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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蔡總統於111年10月10日國慶大會以「給世界一個更好

的臺灣—堅韌之島、韌性國家」為題發表演說，指出從全球

疫情嚴峻到逐漸解封，臺灣人民始終團結一致渡過各種衝擊

及挑戰，防疫及經濟表現獲得世界的肯定。面對疫後的世界

秩序，臺灣將朝向「韌性國家」發展，以因應變動中的世局，

而「民主韌性」的建立更是守護臺灣的關鍵。我國在政府努

力及人民支持下，進一步深化民主體制、堅持普世的良善價

值，爭取更廣泛的國際認同及支持。

回顧111年，中國持續對臺的軍事侵擾及8月在臺周邊海

空域的實彈軍演升高區域緊張，企圖片面改變臺海現狀，受

到國際社會嚴正的關切，如「七大工業國集團」（G7）外長聯

合發表聲明強力支持民主臺灣，美國、澳洲及日本三國外長

也譴責中國軍演影響國際和平與穩定等。民主陣營大力聲援

及擴大與我國的緊密合作關係，凸顯臺灣的民主、戰略地位

及關鍵產業鏈對於維繫國際安全及秩序的重要性，印證臺灣

是堅實的全球民主夥伴。

臺美雙邊關係堅實穩固，持續深化各領域的合作夥伴關

係。拜登（Joe BIDEN）總統、賀錦麗 （Kamala HARRIS） 副總

統等美方高層數度公開挺臺，重申履行「臺灣關係法」及「六

項保證」對臺承諾。拜登政府12月第8度宣布對臺軍售，高

度重視臺灣的防衛能力，彰顯對臺堅定的安全承諾。

美國行政及立法部門支持我國際參與及強化友臺的立場

及行動持續累積，例如拜登總統簽署「要求國務卿擬定策略

協助臺灣重獲『世界衛生組織』（WHO）觀察員地位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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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發表「臺灣以觀察員身分

參與『世界衛生大會』（WHA）聲明」；美國國會提出的友臺

法案及決議案超過80項，更創下歷史新高；而 111年共計28
位聯邦參眾議員訪臺，展現美國立法部門不分黨派對臺的強

力支持，其中眾議院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8月率團訪

臺，為25年來訪臺層級最高的美方國會政要。

在經貿及科研合作層面，「臺美 21世紀貿易倡議」於

8月正式啟動協商談判，是臺美關係重大突破；另在「臺美

經濟繁榮夥伴對話」（EPPD）、「臺美教育倡議」（US-Taiwan 
Education Initiative）、「科技貿易暨投資合作架構」（TTIC）及

「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GCTF）等機制下，持續深化各領域

的合作交流。

臺歐關係擴展穩健，深化民主夥伴關係。蔡總統應丹麥

「哥本哈根民主高峰會」（Copenhagen Democracy Summit）及捷

克第26屆「公元兩千年論壇」（Forum 2000）邀請發表演說及

分享臺灣民主經驗；本人也於該論壇呼籲民主國家團結一致

對抗威權擴張。歐盟理事會主席米歇爾（Charles MICHEL）於

聯大總辯論演說公開支持臺海穩定；德國、法國、瑞典及捷

克等國政府強調對臺海和平的關切。

歐洲國家及歐洲議會1年間通過29項友我決議案；歐洲

議會副議長畢爾（Nicola BEER）7月訪臺，為首度正式訪臺的

議會高層，另歐洲議會「國貿委員會」（INTA）副主席阿西馬

柯波蘿（Anna-Michelle ASIMAKOPOULOU）12月率正式代表團

訪臺；法國國會4度組團訪臺；我國於110年11月成立「駐立

陶宛臺灣代表處」後，立國經濟暨創新部、農業部及交通及

通訊部等4位政務次長陸續率團訪臺，並無懼中國威懾，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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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9月在臺設立代表機構；我國與斯洛伐克於111年6月簽

署的「民事暨商事司法合作協議」，是我國與歐盟國家簽署的

首份民商事司法合作協議，深具意義。 
臺日關係更為緊密友好，日本已故前首相安倍晉三積極

提倡「台灣有事，等同日本有事及日美同盟有事」的國際戰

略，岸田政府4月公布首份「外交藍皮書」表明支持臺灣重獲

WHA 觀察員身分；另7月發布新版「防衛白皮書」重申「臺

灣情勢穩定對日本安全保障與國際社會穩定至關重要」。此

外，日方公開歡迎我國申請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

（CPTPP ），係最支持我國的成員國家。

日本重要國會訪團訪臺，包括：國會跨黨派友臺議員團

體「日華議員懇談會」古屋圭司眾議員，以及由前防衛大臣

石破茂眾議員與前防衛大臣浜田靖一眾議員共同率團的「思

考日本安全保障議員之會」等，體現臺日情誼深厚。

我國在兼顧防疫下持續推動友邦高層互訪，帛琉共和國

總統惠恕仁（Surangel S. WHIPPS, Jr.）、史瓦帝尼國王恩史瓦

帝三世（King MSWATI Ⅲ）、馬紹爾群島共和國總統柯布亞

（David KABUA）、諾魯共和國總統昆洛斯（Russ Joseph KUN）、
貝里斯總理布里仙紐（John BRICEÑO）、聖文森及格瑞那丁總

理龔薩福（Ralph GONSALVES）、吐瓦魯國總理拿塔諾（Kausea 
NATANO）、聖露西亞總理皮耶（Philip J. PIERRE）、聖克里斯

多福及尼維斯聯邦總理德魯（Terrance DREW）等友邦元首及

高層官員率團訪臺並簽署多項雙邊協定。陳前副總統9月以總

統特使身分前往梵蒂岡出席先教宗若望保祿一世（John PAUL I）
榮列真福品大典；另賴副總統於11月率團出訪帛琉，均彰顯

我邦誼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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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社會聲援我國際參與的動能再創新高，尤以臺灣對

全球防疫及公衛的貢獻受到高度的肯定，支持我國參與國際

公衛機制成為國際關注議題。我國推動參與 WHA/ WHO 案，

總計獲得全球88國、超過3,800名各國行政官員、國會議員及

各領域的國際友人聲援；G7及歐盟連續兩年在外長會議聯合

公報中納入支持臺灣參與 WHA 及 WHO 段落，更在 G7衛生部

長會議聯合公報首度聲援臺灣；歐洲、拉美、印太、亞西及

非洲地區跨國會議員平台「福爾摩沙俱樂部」（Formosa Club）
也積極聲援臺灣。

2月24日俄羅斯揮軍入侵烏克蘭震驚全球，為與民主陣

營共同協助烏克蘭抵抗俄國侵略，我國政府結合民間力量捐

助超過 600噸人道救援物資及逾4,000萬美元援款，另於112
年編列5,600萬美元協助烏國的重建計畫。臺烏兩國同處民主

對抗威權侵略的前線，我國將持續與烏克蘭人民站在一起，

展現民主夥伴的堅實情誼。

作為國際間的良善力量，臺灣與全球民主國家共享自

由、民主與人權的價值，位處地緣戰略的關鍵位置，在疫後

全球供應鏈及遏阻威權體制擴張，均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

中國對臺軍事恫嚇、外交打壓及認知作戰等複合式威脅勢必

加劇，臺灣並不會退縮，而是更具強化自我防衛及捍衛國家

主權與民主的決心，也將盡最大努力成為區域安全穩定的關

鍵力量，並期盼與理念相近國家及民主夥伴團結合作，確保

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以及維護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

外交部部長 吳釗燮 謹序

中華民國112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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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 外交部於 78 年首度編印「中華民國七十七年外交年

鑑」，嗣按年續編，迄 111年底共出版外交年鑑 33冊（78
年及 79 年合併出版）；此次續編，資料涵蓋期間自 111
年 1 月 1 日至 111 年 12 月 31 日。

二、本年鑑之章節依題材分為本文、外交活動圖片及附錄

三部分。本文包含外交施政方針及目標與策略、對外

關係、領事事務、外交行政、外交大事日誌等；外交

活動圖片係選刊總統府或外交部提供與我國外交事務

有關之彩色照片，並配合文字說明。附錄摘錄總統、

行政院長及外交部長之外交言論等 14 項有關我國外交

業務之資料。

三、本年鑑有關國名、人名及專有名詞均按照官方或慣例

用法，必要時亦加註原文，原文姓氏字母均使用大寫，

以資辨識。

四、本年鑑之內容資料著重在 111 年間之各項外交業務及

活動，惟與上述外交事務有關之重要事實亦酌予刊入，

以明始末。

五、本年鑑之文字，為求連貫，例有統一用語，如政府機

關一律稱全銜；稱呼中、外政要例加官銜；文內數字

依據行政院 112 年 9 月修訂之「文書處理手冊」附錄 4：
「公文書橫式書寫數字使用原則」處理；外國人名、

地名一律採用外交部慣用之譯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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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蔡英文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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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政務次長蔡明彥先生

（111 年 10 月 7 日上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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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政務次長曾厚仁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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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蔡英文接見索馬利蘭共和國外交暨國際合作部部長瑞格薩（Essa 
Kayd MOHAMOUD）訪團。（111.2.9）

總統蔡英文接見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指派由美國參謀首長聯

席會議前主席穆倫（Michael MULLEN）（右7）率領之跨黨派資深代

表團。（11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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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蔡英文頒授美國第70任國務卿龐培歐（Michael POMPEO）「特種
大綬景星勳章」。（111.3.3）

總統蔡英文會見貝里斯總理布里仙紐（John BRICEÑO） （左2）訪團。

（11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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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蔡英文歡迎馬紹爾群島共和國總統柯布亞（David KABUA） （前

右1）率團訪台。（111.3.22）

總統蔡英文接見美國聯邦參議員葛瑞姆（Lindsey GRAHAM）（左6）
率領重量級聯邦參眾議員訪團。（11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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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蔡英文接見美國聯邦參議員達克沃絲（Tammy DUCKWORTH）

（左）訪團。（111.5.31）

總統蔡英文接見由斯洛伐克國會副議長勞倫契克（Milan LAURENCIK）

（左6）、斯國國會友台小組主席歐舒斯基（Peter OSUSKY）（右6）及

布拉斯提瓦省省長德若巴（Juraj DROBA）（左5）率領斯洛伐克國會

暨布拉提斯拉瓦省訪團。（11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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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蔡英文頒授法國參議院外交暨國防委員會副主席葛里歐（Joël 
GUERRIAU）「大綬卿雲勳章」。（111.6.9）

總統蔡英文接見歐洲議會副議長畢爾（Nicola BEER）（左5）訪團。

（11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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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蔡英文接見日本前防衛大臣眾議員石破茂（ISHIBA Shigeru）（左

6）及前防衛大臣眾議員浜田靖一（HAMADA Yasukazu）（左5）率領

思考日本安全保障議員之會訪團。（111.7.28）

總統蔡英文接見美國聯邦眾議院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 
（11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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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蔡英文會晤聖文森及格瑞那丁總理龔薩福（Ralph GONSALVES）。
（111.8.8）

總統蔡英文接見美國聯邦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亞太小組主席馬基（Ed 
MARKEY）（左6）訪團。（111.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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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蔡英文接見日華議員懇談會會長古屋圭司（FURUYA Jeiji）眾議

員訪團。（111.8.23）

總統蔡英文會晤吐瓦魯國總理拿塔諾（Kausea NATANO）。（11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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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蔡英文接見美國聯邦眾議院軍事委員會情報暨特種作戰小組副主席

莫菲（Stephanie MURPHY）（左6）訪團。（111.9.8）

總統蔡英文接見捷克參議院教育、科學、文化、人權暨請願委員會主
席德拉霍斯（Jiří DRAHOŠ）（左9）訪團。（11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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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蔡英文接見德國國會友台小組主席魏爾胥（Klaus-Peter WILLSCH）
（右6）訪團。（111.10.3）

總統蔡英文會晤帛琉共和國總統惠恕仁（Surangel S. WHIPPS Jr.）。 
（11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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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蔡英文接見美國聯邦眾議院科學、太空暨科技委員會主席江笙

（Eddie Bernice JOHNSON）（左5）聯合訪團。（111.10.12）

總統蔡英文會晤史瓦帝尼王國國王恩史瓦帝三世（King MSWATI III）
（中）及史國王妃瑪希娃瑪（Inkhosikati LAMASHWAMA）（左）。

（111.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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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蔡英文接見印尼國會台灣連線跨黨派共同主席馬大倪（Mardani Ali 
SERA）（中）及議員阿塞普（Asep Maoshul AFFANDY）（左）。（111.10.27）

總統蔡英文接見烏克蘭國會友台小組議員茹狄克（Kira RUDIK）（左3） 
及立陶宛國會議員帕季格（Žygimantas PAVILIONIS）（左2）。（111.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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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蔡英文會晤諾魯共和國總統昆洛斯（Russ Joseph KUN）伉儷。

（111.11.15）

總統蔡英文會晤聖露西亞總理皮耶（Philip PIERRE）。（111.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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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蔡英文接見英國下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柯恩詩（Alicia KEARNS）（右
6）率領之英國國會下議院外交委員會訪團。（111.12.2）

總統蔡英文接見波蘭眾議院波台國會小組主席安鄒（Waldemar ANDZEL） 
（左6）所率領之訪團。（11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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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蔡英文接見日本自民黨政調會長萩生田光一（HAGIUDA Koichi）
眾議員。（111.12.10）

總統蔡英文接見阿西馬柯波蘿議員（Anna-Michelle ASIMAKOPPOULOU） 
（左6）率領之歐洲議會國貿委員會（INTA）代表團。（111.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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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總統賴清德（左上）參加宏都拉斯總統就職典禮過境舊金山與美國

聯邦眾院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右上）視訊會晤。（111.1.29）

副總統賴清德接見美國前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穆倫（Michael 
MULLEN）（左）。（11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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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總統賴清德（中）接見加拿大台加國會議員友好協會會長暨眾議院國 
貿委員會主席史葛洛（Judy SGRO）（左5）眾議員訪問團。（111.4.11）

副總統賴清德接見日華議員懇談會會長古屋圭司（FURUYA Keiji）眾
議員訪團。（111.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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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總統賴清德（左5）接見法國參議院歐洲事務委員會副主席貝勒發
（Cyril PELLEVAT）（左4）訪團。（111.9.8）

副總統賴清德（中）訪問帛琉期間出席帛琉國會歡迎會，帛琉總統惠
恕仁（Surangel S. WHIPPS, Jr）在座（左5）。（11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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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部長吳釗燮會晤索馬利蘭共和國外交暨國際合作部部長瑞格薩
（Essa Kayd MOHAMOUD）（左3）訪問團。（111.2.10）

外交部部長吳釗燮歡迎美國前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穆倫（Michael 
Glenn MULLEN）（右3）訪團。（11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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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部長吳釗燮（左 5）接見由台灣瑞典國會議員協會主席歐柏
莉（Boriana ÅBERG）（右 5）與瑞典籍歐洲議會議員魏莫斯（Charlie 
WEIMERS）（左 3）共同率領之瑞典國會暨歐洲議會議員聯合訪團。
（111.4.12）

外交部部長吳釗燮接受聖露西亞新任駐台特命全權大使路易斯（Robert 
Kennedy LEWIS）遞交到任國書副本。（111.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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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部長吳釗燮代表總統頒贈「大綬景星勳章」予即將離任的史瓦
帝尼王國駐台特命全權大使戴敏尼（Thamie DLAMINI）。（111.5.19）

外交部部長吳釗燮接見法國參議院外交暨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友台小
組副主席葛理歐（Joël GUERRIAU）（右）。（11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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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部長吳釗燮接受巴拉圭共和國新任駐台特命全權大使費卡洛
（Carlos José Fleitas RODRÍGUEZ）遞交到任國書副本。（111.7.8）

外交部部長吳釗燮與歐洲議會副議長畢爾（Nicola BEER）自拍合影留
念。（11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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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部長吳釗燮（左 4）、國安會秘書長顧立雄（右 3）與美國聯邦
眾議院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左 5）訪團成員及美國在台協會

（AIT）台北辦事處長孫曉雅（Sandra Springer OUDKIRK）（右4）在台北
賓館合影。（111.8.3）

外交部部長吳釗燮（右 4）會晤聖文森及格瑞那丁總理龔薩福（Ralph 
GONSALVES）（左4）訪團。（11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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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部長吳釗燮會晤吐瓦魯國總理拿塔諾（Kausea NATANO）。
（111.9.5）

外交部部長吳釗燮會晤帛琉共和國總統惠恕仁（Surangel S. WHIPPS 
Jr.）。（11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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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部長吳釗燮款宴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訪團。（111.11.1）

外交部部長吳釗燮致詞宣布簽署台美發展及人道援助合作瞭解備忘
錄。（11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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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部長吳釗燮會晤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聯邦總理德魯（Terrance 
DREW）。（111.11.8）

外交部部長吳釗燮接受瓜地馬拉共和國新任駐台特命全權大使巴迪亞
（Oscar Adolfo PADILLA LAM）遞交到任國書副本，巴迪亞大使夫人在
場觀禮。（111.11.11）



第一章　首長外交活動照片

- 53 -

外交部部長吳釗燮與諾魯共和國總統昆洛斯（Russ Joseph KUN）共同

簽署重申外交關係聯合公報。（111.11.15）

外交部部長吳釗燮歡迎英國國會下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柯恩詩（Alicia 
KEARNS）訪團。（11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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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部長吳釗燮頒贈波台國會小組主席安鄒（Waldemar ANDZEL）「睦

誼外交獎章」。（111.12.8）

外交部部長吳釗燮（左 7）與歐洲議會國貿委員會副主席阿西馬柯 
波蘿（Anna-Michelle ASIMAKOPOULOU）（右 7）所率訪團成員合影。

（111.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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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部長吳釗燮（左 8）與日本參議院參議員世耕弘成（SEKO 
Hiroshige）（右9）訪團合影。（111.12.27）

外交部政務次長曾厚仁（右 5）與立陶宛經濟暨創新部政務次長聶琉

嫻娜（Jovita NELIUPŠIENĖ）（左6）訪團合影。（111.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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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政務次長曾厚仁（右）頒贈「特種外交獎章」予斯洛伐克經濟

文化辦事處代表博塔文（Martin PODSTAVEK）（左）。（111.7.5）

外交部政務次長蔡明彥接受「波蘭公共電視台世界新聞網」台長 Filip 
STYCZYŃSKI（左）專訪。（111.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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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政務次長蔡明彥（左前3）與「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台美日

澳正式夥伴共同出席聯合委員會會議。（111.12.7）

外交部政務次長田中光（右 4）以總統特使身分主持我國與馬紹爾群

島共和國建交25週年暨馬國建國44週年國慶紀念酒會，並與馬紹爾共

和國總統卡布亞（David KABUA）伉儷（左3、左2）合影。（11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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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政務次長田中光（左）與駐台北韓國代表部代表鄭炳元（CHUNG 
Byung-Won）（右）祝賀大韓民國國慶晚會。（111.9.29）

外交部政務次長田中光（左）與泰國貿易經濟辦事處代表曾德榮（Twekiat  
JANPRAJAK）（右）祝賀 2022年泰王國國慶、蒲美蓬國王陛下誕辰紀

念日及泰國父親節酒會。（11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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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常務次長俞大㵢（右上）與奈及利亞工業貿易投資部次長恩吉

格（Evelyn N. NGIGE） （右下）於「2022台奈商業論壇」致開幕詞。（111.1.6）

外交部常務次長俞大㵢（右 2）款宴巴拉圭衛福部部長波爾巴（Julio 
BORBA）夫婦（中）乙行。（11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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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常務次長俞大㵢陪同史瓦帝尼王國國王恩史瓦帝三世（King 
MSWATI III）（右）參加投資招商說明會開幕式（111.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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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外交施政方針及目標與策略

壹、施政方針

一、堅持和平、自由、民主及人權等普世價值，以前瞻思維

及創新作法，實踐「踏實外交、互惠互助」理念，全力

鞏固與邦交國關係，深化與理念相近和友好無邦交國家

實質關係。

二、積極維護我國已加入之國際組織會籍與權益，爭取參與

尚未加入之重要功能性國際組織，經由務實、創意方式

尋求突破，擴大並深化參與國際社會之運作。

三、結合國內外各方力量，在人道救援、醫療公衛、減災防

災、數位治理、永續發展、性別平權及糧食安全等領域

強化國際合作，與理念相近國家及國內外重要非政府組

織（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NGO）建立公私協力夥

伴關係，對區域及國際社會做出貢獻。

四、因應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積極靈活推動國際參

與，並透過視訊會議、加強醫衛交流及捐贈醫療物資等

多元方式分享我國防疫經驗與成效，成為全球一股良善

力量。

貳、施政計畫目標與策略

一、鞏固我國與邦交國外交關係

（一） 持續推動我國與友邦高層及重要官員之互訪與各項交

流，深化與友邦政要之情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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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以互惠互助原則，契合友邦經社發展需要並導入產業

及市場元素，推動雙邊及多邊合作計畫。

二、強化我國與無邦交國家實質關係

（一） 推動我國與無邦交國家政要互訪，以提升雙方實質關係。

（二） 洽簽各項雙邊協議及參與「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 
協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 CPTPP）等重要區域經濟整合機制，

以建立我國與無邦交國實質往來之基礎，並尋求逐步

擴大合作領域，促進雙邊實質關係全面升級。

（三） 持續推動以人為本之「新南向政策」，深化與相關國

家全方位關係。

（四） 強化我國與理念相近國家及國際社會合作交流，促進

雙邊永續發展。

三、 務實參與政府間國際組織，提升我國參與國際組

織之質與量

（一） 續積極在我國具正式會員資格之國際組織中如「世界

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亞太經

濟合作」（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等做

出貢獻，並尋求參選重要決策機構職位，以加強維護

我國會籍地位及參與權益。

（二） 開拓並利用多元管道洽請各國支持我國參與，例如

「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國際民航組織」（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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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AO）、「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Th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
及「國 際 刑 警 組 織 」（International Criminal Police 
Organization, INTERPOL）等政府間國際組織，以提升

我國際權益。

四、 協助國內非政府組織（NGO）之國際參與，增進

對國際社會之貢獻

（一） 協助國內 NGO 積極參與國際會議與活動，並促

成 國 際 非 政 府 組 織（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INGO）在我國設點，加強我國 NGO 之國

際連結，擴大對國際社會之貢獻。

（二） 強化國內 NGO 參與國際合作及進行國際關懷與救助，

推動以人道關懷為目的之援外計畫。

五、 善用國家軟實力推動公眾外交及加強國際傳播，

爭取民眾支持並提升國家形象

（一） 運用新傳播科技優勢，透過資源整合及計畫性國際傳

播作為，發揮宣傳綜效，爭取國際有利空間與形塑國

家優質形象。

（二） 加強結合傳統文宣方式及新興社群媒體等多元宣傳管

道，擴大宣介我國外交施政重點及成果。

（三） 透過發布新聞稿、新聞參考資料、回應媒體提問及辦

理新聞說明會，宣達外交部重大政策及回應外界關注

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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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以民主、人權、法治等普世價值為主軸，增進國人對

外交事務之瞭解與支持，並促請國際社會持續增進與

我國關係及協助我國擴大國際參與。

六、有效運用外交資源，提升為民服務之效率及品質

（一） 增進我國人出國旅遊便利與安全，如宣導最新旅外安

全資訊及善用申辦護照網路版預約功能。

（二） 推動簽證作業便捷化，並精進外籍人士來台簽證措施。

（三） 精進文件證明服務品質。

七、 妥適配置預算資源，改善駐外機構辦公環境及外

交領事人員生活照顧

（一） 檢討「駐外館處購建館舍清單」，持續辦理駐外機構

館舍購置案，以解決駐外機構合署辦公問題，並提高

駐外館舍自有率及節省鉅額租金支出。

（二） 辦理致遠新村活化再利用計畫，以解決外交領事人員

職務輪調宿舍老舊閒置問題，並建置符合現代化標準

之外交檔案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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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對外關係

第一節　我國與各國雙邊關係

第一項　亞太地區

壹、前　言

亞東太平洋地區包括東北亞、東南亞、南亞、澳紐與太

平洋等區域，包含我國在內計有 37個國家，其中我國與馬

紹爾群島、諾魯、帛琉、吐瓦魯等4國有外交關係及互設大

使館，另與其他各國實質關係密切。在澳大利亞、汶萊、斐

濟、印度、印尼、日本、韓國、馬來西亞、緬甸、紐西蘭、

巴布亞紐幾內亞、菲律賓、新加坡、泰國與越南等主要國家

均設有代表機構，相關國家在我國亦設有代表機構。

亞太國家在種族、歷史、文化、宗教及社會等方面各

具特色，近年已成為國際政治、經濟及外交中心。我國全力

鞏固與亞太地區邦交國之邦誼，強化與理念相近友好國家之

關係，並持續推進「新南向政策」，聚焦經貿合作、人才交

流、資源共享及區域鏈結四大主軸，充分發揮台灣軟實力，

創造互利共贏新合作模式，為促進亞太地區和平穩定與繁榮

發展作出貢獻，並累積我國爭取加入區域經濟整合機制及強

化區域合作之動能。

我國於本年繼續強化與太平洋邦交國間邦誼，馬紹爾

群島共和國總統柯布亞（David KABUA）、吐瓦魯總理拿塔

諾（Kausea NATANO）、帛琉總統惠恕仁（Surangel S. WHIPPS, 
Jr.）及諾魯總統昆洛斯（Russ Joseph KUN）分別於3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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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25日、9月3日至9日、10月5日至10日及11月14日至19
日來訪進行國是訪問；帛琉副總統席嫵杜（J. Uduch Sengebau 
SENIOR）於8月27日至31日訪台；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署長

張子敬4月擔任特使出訪友邦帛琉參加第7屆「我們的海洋

大會」。我國也持續深化與太平洋邦交國間的潔淨能源、農

業技術及醫療衛生等合作，提升友邦經濟社會建設及生活水

準，另捐贈口罩、防護衣、隔離衣及呼吸器等防疫器材，提

升其防疫能量。

在提升與友好國家關係方面，我國於本年繼續推動「新

南向政策」，強化與區域國家間各項合作關係；我國於10月
主辦第6屆「玉山論壇」，邀請帛琉總統惠恕仁、紐西蘭前

副總理兼外長彼特斯（Winston PETERS）、泰國前副總理邦

特（Phongthep THEPKANJANA）、加拿大前外長馬凱（Peter 
MACKAY）、歐盟執委會前副主席蕾汀（Viviane REDING）及

「日華議員懇談會」會長古屋圭司（FURUYA Keiji）等多國政

要出席，發表友我演說內容，有效強化友我力量。另日本政

府歡迎我國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 （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CPTPP），其

「2022外交藍皮書」並再次載明「一貫支持台灣以觀察員身

分參加世界衛生大會（World Health Assembly, WHA）」。副總統

賴清德7月訪日悼唁日本故前首相安倍晉三（ABE Shinzo）；
臺灣日本關係協會會長蘇嘉全9月率團代表我國出席安倍前

首相國葬。

在區域安全方面，澳洲、日本及韓國官員於本年多次在

國際場合公開提及台灣海峽和平穩定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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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我國與各國關係

一、我國與馬紹爾群島共和國關係

（一） 一般關係：我國與馬紹爾群島共和國於87年11月20
日建交，並於同年12月5日在馬國設立大使館；馬國

於88年7月派員來我國設立大使館，並於91年5月派

駐大使。

（二） 農漁業及技術合作

1. 兩國政府簽有農技合作協定，並於本年3月22日完

成修約換文，正式將我國於馬國設立之「台灣技術

團」業務延伸至外島地區。我國技術團另與馬國天

然資源暨商務部共同辦理畜牧及園藝技能強化訓

練班，培訓外島推廣人員，強化外島農事技術推

廣，及辦理「校園菜圃」、「行動營養餐車」與「校

園營養膳食社團」等活動，宣導營養及健康膳食相

關概念。

2. 我國糧食人道援外案捐贈馬國60公噸白米，有助

減緩馬國外島居民糧食短缺問題，增加糧食安全。

3. 兩國政府另簽有漁業合作協定及志工協定，我國亦

透過各項職業訓練班，協助馬國提升能力建構、技

術移轉及創造當地就業機會。

（三）文教關係：我國歷年透過外交部「臺灣獎學金」及財

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國際高階人力獎學金」

（以下簡稱「國合會獎學金」）計畫協助馬國提升教育

能量，本年馬國有8位外交部「臺灣獎學金」受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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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我國就學，目前計約50位馬國學生在我國接受高

等教育。

（四） 醫療合作

1. 我國在馬久羅醫院內設立「台灣衛生中心」，派有

1名護理師常駐馬國，在當地進行8大公衛及醫療

領域計畫，包括醫療服務、人才培訓、社區健康營

造、學童健康促進、醫務管理、公共衛生推廣、

資訊系統提升及衛生交流合作等。另我國每年均不

定期派遣短期行動醫療團及平均每月1至2位醫師

短期駐診馬國，除提供優質醫療及醫護訓練服務

外，亦協助馬國衛生部訓練本土醫療人才。

2. 馬國於8月8日爆發新冠肺炎社區傳染後，我國捐

贈多批防疫設備與物資、疫苗部署經費及醫療貨櫃

等。我國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並於8月中旬至12月
派遣駐診醫師長駐，續於9月上旬指派緊急短駐醫

療團；10月雙和醫院派遣副院長陳志華另率團赴

馬國。

（五）科技交流：馬國台灣數位機會中心於12月21日開幕，

持續深化兩國在資通訊領域能力建構合作，協助馬國

民眾減少數位落差。

（六）潔淨能源

1. 我國歷年援贈馬國潔淨能源案經費建置馬京及馬國

外島太陽能路燈計畫，協助增進馬國人民夜間安全

及照明，目前已在馬京及外島環礁建置近千盞太陽

能路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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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年駐館與馬國能源辦公室合作建置馬京醫院太陽

能停車場68千瓦儲電設施並已完工。

（七）政要來訪：總統柯布亞、內政暨文化部部長柯歐塔

（Ota KISINO）。

二、我國與諾魯共和國關係

（一） 一般關係：我國與諾魯共和國於69年5月4日建交，

並設立總領事館，79年 8月 17日升格為大使館，91
年7月23日中止外交關係，94年5月14日復交，同年

8月8日復設大使館。諾魯於96年3月27日在我國設

立大使館。

（二） 文教關係：我國提供「臺灣獎學金」及其他專業訓練

課程予諾魯學生及專業人士來我國就讀或參訓。

（三） 農業合作：駐諾魯技術團推動「諾魯膳食多元化推廣

計畫」與「諾魯監獄農畜場專案」，協助監獄農畜、

蔬果生產及堆肥製作，實踐循環經濟。

（四） 防疫合作：本年 6月，因應諾魯當地新冠肺炎疫情

爆發，我國募集快篩試劑、製氧機、口罩及緩解藥

物等防疫物資，於7月1日由駐諾魯大使王海龍代表

捐贈，諾魯由防疫工作組副執行長安傑洛（Angelo 
DIMAPILIS）代表接受。

（五） 醫療合作：本年臺中榮民總醫院、臺北榮民總醫院、

高雄榮民總醫院及三軍總醫院派遣醫師長駐諾魯，同

時配合進行居家訪視及衛教與專題講座宣導，另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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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眼科、整形外科、心臟外科等醫師及護理師前往 
支援。

（六） 潔淨能源：我國自99年起持續在諾魯推動「潔淨能源」

計畫，分別在諾魯政府大樓、醫院、公衛中心及學校

安裝併聯型太陽能光電系統，我國本年援建之諾魯國

營 Eigigu 企業轄下「美崙飯店」及「公民中心」太陽

能光電系統分別於9月14日及12月19日正式啟用。

（七） 海巡合作：9月6日駐諾魯大使王海龍代表我國政府

捐贈諾魯2艘多功能海巡艇，諾魯總統安格明（Lionel 
AINGIMEA）親自出席捐贈儀式。

（八） 政要來訪：總統昆洛斯伉儷。

三、我國與帛琉共和國關係

（一） 一般關係：我國與帛琉共和國於 88年 12月 29日建

交，89年2月17日在帛琉設立大使館；帛琉於90年
10月4日在我國設立大使館。

（二） 文教關係

1. 我國提供「臺灣獎學金」、國合會獎學金及海軍

官校獎學金，由帛琉政府選送優秀學子來我國就

讀，並薦送帛琉各界菁英來台參與我國舉辦之各類

研習班與培訓班。

2. 華語文教師：國合會自103年起開辦「友邦及友好

國家專業華語教師派遣案」，派駐帛琉之華語文教

師主要在帛琉社區學院及帛琉高中等學校開設華語

文課程，此外也辦理各種文化交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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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農漁業合作

