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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外國特派員協會」的各位會員：

我從臺灣問候各位！

非常感謝各位邀請我來演講。回想上次在 2006 年，我本人

以陸委會主委的身分到日本外國特派員協會演講，實是回

味無窮。很高興這次以外交部長的身分，再次向貴協會發

表演講。在開始之前，我要向各位會員表達謝意，感謝你

們為全世界帶來有關日本的優質報導。各位的工作非常重

要，不只讓我們這些在日本境外的人更瞭解日本，也知道

如何根據你們的報導加以調整，以因應詭譎多變的國際局

勢。

的確，國際情勢在過去幾年來歷經重大變化。民主國家和

威權國家的戰略競爭和對抗顯而易見。在 COVID-19 疫情爆



發後尤其是如此；中國共產政權進一步利用這次疫情，強

迫許多國家接受他們的政治議程。

在部分歐洲國家、非洲和南亞，「帶路倡議」已經讓中國

政府發揮其影響力，但也留下債務、貪腐以及民主治理受

到侵蝕的痕跡。我們看到許多民主國家已經覺醒，部分西

歐國家以及歐盟本身正在制定他們自己的印太戰略。部分

東歐國家正在呼籲退出 17+1 合作機制；全球許多國家正在

呼籲拒絕華為以實現乾淨的 5G 網路。一些歐洲國家現在也

派遣軍艦到西太平洋執行自由航行行動，並與日本和美國

舉行聯合演習。

根據我的觀察，在中美洲和南美洲，「疫苗外交」正在各

國競相遏制疫情時，造成他們的內部分裂，而這給了中國

政府在西半球施加影響力的機會。就在我們說話的當下，

中國正在提供快速獲取中國製疫苗、抗疫物資以及開發資

金的管道，給予那些願意接受與北京建立政治夥伴關係的

國家。接著中國就利用這種夥伴關係來引誘或迫使臺灣或

美國的盟友向北京靠攏。透過這些操作，中國企圖以損及



臺灣和美國的方式，在該地區獲得政治影響力。就我的觀

察，戰略競爭正在此區域上演中，而我們必須瞭解，如果

未應處此一趨勢，其他民主國家的戰略利益將會受到影響。

這樣的戰略競爭在印太地區最為明顯。威權主義政權正大

秀其經濟和軍事力量，並採取混合戰戰術，將影響力更廣

泛地投射到此區域。此外，東海和南海的緊張局勢持續加

劇。透過灰色地帶戰術、過度擴張的海洋主權聲索，以及

聽命軍方指揮執行任務的海上民兵，中共政權動用所有可

能手段來引發衝突，距離正式引戰僅有一線之隔。

臺灣周遭的情況正在惡化。軍事威脅和脅迫、滲透、影響

力作戰、灰色地帶戰術，以及大規模的假訊息攻勢都旨在

侵蝕公眾對民主體制的支持，而此一威脅正急速上升。若

我們將印太緊張局勢視為中國威權主義政權擴張的後果，

我想諸位會同意我的看法，也就是臺灣正位於此擴張主義

的前線，臺灣也是民主和威權主義間意識型態角力中的焦

點。



在臺灣的我們理解自己的責任不僅是保護自身主權，更要

保衛自由民主的臺灣，避免其落入威權主義之手。臺灣政

府和人民絕對致力於自我防衛。但我們當然也期盼與理念

相近的民主夥伴建立更好、更多的合作關係，以強化我們

因應共同挑戰的能力。

臺灣和日本共享自由、民主、人權保障和法治等價值。過

去幾年，我們體現了患難見真情。不論何時，只要發生重

大災難，我們總是盡快對彼此伸出援手。兩國人民相互扶

持和友好的精神，為兩國增進關係奠定堅實基礎。在某些

議題範疇，我們的夥伴關係不僅對我們自身有益，也能使

更廣大的區域受惠。

在目前的國際戰略格局下，我們應該加快重組供應鏈的速

度。這次疫情凸顯出過度依賴單一供應來源的風險。臺灣

和日本都以頂尖技術人才為傲，雙方產業更緊密的合作將

帶來超乎想像的加乘效果。

這也同樣適用於貿易。澳洲紅酒、龍蝦、大麥和煤炭出口



所遭遇的情形，提醒著世人有關貿易多元化的迫切需求。

而針對此事，我想強調臺灣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

協定》（CPTPP）的意願。更深度的區域整合是支撐個別國

家抵禦貿易報復的關鍵所在。

團結與合作對抵擋威權侵略至關重要。我們樂見日本在

2019 年以正式夥伴的身分加入「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

（GCTF），這個平臺針對公衛、環境、數位經濟及婦女賦

權等全球議題，為區域內的官員與專家提供訓練。這個平

臺也是第一個呼籲全球關注假訊息及假訊息對民主之影響

的平台。我們也期望透過這個平臺，與日本、美國和其他

理念相近國家合作，以集全球之力，因應非傳統的重要安

全議題，如網路安全、能源安全、海洋廢棄物、執法、人

道援助及災難防救。我很自豪地告訴大家，透過「全球合

作暨訓練架構」，臺灣與日本已建立起堅實的夥伴關係，

共同應對區域挑戰。

我還想強調一點，我們非常感謝日本愈來愈公開表態支持

臺灣。日本除明確呼籲世界衛生組織納入臺灣外，更在日



內瓦與其他理念相近夥伴採取具體行動，爭取讓臺灣參與

近期的 G7 外長會議，也在其聯合公報中敦促世衛將臺灣納

入。對於日本的付出，我們銘感在心。

日前，美日「2+2 會談」、元首峰會、以及日本歐盟領袖峰

會的聯合聲明均提及臺海和平穩定，傳達出重大意義。這

讓臺灣民眾感覺到，我們並不是獨力對抗威權擴張主義；

我們有朋友給予我們充分支持。

過去這幾年，日本在區域事務方面一再展現卓越的領導能

力。如今日本在 CPTPP、QUAD 和 G7都具有舉足輕重地位，

對維繫印太地區和平與發展至為關鍵。臺灣作為國際社會

負責任一員，我們有決心為所有區域事務貢獻心力。

各位先生女士，在這場捍衛民主與言論自由的戰役中，你

我同舟一命，而諸位可以仰賴臺灣履行我們對世界的責任

我可以向各位保證，對日本和其他民主國家而言，臺灣不

僅是可靠的夥伴，也是維持自由開放印度太平洋的一股良

善力量。民主或許不是最強大的文明形式，卻是至今最具



韌性的一種；只要齊心協力，臺灣與日本定能共同茁壯。

我對自由和民主的力量深具信心，我也深信自由和民主終

將戰勝一切。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