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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女士、先生，大家早！ 

感謝貴委員會邀請本人前來進行外交業務報告。以下，將就

當前臺灣推動對外工作所面對的外部主要挑戰或威脅、自

大院上個會期至今，外交部的重要工作成果，以及未來的重

點工作面向，進行報告並備詢，敬請指教。 

壹、前言 

今天是蔡總統第二任期以來，外交部在大院進行第一次整

體業務報告。與四年前相比，臺灣目前面對的外部情勢更加

嚴峻，也存在更多變數，我們深感任重道遠。展望未來四年，

外交部會持續全力以赴，捍衛國家主權、維護國家利益、鞏

固邦誼、爭取參加更多國際組織、強化和友邦的合作，和美

國、日本及歐盟等理念相近國家深化夥伴關係，擴大合作領

域，也會更積極參與區域的合作機制。 

貳、當前臺灣推動外交工作所面對的外部主要挑戰或威脅 

當前國際政經局勢變化劇烈，與此同時，印太區域的安全也

存在許多不穩定因素，外交部會持續密切關注並妥為因應。

近來相關重要情勢發展，主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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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國持續在國際上對臺灣打壓進逼：中國在國際上

對臺灣的打壓從來沒有停止過，特別是近來中國面

對國內危機和外部困境，企圖對外尋找「替罪羔羊」，

鞏固其統治正當性，因此全力推動「一國兩制台灣

方案」，不斷升級對臺灣的文攻武嚇。繼香港之後，

臺灣已是中國的下一個目標。中國各種對臺惡行不

只片面破壞臺海穩定現狀，亦對印太區域的和平與

穩定造成嚴重威脅，已引起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和

疑慮。 

二、 武漢肺炎疫情全球延燒：全球疫情未見緩和，迄今

已有超過 3,100 萬人確診並有近百萬人喪生，近月

來全球各地陸續爆發第二波疫情，人類生命仍受到

威脅，且嚴重影響全球的交通、貿易、旅行往來等，

重創各國經濟。臺灣防疫成效良好，但是仍受到全

球疫情蔓延的波及。 

三、 區域安全潛藏隱憂：美中對抗升級，南海情勢緊繃，

印中邊境軍事對峙，中國政府強行通過「港版國安

法」、加大對新疆、西藏與內蒙的掌控，同時對臺灣

武嚇升級，北韓核武威脅仍在，區域安全環境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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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挑戰。 

四、 國際經貿局勢充滿變數：武漢肺炎疫情對全球經貿

已帶來嚴重衝擊，也迫使各國面臨全球供應鏈重組，

「世界貿易組織」（WTO）月前預測，本年全球貿易

下跌13%；美中雖於本年初簽署第一階段貿易協議，

但雙方在金融及科技領域方面的爭議仍有待解決；

此外，其他國家間簽署之自由貿易協定或「跨太平

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及「區域全面經濟

夥伴協定」（RCEP）等區域經濟整合趨勢，對臺灣

經濟均將造成連動影響。 

参、自立法院上個會期迄今「踏實外交」重要努力成果 

一、國際防疫合作提升、讓世界看見台灣 

武漢肺炎再次印證病毒無國界，全球防疫不容許有任何

缺口，彰顯全球公衛合作的重要性。臺灣在雙邊及多邊

架構下，與國際社會攜手合作防堵疫情，我們除了已捐

贈超過 80個國家計逾 5,300萬片醫療口罩或熱像體溫顯

示儀等防疫物資，合作共享疫苗研發及防疫交流，也積

極分享「臺灣模式」防疫經驗，落實「Taiwan Can He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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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aiwan is Helping！」的理念。 

我國的善舉與貢獻受到國際社會普遍肯定，例如美國國

務卿龐培歐（Mike Pompeo）、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及歐

盟執委會主席馮德萊恩（Ursula von der Leyen）等多國政

要公開感謝我國援贈。 

在與世界連結方面，疫情期間雖然人員往來停滯，我們

仍善用科技，用視訊會議、國際媒體視訊專訪的方式讓

世界看見台灣。政府努力推動我國含總統在內的政要與

國外的政要、學者、重量級媒體、以及國外民眾分享臺灣

的防疫經驗。陳前副總統也曾以線上參與的方式出席英

國下議院衛生委員會的聽證會，有效提升臺灣的國際能

見度。 

二、邦交關係穩定友好 

本年因受疫情影響，暫緩安排元首出訪及友邦高層邀訪；

迄僅宏都拉斯國會第二副議長卡斯楚（Denis Armando 

Castro Bobadilla）夫婦訪臺。 

史瓦帝尼國王恩史瓦帝三世 （King Mswati Ⅲ）、瓜地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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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總統賈麥岱（Alejandro Giammattei）、宏都拉斯總統葉

