate with the 

United States, European nations, and other like-minded countries to 

take appropriate measures to assist Ukraine in bringing an early end to 

the war and restoring regional and global peace and stability. (E) 

第 342號                                                                               2022/11/16 

第二屆「台美日國會議員戰略論壇」視訊會議順利舉行 

第二屆「台美日國會議員戰略論壇」於本（111）年 11 月 16

日以視訊方式順利召開、成果豐碩。與會的台美日三國國會議員

同聲支持，強調理念相近國家應強化經濟安全合作以對抗霸權主

義擴張，同時主張國際間應更加關注台海和平穩定，對此外交部

表達高度肯定與誠摯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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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是由日本國會參眾兩院跨黨派友台組織「日華議員懇談

會」會長古屋圭司眾議員發起，繼去（110）年 7 月舉辦第一屆

論壇後，本屆論壇續由日方主辦並邀請我國立法院「台日交流聯

誼會」會長游錫堃院長偕同各黨派立法委員與會。美國前白宮國

安顧問 Herbert R. McMaster並以特別貴賓身分預錄影片致詞，呼

籲台美日及共享基本價值的國家面對中國政經脅迫時應加強合

作、提高嚇阻力，阻止中國片面以武力改變台海現狀，確保區域

和平穩定。 

論壇另由日本政策研究大學院大學副校長道下德成教授及美

國哈德遜研究所（ Hudson Institute）資深研究員 Kenneth 

Weinstein 共同主持，討論包括「從設廠選址談穩定供應鏈」、

「中國空域封鎖之航行通知模擬個案研究」等重要議題。會中各

方深入交換意見，特別是供應鏈的「友岸外包」（ Friend-

Shoring）」，重視在可信任的友好國家建立供應鏈。此外，與會

來賓也認同台美日三方應在平時即就安全保障議題建立順暢的溝

通管道，以因應緊急事態發生，同時主張「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

步協定」（CPTPP）有納入台灣的必要性。 

參與本屆論壇的台美日重要國會議員包括：我國立法院院長

游錫堃、時代力量黨團陳椒華委員、台灣民眾黨團邱臣遠委員、

中國國民黨團陳以信委員及民主進步黨團羅致政委員；美國聯邦

參議員 Bill Hagerty、聯邦眾議員 Jason Crow、聯邦眾議員 Brian 

Fitzpatrick 及聯邦眾議員 Rob Wittmann；日本古屋圭司眾議員、

木原稔眾議員、大野敬太郎眾議員、小田原潔眾議員、和田有一

朗眾議員及関芳弘眾議員等人士。 

「台美日國會議員戰略論壇」是強化台美日三邊國會外交，

以及提升台灣與美日等理念相近國家的交流對話與合作關係的重

要平台。外交部期盼未來透過此項論壇加強台美日三方的國會友

好聯繫，並持續深化我國與民主陣營國家的實質夥伴合作。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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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44號                                                                               2022/11/19 

外交部常務次長俞大 出席「阿曼王國建國 52週年國慶酒會」 

外交部常務次長俞大 代表部長吳釗燮於本（111）年 11 月

18 日晚間出席「阿曼王國駐華商務辦事處」（Commercial Office 

of the Sultanate of Oman-Taiwan）舉行的「阿曼王國建國 52週年

國慶酒會」。 

俞常務次長致詞時指出，阿曼是我國第 33 大貿易夥伴，也

是我國在中東地區重要原油供應國之一，上（110）年貿易額達

18 億美元，超過前年一倍以上。本年相繼有阿曼官員應邀來台參

加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提供包含農業加值、漁業產品、

中小企業發展政策、醫療品質管理、智慧城市及智慧防疫等訓練

課程，也樂見阿曼駐華商務辦事處參加本年台北國際旅遊展，吸

引更多國人前往欣賞阿曼的美景。此外在雙方政府及民間的共同

努力下，台阿（曼）兩國合作關將更加成長茁壯。 

「阿曼駐華商務辦事」蘇利門處長（Mr. Sulaiman Bin Sultan 

Al- Mughairy）致詞時表示，阿曼與台灣雙邊貿易關係深厚，本

年 1 月至 10 月，雙方貿易額已達約 24 億美元，台灣投資者開始

重視對阿曼的投資，無論在物流或經貿方面，雙方貿易往來仍有

進一步成長的空間。阿曼位於阿拉伯半島東南角公海的戰略位

置，自然資源豐富，3,165 公里的海岸線和 200 英里的經濟貿易

區，提供包括魚類及其他海洋礦產資源，擁有數十億的龐大市場

與商機。近年阿曼駐華商務辦事處持續提供阿曼友善投資訊息，

包括符合國際標準的法律制度及銀行的支持體系。近月來已收到

台灣商界的正面回應，例如計劃訪問阿曼探索投資機會，或將生

產線移到較近的市場。阿曼對與我國雙邊交流持續保持樂觀態

度。 

酒會與會人士包括政商界人士及使節團成員等約 200 餘人參

加，熱鬧隆重。俞常務次長與蘇利門處長在致詞後共同切蛋糕，

並祝台阿（曼）兩國友誼長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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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47號                                                                               2022/11/21 

外交部對印尼發生規模 5.6地震災情表達誠摯關懷與慰問 

印尼西爪哇省展玉縣（Cianjur）西南方於本（21）日下午發

生規模 5.6地震，目前已造成當地至少 46人死亡、數百人受傷；

此外，多棟建築物毀損、部分道路因土石流中斷，目前印尼尚未

發布海嘯警報。外交部長吳釗燮在獲知地震災情後，立即請亞東

太平洋司司長周民淦大使致電駐台北印尼經濟貿易代表處，代表

我國政府與人民對印尼地震造成的傷亡與損失，表達我方的誠摯

慰問與關心；駐台北印尼經濟貿易代表處對我方的關心表達感

謝。 

根據我國駐印尼代表處在第一時間掌握的消息，目前未接獲

台僑或我國人士傷亡的通報，駐處人員及眷屬也均平安。我國駐

印尼代表處將持續瞭解地震相關災情與需要，並高度留意是否有

我國人受到波及，隨時通報。 

外交部呼籲在當地從事商旅活動的國人提高警覺，注意自身

安全，如果遇到急難或緊急事故，請撥打駐印尼代表處急難救助

電話：+62-811-984-676；或駐泗水辦事處緊急聯絡電話：+62-

822-5766-9680；或撥打外交部「旅外國人緊急服務專線」：

+886-800-085-095，以獲得及時的協助。（E） 

No. 347                                                                    November 21, 2022 

MOFA expresses sincere concern and condolences following 5.6-

magnitude earthquake in Indonesia 

A 5.6-magnitude earthquake struck the southwestern part of Cianjur 

Regency in Indonesia’s West Java Province this afternoon, leaving at 

least 46 people dead and hundreds injured. Numerous buildings were 

destroyed and roads were blocked by landslides. Indonesia has not 

issued a tsunami warning. Immediately after learning about the 

earthquake,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Jaushieh Joseph Wu asked Ambassador Wallace Minn-gan 

Chow, Director General of the Ministry’s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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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Pacific Affairs, to call the Indonesian Economic and Trade Office 

to Taipei (IETO Taipei) to convey sincere condolences and concern on 

behalf of the Taiwanese people and government regarding the 

casualties and damage caused by the earthquake. The IETO Taipei 

thanked Taiwan for its concern. 

According to initial details available to the Taipei Economic and Trade 

Office (TETO) in Jakarta, no Taiwanese expatriates or nationals have 

been reported among the dead or injured, and TETO staff and their 

families are safe. The TETO in Jakarta will continue to keep track of 

the situation and related needs. It will pay close attention to whether 

any Taiwanese nationals have been affected and provide timely reports 

accordingly.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reminds Taiwanese nationals engaged 

in business or travel in Indonesia to remain alert and pay heed to their 

personal safety. In case of emergency or urgent matters, they can call 

the emergency hotlines of the TETO in Jakarta at +62-811-984-676 or 

the TETO in Surabaya at +62-822-5766-9680. They can also join the 

emergency LINE group Taiwan119 or call the MOFA emergency 

hotline at +886-800-085-095 for timely assistance. (E) 

第 348號                                                                               2022/11/22 

「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首次在以色列舉辦「數位經濟趨勢下的

機會及政策建議」國際工作坊 

我國駐以色列代表處、美國駐以色列大使館及以色列「台拉

維夫大學跨域網路研究中心」（Blavatnik Interdisciplinary Cyber 

Research Center, ICRC）於本（2022）年 11月 21日以實體及線上

混合方式，共同舉辦「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GCTF）「數位經

濟趨勢下的機會及政策建議」國際工作坊（2022 GCTF Workshop 

on Opportunities and Outlooks Under the Trend of Digital 

Economy），這是 GCTF首度在中東地區舉辦海外活動。 

活動目的在探討數位時代的挑戰及經濟轉型，藉由分享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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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以在數位經濟領域的發展經驗及產業優勢，聚焦數位解決方

