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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女士、先生，大家早安！ 

感謝貴委員會邀請本人前來進行外交業務報告，以及與大院

8 年來對「踏實外交」政策和外交部的策勵與支持，和衷共濟

為台灣的外交打拚。以下，將就當前我國面臨的國際情勢與

外部挑戰，回顧自大院上個會期以來外交部實踐「踏實外交」

及 8 年來的整體成果，進行報告並備詢，敬請指教。 

壹、前言 

8 年來，我國的外交挑戰和考驗接踵而至，除了受到世界局勢

劇烈變動、威權主義橫行擴張、全球政經動盪不安、地緣政

治風險頻傳、新冠疫情爆發肆虐、錯假訊息惡意傳播，以及

非傳統安全威脅如氣候變遷、天然災害、傳染疾病、糧食安

全、恐怖主義、網路攻擊、跨國犯罪等複合挑戰之外，更無

時無刻面對和因應中國對我蠻橫打壓，企圖片面改變台海現

狀，對我國家安全、國際地位及經濟安全的威脅日增。 

所幸在國人和政府的共同努力之下，我們全力克服種種挑戰，

積極掌握契機，持續深化及擴大與理念相近民主夥伴的合作，

且努力拓展外交空間，走向世界，一步一腳印實踐「踏實外

交」理念，使得台灣不僅成為國際關鍵字，維持台海和平穩

定更是國際共識，美、日、歐等民主夥伴挺台力度大增。此

外，我經貿外交不斷突破，強化與各國產業鏈結，台灣已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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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世界的良善力量且國際能見度提升。 

貳、外部挑戰依舊嚴峻，台灣外交踏實前進 

過去半年來，台海情勢受到國際高度關注、俄烏戰爭仍然僵

持，以哈戰爭延續至今，紅海危機不斷延燒，南海、韓半島

緊張升溫等全球地緣政治衝突風險不斷，尤其威權主義持續

擴張，外交部推動對外工作因而面臨更多變數。 

與此同時，中國變本加厲對我打壓，包括解放軍機艦近來侵

擾更加頻密，文攻武嚇不斷，尤其在本（113）年我總統大選

前，持續透過軍事威嚇、認知作戰、經濟脅迫等混合手段進

行介選，又在我選後兩天即誘拉我友邦諾魯外交轉向，且再

度以所謂「一中原則」連結並扭曲聯合國大會第 2758 號決議；

繼又片面宣布重啟 M503 航線進一步挑戰海峽中線的存在，

更藉金廈海域爭端以海警船巡航、登檢我船及漁業巡航等舉

措對我施壓，都是以蠻橫無理的片面作為製造兩岸及區域不

安，企圖蠶食改變台海現狀，破壞區域和平穩定。 

縱然外部挑戰依舊嚴峻，但在這段期間，我國順利完成第八

次總統大選，再次奠立台灣民主發展進程劃時代的里程碑，

且獲得來自包括我友邦及美、加、日、歐、法、德、義等超過

100 個國家的 1,600 多名政要向我方申賀，其中包括多位友邦

元首與行政首長、捷克總統帕維爾（Petr Pavel）、菲律賓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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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馬可仕（Ferdinand R. Marcos Jr.）等國家領袖。我們全力鞏