南德茲（Juan Orlando Hernández）、聖露西亞總理查士納

（Allen Chastanet）及諾魯共和國總統安格明（Lionel 

Aingimea）等友邦正副元首錄製影片，致賀蔡總統就職，

彰顯邦誼友好；多個友邦政要另以致函及透過社群媒體

等方式表達祝賀。11 位友邦元首及多個友邦政要分別以

不同方式對故李前總統辭世表達哀悼與景仰。 

蔡總統於 7月 18日應邀參加天主教臺北總教區第 8任總

主教鍾安住就職大典彌撒，總統致詞肯定天主教多年來

在社會福利、教育及醫療等領域對臺灣的貢獻，展現我

對國內天主教團體之高度重視，臺梵合作友好緊密。 

我國與友邦各項雙邊合作計畫順利進行，持續洽簽合作

協定，如與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簽署《代謝性慢性病

防治體系強化計畫執行協議》，與貝里斯簽署《種羊暨輔

導體系強化計畫合作協定》；友邦元首及政要多次公開感

謝我協助當地農技發展、基礎建設及援贈防疫物資，並

重申對臺邦誼篤睦堅實，對於我參與國際組織各項推案

亦表達堅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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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臺美夥伴關係穩健發展 

臺美關係堅實穩固，穩健發展，除增進互信之外，也持續

透過不同方式強化夥伴關係，並擴大合作領域。 

川普總統於 3月 26日簽署「2019年台灣友邦國際保護暨

強化倡議法案」，簡稱「台北法」（TAIPEI Act），支持臺美

進一步強化雙邊經貿關係及臺灣參與國際組織；美國在

台協會台北辦事處（AIT/T）於 8 月 31 日在官方網站上

公布美政府有關 1982 年「八一七公報」及「六項保證」

（Six Assurances）之解密電報，並重申「六項保證」為美

國對臺政策之基本要素。 

美國衛生部長阿札爾（Alex Azar II）於 8月上旬率團訪

臺，係自 1979年以來訪臺排序最高之美政府閣員，期間

並見證臺美簽署「醫衛合作瞭解備忘錄」；國務院主管經

濟成長、能源與環境次卿柯拉克（Keith Krach）於 9月中

旬訪臺，係 1979 年以來美國務院訪臺層級最高的官員，

雙方就各項議題及未來合作項目深入交換意見。 

美國政府高層多次發表友我言論，例如國務卿龐培歐於

5 月 19 日發表公開聲明祝賀蔡總統就職，另於 7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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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演說，再次肯定臺灣民主發展；「美澳部長級諮商會

議」（AUSMIN）7月 28日發布聯合聲明，美澳重申臺灣

在印太區域扮演之重要角色。 

川普政府已 7度宣布對臺軍售，總額高達 132.5億美元；

白宮於 5月 21日公布「美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之戰略方

針」報告，重申《台灣關係法》對我安全承諾。 

美聯邦參、眾兩院支持臺灣，聯邦參院軍事委員會主席

殷霍夫（James Inhofe, R-OK）所提「要求國務卿研擬策

略協助臺灣重獲 WHO 觀察員地位法案」於 5 月間獲參

院一致同意通過；聯邦眾院「國會台灣連線」共同主席領

銜共 205 位聯邦眾議員於 5 月間聯名致函 WHO 幹事長

譚德塞（Tedros A. Ghebreyesus），力促渠邀請臺灣出席本

年「世界衛生大會」（WHA）。 

本年臺美日在「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GCTF）下合辦 3

場活動，並於 6 月 1 日在外交部舉行成立 5 週年聯合記

者會，發布《「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5 週年聯合聲明》，

展現臺美日持續強化三邊合作夥伴關係之決心。 

外交部於 7月 3日宣布，將在美國關島恢復設立「駐關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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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蔡總統於 8 月 28 日宣布開放美