1. 我國派遣技術團在帛國推動蔬果園藝計畫，除開

設蔬果栽培暨種植講習班及推廣健康飲食及衛教

外，並推廣校園農場與學童營養午餐計畫。

2. 禽畜計畫：技術團配合帛琉政府提升糧食安全、

增加畜產多樣性與產量需求，向當地農民推廣種

豬、雞及鴨，除提升禽畜生產規模，解決食安問題

外，同時亦培訓技術人員，創造就業及商業機會。

3. 水產計畫：主要內容包含增加魚蝦苗生產、提升合

作單位帛琉漁業局水產中心機構功能、建立種源庫

及研發繁養殖技術。

（四） 醫療合作：我國協助帛國發展醫療及公共衛生能力

建構，並透過新光醫療財團法人新光吳火獅紀念醫

院在帛國執行「台灣醫療計畫」，該院自 96年起

派遣短期駐診醫師及行動醫療團赴帛看診、捐贈醫

療設備予帛琉國家醫院、協助帛琉人民來台轉診就

醫，並提供醫療公衛人員訓練課程，此外帛國衛生

暨公共服務部亦與我臺北市立萬芳醫院、基督復臨

安息日會醫療財團法人臺安醫院、義大醫療財團義

大醫院及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馬偕

紀念醫院等醫院均簽有轉診備忘錄。111年1月帛琉

爆發新冠肺炎本土疫情，新光醫院第一時間籌組醫

療團赴帛琉投入防疫工作，協助穩定疫情，另派遣

骨科、感染科、小兒科、家庭醫學科、整形外科、

急診醫學科等多科別專科醫師赴帛駐診，並派5團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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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醫療團提供臨床醫療服務，改善帛琉人民健康，

並與當地醫療人員進行技術交流。

（五） 其他合作計畫：國合會海外服務工作團本年續派遣志

工在帛琉教育部及衛生部服務，協助改善學童膳食營

養、辦理均衡飲食講座及能力建構等。

（六）政要互訪

1. 我國赴訪者：副總統賴清德、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署

長張子敬、外交部政務次長田中光、衛生福利部常

務次長石崇良、原住民族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林碧霞。

2. 帛琉來訪者：總統惠恕仁伉儷、副總統兼司法部部

長席嫵杜。

四、我國與吐瓦魯國關係

（一） 一般關係

1. 我國與吐瓦魯國於68年9月19日建交，先後由駐

東加王國及駐索羅門群島大使館兼轄。87年12月
在吐國設立代辦級大使館，93年4月起正式派任大

使常駐。102年3月吐國在我國設立大使館。

2. 本年5月吐國總理拿塔諾以預錄影片宣讀印太地區

跨國國會平台「福爾摩沙俱樂部」首屆年會聯合宣

言，支持我國參與 WHA；吐國基礎建設及環境部

部長兼代理衛生部部長田互魯（Ampelosa TEHULU）
亦於相同場合以預錄影片方式分享兩國醫衛合作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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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農業合作：我國派遣農業技術團在吐京富那富提及外

島斐伊托波島設立「友誼農場」及「希望農場」，執

行園藝作物蔬果生產計畫。我國技術團另於吐京本島

之福納法拉離島增設「美好農場」蔬果產區。

（三） 防疫合作：吐國為防堵新冠肺炎疫情而關閉國境近三

年期間，我國除了捐贈防疫物資，另贊助防疫措施維

運、吐國護理人員遠距訓練課程、非傳染性疾病普查

等各項經費，協助吐國提升防疫能量。

（四） 醫衛合作：我國於吐國辦理「台灣醫療計畫」，由中

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派遣計畫協調人赴吐國服務，以

提升吐國醫療能力，並於本年協助該院建置及維持健

康資訊系統穩定運作、持續進行吐國遠距專科醫師諮

詢會診、吐國醫護人員線上教育訓練、吐國全國學童

口腔衛生保健計畫、吐國登革熱篩檢計畫、吐國民眾

及學校衛生教育宣導。

（五） 科技合作：我國自99年起每年均執行潔淨能源合作計

畫，援贈吐國小型太陽能家電及太陽能路燈等設備。

我國另提供援款協助吐國建置全境4G 通訊，提升全國

通聯效能及資安防護。

（六） 能力建構：援建「吐瓦魯環礁科學科技訓練學院」，

並設有台灣數位機會中心，協助吐國辦理各項職訓。

遴選吐瓦魯優秀學子申請「臺灣獎學金」及國合會

獎學金來我國就讀，並推薦吐國各界菁英參與國合

會訓練班。另透過「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Glob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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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peration and Training Framework, GCTF）、「建立藍色

太平洋經濟包容性計畫」及國合會與美國國際開發總

署之發展與人道援助合作等機制，強化吐國各部門官

員專業能力建構，提升婦女經濟賦權。

（七） 政要來訪：總理拿塔諾、衛生部部長田和沛（Isaia 
TAAPE）。

五、我國與澳大利亞聯邦關係

（一） 一般關係

1. 我國於80年1月22日在澳大利亞坎培拉、雪梨及

墨爾本設立「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同年4月30
日我國將原本設立於雪梨及墨爾本之單位改名，正

式設立辦事處，並於澳京坎培拉設立代表處，澳方

又於94年12月9日同意我國在布里斯本增設辦事

處。澳洲於70年10月30日在我國設立「澳大利亞

商工辦事處」，101年5月改名為「澳洲辦事處」，

雙方實質關係日趨緊密。

2. 澳洲於111年5月舉行大選，由工黨政府艾伯尼斯

（Anthony ALBANESE）出任總理執政，延續與我國

緊密之經濟、社會與民間關係，並關注台海安全。

3. 1月22日「澳英部長級諮商會議」、10月22日「年

度澳日領袖會議」及12月6日「澳美部長級諮商會

議」之聯合聲明，均重申台海和平穩定之重要性；

8月中國對台軍演，澳洲外交部部長黃英賢（Penny 
WONG）與美國及日本共同發布三國外長聯合聲明

譴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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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澳洲政府亦支持我國有意義參與國際組織，包括於

5月 WHA 發言聲援我國；澳洲自110年底加入成為 
GCTF 正式夥伴，本年積極與我國及美國、日本合

辦活動協助區域國家之能力建構。

5. 澳洲國會「外交、國防暨貿易聯席委員會」於2月
發布調查報告，建議澳洲政府與 CPTPP 會員國合

作，鼓勵並促成英國、我國及韓國入會，並應考慮

同步啟動我國加入 CPTPP 及台澳自由貿易協定之

談判。

（二） 經貿關係

1. 本年雙邊貿易總額約321.8億美元，我國為澳洲第5
大貿易夥伴，澳洲為我國第7大貿易夥伴。

2. 台澳兩國於7月舉行「第27屆台澳能礦諮商會議」、 
10月舉行「第26屆台澳年度經貿會議」及11月舉

行「第35屆台澳經濟聯席會議」。另經濟部能源局

於11月籌組「澳洲氫能貿易投資考察團」訪問昆

士蘭州及新南威爾斯州。

（三） 文教關係：我國協助澳洲外交暨貿易部辦理「新可

倫坡計畫」受獎生來我國研習；自109年起與澳洲國

家大學合辦「台灣研究講座」計畫，開設閩南語及台

灣社會及政治課程，辦理「當今台灣」研討會；提供

教育部華語文獎學金予澳洲學生來我國研習華語文。

（四） 度假打工：雙方於 93 年 7 月簽署「度假打工簽證

瞭解備忘錄」，我國青年赴澳洲度假打工人數眾

多，新冠肺炎疫情後兩國邊境逐漸解封，澳洲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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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於 110 至 111 會計年度間核發我國青年度假打工

簽證 2,927件。

（五） 科技合作：駐處8月成功推動澳洲聯邦科學暨工業研

究組織海洋大氣中心加入由台美環保署共同推動之

「亞太汞監測網」，並舉辦合作啟動儀式；補助「留澳

台灣學人協會」及「澳亞台灣研究基金會」辦理科技

研討會。

（六） 智 庫 交 流： 駐處邀請 澳 洲 前 國 防 部 部 長 潘 恩

（Christopher PYNE）、安德魯斯（Kevin ANDREWS）出

席7月「凱達格蘭論壇」並擔任與談人；澳洲前外交

部部長畢紹普（Julie BISHOP）在 10月「玉山論壇」

發表視訊演說；「澳洲國際事務協會」11月籌組「台

澳次世代政策網絡」考察團訪問我國。

（七） 國際文宣：外交部部長吳釗燮接受澳洲《雪梨晨鋒

報》、「天空新聞台」、「特別廣播服務公司」、「第

九頻道」、《衛報》澳洲分社等重要媒體專訪，並刊

登友我報導。

（八） 政要互訪

1. 我國赴訪者：中央選舉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陳朝建。

2. 澳大利亞來訪者：聯邦眾議員暨前副總理喬伊斯 
（Barnaby JOYCE）、前國防部部長潘恩、前國防部

部長安德魯斯。

六、我國與汶萊和平之國關係

（一）一般關係︰我國於67年6月27日在汶萊設立「駐汶萊

遠東貿易文化中心」，85年7月1日改名為「駐汶萊



第三章　對外關係

- 81 -

臺北經濟文化代表處」；95年4月17日關閉，96年3
月1日重新掛牌運作。汶萊於91年10月8日在我國設

立「駐台汶萊貿易旅遊代表處」。

（二）經貿關係

1. 本年雙邊貿易總額為5,105萬美元，我國出口2,897
萬美元，進口2,208萬美元。

2. 本年駐處促成汶萊規模最大百貨公司等通路擴大進

口我國產品，向我國採購超過126公噸蔬果以及蝴

蝶蘭苗等，並舉辦「111年台灣農產節」活動向汶

萊民眾推介台灣優質農產品。

（三） 文教交流：推薦臺灣獎學金受獎生及協助汶萊學生來

我國就讀；洽請汶萊政府相關部會薦員參加亞太經濟

合作（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及國合會

舉辦之各項研討會及研習班；捐贈汶萊華語文學校教

學設備及教材，協助提升教學品質。

（四） 醫療合作：捐贈國產輪椅予汶萊華光慈善會，充實汶

萊醫療體系設備並彰顯我國人道關懷之美意。

（五） 人力發展合作

1. 洽請汶萊政府相關部會及公立醫院薦員參加

GCTF、我國國立成功大學、臺北醫學大學及國合

會舉辦之各項研討會及研習班。

2. 洽邀汶萊衛生部及各公立醫院，薦員參加「台灣國

際醫療衛生人員訓練中心」線上培訓課程等。

（六） 觀光旅遊：駐處力洽汶萊航空自112年1月1日起恢復

台汶直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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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我國與斐濟共和國關係

（一） 一般關係

1. 我國於60年5月15日在斐濟設立「中華民國駐斐濟

商務代表團」，65年2月29日改名為「亞東貿易中

心」，76年12月21日更名「中華民國駐斐濟商務

代表團」，108年8月1日再改名為「駐斐濟臺北商

務辦事處」。斐濟政府於86年12月1日在我國設立

「斐濟駐華貿易暨觀光代表處」，106年5月關閉。

2. 斐 濟 23 位 國 會 議 員 分 別 於 4 月 29 日 及 5 月 9
日 聯 名 致 函「世 界 衛 生 組 織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幹事長譚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YESUS），聯合發聲支持台灣以觀察員身分

有意義參與 WHO。

（二） 經貿關係：本年雙邊貿易額為5,259萬美元，我國出

口5,086萬美元，進口173萬美元。

（三） 文教關係：我國每年提供國合會獎學金予斐濟學生來

台研讀學士或碩博士學位，另中華民國（臺灣）與太

平洋島國論壇獎學金計畫，提供全太平洋島國學生申

請在當地或前來台灣求學。

（四） 農漁業合作

1. 農業合作：我國於67年在斐濟派駐技術團，目前

兩國農業合作係依據102年8月23日所簽技術合作

協定辦理。另我國於110年在瑙索里地區增設2座
智慧型示範農場，111年興建工程持續進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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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漁業合作

(1) 技術團於107年與斐濟漁業部合作推動第一期

水產養殖計畫為期4年，本年達成培育成熟白

蝦種蝦、虱目魚種魚與石斑魚種魚及繁殖白蝦

苗等計畫目標。

(2) 駐斐濟代表周進發於4月7日代表我國政府捐贈

太陽能冷凍櫃予斐濟漁業部，用以協助坎達武

島偏遠漁村保存漁貨及販售。

（五） 醫療合作

1. 駐斐濟代表周進發於2月11日代表國泰綜合醫院捐

贈斐濟「逸仙學校」防疫乾洗手液、衛教扇子、衛

教傳單及衛教海報等資材。

2. 駐斐濟代表周進發於3月23日代表我國政府及「財

團法人曹仲植基金會」捐贈100套輪椅及輔具乙批

予斐濟瓦努阿島蘭巴薩醫院。

3. 駐處於12月27日代表國泰綜合醫院捐贈斐濟「殖

民戰爭紀念醫院」膽固醇機、血醣機、試劑及乾洗

手液等醫療與防疫物資。

（六） 多邊合作：駐斐濟代表周進發於 9月 12日代表我

國與太平洋重要政府間區域組織 -「太平洋島國論

壇」（Pacific Islands Forum, PIF）之代理秘書長馬諾寧

（Filimon MANONI）簽署 2022年至 2024年台灣與 PIF
秘書處合作協定，援贈 PIF 秘書處總計300萬美元，

協助推動太平洋區域發展及獎學金計畫，以應對氣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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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遷、新冠肺炎疫情及天然災害等挑戰，建構更具韌

性之太平洋地區。

八、我國與印度共和國關係

（一） 一般關係

1. 我國於84年9月在印度設立「駐新德里臺北經濟文

化中心」，101年2月改名為「駐印度台北經濟文

化中心」，並設立「駐清奈臺北經濟文化中心」；

印度於84年7月在我國設立「印度―台北協會」。

2. 在我國「新南向政策」與印度「東進政策」相互引

導媒合下，雙邊關係在各層面持續開展。本年8月
印度外交部發言人應詢時就台海緊張情勢表達關

切，並呼籲各方避免片面改變現狀，以致力維繫區

域和平穩定。

（二） 經貿關係

1. 本年雙邊貿易總額約 84.6億美元，我國出口約

53.18億美元，進口約31.42億美元；投資方面，在

我國「新南向政策」及印度積極推動「印度製造」

政策下，台商赴印度投資持續成長，總投資金額累

計逾40億美元，創造逾6萬個就業機會。

2. 經濟部與印度商工部已建立貿易、產業、中小企

業、農漁業等領域之雙邊經貿對話平台。中華民國

全國工業總會、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中華

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等單位，亦與印度商工總會

建立多個論壇。本年兩國簽署《標準及符合性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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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相互承認合作協定》、《智慧財產權合作備忘錄》

及《傳統醫藥合作瞭解備忘錄》，增進雙邊經貿投

資關係及相關領域合作。

（三） 文教關係

1. 至本年底止，我國已與印度26所學校合作成立台

灣教育中心，選派華語文教師以實體方式提供華語

文課程。我國並與印度28所中小學簽署合作，執

行教育部中小學國際教育2.0政策。

2.「臺灣獎學金」及「華語文獎學金」吸引印度學

生前來我國進修，本年印度在我國留學生人數計

3,029人。

（四） 科技合作

1. 台印兩國於96年4月18日簽署科技合作備忘錄，

本年12月9日完成由我國主辦第11屆雙邊科技合

作聯席會議。截至本年，台印已共同補助104項雙

邊合作研究計畫，舉辦25場雙邊學術研討會。

2. 台印兩國於108年7月26日簽署雙邊合作備忘錄，

截至111年為止，兩國已共同補助4項雙邊合作研

究計畫。

九、我國與印度尼西亞共和國關係

（一） 一般關係

1. 我國於61年7月4日在印尼設立「駐雅加達中華商

會」，79年1月19日改名為「駐印尼臺北經濟貿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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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處」，駐泗水辧事處於104年12月開始運作；印

尼於60年6月1日在我國設立「駐台北印尼商會」，

84年1月改名為「駐台北印尼經濟貿易代表處」。

2. 印尼國會台灣連線6位議員錄製祝賀111年我國國

慶影片，包括印尼人民協商會議（MPR）副議長

法岱爾（Fadel Muhammad）、議員張育浩（Daniel 
Johan）、拉索諾（Dave Laksono）、帕薩里布（Richard 
Pasaribu）、維哈迪（Wihadi Wiyanto）及昂綺亞（Anggia 
Erma Rini）。

（二） 經貿關係

1. 本年雙邊貿易總額約144.58億美元，我國出口約

32.15億美元，進口約112.43億美元。

2. 本年我國對印尼投資金額達 2.36億美元，計 947
件，同年印尼對我國投資金額2,971.1萬美元，計

16件。

3. 本年簽署之重要雙邊經貿協定為《台印尼工業產品

設計發展合作協定》。

（三） 文教關係

1. 目前有超過1萬6千名印尼學生在台留學，是我國

外籍生來源國第2位。

2. 駐處本年督導日惹莫罕穆迪亞大學及國立雅加達大

學所屬2所台灣教育中心辦理留學台灣說明會總計

52場次，5,784人參與。並與泗水台灣教育中心合

辦2場台灣高等教育展，各有我國47校及60校參

加，計吸引逾3萬名印尼學生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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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育部自109年起與印尼大學合作台灣研究第1期
計畫，本年與印尼大學續簽台灣研究第2期計畫協

議，並擴展為3年。另與印尼建國大學台灣研究中

心合作2期計畫，舉辦線上研討會邀請台灣客座講

座等。

（四） 農業合作

1. 107年我國駐印尼技術團在印尼西爪哇地區推動

「卡拉旺農業綜合示範區旗艦計畫」及「萬隆強化

農企業發展培育計畫」。111年完成「卡拉旺農業

綜合示範區旗艦計畫」推廣區計 650公頃生產輔

導，運用無人機技術進行田間監測與農藥噴灑及施

肥工作。

2. 兩國於 108年簽署《印尼青農在台實習計畫協

議》，安排印尼青農來我國實習，本年12月續約並

薦送第二批青農53位來我國。

（五） 勞務合作：據勞動部統計資料，截至111年12月底，

全台印尼籍移工逾25萬名，占外籍移工總數近35%，

係外籍移工人數次多之族群。

（六） 國際文宣

1. 駐處本年3月辦理「女力外交」專案文宣投書獲88
則報導；4月辦理衞生福利部部長陳時中 WHO 案

投書獲56則報導；9月辦理外交部部長吳釗燮「聯

合國」（United Nations, UN）推案投書獲37則報導；

10月辦理刑事警察局局長李西河「國際刑警組織」

（International Criminal Police Organization, INTERP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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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案投書獲72則報導及交通部部長王國材「國際

民 航 組 織 」（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 
ICAO）推案投書獲68則報導；11月辦理環境保護

署署長張子敬「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Th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推案投書獲62則報導。

2. 印尼《時代日報》於6月26日刊出外交部部長吳釗

燮視訊專訪，就我國推動之新南向政策及兩國雙邊

合作關係進行深入報導。

3. 「有線新聞網印尼頻道」（CNN Indonesia） 「世界現況」

於9月22日播出駐印尼代表陳忠專訪，籲請印尼各

界共同譴責中國以軍事手段破壞台海現狀與威脅區

域和平穩定等作為。

（七） 僑務

1. 僑務委員會每年遴派文化老師前往雅加達與泗水之

兩所台校及三語學校進行文化課程教學；另遴派華

語文教師至雅加達及萬隆等城市辦理華語文教師研

習會。

2. 台商組織以區域劃分，目前計有雅加達、泗水及萬

隆等9個台商會，台商會聯合組成印尼台灣工商聯

誼總會，另有印尼華商經貿聯合會及東帝汶台商會。

3. 留台校友會組織以區域劃分，計有雅加達、蘇北

及蘇南等10個留台校友會，以及12個台灣各校校 
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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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印尼政要來訪：國會台灣連線共同主席帕薩里布議

員夫婦、國會台灣連線共同主席馬大倪（Mardani Ali 
Sera）議員夫婦、議員阿塞普（Asep Maoshul Affandy）。

十、我國與日本國關係

（一） 一般關係

1. 我國與日本於61年12月分別成立「亞東關係協會」

及「財團法人交流協會」，作為維繫雙方實質關係

之窗口。我國於日本設立「東京辦事處」及「大阪

辦事處」，另設「福岡分處」；日本於我國設立「台

北事務所」及「高雄事務所」。81年「東京辦事處」

改名為「台北駐日本經濟文化代表處」，目前分設

「橫濱分處」、「那霸分處」、「札幌分處」；「大阪

辦事處」改名為「台北駐大阪經濟文化辦事處」，

目前分設「福岡分處」，總計有6個館處。106年，

我國與日本將前述協會分別更名為「臺灣日本關係

協會」及「公益財團法人日本台灣交流協會」。

2. 日本政府持續於日美、日歐、「七大工業國集團」

（G7）峰會等國際場域重申台海和平穩定重要性；

7月22日公布之「防衛白皮書」重申台灣情勢攸關

日本安全及台灣為日本重要夥伴等友我內容。日本

首相岸田文雄（KISHIDA Fumio）於8月6日會見聯

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時對中

國軍演發射飛彈表達強烈譴責。12月16日日本內

閣決議通過新修訂版「國家安全保障戰略」等防衛

三文件中，重申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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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年日本政府多次重申支持台灣以觀察員身分參與

WHA，岸田政權首份「外交藍皮書」支持台灣重

獲 WHA 觀察員身分。G7外長聯合公報宣示支持我

國參與 WHO。另日本全國計43個縣議會通過決議

支持我國參與 WHA。

4. 國會交流

(1) 日本國會議員訪問我國，包含5月「自民黨青

年局」訪團、7月「思考日本安全保障之會」訪

團、8月「日華議員懇談會」訪團、10月「中

華民國國慶日本國祝賀團」、12月自民黨政調

會長萩生田光一（HAGIUDA Koichi）等國會議

員來台出席「台日關係永續論壇」及12月世耕

弘成（SEKO Hiroshige）參議員訪團等。

(2) 我國立法委員訪問日本，包含8月「亞東國會

議員友好協會」會長郭國文訪團、9月「台日國

會友好聯誼會」副會長邱議瑩訪團及11月立法

院院長游錫堃率團訪日。

(3) 日本跨黨派友我國會議員聯盟「日華議員懇談

會」於11月16日以視訊方式召開第2屆「台美

日國會議員戰略論壇」，分別由立法院院長游

錫堃、日本眾議員古屋圭司及美國聯邦參議員

海格提（Bill HAGERTY）率成員線上與會。

5. 地方交流

(1) 駐處積極推動台日地方交流，台日地方政府及

議會等結盟案例累計151件，其中本年新增12
件，包含高雄市與新潟縣佐渡市締結友好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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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備忘錄，台北市分別與島根縣之松江市、

出雲市及安來市、鳥取縣之米子市及境港市締

結交流促進備忘錄。

(2) 第8屆「台日交流高峰會」於10月15日在高知

市舉辦，日本各地方議會計303名議員與會，

發表「高知宣言」呼籲日本政府積極支持我國

參與國際組織及推動制定「台日關係基本法」。

6. 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於7月8日遭槍擊身故，總統

蔡英文於7月11日親赴日本台灣交流協會台北事務

所悼念，副總統賴清德於同日赴日本弔唁；「臺灣

日本關係協會」會長蘇嘉全、立法院前院長王金平

及駐日本代表謝長廷於9月27日出席安倍國葬。

（二） 經貿關係：本年雙邊貿易總額約882.4億美元，我國

進口約546.3億美元，出口約336.1億美元，日本為我

國第3大貿易夥伴、第4大出口市場及第2大進口來

源國。另依據日本財務省發佈之貿易統計資料，本年

日本主要進口來源國中，我國排名第6名；我國為日

本第4大出口市場。

（三） 文教關係

1. 藝術交流：駐處協助台灣藝術家參與愛知三年展、

越後妻有大地藝術節、瀨戶內國際藝術節及六本

木藝術之夜等日本國際重要藝術節；促成台灣青

年藝術家在日本公開影像代表作；舉辦「戲偶東遊

記－台灣傳統布袋戲主題特展」；推動台灣雕塑家

黃土水製作紀念台灣糖業發展重要人物山本悌二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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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MAMOTO Teijiro）銅像返回高雄，進行修復翻

鑄作業及揭幕儀式。

2. 影視音交流：駐處辦理「台灣新電影」線上電影院

7場次；促成東京影展與東京新創影展首度合辦「蔡

明亮創作30年紀念特集」。

3. 文學交流：駐處與紀伊國書店在東京、橫濱、大

阪、福岡及札幌之六大旗艦書店合辦「台灣月書

展」；發行「臺灣書旅：認識台灣書籍小冊」。

4. 高等教育合作

(1) 台灣研究講座：駐處與日本早稻田大學、國立

大阪大學及國立九州大學等三校合作設立「台

灣研究講座」，開設認識台灣相關課程，辦理

工作坊及研討會，在日本建立台灣研究之學術

據點；與「日本台灣學會」、「日台關係研究會」

及「日本法政學會」等智庫合辦台灣研討會。

(2) 「台灣講義」學分課程：駐處與友我學者合作於

明治學院大學開設，由駐處派員講授並推薦在

日學人及友我學者參與。

5. 青年交流

(1) 臺灣日本關係協會與日本台灣交流協會於2月
18日線上簽署《台日強化青少年交流備忘錄》，

加強台日青少年合作交流。

(2) 駐處於8月31日舉辦「百年台日教育研討會、

教育展」，建校百年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

北巿立成功高中等校創校校長後人、日方學校

師生及教育團體代表共計70人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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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科技交流

1. 科技部與日本國立研究開發法人物質．材料研究機

構於5月30日共同舉辦線上「未來科學與量子科技

材料研討會」，台日共計研究論文發表15場，國立

臺灣大學、國立成功大學、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國

立臺灣科技大學及國立中興大學共5校參與。

2. 駐處於11月25日與國立成功大學、日本國立東北大

學、國立研究開發法人物質．材料研究機構及國立

大阪大學等共同舉辦「2022台日量子尖端科技研發 
－海外學術研討會」，駐日本代表謝長廷開幕致詞。

3. 我國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與日本國立研究開發

法人科學技術振興機構（JST）於 12月 19日在我

國辦理「人工智慧之奈米電子與系統整合成果發

表及合作推動研討會」，JST 副理事長森本茂雄

（MORIMOTO Shigeo）率團來台與會。

（五） 醫療合作

1. 駐處與臺灣日本關係協會科技交流委員會於9月7
日至8日辦理「2022台日科技高峰論壇」。駐日本

代表謝長廷開幕致詞，邀請日本國立研究開發法人

日本醫療研究開發機構先進研究開發戰略中心濵口

道成（HAMAGUCHI Michinari）中心長等多位日方

講者與國內科研專家互動交流。

2. 駐處與台灣科學技術協會及日本國立東京大學於

12月 8日共同舉辦「2022台日生醫科技、精準醫

療及智慧服務研討會」，駐日本代表謝長廷揭幕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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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台日業界及學界等專家學者介紹生醫領域研究

實例及成果。

（六） 農漁業合作

1. 本年我國農漁產品外銷日本約8.6億美元，為我國

第2大出口市場。我國自日本進口約10.5億美元，

居我國第5大進口國。

2. 台日雙方於11月28日在東京召開台日漁業協議作

業規則專家會議實體會議；另洽請日本在各國際區

域漁業管理組織與我國協調合作，確保我國在遠洋

漁船相關作業權益。

（七） 國際文宣

1. 駐處安排日本主流大報記者參加外交部主辦之「政

經記者團 I」及「國慶記者團」。

2. 駐處主辦「111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日媒觀選

團，於11月22日至27日邀請6家日本主流媒體主

筆來台觀選。

3. 駐處協助「日本放送協會」、「日本電視台」及「朝

日電視台」等媒體來我國就台灣安全等議題進行

採訪；與「富士電視台」、「千葉電視台」及「日

經廣播」等5家媒體合作製播年度節目，介紹台灣

政、經、社會人文及觀光等主題。

4. 駐處洽請日本主流大報刊登我國參與 UN、WHO 及

ICAO 等國際組織、反對中國對台軍演及弔唁日本

故前首相安倍晉三等投書；安排日本平面及影音媒

體專訪駐日本代表謝長廷等，傳達我國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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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觀光交流

1. 本年各國來台旅客89萬5,962人次，其中日本旅客

計8萬7,616人次；出國旅客148萬2,821人次，國

人赴日計35萬4,219人次。

2. 駐處協助交通部觀光局於9月22日至25日邀集航

空及旅宿業者在「日本觀光博覽會」設立「台灣館」。

（九） 僑務：亞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於11月29日至12月1
日在日本東京召開第30屆第2次理監事聯席會議，計

有來自印尼、馬來西亞、越南、泰國、日本、柬埔

寨、新加坡及香港等16個國家地區政、僑及商界代

表約700餘人出席，立法院院長游錫堃、臺灣日本關

係協會會長蘇嘉全及多位立法委員亦應邀出席。

（十） 政要互訪

1. 我國赴訪者：副總統賴清德、原住民族委員會主任

委員夷將．拔路兒、國家發展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高

仙桂、大陸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邱垂正、立法院院長

游錫堃、立法委員郭國文、張廖萬堅、林靜儀、

何志偉、林楚茵、邱議瑩、沈發惠、林宜瑾、張

宏陸、賴瑞隆、陳歐珀、吳琪銘、王定宇、江

啟臣、溫玉霞、吳斯懷、邱臣遠、林昶佐、李德

維、伍麗華、考試院考試委員吳新興、王秀紅、

何怡澄、考試院秘書長劉建忻、銓敘部部長周志

宏、監察院副院長李鴻鈞、監察委員王幼玲、王

榮璋、高涌誠、鴻義章、紀惠容、葉宜津、蕭自

佑、賴鼎銘、林郁容、林盛豐、張菊芳、高雄市市



中華民國 111年外交年鑑

- 96 -

長陳其邁、屏東縣縣長潘孟安、臺灣日本關係協會

會長蘇嘉全。

2. 日 本 來 訪 者： 參 議 員 清 水 貴 之（SHIMIZU 
Takayuki）、衛藤晟一（ETO Seiichi）、榛葉賀津也

（SHIMBA Kazuya）、石井章（ISHII Akira）、山本順

三（YAMAMOTO Junzo）、若松謙維（WAKAMATSU 
Kaneshige）、 野 田 國 義（NODA Kuniyoshi）、 東 徹

（AZUMA Toru）、 塩 村 文 夏（SHIOMURA Ayaka）、
廣瀨惠美（HIROSE Megumi）、三宅伸吾（MIYAKE 
Shingo）、 瀧 波 宏 文（TAKINAMI Hirofumi）、 世 耕

弘成、末松信介（SUEMATSU Shinsuke）、中田宏

（NAKADA Hiroshi）、 山 田 宏（YAMADA Hiroshi）、
北村經夫（KITAMURA Tsuneo）、大野泰正（OHNO 
Yasutada）、 堀 井 巖（HORII Iwao）、 松 川 瑠 衣

（MATSUKAWA Rui）、加田裕之（KADA Hiroyuki）、
生稻晃子（IKUINA Akiko）、 友納理緒（TOMONOH 
Rio）、眾議員小倉將信（OGURA Masanobu）、鈴木憲

和（SUZUKI Norikazu）、鈴木隼人（SUZUKI Hayato）、
山口晉（YAMAGUCHI Susumu）、西野太亮（NISHINO 
aisuke）、鈴 木 馨 祐（SUZUKI Keisuke）、 石 破 茂

（ISHIBA Shigeru）、浜田靖一（HAMADA Yasukazu）、
長島昭久（NAGASHIMA Akihisa）、古屋圭司、木原稔

（KIHARA Minoru）、衛藤征士郎（ETO Seishiro）、井

上信治（INOUE Shinji）、小宮山泰子（KOMIYAMA 
Yasuko）、 長 坂 康 正（NAGASAKA Yasumasa）、 福

島 伸 享（FUKUSHIMA Nobuyuki）、 源 馬 謙 太 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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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MMA Kentaro）、和田有一朗（WADA Yuichiro）、
掘井健智（HORII Kenji）、萩生田光一、小野寺

五典（ONODERA Itsunori）、 塩崎彰久（SHIOZAKI 
Akihisa）、青森縣知事三村申吾（MIMURA Shingo）、
愛媛縣知事中村時廣（NAKAMURA Tokihiro）、日本

台灣交流協會會長大橋光夫（OHASHI Mitsuo）。

十一、我國與大韓民國關係

（一） 一般關係：我國與韓國於82年7月簽署《新關係架構

協定》，並於82年11月及83年1月，分別在兩國設立

「駐臺北韓國代表部」及「駐韓國台北代表部」；我國

另於94年1月在釜山設立辦事處。

（二） 經貿關係：本年雙邊貿易總額約564億美元，我國出

口約222億美元，進口約342億美元；我國為韓國第6
大貿易夥伴，韓國為我國第5大貿易夥伴。

（三） 文教交流

1. 本年我國在韓國各級學校留學人數為1,750人，韓

國在我國留學人數為1,771人；教育部提供「臺灣

獎學金」6名及「華語文獎學金」8名予韓國學生

來我國就學；韓國大學提供「韓國大學校互惠語文

研修獎學金」13名予我國學生赴韓國研習。

2. 僑務委員會補助韓國華語文學生團40人參與線上

研習華語文課程；教育部派華語文教師乙名在韓國

亞細亞聯合神學大學任教，協助推廣正體中文；與

韓國科學技術院合作辦理「共資共名博士獎學金」；

為拓展韓國地區台灣研究，與韓國外國語大學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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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台灣研究講座」計畫，增進韓國學術界與我