固維繫邦交關係，提升與美、日、歐等重要理念相近國家實

質關係、持續推進新南向政策並不斷累積我國際參與動能，

均是積極對國際社會做出貢獻並善盡民主陣營良善夥伴責任

的表現。 

參、「踏實外交」半年來重要努力成果 

自大院上個會期以來，本部和駐外館處全體同仁致力實踐「踏

實外交」，重要成果如下： 

一、 全力維繫邦交，彰顯篤實邦誼 

雙方高層頻密互訪。其間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聯邦總

督萊柏（Marcella Liburd）、史瓦帝尼王國總理戴羅素

（Russell Dlamini）及外交暨國際合作部長戴柏莉

（Pholile Shakantu）等友邦高層絡繹訪台。此外，賴總

統當選人於 1 月分別與巴拉圭總統貝尼亞（Santiago 

Peña Palacios）、帛琉共和國總統惠恕仁（Surangel 

Whipps Jr.）及馬紹爾群島共和國總統海妮（Hilda Heine）

視訊通話並親邀出席本年我新任正、副總統就職典禮。

本人本年 1 月也以總統特使身分率團赴瓜地馬拉出席

新任總統阿雷瓦洛（Bernardo Arévalo）就職典禮；田政

務次長則分別於 1 月及 3 月以總統特使身分率團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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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紹爾群島共和國新任總統海妮就職典禮及祝賀吐瓦

魯國新政府成立慶祝活動並與新任總理戴斐立（Feleti 

Teo）等政要會晤。 

簽署合作協定，計畫順利進行。如我與貝里斯上（112）

年 10 月簽署「代謝性慢性病防治體系強化計畫執行協

議」，與聖文森合作進行「蘇富瑞火山爆發災後重建計

畫」以及與拉美及加海友邦在農漁牧業開發、公衛醫療、

資通訊科技、災害防治、環境節能、中小企業輔導等領

域的雙邊合作也均順利進行。 

二、 台美關係堅若磐石 

美行政部門持續展現對台承諾。其間總統拜登（Joe 

Biden）及白宮與國務院等政府高層數度公開重申台海

和平穩定的重要性，如總統拜登在 3 月 7 日首度在「國

情咨文」中強調，美國將挺身支持台海和平與穩定以及

持續常態化對台軍售；美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J. 

Blinken）3 月 13 日與捷克外長 Jan Lipavský 通話，雙

方曾討論就支持台灣有意義的國際參與進行更深入的

合作；拜登政府再度宣布對我提供總值約 7,500 萬美元

的「Link-16 系統提升先期規畫」軍售案，係拜登政府

第 13 度宣布對台軍售，並在「2025 會計年度預算」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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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編列 1億美元「歷史性」援台預算，此為美政府

首度為台灣匡列單獨預算項目。 

美國會持續採取具體行動挺台。聯邦參、眾兩院不分黨

派支持台灣，其間共有 7 位議員訪台。聯邦眾議院「國

會台灣連線」兩位共同主席迪馬里（Mario Diaz-Balart, 

R-FL）及貝拉（Ami Bera, D-CA）於本年 1 月率團訪台；

聯邦眾議院「美國與中國共產黨戰略競爭」特別委員會

主席蓋拉格（Mike Gallagher, R-WI）於 2 月首度率委員

會跨黨派重量級議員訪台，訪團成員包括民主黨首席議

員克利胥納莫提（Raja Krishnamoorthi, D-IL）、穆理納

（John Moolenaar, R-MI）、莫頓（Seth Moulton, D-MA）

及強森（Dusty Johnson, R-SD）等。國會延續近年國防

授權法的強勁挺台動能，上年 12 月通過「2024 會計年

度國防授權法」（NDAA 2024），旋由總統拜登簽署完成

立法。美國聯邦眾議院院會本年 1 月通過今年第一波友

台法案，包括「不歧視台灣法案」（Taiwan Non-

Discrimination Act, H.R. 540）及「保護台灣法案」

（PROTECT Taiwan Act, H.R. 803）。 

台美經貿關係持續強化。繼上年台美簽署「台美 21世紀

貿易倡議」首批協定後，美聯邦眾議院於 1月通過《2024

美國家庭及勞工稅務減免法案》（The Tax Relief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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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rican Families and Workers Act of 2024），納入《美台