案及供應鏈韌性議題。工作坊開幕式由我國駐以色列代表李雅

萍、美國駐以色列大使館副館長 Stephanie Hallett及 ICRC執行長

Gili Drob-Heistein 共同主持，我國數位發展部產業署副署長林俊

秀、美國國務院網路空間暨數位政策局（Cyberspace and Digital 

Policy Bureau）雙邊及區域事務辦公室主任 Mark Cullinane 及

ICRC 中心主任 Isaac Ben-Israel 退役少將並分別發表專題演講，

我國無任所大使暨數位經濟暨產業發展協會理事長陳正然、工業

研究院資深副總暨協理胡竹生博士及陽明交通大學林盈達教授均

應邀與會擔任講者，另有以色列科技、產業及學研單位等學者專

家參與簡報及與談，交流氣氛熱絡，成果豐碩。 

由台美雙方在 2015 年共同成立的「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

（Global Cooperation and Training Framework），7年多來已針對

10 多項新興議題及挑戰舉辦 55 場國際工作坊（含海外活動），

共計有全球逾 100 國超過 6,000 位官員、專家與公民代表曾經實

體或線上參與過 GCTF 的訓練計畫。參與人數不斷增加、以及議

題領域持續擴大，均顯示 GCTF 是一個非常成功的平台，使理念

相近國家得以就各項重要議題交換彼此經驗，更協助需要幫助的

國家建構、培養面對挑戰的能力。未來台、美、日、澳四個

GCTF 正式夥伴以及所有理念相近國家，均將持續共同透過

GCTF對國際共同面對的重要議題作出貢獻。（E） 

No. 348                                                                    November 22, 2022 

First GCTF international workshop held in Israel on 

opportunities and outlooks within the digital economy trend 

The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Tel Aviv, the United 

States Embassy in Israel, and the Blavatnik Interdisciplinary Cyber 

Research Center at Tel Aviv University (ICRC) coorganized an 

international workshop in Israel under the Global Cooperation and 

Training Framework (GCTF) on November 21. The 2022 GCTF 

Workshop on Opportunities and Outlooks under the Trend of Digital 

Economy was organized in a hybrid format for in-person and virt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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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cipation. It was the first overseas GCTF event to be held in the 

Middle East. 

The purpose of the workshop was to explore challenges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s in the digital era. Taiwa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srael 

shared their development experiences and industrial strengths within 

the field of the digital economy. Discussion focused on digital 

solutions and supply chain resilience. The opening of the workshop 

was jointly presided over by Abby Ya-ping Lee, Representative of 

Taiwan to Israel; Stephanie Hallett, Deputy Chief of Mission at the US 

Embassy in Israel; and Gili Drob-Hiestein,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ICRC. Keynote speeches were delivered by Lin Jun-shu, Deputy 

Director General of the Administration for Digital Industries, Ministry 

of Digital Affairs; Mark Cullinane, Director of the Bilateral and 

Regional Affairs Office, Cyberspace and Digital Policy Bureau, US 

Department of State; and Major General (retired) Isaac Ben-Israel, 

Director of the ICRC. Chen Jen-ran, Ambassador-at-large and 

Chairperson of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ssociation; Hu Jwu-sheng, 

Senior Vice President of the Industrial Technology Research Institute; 

and Lin Ying-dar, Professor at National Yang Ming Chiao Tung 

University, served as speakers. Scholars and experts from Israel’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dustrial, and academic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participated in the presentations and discussions. 

Exchanges were lively and productive. 

The GCTF was jointly established by Taiw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2015. In the seven years since, the GCTF has held 55 international 

workshops in Taiwan and overseas on a dozen new issues and 

challenges. More than 6,000 officials, experts, and civil society 

representatives from over 100 countries have attended GCTF training 

programs, either in person or online. As the number of participants has 

continued to increase, the issues and domains covered have also 

expanded in scope. All this indicates that the GCTF is a highly 

successful platform that allows like-minded countries to exchange 

experiences on important topics and assist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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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ing and fostering the capacity to take on challenges. The official 

GCTF partners—Taiwan,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Australia—and 

other like-minded countries will continue to work through the GCTF 

to contribute to major issues facing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E) 

第 349號                                                                               2022/11/22 

外交部政務次長田中光出席資策會主辦「智慧城市研習營」開幕

式並致詞事 

外交部政務次長田中光於本（111）年 11月 22日上午應邀出

席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主辦的「智慧城市研習營」開幕式。 

本次研習營計有太平洋四國友邦馬紹爾群島共和國、諾魯共

和國、帛琉共和國及吐瓦魯國共 9 位政府官員及技術人員來台參

訓。參訓人員除將參加資策會規劃的專題講座，深入瞭解我國數

位發展、智慧政府、數位運動及綠能產業的發展現況外，也將前

往高雄參觀蓋婭農場及宜蘭地方創生農場，實地觀摩台灣運用科

技技術以提升農業生產力的實例。 

田政務次長致詞時指出，在後疫情時代，科技能力的運用對

全球疫後復甦至關重要。為協助太平洋友邦縮減數位落差，在外

交部吳釗燮部長指示下，台灣在 108 年發起「台灣數位機會中

心」（Taiwan Digital Opportunity Center, TDOC）計畫，以提供軟

硬體設計、網站設計、智能手機維護及網路資安等線上課程的方

式，協助太平洋友邦及東南亞國家提升數位科技運用能力。這項

「智慧城市研習營」為 TDOC計畫項下的重要一環。 

田政務次長並於致詞中分享台灣協助中美洲友邦貝里斯運用

洪水預警系統以提高災害調適能力的成功案例，期盼台灣的「貝

里斯經驗」亦能複製到太平洋四友邦，造福更多當地民眾。 

田政務次長預祝「智慧城市研習營」圓滿成功，期勉參訓學

員用心學習，並盼台灣數位科技能力能協助友邦提升人民福祉，

落實永續發展目標。（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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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50號                                                                               2022/11/24 

我國政府祝賀馬來西亞順利完成第 15屆國會大選並組成新政府 

馬來西亞於本（2022）年 11月 19日順利完成第 15屆國會大

選，國家元首於本（24）日宣布，由「希望聯盟」的公正黨主

席、前副首相拿督斯里安華（Dato' Seri Haji Anwar bin Ibrahim）

出任馬來西亞第 10任首相。 

本次選舉及新政府組成過程再次展現馬來西亞人民的民主素

養，我國政府對馬來西亞順利完成選舉，實踐民主鞏固申致賀

忱。 

馬來西亞是台灣「新南向政策」的重點國家之一，近年來兩

國在經貿、教育、科技及文化等領域交流日益密切。馬來西亞為

我國第 7 大貿易夥伴，也為我國大專院校僑外生最大來源國之

一。中華民國台灣政府與馬來西亞新政府將持續在既有的友好基

礎上，加強兩國在「新南向政策」下的各項交流合作，共同為區

域和平穩定與自由繁榮做出貢獻。（E） 

No. 350                                                                    November 24, 2022 

R.O.C. (Taiwan) congratulates Malaysia on completion of 15th 

general election and formation of new government 

Malaysia held its 15th general election on November 19. The nation’s 

head of state announced on November 24 that Dato’ Seri Haji Anwar 

bin Ibrahim— Chairman of the People’s Justice Party, part of the 

Alliance of Hope coalition—will serve as Malaysia’s 10th Prime 

Minister. 

This election and formation of a new government once again attest to 

the Malaysian people’s firm commitment to democracy.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congratulates Malaysia 

on smoothly completing this election and substantively consolidating 

its democracy. 

Malaysia is a key partner country under Taiwan’s New Southb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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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 (NSP). In recent years, Taiwan and Malaysia have engaged in 

ever-closer exchanges in such areas as the economy and trade, 

education, technology, and culture. Malaysia is Taiwan’s seventh-

largest trading partner and one of the largest sources of overseas 

compatriot and foreign students for Taiwan’s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The Taiwan government will work with the new Malaysian 

government on the foundation of friendship that already exists, further 

strengthening all manner of bilateral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s under 

the NSP so as to jointly contribute to regional peace, stability, freedom, 

and prosperity. (E) 

第 351號                                                                               2022/11/25 

外交部誠摯歡迎捷克政府公布印太戰略政策架構文件，致力深化

與台灣等印太自由民主夥伴的合作 

捷克政府日前公布捷文版印太戰略政策架構文件：「捷克共

和國與印太地區合作戰略–比我們想像的更接近」，陳述捷克與

印太國家的合作願景，表示將深化與台灣等印太地區民主夥伴的

合作往來，外交部表達誠摯歡迎與感謝。 

戰略文件提及，捷克在印太地區有諸多理念相近國家，共享

自由、民主及人權價值，將持續關注台海局勢及南海與東海等地

緣政治與安全議題；捷克支持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並關切印太

區域秩序遭受破壞的情形，同時將中國定義為印太地區的制度性

對手。文件同時強調，捷克將在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上，與

理念相近國家發展雙邊關係，並將台灣視為未來印太政策主要夥

伴。 

捷克政府在戰略文件中引述本（2022）年 1 月公布的「政府

施政綱領」（Policy Statement of the Government），延續「將進一

步深化與台灣等印太民主夥伴合作」的基調，更強調「加強與台

灣和該地區其他夥伴的關係符合捷克利益」，明確將台灣定位為

捷克在印太地區的主要合作對象，充分展現對台捷關係的高度重

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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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與捷克是理念相近夥伴，雙方在自由民主共享的價值基

礎上發展全面合作夥伴關係，共同對抗威權主義擴張。外交部歡

迎捷克政府高度關注印太地區的情勢，以及重視深化台捷友好關

係。台灣也將持續與捷克等理念相近夥伴深化各領域合作，共同

維護印太地區的自由開放與和平穩定。（E） 

No. 351                                                                    November 25, 2022 

MOFA sincerely welcomes Czech government’s publication of 

Indo-Pacific strategic policy framework and its efforts to deepen 

cooperation with Taiwan and other free and democratic Indo-

Pacific partners 

In a recently published Czech-language Indo-Pacific strategic policy 

framework document (titled Strategie České republicky pro spolupráci 

s Indo-Pacifikem)—focusing on the theme of “Closer than we think” 

(“Bliže, než si myslíme”)—the government of the Czech Republic sets 

out its vision for cooperation with Indo-Pacific nations, stating that it 

will deepen cooperation and engagement with Taiwan and other free 

and democratic Indo-Pacific partners.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MOFA)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sincerely welcomes and 

appreciates this. 