國之交流。

3. 教育部協助媒合兩國多所學校，並採線上方式持續

進行國際教育交流。

（四） 觀光交流：本年國人訪韓計7萬8,318人次，韓國人來

台計5萬1,748人次。

（五） 政要互訪

1. 我國赴訪者：前副總統呂秀蓮。

2. 韓國來訪者：韓台議員親善協會會長趙慶泰（CHO, 
Kyoung-tae）。

十二、我國與馬來西亞關係

（一） 一般關係：我國於63年8月3日在馬來西亞設立「駐

吉隆坡遠東貿易旅遊中心」，77年 9月 22日改名為

「駐馬來西亞台北經濟文化中心」，81年8月17日更

名為「駐馬來西亞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76年3月
馬來西亞在我國設立「馬來西亞友誼及貿易中心」。

（二） 經貿關係：本年台馬雙邊貿易額約305億美元，我國

出口約170億美元，進口約135億美元；我國為馬來西

亞第5大貿易夥伴，馬國為我國第8大貿易夥伴。截至

本年底，我國對馬來西亞之投資累計逾141億美元。

（三） 文教關係：馬來西亞約有671萬華裔公民，目前馬國

有1,302所華語文小學及62所獨立中學。本年馬來西

亞在我國大專院校留學生計1萬2,378人，歷年馬國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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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校友總人數約10萬人。本年我國在馬國大專院校留

學人數計111人。

（四） 醫療合作：本年賡續推動衛福新南向政策「新南向醫

衛合作與產業鏈發展計畫」2.0計畫，將馬來西亞列為

「一國雙中心」，衛生福利部並委託長庚醫療財團法人

及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於馬國執行合作計畫。

（五） 觀光交流：本年赴馬來西亞旅遊國人計2萬9,909人
次，馬來西亞民眾來我國旅遊為5萬9,035人次。

（六） 僑務：旅居馬來西亞台商約1,700多家，由吉隆坡及檳

城州等7個台灣商會組成馬來西亞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十三、我國與緬甸聯邦共和國關係

（一） 一般關係：國合會於103年在緬甸設立辦事處，我國

政府於105年3月28日設立「駐緬甸臺北經濟文化辦

事處」；緬甸於104年在我國設立「緬甸聯邦共和國駐

台北貿易辦事處」。

（二）經貿關係：本年雙邊貿易總額約2.8億美元，我國出

口約1.9億美元，進口約0.9億美元。據投審會統計，

截至本年我國對緬甸投資49件，計4.83億美元；緬甸

對我國投資30件，計400萬美元。

（三） 文教關係：駐處邀請我國畫家郭正宏於10月間分別在

仰光伽喀瓦佛教大學及 Agape Charity Children Center 仁
愛育幼院進行教學活動，並與緬甸當代畫家進行藝術

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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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醫衛合作：駐處促成新光醫院與緬甸「臘戌社會福利

會」6月24日簽署合作備忘錄，辦理醫事人員臨床進

修與訓練計畫，並於9月間遴選2位緬甸急診科醫師

前來我國，接受為期3個月之醫療教育訓練。

（五） 人道援助

1. 駐處於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續協助171位緬甸國民搭

乘中華航空公司班機返回緬甸。

2. 駐處本年持續與台商總會、新光醫院、善心僑胞及

緬甸慈善機構合作，在仰光經濟弱勢社區免費發放

愛心午餐。

（六） 國際文宣

1. 駐處洽獲緬甸媒體「標準日報」於8月8日刊出抗

議中國在台周邊軍演報導。

2. 駐處於 INTERPOL 第 90屆大會前，投書緬甸官媒

「緬甸新光報」，闡明反制跨境人口販運亟需國際

間有關各國互相合作，應邀請所有利益相關者參

與，獲該報於10月10日全文刊登。

十四、我國與紐西蘭關係

（一） 一般關係：我國於 62年 5月在奧克蘭設立「駐紐西

蘭亞東貿易中心」，該中心於70年7月遷至首都威靈

頓，同年增設亞東貿易中心屋崙分處，80年11月「駐

紐西蘭亞東貿易中心」改名為「駐紐西蘭台北經濟文

化辦事處」，屋崙分處亦改名為「駐奧克蘭台北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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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辦事處」；76年紐西蘭在我國設立「紐西蘭商工

辦事處」。

（二）經貿關係

1. 本年雙邊貿易總額約20.2億美元，我國出口約9.4
億美元，進口約10.8億美元。我國為紐國櫻桃最大

出口國及第3大蘋果及洋梨出口國。

2. 《台紐經濟合作協定》自102年12月1日起生效實

施，對台紐經貿關係帶來顯著的正面效益。目前已

建立食品安全檢驗及動植物防檢疫措施、技術性貿

易障礙、原民合作、貿易與勞工、貿易與環境等5
個次級委員會，逐步建立廣泛而定期性的交流合作

機制。本年台紐年度經貿會議於12月6日以視訊方

式舉行。

（三） 文教關係：我國提供「臺灣獎學金」及「華語文獎學金」

予紐西蘭優秀青年來我國攻讀學位或研習華語文。本

年計有「華語文獎學金」受獎生4名。

（四）觀光旅遊：本年我國前往紐西蘭旅遊計6,758人次，

紐西蘭來我國旅客計2,792人次。

（五）原住民交流

1. 依據《台紐經濟合作協定》第19章原住民合作專

章，我國原住民族委員會及紐西蘭毛利發展部每年

輪流辦理專章協調會議，討論經濟、旅遊、教育等

議題，本年合作重點為地熱能源、影視、原住民語

言復興及企業合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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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國於3月29日正式加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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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政要赴訪：監察院院長陳菊、監察委員王美玉、范巽

綠、林文程。

十五、我國與巴布亞紐幾內亞獨立國關係

（一） 一般關係：我國於79年2月12日在巴布亞紐幾內亞設

立「中華民國商務代表團」，107年5月17日改名為

「駐巴布亞紐幾內亞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79年5月
20日巴布亞紐幾內亞在我國設立駐臺名譽商務代表

處，83年 8月改名為駐臺名譽總領事館，103年 8月
暫停委任，104年12月31日在我國恢復設立巴布亞紐

幾內亞駐臺商務代表處。

（二） 經貿關係

1. 本年雙邊貿易總額為15億9,426萬美元，我國出口1
億1,143萬美元，進口14億8,283萬美元。

2. 「中華民國台灣區遠洋鰹鮪圍網同業公會」與巴布

亞紐幾內亞漁業局簽有圍網漁業入漁協定，本年我

國遠洋漁業業者總計向巴布亞紐幾內亞繳納入漁費

逾2,000萬美元。

（三） 文教關係：本年我國提供外交部「臺灣獎學金」、教

育部「臺灣獎學金」、教育部「華語文獎學金」予巴

紐學生來台就讀。

（四） 農業合作：79年國合會在巴紐設立駐巴紐技術團，80
年分別在首都摩士比港及第二大城萊城設立南、北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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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推廣中心，自109年配合巴紐農牧部與國家農業研

究所進行「稻種增產計畫」。駐團另提供農民團體種

植及採種與相關訓練，包括建立種子檢查試驗室、訓

練田間檢查管理者，並針對稻種檢驗、田間檢查及稻

種田間栽培等主題舉辦講習會。

（五） 醫療合作：彰化基督教醫院（以下簡稱「彰基醫院」）

於3月18日與巴紐大學醫學院簽署專科醫師培訓備忘

錄，本年續安排巴紐首都摩士比港綜合醫院骨科及心

臟外科各1名醫師至彰基醫院進行專科醫師培訓，協

助改善首都地區之國立醫院醫療照護品質；彰基醫院

另於本年7月27日與巴紐摩士比港綜合醫院在彰基醫

院培訓之二位醫師舉辦專科照護經驗分享研討會。

（六） 人道援助

1. 駐巴紐代表廖文哲於3月8日代表「財團法人普賢

教育基金會」及「財團法人曹仲植基金會」捐贈巴

紐衛生部輪椅及枴杖乙批，由巴紐衛生部部長黃傑

塔（Jelta WONG）代表接受。

2. 駐巴紐代表廖文哲於3月16日與美國駐巴紐大使艾

麥琪（Erin MCKEE）共同出席我國捐贈巴紐首都特

區省醫院輪椅及拐杖捐贈儀式。

十六、我國與菲律賓共和國關係

（一） 一般關係：我國於64年7月28日在菲國設立「太平洋

經濟文化中心駐馬尼拉辦事處」，79年3月7日改名為

「駐菲律賓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菲律賓於65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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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日在我國設立「亞洲交易中心」，78年12月20日改

名為「馬尼拉經濟文化辦事處」。

（二） 經貿關係：本年雙邊貿易總額約107.2億美元，我國

出口約76.4億美元，進口約30.8億美元。我國在菲國

投資設廠業者約620家，至本年累計投資金額約22.85
億美元。

（三） 文教關係：本年菲律賓在我國留學生計2,969人。教

育部委託國立中山大學在菲國亞洲三一大學設置台灣

教育中心，推廣台灣高等教育及華語文。教育部「台

灣外籍英語教師計畫」甄選88名菲律賓英語教師。

（四） 農漁業合作：國合會於3月23日設立台灣駐菲律賓技

術團，7月1日起與菲律賓農業部共同執行「菲律賓

農業群落鞏固合作計畫」。另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依據

「菲律賓青農在台實習計畫」於本年接待48名菲國青

農，協助提升彼等農業技術與新知，深化雙邊農業人

才交流。

（五） 防疫合作：台菲於3月10日相互承認數位疫苗證明與

國際預防接種證明書。

（六） 醫療合作：我國新南向「一國一中心計畫」菲律賓執

行單位花蓮慈濟醫學中心續與菲國合作醫院密切交流

並分享我國先進醫療技術。

（七） 人道援助：111年我國捐贈菲律賓110公噸賑災物資，

協助菲國 110年 12月雷伊颱風災後重建；另分別捐

贈20萬美元、40萬美元及10萬美元，協助北呂宋地

震、奈格強烈颱風災後重建及修復因強震受損之美岸

市市定古蹟與文化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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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觀光旅遊：本年我國赴菲國旅客計2萬3,604人次，菲

國前來我國旅遊計6萬4,038人次。

（九） 僑務：菲律賓華人約150萬人，大部分集中在大馬尼

拉都會區、宿霧及納卯等城巿。近年來，我國至菲

國經商、應聘或投資之技術、工商等從業人員約2萬
人，主要從事傳統產業、建築、科技、農畜牧、觀光

及服務等業別。

十七、我國與新加坡共和國關係

（一） 一般關係

1. 我國於58年3月6日在新加坡設立「中華民國駐新

加坡商務代表團」，79年9月30日改名為「駐新加

坡台北代表處」；新加坡於68年8月1日在我國設

立「新加坡駐台北商務代表處」，79年9月30日改

名為「新加坡駐台北商務辦事處」。

2. 國會外交：立法委員吳斯懷、李德維、洪孟楷及鄭

正鈐於8月12日訪星交流；立法委員游毓蘭應德國

艾德諾基金會邀請，於11月23日訪星出席「亞洲

婦女國會核心小組會議」。

（二） 經貿關係：本年雙邊貿易總額約420億美元，我國出

口約295億美元，進口約125億美元；我國為新加坡

第4大貿易夥伴，星國為我國第6大貿易夥伴。近3年
台星投資增長快速，我對新加坡投資自2019年之6.4
億美元增加至2022年之33.6億美元，我國對星國投資

佔台灣對東南亞國家協會（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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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s, ASEAN）投資之比重，亦自108年之24% 增加

至本年之71%。

（三） 文教關係

1. 本年教育部提供「臺灣獎學金」及「華語文獎學金」

予新加坡優秀青年來我國攻讀學位或研習華語文。

2. 本年我國除持續與新加坡相關機構合作辦理「新

加坡華語電影節」、「世界書香日全國華文導讀活

動」、「世界兒童畫展」外，另成功促成我國藝術

家李光裕作品「思惟」捐贈星國濱海灣花園，由星

國文化、社區及青年部部長兼律政部第二部長唐振

輝（Edwin TONG）代表接受。

3. 駐處與新躍社科大學合辦「他們在島嶼寫作（三）」

文學電影節，邀請我國作家吳晟及電影工作者赴星

國交流，另結合新加坡詩歌節資源策辦「詩魔洛夫

詩書影像展」。

（四） 觀光交流：本年新加坡前來我國旅客計6萬9,507人
次，我國赴星旅客為7萬8,961人次。

（五） 政要赴訪：立法院立法委員吳斯懷、李德維、洪孟

楷、鄭正鈐、游毓蘭、衛生福利部常務次長石崇良。

十八、我國與泰王國關係

（一） 一般關係

1. 我國與泰國於64年9月10日分別在曼谷及台北設

立辦事處，目前雙方辦事處名稱分別為「駐泰國台

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及「泰國貿易經濟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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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國會外交：印太地區跨國國會平台「福爾摩沙俱樂

部」首屆年會於 5月10日以線上形式舉行，泰國

眾議員暨公共衛生委員會發言人艾卡波（Ekkapob 
PIANPISEO）線上參與並分享泰國防疫經驗。立法

委員吳斯懷、溫玉霞、游毓蘭及李德維於12月9日
訪問泰國。

（二）經貿關係：依據泰國海關統計，本年雙邊貿易總額約

165億美元，我國出口約118億美元，進口約47億美

元。依據泰國投資促進委員會統計，本年我國廠商赴

泰國投資計44件，總金額約13.3億美元。另據我國經

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統計，本年泰國對我國投資金額

約3.69億美元，投資件數為16件。

（三） 文教關係

1. 本年我國提供「臺灣獎學金」20名，教育部「華

語文獎學金」25名予泰國學生來台就讀；另派15
位華語文老師在泰國各級學校任教。

2.「2022年台灣泰國高教暨華語線上教育展」於7月
9日舉行，逾萬名泰國師生及家長上線觀展。

3. 臺中市大墩美展交流展於9月6日在曼谷河城藝術

中心展出60件作品，市長盧秀燕特錄製影片致意，

駐泰國代表莊碩漢、泰國文化界與台僑共襄盛舉。

（四） 醫療合作：配合我國新南向政策「一國一中心計畫」'
彰基醫院於9月12日在曼谷舉辦「2022台泰智慧醫療

國際研討會」，加強雙邊醫療合作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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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勞工合作：台泰於 12月 8日在曼谷舉行「第 21屆
台泰勞工聯合會議」，由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署

長葉孟良及泰國勞工部就業廳廳長帕鳩（Phairoj 
CHOTIKASATIEN）商討重要勞務合作議題。

（六） 多邊合作：泰國為本年 APEC 會議主辦國，11月18日
舉行之「亞太經濟合作經濟領袖會議」，我國由領袖

代表張忠謀出席，代表團成員包括行政院政務委員鄧

振中及政務委員兼國家發展委員會主任委員龔明鑫等。

（七） 國際文宣

1. 駐處洽繫泰國主流媒體刊登我國推動參與重要國

際 組 織， 如 UN、WHO、INTERPOL 及 UNFCCC 
COP27等推案，獲《民眾商業報》、《經理日報》、

《每日新聞報》、《前線報》及《泰國世界日報》等

刊載投書。

2. 駐處與泰國 MONO 29電視臺共合製4支主題多元

的台灣形象短片，向泰國社會宣介台灣特色文化。

（八） 僑務

1. 泰國台灣商會聯合總會首度主辦台灣商品展以慶祝

成立30週年，駐泰國副代表徐蔚民應邀於6月2日
出席開幕典禮並致詞。

2. 泰國大玲昌獅子會與台北友聲獅子會於11月13日
在泰國紅十字會捐血中心聯合舉辦捐血暨贈送愛心

米活動，駐泰國代表莊碩漢及僑領出席。

（九） 政要赴訪：行政院政務委員鄧振中、財政部部長蘇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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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交通部部長王國材、立法院立法委員吳斯懷、溫

玉霞、游毓蘭、李德維。

十九、我國與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關係

（一）一般關係：我國於81年分別在河內及胡志明市設立

「駐越南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及「駐胡志明市台北

經濟文化辦事處」；越南於82年在我國設立「駐台北

越南經濟文化辦事處」。

（二）經貿關係：本年雙邊貿易總額約215.6億美元，我國

出口約145.74億美元，進口約69.86億美元；我國為

越南第5大貿易夥伴，越南為我國第10大貿易夥伴；

另我國在越南投資累計約364億美元。

（三） 文教關係

1. 我國提供「臺灣獎學金」32名、「華語文獎學金」

17名予越南學生來台就讀，另派遣華語文教師5名
赴越南各大學任教。本年越南在我國就學人數達2
萬3,728名，續蟬聯在台外籍學生第1大來源國。

2. 駐處與越南國民經濟大學合作設立「台灣研究講

座」，出版專書「邁向零排放低碳經濟：理論與實

務」、辦理「台越邁向零排放之低碳經濟」國際工

作坊，加強兩國學術研究合作與交流。

3. 為慶祝駐處設處 30週年，舉辦「河內台灣茶苑」

系列活動推廣台灣茶藝、邀請台灣「十鼓擊樂團」

在河內及胡志明市公演，並舉辦「2022台灣電影

沙龍」等相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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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醫療合作：配合我國新南向政策，衛生福利部本年將

「一國一中心」擴大為「一國雙中心」，委託臺北榮民

總醫院及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分別在北

越及南越續執行雙邊醫衛合作計畫。

（五） 觀光交流：我國與越南於10月25日舉行第9屆觀光

合作會議，討論後疫情時期加速恢復雙邊觀光交流 
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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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地區

外交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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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馬紹爾群島大使夏季昌代表我國政府捐贈馬國中秋節禮，由馬國外

交暨貿易部部長柯布雅（Kitlang KABUA）代表接受。（111.10.12）

駐馬紹爾群島大使夏季昌（右2）與馬國總統柯布亞（David KABUA）
伉儷（左2、左3）於慶祝兩國建交24週年活動合影。（111.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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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諾魯大使王海龍（中）代表我國捐贈輪椅乙批予諾魯身障團體。

（111.4.8）

駐諾魯大使館舉辦「臺灣獎學金」受獎生行前說明會，駐諾魯大使王
海龍（左2）、諾魯國會議長史蒂芬（Marcus STEPHEN）（左3）、外交部
副部長皮里斯（Asterio APPI）（右5）及受獎生合影。（111.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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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蔡英文特使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署長張子敬（右6）、外交部政務次
長田中光（右5）、駐帛琉大使黎倩儀（右4）及帛琉國務部部長艾古斯
（Gustav AITARO）（左5）於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台南艦」執行海上維安
任務期間合影。（111.4.16）

駐帛琉大使黎倩儀（右排3）與帛琉總統惠恕仁（Surangel S. WHIPPS, 
Jr.）（左排 3）、副總統席嫵杜（J. Uduch Sengebau SENIOR） （左排 4）、
眾議長安薩賓（Sabino ANASTACIO）（左排2）等政要出席印太地區「福
爾摩沙俱樂部」首屆年會暨餐會並合影。（111.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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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吐瓦魯國大使林東亨（右5）出席我國技術團 Funafala 美好農場開幕剪綵
儀式。（111.8.24）

駐吐瓦魯國大使林東亨（右1）出席我國援贈吐國佈建4G/LTE 案第二期援款 
撥交典禮，與吐國外交部部長柯飛（Simon KOFE）（右2）合影。（111.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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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亞臺灣研究協會」（ATSA）在墨爾本舉辦「5G 新時代：數位社會的創
新與挑戰」研討會，駐澳大利亞代表常以立（右2）開幕致詞並主持「家
博紀念講座」，與澳洲國家大學專家研究員羅文凱（Rowan CALLICK）（中）
及 ATSA 會長張耀中（左2）等合影。（111.12.1）

澳洲「新可倫坡計畫」台灣受獎學人拜會駐澳大利亞代表處，駐澳大利亞
代表常以立（左）與澳洲學生座談。（11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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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布里斯本處長陶令文（前排左2）及昆士蘭州教育廳文官長達斯（Michael 
DE＇ATH）（前排右1）應邀出席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與澳大利亞昆士蘭
州教育廳線上簽署教育交流合作備忘錄儀式並合影。（111.7.7）

駐布里斯本處長陶令文夫婦（右5、右4）、布里斯本市市長施林納夫婦
（Adrian SCHRINNER、Nina SCHRINNER）（左5、左4）、昆士蘭農業廳長佛諾
（Mark FURNER）（右3）及昆士蘭州議員兼執政工黨昆州議會友台小組共同主
席馬丁（James MARTIN）（右1）於中華民國111年國慶酒會合影。（11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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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墨爾本處長林起文夫婦（前排右5、右4）主持「中華民國111年國慶酒

會」與維多利亞州聯邦眾議員 Keith WOLAHAU（左4）、維多利亞州州參

議員 Tien KIEU（右2）合影。（111.10.5）

駐雪梨辦事處與「雪梨雙年展」合作，首度展出我國原民藝術家篙瑪
竿（Aluaiy KAUMAKAN）（左3）裝置藝術，處長范惠君（右3）與藝
術家及雙年展董事芙拉娜根（Anne FLANAGAN）（右 1）等人合影。
（111.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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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雪梨辦事處舉辦111年國慶晚會，處長范惠君（前排右6）與新南威

爾斯州計畫廳廳長兼州議會友台小組 Anthony ROBERTS（前排左6）等

貴賓合影。（111.10.6）

駐汶萊代表李憲章（後排右 1）與汶萊全國商工總會會長 Hanafi 
RAHMAN（前排坐者）於簽署促進台汶雙邊貿易合作備忘錄後合影。

（11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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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汶萊代表史亞平（第2排中）於111年國慶酒會後與出席貴賓合影。
（111.10.8）

駐斐濟代表周進發代表我國與太平洋島國論壇代理秘書長馬諾寧

（Filimon MANONI）簽署協定後合影。（11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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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斐濟代表周進發夫婦與斐濟前總理鑾布卡（Sitiveni RABUKA）於111
年國慶酒會合影留念。（111.10.6）

駐印度代表葛葆萱（後排左8）與印度出席台灣印度中小學國際教育

合作簽約儀式中小學校長合影。（111.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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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印度代表葛葆萱（後排右2）、經濟部政務次長陳正祺（後排左4）
與印度商工部次長簡恩（Anurag JAIN）（後排右4）共同出席第1屆台

灣印度 CEO 圓桌論壇。（111.11.3）

駐清奈處長王北平（左2）轄訪斯里蘭卡可倫坡，拜會印度駐斯里蘭

卡高專署高專 Gopal BAGLAY（右2）。（111.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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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印尼代表陳忠接受CNN Indonesia時事節目主持人梅姬（Maggie Calista） 
專訪。（111.9.6）

駐印尼代表陳忠（前方右1）與在我國農委會視訊連線之印尼駐台代

表章溥帝（Budi Santoso）（後方螢幕左側），異地簽署「印尼青農在台

灣農場及農企業實習計畫」協議。（11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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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泗水處長林鼎翔（左）與東爪哇省副省長埃米爾（Emil Dardak）（中）

會晤時合影。（111.7.5）

駐泗水處長林鼎翔拜會印尼泗水市副市長阿穆吉（Ir. H. Armuji）合影。

（11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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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日本代表謝長廷（前排左 4）與日華議員懇談會會長古屋圭司

（FURUYA Keiji）（前排左5）及幹事長岸信夫（KISHI Nobuo）（前排左3）
共同推廣台灣產鳳梨釋迦。（111.1.17）

駐日本代表謝長廷（左 5）及日本台灣交流協會理事長谷崎泰明

（TANIZAKI Yasuaki）（右3）出席在東京舉行的「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

―基於法治的永續海洋」研討會合影。（111.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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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大阪處長向明德（右2）出席經濟部台日產業合作推動辦公室與日

本德島縣簽署產業合作備忘錄儀式，與德島縣知事飯泉嘉門（IIZUMI 
Kamon）（左2）、經濟部工業局局長連錦漳（視訊螢幕左）及經濟部

台日產業合作推動辦公室執行長呂正欽（視訊螢幕右）等人合影。

（111.10.13）

駐大阪處長向明德（右）與原住民委員會主任委員夷將 ･拔路兒（中）

及日本國際藝術協會會長金原芳山（左）合影。（111.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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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橫濱處長張淑玲（中）主持111年雙十國慶酒會，與日華親善横濱市議
會議員連盟會長橫山正人（YOKOYAMA Masato）（左3）及橫濱華僑總會
會長張儀（右3）等貴賓合影。（111.10.3）

駐橫濱處長張淑玲（前排左5）出席「橫濱華僑各界慶祝雙十國慶大

會委員會」舉辦慶祝大遊行活動。（111.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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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札幌處長粘信士（前排左4）及惠庭市議會議長野沢宏紀（NOZAWA 
Hiroki）（前排右4）見證惠庭市議會日台友好議員連盟成立祝賀會。

（111.2.17）

駐札幌處長粘信士（前排左）見證釧路市長蝦名大也（EBINA Hiroya）
（前排中）與花蓮市線上友好締盟。（111.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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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那霸處長王瑞豐（右）與沖繩縣立圖書館館長宮城威（MIYAGI 
Takeshi）（左）於成立台灣圖書影音資料專區合作備忘錄簽署後合影。

（111.10.25）

駐那霸處長王瑞豐（左3）與與那國町長糸數健一（ITOKAZU Kenichi）
（中）、與那國町議長崎元俊男（SAKIMOTO Toshio）（右3）出席花蓮

市及與那國町締結姊妹市40周年紀念儀式。（111.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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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韓國代表梁光中於111年國慶酒會中致詞。（111.10.6）

駐韓國代表梁光中（第2排右6）與韓國經濟副總理兼企劃財政部部長

秋慶鎬（CHOO Kyung-ho）（前排右6）及多位駐韓使節共同參加韓國

時報論壇合影。（111.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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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釜山處長林晨富（右4）出席「釜山廣域市議員台灣親善協會」成

立大會，與該協會會長金震洪（左4）等釜山市議員合影。（111.1.10）

駐釜山處長林晨富（前排右5）出席慶尚北道「慶州市議員台灣親善

協會」成立大會，與出席議員合影。（111.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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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馬來西亞代表洪慧珠（右7）、僑務委員會委員長童振源（左7）及

世界留台校友會聯誼總會總會長郭應茂（左6）參加世界留台校友會

聯誼總會「2022世界 / 砂拉越文華之夜」活動合影。（111.12.4）

駐緬甸代表李朝成（中）應邀出席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國際醫療服務

中心舉辦「臺緬代訓醫衛計畫開訓典禮」。（11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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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緬甸代表李朝成（末排右7）、畫家郭正宏（末排右8）及愛緬基金

會趙德仁執行長（第2排右4）與仰光仁愛育幼院院童持畫作合影。

（111.10.10）

駐紐西蘭代表陳克明（右1）陪同監察院院長陳菊（左3）、監察委員

王美玉（左2）、范巽綠（右3）及林文程（右2）拜會紐西蘭監察署

首席監察使彼得波希爾（Peter BOSHIER）（左4）合影。（111.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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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奧克蘭處長陳詠韶與紐西蘭毛利王（Tūheitia Potatau Te Wherowhero 
VII）伉儷合影。（111.9.7）

駐奧克蘭處長陳詠韶（右4）與出席111年國慶酒會之紐西蘭國會議員

Brooke van VELDEN（右5）等政要及貴賓合影。（11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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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巴布亞紐幾內亞代表廖文哲捐贈輪椅乙批予巴紐衛生部部長黃傑塔

（Jelta WONG）。（111.3.8）

駐巴布亞紐幾內亞代表廖文哲（右 2）、美國駐巴紐大使麥艾琪

（Erin MCKEE） （右1）及巴紐首都特區省衛生廳廳長史炎尼（Stephen 
YENNIE）（左2）出席我國捐贈巴紐輪椅等剪綵儀式。（11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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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菲律賓代表徐佩勇（中著白衣者）與馬尼拉經濟文化辦事處副主席
戴夢桐（Eddie U. TAMONDONG）（左7）共同主持我國捐贈菲國雷伊風
災賑災物資儀式。（111.2.11）

駐菲律賓代表徐佩勇（左2）代表我國捐贈菲國20萬美元協助北呂宋

島地震災後重建，馬尼拉經濟文化辦事處主席貝世偉（Silvestre BELLO 
III）（右2）代表受贈，艾布拉省省長瓦雷拉（Dominic B. VALERA）（左

3）出席見證。（111.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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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新加坡代表梁國新（右4）出席「詩的變形記詩書畫聯展」合影。
（111.8.5）

駐新加坡代表梁國新（中）偕同仁參觀「詩魔洛夫詩書影像展」
（11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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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泰國代表莊碩漢參加在曼谷舉辦之「臺中市大墩美展交流展」並發

表致詞。（111.9.6）

駐越南代表石瑞琦夫婦（右4、右5）出席「2022年台灣電影沙龍」活

動。（11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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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越南代表石瑞琦（後排右7）參加越南外交部外交團服務局「2022
國際美食節義賣會」義賣活動開幕式與各國使節合影。（111.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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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亞西地區

壹、前　言

亞西地區包括中東地區國家、獨立國家國協（以下簡

稱「獨立國協」）、阿富汗、喬治亞、蒙古、巴基斯坦及烏克

蘭計29個國家及1個自治政府，面積超過3千萬平方公里，

人口逾7.5億。中東地區有巴林、伊朗、伊拉克、以色列、

約旦、科威特、黎巴嫩、阿曼、卡達、沙烏地阿拉伯、敘利

亞、土耳其、阿拉伯聯合大公國、葉門計14國及巴勒斯坦自

治政府。獨立國協則包括亞美尼亞、亞塞拜然、白俄羅斯、

哈薩克、吉爾吉斯、摩爾多瓦、俄羅斯、塔吉克、烏茲別克

9個成員國及土庫曼1個準成員國。

在亞西地區國家中，我國與巴林、以色列、約旦、科威

特、蒙古、阿曼、俄羅斯、沙烏地阿拉伯、土耳其及阿拉伯

聯合大公國10國維持實質關係，並在各國設有代表處或辦事

處；以色列、約旦、蒙古、阿曼、俄羅斯、沙烏地阿拉伯及

土耳其7國在我國亦設有代表機構。

本年我國於亞西地區重要工作如次：

一、 2 月 24 日烏俄戰爭爆發當晚即啟動烏克蘭撤僑應變計

畫，安排三波撤僑行動，自烏國基輔沿途以巴士接應僑

民西撤，成功於 10 日內撤離我國國人及眷屬計 78 位。

二、 2 月 28 日啟運 27 公噸藥物醫材，送至波蘭轉贈烏克蘭；

另於 3 月 5 日宣布發起「募集民間愛心物資援助烏克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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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民」活動，並於 5 月 27 日前將約 582 公噸之藥品與

愛心物資分批運往波蘭及斯洛伐克，賑濟烏國難民。

三、 4 月 22 日協助將國人愛心善款捐贈予烏克蘭衛生部國立

兒童醫院、兒童心臟醫學中心、尼古拉耶夫市立兒童醫

院、哈爾科夫急救中心、國家心臟醫學研究所、札波羅

熱地區兒童醫院、利沃夫急救重症照護綜合醫院及烏克

蘭東正教會等單位，另亦援贈烏國哈爾科夫、切爾尼戈

夫、米可拉耶夫、蘇梅、札波羅熱及布查 6 城市，哈爾

科夫市市長切列霍夫（Ihor TEREKHOV）、布查市市長

費德盧克（Anatoliy FEDORUK）及東正教大牧首伊皮法

紐斯一世（His Beatitude EPIPHANIUS I）透過視訊向外交

部部長吳釗燮致謝。

四、 5 月 11 日與以色列簽署《台以社會福利暨社會工作合作

共同宣言》，嗣於 7 月 13 日簽署「金融科技合作備忘

錄」，深化兩國在社福與社工及金融科技等領域之交流

合作。

五、 6 月 30 日與非政府組織土耳其紅新月會簽署合作協議，

於阿富汗地震災後第一時間協力將緊急食物包送達阿富

汗災民手中。

六、捐贈土耳其及蒙古兩國白米、緊急食品包、輪椅輔具、資

訊及醫療設備，推動各項人道援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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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我國與各國關係

一、我國與巴林王國關係

（一） 一般關係：我國於66年4月15日在巴林設立「中華民

國商務代表團」，94年1月28日改名為「臺灣駐巴林

王國商務代表團」，106年7月更名為「駐巴林臺北貿

易辦事處」。

（二） 經貿關係

1. 本年雙邊貿易總額約 2.27億美元，我國出口約

4,451萬美元，進口約1.82億美元，進口大宗為鋁

及其製品、有機化學產品、礦物燃料、礦油及其蒸

餾產品、含瀝青物質、礦蠟、鋼鐵，出口主要為車

輛及其零組件、塑膠及其製品、鍋爐及其零件等。

2. 我國與巴林於76年2月簽訂《中華民國政府與巴林

王國政府農業技術合作協定》，目前我國派有農漁

業技術專家協助巴林提升農漁業栽培技術。另我國

本年提供4個名額，供巴林推薦人選來我國進修，

以提升兩國職訓及研究之合作與交流。

3. 駐巴林代表孫習忍於7月間應邀出席巴林 HUMBLE 
BAHRAIN 公司於巴林最大商場 City Center Mall 舉行

之台式珍珠奶茶店開幕剪綵儀式。

（三）體育交流

1. 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性平委員會主任委員陳怡安於

10月間赴巴林參加亞洲奧林匹克理事會性別平等

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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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國國家代表隊於2月間參加在巴林舉行之「第3 
屆亞西帕拉運動會」、6月間參加「第1屆巴林帕