快速減免雙重課稅法案》及《美台租稅協定授權法案》

兩章節。 

與美國地方關係持續扎根。全美 36 州或屬地上年通過

共 56 項友我決議案，支持我國有意義參與國際組織以

及推動台美洽簽雙邊貿易協定（BTA）等；本年迄今計

已有 3 州通過共 3 項友我決議案；27 州的州議會成立

「友台連線」，共計超過 645位州參、眾議員加入；紐澤

西州州長墨菲（Phil Murphy）及密西根州州長魏美桂

（Gretchen Whitmer）分別於上年 10月及本年 3月訪台

期間在台設立辦事處。 

台美持續擴大合作領域。其間如「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

（GCTF）以「海上災害對策」與「數位人權」為主題

在台辦理 3 場工作坊，也在歐盟、史瓦帝尼、聖露西亞、

帛琉、貝里斯與印度等國家辦理海外研習營及研討會；

2 月我與美國簽署「台美國際發展合作備忘錄」，繼於 3

月舉辦「台美教育倡議」第四次高層對話。 

三、 台日關係穩健友好 

日本政府重申維持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包括官房長

官林芳正 3月表示，日本政府期盼透過對話和平解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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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問題，並將直接向中國傳達此一立場；外務大臣上川

陽子 1月在國會演說重申台灣海峽和平穩定極為重要，

這是日本外長自前年以來，連續第三年在國會開議演說

時提及台海和平。此外，在上年 11月的日中外長會談、

本年 1月的美日韓三方對話及美日外長會談中，日方均

重申維持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 

日本朝野政要訪台並祝賀我完成總統大選。如外務大臣

上川陽子在我選後第一時間發表祝賀談話；首相岸田文

雄及官房長官林芳正也表示台日互為重要夥伴，另有超

過 80名朝野政要向我申賀順利完成大選。此外，其間已

有 48位國會議員陸續率團訪台，「日華議員懇談會」會

長古屋圭司偕代理幹事長金子恭之於本年 1月訪台，觀

摩我國大選，「日本交流協會」會長大橋光夫也在同月來

台晉見總統，並拜會我新任總統及副總統當選人。 

四、 台歐關係史上最佳 

歐洲挺台密度與聲量持續上升。「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

盟」（IPAC）本年 3月發起「MIST行動計畫」（Operation 

“Measure the Impact of a Shock in the Taiwan Strait”），

強調維護台海和平穩定是各國共同的責任，並呼籲各國

政府共同防範台海衝突發生；歐洲議會 2月通過歐盟「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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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外交暨安全政策」及「共同安全暨防禦政策」兩決議

案，關切中國升高台海緊張情勢並支持深化與台灣全面

性夥伴關係；歐洲地區「福爾摩沙俱樂部」（Formosa 

Club）各國共同主席上年 11 月聯名致函「聯合國氣候

變化綱要公約」（UNFCCC）執行秘書，強力支持台灣

參與 UNFCCC 及「巴黎協定」（Paris Agreement），歐洲

議會副議長貝爾（Nicola Beer）也率 31 位歐洲議會議

員做出相同呼籲；歐盟及英、法、德、義等歐洲 31個國

家，近 350名政要在我總統大選後表達祝賀，其中歐盟

對外事務部（EEAS）、英國外交大臣卡麥隆（David 

Cameron）、德國、荷蘭、法國及義大利等國外交部皆發

布聲明祝賀我順利完成大選。 

與歐洲各國續深化交流。本人上年 11 月訪歐，應邀出

席立陶宛「民主之未來：對抗極權主義」高階論壇，並

在「拉脫維亞國際事務研究所」及愛沙尼亞「國際防禦

安全中心」兩智庫發表公開演講；立陶宛國會議長希米

利特（Viktorija Čmilytė-Nielsen）上年 10 月率團訪台，

是首位訪台之立國國會議長，立國國會友台小組主席馬

瑪竇（Matas Maldeikis）也在本年 1 月率朝野議員訪台；

此外，歐洲議會議員、比利時、挪威及捷克等國會外交

委員會議員政要亦絡繹組團訪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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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推動台歐經貿連結。台英雙方駐使上年 11 月以視