豬、牛進口政策後，獲得包括美副總統彭斯（Mike Pence）

等逾 80 位美各界人士齊聲肯定。 

四、臺日關係持續增進 

臺日關係穩健友好，日本近年在國際場域更支持臺灣，

顯示雙方的雙邊互動逐漸發展至多邊議題，例如前首相

安倍晉三在國會應詢時重申支持我參與 WHO。今年的世

界衛生大會，當時的日本厚生勞動大臣（現任內閣官房

長官加藤勝信），更在大會致詞中直接提到臺灣，表示日

本為我國發聲的內容越加明確且直接。 

臺日間各面向合作制度更臻完善，如第 44屆「臺日經濟

貿易會議」之期中檢討會，以視訊方式於 7 月 28 日舉

行，就第 44 屆會議各項議題決議事項檢視執行進度及成

效；第 3 屆「臺日第三國市場合作委員會」於 7 月 29 日

召開期中檢討視訊會議，就各項議題廣泛交換意見。 

國會議員間的交流展現雙方深厚情誼，日前首相森喜朗

分別於 8 月及 9 月兩度率跨黨派國會議員團訪臺弔唁故

李前總統及參加追思告別禮拜。另日本 16個地方議會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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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通過相關聲明或決議案，表示支持我參與 WHA。 

我政府於 7 月慰問日本豪雨災情並捐款協助賑災，期盼

未來雙方能加強在減災、整備、應變與重建等領域之經

驗交流與合作。 

五、臺歐關係穩健邁進 

臺歐關係持續穩健開展，雙方在民主、自由及人權等共

享價值上，繼續深化交流合作，臺灣也成為歐洲國家在

亞洲的「價值夥伴」。 

臺歐盟間的制度性諮商管道多元且健全，雙方透過「人

權諮商」、「勞動諮商」、「數位經濟對話」及「產業對話會

議」等平臺，持續深化雙方合作關係，成果豐碩。 

歐洲 15 國政要、國會議員、歐洲議會及友我人士等以發

表聲明、致函、推文及拍攝影片等多元方式祝賀蔡總統

就職，並肯定我國民主成就；蔡總統應「民主聯盟」

（Alliance of Democracies）邀請，於 6 月 19日在「哥本

哈根民主高峰會」（Copenhagen Democracy Summit）視訊

會議上以錄影方式發表演說，分享臺灣防疫成果及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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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強調全球理念相近民主國家應更加密切合作。 

臺灣與歐洲各國交流合作領域更加全面，臺灣與荷蘭度

假打工瞭解備忘錄自 4 月 1 日起正式生效實施，荷蘭駐

臺代表機構自 4 月 27 日更名為「荷蘭在台辦事處」

（Netherlands Office Taipei），反映臺荷關係全面發展現

況；我政府於 8 月 25 日宣布將在法國南部設立「駐普羅

旺斯臺北辦事處」，以深化臺法多領域合作交流。 

歐洲議會及多數歐洲國家國會均堅定支持臺灣。如歐洲

國家大力支持我 WHA 案，歐洲議會合計超過 190 位議

員先後致函歐盟外交暨安全政策高級代表 Josep Borrell

及歐盟會員國衛生部長籲請支持我案；捷克參議院議長

維特齊（Miloš Vystrčil）應大院游院長邀請，於 8 月下旬

率領捷克參議員及企業界代表訪臺，以深化臺捷雙邊關

係；德、英等 10 國國會亦分別以致函 WHO幹事長或通

過決議案方式支持我案；陳前副總統應英國會下議院衛

生委員會主席 Jeremy Hunt 邀請，於 6 月 3 日以視訊方

式出席該委員會聽證會，說明我國防疫成果與經驗；比

利時聯邦眾議院全會於 7 月 16 日以壓倒性票數通過「臺

灣的國際地位」決議案，籲請比國政府鼓勵兩岸恢復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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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避免片面改變臺海現狀。 