拉羽球錦標賽」、7月間參加「亞洲角力錦標賽」、

10月間參加「亞洲舉重錦標賽」、11月間參加「世

界杯硬地滾球賽」及「巴林羽球國際挑戰賽」。

二、我國與以色列關係

（一）一般關係：我國於82年3月29日在以色列設立「駐台

拉維夫台北經濟貿易辦事處」，以色列亦於同年7月
在我國設立「駐台北以色列經濟貿易辦事處」。兩國

嗣於84年9月11日同意將雙方之辦事處改名為「駐台

拉維夫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及「駐台北以色列經濟

文化辦事處」。

（二）經貿關係：本年雙邊貿易總額約32.78億美元，我國

出口約11.24億美元，進口約21.54億美元。主要出口

產品包括電機設備及零組件、機械設備及零組件、

塑膠及相關製品、汽機車及零組件、半導體設備及零

配件、醫療器材、鋼鐵及相關製品、有機化學品等。

進口產品包括半導體設備及零組件、醫療器材、電機

設備及零組件、機械設備及零組件、有機化學品、肥

料、無機化學品及寶石貴金屬等。

（三） 學術及科技交流

1. 我國與台拉維夫大學、本古里昂大學、希伯來大

學、巴伊蘭大學及海法大學等名校分別在數位醫

療、水產養殖與海洋生物技術等領域啟動合作，執

行6項科研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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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6月10日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校長率團訪問以國；10
月23日國立臺灣大學校長及副校長訪問以國，並

且與以色列大學簽署校級、交換生續約及共同種子

計畫等合作協定。

3. 中華民國銀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以色列金融

科技及資安產業考察團、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台以專

區計畫新創團、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團及工業技術

研究院台以合作暨以色列新創生態系工作團先後於

8月6日、8月29日、10月25日及11月19日前往以

國訪問。台灣廠商亦與以國新創團隊簽署合作瞭解

備忘錄。

三、我國與約旦哈希米王國關係

（一） 一般關係：我國於66年5月15日在約旦設立「駐約旦

遠東商務處」，81年4月16日改名為「中華民國（臺

灣）商務辦事處」，107年4月7日更名為「臺北經濟

文化辦事處」。約旦於66年11月25日在我國設立「約

旦商務辦事處」。

（二） 經貿關係：本年雙邊貿易總額約3.85億美元，我國出

口約3億美元，進口約8,500萬美元。目前我國有6家
台商在約旦投資設廠，3家從事成衣加工出口，1家
布料整修，1家 LED 燈具生產，另有從事（資訊）教

育設備進口之貿易公司1家，共僱用員工約6,300人；

成衣產品大部分銷往美國，出口金額約3億美元，佔

約旦成衣外銷28%，布料整修業者提供約國成衣及紡

織業者原物料修補服務，LED 燈具業者產品主要供應

所承攬之首都安曼市及聯外道路街燈換裝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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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商務活動

1. 駐處配合「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以下簡

稱外貿協會）於9月20日舉辦亞西商機日，進行一

對一洽談會，促成商機。

2. 駐處協助辦理我國5家廠商以實體方式及9家廠商

以型錄展方式參加5月30日至6月2日「2022年約

旦國際工業暨太陽能展」，展覽期間前來洽談買主

計 571位，現場接單金額122萬美元，並蒐集120
份貿易機會表。

（四） 文教關係

1. 教育部及「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以下

簡稱國合會）每年提供約旦來台研讀華語文獎學金

名額3名、學士或碩、博士學位獎學金3名。約旦

每年亦提供我國3名獎學金赴約旦深造阿拉伯語文

及碩、博士學位。本年因受疫情影響僅剩1名公費

學生在約旦大學就讀碩士班。

2. 國合會派遣1名華語文教師在約旦蘇梅雅公主科技

大學、安曼學士學校、約旦導遊協會等開設正體中

文課程班並宣揚我國文化。

（五） 體育交流

1. 我國桌球代表隊於8月22至28日赴約旦參加「WTT
約旦青少年桌球挑戰賽」。

2. 我國拳擊代表隊於10月30日至11月13日赴約旦參

加「2022年亞洲拳擊錦標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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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人道援助

1. 我國政府持續與約旦人道援助相關機關及慈善機構

合作推動援助敘利亞難民及約旦弱勢族群人道援助

合作案，包括弱勢婦女職訓、敘利亞難民營內青少

女賦權與倡議、改善約旦首都安曼弱勢社區居民活

動與集會空間、地雷及戰後遺留爆裂物致傷者援助

計畫、兒童安全保護等計畫，另與我國「財團法人

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以下簡稱家扶基金

會）及「慈濟基金會」等慈善組織保持密切往來，

提供必要行政協助，並參與慈善發放活動。

2. 駐約旦代表買睿明於3月9日與當地政府官員共同

見證「財團法人普賢教育基金會」及「財團法人曹

仲植基金會」捐贈之輪椅及行動輔具貨櫃開櫃及點

交事宜。

3. 駐約旦代表楊心怡於11月1日赴約旦札塔里敘利亞

難民營，視察我國贊助之青少女賦權倡議計畫執行

情形。

四、我國與科威特關係

（一）一般關係

1. 我國於75年4月23日在科威特設立「中華民國駐

科威特商務代表處」，85年8月26日改名為「駐科

威特王國台北商務代表處」。

2.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以下簡稱資策會）自 
104年起在科威特科學研究院設有聯絡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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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貿關係

1. 本年雙邊貿易總額約 71.48億美元，我國出口約

1.48億美元，進口約70億美元；主要出口產品為

車輛及零組件、石化產品、電機設備等，進口以原

油為大宗。

2. 外貿協會於10月籌組「2022年阿拉伯半島智慧方

案、汽車零配件、機械拓銷團」赴科威特拓展市場。

（三） 文教關係

1. 國立臺灣大學、國立政治大學與科威特大學簽署姊

妹校協定，每年科威特大學提供9名獎學金名額供臺

大及政大學生赴科威特大學研習阿拉伯語文，本年

疫情逐步緩和，有6名我國學生在科威特大學就讀。

2. 國立清華大學與科威特大學於本年3月間簽署學生

交換協議，開展學術合作關係。

（四） 醫療合作

1. 駐科威特代表譚國定於4月參加科國「外科醫學會」

年度聚會活動，洽談台、科醫衛訓練合作，該會並

簡報感謝我國於110年捐贈防疫口罩。

2. 駐處協助促成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與科威特

Jaber Al-Ahmad 醫院於12月3至4日辦理「亞洲糖尿

病外科醫學高峰會」，加強台、科醫學專家交流。

（五） 科技合作

1. 駐處協助資策會與科威特國家科學研究院於本年2
月1日簽署為期3年（2022年1月至2024年12月）

之合作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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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駐處本年促成莆田公司與科國 Hi-Prof 公司簽署智

慧農業合作備忘錄。

（六） 國際文宣

1. 駐科威特代表譚國定於1月9日接受科國國家電視

2台「Good Morning Kuwait」直播節目專訪，介紹我

國國情、高科技產業發展及醫療觀光等現況；另於

1月26日應邀為該台錄製短片，祝賀科國國慶日及

光復日。

2. 駐處洽獲科威特英文媒體《科威特週報》於5月間

刊載衛生福利部部長陳時中有關我國參與「世界衛

生大會」（World Health Assembly, WHA）案專文。

3. 科威特網路意見領袖阿不都卡苓（Abdul Kareem 
ALHENDAL）於推特及 Instagram 社群媒體推廣我國

參與各項國際組織文宣短片，以中、英及阿文向網

友推介台灣對國際社會之貢獻。

五、我國與蒙古國關係

（一） 一般關係：我國於91年9月1日在蒙古設立「駐烏蘭

巴托台北貿易經濟代表處」，蒙古於92年2月17日在

我國設立「駐台北烏蘭巴托貿易經濟代表處」。

（二） 經貿關係

1. 本年雙邊貿易總額約830萬美元，我國出口約720
萬美元，進口約110萬美元；主要出口產品為工業

或實驗室用電爐及烘箱、自動資料處理機、配製

試劑、碟片、磁帶及固態非揮發性儲存裝置；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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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產品為精煉銅與銅合金、固定性植物油脂、套頭

衫、油帆布及長石。

2.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 （以下簡稱

國經協會）與「蒙古商工總會」自91年起每年輪

流在台北及烏蘭巴托舉行「台蒙經濟聯席會議」，

本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停辦。

（三） 文教關係

1. 我國政府及公私立大學院校每年提供多項獎學金予

蒙古學生來我國攻讀學位或學習華語文；本年約

600餘名蒙古學生在我國就讀，駐處並辦理多場留

學台灣教育講座。

2. 駐處與臺中市政府及蒙古美術館於4月9日至19日
合辦「大墩美展臺蒙獲獎人聯展」。

3. 駐處與蒙古藝術協會及蒙古歌德文化學院於6月16
日至23日合辦「第7屆烏蘭巴托國際媒體藝術節」。

（四） 醫療合作與交流

1. 駐處協助社團法人台灣護理學會與蒙古護理協會於

6月22日簽署合作備忘錄。

2. 本年駐處協助台、蒙共8間醫院簽署雙邊合作備忘

錄，包括：員榮醫院與蒙古私立銀橋醫院；林口長

庚醫院與蒙古國立婦幼醫院；三軍總醫院與蒙古私

立梅爾特斯醫院；臺北市立萬芳醫院與蒙古松根海

汗區總醫院。

3. 駐處協助促成三軍總醫院院長王智弘於9月26日訪

問蒙古，與蒙古特殊公職人員醫院、蒙古國家復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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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附設醫院、蒙古國立創傷中心、蒙古第一中央

醫院交流，並代表三軍總醫院捐贈蒙方人工智慧心

電圖判讀機。

4. 駐處於11月代表我國信撰醫療公司捐贈力化肝疫

苗予蒙古第二醫院、第三醫院、國家癌症中心、國

家傳染病中心、蒙古國家復健中心附設醫院及蒙古

松根海汗區總醫院。

（五） 科技合作：駐處與財團法人慈心有機農業發展基金

會、蒙古自然無限基金會及蒙古國家遊樂園於8月22
日舉辦「台灣水寶盆及樹苗捐贈典禮」，合作推廣種

樹護樹行動。

（六） 人道合作與交流

1. 駐處與財團法人羅慧夫顱顏基金會及蒙古非政府組

織健康牙齒健康未來合作，於6月在蒙古肯特省推

動「2022蒙古國偏鄉牙科義診暨口腔衛生教育計

畫」。

2. 駐處於11月代表「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

全國聯合會」捐贈蒙古國家牙醫中心3,000美元辦

理奧林匹亞潔牙競賽。

3. 駐處與家扶基金會蒙古分務所於12月22日合辦聖

誕圓夢計畫，提供多子女家庭及身心障礙子女家庭

聖誕禮物包。

（七） 國際文宣：蒙古《烏蘭巴托郵報》、《每日新聞報》

等媒體刊登我國推動參與「聯合國」（United Nations, 
UN）、「世 界 衛 生 組 織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國際刑警組織」（International Criminal Pol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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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zation, INTERPOL）、「國際民航組織」（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 ICAO）及「聯合國氣候變化

綱要公約」（Th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等投書。

六、我國與阿曼王國關係

（一） 一般關係：我國於 66年 1月 11日設立「駐阿曼王國

商務代表團」，3月31日在阿曼開始運作，68年9月
6日改名設立「遠東貿易中心駐阿曼代表處」，80年
7月1日更名為「駐阿曼王國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阿曼於80年10月1日在我國設立「阿曼王國駐華商務

辦事處」。

（二） 經貿關係

1. 本年雙邊貿易總額計28億5,949萬美元，我國出口

計 1億 249萬美元，進口計 27億 5,700萬美元。主

要出口項目為運輸、機械設備及工業製品，進口主

要項目為石油原油及石化製品。

2. 駐阿曼代表吳清泉於10月24日應邀出席大同公司

與阿曼Voltamp Energy公司之大型變壓器遞交儀式。

（三） 文教關係：駐處與阿曼國家科學及技術大學於11月
11日共同舉辦太陽能研討會。

七、我國與俄羅斯聯邦關係

（一） 一般關係：我國於82年7月12日在俄羅斯設立「台北 -
莫斯科經濟文化協調委員會駐莫斯科代表處」。俄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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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於85年12月15日在我國設立「莫斯科 - 台北經濟

文化協調委員會駐台北代表處」。

（二） 經貿關係

1. 本年雙邊貿易總額計57億7,662萬美元，我國出口

計8億5,511萬美元，進口計49億2,151萬美元。

2. 俄羅斯於 2月 24日對烏克蘭發動「特別軍事行

動」，國際紛紛對俄國祭出制裁，我國於3月1日
起依照《瓦聖納協定》嚴審出口至俄羅斯產品，並

於4月6日宣布實施對俄國出口管制。

（三）文教關係：我國10名華語文教師分別於6所俄羅斯重

點大學校院教授華語文。我國多所大專院校及高中與

莫斯科市立大學、遠東聯邦大學、英納波立斯大學、

薩瑪拉市第三人文中學及莫斯科市立1293中學等校

共同舉辦線上講座與學術交流活動，並與俄羅斯漢學

協會等學術機構保持交流。

（四） 科技合作：駐處與莫斯科國立謝切諾夫第一醫學大學

及英納波立斯大學等校透過視訊會議方式進行科研交

流，並派員出席聖彼得堡「力學先進問題」論壇、俄

羅斯科學院西伯利亞分院「TECHNOPROM 2022」論

壇及考察喀山 IT 科技園區。

（五） 國際文宣：俄羅斯《獨立報》撰文支持我國參與 WHA
及參與 UN，另引用交通部部長王國材所撰參與 ICAO
專文以及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長李西河撰寫我

國參與 INTERPOL專文，撰文支持我國參與該兩組織。

俄羅斯電子媒體「Smart Power Journal」於9月19日刊登

外交部部長吳釗燮所撰我國參與聯合國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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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我國與沙烏地阿拉伯王國關係

（一） 一般關係：我國於80年2月13日在沙京利雅德設立

「駐沙烏地阿拉伯王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另「駐

沙烏地阿拉伯王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吉達辦事處」

亦於同日在吉達運作。沙國於81年10月14日在我國

設立「沙烏地阿拉伯商務辦事處」。106年7月28日「駐

沙烏地阿拉伯王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吉達辦事處」

併入「駐沙烏地阿拉伯王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

（二） 經貿關係

1. 本年雙邊貿易總額約 125.7億美元，我國出口約

10.47億美元，進口約115.23億美元，沙國係我國

石油最大供應國。

2. 駐處結合沙國「2030願景」計畫，邀請「台灣台

中沙烏地友好協會」及相關台商訪問沙國，促進

台、沙兩國相互瞭解產業現況及未來合作空間。

3. 我國與沙國於109年簽署「避免所得稅雙重課稅及

防杜逃稅協定」，110年9月雙方各自完成國內法

定程序並相互通知，自同年11月1日生效，本年1
月1日起適用。係我國與中東地區阿拉伯國家簽署

的第1個租稅協定。

九、我國與土耳其共和國關係

（一） 一般關係：我國於78年8月21日在土耳其設立「駐安

卡拉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82年11月16日改名為

「駐安卡拉台北經濟文化代表團」；土耳其於82年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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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12日在我國設立「土耳其經濟代表團」，83年改名

為「土耳其貿易辦事處」。

（二） 經貿關係

1. 本年雙邊貿易總額約 19.69億美元，我國出口約

15.75億美元，進口約3.94億美元，出口以綜合加

工機、丙烯酸聚合物、積體電路、臥式車床、交換

器及路由器等產品為主，進口以渦輪噴射引擎、小

客車及旅行車、銅、高強力尼龍、天然硼酸等為多。

2. 駐處協助國經協會與土耳其對外經濟關係總會於5
月10日共同以線上方式召開第10屆台土經濟聯席

會議。

3. 駐處協助台灣風能協會與土耳其能源產業及商業協

會於9月22日以線上方式共同召開首次台土風能合

作研討會。

4. 駐處協助外貿協會於9月在土耳其國際工具機展設

置「台灣智慧製造360度環景形象展館」，並舉辦

智慧機械產品發表會，促進台土智慧機械業者交流

與互動。

5. 駐處協助台灣工具機暨零組件工業同業公會與伊斯

坦堡國防暨航太產業聚落協會於11月25日共同辦

理國防航太產業合作線上會議。

（三） 文教關係

1. 駐處協助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與土耳其國立安卡拉大

學於6月28日簽署合作備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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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駐處與國立安卡拉大學亞太研究中心於3月4日合

辦「從專家眼中看台灣：歷史、文學及國際關係」

線上研討會；另於9月17日在安卡拉舉行台灣校友

會暨《土耳其台灣研究》第三輯發表會。

3. 我國本年提供26名土耳其學生「臺灣獎學金」及

「華語文獎學金」來我國修習華語文及深造，另提

供「臺灣獎助金」邀請1名土耳其優秀學者來我國 
研究。

（四） 人道援助

1. 駐處於1月與「尋求庇護者和移民協會」合作推動

「移民電視人道援助計畫」、2月資助土耳其紅新月

會辦理「安卡拉弱勢及難民婦女之社會經濟培力計

畫」，以及10月與土耳其紅新月會及國際關懷組織

土耳其分會合作，捐贈土耳其境內之敘利亞難民及

弱勢族群80公噸白米。

2. 駐處與土耳其紅新月會於6月30日簽署賑濟阿富汗

地震災民協議，代表我國捐贈 100 萬美元，共同協

助災區重建。

十、我國與阿拉伯聯合大公國關係

（一） 一般關係：我國於68年5月在杜拜設立「駐杜拜名譽

領事館」，69年7月改名為「駐杜拜名譽總領事館」，

77年5月更名為「中華民國駐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杜拜

商務辦事處」，106年5月再改名為「駐杜拜臺北商務

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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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經貿關係

1. 本年雙邊貿易總額約81億美元，我國出口約14.18
億美元，進口約 66.82億美元；出口項目包括機

器、音響、塑膠製品等，進口項目包括原油、鋁製 
品等。

2. 本年我國廠商親赴或委託代理商參展，包括 1月
24日至27日阿拉伯醫療器材展、2月13日至17日
海灣食品展及10月10日至14日杜拜海灣資訊科技 
展等。

（三） 文教關係：阿拉伯聯合大公國高等教育機構如紐約大 
學阿布達比分校積極招收我國學生，另中華大學依據

與阿吉曼大學簽署之交換學生協定，遴選學生前往阿

拉伯聯合大公國實習。

（四）體育交流：我國代表隊前往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參賽，

獲勝項目包括：2月「亞洲帆船錦標賽」金牌及銀牌

各1面、5月「杜拜帕拉羽球國際賽」銀牌及銅牌各

1面、11月「柔術世界錦標賽」金牌2面、12月「亞

洲經典健力錦標賽」金牌29面、銀牌24 面、銅牌14
面、12月「第12屆杜拜 Fazza 帕拉健力世界盃」金牌

3面及銀牌2面，以及12月「亞洲盃射箭第三站 - 沙
迦站」金牌及銀牌各1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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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西地區

外交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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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巴林代表孫習忍（前左3）與「亞洲青年角力錦標賽」我國代表隊
全體團員合影。（111.7.4）

外交部常務次長俞大 （中）、衛生福利部政務次長李麗芬（左）及以

色列駐台代表柯思畢（Omer CASPI）（右）於簽署《台以社會福利暨

社會工作合作共同宣言》後合影。（11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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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黃天牧（右圖中）及以色列證券監理機

關主席潔塔（Anat GUETTA）（左圖右）以視訊方式簽署「金融科技

合作備忘錄」，駐以色列代表李雅萍（左圖左）及以色列駐台代表柯

思畢（Omer CASPI）（上圖右）見證簽署儀式。（111.7.13）

駐約旦代表買睿明（右）與約旦計畫及國際合作部國際合作處處長沙
那（Emad SHANAAH）（左2）見證「財團法人普賢教育基金會」及「財
團法人曹仲植基金會」捐贈之輪椅及行動輔具點交儀式。（11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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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約旦代表楊心怡（後排中）前往扎塔里敘利亞難民營視察青少女賦
權倡議計畫執行情形。（111.11.11）

駐科威特代表譚國定（左）接受科國國家電視 2台「Good Morning  
Kuwait」直播節目專訪。（1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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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科威特代表譚國定（左3）與出席我國111年國慶晚會之科威特各界
貴賓合影。（111.10.6）

駐蒙古代表羅靜如（中）及夫婿與蒙古美術館執行長普列夫蘇倫（Batjav 
PUREVSUKH）（左 7）、蒙古前外交部部長艾登丘倫（Luvsangiin 
ERDENECHULUUN）夫婦（右 6、7）、美國駐蒙古大使克雷切斯基
（Michael KLECHESKI）夫婦（左1、3）及5位獲獎蒙古藝術家於「大
墩美展臺蒙獲獎人聯展」合影。（111.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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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軍總醫院捐贈蒙古第一醫院人工智慧心電圖判讀機，駐蒙古代表羅
靜如（前左2）、三軍總醫院院長王智弘（前左1）、蒙古第一醫院院
長巴茲克（Khishijargal BATSUKH） （前右2）及雙方醫院同仁合影。
（111.9.26）

駐阿曼代表吳清泉會晤阿曼商工總會總會長薩雷（Redha AL SALEH）。
（111.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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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俄羅斯代表耿中庸（右2）與僑務諮詢委員許心如（右1）、俄台友
誼協會會長（前國會議員）季勉可夫（Alexander ZIMENKOV）（左2）
及俄國導演德各提阿爾（Mikhail DEGTYAR）（左1）以珍珠奶茶舉杯
慶祝駐處新館舍揭牌儀式。（111.6.23）

駐俄羅斯代表耿中庸（中）、莫斯科台北經濟文化協調委員會副主席
卡塔奇莫夫（Anton KATAKYMOV）（左）及俄台友誼協會會長季勉
可夫（Alexander ZIMENKOV）（右）於國慶酒會合影。（11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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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沙烏地阿拉伯代表鄧盛平於國慶晚宴歡迎沙國 Araqat Al Sharq 公司
總經理拜德瑞（Badry HILMI）。（111.10.3）

駐沙烏地阿拉伯代表鄧盛平在代表處館舍與來訪之國立成功大學校長

蘇慧貞就推動雙邊學術交流交換意見。（111.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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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土耳其代表黃志揚（左 3）與土耳其國會內政委員會主席古文曲

（Celalettin GÜVENÇ）（右2）在卡赫拉曼馬拉什省「臺灣友誼森林」

前合影。（111.2.20）

駐土耳其代表黃志揚（後排右3）與土耳其國會議員艾薾朵安（Asuman 
ERDOĞAN）（後排左2）共同出席我國捐贈安卡拉省辛詹市中小學電

腦資訊教室揭牌儀式。（11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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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杜拜處長張治平（後排左2）與我國參加「2022亞洲盃射箭第三站— 
沙迦站」代表隊合影。（111.12.25）

外交部啟運對烏克蘭人道援贈愛心物資，外交部部長吳釗燮（左3）
與波蘭台北辦事處處長高則叡（Cyryl KOZACZEWSI）（左1）及斯洛
伐克經濟文化辦事處代表博塔文（Martin PODSTAVEK）（右2）等合
影。（111.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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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非洲地區

壹、前　言

非洲地區共有 55個國家，我國與史瓦帝尼王國互設大

使館，史國並在台北聘任名譽領事。另我國在象牙海岸、奈

及利亞、索馬利蘭及南非設有代表機構；在南非除於首都設

代表處外，在開普敦亦設有辦事處。另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

展協會（以下簡稱外貿協會）在南非、埃及、阿爾及利亞、

奈及利亞及肯亞設有台灣貿易中心，協助推動我國與非洲國

家之經貿關係。奈及利亞、索馬利蘭及南非在我國設有代表

機構。

本年我國於非洲地區重要工作如次：

一、 象牙海岸位於非洲西部，為全球及非洲區域經濟成長最

快速的國家之一，我國於本年 11 月上旬以「駐象牙海

岸台北代表處」名稱，在象國中央政府所在地阿比尚恢

復設立我國代表機構。

二、 邀請史瓦帝尼國王恩史瓦帝三世（King MSWATI Ⅲ）偕

多名王室成員及 5 位內閣部長等逾百名訪團成員來我國

訪問，並安排台、史兩國外長在總統蔡英文及史國國王

恩史瓦帝三世見證下簽署《中華民國（臺灣）史瓦帝尼

王國聯合聲明》，史國於聲明中重申對我國之支持，我

國亦表示將在各項民生及社經建設上強化與史國合作。

三、 邀請索馬利蘭外交部部長瑞格薩（Essa Kayd MOHAMOUD）、 
財政部部長希瑞（Saad Ali SHIRE）、計畫部部長阿卜杜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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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mar Ali ABDILAHI）及牲畜暨漁業部部長穆合德（Saeed 
Sulub MOHAMED）4 名內閣成員訪問我國；並協助經濟部

部長王美花與索馬利蘭能源及礦業部部長阿布迪（Abdilahi 
Farah ABDI）簽署《能源暨礦產資源合作協定》，促進台

索雙邊合作。

貳、我國與各國關係

一、我國與史瓦帝尼王國關係

（一） 一般關係

1. 我國於57年9月6日與當日獨立之史瓦濟蘭王國建

交，並於11月21日在史京姆巴巴內設立大使館；

史國駐台大使館則於89年1月26日在我國正式運

作。史國於107年4月19日更改國名為史瓦帝尼王

國。

2. 史國國王恩史瓦帝三世於本年10月20日至25日率

多位內閣及王室成員來我國進行國是訪問，係我國

邊境解封後第一位來訪之友邦元首，並與總統蔡英

文一同見證兩國外交部部長簽署《聯合聲明》。史

國積極協助我國參與各項國際組織，彰顯兩國深厚

情誼。

3. 本年史國支持台灣參與「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聯合國」（United Nations, 
UN）、「國際民航組織」（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 ICAO）、「國際刑警組織」（International 
Criminal Police Organization, INTERPOL） 及「聯合國

氣候變化綱要公約」（Th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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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等國際組織，

史國國王恩史瓦帝三世更於聯合國大會親自為我國

執言。

（二） 經貿關係

1. 本年雙邊貿易額計1,614萬美元，我國對史國出口

1,018萬美元，進口596萬美元。

2. 經濟部部長王美花與史國經濟企畫暨發展部部長吉

納（Thambo GINA）於7月20日以視訊方式共同主

持「第24屆臺史經技合作會議」，強化雙方各項經

濟與技術合作。

3. 經濟部部長王美花與史國商工暨貿易部部長庫馬羅

（Manqoba KHUMALO）於8月24日以線上方式舉行

「第2屆臺史經濟合作協定聯合委員會」。

（三）文教關係：本年計有33名史國青年獲得外交部「臺灣

獎學金」及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國際高等

人力培訓外籍生獎學金」（以下簡稱國合會獎學金）。

國合會及「國際土地政策研究訓練中心」等機構每年

開辦各類短期研習班，提供史國政府及各界人士來我

國參訪及短期進修機會，並因應新冠肺炎疫情趨緩，

自下半年起恢復實體方式進行。

（四）農漁業合作：我國依據《中華民國（臺灣）與史瓦帝

尼王國農業技術合作協定》派遣技術團駐史國，執行

「果樹產銷計畫」（第2期）、「養豬產業提升計畫」（第

2期）及「水產養殖計畫」，並派遣我國技術專家赴

史國協助培訓，以及遴選史國官員來我國受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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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醫療合作：我國在史國設有醫療團執行醫療衛生業

務，另有醫療教學團培訓史國實習醫師導入醫師工

作，以及「加強癌症早期診斷、治療及照護計畫」與

「孕產婦及嬰兒保健功能提升計畫」（第2期）。本年除

提供常規門診醫療服務外，亦辦理多項研討會，期強

化在地醫事人員技能。我國持續透過醫衛工作，鞏固

與史國情誼，史國亦持續在 WHA 為我國執言。

（六） 其他雙邊合作：本年執行之雙邊合作要案包括「強

化職業技能檢定體系計畫」、「婦女微額金融機構能

力強化計畫」、「提升青年參與社經發展及普惠金融

能力建構案」、「4個偏鄉飲用水及衛生系統建設計

畫」、「加強建構青年創業能力計畫案」、「婦女賦能

發展計畫案」、「Ngwenya 礦區觀光發展案」、「史國

7個偏鄉地區建造中小型水壩案」及「採購特殊緊急

救援車輛案」等，以協助史國推動經濟社會發展。

（七） 僑務：來自我國僑胞70餘人，多居住於商業大城曼

齊尼、首都姆巴巴內及台商成衣廠聚集之馬沙霸工業

區，以經營成衣廠、雜貨與餐飲業為主。主要僑團包

括「史瓦帝尼中華公會暨台灣商會」及「旅史華人高

爾夫球協會」。

（八） 政要互訪

1. 我國赴訪者：僑務委員會委員長童振源、立法院立

法委員溫玉霞。

2. 史瓦帝尼來訪者：國王恩史瓦帝三世、衛生部部

長恩蔻希（Lizzie NKOSI）、資通訊暨科技部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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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肯妮裟（Sikhanyiso DLAMINI）長公主、外交暨

國際合作部部長札杜莉（Thulisile DLADLA）、財

政部部長瑞肯伯（Neal RIJKENBURG）、商工暨貿

易部部長庫馬羅、國防部政務次長席卡洛（Sicalo 
DLAMINI）大王子。

二、我國與象牙海岸共和國關係

 我國與象牙海岸於52年7月20日至72年3月3日間具有

正式外交關係，其後雙方同意我國以「遠東貿易服務中

心駐象牙海岸辦事處」（台灣經貿辦事處）名義運作並

賡續兩國合作關係。本年重啟駐象牙海岸台北代表處，

增進與象國雙邊經貿交流，在雙方互補產業發展合作關

係，達致互惠互利之目標，並進一步拓展西非市場。

三、我國與奈及利亞聯邦共和國關係

（一）一般關係：我國於80年2月21日設立「中華民國駐奈

及利亞聯邦共和國商務代表團」，同年5月18日在奈

國首都拉哥斯正式開館；嗣於90年9月1日與其他各

國駐奈國使領館共同遷至奈國新首都阿布加。106年
12月遷返拉哥斯（奈國經貿第一大城），並改名「駐

奈及利亞聯邦共和國臺北貿易辦事處」。奈國於81年
11月在台北市設立「奈及利亞駐華商務辦事處」，

107年3月遷址新北市。

（二） 經貿關係

1. 本年雙邊貿易總額計6億2,452萬美元，我國出口1
億4,095萬美元，進口4億8,357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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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駐處積極推動更新《中華民國政府與奈及利亞聯邦

共和國政府間投資促進暨保護協定》、邀請奈國派

員來我國參加「2022年智慧城市展」、成功推動台

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與奈國農產品全國同業公

會簽署合作備忘錄與締盟、台奈農產品媒合會，以

及我中國輸出入銀行與奈國聯邦輸銀之轉融資合約

續約案等，實質深化雙邊經貿合作。

3. 駐處與外貿協會於9月30日至10月9日在「第17 
屆阿布加國際商展」設立台灣館，展出各式台灣產

品，協助在奈國拓展商機。

（三） 文教關係：我國每年邀請奈國相關部會推薦官員參加

國合會辦理之經貿、科技、農業、醫療等專業研習

班，嗣因疫情而改採線上視訊課程及研討。

（四） 僑務：我國旅奈僑胞80餘人，僑商計30餘家，投資

金額約2億美元，多從事進出口貿易，亦有投資設廠

與倉儲物流等。

四、我國與索馬利蘭共和國關係

（一） 一般關係：我國與索馬利蘭於109年2月26日簽署《中

華民國（臺灣）政府與索馬利蘭共和國政府雙邊議定

書》，嗣於同年8月17日在索馬利蘭設立代表處，索馬

利蘭於同年9月9日在我國設立代表處。

（二） 經貿關係：我國與索馬利蘭於本年5月23日簽署《能

源暨礦產資源合作協定》，並成立能礦工作小組，設

立台灣中油公司派駐索馬利蘭子公司。駐處協助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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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非台灣週 - 台灣與索馬利蘭及衣索比亞 B2B 貿易

洽談會」、安排索馬利蘭最大電信商 Telesom 線上參與

外貿協會主辦非洲商機日及出席台非企業論壇。

（三） 文教關係：本年計有24名索馬利蘭受獎生獲得外交部

「臺灣獎學金」、教育部「臺灣獎學金」與「華語文獎

學金」及國合會獎學金來台留學；另國合會開辦各類

短期研修班，提供索國政府及各界人士來台研修。

（四） 醫療合作：我國捐贈15萬劑國產高端疫苗予索馬利

蘭。駐索馬利蘭醫療團進行臨床診療、教育訓練、公

衛合作及規劃轉診。在「孕產婦及嬰兒保健功能提升

計畫」下，遴選兩批種子醫衛人員來我國受訓，並提

供索國製氧機及早產兒呼吸器等重要醫材；駐處協助

高雄醫學大學派員赴索馬利蘭進行「醫療資訊系統計

畫」初步設計，協助哈爾格薩總醫院完成院內標誌識

別、藥品清點等前期作業。

（五） 農業合作：我國協助阿拉普希歐地區示範農場提升蔬

果品質、增加產量、技術轉移及推廣等初期目標。

（六） 資通訊合作：我國協助創立之「索馬利蘭資通訊創

新園區」辦理20門訓練課程有逾500名來自索國總統

府、外交部及國防部等部會人員參訓。

（七） 人道援助：我國捐贈50萬美元賑濟索京瓦新市場大

火受災戶，由索馬利蘭宗教部部長兼「救助及支持

瓦新市場火災受災戶委員會」主席阿巴尼（Abdirisak 
Huseen ALBAANI）代表受贈；捐贈50萬美元及300公
噸白米賑濟旱災；駐處協助「財團法人普賢教育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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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財團法人曹仲植基金會」、「舊鞋救命」，以