訊方式簽署「深化貿易夥伴關係」協議（ETP）；歐洲議

會已多次通過決議案表達對洽簽台歐盟雙邊投資協定

之堅定支持；本年 1 月再次以壓倒性多數通過相關報告

並特別關注台灣在全球供應鏈的重要角色且重申一貫

支持台歐盟深化經貿及投資合作的立場。 

「台歐連結獎學金」及「台歐半導體人才培育計畫」促

進台歐人才深度交流與產業合作。「台歐連結獎學金」計

畫上年共計 495名受獎生入境就學；另本年共有包括捷、

斯、波、立、義等 5國 150名優秀人才參訓來台參加半

導體培訓課程，深化交流合作。 

援助烏克蘭重建，捐贈相關物資。台捷雙方駐使於上年

11 月及 12 月以視訊方式分別簽署「有關建立促進烏克

蘭重建關鍵基礎設施能量夥伴關係瞭解備忘錄」及「有

關建立促進烏克蘭重建初級醫療照護能量夥伴關係瞭

解備忘錄」；我駐波蘭代表上年 11月也代表政府與烏克

蘭合作夥伴簽署 6項合作瞭解備忘錄。 

五、 持續深化新南向政策，創造互惠共贏 

泰國政府自上年 11 月起給予我國人為期 6 個月臨時性

免簽證待遇；本部於上年 11 月首次在台辦理印太地區



10 

 

福爾摩沙俱樂部第二屆年會，共有來自帛琉、諾魯、韓

國、紐西蘭及菲律賓等 5 國共 11 名國會議員來台參與；

另我與菲律賓消防總署合作，於上年 9 月及 11 月分別

辦理「台菲特種搜救研習營」及「台菲消防高階幹部研

習營」，共計 70 名菲律賓消防官員來台受訓。 

六、 累積國際參與動能 

國際間支持及認同台灣國際參與的力道持續攀升，如在

上年 11月「國際刑警組織」（INTERPOL）第 91屆大會

中，我國推案共獲全球逾 60 國的行政機關與立法部門

等各界重要人士聲援，包括 10 個國家的外交部長及警

政署長以致函等多元方式公開支持我案，7 個友邦代表

於大會中接連 3 日為我仗義執言，另有 19 個友邦及友

我國家代表團與我團進行雙邊會談。 

本年 1月「世界衛生組織」（WHO）第 154屆「執行委

員會」（EB）中，海地、巴拉圭、史瓦帝尼及瓜地馬拉

均在會中為我案執言；另理念相近國家挺台力道更勝以

往，美、日、英、加、澳、法、德及歐盟等國共計為我

發言 17次，其中美國及日本並明確提及台灣。 

我國持續透過參與「亞太經濟合作」（APEC）展現國際

影響力，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先生上年 11 月第 6 度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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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蔡總統出席「APEC 經濟領袖會議」（AELM），其間

我參與財政部長會議（FMM）及雙部長年會（AMM）

等會議，另也辦理 9 場 APEC 會議或活動。 

七、 積極向國際社會發聲 

本部積極透過安排國際媒體晉訪總統等多元方式向國

際發聲，自上個會期至今，本人也已經接受國際媒體採

訪逾 20 次。 

另外，本部本年 1 月協助 34國、206 家媒體、519 位國

際記者採訪我國第 16 任正副總統暨第 11 屆立法委員

選舉，包括舉行外媒說明會以及 3 組總統、副總統候選

人的國際記者會。 

在社群媒體上，本部臉書專頁追蹤數目前已逾 27 萬人，

總曝光數逾 1 億 8,500 萬次，105 個外館臉書粉絲數則

達到約 101 萬人；本部 X 平台帳號也有超過 44 萬位跟

隨者，觸及使用者累計逾 3 億 2,600 萬人次；本部

Instagram 帳號追蹤數已逾 9 萬 7 千人；本部又於上年

7 月創立 Thread 帳號，迄今追蹤數 2 萬 7 千人。 

上年 11 月「國際刑警組織」（INTERPOL）大會及「聯

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 28屆締約方大會」（UNFCCC 

COP 28）期間，我國際文宣也獲得更為廣泛的關注，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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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報導共計 469 篇次，外館館長獲刊的投書則達到 94