The strategic document notes that the Czech Republic shares the 

values of freedom,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with numerous like-

minded Indo-Pacific nations and that the Czech Republic will 

continue to pay close attention to such geopolitical and security issues 

as the situation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and in the South and East 

China Seas. It says that the Czech Republic supports a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and is deeply concerned about any situation that 

undermines the regional order. It also defines China as a systemic rival 

in the Indo-Pacific region. The document emphasizes that the Czech 

Republic will develop bilateral relations with like-minded nations in 

line with the 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 adding that the Czech 

Republic regards Taiwan as a major partner in its future Indo-Paci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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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y. 

As part of the strategic document, the Czech government cites a 

January 2022 policy statement, maintaining the outlook of 

progressively deepening cooperation with Taiwan and other Indo-

Pacific partners and emphasizing that the strengthening of relations 

with Taiwan and other regional partners is in 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Czech Republic. The Czech Republic’s clear positioning of Taiwan as 

a major focus of cooperation in the Indo-Pacific region fully 

demonstrates its high regard for Taiwan-Czech Republic relations. 

As like-minded partners, Taiwan and the Czech Republic are 

developing comprehensive and cooperative relations and jointly 

opposing authoritarian expansion based on their shared values of 

freedom and democracy. MOFA welcomes the Czech government’s 

high degree of concern regarding Indo-Pacific regional affairs, as well 

as the importance it places upon deepening friendly Taiwan-Czech 

Republic relations. Taiwan will continue to heighten cooperation in all 

areas with the Czech Republic and other like-minded partners and 

jointly safeguard the freedom, openness, peace, and stability of the 

Indo-Pacific region. (E) 

第 354號                                                                               2022/11/28 

外交部誠摯歡迎加拿大發布「印太戰略」矢言深化與台灣等印太

地區成員的夥伴關係 

加拿大政府於本（2022）年 11 月 27 日發布「印太戰略」，

強調印太地區的未來，無論是安全、經貿、尊重國際法及人權、

民主價值、公共衛生及環境保護等議題，均對加拿大至關重要；

加拿大也將積極投入資源，致力深化與台灣等印太地區自由民主

夥伴的合作，並反對任何威脅台海現狀的單方面行徑等。對於加

拿大在「印太戰略」中所宣示的新政策方向，尤其對台加合作以

及維繫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視，外交部表達肯定與誠摯歡迎。 

加拿大在其首次發布的「印太戰略」文件中，明確指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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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是個日益具破壞性的全球強權」，並強調加拿大將平衡應處對

中國關係及深化印太地區多元關係，包括將與印太夥伴合作，反

對任何威脅台海、東海及南海現狀的片面行徑。戰略報告也多處

提及台灣，指出加拿大將持續深化台加關係的多面向交往，就經

貿、科技、供應鏈、公衛、民主治理及反制假訊息等領域深化合

作，並在支持台灣韌性的同時，提升台加經貿以及人民對人民的

連結。 

台灣與加拿大是理念相近夥伴，雙方共享自由民主的價值，

共同捍衛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近年來並透過「全球合作暨

訓練架構」（GCTF）就各項全球議題協力合作。台灣將持續與加

拿大等理念相近國家深化全球夥伴關係，共同促進印太區域的和

平、穩定及繁榮。（E） 

No. 354                                                                    November 28, 2022 

MOFA sincerely welcomes Canada’s Indo-Pacific Strategy and its 

commitment to deepening partnerships with Taiwan and other 

regional countries 

The government of Canada announced its Indo-Pacific Strategy on 

November 27. The document stresses that the future of the region is of 

utmost importance to Canada, including with regard to national 

security, economic prosperity, respect for international law and human 

rights, democratic values, public health,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ccording to the strategy, Canada will invest resources in deepening 

engagement with free and democratic partners in the Indo-Pacific, 

including Taiwan, and will oppose unilateral actions that threaten the 

status quo in the Taiwan Strait.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MOFA)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affirms and sincerely 

welcomes the new policy directions pronounced in Canada’s Indo-

Pacific Strategy, especially the importance placed on enhancing 

cooperation with Taiwan and maintaining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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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ada’s first Indo-Pacific Strategy explicitly states that “China is an 

increasingly disruptive global power.” It also emphasizes that Canada 

will balance its approach to China with diversified investments in 

regional relationships, including working with Indo-Pacific partners to 

push back against any unilateral actions that threaten the status quo in 

the Taiwan Strait and the East and South China Seas. The document 

refers to Taiwan multiple times, pointing out that Canada will continue 

its multifaceted engagement with Taiwan, including deepening 

cooperation in trade, technology, supply chains, health, democratic 

governance, and countering disinformation. Furthermore, it states that 

Canada will continue to foster economic and people-to-people ties 

with Taiwan while supporting Taiwan’s resilience. 

Taiwan and Canada are like-minded partners, share the values of 

freedom and democracy, and work jointly to safeguard the 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 In recent years, they have collaborated on various 

international issues through the Global Cooperation and Training 

Framework. Taiwan will continue to strengthen global partnerships 

with Canada and other like-minded nations to advance peace, stability, 

and prosperity in the Indo-Pacific. (E) 

第 355號                                                                               2022/11/29 

台灣與「歐洲復興開發銀行」首度合辦「捐助國日」，並成為歐

銀新成立「平等暨性別行動多邊基金」創始捐助國 

我 國 與 「 歐 洲 復 興 開 發 銀 行 」（ 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EBRD ，簡 稱 歐 銀）於 本

（2022）年 11 月 28 日在台北首度合辦「捐助國日」（Donor 

Day），共同檢視台灣與歐銀過去合作成果，並討論未來合作優

先策略目標，持續深化雙方合作夥伴關係；我國並宣布參與歐銀

新成立的「平等暨性別行動多邊基金」（Action for Equality and 

Gender Multi-donor Cooperation Fund, A4EG），成為創始捐助

國，將協助更多國家落實性別及弱勢族群平權的國際主流價值。

歐銀秘書長小口一彥（Kazuhiko Koguchi）率領歐銀官員共 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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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台與會，外交部政務次長蔡明彥代表接見及款宴歐銀訪團，表

達我方誠摯歡迎。 

28 日舉行的「捐助國日」進行策略對話及業務交流會議，針

對我方與歐銀合作援助烏克蘭及周邊受影響國家、參與歐銀業務

擴張計畫及促成歐銀深化與台灣優勢產業對接等議題，進行討論

並達成合作共識，雙方將結合我國資通訊技術、智慧城市、科技

創新及資安防護等優勢領域，共同協助更多國家在綠色、數位及

經濟賦權領域轉型。 

活動期間，我國也與歐銀簽署 A4EG 合作協議。台灣長年施

行促進性別平權及保障弱勢族群權益的政策，發展程度具亞洲領

先地位。我國期待透過本基金提升歐銀受援國性別平等及弱勢族

群經濟參與權，尤其著重協助烏克蘭人民，彰顯台灣為國際社會

作出實質貢獻的精神。合作協議並由外交部國際組織司司長吳尚

年與歐銀捐助國共同融資處長歐圖（Camilla Otto）共同簽署，外

交部主任秘書徐儷文及小口秘書長在場見證。 

歐銀成立於 1991 年，總部設於英國倫敦，為信譽極佳的區

域開發金融機構，目標為協助中東歐、中亞、西亞及北非地區國

家轉型為市場經濟並邁向民主多元社會。台灣為歐銀重要合作夥

伴，至今參與超過 400 項歐銀技術合作計畫，並透過財團法人國

際合作發展基金會參與歐銀多項共同融資計畫，協助歐銀受援國

推動重要經社發展。（E） 

No. 355                                                                    November 29, 2022 

Taiwan holds first Donor Day with EBRD, and becomes founding 

donor of newly established A4EG Fu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and the 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EBRD) jointly held their first 

Donor Day in Taipei on November 28. In this meeting, both reviewed 

the accomplishments of past collaboration, discussed future priorities 

and strategic goals, in order to deepen their cooperative partnership. 