及旅美慈善團體「幫幫忙基金會」等非政府組織捐贈

索馬利蘭人道物資。

（八） 政要來訪：外交暨國際合作部部長瑞格薩、財政發展

部部長希瑞、計畫暨國家發展部部長阿卜杜拉、牲畜

暨漁業發展部部長穆合德。

五、我國與南非共和國關係

（一） 一般關係：我國於87年1月1日設立「駐南非共和國

台北聯絡代表處」，在開普敦另設有「駐開普敦台北

聯絡辦事處」；南非於87年1月1日在我國設立「南

非聯絡辦事處」。

（二） 經貿關係：本年雙邊貿易總額約22.92億美元，我國

出口約7.53億美元，進口約15.39億美元；在南非約

有450家台商，投資金額約20億美元。

（三） 文教關係：本年駐處提供教育部「臺灣獎學金」14名
及「華語文獎學金」4名予南非及兼轄國學子，促成

雙邊文教、技職訓練交流；另促成7項兩國間校際學

術合作及交流。

（四） 人道援助

1. 駐南非代表賀忠義於4月12日代表東吳大學及「財

團法人臺灣民主基金會」，捐贈東吳大學1993年頒

授南非前總統曼德拉（Nelson Rolihlahla MANDELA）
榮譽法學博士學位證書之活動照片等史料予「曼德

拉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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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駐南非代表賀忠義於6月13日代表我國捐贈電腦乙

批予南非豪登省普姆拉尼中學，並在該校成立南非

第一間台灣數位教育教室，續於7月28日在南非約

堡地區道爾格倫中學成立第二間台灣數位教育教室。

3. 駐南非代表賀忠義於8月5日代表我國與南非前第

一夫人姆貝基（Zanele MBEKI）共同主持「提升偏

鄉婦女數位落差計畫」電腦捐贈典禮。

（五） 經貿合作：經濟部國際合作處處長廖浩志與南非貿工

競爭部雙邊貿易司代理司長馬曉（Yandeya MASHAU）
於1月25日共同主持第14屆「臺斐經貿諮商會議」，

駐南非代表賀忠義出席致詞。

（六） 僑務：旅居南非之台灣僑胞約8,000人，傳統僑社僑胞

約2,000人。僑務委員會委員長童振源應邀出席7月30
日「非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第28屆第3次理監事聯席

會議」。

（七） 政要赴訪：僑務委員會委員長童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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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地區

外交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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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史瓦帝尼王國大使梁洪昇與史國外交暨國際合作部部長札杜莉
（Thulisile DLADLA）簽署《中華民國（臺灣）政府與史瓦帝尼王國政
府有關重建基金瞭解備忘錄》。（111.1.27）

僑務委員會委員長童振源（右3）率團訪問史國，由駐史瓦帝尼王國

大使梁洪昇（左3）陪同晉見史國國王恩史瓦帝三世（King MSWATI Ⅲ）

（右4）。（11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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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象牙海岸代表處協助中華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與象國投資促進中

心（CEPICI）於11月9日至11日在阿比尚合辦貿洽會，參團業者與國

經協會副理事長孫杰夫（前排左1）及 CEPICI 執行長亞米夏（Solange 
AMICHIA）（前排右4）合影。（111.11.9）

駐奈及利亞代表劉翼平拜會奈國聯邦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布卡楚瓦

（Adamu Muhammad BULKACHUWA）參議員。（111.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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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奈及利亞代表劉翼平接受奈國 Channels TV 外交主播艾瑪拉琦

（Amarachi UBANI）專訪。（111.8.7）

駐索馬利蘭代表羅震華與索國衛生發展部部長阿哈默（Hassan Mohamed  
ALI）於我國援助15萬劑國產高端疫苗捐贈儀式合影。（11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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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索馬利蘭代表羅震華（左4）與索國副總統兼「全國旱情委員會」

主席賽利希（Abdirahman Abdillahi Ismail SAYLICI）（右5）共同主持

我國捐贈50萬美元抗旱專款典禮。（111.2.21）

駐南非代表賀忠義代表我國捐贈電腦乙批予南非豪登省普姆拉尼中

學，並在該校成立南非第一間「台灣數位教育教室」。（111.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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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南非代表賀忠義代表我國與南非前第一夫人姆貝基（Zanele MBEKI）
共同主持「提升偏鄉婦女數位落差計畫」電腦捐贈典禮。（111.8.4）

駐開普敦處長林映佐（後排左2）出席英國伯明罕皇家芭蕾舞團我國籍

首席舞者周子超首演活動，與南非非洲民族議會國會議員克勞蒂亞恩

妲芭（Claudia NDABA） （前排左3）、民主聯盟黨魁約翰史汀惠生（John 
STEENHUISEN）（前排左2）及7名國會議員等賓客合影。（111.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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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項　歐洲地區

壹、前　言

外交部歐洲司業務包括42個國家，其中我國與教廷維

持外交關係，與其他國家則維持實質雙邊合作與交流。我國

在歐洲地區設有30個館處，歐洲國家除教廷在我國設有大使

館外，另有奧地利、比利時、捷克、丹麥、芬蘭、法國、德

國、匈牙利、義大利、立陶宛、盧森堡、荷蘭、波蘭、斯洛

伐克、西班牙、瑞典、瑞士及英國18國及歐盟在我國設有代

表機構。

我國與歐盟及歐洲各國關係持續深化。本年有12個歐洲

國家及歐洲議會計通過29項友我決議案、動議案或聲明，支

持強化雙邊關係及我國國際參與；9月23日我國與捷克簽署

科技、教育及文化等6項合作備忘錄；立陶宛貿易代表處於

11月7日在我國正式揭牌運作，此係18年以來歐洲國家在台

新設代表處；12月4日我國與斯洛伐克簽署學術及經濟等3
項合作備忘錄。以上顯示台歐關係在自由、民主、法治等普

世價值的基礎上擴大各項實質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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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我國與各國關係

一、我國與教廷關係

（一） 一般關係

1. 教廷官方《羅馬觀察報》於31年10月23日發布我

國與教廷建交消息，我國於32年7月4日在教廷設

立公使館，48年6月12日升格為大使館。教廷駐

華公使館於35年7月4日設立，55年12月24日在

台升格為大使館。

2. 前副總統陳建仁以總統蔡英文特使身分於9月3日
至10日率團訪梵出席教宗方濟各（Pope Francis）主

持的真福品大典及參加教廷各項活動；在梵期間，

先後獲教宗3次接見，另與教廷國務院院長樞機主

教帕洛林（Pietro PAROLIN）、福音傳播部代理部長

樞機主教塔格雷 （Luis TAGLE）及宗座科學院院長

樞機主教涂克森 （Peter TURKSON）等教廷高層互動

密切。

（二） 文教關係

1. 書畫藝術展：為慶祝中華民國與教廷建交 80週
年，駐館邀請知名旅美台灣書畫家王懋軒教授及

施卿柔老師創作30幅與天主教教義有關的作品，

於 7月1日在大使館舉行「友善台灣 / 眾位弟兄」

書畫展開幕典禮，教廷文化部部長樞機主教拉瓦

西（Gianfranco RAVASI）及國務院外交部次長瓦霍

夫斯基（Miroslaw WACHOWSKI）蒙席與迪喬凡尼

（Francesca DI GIOVANNI）蒙席等官員、天主教會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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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宗座大學校長、駐教廷使節團、世界台商聯合

總會代表團及媒體記者等百餘人出席，展出半年期

間亦吸引逾超過千位教廷部會官員、天主教人士、

使節團及僑胞觀賞。

2. 福傳研討會：7月11日在駐館舉行「美麗寶島、天

主莊園」福傳研討會，由輔仁大學教授江國雄博士

主持，曾在台灣服務多年的米蘭外方傳教會神父

柯毅霖（Gianni CRIVELLER）、靈醫會神父傅立吉

（Felice CHECH）及教廷跨宗教對話部副秘書長鮑霖 
（Paulin B. KUBUYA）神父擔任講者，一起分享台梵

追求和平、堅持信仰自由與人權及尊重多元族群

等共同價值，教廷相關部會官員、各修會代表、宗

座大學校長與教授、天主教人士、使節團及媒體

等近百人與會，教廷福音傳播部秘書長魯甘布瓦

（Protase RUGAMBWA）總主教致詞時特別肯定台梵

邦誼堅定穩固。

（三） 人道援助合作：為響應教宗方濟各「願祢受讚頌」及

「眾位弟兄」通諭，凸顯「台灣能夠幫忙、台灣正在

幫忙」精神，駐館與教廷愛德服務部、促進人類整體

發展部、「國際明愛會」、「海員宗會」、天主教慈幼

會、「主顧聖母」修會、「和平社區」戒毒中心及羅

馬烏克蘭信仰中心聖索菲亞大教堂等部會及天主教團

體合作，共同濟助烏克蘭難民及弱勢團體。

（四） 多元領域交流：台梵持續透過宗教、學術、防疫、青

年等領域之合作深化邦誼，包括駐館6月與教廷跨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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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對話部及宗座傳信大學合辦「相遇文化　佛教徒與

基督徒之間的友誼」跨宗教研討會；前副總統陳建仁

於9月初出席宗座科學院理事會及年度大會，並發表

防疫專題演說；9月下旬台灣青年凃京威出席教廷舉

辦的2022年「方濟各經濟會議」國際青年研討會，並

與教宗方濟各會晤；10月駐館與教廷促進整體人類發

展部在英國格拉斯哥合辦「第25屆海洋使徒世界大

會」，計有來自28個國家、200餘位貴賓出席。

二、我國與歐洲聯盟關係

（一）一般關係

1. 歐盟執委會於92年3月10日在我國設立「歐洲經

貿辦事處」；為推動與歐盟關係，我國於94年6月
20日將原「駐比利時台北代表處」改制為「駐歐

盟兼駐比利時代表處」，負責推動我國與歐盟、比

利時及盧森堡各項業務。

2. 歐盟近來更加公開支持台海安全，如歐盟外交暨安

全政策高級代表波瑞爾（Josep BORRELL）於 8月
中國對台軍演後，即與「七大工業國集團」（G7）
外長發布共同聲明，重申台海和平；歐盟理事會主

席米歇爾（Charles MICHEL）於 9月聯大總辯論演

說中支持台海穩定。另5月歐日峰會，以及歐美分

別於4月及12月就中國議題舉行之高階對話均提及

台海和平之重要性。

3. 立法委員范雲於8月拜會歐盟教育及文化執行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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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伊拉斯莫斯世界計畫處處長洛斯特克（Yves LE 
LOSTECQUE）就數位教育政策進行交流。

4. 本年12月19日至21日歐洲議會國貿委員會官方代

表團一行13人訪問我國，就台歐盟合作鞏固民主

韌性及經貿合作等議題進行交流。

（二） 經貿關係

1. 本年我國與歐盟27個會員國貿易總額約752.7億美

元，我國出口約 349.3億美元，進口約 403.4億美

元。本年我國對歐盟國家投資5億8,380萬美元，

累計85億7,906萬美元；歐盟國家對我國投資金額

為48億2,269萬美元，累計549億6,067萬美元。

2. 歐盟執委會於2月提出「歐洲晶片法案」之立法提

案及報告等政策文件，建議未來歐盟優先與理念相

近夥伴如美國、日本、南韓、新加坡及台灣等共同

合作。

3. 駐處協辦經濟部部長王美花與歐盟執委會貿易總署

總署長魏恩德（Sabine WEYAND）於6月以視訊方

式共同主持「台歐盟貿易暨投資對話」。

4. 外交部、經濟部及歐洲經貿辦事處於10月合辦第3
屆「投資歐盟論壇」，聚焦歐盟綠色新政及投資措

施、循環經濟及電網發展等議題。

5. 駐處協辦經濟部部長王美花與歐盟執委會成長總署

總署長柯裘娜（Kerstin JORNA）於11月以視訊方式

共同主持第8屆「台歐盟產業對話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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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文教關係：自95年至本年已有140位我國教育部歐盟

獎學金受獎生獲錄取攻讀歐盟「新伊拉斯莫斯計畫」

跨國聯合碩士課程。本年由國立臺灣大學「台灣歐洲

聯盟中心」擔任歐盟執委會「新伊拉斯莫斯計畫」國

家聯絡據點聯絡窗口。

（四） 醫療合作：駐處協辦歐盟衛生及食品安全總署首席顧

問瑪塔（Isabel DE LA MATA）線上出席衛生福利部於

10月舉行之「全球衛生福祉論壇」擔任主講人。

（五） 科技合作：駐處於11月協助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與

歐盟科研暨創新總署完成共同補助機制換函之簽署。

（六） 人權合作：台歐盟於10月以視訊方式舉行第5屆人權諮

商會議，雙方共同檢視人權近況、政策及行動進展，

並重申對促進和保護人權、民主與法治之堅定承諾。

（七） 智庫交流：駐處於5月與歐盟對外事務部（EEAS）數

位及連結策略處、法國「巴黎政治學院」及智庫「歐

盟亞洲研究所」合辦「歐盟全球通道計畫：接觸印太

地區之不同途徑，以台灣為例」線上研討會，由外

交部政務次長曾厚仁、EEAS 連結策略特使薇拉胡艼

（Romana VLAHUTIN）及歐洲議會對中國關係代表團

團長包瑞翰（Reinhard BÜTIKOFER）等與談。

（八） 勞動合作

1.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署長鄒子廉及歐洲職業安全

衛生局代理局長寇威廉（William COCKBURN）於5
月以視訊方式共同召開「第2屆台歐盟職業安全合

作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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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 4屆「台歐盟勞動諮商」於 7月以視訊方式舉

行，由勞動部部長許銘春、駐歐盟兼駐比利時代

表蔡明彥、歐盟執委會就業總署總署長柯爾特

（Joost KORTE）及歐洲經貿辦事處代理處長雍青龍

（Thomas JÜRGENSEN）開幕致詞。

（九） 公民保護合作：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副主任王怡文

率團赴比利時布魯塞爾出席歐盟執委會於6月舉辦之

第7屆「歐洲公民保護論壇」，我國受邀以「在防災

準備的成功故事與良好做法」為題，在論壇工作坊簡

報，分享在數位防災的創新應用成果，並設立展攤，

展示 VR 數位模擬訓練及國際災防訓練課程。

（十） 政要互訪

1. 我國赴訪者：立法院立法委員范雲。

2. 歐盟來訪者：歐洲議會副議長畢爾（Nicola BEER）、  
歐洲議會國貿委員會副主席阿西馬柯波蘿（Anna-
Michelle ASIMAKOPOULOU）議員、歐洲議會議員沃邦

（Jörgen WARBORN）、馮安蘭（Kathleen VAN BREMPT）、 
韋 德 蘭（Marie-Pierre VEDRENNE）、 卡 薄 若（Karin 
KARLSBRO）、 胡 西 凡（Michiel HOOGEVEEN）、 包

瑞 翰、魏 默 思（Charlie WEIMERS）、芙緹 嘉（Anna 
FOTYGA）、丹簡（Arnaud DANJEAN）。

三、我國與奧地利共和國關係

（一） 一般關係：我國於 62年 8月 11日在維也納設立「中

國文化研究所」並兼理我國與國際原子能總署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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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82年7月改名為「駐奧地利台北經濟文化辦事

處」；奧地利於69年12月13日在我國設立「奧地利

商務代表團台北辦事處」，84年8月28日改名為「奧

地利商務代表辦事處」。

（二） 經貿關係：本年雙邊貿易總額約17.3億美元，我國出

口約5.9億美元，進口約11.4億美元。

（三） 文教關係

1. 駐處協助奧地利維也納世界博物館於5月舉辦「達

悟文化展演計畫－蛻變：理解及誤解的儀式」藝文

活動；國立臺灣交響樂團於9月在奧地利維也納音

樂協會布拉姆斯廳舉辦「聽見台灣」音樂會。

2. 駐處協助教育部與奧地利聯邦教育及科學研究部續

共同執行《臺奧高教科研種籽基金合作瞭解備忘

錄》；在教育部經費補助下，維也納大學執行「台

灣研究計畫」及「華語文教師計畫」，推廣正體中

文與台灣研究。

（四）政要互訪

1. 我國赴訪者：僑務委員會副委員長徐佳青、司法院

大法官黃瑞明、詹森林。

2. 奧國來訪者：衛生部前衛生特使奧爾（Clemens 
Martin AUER）。

四、我國與比利時王國關係

（一） 一般關係

1. 我國於60年11月5日在比利時設立「中山文化中

心」，79年 1月 23日改名為「台北經濟文化辦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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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84年 11月 1日更名為「駐比利時台北代表

處」，94年6月20日改制為「駐歐盟兼駐比利時代

表處」。比利時於68年8月在我國設立「比利時貿

易協會駐華辦事處」，93年6月改名為「比利時台

北辦事處」。

2. 我國與比利時佛拉蒙區政府於1月19日簽署合作架

構備忘錄，整合既有投資、教育、科學、衛生、永

續能源及勞工合作領域。另比利時瓦隆區議會於

10月19日通過「有關台灣國際地位決議案」，支

持台灣維護其自由民主憲政體制，參與「世界衛生

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等專業性國

際組織。

（二） 經貿關係

1. 本年雙邊貿易總額約36.8億美元，我國出口約27.5
億美元，進口約9.3億美元。迄本年底我國在比國

投資金額累計約1.44億美元，比國在我國投資金額

累計約1.93億美元。

2. 駐處協助「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以

下簡稱國經協會）與比利時法蘭德斯外貿投資局、

比利時瓦隆尼亞外貿投資總署及布魯塞爾企業支持

總署於5月線上舉辦「第22屆台比經濟合作會議」。

（三） 文教關係

1. 駐處協辦第3屆台比語言教學助理交流計畫，我國

及比國各選送2名華語文及法語文教學助理至雙方

大學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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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年駐處協助教育部與國立政治大學、比利時法語

魯汶大學推動台灣研究講座計畫。

3. 駐處於11月代表教育部與比利時根特大學、德國

哥廷根大學、荷蘭格羅寧根大學及愛沙尼亞塔爾

圖大學4校校長完成線上簽署台灣研究講座計畫合

作備忘錄。本計畫將自 2022學年第2學期開始執

行，係唯一跨歐陸4國4所指標型學術大學聯合執

行之台灣研究，並首次將台灣研究拓展至波羅的海 
國家。

（四） 防疫合作：衛生福利部與比利時佛拉蒙區於10月舉辦

「COVID-19危機應變與未來改革」視訊研討會，由衛

生福利部政務次長王必勝及佛拉蒙區衛生部秘書長莫

伊肯絲（Karine MOYKENS）致開幕詞，並由駐歐盟兼

駐比利時代表陳立國及佛拉蒙區照護暨健康局局長德

沃夫（Dirk DEWOLF）致閉幕詞。

（五） 科技合作

1. 駐處於3月協助科技部與比利時荷語區科學研究基

金會及比利時法語區科學研究基金會完成簽署科技

合作協議。

2. 駐處於4月與比利時荷語魯汶大學及比利時校際微

電子研究中心共同舉辦台比量子電腦工作坊。

（六） 勞動合作

1.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與比利時荷語魯

汶大學勞動及社會研究所於3月合辦首屆「台比勞

動政策研討會」，並由勞動部政務次長王尚志、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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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兼駐比利時代表蔡明彥及魯汶大學副校長李彼

德（Peter LIEVENS）致開幕詞。

2.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與比利時瓦隆區就業及職訓總

署簽署就業與職訓合作備忘錄，該備忘錄於11月
10日生效。

五、我國與保加利亞共和國關係

（一） 一般關係：我國與保加利亞相關事務由駐希臘代表處

兼轄，「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以下簡稱外貿

協會）於94年在保加利亞設立「索菲亞台灣貿易中

心」，保加利亞民間於104年成立「保加利亞台灣委

員會」推動雙方民間交流。

（二） 經貿關係：本年雙邊貿易總額約2.84億美元，我國出

口約2.29億美元，進口約5,500萬美元。

六、我國與克羅埃西亞共和國關係

（一） 一般關係：我國與克羅埃西亞相關事務由駐奧地利代

表處兼轄。

（二） 經貿關係：本年雙邊貿易總額6,427萬美元，我國出

口4,630萬美元，進口1,797萬美元。

（三） 文教關係：克國札格雷布大學政治學院設有「中華民

國（台灣）講座」課程，由我國臺灣民主基金會敦聘

學者於疫情期間以線上授課方式講授我國政經發展 
現況。

（四）國際文宣：克羅埃西亞《商業日報》於9月刊登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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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部長吳釗燮呼籲支持我國參與「聯合國」（United 
Nations, UN）之專文。

七、我國與捷克共和國關係

（一） 一般關係：我國於80年8月7日在捷克設立「駐捷克

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捷克於82年11月18日在我

國設立「捷克經濟文化辦事處」。

（二） 經貿關係：本年雙邊貿易總額約11.48億美元，我國出

口約6.83億美元，進口約4.65億美元。

（三） 人道援助：我國與捷克共同協助安置在捷克境內的烏國

難民；我國將「賑濟烏克蘭」專戶賑款250萬美元透過

捷克政府指定之非政府組織「捷克紅十字會」及「急待

援助人群」兩組織開設成人職訓、急救課程、心理輔導

及學童課外輔導課程。

（四）科技合作：「中東歐三國半導體專家考察團」於3月
30日至4月1日訪問捷克，瞭解捷克半導體等高科技

產業狀態及合作利基。行政院於10月下旬核定為期

5年之「台捷民主夥伴供應鏈韌性及能力建構合作計

畫」，兩國就晶片設計中心、供應鏈韌性中心、關鍵

技術獎學金及商機推廣等4項子計畫進行合作。

（五）文教關係：捷克教育部每年提供我國學生研習獎學金及

斯拉夫語研究獎學金；我國教育部提供臺灣獎學金及華

語文獎學金名額予捷克學生。外交部於109年9月增撥

「台歐連結獎學金－捷克專案」每年50個名額予捷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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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另預計自112年起提供「台歐半導體獎學金」名額

予捷克訪問學生及學位生。

（六）政要互訪

1. 我國赴訪者：立法院院長游錫堃、立法委員黃世

杰、萬美玲、孔文吉、張其祿、文化部部長李永

得、政務次長蕭宗煌。

2.  捷克來訪者：參議院教科文委員會主席德拉霍

斯（Jíři DRAHOS）、教育部次長維多娃（Radka  
WILDOVÁ）、科技部次長哈利科娃（Jana HAVILKOVÁ）、 
國家博物館館長盧卡許（Michal LUKEŠ）。

八、我國與丹麥王國關係

（一） 一般關係

1. 我國於69年在丹麥設立「自由中國新聞處」及「遠

東商務辦事處」，80年8月7日兩機構合併為「駐

丹麥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84年2月15日改名為

「駐丹麥台北代表處」。丹麥於72年10月28日在我

國設立「丹麥商務辦事處」。

2. 駐處於5月16日洽獲25名丹麥國會跨政黨議員及

4名冰島國會議員同意聯名致函 WHO 幹事長譚德

塞（Tedros Adhanom GHEBRYESUS），支持我國參與

「世界衛生大會」（World Health Assembly, WHA）。

3. 駐處與民主聯盟於6月10日合作再次促成總統蔡英

文以視訊方式出席本年「哥本哈根民主高峰會」並

發表演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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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經貿關係：本年雙邊貿易總額約15.64億美元，我國

出口約4.76億美元，進口約10.88億美元。

九、我國與愛沙尼亞共和國關係

（一） 一般關係：我國與愛沙尼亞相關事務由駐拉脫維亞代

表處兼轄。

（二） 經貿關係：本年雙邊貿易總額約1億982萬美元，我

國出口約7,352萬美元，進口約3,630萬美元。

（三） 人道援助：駐處代表我國捐贈愛沙尼亞難民委員會1
百萬美元，協助安置在愛國的烏克蘭難民。

（四） 政要互訪

1. 我國赴訪者：國家圖書館館長曾淑賢。

2. 愛沙尼亞來訪者：前總統伊維斯（Toomas ILVES）。

十、我國與芬蘭共和國關係

（一） 一般關係：我國於79年4月19日在芬蘭設立「駐芬蘭

台北經貿文化辦事處」，81年12月1日改名為「駐芬

蘭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93年12月1日更名為「駐

芬蘭台北代表處」。芬蘭於80年2月1日在我國設立

「芬蘭工業暨運輸辦事處」，84年7月1日改名為「芬

蘭商務辦事處」，103年10月更名為「芬蘭駐台灣經

貿及創新辦事處」，108年1月1日再改名為「芬蘭商

務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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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經貿關係

1. 根據財政部關務署統計，本年雙邊貿易總額約7.56
億美元，我國出口約3.51億美元，進口約4.05億美元。

2. 第7屆「台芬經貿對話會議」於12月13日在我國

舉行，由經濟部政務次長陳正祺與芬蘭經濟就業部

副部長貝特能（Petri PELTONEN）共同主持，雙方

就減碳及綠色轉型、能源、數位醫療及數位化，以

及資安等議題深入交流。

（三） 文教關係：近年來我國有20餘所大學分別與芬蘭各大

學進行各項研究合作、交換教授及學生或締結姊妹校

等計畫。我國自99年起提供「臺灣獎助金」予芬蘭學

者來我國從事漢學或台灣研究，自100年起提供教育

部「華語文獎學金」供芬蘭學生來我國學習華語文，

並自101年起增加設立教育部「臺灣獎學金」提供芬

蘭學生來我國留學。

（四） 政要互訪

1. 我國赴訪者：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主任委員楊

宏智。

2. 芬蘭來訪者：芬蘭經濟及就業部副部長貝特能。

十一、我國與法蘭西共和國關係

（一）一般關係：我國於61年8月12日在法國設立「法華經

濟貿易暨觀光促進會」，66年5月2日經濟部在法國

設立「亞洲貿易促進會駐巴黎辦事處」，兩機構於84
年 5月 15日合併更名為「駐法國台北代表處」，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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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2月14日新設立「駐普羅旺斯辦事處」。法國於67
年在我國設立「法亞貿易促進會」，69年設立「台北

法國文化科技中心」，74年成立「旅遊簽證組」，78
年將「台北法國文化科技中心」改名為「法國在台協

會」，82年「法亞貿易促進會」、「旅遊簽證組」與

「法國在台協會」合署辦公，統稱「法國在台協會」。

（二） 經貿關係

1. 依據財政部關務署統計，本年雙邊貿易總額約58
億5,800萬美元，我國出口約19億3,141萬美元，進

口約39億2,659萬美元。

2. 依據經濟部投審會統計，迄本年底我國對法國投資

件數累計63件，金額約8.21億美元，計有30家台

商在法國投資。同時期法國對我國投資件數累計

732件，金額約13.34億美元，160餘家法商在我國

投資。

3. 本年「第29屆台法工業合作會議」、「第11屆台法

經貿對話會議」及「第3屆台法農業合作會議」等

雙邊會議均以視訊方式舉辦。

4. 本年駐處出席 Techinnov 科技創新商機媒合會、

Paris-Saclay SPRING 及 Hacking de l＇Hotel de Ville 新創

媒合會等活動。

（三）文教關係

1. 文化方面

(1) 駐處台灣文化中心籌辦對歐洲8國（含法國、

安道爾、比利時、列支敦士登、盧森堡、摩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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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荷蘭及瑞士）視覺藝術、表演藝術、文學

出版及文創設計等各領域展演活動。

(2) 文化部部長李永得與法蘭西學院人文政治科學

院終身秘書尚－侯貝．皮特（Jean-Robert PITTE）
於6月20日共同主持第25屆「台法文化獎」。

(3) 本年駐處辦理22案文化推展計畫活動，計展演

149場，參觀展演6萬8,496人次，獲中外媒體

報導計311篇。

(4) 監察院院長兼國家人權委員會主任委員陳菊於

12月率團訪法，就台法兩國民主自由發展歷程

及人權議題等與法方深入交換意見。

2. 教育方面

(1) 我國教育部本年提供法國「臺灣獎學金」5個名

額及「華語文獎學金」24個名額，法國政府每

年提供我國碩博士生艾菲爾菁英獎學金及傅立

葉獎學金等。依據教育部大專校院境外學生人

數統計，本年法國在我國留學及研習人數計872
名；依據法國高教研究部統計資料，本年於全

法國高等教育院校註冊之我國學生計351人。

(2) 我國與法國政府自97年起互派華法語文助教，

111年華語文及法語文各21人。本年教育部並

與法國國立東方語文學院、巴黎艾菲爾大學及

雷恩第二大學等7校合作，循例補助選送7名華

語文教師赴法國任教。另我國政府自96年起，

每年於法國辦理「華語文能力測驗」及「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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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文能力測驗」，歷年報考人數累計 5,280 
人次。

(3) 我國與法國高等社會科學院於106年簽署全法

首件設置台灣研究講座合作備忘錄，開設台灣

研究講座課程並辦理研討，並由法國國家科學

研究中心支援相關研究與活動；該計畫於110
年1月起邁入第二期，為期3年。

（四）科技合作

1. 國科會先後與法國國家研究總署、法蘭西自然科學

院、法國國家科學研究院、法國國家癌症研究院、

法國國家資訊暨自動化研究院、法國國家健康及醫

學研究院及法國在台協會等簽署雙邊科研合作協

議，使我國與法國間之科研人員可依合作深度，循

多元管道申請合作計畫及交流經費補助，推動台法

科研合作。

2. 駐法國代表吳志中、行政院政務委員兼國科會主

任委員吳政忠與法蘭西自然科學院院長佛朗恆

（Patrick FLANDRIN）於11月 23日在巴黎共同主持

第24屆台法科技獎，頒發獎項予陽明交通大學光

電系副主任暨前瞻半導體研究所副所長冉曉雯及法

國國家科學中心謬魯斯材料研究所研究主任索貝哈

（Olivier SOPPERA）。

（五） 政要互訪

1. 我國赴訪者：立法院院長游錫堃、立法委員孔文

吉、萬美玲、張其祿、黃世杰、邱議瑩、監察院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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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兼國家人權委員會主任委員陳菊、文化部部長李

永得、國立故宮博物院院長吳密察、國立臺灣美術

館館長廖仁義。

2. 法國來訪者：法國參議院外交暨國防委員會副主

席暨友台小組副主席葛里歐（Joël GUERRIAU）、
參議院歐洲事務委員會副主席貝勒發（Cyril 
PELLEVAT）、參議院外交暨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卡迪

克（Olivier CADIC）、參議院法制委員會副主席馬

克（Alain MARC）、參議院財政委員會副主席艾伯

雷（Vincent ÉBLÉ）、友台小組副主席高夏帆（Sylvie 
GOY-CHAVENT）參議員、友台小組瓦特博磊（Dany 
WATTEBLED）參議員、海路鐸（Ludovic HAYE）參

議員、德維莎（Brigitte DEVÉSA）參議員、參議院

文教通訊委員會樂維（Pierre-Antoine LEVI）議員、

法蘭西學院院士尚－侯貝．皮特、巴斯蒂－布吉

燁（Marianne BASTID-BRUGUIÈRE）、德沃維（Pierre 
DELVOVE）、安德勒（Daniel ANDLER）。

十二、我國與德意志聯邦共和國關係

（一） 一般關係

1. 我國於69年10月20日在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西德）

首都波昂設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波昂總處」，

81年9月23日改名為「駐德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

處」，86年 7月 1日更名「駐德國台北代表處」，

88年10月4日遷址柏林，106年12月4日代表處增

設台灣文化廳；我國並在漢堡、法蘭克福及慕尼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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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有辦事處，另在波昂設有駐德國代表處科技組。