篇。 

八、 積極提供人道援助，善盡民主陣營夥伴責任 

我國積極援助各國對抗天災，如我國政府捐贈 6,000 萬

日圓賑濟日本能登半島震災，民間各界也共募集約新台

幣 5.4 億元，折合逾 25 億日圓善款協助日方災後重建。

本部上年 11 月捐贈 10 萬美元賑濟墨西哥 Acapulco 市

Otis 颶風受災戶，以及在上年完成執行 4 項計畫協助土

耳其及敘利亞地震重災區緊急人道援助、醫療、教育、

糧食安全、供水暨衛生等計畫，本年 1 月止已完成 9 項

計畫簽約並撥款。 

肆、回顧 8年「踏實外交」成果 

儘管面對嚴峻挑戰，外交部 8 年來始終秉持「拚外交，護台

灣」的精神，全力以赴，勇往直前，達致許多重要成果，值此

政府即將交接時期，要述我外交成果如下： 

一、 台海和平、國際共識 

國際社會更加重視維持台海和平穩定。世界各主要國家

紛紛聲明台海和平穩定是全球安全繁榮的關鍵，反對中

國片面改變台海和平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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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美安全合作持續升級。美國迄已宣布對台軍售 24 次，

並首次以「總統撥款權」（PDA）加速美方在緊急情況

下對台軍事援助，拜登政府首次批准依據「對外軍事融

資」（FMF）以贈款和貸款方式向台灣提供軍事援助資

金、台美軍事人員培訓交流合作，並首度由總統拜登在

本年 3月發表的國情咨文強調將挺身支持台海和平與穩

定及持續常態化對台軍售，另外，更首度為台灣單獨匡

列特定預算項目，在「2025 會計年度預算」編列 1 億美

元「歷史性」援台預算。 

重要國際會談發布友台聲明。包括「七大工業國集團」

（G7）峰會、北約 31 國領袖峰會、歐盟 27 國領袖峰會、

美日韓大衞營峰會、澳英美三方安全夥伴（AUKUS）、

美菲元首峰會、日法領袖電話會談、美義領袖峰會、美

歐盟中國議題高階對話等皆發表對台友好聲明。 

歐洲空前挺台並加入全球民主國家重視台海和平的共

識。歐盟領袖持續強調對台海和平穩定的關切，呼籲歐

洲在台海巡航維護台灣海峽自由航行權；法國頒布「7 年

建軍法案」是全球首個以立法方式保衛台海自由航行權

的國家；德國外長貝爾柏克（Annalena Baerbock）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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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FCCC COP 28 閉幕全會執言，也創下理念相近國家

首度在該場域發言助我紀錄。 

二、 民主夥伴、相挺台灣 

台美關係堅若磐石。105年 5月迄今美國共 38 名聯邦參

議員、119 名聯邦眾議員訪台，包括時任聯邦眾議長裴

洛西（Nancy Pelosi）於 111 年率重量級國會領袖團訪台

以及蔡總統會晤時任聯邦眾議長麥卡錫（Kevin 

McCarthy）；美國會挺台力量達到史上最強，近年來陸

續通過「台灣旅行法」、「亞洲再保證倡議法」及「台

灣友邦國際保護暨強化倡議法」（「台北法案」）等法

案；美國「綜合撥款法」及「2023 國防授權法」將「台

灣學人計畫」、「台灣保證法」及「對外軍事融資」納

入撥款用途等。 

台歐關係史上最佳。訪賓層級及人數迭創紀錄，自 106

年起已逾 2,200 位歐洲訪賓訪台，包括捷克參議長韋德

齊（Miloš Vystrčil）、眾議長艾達莫娃（Markéta Pekarová 

Adamová）、英前首相特拉斯（Liz Truss）、立陶宛國會

議長希米利特等；德國部長級官員時隔 26 年再次訪台；

捷克準總統帕維爾與蔡總統通話則創下歐洲首例；我國

以「台灣」名稱在立陶宛設立代表處，並在法國普羅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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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及義大利米蘭設立辦事處；其間僅歐洲議會即通過逾