During the event, Taiwan also announced that it would join, a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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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nding donor, in the EBRD’s newly established «Action for 

Equality and Gender Multi-donor Cooperation Fund» (A4EG Fund), 

which will assist more nations to implement the mainstream 

international values of gender equality and equal rights for 

underprivileged groups. The events were attended by a seven-member 

delegation from the EBRD led by Secretary General Kazuhiko 

Koguchi. Taiwan sincerely welcomes their visit. Deputy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Ming-Yen Tsai received, and hosted a luncheon for the 

delegation. 

Through strategic dialogue and sessions of in-depth discussion, the 

Taiwan-EBRD Donor Day saw the two parties discuss and reach 

consensus on such issues as cooperation to assist Ukraine and affected 

neighboring countries, Taiwan’s participation in the EBRD’s expanded 

scope of operations, and the facilitation of stronger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EBRD and Taiwan’s most competitive industries. 

Integrating Taiwan’s advantages in such areas as ICT, smart citie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cyber security, the two parties will work 

together to assist even more nations to empower transition in the green, 

digital, and economic domains. 

As part of the day’s events, Taiwan also signed an agreement to 

cooperate with the EBRD on its A4EG Fund. Having long 

implemented policies promoting gender equality rights and 

safeguarding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underprivileged groups, 

Taiwan has grown to be a leader on such issues in Asia. Taiwan looks 

forward to leveraging the A4EG Fund to enhance gender equality and 

the economic participation of underprivileged groups in the EBRD’s 

countries of operation, placing particular emphasis on assisting the 

people of Ukraine and demonstrating the spirit in which Taiwan makes 

substantive contributions as a member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e agreement was cosigned by Sharon Wu, Director General of the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t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MOFA), and Camilla Otto, Director of Donor Co-financing at 

the EBRD, and witnessed by MOFA Secretary General Lily L. W. H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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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BRD Secretary General Koguchi. 

The EBRD, established in 1991 and headquartered in London, is a 

highly regarded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 The 

Bank’s objective is to assist countrie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central and west Asia, and north Africa in transitioning to market 

economies and democratic and pluralistic societies. To date, as an 

important partner of the EBRD, Taiwan has participated in more than 

400 EBRD technical cooperation projects. Taiwan continues to 

finance a number of EBRD projects through th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Fund, assisting the Bank to promote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its countries of operation. (E) 

第 358號                                                                               2022/11/30 

外交部歡迎並感謝荷蘭眾議院再度一天內通過兩項友台動議案 

荷蘭眾議院於本（2022）年 11 月 29 日先後以壓倒性票數

129 票對 21 票通過「籲請荷蘭政府以任何可能方式加強與台灣的

雙邊及台歐盟關係」，以及 145 票對 5 票通過「對台灣表達支

持，並透過一切外交手段勸阻中國對台灣採取行動」兩項動議

案。這是荷蘭眾議院繼去（2021）年 11月 23日及 30日以壓倒性

票數通過 3 個友台動議案後，再度具體展現對台灣的強力支持，

外交部表達高度歡迎並由衷感謝。 

有關「籲請荷蘭政府以任何可能方式加強與台灣的雙邊及台

歐盟關係」動議案，是由本（11）月初參加「對華政策跨國議會

聯盟」（IPAC）訪團來台的荷蘭民六六黨（D66）眾議員史卓瑪

（Sjoerd Sjoerdsma）所發起。史卓瑪議員指出，歐洲應從俄羅斯

入侵烏克蘭戰爭中記取教訓，民主國家應該要互相支持，團結對

抗專制政權的威脅。史卓瑪議員與政治改革黨（SGP）黨魁石達

捷（Kees van der Staaij）共同連署提出動議案，強調中國不排除

以武力併吞台灣，台灣有權自我防衛，台灣對荷蘭及歐盟極具戰

略重要性、民主興盛並存在重大經貿契機，因此籲請荷蘭政府以

任何可能方式加強與台灣的雙邊往來及台歐盟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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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對台灣表達支持，並透過一切外交手段勸阻中國對台

灣採取行動」的動議案則是由荷蘭利益黨（BVNL）黨魁范河佳

（Wybren van Haga）提案。范河佳議員對兩岸緊張情勢升高表示

憂心，籲請荷蘭政府對台灣表達支持，並透過一切外交手段勸阻

中國對台灣採取行動。 

台灣與荷蘭是共享民主、自由、人權與法治等普世價值的夥

伴，雙邊關係密切友好，未來將持續加強經貿、環保、防疫、科

技、能源、創新等領域的合作；台荷雙方也將共同因應跨境犯

罪、飛航安全及氣候變遷等全球挑戰。台灣未來將持續善盡國際

成員責任，並與荷蘭等理念相近國家攜手合作，共同為全球的自

由民主、和平穩定與永續繁榮做出更多貢獻。（E） 

第 359號                                                                               2022/11/30 

曾姓國人志願軍靈體由家屬護持返國，外交部陪同家屬走過艱困

哀傷時刻，並祈罹難戰士英靈返鄉安息 

曾姓國人加入志願軍赴烏克蘭前線激戰區參戰不幸罹難，其

骨灰靈體在台烏雙邊密切協調合作下，由家屬於 11 月 30 日搭機

護持返國。外交部對烏克蘭政府、軍方及烏國友人積極協助，快

速完成相關程序申致謝忱，也再次對罹難戰士及家屬表達最深的

哀悼與敬意。 

曾姓國人不幸罹難消息傳出後，外交部於第一時間與家屬保

持密切聯繫，並迅速與烏國相關單位聯繫確認曾姓國人遺體安置

及後續運送處理程序。 

為協助家屬在最短時間內前往確認遺體並處理後事，外交部

於 11 月 7 日緊急核發護照等旅行文件，協助家屬於同日晚間搭

機前往鄰近的波蘭；由我國駐波蘭代表處接機照料，協助辦理入

境烏國簽證及相關文件，並在確保安全無虞的情況下，陪同家屬

驅車由華沙前往烏國利沃夫市（Lviv），出席 11 月 14 日由烏國

軍方特別安排在該市舉辦的隆重追思儀式。 

為讓罹難戰士英靈早日返鄉安息，外交部依照家屬意願，持

續與烏國軍方協調加速處理遺體火化及運送返國事宜。外交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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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釗燮隨時關切相關進展，並曾致電停留波蘭等待接回曾君骨灰

靈體返鄉的家屬，表達慰問與關心。 

外交部對於曾姓國人在烏克蘭前線英勇作戰、犠牲生命再度

申致最誠摯的哀悼，也為其協助烏國人民捍衛自由民主的堅毅精

神表達敬意。外交部將持續協助家屬完成最後返國程序，讓罹難

戰士的英靈在家屬陪同下返鄉安息。（E） 

第 361號                                                                               2022/12/01 

外交部歡迎歐洲議會通過歐盟「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及「共同

安全暨防禦政策」兩決議案，強調台灣為關鍵夥伴與民主盟友，

並強烈譴責中國對台軍事挑釁 

歐洲議會外交委員會於本（2022）年 11 月 30 日表決通過歐

盟「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CFSP）及「共同安全暨防禦政策」

（CSDP）兩項年度執行報告決議案，強調台灣為歐盟關鍵夥伴

及印太地區民主盟友，呼籲歐盟執委會及歐盟外交暨安全政策高

級代表與台灣建立戰略合作，包括在經濟、科學、文化及政治等

各領域建立高層互動、儘速啟動「台歐盟雙邊投資協議」（BIA）

前置作業、強化供應鏈韌性合作，以及共同對抗假訊息與外來干

預等，以建立全面且更強勁的友好夥伴關係。歐洲議會外委會另

呼籲，歐盟及會員國與國際夥伴強化合作，共同協助維繫台灣的

民主自由及國際參與；並強烈譴責中國持續對台進行軍事挑釁，

重申堅決反對任何片面改變台海現狀的企圖，同時呼籲中國停止

所有危害區域穩定，且對歐洲安全與繁榮造成直接影響的行徑。  

CFSP 及 CSDP 二項決議案再度展現歐洲議會外委會對自由

民主台灣的強力支持，對我國政府與人民具有重要意義，外交部

對此表達誠摯歡迎與由衷感謝。  

歐洲議會每年針對歐盟 CFSP 及 CSDP 報告執行情形提出整

體建議並做成決議，決議案由外委會報告人撰擬，經委員會表決

通過後，再送交史特拉斯堡全會，由全體歐洲議員進行表決。外

交部期盼上述兩項決議案與我國相關條文能於明（2023）年 1 月

史堡全會順利獲得通過，以持續深化台歐盟雙邊各項領域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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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並進一步拓展台灣與歐盟基於自由民主共享價值的深厚夥

伴關係。（E） 

No. 361                                                                       December 1, 2022 

MOFA welcomes Taiwan-related provisions in European 

Parliament resolutions approved on November 30 

The European Parliament’s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 on November 

30 voted to approve the annual implementation reports of the 

European Union (EU) Common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CFSP) 

and the Common Security and Defence Policy (CSDP). Emphasizing 

that Taiwan is a key EU partner and democratic ally in the Indo-

Pacific region, the reports call on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and the 

High Representative of the Union for Foreign Affairs and Security 

Policy to establish strategic cooperation with Taiwan, including 

through high-level economic, scientific, cultural, and political 

interactions; the prompt launch of preparatory measures for a bilateral 

investment agreement; the strengthening of cooperation on supply 

chain resilience; joint efforts to counter disinformation and foreign 

interference;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omprehensive enhanced 

partnership with Taiwan. Furthermore, the Committee calls on the EU 

and its member states to cooperate with international partners in 

helping sustain Taiwan’s freedom, democracy, and international 

participation. It strongly condemns China’s continued military 

provocations against Taiwan, reiterates its firm rejection of any 

unilateral changes to the status quo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and calls 

on China to cease all activities that pose a threat to regional stability, 

which it says have a direct impact on European security and prosperity. 