六、新南向政策持續深化 

我國持續與「新南向政策」目標國深化多元交流，並已取

得階段成果。 

在經貿投資方面，本年至 6 月我國與新南向國家貿易總

額達 519.2億美元。另第 3季將以雙邊視訊方式辦理 6國

產業鏈結論壇，交流防疫產業合作，及對接智慧城市、綠

能科技及食品生技等產業。 

在人員交流方面，雖因疫情觀光人次緊縮，惟仍持續透

過社群媒體等平臺進行交流，如本年本部再度與菲、越、

泰、馬等 4 國合作製播「攜手臺灣」國情節目。 

在資源共享方面，延續「一國一中心」策略，以印度、印

尼及緬甸等 8個目標國為基礎，辦理 10 多場視訊會議或

演講，分享臺灣防疫經驗，迄 6 月下旬並已協訓新南向

國家 30 多位醫事人員。另在區域鏈結部分，我與新南向

國家簽署多項協議及合作，包括臺越投資保障協定更新

於 5 月下旬正式生效。 



12 

 

第四屆「玉山論壇」將於本年 10 月在臺北舉行，主題為

「共同打造堅韌未來」，彰顯臺灣在後疫時代加強推動

「新南向政策」的能量。 

七、累積國際參與動能 

由於中國的阻撓，臺灣尚未能參與聯合國體系，然而

「Taiwan can help」已是國際社會廣泛認可的事實，越來

越多國家的行政與立法部門、媒體與大眾輿論都為臺灣

發聲，凸顯臺灣訴求的正當性及合理性。 

本年國際支持臺灣參與 WHA 的力道空前強勁，除我國

友邦外，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加拿大總理 Justin Trudeau、

澳大利亞總理Scott Morrison、紐西蘭總理 Jacinda Ardern、

美國衛生部長阿札爾及國務卿龐培歐等多國高層政要，

以及許多國家的行政部門、立法部門、政要及意見領袖

皆以不同方式公開支持我國以觀察員身分參與 WHA。 

本年我推動參與聯合國案再度以「臺灣為全球落實永續

發展目標（SDGs）之重要夥伴」為主軸，配合「來自臺

灣的祝福」文宣短片，向國際社會展現我國人民對參與

聯合國體系的期盼，以及臺灣是全球在抗疫及復甦的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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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夥伴。本年續洽請友邦繼續在聯大總辯論為我執言及

致函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籲請以

適當方式接納臺灣的參與。 

我國與「亞太經濟合作」（APEC）之合作關係持續提升，

我國 14 位專業人士續任（獲選）APEC 次級論壇幹部。

本年諸多會議雖受疫情影響而遭取消或改以視訊方式舉

行，然我國仍積極參與，迄今已出席（舉辦）至少 96 場

APEC 相關實體或視訊會議，並爭取 APEC 重要聲明納

入我國施政概念及防疫成果。此外，本年我國於 APEC

提出之計畫共計 15 件獲 APEC 補助，總金額逾 123 萬

美元，已超越我國本年捐贈之 90 萬美元。 

「世界動物衛生組織」（OIE）於 6 月 16 日認定我國為

「不施打疫苗口蹄疫非疫區」，係我國自發生口蹄疫疫情

後，多年來政府與民間共同努力進行動物防疫工作，獲

得國際組織肯定之重要里程碑。 

我國持續強化與各開發銀行關係，並協助我國企業爭取

商機。在疫情肆虐下，本年業與「歐洲復興開發銀行」

（EBRD）合辦商機網路座談會；7 月協助財團法人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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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發展基金會與「亞洲開發銀行」（ADB）永續發展與

氣候變遷局簽署合作協議書，就地球觀測科技建立交流

與合作；8 月「中美洲銀行」（CABEI）董事會通過由我

國合會提供優惠貸款，協助中美洲地區推動經濟復甦。

另我持續深化與「世界選舉機關協會」（A-WEB）合作，

於 7 月接受我方派員至該會秘書處任職。 

八、積極向國際社會發聲 

外交部持續積極透過多元方式向國際發聲，讓世界聽到

臺灣。本人自本年 3 月至 9月受訪 36 次，包含美國「有

線電視新聞網」（CNN）及「福斯新聞」等美、英、德、

日等國家主流媒體，計獲刊播 58 篇報導。另亦安排國際

媒體晉訪陳前副總統等官員或學者，分享我國成功的抗

疫經驗。 

本部臉書專頁設立至今，已吸引逾 18 萬人追蹤，外館臉

書粉絲計近 42 萬人，針對重要推案透過 96個外館臉書

及 224 個駐外網站串聯宣傳；推特帳號觸及使用者累計

超過 1 億 461萬人次，有效提升我國際能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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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我國與非洲索馬利蘭共和國互設代表處 

