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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外交工作回顧： 

台灣自信廣獲肯定，國際整體挺台力量再創新高  

 

2023 年我國面臨的國際情勢與外部挑戰依舊嚴峻，除了中國

不斷透過軍事恫嚇、灰色地帶衝突、經濟脅迫、外交戰及認

知戰等多重手段對台灣進行複合威脅外，俄烏戰爭持續僵持、

中東以哈戰爭爆發、南海情勢日益升溫、韓半島局勢詭譎、

氣候變遷導致各地天災不斷等傳統及非傳統安全挑戰接連

發生。與此同時，我們不僅見證台灣在捍衛價值、地緣政治、

軍事要衝及關鍵供應鏈的戰略地位獲得更多重視，台灣也成

為國際的關鍵字，而維持台海和平穩定成為印太區域安全與

繁榮不可或缺的因素，具有根本的重要性，也印證台灣已然

成為世界的良善力量。儘管國際情勢多變，外交部仍然以堅

韌、靈活、專業的態度推展各項工作，在全球關注議題上，

台灣將繼續扮演更積極的角色，與所有國際民主夥伴共同努

力，促進區域和全球的和平穩定與繁榮發展。 

 

一、 奠基於民主價值，台灣與理念相近夥伴持續深化實質

合作 

（一） 台美夥伴關係堅若磐石，全面穩健推進 

1. 美國行政部門持續以具體行動挺台。拜登政府上任後，

多次重申恪守「台灣關係法」及「六項保證」之對台

安全承諾，迄已 12 度宣布對台軍售，並於 7 月公布對

台首批總統提用權（PDA）總金額 3.45 億美元的軍備，

接著於 8 月宣布在「對外軍事融資（FMF）」項下提供

台灣 8,000 萬美元無償軍事援助。在支持台灣參與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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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組織方面，美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5 月

發表「台灣以觀察員身分參與『世界衛生大會』

（WHA）」聲明，強烈鼓勵「世界衛生組織」（WHO）

邀請台灣以觀察員身分參與本屆 WHA，係布卿連續三

年發表聲明支持台灣成為 WHA 觀察員。而蔡總統 3

月「民主夥伴共榮之旅」及賴副總統 8 月出訪巴拉圭

過境美國時，均獲美方高規格禮遇及重視。 

2. 美國國會持續採取各項具體行動助我，聯邦參、眾兩

院不分黨派支持台灣。本（118）屆國會開議迄今已逾

40 位美國會兩院議員接連訪台，再創同期歷史新高，

並業已提出逾 60 項專門針對台灣或部分內容與台灣

相關之議案，為歷來單一會期之最。本年順利經拜登

總統簽署完成立法之 27 項法案中，即囊括《美台 21

世紀貿易倡議首批協定執行法》，以及涵蓋多項友台

條文之《2024 會計年度國防授權法》（NDAA2024），

其中 NDAA2024 延續近年強勁挺台動能，展現美國

會支持強化台美安全合作之高度重視及堅定立場；另

眾院院會本年亦相繼通過《台灣保證落實法案》及《台

灣國際團結法案》，展現美國會對我之全方位支持。 

3. 台美持續強化重要議題實質合作。台美經貿關係持續

強化，本年 6 月台美簽署「台美 21 世紀貿易倡議」

首批協定，續於 8 月在華府召開新一階段談判會議；

除了美國會參院外交委員會 7 月通過「台灣租稅協定

法案」外，美國會參院財政委員會與眾院歲計委員會

也於 10 月正式提出內容一致的兩院版「美台快速雙

重課稅減免法案」。 

（二） 台歐關係史上最佳，快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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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與歐洲各國續深化交流。3 月德國聯邦教育暨研究部

長 Bettina Stark-Watzinger 訪台，是睽違 26 年來首位

來訪的德國部長級官員；立陶宛本年迄今已有 4 位次

長級官員訪台並簽署 4 項合作備忘錄；英國前首相特

拉斯（Liz Truss）5 月訪台，是繼 27 年前首相柴契爾

夫人訪台後，再度來訪的首相級官員；捷克眾議長艾

達莫娃（Markéta Pekarová Adamová）、立陶宛國會議

長希米利特（Viktorija Čmilytė-Nielsen）、法國參議院

友台小組主席李察（Alain Richard）等絡繹組團訪台。 

2. 歐洲各國挺台密度與聲量快速上升。法國政府 8 月公

布「7 年建軍法」（2024-2030 LPM），成為全球首個以

立法方式保衛台海自由航行權的主要國家；英國外交

部 3 月發布外交政策整合性評估報告也關注台海情

勢；德國政府 7 月公布首部「對中戰略」，關切台海安

全，內文提及台灣 13 次；歐盟於本年 6 月領袖峰會

結論首度提及對台海穩定的關切，彰顯歐盟及其會員

國對此之高度共識；歐盟執委會主席馮德萊恩（Ursula 

von der Leyen）、外交暨安全政策高級代表波瑞爾

（Josep Borrell）及超過 30 位議會主流黨團主席及關

鍵議員 4 月在歐洲議會全會上，也一致強調台海和平

穩定的重要性；歐洲議會今年亦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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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中關係」、「歐日關係」、「歐美關係」

及「台歐盟貿易暨投資關係」等多項決議，關切中國

對台軍事威脅，並呼籲深化與我實質夥伴關係。 

3. 持續推動台歐經貿技術連結。台英 11 月簽署「深化貿

易夥伴關係」協議（ETP Arrangement）；而在積極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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洽簽台歐盟雙邊投資協定（BIA）的同時，我與歐盟重