The two resolutions on the CFSP and the CSDP once again 

demonstrate the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s strong support for a free 

and democratic Taiwan.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MOFA) 

sincerely welcomes and earnestly appreciates this support,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government and people of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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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uropean Parliament proposes overall recommendations and 

makes resolutions on the EU CFSP and CSDP implementation reports 

every year. The resolutions are drafted by the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s rapporteur and approved by the members of the 

Committee before being sent to Strasbourg to be voted on by all 

members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MOFA looks forward to the two 

resolutions and their provisions relating to Taiwan being passed 

successfully at the plenary session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to be 

held in Strasbourg in January 2023. It also looks forward to continuing 

to deepen Taiwan-EU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s in all fields and to 

further expanding the solid Taiwan-EU partnership based on the 

shared values of freedom and democracy. (E) 

第 363號                                                                               2022/12/02 

外交部政務次長田中光代表吳釗燮部長出席泰國貿易經濟辦事處

舉辦的「泰王國國慶酒會」 

外交部政務次長田中光於本（111）年 12 月 1 日晚間代表部

長吳釗燮出席「泰國貿易經濟辦事處」（Thailand Trade and 

Economic Office）舉行的「2022 年泰王國國慶、蒲美蓬先王陛下

冥誕紀念日及泰國父親節酒會」。 

田政務次長致詞表示，泰國是後疫情時期最早開放邊境管制

措施的國家之一，並歡迎國際旅客赴泰觀光，積極引導泰國國民

適應疫後「新常態」 （the new normal）生活，才能成功舉辦本

年「亞太經濟合作」（APEC）會議。台泰雙邊關係務實友好，許

多台商響應我國「新南向政策」深耕泰國，持續配合泰國「生

物、循環、綠色經濟」及「東部經濟廊道」政策，促進台泰兩國

經濟復甦，並恢復疫情前密切的人員交流，相信台泰雙邊關係將

會持續蓬勃發展。 

泰國貿易經濟辦事處曾德榮代表致詞表示，台灣與泰國皇家

計畫基金會合作歷史逾 50 年，今年有幸前往台中市福壽山農場

見證台泰農業合作基石，奠定雙方進一步在經貿投資及中小企業

- 428 -



的合作交流。台灣放寬邊境管制措施後，首批訪台的旅客就來自

泰國，加上持續在台耕耘的泰籍移工及泰籍學生，在在顯示台泰

關係深具發展潛力，相信在我國「新南向政策」推動下，台泰兩

國將持續深化彼此合作夥伴關係。 

泰國是台灣「新南向政策」主要目標國家之一，與我國雙邊

關係密切；110 年台泰雙邊貿易總額計 151.66 億美元，我國目前

有逾 5,000 家台商企業在泰投資設廠，為泰國第 5 大外資來源

國。另台泰雙邊在勞務、農業及觀光等領域的合作持續深化，如

我國與泰國「皇家計畫基金會」進行農業生產技術合作，提升泰

北山區農民收入，成效顯著，該基金會並將複製此成功合作模式

推廣至其他東南亞國家，協助區域農業發展。（E） 

第 367號                                                                               2022/12/07 

外交部主任秘書徐儷文大使出席亞蔬「台灣．東南亞種原倡議計

畫」啟動儀式 

外交部主任秘書徐儷文大使於本（2022）年 12 月 6 日上午

代表部長吳釗燮出席「亞蔬－世界蔬菜中心」在台南善化總部舉

辦的「台灣．東南亞種原倡議計畫」啟動儀式。泰國貿易經濟辦

事處代表曾德榮（Twekiat Janprajak）、駐台北印尼經濟貿易代表

處副代表卓馬廷（Zulmartinof）、馬尼拉經濟文化辦事處高雄分

處主任賴愛仁（Irene Ng）及駐台北越南經濟文化辦事處組長阮

登榮等東南亞國家駐台代表暨官員，以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國際

處處長林家榮、台南市農業局局長李建裕等人應邀出席，共襄盛

舉。 

徐主任秘書致詞表示，後疫情時期各國均致力打造更具韌性

及永續發展的國際環境。在我們共同面對糧食安全及氣候變遷等

全球危機的時刻，糧食安全議題不僅是要維護食物供應無虞，更

重要的是確保其來源的穩定性及多元性。外交部很榮幸能與亞蔬

攜手推動「台灣．東南亞種原倡議計畫」，盼藉由送返 30 多前

在東南亞地區蒐集的原生蔬菜種子，增進當地民衆飲食的多樣性

及營養攝取的均衡性，透過設立區域網絡與各國種原研究中心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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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緊密的合作平台，共享蔬菜種原復育及栽種的知識與資源，協

助提升區域農民及農業研究人員專業能力，促進區域發展的韌性

及永續性。我國身為亞蔬的創始會員及地主國，將持續與理念相

近國家共同支持亞蔬在亞太、拉美及非洲地區推動各項惠民計

畫，共同攜手建構具韌性與糧食安全的國際社會。 

亞蔬主任沃培睿博士（Dr. Marco Wopereis）致詞表示，鑒於

快速的都市化，世界正面臨本土飲食改變及生物多樣性銳減的危

機，亞蔬致力推動本項計畫，主要是期盼透過協助復育、繁殖及

送返該中心於 30 年前在東南亞各國蒐集的蔬菜種子，增加各國

食用蔬菜種類的多元化，進一步改善當地民衆飲食習慣及提高營

養攝取；此外，可藉由改良原生蔬菜品種，促進各國糧食供應的

韌性。 

泰國貿易經濟辦事處代表曾德榮致詞肯定台泰雙方農業合作

成果，並且表示泰國作為亞蔬創始會員國之一，期盼可透過本計

畫持續深化與我國的農業合作機制。 

「台灣．東南亞種原倡議計畫」（Taiwan．Southeast Asia 

Germplasm Initiative）是「亞蔬－世界蔬菜中心」配合 2021 年

「聯合國糧食體系高峰會」所提出的蔬菜生物多樣性搶救行動，

期盼透過與各夥伴國家合作，在東南亞、台灣及亞蔬會員國家所

屬的種原基因庫間建立合作網絡平台，以搶救及送返亞蔬在 1990

及 2000年代所蒐集具獨特性且在原鄉國家已消失的蔬菜品種。 

亞蔬－世界蔬菜中心原名「亞洲蔬菜研究發展中心」，為我

國、美國、日本、韓國、泰國、越南及菲律賓共 7國政府於 1971

年 5 月與「亞洲開發銀行」（ADB）共同設立的國際農業研究機

構，旨在促進高營養價值蔬菜之生產與消費，以消弭開發中國家

之貧窮與營養不良問題。亞蔬不僅積極促成我國農政單位與他國

農業機構建立合作交流關係，並與我駐外館處及農業技術團合

作，共同協助我國友邦及理念相近國家建構蔬菜培育及種植的能

力及技術。（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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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68號                                                                               2022/12/07   

美國政府正式通知我國最新一批對台軍售 

外交部收到美國政府的正式通知，美國行政部門已通知國會

將對台灣出售可供我國 F-16與經國號戰機及 C-130運輸機使用的

零附件，總價值約 4.28 億美元。外交部對此表示高度歡迎，並感

謝美國政府持續依據《台灣關係法》及「六項保證」，落實對台

灣的安全承諾。 

本次是拜登政府任內第七度對外宣布的對台軍售，持續實踐

近年來對台軍售常態化的政策，充分展現美國政府對台灣國防需

求的高度重視，協助我國即時獲取防衛所需裝備，提升國防戰

力。   

面對中國在印太地區持續的軍事擴張與挑釁行為，台灣自我

防衛的決心堅定不移。政府將持續強化國防並提升不對稱戰力，

以實力維護國家安全，同時深化台美緊密的安全夥伴關係，共同

捍衛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促進台海及印太區域的和平、穩

定及繁榮。（E） 

No. 368                                                                       December 7, 2022 

US government officially notifies Taiwan of latest arms sale 

package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MOFA)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has received an official notification from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that the US administration has informed Congress it 

will sell Taiwan components for F-16 fighter jets, Indigenous Defense 

Fighters, and C-130 transport aircraft. The sale is valued at US$428 

million. MOFA highly welcomes and appreciates the US government’s 

steadfast commitment to honoring its security pledges to Taiwa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and the Six Assurances. 