我國駐索馬利蘭共和國代表處於 8 月 17 日正式開館，並

簽署「中華民國（臺灣）政府與索馬利蘭共和國政府技

術協定」，而索馬利蘭共和國駐台灣代表處也於 9 月 9 日

揭牌，增加我推展對非洲工作之據點。 

肆、持續推進「踏實外交」 

面對當前嚴峻複雜的局勢和挑戰，外交部會持續積極推進

「踏實外交」，各項重點工作或方向如下： 

一、鞏固邦交：全力鞏固現有邦交關係，包括強化駐館

資源和掌握情資。我們也會持續推動高層交流，並

在既有基礎上，推動雙邊合作計畫，也會和美國等

重要友我國家共同協助友邦，但絕對不會和中國進

行無謂的金錢外交競逐。 

二、深化與理念相近國家等非邦交國的關係：我們會善

用國際友我氛圍，結合國際友我力量，持續強化與

美、日、歐、加、澳、紐等理念相近國家的實質關

係，擴大合作領域，共同因應各項威脅與挑戰，攜

手促進區域和平穩定與繁榮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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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擴大國際參與並積極做出貢獻：我們會秉持「務實、

專業、有貢獻」的原則，並結合各種資源和力量，持

續爭取參與更多國際組織，同時也會全力維護我國

在已加入國際組織內的權益。在武漢肺炎疫情期間，

外交部積極爭取充分參與 WHO 相關會議與機制，

並與其他友好國家合力抗疫，為全球防疫做出貢獻。

此外，臺灣 NGOs 參與國際事務能量充沛，外交部

將續與各領域的 NGOs 合作，公私協力拓展我國際

參與空間。 

四、深化推進「新南向政策」：政府會在既有基礎上，持

續深化推動「新南向政策」，連結「印太戰略」，聚

焦經貿合作、人才交流、資源共享及區域鏈結四大

主軸，充分發揮臺灣軟實力，創造互利共贏新合作

模式，為區域繁榮及永續發展做出具體貢獻。 

五、爭取加入區域經濟整合機制及強化區域合作：政府

全力推動加入區域經濟整合機制，其中 CPTPP 為最

優先目標，現階段推案重點為整合國內外資源，持

續建立我與各成員國之 CPTPP 互動軌道，透過雙邊

管道及多邊場域，積極爭取各會員國之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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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讓國際聽見臺灣的聲音：外交部持續透過多元方式

向國際社會發聲，傳達臺灣貢獻國際社會之努力與

成果，讓世界更瞭解及更支持臺灣各項訴求，尤其

加強運用包括臉書、推特、Instagram、YouTube 等新

媒體平臺，展現公眾外交的正向能量。 

七、善盡國際責任：臺灣除與理念相近國家密切合作，

共同應對當前威脅和挑戰，也會落實聯合國的「永

續發展目標」，善盡國際責任，對國際社會做出更多

貢獻。此外，臺灣將堅守「維持臺海和平穩定現狀」

的國際共識，並捍衛自由民主等共享價值及以規則

為基礎的國際秩序。 

八、精進為民服務及便民措施： 

外交部會持續精進各項為民服務工作和便民措施，包括

已有 170 個國家或地區給予我國人免簽證、落地簽、電

子簽證及自動查驗通關等待遇。另為進一步提升我國護

照封面的臺灣（TAIWAN）辨識度，增進國人旅遊權益及

便利，外交部已精進護照封面設計，放大「TAIWAN」字

樣，該新版護照預訂於明（2021）年 1 月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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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因疫情封鎖邊境或實施入境隔離檢疫措施，外交部

多月來除多次協助我滯留海外國人陸續返臺，同時力洽

外國政府放寬我國人入境限制，未來會續加強辦理。 

伍、結語 

本人要再次感謝大院及各位委員對外交部的支持與鼓勵，

面對國際局勢劇烈變化，區域安全遭受挑戰與威脅，中國對

臺文攻武嚇升級，外交部會繼續全力推動「踏實外交」各項

工作，向全世界展現臺灣的活力、專業及韌性，並守護臺灣

的主權、尊嚴及民主價值，也期盼大院各位委員持續支持並

指教。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