外貿協會亦在杜塞道夫及慕尼黑設立「台灣貿易中

心」。德國在我國設立「德國在台協會」為德國駐

台的代表機構外，另在我國設有「德國經濟辦事

處」、「台北歌德學院」、「台北德國學術交流資訊

中心」及「台北德國學校」。

2. 本年 8月1日德國外交部部長貝爾伯克（Annalena 
BAERBOCK）出席聯合國核不擴散條約締約國審議

大會表示，「不接受較大國家違反國際法侵略較小

鄰國—當然，這也適用於中國」。9月14日德國聯

邦內閣通過由德國外交部撰提之「2022年聯邦政府

印太地區指導原則執行進度報告」，首次提及支持

台灣參與國際組織及強調台海和平穩定重要性。11
月4日德國總理蕭茲（Olaf SCHOLZ）訪問中國，與

中國總理李克強聯合召開記者會時重申中國對此區

域之穩定與和平負有特殊責任，台灣現狀之任何改

變都必須是和平與兩岸雙邊同意下進行。此係德國

首位聯邦總理在中國對台海和平之公開明確表態。

3. 德國支持我國有意義參與 WHO、「聯合國氣候變化

綱要公約」（Th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國 際 民 航 組 織 」

（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 ICAO）及「國

際刑警組織」（International Criminal Police Organization, 
INTERPOL）等國際組織。本年德國國會首度通過

友我決議，支持台灣以觀察員身分參與 WHO。德



第三章　對外關係

- 209 -

國聯邦健康部部長勞特巴赫（Karl LAUTERBACH）
5月於 WHA 演說中明確支持台灣，創下德國聯邦

健康部長公開支持我國之先例。另 9月27日德國

聯邦交通部常務次長暨代表團團長許諾爾（Stefan 
SCHNORR）於 ICAO 開議大會議程「會員國聲明」

中表示，「為確保飛航安全、保安及便利等 ICAO
之戰略目標，須與所有相關夥伴合作，包括與非

ICAO 會員之國家及領土合作」，係德國首度於

ICAO 大會中間接為我國執言。

（二） 經貿關係：本年雙邊貿易總額約230.4億美元，我國

對德國出口約88.1億美元，進口約142.3億美元。德國

係我國第9大貿易夥伴國及在歐洲第1大貿易夥伴國，

我國在德國廠商約250家，德商在我國亦約250家。

（三） 文教關係：我國提供「臺灣獎學金」3名及「華語文

獎學金」16名予德國學生。我國留德學生計2,862人，

德國計有454名學生在我國留學或學習華語文。

（四） 科技及環境合作

1. 行政院政務委員兼國科會主任委員吳政忠於11月
16日會晤德國教育及研究部部長史塔克 - 瓦特辛格

（Bettina STARK-WATZINGER），確認台德政府共同

推動半導體、氫能、鋰電池及人工智慧合作。

2. 國科會於11月14日至17日首次組成代表團參加德

國杜塞道夫醫療器材展並設立「台灣智慧醫療創 
新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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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國科會與德國學術交流總署合作執行6件科技研究

人員交流計畫、4件「台德博士候選人赴德研修計

畫」（三明治計畫）及暑期營11人赴德研習。

4. 國科會與德國研究基金會補助雙邊3年期共同研究

計畫16件。

5. 國科會與德國聯邦教育暨研究部本年執行第2期台

德鋰電池研究合作計畫3件，召開台德電池共同研

究合作第2期計畫期中研討會，決議續推動第3期
合作計畫。

6. 德國宏博基金會推薦1名德籍年輕學者獲「台灣國

科會德籍研究人員研究獎學金」。

（五） 智庫合作

1. 駐處與德國智庫「弗里德里希諾曼自由基金會」於

2月10日合辦「台灣－參與之風險，中國如何在經

濟及政治上打壓歐盟國家」視訊座談會。

2. 德國智庫「弗里德里希諾曼自由基金會」於10月
11日舉辦「重塑歐洲－在新世界秩序中建立一個

有彈性及主權的歐盟」高階論壇，駐德國代表謝志

偉應邀出席與談，德國聯邦教育及研究部部長史塔

克－瓦特辛格、德國外交部跨大西洋事務協調專使

林克（Michael LINK）及歐洲議會副議長畢爾等政、

學、智庫各界專家學者逾百人與會。

3. 「德台協會」與「前東德獨裁政權人權事務處理基

金會」於12月12日合辦人權座談會，監察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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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國家人權委員會主任委員陳菊應邀出席，德台協

會主席法伯（Marcus FABER）及人權委員會議員海

特（Peter HEIDT）等多位國會議員與會。

4. 德國籍歐洲議會對中國關係代表團團長包瑞翰於

12月5日舉辦「台灣在地緣政治變化下之機會和挑

戰」論壇，駐德國代表謝志偉應邀致詞。

（六） 雙邊協定：內政部移民署與德國內政部就執行「台德

互惠使用自動查驗通關協定」相關標準作業程序達成

協議，並於12月10日正式啟動實施。

（七） 政要互訪

1. 我國赴訪者：監察院院長兼國家人權委員會主任委

員陳菊、立法院立法委員蘇治芬、蔡易餘、吳玉

琴、王美惠、范雲、林宜瑾、行政院政務委員兼國

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主任委員吳政忠、文化部部長

李永得、外交部政務次長蔡明彥、文化部政務次長

蕭宗煌、僑務委員會副委員長徐佳青。

2. 德國來訪者：德國國會友台小組主席魏爾胥

（Klaus-Peter WILLSCH）、友台小組議員布德（Katrin 
BUDDE）、徐德分（Till STEFFEN）、薛福勒（Frank 
SCHÄFFLER）、 卡 福 特（Rainer KRAFT）、 萊 伊

（Karen LAY）、人權委員會議員海特、恩爾哈特

（Heike ENGELHARDT）、圖爾克－娜寶爾（Derya 
TÜRK-NACHBAUR）、布藍德（Michael BRAND）、柏

德瑟（Carsten BRODESSER）、米榭托維克（Boris 
MIJATOV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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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我國與希臘共和國關係

（一）一般關係：我國於62年1月6日在希臘設立「駐希臘

遠東貿易中心」，79年12月28日改名為「駐希臘台北

經濟文化辦事處」，92年4月11日更名為「駐希臘台

北代表處」。

（二） 經貿關係：本年雙邊貿易總額約2.15億美元，我國出

口約1.57億美元，進口約5,800萬美元。

（三） 文教關係：我國每年提供「臺灣獎學金」及「華語文

獎學金」予希臘青年學生來我國留學。

（四） 多邊合作：駐希臘代表郭時南於9月22日代表我國參

加與「歐洲復興開發銀行」合作贊助希臘新創事業之

「星創計畫」啟動儀式並致詞。

十四、我國與匈牙利關係

（一） 一般關係：我國於79年4月2日在匈牙利設立「駐匈

牙利台北商務辦事處」，85年1月6日改名為「駐匈

牙利台北代表處」；匈牙利於87年7月26日在我國設

立「匈牙利貿易辦事處」。

（二） 經貿關係

1. 本年雙邊貿易總額約12億2,759萬美元，我國出口

約7億6,418萬美元，進口約4億6,341萬美元。

2. 駐處協助匈牙利布達佩斯商工會及布達佩斯企業推

廣協會派員參加3月23日在台舉辦之全球智慧城市

聯盟活動論壇並擔任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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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駐處協助我國林口新創園與匈牙利新創育成機構

Startup Campus 於4月簽署合作備忘錄；「台灣工具

機暨零組件工業同業公會」與匈國「國家機械及動

力引擎產業協會」於5月異地簽署合作備忘錄。

4. 駐處協助國經協會與匈牙利商工會於5月視訊舉辦

「第15屆台匈經濟合作會議」。

（三） 文教關係

1. 外交部本年提供30個「台歐連結獎學金」名額予

匈牙利學生來我國進行交換計畫；匈牙利每年提供

我國20個獎學金名額赴匈國大學攻讀學位。

2. 本年我國提供教育部「臺灣獎學金」3名予匈牙利

人士來我國攻讀碩士學位，「華語文獎學金」6名來

我國研習華語文。

3. 駐處與羅蘭大學、卡洛里大學及安德拉敘大學等

匈牙利高等教育機構，合辦台灣漢學研究中心啟

用、印太區域安全議題、流行樂工作坊與華語文測

驗等交流講座計10場次。

4. 台灣達悟族音樂、舞蹈與藝術表演團體於5月在匈

牙利知名表演藝術殿堂「音樂之家」與歐洲藝術家

合作演出「響聲拍板」。

5. 駐處於9月間安排金曲獎最佳演唱組合獎「尋人啟

事」樂團赴匈牙利訪演，活動包括為烏克蘭難民演

出、街頭快閃表演、校園表演工作坊、僑界音樂

會，以及接受電台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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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人道援助

1. 駐匈牙利代表劉世忠於5月18日代表政府捐贈150
萬美元予匈牙利政府指定的該國最大國際宗教人道

慈善組織 Hungarian Interchurch Aid（HIA），由 HIA
主席萊斯洛（Lehel LÁSZLÓ）代表接受，援助撤離

至匈牙利之烏克蘭難民。

2. 駐匈牙利代表劉世忠於7月4日代表政府捐贈15萬
美元予布達佩斯市政府，協助安置烏克蘭難民，由

市長柯若琼（Gergely KARÁCSONY）代表接受，立

法院「台灣與匈牙利國會友好聯誼會」會長林楚茵

與林靜儀、王定宇、許智傑、沈發惠及莊瑞雄6名
立法委員在場見證。

（五） 公眾外交

1. 駐處於4月在蒂薩祖格市及9月在布達佩斯市分別

舉辦台南美食文化影像展暨美食體驗活動。

2. 駐處與匈牙利紀錄片策展基金會於 12月 2日至 3
日合辦台灣紀錄片影展，選映台灣多元主題紀錄

片，並舉辦映後座談。駐處本年另錄製「台匈小學

堂」、「大使主廚來上菜」等影片與節目於社群媒

體宣廣。

3. 本年駐處協助匈牙利 Hir TV 新聞台、Telex 新聞、

旅遊雜誌 Vilagjaro、Utazas 及旅台匈牙利網紅 Li 
Taiwan 等製播介紹台灣政經發展及軟實力節目。

（六） 政要赴訪：立法院立法委員林靜儀、王定宇、許智

傑、沈發惠、莊瑞雄。



第三章　對外關係

- 215 -

十五、我國與愛爾蘭關係

（一） 一般關係：我國於77年7月12日在愛爾蘭設立「駐愛

爾蘭自由中國中心」，80年5月2日改名為「駐愛爾

蘭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84年8月18日更名為「駐

愛爾蘭台北代表處」。愛爾蘭於78年8月在我國設立

「愛爾蘭投資貿易促進會」，101年1月關閉。

（二）經貿關係：本年雙邊貿易總額約16.4億美元，我國出

口約8.1億美元，進口約8.3億美元。

（三） 文教關係

1. 駐處本年計推薦5名教育部「華語文獎學金」獲獎

人來台，並提供「台歐連結獎學金」予愛爾蘭優秀

青年學子。

2. 駐處於5月5日邀請愛爾蘭政、學、僑界及使節團

人員參加郭芝苑紀念音樂會；另促成愛爾蘭第一所

「台灣華語文學習中心」在都柏林成立，透過教學

課程及各類文化活動擴大愛爾蘭民眾對正體中文之

認識。

3. 駐處與都柏林華語文學習中心合作，於9月23日推

出「畫、詩，以及文化對話」活動，邀請當地藝文

人士及台、港僑，以英語、愛爾蘭語、華語、台

語、客語及粵語朗誦愛爾蘭古典與當代詩作。

4. 駐處與愛爾蘭三一大學文學與文化翻譯中心於7月
12日合辦第 2屆「翻譯擂台」；另於11月 24日合

辦《都柏林人》台文譯本新書發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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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智庫合作

1. 駐處於5月4日辦理「烏俄戰爭對歐亞戰略態勢之

衝擊及印太區域安全之影響」圓桌會議，邀請愛爾

蘭智庫「國際暨歐洲事務研究所」首席經濟學家歐

布萊恩（Dan O＇BRIEN）等與遠景基金會就烏俄戰

爭議題及其對印太區域及兩岸影響進行交流。

2. 駐處於5月5日促成國立臺灣大學及國立師範大學

與愛爾蘭都柏林大學合辦「後疫情時代的台灣與愛

爾蘭公衛合作」視訊研討會。

3 駐處於5月17日與愛爾蘭大西洋科技大學斯萊戈校

區合辦「生技產業供應鏈於後疫情時代及烏俄戰爭

情勢中之挑戰」研討會。

十六、我國與義大利共和國關係

（一） 一般關係

1. 我國於79年8月7日在義大利設立「台北文化經濟

學會」，80年4月15日正式對外運作，84年6月14
日改名為「駐義大利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85年
5月4日更名為「駐義大利台北代表處」。「義大利

外貿協會」於78年9月在我國設立「義大利貿易推

廣辦事處」，84年併入新設立之「義大利經濟貿易

文化推廣辦事處」。

2. 本年義國眾議院通過三項友我法案及決議案，包

括：(1) 要求義國政府協同北約及歐盟成員國共同

檢視確立其印太戰略；(2) 呼籲義國政府關注印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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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局勢發展，尤其台海情勢，並籲請義國政府在

印太區域強化相關合作；(3) 眾議院外交委員會通

過支持台灣有意義參與 WHO 決議案。

3. 本年義國國會參、眾兩院共78位國會議員連署致

函 WHO 幹事長譚德塞籲請支持我國參與 WHO 之

會議、機制及活動。

（二） 經貿關係

1. 本年雙邊貿易總額約 62.41億美元，我國出口約

28.97億美元，進口約33.44億美元。義大利為我國

在歐盟第3大貿易夥伴。本年我國業者在義大利投

資計2.36億美元。

2. 近年兩國在電子、半導體、電動車、紡織農業及生

技製藥產業領域進行合作對話，「第10屆台義經貿

對話會議」於12月15日在台北舉行。

（三） 文教關係

1. 駐處推動台灣8位插畫家作品行動展車巡展、台灣

文學義譯本新書巡迴座談及瓜林巴國際電影節透視

台灣專題計45場文化活動，吸引近9萬人次參與。

2. 駐處邀請14位近年入選與榮獲波隆那插畫展獎項

之插畫家以夢想為題繪製「2023台灣圖像創作行

事曆手札」，分送義大利政要及藝文機構重要人士。

3. 駐處代表教育部與義大利羅馬睿智大學於本年簽署

《台灣研究講座計畫合作備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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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國際文宣

1. 義國《新聞報》於10月16日刊登「專訪吳釗燮外

長：對香港模式說，不 !」及「台灣已準備好對話，

但不接受壓迫」2篇專訪外交部部長吳釗燮專文。

2. 駐處洽請義大利《共和報》於10月16日以「反抗

強權之島」為題，撰文綜析台灣面對中國威脅、台

美關係及台灣政經現況。

3. 本年駐義大利代表李新穎接受義國 SKY TG24新聞

電視台及《晚郵報》、《新聞報》等各大媒體專訪

計20場。

十七、我國與拉脫維亞共和國關係

（一）一般關係：我國於81年1月29日在拉脫維亞設立「中

華民國駐里加總領事館」，84年11月改名為「駐拉脫

維亞臺北代表團」。

（二）經貿關係

1. 本年雙邊貿易總額約1億1,895萬美元，我國出口

約1億409萬美元，進口約1,486萬美元。

2. 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與拉脫維亞商工總會

於7月線上簽署合作備忘錄。

（三）人道援助：駐處代表我國捐贈拉國慈善組織「慈德」

100萬美元協助安置在拉國的烏克蘭難民。

（四） 政要赴訪：外交部政務次長曾厚仁、國家科學及技術

委員會政務副主任委員林敏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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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我國與立陶宛共和國關係

（一） 一般關係：我國於110年11月18日在立陶宛設立「駐

立陶宛台灣代表處」；立陶宛於本年11月7日在我國設

立「立陶宛貿易代表處」。

（二）經貿關係

1. 本年雙邊貿易總額約1.65億美元，我國出口約1.23
億美元，進口約4,215萬美元。

2. 我國於 1月宣布以 2億美元成立「中東歐投資基

金」，以及10億美元成立「中東歐融資基金」，「中

東歐投資基金」於11月宣布首件對立陶宛投資案。

3. 立國農業部部長納維卡斯（Keştutis NAVICKAS）於

4月12日視訊出席台北世貿中心立陶宛商品展示中

心開幕典禮。

4. 經濟部政務次長陳正祺於 5月 25日訪問立陶宛

並與立國經濟暨創新部政務次長聶琉嫻娜（Jovita 
NELIUPŠIENĖ）舉行首次台立次長級經濟對話會議。

5.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陳駿季於6月3日與

率團訪問我國之立國農業部政務次長吉爾卓帝斯

（Egidijus GIEDRAITIS）舉行農業高層會議。

6. 交通部政務次長祈文中於 8月 8日與率團訪問我

國之立陶宛交通暨通訊部政務次長愛格涅（Agnė 
VAICIUKEVIČIŪTĖ）會晤討論雙邊運輸合作。

7. 我國林口新創園與立陶宛新創局於8月23日共同簽

署台立創新合作備忘錄；我國中國輸出入銀行與立

陶宛投資暨擔保機構簽署台立融資保證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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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文教關係

1. 教育部政務次長劉孟奇率團訪問立陶宛，於9月18
日在維爾紐斯大學舉辦留學台灣說明會，並與立陶

宛大學交流。另國立臺灣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及國

立陽明交通大學等訪團與立陶宛各大學合辦留台及

獎學金說明會。

2. 國立臺灣交響樂團於9月間訪問立陶宛，分別在維

爾紐斯市及考納斯市演出；另我國 LÜCY 樂團應邀

於2022年考納斯歐洲文化之都活動中演出。

（四） 科技合作

1. 國立中山大學晶體研究中心與立陶宛物理科學暨科

技中心於2月17日共同成立台立半導體暨材料科學

中心。

2. 立陶宛26名專家學者於10月17日出席工業技術研

究院台歐半導體線上研討會。

（五） 國際參與：立陶宛衛生部部長杜爾基斯（Arūnas 
DULKYS）於 5月 23日在 WHA 大會中發言，支持台

灣有意義參與 WHO，並與衛生福利部政務次長李麗

芬進行雙邊會談，此為立國衛生部部長首度公開支

持台灣參與 WHO。立陶宛在台灣爭取參與 ICAO、
INTERPOL 及 UNFCCC 等議題上，亦透過與我國代表

團會晤、公開發言等方式，展現其支持立場。

（六） 國際文宣：本年立國及國際媒體刊登立法院院長游錫

堃、外交部部長吳釗燮、國家發展委員會主任委員龔

明鑫、經濟部政務次長陳正祺及駐立陶宛代表黃鈞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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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接受專訪相關報導逾110篇。另立陶宛外交部部長

藍柏吉斯（Gabrielius LANDSBERGIS）以「自由世界不

能讓台灣成為第二個烏克蘭」為題投書英國《每日電

訊報》，針對中國對台軍演聲援我國。

（七） 政要互訪

1. 我國赴訪者：立法院院長游錫堃、立法委員陳玉

珍、邱志偉、林靜儀、外交部政務次長曾厚仁、教

育部政務次長劉孟奇、經濟部政務次長陳正祺、國

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林敏聰。

2. 立陶宛來訪者：經濟暨創新部政務次長聶琉嫻娜、

政務次長澤麥提斯（Karolis ŽEMAITIS）、農業部政

務次長吉爾卓帝斯、交通暨通訊部政務次長愛格涅。

十九、我國與盧森堡大公國關係

（一） 一般關係

1. 我國於64年6月10日在盧森堡設立「駐盧森堡孫

中山中心」，81年7月13日改名為「駐盧森堡台北

經濟文化辦事處」，嗣於91年10月25日關閉。盧

森堡於98年10月13日在我國設立「盧森堡台北辦

事處」。

2. 盧森堡國會於5月17日一致通過由外交委員會主席

克裕達（Yves CRUCHTEN）提交之「強化與台灣經

濟、科學及文化關係」動議案。

（二） 經貿關係：本年雙邊貿易總額約6,383萬美元，我國

出口約2,300萬美元，進口約4,083萬美元。至本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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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累計在盧國投資金額約6.4億美元，盧國累計在

我國投資金額約33億美元。

（三） 文教關係：教育部與盧國教育部於本年續選送1名我

國華語文教學助理赴盧國公立國際學校協助華語文 
教學。

（四） 政要來訪：歐盟執委會前副主席、歐洲議會友台小組

榮譽主席及盧森堡前國會議員蕾汀（Viviane REDING）。

二十、我國與荷蘭王國關係

（一） 一般關係

1. 我國於67年2月2日在荷蘭設立「駐荷蘭孫逸仙中

心」，68年8月24日改名為「駐荷蘭遠東商務辦事

處」，79年7月24日更名為「駐荷蘭台北經濟文化

辦事處」，85年7月12日再改名為「駐荷蘭台北代

表處」。荷蘭於70年1月9日在我國設立「荷蘭貿

易促進會台北辦事處」，79年11月1日改名為「荷

蘭貿易暨投資辦事處」，109年4月27日更名為「荷

蘭駐台辦事處」。

2. 荷蘭眾議院於11月29日通過2項動議案，籲請荷蘭

政府「以任何可能方式加強與台灣之雙邊關係及台

歐盟關係」及「表達支持台灣並透過外交手段勸阻

中國勿對台灣採取行動」。

（二） 經貿關係：本年雙邊貿易總額約189億9,476萬美元，

我國出口約 101億 3,774萬美元，進口約 88億 5,702
萬美元。迄本年我國在荷蘭投資累積件數計223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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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42億8,404萬美元；荷蘭在我國投資累積件數計

803件，金額375億801萬美元。

（三） 雙邊交流：駐處於 9月 3日首度以 Taiwan 名義參加

2022年度海牙使館節活動；海牙巿巿長范贊能（Jan 
VAN ZANEN）應邀於10月4日出席駐處國慶酒會活動

並致詞；駐荷蘭代表陳欣新於10月27日出席烏得勒

支市政府台灣商機日研討會活動並致詞。

二十一、我國與挪威王國關係

（一）一般關係：我國與挪威相關事務由駐瑞典代表處兼轄。

（二）經貿關係

1. 本年雙邊貿易總額約7億5,085億美元，我國出口

約2億4,906萬美元，進口約5億179萬美元。

2. 行政院主計總處副處長劉嘉偉於 6月訪問挪威，

會晤挪威財政部投資處處長費湯姆（Tom Arild 
FEARNLEY），就挪威主權基金管理交換意見。

二十二、我國與波蘭共和國關係

（一） 一般關係：我國於81年12月17日在波蘭設立「台北

經濟文化辦事處」，107年改名為「駐波蘭台北代表

處」；波蘭於84年11月2日在我國設立「華沙貿易辦

事處」，107年改名為「波蘭臺北辦事處」。

（二） 經貿關係

1. 本年雙邊貿易總額約 17.23億美元，我國出口約

12.91億美元，進口約4.32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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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波 蘭 經 濟 暨 發 展 部 次 長 皮 霍 雅 克（Grzegorz 
PIECHOWIAK）於5月率團來我國參與第10屆台波

經貿諮商，會中並簽署3份合作備忘錄；我國台歐

民主供應鏈韌性及合作考察團於9月訪問波蘭。

（三） 文教關係：教育部與波蘭教育科學部相互提供獎學

金，教育部派有10名華語文教學人員至波蘭大學任

教，協助推廣正體中文。教育部政務次長劉孟奇於9
月訪問波蘭出席首屆台灣波蘭高教論壇；波蘭教育科

學部次長仁可夫斯基（Tomasz RZYMKOWSKI）於 12
月訪問我國。

（四） 人道援助：我國首批援助烏克蘭之醫療物資於2月28
日透過波蘭政府戰略儲備署協助，運往烏克蘭；嗣續

協運國內募集物資至烏克蘭。駐處並於3月與波國戰

略儲備署簽署第一波捐款協議，協助波蘭安置烏克蘭

難民；另與波國6個地方政府及2個非政府組織合作

進行援助烏克蘭計畫。

（五） 政要互訪

1. 我國赴訪者：教育部政務次長劉孟奇。

2. 波蘭來訪者：經濟暨發展部次長皮霍雅克、教育

科學部次長仁可夫斯基、波台國會小組主席安鄒

（Waldemar ANDZEL）議員。

二十三、我國與葡萄牙共和國關係

（一） 一般關係：我國於81年7月1日在葡國設立「駐葡萄

牙臺北經濟文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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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經貿關係：本年雙邊貿易總額約8.1億美元，我國出

口約6.06億美元，進口約2.04億美元。

（三） 文教關係

1. 駐處分別與葡萄牙里斯本自治大學及天主教大學簽

署設立臺灣書院連絡點意向書。教育部提供「臺灣

獎學金」及「華語文獎學金」予葡國學生來我國進修。

2. 駐處協助文化部於7月至12月首度在葡國東方博物

館舉辦台灣攝影家周慶輝「人的莊園」大型個展。

（四） 環境合作：駐處協助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於 8
月9日贊助葡國環保組織「國土暨環境規劃研究會」

「Tornada 濕地保育計畫」。

二十四、我國與羅馬尼亞關係

（一） 一般關係：我國與羅馬尼亞相關事務由駐斯洛伐克代

表處兼轄。

（二） 經貿關係：本年雙邊貿易總額約4.8億美元，我國出

口約3.4億美元，進口約1.4億美元。

（三） 人道援助：駐處透過羅馬尼亞參議院國家自由黨黨團

主席馮內邱（Cătălin-Daniel FENECHIU）聯繫，分別捐

贈羅國律師協會80萬美元及康斯坦察市20萬美元，

安置入境羅國的烏克蘭難民以及購置人道援助物資送

至烏克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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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我國與斯洛伐克共和國關係

（一） 一般關係：我國於92年8月1日在斯洛伐克設立「駐

斯洛伐克台北代表處」；斯洛伐克於同年9月1日在我

國設立「斯洛伐克經濟文化辦事處」。

（二） 經貿關係

1. 本年雙邊貿易總額約4.7億美元，我國出口約1.6億
美元，進口約3.1億美元，「中東歐投資基金」於

本年初完成對斯國第一個投資案。

2. 第2屆「台斯跨部會經濟合作諮商會議」於12月在

斯國舉行，外交部政務次長蔡明彥率團與會，與斯

國經濟部次長蓋哈特（Peter GERHART）共同主持

會議。會後雙方簽署成果宣言及有關進出口貿易、

新創交流及教育3項合作備忘錄。

（三） 文教關係

1. 本年我國提供斯洛伐克「臺灣獎學金」1名及「華

語文獎學金」3名、「台歐連結獎學金」48名及「台

歐半導體人才培育計畫獎學金」21名碩博士名額

予斯洛伐克學生。

2. 駐處協助國立臺灣大學、國立成功大學、國立陽明

交通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及國立中山大學5校於10
月聯合訪問斯國，拜會斯洛伐克科技大學，推動雙

邊研究及人員交流。

3. 駐處與斯國智庫「全球安全論壇」及中歐亞洲研究

所合辦6場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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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人道援助：斯國政府協助轉運我國民間捐助的人道物

資360公噸至烏克蘭及斯國境內烏克蘭難民處所。另

我國捐款予斯國政府、布拉提斯拉瓦市及烏克蘭民間

組織「烏克蘭―斯洛伐克倡議」，以協助安置因戰亂

避居斯國的烏克蘭婦女及兒童。

（五） 司法合作：駐斯洛伐克代表李南陽與斯洛伐克駐台代

表博塔文（Martin PODSTAVEK）於 6月 8日在台北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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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部長吳釗燮及

法務部部長蔡清祥見證。

（六） 政要互訪

1. 我國赴訪者：外交部政務次長曾厚仁、政務次長蔡

明彥。

2. 斯 國 來 訪 者： 國 會 副 議 長 勞 倫 契 克（Milan 
LAURENČĺK）、布拉提斯拉瓦省省長德羅巴（Juraj 
DROBA）。

二十六、我國與斯洛維尼亞共和國關係

（一） 一般關係：我國與斯洛維尼亞相關事務由駐奧地利代

表處兼轄。

（二） 經貿關係：本年雙邊貿易總額約2.58億美元，我國出

口約2.09億美元，進口約4,936萬美元。

（三） 文教關係：斯國盧比安納大學設有台灣研究中心及開

設有關台灣之選修課程，該中心本年辦理台灣光點計

畫推廣台灣文化；教育部並派有華語文教師1名至該校

中文系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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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國際文宣：斯洛維尼亞《勞工報》於9月刊登外交部

部長吳釗燮呼籲聯合國納入台灣與國際社會攜手因應

全球挑戰專文。

二十七、我國與西班牙王國關係

（一） 一般關係：我國於 62年 8月在西班牙設立「駐西班

牙孫中山中心」，80年1月改名為「駐西班牙台北經

濟文化辦事處」。西班牙於63年3月25日在我國設立

「賽凡提斯商務文化推廣中心」，71年3月改名為「西

班牙商務辦事處」。

（二） 經貿關係：本年雙邊貿易額約26億9,711萬美元，我

國出口約17億5,230萬美元，進口約9億4,481萬美元。

（三）文教關係

1. 本年我國提供「臺灣獎學金」 3名及「華語文獎學

金」一年期4名、半年期12名予西國人士來我國進

修學位或華語文。

2. 駐處於2月23日至27日辦理「2022馬德里台灣藝

術週」，展出藝術家張騰遠及王煜松作品；參與6
月舉行之「2022巴塞隆納春之聲音樂節專業單元」

以及「第28屆 Sonar 電子音樂節」，由音樂人呂士

軒、LÜCY 與新媒體藝術家 veeeky 現場演出；9月
22日至25日參加「馬德里第16屆 L.E.V. 藝術節」，

展出「涅所開發」及「Meuko Meuko」作品；12月
13日至16日與馬德里電影節合作展出4部國片及4
場台灣電影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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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國際文宣

1. 駐處辦理西國媒體《道理日報》專訪外交部部長吳

釗燮計2篇報導。

2. 駐西班牙代表劉德立接受「馬德里電視台」、「金融

世界電視台」、「西班牙國家廣播電台」、「西班牙大眾

聯播網廣播電台」、《世界報》、《道理日報》、《西

班牙外交官電子報》及《瞭望雜誌》等媒體計67次
專訪，向西國各界說明我國政經情勢、台西雙邊

關係、我國高科技半導體產業發展及推動 WHA、
UN、ICAO、INTERPOL 及 UNFCCC 等國際參與案。

3. 就推動參與WHA、UN、ICAO、INTERPOL及UNFCCC 
等國際參與案，駐處洽獲主流媒體《道理日報》、

《西國外交官電子報》及《金融世界電子報》等刊

登外交部部長吳釗燮及衛生福利部部長陳時中等首

長專文計18篇。

4. 就「面對中國威脅之台灣認同」、「世衛組織不應

遺漏台灣」及「西班牙與台灣：追求互利互惠的

兩個民主國家」等議題，駐處洽獲西國《ABC 日

報》、《西國外交官電子報》、《金融世界電子報》

及《瞭望雜誌》計刊登駐西班牙代表劉德立專文

16篇及投書2篇。

（四）政要赴訪：「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主任委員林峯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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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我國與瑞典關係

（一）一般關係

1. 我國於70年9月在瑞典設立「台北商務觀光暨新

聞辦事處」，83年改名為「駐瑞典台北代表團」；

瑞典於71年12月在我國設立「瑞典工商代表辦事

處」，80年7月改名為「瑞典貿易暨投資委員會台

北辦事處」。

2. 瑞典國會於4月28日首度通過在我國設立「瑞典之

家」友我決議案。

3. 瑞典新任總理克里斯特森（Ulf KRISTERSSON）於

10月 18日首次施政報告中關切中國對台武力恫

嚇，並強調任何形式的武力威脅都是不可接受的。

（二） 經貿關係

1. 本年雙邊貿易總額約17億9,496萬美元，我國出口

約7億8,909萬美元，進口約10億587萬美元。

2. 經濟部政務次長陳正祺與瑞典外交部外貿事務政務

次長言禾康（Håkan JEVRELL）於本年11月18日在

台北共同主持「台瑞典經貿對話會議」。

3. 台瑞雙方另於11月18日召開第38屆「台瑞（典）

經濟合作會議」在經濟部政務次長陳正祺與瑞典外

交部外貿事務政務次長言禾康見證下，中華民國專

利師公會與瑞典專利師協會以及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產業加速器暨專利開發策略中心與瑞典金融科技顧

問公司 Norlinanders AB 分別簽署台瑞典智慧財產權

及金融科技產業合作等2項備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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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政要來訪：外交部外貿事務政務次長言禾康、「台

灣－瑞典國會議員協會」主席歐柏莉（Boriana 
ÅBERG）、國會副議長呂謝婷（Kerstin LUNDGREN）、
瑞典籍歐洲議會議員魏莫斯（Charlie WEIMERS）、
國 會 議 員 謝 必 揚（Björn SÖDER）、 艾 勒 斯（Lars 
ADAKTUSSON）、魏馬可（Markus WIECHEL）、艾索

菲（Ann-Sofie ALM）、普拉斯（Lars PÜSS）、柯艾森

（Alexander CHRISTIANSSON）。

二十九、我國與瑞士聯邦關係

（一） 一般關係：我國於62年在瑞士設立「遠東貿易服務中

心駐瑞士辦事處」，另於68年6月設立「駐瑞士孫逸

仙中心」；前者於81年1月1日改名為「台北貿易辦事

處」，後者於79年11月28日改名為「台北文化經濟代

表團」。86年12月16日我國增設「台北文化經濟代表 
團日內瓦辦事處」，96年10月1日「台北貿易辦事處」

併入「台北文化經濟代表團」。瑞士於71年11月20日
在我國設立「瑞士商務辦事處」。

（二） 經貿關係：本年雙邊貿易總額約33.18億美元，我國

出口約9.06億美元，進口約24.12億美元。

（三） 政要赴訪：僑務委員會副委員長徐佳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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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 我國與大不列顛與北愛爾蘭聯合王國（英國）