This is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s seventh publicly announced arms 

sale package to Taiwan, continuing the US policy of recent year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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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malize weapons sales to Taiwan. It reflects the US government’s 

high regard for Taiwan’s national defense needs and is beneficial to 

Taiwan’s timely acquisition of necessary defense articles and elevation 

of its defense capabilities. 

In the face of China’s continuing military expansion and provocative 

actions in the Indo-Pacific, Taiwan is resolutely determined to defend 

itself. The Taiwan government will continue to bolster national 

defense, enhance asymmetric capabilities, and strongly safeguard 

national security. It will also deepen Taiwan’s close security 

partnership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n order to jointly preserve the 

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advance peace, stability, and 

prosper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and in the Indo-Pacific. (E) 

第 369號                                                                               2022/12/07 

台灣、美國、日本、澳洲召開 2022 年「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

聯合委員會會議並發布聯合聲明 

外交部、澳洲辦事處、美國在台協會及日本台灣交流協會於

本（111）年 12 月 7 日在台北共同召開本年「全球合作暨訓練架

構」（GCTF）聯合委員會會議，並與日本東京及美國華府以即時

視訊連線討論。澳洲於上（110）年成為 GCTF 正式夥伴，並於

本年首度擔任會議主席。 

我方由外交部政務次長蔡明彥出席開幕並致詞。蔡政務次長

表示，全球經歷武漢肺炎（COVID-19）疫情及供應鏈重組等嚴

竣挑戰，彰顯台灣在 GCTF 平台下與各國合作貢獻國際社會的意

義；欣見本年活動曾移師日本東京成功舉辦，並期盼未來更多全

球夥伴加入 GCTF 合作行列，共同為全球安全、自由及繁榮盡一

份心力。 

本日會議由外交部北美司司長徐佑典、澳洲辦事處副代表劉

溯源（Michael Googan）、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AIT/T）副

處長柯傑民（Jeremy Cornforth）及日本台灣交流協會台北事務所

涉外室主任小野綸佐子（ONO Risako）共同主談，並邀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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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將合作辦理 GCTF 活動的我國政府部門及非政府夥伴

與談，包括數位發展部、海洋委員會、廉政署、調查局、民航

局、疾病管制署、消防署、國際災害防救科技中心、資策會及國

合會等均派代表出席。 

台美日澳四方在會中回顧本年 GCTF 活動成果，並討論明年

合作議題，包括網路自由與數位經濟、海洋災害對策、反貪腐、

永續航空、國際人道救援、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防治疫情等。 

GCTF 自 104年 6 月 1 日成立以來，已針對 10多項新興議題

舉辦 55 場國際工作坊（含海外加盟活動），共邀請全球逾 120

國、超過 6,000 位政府官員及專家參加，議題領域及參與國家數

量均逐年成長，顯示 GCTF 已成為國際合作重要平台。我方歡迎

更多理念相近國家積極參與，持續透過 GCTF 共同因應國際重要

新興議題及挑戰。（E） 

第 370號                                                                               2022/12/07 

外交部長吳釗燮代表我國政府資助烏克蘭基輔市採購發電設備，

寒冬送暖 

外交部長吳釗燮本（12）月 7 日下午代表我國政府簽署援助

烏克蘭首都基輔市採購發電設備的諒解備忘錄（MOU），由外交

部捐助 100 萬美元，供基輔市採購柴汽油發電機等緊急發電設

備，以協助超過 300 萬身陷缺電之苦的基輔市民度過寒冬。該備

忘錄由基輔市長克里契科（Vitali Klitschko）及基輔市慈善組織

基金（Charitable Fund “Darnychany”）執行長馬藍克（Grygorii 

Malenko）共同簽署。 

烏俄戰爭開戰至今近 10 個月，烏克蘭人民奮勇抵抗，戰事

持續膠著，俄軍過去數週來持續攻擊烏克蘭多處的基礎設施與發

電廠，首都基輔更連日遭受俄羅斯空襲而導致大規模停電。 

基輔冬季平均氣溫為攝氏零度，入夜後溫度還會下降，為因

應寒冬，基輔市政府實施輪流供電，並於市內設置 1000 處有暖

氣的避難點，提供居民在緊急狀態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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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基輔地區開始降雪，缺電供暖問題更形嚴峻，為協助基

輔市政府解決供電問題，台灣政府緊急提供資金協助基輔市採購

供電設備；我國另將運送圍巾、手套、保暖衣物、毛毯、口糧等

人道救援物資，讓台灣政府與人民的暖心，陪伴烏克蘭人民度過

嚴酷寒冬。 

台灣與烏克蘭共同有堅定捍衛國家主權的堅強意志與信念，

兩國同樣站在抵擋威權主義擴張的最前線。我國樂願發揮同舟共

濟的精神，即時送達台灣政府與人民的溫暖關懷；在最需要的時

刻，與烏克蘭人民站在一起。（E） 

No. 370                                                                       December 7, 2022 

Foreign Minister Jaushieh Joseph Wu signs MOU to assist Kyiv in 

purchasing power generation equipment—donating warmth as 

winter closes in 

Minister Jaushieh Joseph Wu signed a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MOU) on behalf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on the afternoon of December 7 to assist the Ukrainian capital of Kyiv 

in purchasing power generation equipment.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will donate US$1 million for Kyiv to procure emergency 

power generation equipment, including diesel and gasoline generators, 

to help the more than three million Kyiv residents suffering from 

electricity shortages survive the severe winter. The MOU was jointly 

signed by Minister Wu; Vitali Klitschko, Mayor of Kyiv; and Grygorii 

Malenko,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charitable fund Darnychany. 

The Ukraine-Russia war is entering its tenth month and the Ukrainian 

people are still resisting bravely. With the conflict at a stalemate, the 

Russian army has continued to target infrastructure and power plants 

across the country over the past few weeks. The capital city of Kyiv 

has been hit by days of Russian airstrikes, causing large-scale power 

outages. 

The average winter temperature in Kyiv is around zero degr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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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lsius, with temperatures falling further after nightfall. In response, 

the Kyiv city government has implemented rolling blackouts and set 

up 1,000 heated shelters for residents in case of emergency. 

In recent days, snow has started to fall in the Kyiv area, making the 

lack of electricity and heating more pressing problems. To help the 

Kyiv city government alleviate its power supply issues, the 

government of Taiwan will provide emergency funds for Kyiv to 

purchase power generation equipment. Taiwan will also donate 

humanitarian relief supplies, including scarves, gloves, winter clothing, 

blankets, and rations to convey the warmth of the people and 

government of Taiwan to the Ukrainian people and help them through 

the harsh winter. 

Taiwan and Ukraine share the strong will and firm desire to staunchly 

defend their national sovereignty. Both countries are on the front lines 

in guarding against authoritarian expansionism. Taiwan is ready to 

help its partners in times of trouble and will promptly deliver the 

warmth and caring of the Taiwan people and government to Ukraine. 

Taiwan stands with the Ukrainian people in their time of greatest need. 

(E) 

第 372號                                                                               2022/12/13 

外交部順利舉辦本年度「臺灣獎助金」受獎學人在台研究成果發

表會暨歲末茶會 

外交部於本（111）年 12月 13日上午假國家圖書館舉辦本年

第 3 場「臺灣獎助金」受獎學人研究成果發表會暨歲末交流茶

會，由外交部政務次長田中光致開場詞、研究設計會谷瑞生主任

主持，邀請駐點學人、外交部同仁及駐點學術機構代表等約 60

人出席。 

本次發表會主題為「中共二十大後習近平之外交及對台政

策」（Xi Jinping’s Foreign and Taiwan Policy after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CP），邀請來自法國、匈牙利及新加坡等 3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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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受獎學人進行簡報，以及國防大學馬振坤教授、國立中山大

學郭育仁教授及國立中興大學蔡東杰教授 3 位學者與學人進行深

入探討。 

田次長致詞指出習近平延任後恐面臨更多國內挑戰，包括因

防疫政策造成經濟下滑及境內多地「白紙運動」抗議聲浪。田次

長並強調民主陣營團結的重要性，期盼與會學人深刻體認台灣在

亞太區域的戰略地位，返國後分享在台灣的相關經驗，共同籲請

國際社會協助台灣防範中國威脅。 

當日另舉行歲末交流茶會，谷主任指出，本年學人駐點研究

交流成果豐碩，雖受疫情影響，仍有 70 位學人順利抵達台灣並

發表超過 50 篇友我專文、專書及媒體專訪，有助提升我國國際

能見度；另來自美國、委瑞內拉及阿根廷等國學人也在茶會上表

達對外交部的感謝，現場交流熱烈，氣氛溫馨。 

外交部「臺灣獎助金」設立於民國 99 年，旨在獎勵世界各

國優秀專家學者每年前來我國各大學校院或學術機構駐點。本獎

助金計畫至今已核錄逾 114 國超過 1,300 位學人，協助我國推動

學術外交，擴大台灣在國際社會的話語權。（E） 

第 375號                                                                               2022/12/15 