40 項的友我決議案。 

台日關係共榮典範。106 年我政府負責對日工作之「亞

東關係協會」更名為「台灣日本關係協會」；106 年日

本政府自 1972年台日斷交後首度派遣總務副大臣訪台，

繼有森喜朗及麻生太郎二位前首相等重量級領袖訪台，

層級迭創新高；2023 年日本新版「外交藍皮書」及「防

衛白皮書」將台海和平穩定列為重要事項；同年共有 115

位國會議員訪台，人數打破紀錄並呈數倍成長。 

台澳關係強勁夥伴。澳洲政府屢透過政府高層聯合聲明

支持台海和平穩定，總理艾伯尼斯（Anthony Albanese）

上年在訪中期間公開表達支持台海現狀；前總理艾伯特

（Tony Abbott）、騰博（Malcolm Turnbull）、莫里森（Scott 

Morrison）等接連訪台；此外，持續支持台灣參與國際

組織和國際活動，並於 111年正式加入「全球合作暨訓

練架構」（GCTF），以及與我國和紐西蘭及加拿大共同

簽署「原住民族經濟貿易合作協議」（IPETCA）。 

全球「福爾摩沙俱樂部」壯大友台力量。自 108 年起，

歐洲暨加拿大、拉丁美洲、非洲、亞西、印太、加勒比

海等 6 個地區友台議員陸續成立「福爾摩沙俱樂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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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結來自超過 80 個國家、逾 1,300 位友台議員持續在國

際發聲力挺台灣。 

洽簽雙邊司法互助協定。自 105 年起我國對外簽署條約

協定 14 件，包括波蘭、斯洛伐克及德國等國，並與多國

執法單位合作，如蒙特內哥羅、北馬其頓及波蘭等，將

我國籍嫌犯遣送引渡回台。 

三、 經貿外交、布局全球 

台美經貿合作再強化。開啟台美首屆「經濟繁榮夥伴對

話」（EPPD）並已連續舉行 4 年；建立台美「科技貿易

暨投資合作架構」（TTIC）及「台美科技合作對話」（STC-

D）；簽署「台美 21 世紀貿易倡議」首批協定；此外，

解決台美雙重課稅問題也已經獲得各界的共識和進展。 

台加、台英、台韓、台日經貿關係更升級。上年我國與

加拿大簽署「投資促進及保障協議」（FIPA）；同年我

國也與英國簽訂「深化貿易夥伴關係協議」（ETP）；

台、韓在 110年簽署「避免所得稅雙重課稅及防杜逃稅

協定」（ADTA）並於 112 年生效；我國與日本在 106 年

簽署「關務合作及互助協定」，並於 107 年首度舉行「台

日第三國市場合作委員會」，迄今已舉辦 6 屆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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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新南向政策」，互惠共贏。我國與新南向政策目

標國家雙向貿易總額成長逾 8 成，新南向國家成為台灣

最大海外投資地區；紐西蘭、新加坡、馬來西亞及泰國

對台免簽，其他目標國則給予我國簽證便利待遇；另有

逾 20 萬新南向學生來台留學。 

積極推動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

我國於 110 年 9 月正式提出申請加入 CPTPP，並於 111

年完成所有修法工作，目前各成員國皆已瞭解我國爭取

入會之決心及準備情形。 

強化參與世界貿易組織（WTO）。我積極參加 WTO 第

11 屆及 12 屆部長會議增進我國實質經貿利益，另我駐

WTO 代表團並爭取擔任 WTO 各委員會及工作小組主

席等重要職務，以助我國深入參與 WTO 運作及增加能

見度。 

四、 貢獻世界、善的循環 

推動防疫外交，貢獻國際社會。疫情期間我國援贈 80 多

國、超過 5,000 萬個醫療口罩；美、日、歐回贈我逾 905

萬劑新冠疫苗，形成善的循環。 

人道援助烏克蘭。為協助烏克蘭，我政府及民間捐款計

近 1.2 億美元，捐贈物資逾 950 公噸；協助烏克蘭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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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執行 3,000 場手術，捐贈救護車等人道援助；與歐