關係

（一） 一般關係

1. 我國於39年6月在英國設立「自由中國新聞處」，

52年9月改名為「自由中國中心」，81年4月15日
更名為「駐英國台北代表處」，87年4月25日增設

「駐英國台北代表處愛丁堡辦事處」。英國於65年
2月在我國設立「英國貿易促進會」，82年10月15
日改名為「英國貿易文化辦事處」，104年5月26
日更名為「英國在台辦事處」。

2. 我國與英國已建立次長級經貿對話會議、再生能源

圓桌論壇、農業對話會議、鐵道工業論壇及智慧城

市論壇等固定對話機制。

（二） 經貿關係

1. 本年雙邊貿易總額約 66.38億美元，我國出口約

40.51億美元，進口約25.87億美元。

2. 經濟部政務次長陳正祺與英國國際貿易部副部長韓

斯（Greg HANDS）於 11月 9日在台共同主持「第

25屆台英經貿對話會議」。

（三） 文教關係

1. 英國為我國人赴歐洲留學人數最多之國家，每年約1
萬2,000人；本年我國另提供80名英國學生「台歐連

結獎學金」來我國研習華語文或參與交換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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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國家圖書館與英國大英圖書館於1月13日簽署合作

備忘錄，深化兩國國家圖書館學術交流。

3. 本年台英兩國在英國辦理 13項台灣藝文活動計

畫，計224場次，涵蓋表演、文學、視覺藝術及電

影等領域。

（四） 科技合作：國科會與英國皇家學會及英國國家學術院

等機構簽有合作瞭解備忘錄，雙方111年共同補助計

畫案件數約13件。此外國科會亦與英國在台辦事處簽

有合作瞭解備忘錄，持續推展台英國際合作。

（五） 國際參與：英國衛生部部長賈維德（Sajid JAVID）於5
月23日在第75屆 WHA 再度表達英國支持我國以觀察

員身分受邀出席 WHA。此外，英國下議院外委會主

席杜耿涵（Tom TUGENDHAT）代表該委員會首度致函

WHO 幹事長譚德塞及衛生部部長賈維德，強力敦促

邀請我國與會。本年英國國會跨黨派上下議院計117
名議員，加入歐洲地區「福爾摩沙俱樂部」之34國國

會議員，連署致函 WHO 幹事長譚德塞，聲援我國國

際參與。

（六） 政要互訪

1. 我國赴訪者：行政院政務委員鄧振中、林萬億、衛

生福利部政務次長李麗芬、宗教自由無任所大使布

興．大立。

2. 英國來訪者：英國國際貿易部副部長韓斯、英

國國會下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柯恩詩（Alic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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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ARNS）、下議院國防委員會主席埃爾伍德

（Tobias ELLWOOD）、下議院議員康明絲（Judith 
CUMM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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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地區

外交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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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教廷大使館舉辦慶祝中華民國與教廷建交80週年系列活動 -「友善台
灣 / 眾位弟兄」書畫展開幕典禮，駐教廷大使李世明（左6）、駐義大利
代表李新穎（左4）與教廷文化部部長拉瓦西（Gianfranco RAVASI）（右4）
樞機主教、國務院外交部次長華卓斯基（Miros�aw WACHOWSKI）（右2）
及迪喬凡尼（Francesca Di GIOVANNI）（右1）等合影。（111.7.1）

總統特使前副總統陳建仁（左1）由教廷宗座科學院院長涂克森（Peter 
TURKSON）（右2）樞機主教陪同晉見教宗方濟各（Pope Francis）（右1）。
（11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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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歐盟兼駐比利時代表蔡明彥（左5）於「支持台灣參與世界衛生大會活
動」與歐洲政要及友邦大使合影。（111.5.18）

駐歐盟兼駐比利時代表陳立國（中）與歐洲議會議員史艾凡（Ivan 
ŠTEFANEC）（陳代表左側）在歐洲議會合辦「台灣蘭花展」。（11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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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奧地利代表張小月出席「歐洲復興開發銀行」舉辦由我國資助的克羅

埃西亞札格雷布證券交易所集團策略擴張成果發表活動。（111.4.19）

駐奧地利代表張小月（左3）主持中華民國111年國慶酒會，與奧地利國

會議員菲德勒（Fiona FIEDLER）（左2）及史泰爾馬克邦國際事務、教育

及人事廳廳長艾蒙（Werner AMON）（左1）等貴賓合影。（11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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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院長游錫堃（講台左1）在捷克參議院發表演說。（111.7.20）

駐捷克代表柯良叡（右1）於捷克布魯諾國際工業展台灣館接待捷克
總理費亞拉（Petr FIALA）（右2）。（11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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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丹麥代表李翔宙（後排左5）與訪問駐處之丹麥奈斯特維茲高中師生
合影。（111.4.28）

駐丹麥代表李翔宙與台丹協會會長荷福曼（Svend E. HOVMAND）於該
協會夏季聯誼會活動合影。（11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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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芬蘭代表張秀禎與芬蘭奧盧市市長拉雅拉（Päivi LAAJALA）合影。
（111.6.2）

駐芬蘭代表張秀禎與芬蘭國會友台小組主席凱爾納（Mikko KÄRNÄ）於

111年國慶酒會合影。（11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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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法國代表吳志中（左1）陪同文化部部長李永得（中）、立法院立法委
員邱議瑩（右2）參訪法國參議院，與參議院副議長兼友台小組主席李
察（Alain RICHARD）（左2）合影。（111.6.20）

駐法國代表吳志中（右1）陪同立法院院長游錫堃（右4）會晤法國參議院 
副議長兼友台小組主席李察（Alain RICHARD）（左4）並合影。（111.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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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普羅旺斯辦事處接待立法院院長游錫堃訪團，並陪同拜會法國南部

大區議會。（111.7.25）

駐普羅旺斯處長辛繼志夫婦（左、右）與出席國慶活動之法國參議員

德維莎（Brigitte DEVÉSA）（中）合影。（11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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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德國代表謝志偉（右1）與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主任委員吳政忠
（左2）、德國聯邦議員雅琮貝克（Thomas JARZOMBEK）（右2）及德國國 
會友台小組主席魏爾胥（Klaus-Peter WILLSCH）（左1）合影。（111.11.17）

駐德國代表謝志偉（左 5）與德國柏林邦議會友台小組成員合影。
（11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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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法蘭克福處長張維達夫婦與黑森邦議會副議長洛茨（Frank LORTZ）
於111年國慶酒會合影。（111.10.6）

駐漢堡處長陳槱順拜會德國布萊梅邦議會議長殷霍夫（Frank IMFOFF）。
（11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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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漢堡處長陳槱順（左1）陪同駐德國代表謝志偉（中）出席下薩克

森邦邦議會友台小組成立大會。（111.5.2）

駐慕尼黑處長趙彥清（左 1）與巴伐利亞邦議員暨議會友台小組主

席林德史帕赫（Markus RINDERSPACHER）（左 4）及巴伐利亞邦經濟

廳副廳長魏爾格（Roland WEIGERT）（左5）於111年國慶酒會合影。

（11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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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慕尼黑處長趙彥清（左3）陪同駐德國代表謝志偉（右4）出席長榮

航空慶祝台北慕尼黑開航首航酒會，與德國聯邦數位暨交通部道路交
通總司總司長孜克（Guido ZIELKE）（左6）及長榮航空總經理孫嘉明

（右5）合影。（111.11.4）

駐希臘代表郭時南（左4）應「雅典商工總會」邀請出席「亞洲商業論壇」 
研討會，與雅典商工會代理主席庫內納基（Sophia Efremoglou KOUNENAKI） 
（左5）、希臘亞洲商業協會主席安特諾波羅（Constantinos ANTONOPOULOS） 
（右4）以及印尼、越南、菲律賓等國大使合影。（11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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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希臘代表郭時南（中間於講台上）代表我國參加與「歐洲復興開
發銀行」（EBRD）合作贊助希臘新創事業之「星創計畫」（Star Venture 
Program）啟動儀式並致詞。（111.9.22）

駐匈牙利代表劉世忠（中）赴匈國安德拉敘大學演講「國際社會的戰

略角色」。（11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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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匈牙利代表劉世忠（右）與蒂薩城堡市市長海格杜胥（István 
Hegedüs）（左）及匈牙利國會議員海爾塞格（Zsolt Herceg）（中）出席

台南美食文化影像展暨美食體驗活動。（111.4.30）

駐愛爾蘭代表楊子葆（右1）與愛爾蘭參議員豪更（Gerry HORKAN）（左

1）及我國女高音左涵瀛（左2）在郭芝苑紀念音樂會合影。（11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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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愛爾蘭代表楊子葆（左1）訪問愛爾蘭國立高威大學與愛爾蘭參議

員克勞威爾（Gerard CRAUGHWELL）（中）等在校園合影。（111.5.20）

駐義大利代表李新穎（中）於「第59屆威尼斯美術雙年展」展區，與

臺北市立美術館館長王俊傑（左2）及威尼斯藝術家協會主席貝拉托

（Stefano BELLATO）（左1）合影。（111.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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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義大利代表李新穎（左）於111年國慶酒會推廣台灣珍珠奶茶，與

國會友台協會副主席帕賈諾（Alessandro PAGANO）眾議員（中）及前

參議員馬利雷諾（Giuseppe MARINELLO）（右）合影。（111.10.5）

駐拉脫維亞代表李憲章會晤拉國里加市副市長歐佐拉（Linda OZOLA）
並合影。（11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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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拉脫維亞代表李憲章於愛沙尼亞舉辦111年國慶酒會與愛國友台主

席楊森（Juri JAANSON）（左）及前國防部部長拉內（Kalle LAANET）（右）

合影。（111.10.4）

駐立陶宛代表黃鈞耀（左1）陪同立法院院長游錫堃（左4）、立法委員萬

美玲（右3）、孔文吉（右2）、張其祿（右1）及黃世杰（左2）應邀出席立

陶宛國會議長米利特（Viktorija ČMILYTĖ-NIELSEN）（右4）歡迎餐會

並合影。（111.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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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立陶宛代表黃鈞耀（右 5）與立陶宛國會副議長邵達格斯（Paulius 
SAUDARGAS）（左6）、外交部政務次長聶琉嫻娜（Jovita NELIUPŠIENĖ）（左

4）及農業部政務次長吉爾卓帝斯（Egidijus GIEDRAITIS）（左7）在我國舉

辦慶祝「中東歐投資基金」首件對立陶宛投資案酒會合影。（111.11.7）

駐荷蘭代表陳欣新（右4）與歐洲檢察官組織對外關係處處長史塔利

（Lukas STARY）（左3）、歐洲資訊犯罪合作網絡執行秘書皮娜（Claudia 
PINA）（右3）合影。（111.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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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荷蘭代表陳欣新（左5）與出席「2022台灣文化之夜」之海牙市巿長

范贊能（Jan VAN ZANEN）（左4）、荷蘭前副總理現任參議員游芮姿瑪

（Annemarie-Jorritsma）（右3）、眾議員史卓瑪（Sjoerds SJOERDSMA）（左3）
及眾議員克林克（Jan KLINK）（右2）合影。（111.10.4）

駐波蘭代表陳龍錦（右）與波蘭政府戰略儲備署署長庫池梅洛夫斯

基（Michał KUCZMIEROWSKI）（左）簽署「合作援助烏克蘭協議」。

（11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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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政務次長蔡明彥（前排右4）率「台歐民主供應鏈韌性及合作

考察團」訪問波蘭，與駐波蘭代表陳龍錦（前排右2）、波蘭國家研究

網絡總裁 Piotr DARDZINSKI（前排左3）及副總裁 Marcin KRASKA（前

排左5）等合影。（111.9.27）

駐葡萄牙代表張崇哲（右4）出席在東方博物館舉行《人的莊園》個

人攝影展開幕酒會，與攝影家周慶輝（右2）及東方博物館館長艾莫

霖（João AMORIM）（右3）合影。（111.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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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紀錄片「太魯閣山月村」獲得第15屆葡萄牙國際觀光影展「永續

觀光議題」首獎，駐葡萄牙代表張崇哲（右）代表領奬。（111.10.28）

駐斯洛伐克代表李南陽（左 4）、斯國國會副議長葛蘭杰（Gábor 
GRENDEL）（左5）及外交部經貿合作總司長季絲（Lucia KIŠŠ）（右5）
等於我國援贈烏克蘭物資及善款之贈交儀式上合影。（111.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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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斯洛伐克代表李南陽（左5）與出席111年國慶酒會斯洛伐克教育部
政務次長包立斯（Ludovit PAULIS）（左1）、國會議員澤曼諾娃（Anna 
ZEMANOVÁ）（左2）、歐洲議會議員史蒂芬尼（Ivan ŠTEFANEC） （左4）
及羅馬尼亞參議院經濟委員會主席朗佛（Daniel ZAMFIR） （右2）等合
影。（111.10.7）

駐西班牙代表劉德立（左4）與國會眾議員暨「福爾摩沙俱樂部」西班
牙共同主席蘇華雷斯（Eloy SUAREZ）（右 4）、眾議員迪拉多（Vicente 
TIRADO）（左 1）及眾議員羅美洛（Rosa ROMERO）（左 2）等合影。
（111.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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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西班牙代表劉德立（右3）與國會參議員康塔拉碧耶德拉（Mercedes 
CANTALAPIEDRA）（左 2）、參議員柏拉撒（Alberto PLAZA）（右 2）、
眾議員阿隆索（Jose Angel ALONSO）（左3）等及眾議員卡拉索（Eduardo 
CARAZO）（左1）等合影。（111.5.6）

駐瑞典代表姚金祥於瑞典國家電視台晚間新聞「AKTUELLT」接受專

訪。（11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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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瑞典代表姚金祥（右）訪晤瑞典厄勒布魯省省長瑪莉萊森（Maria 
LARSSON）（中）並合影。（111.9.1）

駐瑞士代表黃偉峰（右2）與瑞士國會下議院議員 Priska Seiler GRAF（右
1）及 Franziska ROTH（左2）於國慶酒會合影（111.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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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瑞士代表黃偉峰與瑞士國會下議院議員兼理事會新任主席 Lukas 
REIMANN（左 3）、前任友台小組主席 Felix MÜRI（右 2）、前國會上
議員 Hans HESS（右1）及日內瓦辦事處蘇處長瑩君（左1）等合影。
（111.12.9）

國家圖書館與英國大英圖書館舉行兩館合作備忘錄線上簽署儀式，
駐英國代表謝武樵（下排左）及英國在台辦事處代表鄧元翰（John 
DENNIS）（下排中）視訊見證簽署儀式。（11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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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英國代表謝武樵（左）代表我國與歐銀「影響暨夥伴關係總處」總

處長蘿珂（Ines ROCHA）（右）簽署協定。（111.4.28）

駐愛丁堡辦事處舉辦111年國慶酒會，駐愛丁堡處長張嘉政夫婦（右
1、右2）與英國國會下議院議員 Owen THOMPSON （左1）及蘇格蘭中
洛鍚安市市議會議長 Kelly PARRY （左2）合影。（111.10.6）



第三章　對外關係

- 263 -

第五項　北美地區

壹、前　言

美國及加拿大兩國地屬北美地區，與我國均互設代表

機構。我國於美國首都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加拿大首都渥

太華設有代表處，另於美國亞特蘭大、波士頓、芝加哥、丹

佛、關島、檀香山、休士頓、洛杉磯、邁阿密、紐約、舊金

山、西雅圖，及加拿大多倫多與溫哥華共14地設有辦事處。

近年來台美持續強化在政治、安全、經濟、區域及全球

議題之合作，朝全方位合作夥伴邁進。拜登政府高度重視對

我國之堅定承諾，除積極透過雙邊及多邊場域強調台海和平

與穩定之重要性外，並延續對台軍售常態化之政策；另總統

拜登（Joe BIDEN）於本年12月簽署《2023會計年度國防授

權法》及《2023會計年度綜合撥款法》均納入友我條文。此

外，美國國會持續展現對台美關係強勁的跨黨派支持，本年

計37人次聯邦參、眾議員訪問我國，包括聯邦眾議院議長

裴洛西（Nancy PELOSI）搭乘專機來訪，為時隔25年再度有

美國現任眾院議長訪問我國。在地方政要部分，印第安納州

州長侯康安（Eric HOLCOMB）、愛達荷州州長李睿德（Brad 
LITTLE）及亞利桑納州州長杜希（Doug DUCEY）也於本年訪

問我國，訪台期間分別與我國簽署一系列經貿合作備忘錄，

亞利桑納州杜希州長也宣布將在台設立州辦事處。同年，另

有明尼蘇達州、賓夕法尼亞州及西維吉尼亞州新設或復設駐

台辦事處。在經貿議題上，台美正式啟動「台美21世紀貿易

倡議」協商談判，第3屆台美「經濟繁榮夥伴對話」於本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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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行，聚焦經濟脅迫、供應鏈韌性及安全能源轉型等台美共

同關切議題；我國亦派遣「中華民國（台灣）農產品貿易赴

美友好訪問團」赴美國重要農業州拓展商機並簽署採購意向

書。在教育議題方面，台美間舉辦「台美教育倡議」第2次
高層對話，共同盤點雙方推展華語文合作成果，並重申強化

國際教育合作的承諾。

台美於 2015年共同創建之「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

（Global Cooperation and Training Framework, GCTF）平台近年已

納入日本及澳洲作為正式夥伴，本年計辦理7場線上或實體

混合的研習活動，來自91國約2,800位官員及學者參與。台

美駐外館處也在印度、聖露西亞及以色列分別舉辦海外加盟

活動，關懷領域及合作議題包括數位醫療、婦女賦權及數位

經濟。

台加關係於本年穩健發展，加拿大總理小杜魯道（Justin 
TRUDEAU）公開重申加國支持台灣參與國際多邊論壇及機構

的一貫立場，加國政府於11月提出「印太戰略」，明確指出

將積極投入資源，致力深化與台灣等印太區域自由民主夥伴

的合作，並反對任何威脅台海現狀單方面行徑。經貿部分，

台加於 1月共同宣布啟動「投資促進及保障協議」（Foreign 
Investment Promotion and Protection Arrangement, FIPA）探索性討

論，展現雙方欲進一步深化經貿投資夥伴關係的意願。此

外，我國並於12月宣布籌備設立「駐蒙特婁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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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我國與各國關係

一、我國與加拿大關係

（一） 一般關係

1. 我國於80年1月8日設「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多倫

多總處」，81年 7月 9日設「駐渥太華辦事處」，

82年8月3日總處移駐渥太華，並改名為「駐加拿

大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另分別於80年及83年
在溫哥華及多倫多設立辦事處。加拿大則於75年
10月25日在我國設立「加拿大駐台北貿易辦事處」。

2. 加拿大總理小杜魯道本年在國會公開發言支持我國

以觀察員身分出席「世界衛生大會」（World Health 
Assembly, WHA）。加國政府亦在 WHA 全會總討論

時為我國執言，以及邀請我國交通部民用航空局以

觀察員身分加入「更安全天空諮詢委員會」，參與

國際民航安全事務之討論。

3. 加國聯邦眾議院衛生委員會、交通委員會及外交

委員會等三委員會及眾議院全會分別通過4個動

議，支持台灣全面參與 WHA 或「國際民航組織」

（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 ICAO）大會，

明確表達加國朝野跨黨派支持台灣國際參與之立

場；另外交委員會與加中關係特別委員會亦分別就

「台海情勢」與「加台關係」進行研究聽證會，並

邀請我國駐加拿大代表曾厚仁出席作證，展現加國

國會對台海和平穩定之高度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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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加國政府於11月27日公布「印太戰略」，內容計

有7處提及台灣或台海，並強調加國將繼續與台灣

進行包括貿易、科技、衛生、民主治理及打擊假訊

息等多面向接觸與合作，加拿大亦將反對任何威脅

台灣海峽現狀之單邊行動。

（二） 經貿關係

1. 本年雙邊貿易總額約58億美元，我國出口約33億
美元，進口約25億美元。我國為加國第10大進口國

及第20大出口國，也是加國在亞洲第5大貿易夥伴。

2. 行政院政務委員鄧振中與加國國貿部部長伍鳳儀

（Mary NG）於1月10日共同宣布啟動台加「投資促

進及貿易協議」探索性討論。

3. 另台灣、紐西蘭、加拿大及澳洲於3月成為「亞太

經濟合作」（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
原住民族經濟貿易合作協議共同創始成員，台加雙

方也同意在 APEC 架構下持續就婦女經濟賦權、中

小企業能力建構、數位經濟及電子商務等議題進行

合作。

（三）文教關係

1. 原住民族委員會主任委員夷將．拔路兒於7月率團

赴加國推動台加原住民事務合作交流。

2. 教育部與多倫多大學、麥基爾大學及渥太華大學持

續執行「台灣研究講座」協議。紐布朗什維克省教

育廳、上加拿大教育局、渥太華卡爾頓教育局、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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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華天主教學校教育局及蒙特婁英語教育局亦與我

國建立交流關係。國立成功大學敏求智慧運算學院

與多倫多大學就人工智慧等領域進行學術合作。

3. 本年我國提供「臺灣獎學金」及教育部「華語文獎

學金」予13名加拿大學生來台留學；我國現有約

4,250名留學生在加拿大各級學校就讀，加拿大在

台留學生約450人。

（四） 科技合作

1. 我國科技部、工業技術研究院及相關研究機構持

續與加拿大國家研究院、自然科學暨工程研究委

員會、通訊研究中心、人文暨社會科學研究委員

會、衛生研究院遺傳學所、泰瑞法克斯研究院及加

拿大先進研究所建立合作關係。

2. 本年科技部龍門計畫涵蓋渥太華大學、多倫多大學

及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等；鴻海研究院於11月與加

拿大政府贊助之非營利新創組織 Mitacs 簽署合作備

忘錄，將就量子科技專案計畫進行產學合作。

（五）政要互訪

1. 我國赴訪者：僑務委員會委員長童振源、原住民族

委員會主任委員夷將 ∙拔路兒。

2. 加拿大來訪者：國貿部部長伍鳳儀、眾議院國貿委

員會主席史洛（Judy SG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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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國與美利堅合眾國關係

（一） 一般關係

1. 重申對台堅定支持

(1) 拜登總統等美國政府高層多次公開重申恪守

《台灣關係法》及「六項保證」等對台承諾。

(2) 拜登政府2月公布之「印太戰略」將台灣列為

區域主要夥伴之一，強調美國將與區域內外夥

伴合作維持台海和平穩定，包括支持台灣自衛

能力，以及確保台灣的未來是以和平且符合台

灣人民意願與最佳利益的方式決定。10月公佈

之「國家安全戰略」明確指出維護台海和平及

穩定對區域及全球安全繁榮至關重要，更符合

美國恆久利益。拜登政府並持續聯合理念相近

國家在雙邊及多邊場域，共同關切台海情勢。

拜登總統於9月聯合國大會演說，公開呼籲各

國重視維護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而「維持

台海和平穩定」文字也被廣泛納入「七大工業

國集團」（G7）聯合公報、美國與日本、韓國、

澳洲及歐洲等國家高層會議的雙邊聯合聲明。

2. 深化台美緊密夥伴關係及助我力抗中國脅迫

(1) 美國聯邦眾議院議長裴洛西於8月2日率眾院外

交委員會主席米克斯（Gregory MEEKS）、退伍

軍人事務委員會主席高野（Mark TAKANO）、
眾議員戴碧妮（Suzan DELBENE）、克利胥納莫

提（Raja KRISHNAMOORTHI）及金安迪（An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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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M）一行訪問我國，總統蔡英文於 8月 3日
接見訪團，並頒授裴洛西議長「特種大綬卿雲 
勳章」。

(2) 拜登總統於12月簽署《2023會計年度國防授權

法》及《2023會計年度綜合撥款法》，均要求

美國行政部門在「國際軍事暨訓練」計畫下，

協助台灣強化防衛能力及增進台美防務的互通

性；上述2項立法亦呼應台美於11月簽署之《台

美發展及人道援助合作瞭解備忘錄》，要求國務

院及美國國際開發總署與包括台灣在內的區域

盟友及夥伴，加強與太平洋島國合作；並將挹

注GCTF經費由300萬美元提高至400萬美元等。

3. 國際參與、鞏固邦交及深化與第三國關係

(1) 拜登政府持續以具體及公開作為支持我國參

與國際組織，包括拜登總統於 5 月 13 日簽

署《要求國務卿擬訂策略協助台灣重獲世

界衛生組織觀察員地位法》，國務卿布林肯

（Antony BLINKEN）、衛生部部長貝西拉（Xavier 
BECERRA） 及 運 輸 部 部 長 布 塔 朱 吉（Pete 
BUTTIGIEG）也透過公開方式分別支持我國參

與 WHA 及 ICAO。美國並持續透過「台美國際

組織議題雙邊會議」與我國討論推動台灣參與

國際組織的策略。

(2) 拜登政府協助我國鞏固邦交關係，並透過與美

國國際開發總署及美國國際開發金融公司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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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在友邦的合作機會。美國也持續協助我國

深化與歐洲國家關係，包括國務卿布林肯等政

府高層持續公開支持立陶宛與我國發展關係並

關切中國對立國的脅迫；「美捷戰略對話」聲明

首度納入台灣，強調將致力深化與台灣等區域

及全球民主夥伴的支持與合作。

(3) 《2023會計年度國防授權法》案文涵蓋反對錯誤

詮釋聯合國大會第2758號決議、針對協助台灣

有意義參與國際組織擬定策略、反制中國透過

「一中原則」打壓台灣、協助確保台灣有意義參

與 ICAO，及要求行政部門提出至多20個國際

組織清單，促請美國政府代表運用各種手段支

持台灣等條款。

4. 透過立法作為強化我國安全韌性

(1) 《2023會計年度國防授權法》不僅重申《台灣關

係法》及對台「六項保證」，也納入《台灣韌

性強化法案》，提供我國「外國軍事融資」、為

台灣建立「區域緊急庫存」、支持與台灣在「國

際軍事教育暨訓練計畫」下合作、授權美國總

統可透過「總統提用權」及「緊急授權」提供

台灣軍事援助或相關物資、加速對台灣軍售、

授權美軍印太司令與台灣進行軍演及國會建議

支持台灣應受邀參加 2024年環太平洋軍演等 
條款。

(2) 《2023會計年度綜合撥款法》強調撥付予「外國

軍事融資」計畫之經費，可用於提供台灣「外



第三章　對外關係

- 271 -

國軍事融資」直接貸款所需，另其解釋性聲明

納入「國際軍事教育暨訓練計畫」之經費可用

於協助台灣。

5. 強化全球及區域合作

(1) 本年 GCTF 計辦理10場工作坊；另《2023會計

年度綜合撥款法》除核撥400萬美元予 GCTF，
並要求國務院與美國國際開發總署用於太平洋

島國之各項經費，亦須能用於與台灣等國家合

作的發展及安全計畫，同時也核撥500萬美元用

於美國與太平洋島國及包括台灣等區域盟友的

三邊安全合作計畫。

(2) 我國持續落實110年出席拜登總統所主持「民主

峰會」之承諾清單，包括台美合辦「2022年區

域宗教自由論壇－印太地區公民社會對話」，以

及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在台灣辦理第11屆「世

界民主運動大會」等；我國另響應美國政府號召

參與第2屆「全球新冠肺炎高峰會」，宣布持續

捐贈防疫物資及挹注資源提升全球疫苗覆蓋率。

（二） 經貿關係

1. 本年雙邊貿易總額約1,204.7億美元，我國出口約

750.5億美元，進口約454.2億美元。我國為美國第

9大貿易夥伴，美國為我國第2大貿易夥伴。

2. 美國聯邦眾議院200位議員於3月30日聯名致函商

務部部長雷蒙多（Gina RAIMONDO）及貿易代表戴

琪（Katherine TAI），支持台灣參與「印太經濟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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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IPEF）。聯邦參議

院52位議員於5月18日聯名致函拜登總統，支持

台灣參與 IPEF。

3. 行政院政務委員鄧振中於5月與美國貿易代表戴琪

在 APEC 貿易部長會議期間舉行雙邊會談、6月與

美國副貿易代表畢昂奇（Sarah BIANCHI）視訊會

晤，雙方宣布啟動「台美21世紀貿易倡議」，並將

致力於開啟談判；6月下旬我國出席「選擇美國投

資高峰會」，再次成為規模最大之外國代表團。

4. 美國聯邦眾議院歲計委員會於9月14日舉行「美台

貿易之未來」聽證會，為近年美國國會主管貿易之

委員會首度就台美經貿議題召開聽證會。

5. 經濟部部長王美花於10月11日在華府與美方召開

台美「科技貿易暨投資合作架構」企業論壇，計

40家業者與會，包括半導體、雲端與網通設備及

電動車等，並於10月13日在「美國在台協會」華

府總部舉辦之「台美科技貿易暨投資合作架構之合

作進展」儀式中，見證台美雙方產業代表簽署7組
合作備忘錄。

6. 「台美21世紀貿易倡議」於11月8日至9日在美國

紐約市舉行實體會議，我國由行政院經貿談判辦

公室副總談判代表楊珍妮會同駐美國代表處、經

濟部、財政部、法務部及國家發展委員會等單位代

表參加。美方由貿易代表署助理貿易代表麥卡廷

（Terrence MCCARTIN）及「美國在台協會」偕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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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委員會、商務部、財政部、中小企業管理局及

食品藥品管理局等單位代表與會。

7. 第3屆台美「經濟繁榮夥伴對話」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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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由經濟部部長王美花主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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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務院副助卿費南

迪斯（Tony FERNANDES）率團前來台北與會，我

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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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就經濟脅

迫、供應鏈韌性與及潔淨能源等議題交換意見。

8. 拜登總統於12月簽署《2023會計年度國防授權法

案》促請行政部門應透過持續對話及研擬支持洽簽

未來潛在協定之法律架構等作法，進一步深化台美

經貿關係。

（三） 文教關係

1. 《2023會計年度國防授權法》要求成立「美國－台

灣文化交流機構」，以支持台美教育及交換計畫。

2. 我國持續推動台灣優華語計畫，由外交部及教育部

共同補助17所美國大學，教育部另補助24所美國

大學，我國計有17所大學與上述41所美國大學合

作華語文教學。

（四） 醫衛合作：《2023會計年度國防授權法》條文包括研

議台美合作在台灣建立流行病監控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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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農漁業合作

1. 農業貿易概況：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本年度統

計數據，美國為我國農產品第1大出口國，出口約

9.1億美元，進口約 46.7億美元。我國為美國第 7
大農產品出口國。

2. 農業合作

(1) 台美有機同等性協議工作小組會議於6月9日以

視訊方式舉行，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及美

國農業部農業行銷署共同舉辦，會中討論未來合

作機制及進口簽審訊息交換驗證等多項議題。

(2) 台美農業科學合作會議於8月2日在華府舉行，

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陳駿季與美國

農業部農業研究署署長劉耀經（Simon LIU）共

同主持，雙方同意持續深化合作並尋求未來共

同研究計畫、重啟漁業及林業合作，並加強人

才培育與技術交流。

(3) 台美漁業諮商雙邊會議於9月1日在華府舉行，

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及美國國務院海洋

國際環境暨科學事務局與商務海洋暨大氣總署

共同舉辦，雙方討論海洋保育暨漁業永續政

策、打擊非法、未報告及不受規範（IUU）漁撈

行為及公海登檢等跨領域議題，此外雙方另就

我國參與之區域性漁業管理組織合作進行交流。

(4) 第 29屆台美農產品檢驗檢疫技術工作小組諮

商會議於10月25日、27日及29日以視訊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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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行，雙方就我國加工熱豬肉產品及鳳梨等輸

美，以及食用馬鈴薯輸台等重要議題進行討論。

(5) 第7屆台美稻米技術諮商會議於11月3日以視訊

方式舉行，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與美國稻

米協會及美國稻米業者代表與會，討論雙方稻米

貿易技術性議題，強化台美間稻米貿易量能。

（六） 科技合作

1. 重要會議

(1) 科技部與美國家科學基金會於3月1日及3日舉

辦台美網宇實體系統線上研討會，聚焦智慧農

業、環境 / 災害及城市 / 交通3大主題，台美學

者專家計70餘人與會。

(2)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太空中心與美國

家海洋暨大氣總署於5月10日進行線上會議，

就蒐集太空氣候數據及組成專案工作小組等交

換意見。

(3) 國科會主任委員吳政忠於9月舉辦之「2022全
球新興科技論壇」中預錄致詞，展現我國在科

學研究發展及人才培育量能與成果。

(4) 國科會及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於9月29日對外

公告「台美先進半導體晶片設計與製作合作研

究計畫」，並於11月舉辦先進半導體設計及製

作合作案研討會，計吸引超過400位台美半導

體相關領域學者專家就未來合作機會參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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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駐美國代表處與美國在台協會於11月28日至12
月2日在美國伊利諾州芝加哥阿岡國家實驗室