第三屆台美「經濟繁榮夥伴對話」順利舉行 

第三屆台美「經濟繁榮夥伴對話」（Economic Prosperity 

Partnership Dialogue, EPPD）於本（111）年 12 月 15 日以實體及

視訊混合方式在台北及華府兩地同時舉行。我方由經濟部長王美

花主談，美方由國務院主管經濟成長、能源及環境次卿費南德茲

（Jose W. Fernandez）線上主談。國務院經濟商業局副助卿 Tony 

Fernandes率團來台實體與會；我方實體與會官員包括外交部政務

次長蔡明彥、經濟部政務次長陳正祺及相關部會代表等。 

台美雙方在會中就經濟脅迫、供應鏈韌性及安全能源轉型等

共同關切議題進行深度討論，並就如何開拓未來合作領域及加強

資訊共享等面向廣泛交換意見。雙方均認為本次對話成果豐碩，

期盼透過該機制持續深化經濟合作，加強台美經濟夥伴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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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美於 109 年 11 月 20 日召開首屆「經濟繁榮夥伴對話」，

繼於 110 年 11 月 23 日召開第二屆對話。雙方定期透過該對話平

台，就各項經濟政策合作議題交換意見。第三屆對話順利舉行，

凸顯雙方互為彼此優先經貿合作夥伴，未來外交部將與相關部會

持續協作，延續對話動能，促進台美雙邊經濟合作夥伴關係。

（E） 

No. 375                                                                     December 15, 2022 

Third Taiwan-US Economic Prosperity Partnership Dialogue 

concludes successfully 

The third Taiwan-US Economic Prosperity Partnership Dialogue 

(EPPD) was held on December 15 in a hybrid format, allowing for in-

person and virtual participation in real time in Taipei and Washington, 

DC. The Taiwanese delegation was headed by Minister of Economic 

Affairs Wang Mei-hua, while the United States was represented by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conomic Growth, Energy, and the 

Environment Jose W. Fernandez, who joined the meeting online. US 

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in the Bureau of Economic and 

Business Affairs Tony Fernandes led a delegation to Taiwan for in-

person participation. The physical event was also attended by Deputy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Tsai Ming-yen, Deputy Minister of 

Economic Affairs Chen Chern-chyi, and officials from related 

Taiwanese government agencies. 

Taiw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held in-depth discussions on economic 

coercion, supply chain resilience, secure energy transition, and other 

issues of common concern. They also engaged in extensive exchanges 

on how to identify areas for future cooperation and strengthen the 

sharing of information. Both sides deemed the dialogue productive 

and successful and expressed their hope to further deepen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bolster bilateral economic partnership through the 

EPPD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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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irst EPPD was convened on November 20, 2020, and the second 

on November 23, 2021. The platform allows Taiw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to regularly exchange views on economic policy cooperation. 

The success of the third EPPD underscores the fact that Taiw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are favored economic and trade partners.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will continue to work with related 

ministries to further enhance bilateral dialogue and advance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partnership between Taiw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E) 

第 377號                                                                               2022/12/17 

外交部對馬來西亞一處露營區發生山崩事件表達誠摯關懷與慰問 

馬來西亞西南部雪蘭莪州（Selangor）一處露營區於本

（12）月 16 日凌晨發生山崩，已造成至少 21 人死亡、12 人失

蹤，目前馬國政府仍持續搜救中。外交部長吳釗燮在獲知這起不

幸意外事件後，立即指示亞太司司長周民淦大使致電馬來西亞友

誼及貿易中心代表何瑞萍（Sharon Ho），代表我國政府與人民對

這起事件造成多人傷亡與失蹤，表達我方誠摯慰悼與關懷，馬國

駐台何代表對我方關心表示感謝。 

根據我國駐馬來西亞代表處在第一時間掌握的資訊，目前並

未有台僑或我國人士受到影響的消息，我國駐馬來西亞代表處將

持續密切關注這起意外事件的相關發展。 

外交部呼籲在當地從事商旅活動的國人提高警覺，注意自身

安全，如果遇到急難或緊急事故，請撥打我國駐馬來西亞代表處

急難救助電話：+60-（0）19-656-9912；或撥打外交部「旅外國

人緊急服務專線」：+886-（0）800-085-095，以獲得及時協助。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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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80號                                                                               2022/12/20 

我國政府將在加拿大魁北克省設立「駐蒙特婁辦事處」，促進台

加交流合作 

由於台灣與加拿大在經貿、科技、供應鏈、文教及原住民等

多領域的交往日益緊密，我國政府經妥善研議後決定，將在加拿

大魁北克省的蒙特婁市（Montréal）設立「駐蒙特婁台北經濟文

化辦事處」，目前刻進行各項籌備工作。  

 加拿大是英、法雙語國家，而魁北克省是法語人口主要集中

地，人口數約占加拿大總人口近四分之一。蒙特婁市為魁北克省

第一大城、加拿大第二大城，為加拿大及北美地區法語重鎮，亦

是加拿大著名的科技產業聚落，在電動車及人工智慧等領域極具

合作空間，同時也是「國際民航組織」（ICAO）總部所在地。

美、日、英、法等多數國家均在蒙特婁市設有據點。  

 加拿大政府近期發布全方位的戰略報告，將深化與印太區域

夥伴的多元合作關係，並特別指出將提升與台灣的經濟及人民與

人民連結，增進加拿大與台灣的科學、技術及創新夥伴關係。我

國在蒙特婁新設據點，將有助台加雙方未來進一步的合作與交

流。  

 「駐蒙特婁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未來將與我駐加三處共同

努力，為僑胞提供更優質服務，在既有的良好基礎上，持續深化

台加互惠互利的多領域合作關係，增進台加人民間的友誼，共同

為印太地區的繁榮而努力。（E） 

No. 380                                                                     December 20, 2022 

Government of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to establish office in 

Montréal, Quebec, Canada, to promote bilateral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Taiwan and Canada enjoy increasingly close exchanges across a wide 

range of domains, including economics and trad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pply chains, culture and education, and indigen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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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fairs. After extensive research, the government of Taiwan has 

decided to establish the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TECO), 

Montréal, in the Canadian province of Quebec. Preparations are 

currently underway.  

Canada is a bilingual country, with English and French as its official 

languages. Its French-speaking population mainly lives in Quebec, a 

province that accounts for nearly a quarter of Canada’s total 

population. Montréal is the largest city in Quebec, the second-largest 

city in Canada, and a key Francophone city in Canada and North 

America. It is widely known as a Canadian hub for technology 

industry clusters, which points to significant room for cooperation in 

such areas as electric vehicles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Montréal is 

also home to the headquarters of the 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 and hosts mission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the 

United Kingdom, France, and other countries. 

The government of Canada recently announced a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report resolving to deepen diversified relationships with 

partners in the Indo-Pacific region. Canada particularly aims to 

enhance economic and people-to-people ties with Taiwan and further 

develop the bilateral partnership i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Taiwan’s establishment of a new office in Montréal will 

lend impetus to further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Going forward, TECO Montréal will work in concerted effort with 

Taiwan’s representative office and its two other offices in Canada to 

provide better services to overseas compatriots. Building on the 

excellent existing foundation, it will contribute to further deepening 

reciprocal and mutually beneficial cooperation between Taiwan and 

Canada in multiple domains, strengthening people-to-people 

friendships, and jointly forging a prosperous Indo-Pacific.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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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380                                                                    Le 20 décembre 2022 

Le gouvernement de la République de Chine (Taïwan) établira un 

bureau dans la ville canadienne de Montréal, au Québec, pour 

promouvoir les échanges et la coopération bilatéraux 

Taïwan et le Canada entretiennent des échanges de plus en plus étroits 

dans un large éventail de domaines, notamment l'économie et le 

commerce, la technologie, les chaînes d'approvisionnement, la culture 

et l'éducation et les affaires autochtones. Après des recherches 

appropriées, le gouvernement de la République de Chine (Taïwan) a 

décidé d'établir le Bureau économique et culturel de Taipei (TECO) à 

Montréal dans la province canadienne de Québec. Les préparatifs sont 

actuellement en cours. 

Le Canada est un pays bilingue, avec l'anglais et le français comme 

langues officielles. Sa population francophone est principalement 

concentrée au Québec, une province qui représente près du quart de la 

population totale du Canada. Montréal, la plus grande ville du Québec, 

est non seulement la deuxième plus grande ville du Canada, mais aussi 

une ville francophone clé au Canada et en Amérique du Nord. Elle est 

également reconnue comme une plaque tournante pour les clusters 

technologiques et industriels du pays, ce qui indique d'importantes 

possibilités de coopération dans des secteurs tels que les véhicules 

électriques et l'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 Montréal abrite d’ailleurs le 

siège de l'Organisation de l'aviation civile internationale et accueille 

des missions des É tats-Unis, du Japon, du Royaume-Uni, de la France 

et de plusieurs autres pays. 