銀及歐盟等多國簽署聯合聲明支持烏國戰時韌性與戰

後重建。 

台灣善心，關懷世界。如踴躍捐輸土耳其及敘利亞大地

震、摩洛哥震災及利比亞洪災，總金額逾 4,200萬美元；

派遣 2 梯次搜救隊前往土耳其協助震災人道救援。 

攜手友邦，永續家園。我國與友邦推動雙邊合作計畫，

在農業、醫療、衛生、教育、科技、婦女賦權、氣候調

適及基礎建設各方面，協助友邦發展，以「台灣模式」

實際嘉惠當地人民。 

公布新版「國際合作發展政策白皮書」。本部於上年公

布我國新版「國際合作發展政策白皮書」，呈現我國秉

持「踏實外交，互惠互助」原則以及我援外工作過去 8

年的重要發展與未來展望。 

五、 國際發聲、看見台灣 

國際看見台灣。蔡總統於「公元兩千論壇基金會」、「哥

本哈根民主高峰會」、「Concordia 年度峰會」等重要國

際論壇發表演說，並登上「時代雜誌」2020 全球百大人

物以及榮獲美「哈德遜研究所」頒贈「全球領導力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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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層外交成果豐碩。蔡總統成為 1979 年以來首位與美

國、捷克準總統通話的我國元首；8 年來蔡總統、賴副

總統及時任陳副總統共計 17次出訪友邦。 

積極為台灣發聲。除安排蔡總統、賴副總統及陳前副總

統暨行政院長等我政府高層接受各大國際媒體專訪外，

另本人上任至本年 1月底已接受國際媒體訪問計 315場

次，接見 1,031家（次）外媒、1,292 名（次）記者，獲

刊報導超過 1,539 篇。 

外媒增派駐台記者搶先報導台灣故事。國際媒體駐台家

數及人數攀升至 20 國、82 家、174 人，較 8 年前成長

超過 1 倍，有助全球瞭解台海現況，提升台灣國際能見

度。 

六、 拓展外交、走向世界 

外交達陣歐陸友好國家。如本人出訪義大利、比利時、

丹麥、波蘭、捷克、斯洛伐克、愛沙尼亞、拉脫維亞、

立陶宛等國。 

新設 7 個外館。在立陶宛、索馬利蘭、象牙海岸、普羅

旺斯、米蘭、蒙特婁、孟買分別設立代表處和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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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連結歐洲更寬廣便利。我國籍航空新增米蘭、慕尼

黑、布拉格等直航歐洲 3 航點。 

擴大加入國際組織。8 年來我國成功推動加入如國際藥

政主管機關聯盟（ICMRA）、更安全天空諮詢委員會

（SSCC）、全球金融創新聯盟（GFIN）、南印度洋漁業

協定（SIOFA）等 12 個政府間國際組織。 

支持我國際參與聲量大幅提升。我參與聯合國體系推案

從 105 年由友邦及少數理念相近國家為我執言，逐漸提

升至現已廣獲國際社會支持，如推動參與「世界衛生大

會」（WHA）所獲為我執言的理念相近國家支持，由 106

年 4 國增加至 112 年 13 國，另 G7 外長會議已連續 3

年、衛長會議聯合公報已連續 2 年明確支持台灣參與；

111 年美拜登總統、歐盟理事會主席米歇爾（Charles 

Michel）皆在聯大總辯論發言支持台海和平穩定，呼應

我訴求；上年捷克總統帕維爾續在聯大總辯論為我發聲，

另 G7 外長及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在聯大期間

發表的主席聲明則是首度納入支持台灣有意義參與國

際組織的文字。 

伍、結語 

外交部當繼往開來，持續全力不懈推動各項外交工作與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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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鞏固邦交以及強化與理念相近國家實質關係，以捍衛我

國家主權與安全，維護我國人權益，擴展台灣國際空間，讓

台灣繼續邁向世界，走向未來。本部全體同仁也將繼續克服

挑戰，掌握契機，全力以赴，以不負國人之期待，也期盼大

院各位委員持續支持並指教。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