要會員國雙邊經貿對話也持續進行，包括 6 月「第三

屆台斯跨部會經濟合作諮商會議」、9 月台德經貿對話

與經濟合作會議、台瑞典經貿對話與經濟合作會議

等。此外，台德簽署的「科學及技術合作協議」更是

台灣首次與歐洲國家所簽署的科技合作協議；而台北

－布拉格航線於 7 月開通，捷克政府續開放持我國護

照搭乘直航班機旅客使用機場自動查驗通關系統，均

有助台歐雙邊經貿、人員往來與技術交流。 

（三） 台日友誼關係共榮典範，持續增溫 

1. 台日關係全面推展增進，實質夥伴關係賡續強化。日

本政府多次在重要國際場域重申台海和平穩定重要

性，包括日美峰會、日相會晤北約秘書長、G7 外長會

議聯合聲明、G7 峰會聯合公報、日歐峰會、美日韓峰

會、日中外長雙邊會談、「日法外交國防 2+2 會談」、

東協領袖峰會、新版「外交藍皮書」及「2023 年度防

衛白皮書」中，均載明台海和平穩定為重要事項等友

我表述。 

2. 台日透過國會交流加強落實全方位合作。立法院游院

長 7 月率團前往日本「與那國島」考察，行政院鄭副

院長 6 月訪日出席「台日產業搭橋論壇」，日本前首相

暨自民黨副總裁麻生太郎眾議員 8 月率團訪台並在

「凱達格蘭論壇」開幕演講。本年迄今已逾 110 位國

會議員率團訪台，包括「日華議員懇談會」會長古屋圭

司眾議員率該會成員共計 43 位國會議員組成「中華民

國國慶日本國會議員祝賀團」於 10 月訪台。 

3. 台日強化經貿關係並推進海務漁業交流：本年 2 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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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舉行「第 46 屆台日經濟貿易會議」會長級會議以

及「第 5 屆台日第三國市場合作委員會議」，均進一步

推進台日緊密之經貿關係；另 1 月舉行的第 5 屆「台

日海洋事務合作對話會議」以及 3 月召開之「第 9 次

台日漁業委員會」，均有助增進雙方在海洋事務合作

及建立海上漁業作業秩序的交流對話。 

二、 善盡民主陣營夥伴之國際良善力量責任，展現善的循環 

(一) 台灣人民與政府力挺烏克蘭，共同捍衛民主前線。鑒

於俄烏戰爭持續膠著，為展現民主國家團結互助的精

神，本年我國另投入新台幣18億元（約折合5,600萬美

元）預算，持續對烏國人民提供人道援助，其中包括

協助興建聯外橋樑、防空避難所及兒童運動學校等。

截至2023年11月底，我國政府及民間捐款已逾1億1千

萬美元，捐贈人道物資共計約950公噸，充分展現民主

陣營互助合作、對抗威權主義擴張之決心。 

(二) 積極關注全球重要議題並做出貢獻。除與太平洋4友

邦在「2023太平洋氣候變遷論壇」簽署「對抗氣候變

遷聯合聲明」，以及與瓜地馬拉簽署「防災預警系統計

畫合作協定」外，我國更對遭受無情天災蹂躪的國家

積極伸出援手，如3月發生的土敘大地震，我國各界踴

躍捐輸的民間善心及政府援款總計逾4,072萬美元；另

本部捐贈100萬美元賑濟利比亞洪災，並援助墨西哥、

智利、秘魯、巴西、巴拉圭及海地賑濟水患災民。 

三、 國際能見度大幅提升 

(一) 台灣聲音廣傳國際，匯集更多支持動能。蔡總統受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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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捷克「公元兩千論壇」、丹麥「哥本哈根民主峰會」

及出席台灣首次舉辦的「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婦女賦

權國際論壇」等重要國際論壇演說；外交部吳部長釗

燮出席捷克「2023歐洲價值高峰會」與捷克總統帕維

爾（Petr Pavel）同場發表演說，後於11月應邀出席立

陶宛「民主未來」論壇；另以預錄影片方式在捷克「公

元兩千論壇」與「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IPAC）布

拉格年會發表演說等；外交部李政務次長淳11月出席

德國「柏林安全會議」發表演說呼籲共同抗中。 

(二) 我國高層出訪連結世界。蔡總統3月率團訪問瓜地馬

拉及貝里斯，繼於9月出訪史瓦帝尼參加史國獨立55

週年及史王恩史瓦帝三世55歲華誕雙慶典活動；賴副

總統8月率團赴巴拉圭出席新任總統貝尼亞就職典禮；

行政院陳院長建仁1月以前副總統身分擔任總統特使，

赴梵蒂岡出席榮休教宗本篤十六世喪禮弔唁；外交部

吳部長9月也以總統特使身分訪問聖克里斯多福及尼

維斯聯邦，祝賀克國獨立40週年暨慶祝台克建交40週

年，成果豐碩。 

(三) 以積極多元方式向國際社會發聲。外交部不僅持續積

極透過安排國際媒體晉訪總統等多元方式向國際發聲，

吳部長本年迄今接受國際媒體採訪更達到73次之多。 

四、 持續精進為民服務工作和便民措施。外交部積極向各國

爭取提供對我國人的便利入境措施，如先後洽獲泰國提

供我國人的免簽待遇，越南、蒙古及俄羅斯對我國人的

電子簽證待遇，以及巴林予我之相關簽證便利措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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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展望2024年，國際局勢或將嚴峻依舊並充滿挑戰，中國對我

外交打壓的力道和手段或將更為強烈和多元。外交部將嚴陣

以待，持續穩健推動「踏實外交」各項工作，並以堅韌、靈

活且專業的態度，捍衛國家尊嚴、守護民主價值，為台灣尋

找更多機會，爭取更多國際參與，讓台灣在國際舞台上更加

發光耀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