Le gouvernement du Canada a récemment annoncé un rapport 

stratégique global dédié à approfondir des relations diversifiées avec 

des partenaires de la région indo-pacifique. Le Canada vise en 

particulier à renforcer les liens économiques et interpersonnels avec 

Taïwan et à développer davantage le partenariat bilatéral en matière de 

science, de technologie et d’innovation. L'établissement par Taïwan 

d'un nouveau bureau à Montréal donnera un nouvel élan à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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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pération et aux échanges entre les deux pays. 

Par la suite, TECO Montréal travaillera de concert avec le Bureau de 

représentation de Taïwan et ses deux autres bureaux au Canada, afin 

de fournir de meilleurs services aux expatriés, tout en continuant 

d’intensifier, grâce à l’excellente base existante, la coopération multi-

domaines et mutuellement bénéfique entre Taïwan et le Canada, de 

renforcer les amitiés entre les peuples et d’œuvrer ensemble pour 

forger un Indo-Pacifique prospère. (E) 

第 382號                                                                               2022/12/23 

2022 年外交工作回顧：「自信勇敢前行、堅韌應對挑戰」台灣堅

韌精神廣獲國際肯定、國際重要性更加被看見，國際整體挺台力

量再創新高 

回顧 2022 年，即使外部情勢嚴峻且瞬息萬變，民主與威權

對抗的國際格局愈加清晰，外交部與全球各駐外館處同仁仍肩負

國人的期待，以堅韌、靈活、專業的態度推展外交工作，善用國

際重視台灣戰略重要性的友我氛圍，傳遞台灣的正面能量，為台

灣結交更多國際友人，並持續強化與友邦及理念相近國家的互動

合作，掌握台灣在國際舞台中扮演更重要角色的契機。 

台灣，已經是國際民主陣營中不可或缺的堅實夥伴。在台灣

的戰略重要性受到國際社會高度重視的背景下，面對俄烏戰爭引

發的劇烈國際變局，以及中國無理威脅打壓，台灣展現不卑不

亢、沉著應對的堅韌態度，受到國際高度肯定，支持台海的和平

穩定也已成為國際共識。 

台灣與友邦及理念相近夥伴的關係正不斷深化，合作範圍及

議題較過往更加深入及廣泛。另外，在外交部與我國各駐外館處

的積極經營下，國際挺台聲量與日俱增，各國政要不受疫情及中

國騷擾影響絡繹訪台，展現對台灣的堅定支持。國際媒體及非政

府組織也積極來台設點，顯見台灣已成為國際民主社群的重要據

點。 

台灣作為國際民主陣營的一份子，積極發揮良善力量。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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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在俄烏戰爭爆發後，立即結合民間力量捐助物資及資金，協助

同為民主前線的烏克蘭抵禦威權主義擴張，並且編列預算，持續

提供烏國人道援助及支持重建。台灣將伴同烏克蘭人民度過難

關，共同捍衛民主防線。 

外交部相信「自信勇敢前行、堅韌應對挑戰」不只是口號，

更是所有國人對於台灣應該如何與國際社會交往、應處國際變局

的期待。展望 2023 年，全球及區域局勢仍將充滿變數與挑戰，

但外交部仍會秉持自信，以堅韌、靈活且專業的態度，讓台灣在

國際舞台上發光發熱，為台灣走出屬於自己的外交、屬於自己的

路。（E） 

第 383號                                                                               2022/12/24 

外交部誠摯祝賀斐濟國會選出「人民聯盟黨」黨魁欒布卡出任總

理 

斐濟於本（2022）年 12 月 14 日舉行 2006 年軍事政變後的

第 3 屆國會選舉，這是斐濟朝向民主化的第 3 次民主選舉，備受

國際關注。  

斐濟國會選舉結果於本（12）月 18 日正式出爐，接著於 24

日國會選出「人民聯盟黨」（People’s Alliance Party）黨魁欒布卡

（Sitiveni Rabuka）出任總理，並籌組新內閣。 

對於斐濟「人民聯盟黨」、「國家聯盟黨」（National 

Federation Party）及「社會民主自由黨」（SODELPA）合組聯合

政府，順利完成政黨輪替，外交部已訓令我國駐斐濟代表處表達

我國政府的誠摯祝賀。 

欒布卡總理曾於 1992 年至 1999 年出任斐濟總理，本次帶領

所創建的「人民聯盟黨」再次贏得執政權，並多次強調斐濟應審

酌國際情勢，加強與歐美等西方國家的互動。 

我國政府未來將在既有實質合作的基礎上，持續透過我國駐

斐濟代表處與斐濟新政府穩健交流，探索互利互惠的合作領域，

深化台斐友好關係，並共同維護印太地區的和平、穩定與經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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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E） 

第 385號                                                                               2022/12/29 

美國政府正式通知我國最新一批對台軍售 

外交部收到美國政府的正式通知，拜登政府已通知美國國會

將對台灣出售陸上機動布雷系統（Volcano Anti-tank Systems），

總價值約 1.8 億美元。外交部對此表示高度歡迎，並感謝美國政

府持續依據《台灣關係法》及「六項保證」，落實對台灣的安全

承諾。 

本次是拜登政府任內第八度對外宣布的對台軍售，充分展現

美國政府對台灣國防需求的高度重視，積極協助我國即時獲取防

衛所需裝備，提升自我防衛能力。   

面對中國在印太地區的軍事擴張與挑釁行為，台灣持續展現

堅定的自我防衛決心，如近日我國政府所宣布的恢復義務役一年

方案等具體作為，也獲得美國等國際友人的高度支持。台灣政府

將持續致力強化國防能力，並提升不對稱戰力，同時延續並深化

台美緊密的安全夥伴關係，共同捍衛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

促進台海安全及印太區域的和平、穩定及繁榮。（E） 

No. 385                                                                     December 29, 2022 

US government officially notifies Taiwan of latest arms sale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MOFA) has been officially notified 

by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that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has 

informed Congress of the US$180 million sale of Volcano anti-tank 

mine-laying systems to Taiwan. MOFA warmly welcomes this news 

and thanks the US government for continuing to fulfill its security 

commitments to Taiwan under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and the Six 

Assurances. 

This is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s eighth announcement of arms sa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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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Taiwan, fully demonstrating the US government’s high regard for 

Taiwan’s defense requirements. It also show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s 

assisting Taiwan with the timely acquisition of defense equipment and 

with upgrading Taiwan’s self-defense capabilities. 

In the face of China’s military expansion and provocative actions in 

the Indo-Pacific region, Taiwan continues to demonstrate a strong 

determination to defend itself. Such concrete acts as the recent 

announcement restoring the conscription period to a full year has 

garnered the suppor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friendly countries. 

The government will continue to strengthen Taiwan’s national defense 

and enhance its asymmetric capabilities. At the same time, Taiwan will 

strive to maintain and further deepen the close Taiwan-US security 

partnership, jointly safeguard the 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promote secur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and the peace, stability, and 

prosperity of the Indo-Pacific region. (E) 

第 387號                                                                               2022/12/30 

外交部誠摯祝賀以色列前總理納唐雅胡領導的右派陣營贏得以色

列國會大選多數席次並組閣出任總理 

以色列國會議員納唐雅胡（Benjamin Netanyahu） 領導的利

庫黨（Likud）及其右派盟友在本（2022）年 11月 1日第 25屆以

色列國會大選獲得多數席次，並於本（12）月 29 日獲得以色列

總統授權組閣成立新政府。對於以色列利庫黨黨魁納唐雅胡順利

組閣並再度出任總理，外交部第一時間已訓令我國駐以色列代表

處向以色列政府及人民，表達台灣政府與人民的由衷祝賀。 

納唐雅胡總理現年 73 歲，1988 年加入利庫黨並當選國會議

員、1993 年出任利庫黨黨魁，曾於 1996 年至 1999 年，以及

2009年至 2021年間數度出任總理，共計長達 15年，是以色列自

1948 年建國以來，在位時間加總最長的總理。台、以兩國於

1993年互設代表處，至今共簽署 31項協議，本年 5月 11 簽署社

會福利與社會工作合作共同宣言、同年 7 月 13 日簽署金融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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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備忘錄，兩國交流頻密。我國至盼未來與納唐雅胡總理領導

的以色列新政府持續密切合作，進一步深化台以雙方在各領域的

友好關係與合作。 

台灣與以色列共享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等核心價值，近

年來雙邊關係穩定發展，在科技、財經、文教、醫療、社福等領

域進行廣泛的合作。值此國際地緣政治劇烈變化及面對極權合流

威脅的關鍵時刻，台灣將持續與以色列等全球理念相近國家攜手

合作，強化民主韌性與團結，對抗威權主義的擴張與脅迫，捍衛

台以共同持守珍視的普世價值。我國政府深信在納唐雅胡總理的

領導下，台灣與以色列透過多元領域的合作與交流，持續增進兩

國人民的互動瞭解，將能強化雙邊實質夥伴關係，開啟台以關係

的歷史新頁。（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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