共同召開「第37屆台美民用核能合作會議」。

2. 重要科技協定：駐處與美國在台協會於 2月簽署

《台美氣象、電離層與氣候衛星星系觀測系統之發

展、發射及操作技術合作之延續應用協定》，並於

8月簽署台美「先進半導體設計與製程」之合作備

忘錄及執行協定，同月續簽《台美臨床蛋白質基因

組癌症研究備忘錄》。

（七） 政要互訪

1. 我國赴訪者：副總統賴清德、前副總統陳建仁、行

政院政務委員鄧振中、經濟部部長王美花、國家發

展委員會主任委員龔明鑫、僑務委員會委員長童振

源、副委員長徐佳青、外交部政務次長曾厚仁、教

育部政務次長劉孟奇、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副主任委

員陳駿季、行政院經貿談判辦公室副總談判代表楊

珍妮、外交部主任秘書徐儷文。

2. 美國來訪者：國務院經濟局副助卿費南迪斯、聯

邦參議員葛瑞姆（Lindsey GRAHAM）、孟南德茲

（Robert MENENDEZ）、 波 爾（Richard BURR）、 波

特 曼（Robert PORTMAN）、 賽 斯（Ben SASSE）、
達克沃絲（Tammy DUCKWORTH）、史考特（Rick 
SCOTT）、馬基（Ed MARKEY）、布蕾波恩（Marsha 
BLACKBURN）、聯邦眾議長裴洛西、聯邦眾議

員傑克森（Ronny JACKSON）、米克斯、高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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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碧妮、克利胥納莫提、金安迪、魯文索（Alan 
LOWENTHAL）、加勒曼帝（John GARAMENDI）、
貝耶（Don BEYER）、羅德薇（Aumua Amata Coleman 
RADEWAGEN）、莫菲（Stephanie MURPHY）、法蘭

克林（Scott FRANKLIN）、凱希力（Kai KAHELE）、
威 爾 森（Joe WILSON）、 巴 爾（Andy BARR）、
艾 薩（Darrell ISSA）、 譚 妮（Claudia TENNEY）、
凱 茉 可（Kat CAMMACK）、 江 笙（Eddie Bernice 
JOHNSON）、莫頓（Seth MOULTON）、沃茲（Michael 
WALTZ）、 溫 斯 卓 普（Brad WENSTRUP）、 匡 希

恆（John CURTIS）、 米 勒 － 米 克 絲（Mariannette 
MILLER- MEEKS）、歐文斯（Burgess OWENS）、朴

銀珠（Michelle STEEL）、亞利桑納州州長杜希（Doug 
DUCEY）、愛達荷州州長李睿德（(Brad LITTLE）、
印第安納州州長侯康安（Eric HOLCOMB）、前參謀

首長聯席會議主席穆倫（Michael Glenn MULLEN）、
前國務卿龐培歐（Mike POMP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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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地區

外交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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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加拿大代表曾厚仁（右4）應邀出席加國聯邦眾議院加中關係特別
委員會「加台關係」專題研究之首場聽證會。（111.11.1）

駐加拿大代表曾厚仁與加國緬尼托巴省原住民族代表團暨第一民族
Swan Lake部落酋長丹尼爾斯（Jason DANIELS）於雙邊合作會談後合影。
（11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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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多倫多處長陳錦玲（左 1）參加由駐處與加拿大安大略省經濟發
展、就業創造及貿易廳共同舉辦「台加電動車產業商機經貿論壇」。
（111.9.21）

駐多倫多處長陳錦玲（左 7）與加國聯邦眾議員艾齊森（Scott 
AITCHISON）（右 7）等加國政要共同慶祝 111年國慶酒會合影。
（11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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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溫哥華處長劉立欣（右 3）及加拿大基隆納省議員李尼克（Norm 
LETNICK）（右4）等出席聲援台灣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

活動。（111.5.27）

駐美國代表蕭美琴（右3）、駐亞特蘭大處長王翼龍（左3）、阿拉巴
馬州州務卿莫瑞爾（John MERRILL）（左 1）及眾議長麥卡琴（Mac 
MCCUTCHEON）（右1）共同見證我國與阿拉巴馬州簽署教育合作備忘
錄。（111.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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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亞特蘭大處長王翼龍（左2）見證奧本大學設立成大台灣華語文中
心，並與國立成功大學校長蘇慧貞（左3）及奧本大學國際長吉萊斯
皮（Andrew GILLESPIE）（右3）合影。（111.8.31）

駐波士頓處長孫儉元（中）應邀至羅德島州眾議會議場見證友台決

議通過暨「新英格蘭地區州議員台灣連線羅州分會」成立並致詞。

（11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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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波士頓處長孫儉元（右3）應邀至麻薩諸塞州眾議會議場慶祝台麻
州締結姊妹關係30週年暨「新英格蘭地區州議員台灣連線麻州分會」
成立並致詞。（111.6.16）

駐芝加哥處長姜森（中）見證美國印第安納州州議會成立跨黨派「友

台連線」。（11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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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芝加哥處長姜森（左1）及明尼蘇達州州長華茲鼎（Tim WALZ）（中）

共同見證「中華民國（臺灣）農產品貿易赴美友好訪問團」黃豆玉米

分團簽署採購意向書。（111.9.15）

駐丹佛處長黃世昌（左2）拜會丹佛市「西部州長協會」執行主任奧格斯

伯里（James OGSBURY） （右2）及政策主任普羅普斯特（Holly PROPST） 
（右1），討論台灣與該協會19個西部州成員合作事宜。（111.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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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丹佛處長黃世昌（右2）主持111年國慶酒會，美國科羅拉多州州長

波利斯（Jared POLIS）（左2）應邀出席致詞並宣布10月10日為「台灣

友誼日」。（111.10.6）

駐關島處長陳盈連（左3）與關島總督古蕾露（Lourdes A. LEON GUERRERO） 
（左4）出席台中市及關島姐妹市協定簽署典禮合影。（11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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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關島處長陳盈連（左4）主持111年國慶酒會，與關島總督古蕾露
（Lourdes A. LEON GUERRERO）（左3）等貴賓合影。（111.10.7）

駐檀香山處長林暉程（左2）出席「2022太平洋青年領袖海洋永續發

展研討會」說明台灣與太平洋島國合作現況。（111.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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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檀香山處長林暉程夫婦（前排左 1、右 1）代表外交部款宴馬紹

爾群島共和國總統柯布亞（David KABU）伉儷（前排左 2、右 2）。
（111.12.16）

駐休士頓處長羅復文（左4）與聖湯瑪斯大學校長勒德威克（Richard 
LUDWICK）（右3）合影。（11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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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休士頓處長羅復文（左3）出席美南國建協進會舉辦之2022年科學

工程技術研討會合影。（111.10.13）

駐洛杉磯處長黃敏境（右3）出席南加州僑界支持台灣參與 WHA 記者

會。（11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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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洛杉磯處長黃敏境（右）與國立成功大學校長蘇慧貞（左側螢幕，
中）及加州大學爾灣分校副校長史登（Hal STERN）（左）共同簽署推
動華語文教學合作協議。（111.7.28）

駐邁阿密處長紀欽耀於佛羅里達州州務院會晤佛州州務卿李蘿蘭 
（Laurel LEE）。（11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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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邁阿密處長紀欽耀代表我國捐贈佛州伊恩風災賑災款，由副州長努
涅斯（Jeanette NÚÑEZ）代表接受。（111.10.6）

駐紐約辦事處與美國紐約大都會隊合辦第17屆「大都會台灣日」活
動，現場播放總統蔡英文影片。（111.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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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紐約處長李光章接受福斯新聞專訪。（111.9.13）

駐舊金山處長賴銘琪（左 4）與猶他州州參議員史蒂文森（Jerry 
STEVENSON）（左3）於猶他州州議會通過友台決議案後與跨黨派友台
領袖合影。（11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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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猶他州州長柯克斯（Spencer COX）（右1）歡迎駐舊金山處長賴銘琪
（中）參加「猶他外交研討會」。（111.3.21）

駐西雅圖辦事處與西雅圖世界事務協會共同舉辦美中台關係論壇，

處長甄國清（左）及聯邦眾議員史密斯（Adam SMITH）（中）對談。

（111.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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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西雅圖處長甄國清（右1）及州長李睿德（Brad LITTLE）（右2）共
同見證台灣區麵粉工業同業公會和愛達荷小麥協會代表雙方簽署小麥
採購意向書。（11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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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項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

壹、前　言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計33個國家，我國與貝里斯、

瓜地馬拉、海地、宏都拉斯、巴拉圭、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

斯、聖露西亞、聖文森及格瑞那丁8國具外交關係並互設大

使館，另在宏都拉斯汕埠市及巴拉圭東方市分設總領事館。

我國在阿根廷、巴西、智利、哥倫比亞、厄瓜多、墨西哥及

秘魯7國設有代表處，在巴西聖保羅市設有辦事處；另阿根

廷、巴西、智利、墨西哥及秘魯在我國設有商務辦事處。

我國除透過各項合作及交流鞏固與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

友邦的邦誼外，並積極提升與此一地區無邦交國家的實質合

作關係。本年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新冠肺炎疫情持續，我

國政府及民間慷慨捐贈防疫物資，並分享防疫經驗及協助其

等疫後經濟復甦及婦女賦權計畫等，除獲得各國政府及民間

各界的肯定外，並進一步深化我國與各國的友誼及合作關係。

貳、我國與各國關係

一、我國與貝里斯關係

（一） 一般關係：我國與貝里斯於78年10月13日建交，同

月25日駐貝里斯大使館正式運作，貝里斯於 81年9
月21日在我國設立大使館。111年3月貝里斯總理布

里仙紐（John BRICEÑO）訪問我國深化兩國高層情

誼，台貝雙邊合作計畫均依規畫落實執行，有益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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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發展及民生福祉，深獲肯定，貝國政府亦積極

向國際社會展示台貝互惠互利雙邊夥伴關係成果，

並在「聯合國」（United Nations, UN）、「世界衛生組

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國際民航組

織」（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 ICAO）、「聯

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Th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及「國際刑警組

織」（International Criminal Police Organization, INTERPOL）
等各國際場域強力發聲支持我國。

（二） 經貿關係

1. 本年雙邊貿易額為 1,182萬美元，其中我國出口

858萬美元，進口324萬美元。

2. 台貝經濟合作協定於109年9月30日由經濟部部長

王美花與貝里斯投資貿易暨商務部國務部長潘頓

（Tracy PANTON）代表兩國政府完成異地簽署，並

於111年1月15日正式生效，有助深化雙邊貿易關

係及加強投資促進合作。

3. 貝國總理布里仙紐伉儷率投資貿易大使布海梅

（Jamie BRICEÑO）等政要於3月8日至12日訪問我

國，期間出席「台貝經濟合作協定投資及經貿商機

新世紀說明會」，向我國廠商介紹貝國經貿投資環

境及商機，並見證我國元家企業與貝里斯「北方漁

業生產合作社」簽署龍蝦採購意向書。

4. 「2022年中南美友邦經濟合作暨商機考察團」於

7月12日至17日訪問貝里斯，駐貝里斯大使館與

「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 （以下簡稱外貿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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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10月7日至9日在貝里斯市辦理「2022年貝里斯

台灣商展」。

5. 「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與「貝里斯商工會」

於6月15日簽署合作協定，駐館與「台北市進出口

商業同業公會」於11月15日辦理貝國地區「中美

洲產品視訊洽談會」，協助我國業者與貝國廠商完

成13場視訊洽談。

6. 駐館與外貿協會及貝國國貿局邀請25家貝里斯廠

商以寄送產品方式參加「台北國際禮品、文具暨文

創展」、「高雄國際食品展」、「台北國際食品展」

及「台中茶、咖啡暨烘焙展」等我國大型商展。

（三） 雙邊合作計畫

1. 人道關懷及基礎建設：本年我國與貝里斯合作進行

「校園貧童營養膳食計畫（第一年）」、「校園數位

網路計畫（第一年）」、「橘道鎮至聖艾斯特文村公

路修復計畫工程（第一期）」、「購置鑽井工程車計

畫」及「橘道鎮天竺草村自來水管線升級工程計畫」

等5項重要計畫。

2. 醫療合作

(1) 我國與貝里斯於 108年 11月簽署 4年期「貝里

斯醫療影像系統強化計畫」，以改善貝里斯醫

療影像傳輸系統。該計畫啟動後，貝里斯衛生

福利部於同年12月派遣2名放射科專科醫生來

我國亞東紀念醫院接受為期3年之放射科專科

醫師訓練；另4名放射師種子教師於本年完成3
個月在台訓練課程後已返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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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奇美醫院於108年2月與貝里斯衛生福利部簽署

雙邊醫療合作意向書，合作訓練醫護人員，111
年貝國衛生福利部遴選3名護理人員，於11月
前往該院，接受為期18個月之感染管制課程培

訓作業，預計113年5月結訓。

(3) 本年3月貝里斯總理布里仙紐率團訪問我國期

間，我國政府同意協助貝國在離島聖佩卓鎮興

建綜合醫院。

(4) 我國藉由推動「111年友好國家醫事人員訓練計

畫」邀請貝國醫療人員來台在不同領域接受1~3
個月期程之訓練課程。

3. 農牧合作

(1) 台貝兩國政府於 109年 3月 26日簽署《中華民

國（臺灣）政府與貝里斯政府種羊生產暨輔導

體系強化計畫合作協定》，本年持續透過種羊

生產暨輔導體系強化計畫執行，達到改良羊隻

品質、推廣羊畜產品消費及強化羊畜產品高品

質化等目標。

(2) 台貝兩國政府於111年11月7日簽署《中華民國

（臺灣）政府與中美洲農牧保健組織有關推動中

美洲區域香蕉黃葉病防治計畫合作協定》，協

助貝里斯增進香蕉病害診斷能力。

4. 資通訊合作：台貝兩國政府於 7月 14日簽署 1年
期《中華民國（臺灣）政府與貝里斯政府間「數位

包容計畫」執行協議》，透過建置5處數位學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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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以及提供資通訊人才教育訓練，強化貝國偏鄉

地區網路連結及電子化政府服務，提升人民數位知

能及社區網路友善環境。 

5. 婦女賦權：台貝兩國政府於110年10月13日簽署

《中華民國（臺灣）政府與貝里斯政府執行後疫情

時期協助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經濟復甦暨婦女賦

權計畫―婦女就業創業及包容性金融技術協助意

向書》，支持貝國婦女及微小中型企業因應疫情衝

擊，並促進疫後經濟復甦及社會安定。

6. 其他合作：台貝兩國於12月1日簽署3年期《中華

民國（臺灣）政府與貝里斯政府貝里斯河流域水災

預警能力提升計畫合作協定》，運用實地架設之水

情監測站及建置電子化地理資訊系統提升貝里斯科

技減災能力，並擴大計畫施作範圍至貝里斯河流域

及主要城市。

（四） 文教關係

1. 獎學金計畫：本年我國提供貝里斯「臺灣獎學金」

14名，「財團法人合作發展基金會」（以下簡稱國

合會）獎學金37名予貝國學生來我國攻讀各領域

學士及碩、博士學位。至111年止計有513名貝里

斯受獎生在我國攻讀學位。

2. 研討會及培訓班：本年計 35名貝里斯學員出席

線上視訊會議或前來我國參加各項職訓班及研討

會，包括「醫療品質管理研習班」及「國合會綠色

金融推廣線上研討會」（視訊）等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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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人道援助

1. 我國政府於11月捐助20萬美元緊急人道援助款，

賑濟貝里斯「麗莎」風災災民。

2. 我國援贈貝里斯防疫口罩、防護面罩、酒精棉

片、乾洗手液及防護衣等防疫物資。

（六） 政要來訪：總理布里仙紐伉儷、外交部部長柯特尼

（Eamon COURTENAY）、 教育部部長馮賽卡（Francis 
FONSECA）、農業部部長麥伊（Jose MAI）、內閣秘書長

萊斯利（Stuart LESLIE）、投資貿易大使布海梅、公共事

業、後勤暨電子化政府部次長厄畢納（Jose URBINA）、
青年、體育暨交通部次長里爾（Marconi LEAL）、貝里斯

市市長瓦格納（Bernard WAGNER）、貝爾墨潘市市長帕

拉西奧（Sheran PALACIO）、橘道市市長薛伯德（Ladrick 
SHEPPARD）。

二、我國與瓜地馬拉共和國關係

（一） 一般關係

1. 我國於22年6月15日與瓜地馬拉建交，旋在瓜國

設立總領事館，43年12月22日改設公使館，49年
9月22日升格為大使館；瓜國於43年12月22日在

我國設立公使館，49年9月1日升格為大使館。

2. 本年5月瓜地馬拉國會主席團及中美洲議會主席團

分別通過支持我國參與 WHA 友我決議文。

（二） 經貿關係：本年雙邊貿易總額約4.12億美元，我國出

口約2.67億美元，進口1.45億美元。依據經濟部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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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委員會資料，截至本年12月，我國對瓜地馬拉

投資件數為69件，投資金額累計1.36億美元。

（三） 文教關係：本年我國提供瓜地馬拉「臺灣獎學金」24
名、國合會獎學金13名。我國續贊助瓜國國立聖卡洛

斯大學外語學院開設一年中文班課程及實施國合會華

語文教師在瓜國進行華語文教學計畫，授課對象包括

瓜國外交部官員及職訓局學員，並協助瓜京中華民國

小學初階華語文教學計畫。

（四） 技術合作：本年我國與瓜地馬拉技術合作計畫包括

「新冠肺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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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好國家醫事人員訓練計

畫」、「中美洲區域香蕉黃葉病防治計畫」、「安提瓜

及薩卡特佩克斯周邊鄉鎮中小企業青創新藝特色產業

發展計畫」、「瓜地馬拉運用醫療科技提升孕產婦與

新生兒保健功能計畫（第1期）」、「金融技師派遣計

畫」及「瓜地馬拉專業華語文教師派遣計畫」。

（五） 科技合作：駐瓜地馬拉大使館持續與美國國際非政府

組織「泛美發展基金會」於瓜地馬拉推動「降低天災

損害資料庫計畫」，協助瓜地馬拉氣象局設立「國家

監控中心」。另捐助瓜國外交部機構現代化及資訊安

全防護等計畫。

（六） 其他合作：在我國與瓜地馬拉政府簽訂之台、瓜兩國

雙邊合作備忘錄架構下，我國協建瓜國齊瑪德南戈省

公立醫院及瓜京聖璜公立醫院附設婦幼醫院，兩案

分別於110年及本年動工，齊瑪德南戈醫院預計將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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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度落成移交，瓜京聖璜公立醫院附設婦幼醫院

預計於113年度完工。

（七） 人道援助

1. 我國政府本年援贈瓜地馬拉白米乙批計300公噸，

加計因新冠肺炎疫情延遲運抵瓜國之1,560公噸人

道米糧，共提供瓜國1,860公噸援米。

2. 駐館代表「財團法人普賢教育基金會」及「財團法

人曹仲植基金會」捐贈瓜國總統府第一夫人辦公室

社會工作局2貨櫃共計294張成人輪椅、158張孩

童輪椅及848件輔具。

3. 駐館代表旅美慈善團體「幫幫忙基金會」捐贈瓜地

馬拉總統府第一夫人辦公室社會工作局聖誕玩具愛

心貨櫃，內含玩具、足球、背包、衣服、鞋子及家

庭用品等物資。

（八） 僑務

1. 旅瓜僑胞約1萬7,000人。我國赴瓜國設籍者約有

600餘人，多從事進口批發零售、餐飲、食品工

廠、農業及電子娛樂業。

2. 僑團組織︰計有華僑總會、台灣商會、世界廣東同

鄉總會瓜地馬拉分會、華人國際獅子會、臺灣佛教

慈濟基金會瓜地馬拉聯絡處、華人高爾夫球聯誼

社、新一代華人國際獅子會、中華商會及台灣工商

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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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國與海地共和國關係

（一） 一般關係

1. 我國與海地於45年4月25日建交，同年7月2日任

命駐古巴公使兼任駐海地特命全權公使；49年5月
30日設立公使館，由駐古巴公使兼任駐海地特命

全權公使；54年9月7日升格為大使館。海地於70 
年8月16日在我國設立大使館。

2. 兩國政府於本年簽署「後疫情時期協助海地經濟

復甦暨婦女賦權計畫」、「全國稻種生產強化計

畫」、「強化霍亂防治計畫」及「海地全國輸血安

全計畫」等合作協議。

3. 海地參議員以多元方式表達支持我國參與 WHA、
ICAO 及 UNFCCC COP27等。

（二） 經貿關係：本年雙邊貿易總額為4,805萬美元，我國

出口4,390萬美元，進口415萬美元。

（三） 文教關係：本年錄取海地22位「臺灣獎學金」及4位
國合會獎學金受獎生來我國就學。我國另派遣華語文

教師至海地外交部及貝松市米歇爾圖書館等推廣正體

字教學，並開辦線上華語文課程。此外，我國在海地

北部省執行卓越高中興建計畫、資助辦理「手工藝博

覽會」、資助修建塞爾卡拉蘇爾斯市市立圖書館。

（四） 農漁、技術合作：本年我國在海地全國北、中、南

地區執行「全國稻種生產強化計畫」3項子計畫，由

駐海地技術團完成南部省4地區農民組織聯合服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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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CMS）之新建工程，舉辦 CMS 營運管理訓練班、

稻種檢驗實驗室人員訓練班及農機具操作訓練班等課

程，並與「糧食濟貧組織」（FFTP）合作輔導南部省

農民組織稻米產銷。另配合海地政府施政方針推動，

改善當地電力供應、人道救濟社會弱勢、提振糧食安

全、強化醫療能量及提升教學量能等多項合作計畫。

（五） 醫療合作：駐海地大使館執行「強化國家救護車中心

執行能量計畫」、「職災、疾病及生育保險局和平港

醫院興建計畫」、東北省「聖彼得醫院興建計畫」、

「海地全國輸血安全計畫」及「強化霍亂防治計畫」

等，以協助海政府提升公衛醫療及醫衛快速反應能

力，採購對抗疫情必要醫療資源，嘉惠病患及強化醫

護人員防疫保護力。

（六） 綠能合作：駐館持續執行「灌溉用太陽能幫浦計畫」，

協助提升農民及民眾取得灌溉與民生用水。

（七） 警政及安全合作：我國援贈海地警察總署警察個人防

護裝備及防彈公事包，提升執勤量能。

（八） 人道援助

1. 我國與「糧食濟貧組織」海地分會（FFTP Haiti）合

作發放8,800公噸援米，協助弱勢群眾度過難關；

與海地婦女部及 FFTP Haiti 合作，將我救援物資發

送加樂福葉地區之弱勢民眾。

2.駐海地大使古文劍代表「財團法人普賢教育基金會」

及「財團法人曹仲植基金會」公開捐贈1只20呎貨

櫃之輪椅及輔具，協助行動不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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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駐海地大使古文劍代表旅美慈善團體「幫幫忙基金

會」捐贈援海2只40呎貨櫃愛心及防疫物資，轉贈

予弱勢兒童、婦女、偏鄉族群及全國醫護人員。

4. 駐海地大使古文劍與海地農業部部長蒲瑞迪（Brédy 
CHARLOT）共同主持「財團法人賑災基金會」援

助之「海地西南部震災後糧食安全及生計強化計畫」

啟動典禮。

四、我國與宏都拉斯共和國關係

（一） 一般關係：我國於30年4月與宏都拉斯建交，46年6
月在宏國設立公使館，54年5月升格為大使館，另於

86年12月在汕埠設立總領事館；宏國則於74年6月
在我國設立大使館。

（二） 經貿關係

1. 本年雙邊貿易總額逾1.92億美元，我國出口6,316
萬美元，進口1.29億美元。

2. 我國與宏國多年來積極推動經貿合作計畫，促進雙

邊經貿實質關係。兩國自由貿易協定於97年7月實

施後，雙邊貿易額逐年增加，我國中國輸出入銀行

並提供轉融資貸款，協助宏國廠商利用貸款向我國

採購機器。

3. 外交部及外貿協會多年來組團赴宏國採購海鮮及咖

啡，舉辦「中華民國宏都拉斯商展」，促進兩國貿

易持續成長。

4. 我國業者持續赴宏國考察投資環境，尋求投資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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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輸出產業技術，有利宏國產業經濟發展，並深化

兩國經貿實質合作關係。

（三） 文教關係

1. 本年我國提供「臺灣獎學金」及國合會獎學金兩項

計畫予48名宏國優秀青年學子來我國就學。

2. 本年計有4位華語文教師分別在宏國政府部門、國

軍語言中心及學術機構開班授課。

（四） 農漁牧業合作

1. 我國長期協助宏國農漁牧發展、技術輔導及成果轉

移，迄今先後引進吳郭魚箱網養殖、白蝦及豬隻養

殖推廣技術、東方蔬菜暨稻米、蘭花、印度棗、芭

樂、馬鈴薯及草莓種植，以及協助防治柑橘黃龍病

等，其中東方蔬菜、白蝦、吳郭魚與芭樂等計畫推

廣成效顯著，已成為宏國重要農漁產品；本年執行

完成之重要計畫包括「酪梨種苗產能擴充計畫」及

「豬隻繁養殖計畫」。

2. 宏國白蝦、咖啡、甜瓜、牛肉及海參等農產品輸入

我國數量持續增加，兩國經貿關係逐年升溫。

（五） 醫療合作：我國陸續捐贈防疫物資及人道救助醫藥

品，協助宏國因應公衛危機，並合作推動「醫院醫療

資訊管理效能提升計畫」。

（六） 其他合作計畫：本年我國資助宏國推動「改善公立學

校基礎設施、用水及衛生計畫」，協助宏國學童重返

校園；另捐款協助水患賑災，並捐贈900公噸白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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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僑務：宏都拉斯僑民約4,000人，多居住於北部工商

業大城汕埠市。宏國主要僑團有旅宏華僑總會及華裔

協會。

（八） 政要赴訪：副總統賴清德、外交部常務次長俞大 。

五、我國與巴拉圭共和國關係

（一） 一般關係：我國與巴拉圭於46年 7月 12日建交，48
年11月19日設立大使館，77年12月12日設立「駐史

托斯納爾市總領事館」，78年2月隨地名變更改名為

「駐東方市總領事館」。巴國於65年9月在我國設立大

使館。

（二） 經貿關係

1. 本年雙邊貿易總額為2億5,341萬美元，我國出口 
2,230萬美元，進口2億3,111萬美元。

2. 我國「2022中南美友邦經濟合作及商機考察團」、

「台巴（巴拉圭）產業政策合作專家考察團」先後

赴巴國考察，加強雙方經貿交流與合作。

3. 我國政府於新冠肺炎疫情後首先派遣專家就進口巴

國豬肉赴巴國查廠，完備程序後於本年11月28日
開放巴國冷凍豬肉輸台。

（三） 文教關係：本年我國提供外交部「臺灣獎學金」、「華

語文獎學金」及國合會獎學金共53名予巴國受獎生來

我國就學；「台灣—巴拉圭科技大學」於2月11日舉

辦第4屆大一新生入學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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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體育交流：國際巧固球總會台灣總會理事長黃進成一

行於7月赴巴國拜會體育部與教育部推廣巧固球運動

與師資培訓。

（五） 技術合作：本年我國與巴國進行中之農業技術合作包

括「鴨嘴魚苗繁養殖計畫」、「醫療資訊管理效能提

升計畫」（第二期）、「微中小企業輔導體系能力建構

技術合作計畫」、「蘭花商業生產輔導計畫」、「巴拉

圭疫情後經濟復甦和婦女賦權―婦女創業和微中小企

業貸款與技術協助計畫」及「友好國家醫事人員訓練

計畫」。

（六） 人道援助

1. 我國捐贈巴國義消大隊總隊及東方市義消大隊消 
防車。

2. 駐館代表「財團法人普賢教育基金會」及「財團法

人曹仲植基金會」捐贈巴國殘障福利人權部成人與

兒童輪椅及手杖。

（七） 其他合作

1. 為協助巴國提升公衛體系效能，我國依據台巴雙邊

合作「衛福部醫療機構照護品質提升計畫」，捐贈

巴國政府醫療及資訊設備，協助巴國 Acosta Ñu 兒

童專科醫院現代化擴建計畫。

2. 另為協助巴國疫後經濟復甦，推動協助巴國婦女創

新微中小型企業婦女賦權計畫，並積極推動台巴產

業間交流，共創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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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僑務：旅居巴拉圭僑胞約4,500人，大多數來自台灣，

以經商為主。僑民依個人職業、志趣加入30餘個不同

性質社團，各僑團除積極配合推動僑務工作外，亦經

常進行慈善賑濟活動。

（九） 政要來訪：工商部部長賈斯迪優尼（Luis Alberto 
CASTIGLIONI）。

六、我國與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聯邦關係

（一） 一般關係

1. 我國於72年10月9日與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以

下簡稱克國）建交，73年8月5日在克國設立大使

館；克國於97年1月28日在我國設立大使館。

2. 本年 8月 5日克國舉行國會大選前，總理哈里

斯（Timothy HARRIS）、 副 總 理 李 察 斯（Shawn 
RICHARDS）及國會在野黨領袖道格拉斯（Denzil 
DOUGLAS）等 16位「福爾摩沙俱樂部」成員以

「一人一信」方式致函 WHO 幹事長譚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呼籲 WHO 邀請台灣

以觀察員身分參與第75屆 WHA。

3. 8月5日克國舉行國會大選後，克國國會議員李察

斯、布蘭特利（Mark BRANTLEY）、傑佛士（Alexis 
JEFFERS）及伊弗林（Eric EVELYN）等4位「福爾

摩沙俱樂部」成員以「一人一信」方式致函 ICAO
理事會主席，聲援我國參與 IC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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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0月 10日克國「福爾摩沙俱樂部」全體成員，

包含總理德魯（Terrance DREW）、副總理韓利

（Geoffrey HANLEY）、外交部部長道格拉斯、在野

黨領袖布蘭特利等簽署聯合聲明，支持我國參與

ICAO、UNFCCC 及 INTERPOL 等國際組織。

（二） 經貿關係：本年雙邊貿易總額約為155萬美元，我國出

口約129萬美元，進口約26萬美元。

（三） 文教關係：我國提供克國10名優秀青年學子獎學金來

我國就讀大學及研習華語文；辦理「育才計畫」提供

克國共169名優秀中小學生獎學金；國合會派遣華語

文教師赴克國開授華語文課程及聘請「海外服務工作

團」志工赴克國服務等。

（四） 醫療合作：我國與克國持續推動「代謝性慢性病防

治體系強化計畫」，協助克國規劃慢性病整體防治策

略、提升醫療機構照護能力及社區民眾衛教知識。

（五） 農業合作：我國與克國合作推動「農業因應氣候變異調

適能力提升計畫永續發展計畫」，藉由「建立早期預

警資訊蒐集機制」、「研發或引介作物防減災技術」及

「提升農業資訊普及率」三面向提升克國農業系統韌性。

（六） 國際文宣：駐館力洽克國重要媒體長期協助我國政策

傳播、以及我國爭取參與 UN 體系、WHA、ICAO、
UNFCCC、INTERPOL 等國際組織推案工作，並不定期

透過專訪、專文等形式正面報導我國科技等各領域成

就及文化軟實力，強化我國在克國能見度並深化兩國

民間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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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科技合作：我國與克國合作執行「數位身分認證計

畫」、「地政業務資訊化提升計畫」、「再生能源派遣

專案」及「平尼斯海灘永續觀光發展計畫」，以資通

訊科技及綠建築協助克國推動永續發展。

（八） 環境保護合作：我國與克國持續合作執行「固體廢棄

物處理及循環利用計畫」，協助克國建立民眾資源回

收觀念及全國資源回收系統。

（九） 政要來訪：總理德魯、外交部部長道格拉斯、尼維

斯島行政首長布蘭特利、環境部部長柯拉克（Joyelle 
CLARKE）、青年暨兩性事務及社會發展部副部長菲利 
普（Isalean PHILLIP）。

七、我國與聖露西亞關係

（一）一般關係：我國與聖露西亞（以下簡稱露國）於73年
5月建交，86年6月中止外交關係。兩國嗣於96年4月
恢復邦交，同年我國在露國復設大使館；露國於104
年在我國設立大使館，為該國在亞洲第一個駐外機構。

（二） 經貿關係：本年雙邊貿易總額約66萬美元，我國出口

約30萬美元，進口約36萬美元。駐聖露西亞大使館

與露國商工部11月2日共同舉辦「第15屆台露夥伴

商展」開幕式，包括露國代理總督查爾斯（Cyril Errol 
Melchiades CHARLES）、總理皮耶（Philip J. PIERRE）、
候任參議院議長雷諾絲（Alvina REYNOLDS）、眾議院

議長法蘭西斯（Claudius FRANCIS）、副總理兼觀光暨

投資部部長希瑞爾（Ernest HILAIRE）及商工部部長希

波莉（Emma HIPPOLYTE）等政要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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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教關係

1. 本年我國提供外交部「臺灣獎學金」9名，國合會

獎學金11名及義守大學醫學獎學金9名予露國青年

來台就學。

2. 我國持續在露國推動華語文教學計畫，於露國公共

服務部、聖露西亞皇家警隊及亞瑟路易士社區學院

開設華語文課程，協助露國公務員、警察及學子學

習基礎華語文會話，全年總計約有300人次接受相

關課程，我國派駐華語文教師亦協助露國教育部 
編輯中小學華語文課綱、辦理華語文能力測驗及競 
賽等。

（四） 防疫合作：我國於3月2日捐贈露國1萬劑阿斯特捷利

康（AstraZeneca, AZ）疫苗。

（五） 農業合作：台露兩國本年簽署為期5年之「聖露西亞蔬 
果產銷供應鏈提升計畫（第二期）」，透過能力建構及 
強化產銷體系，提高露國糧食自給率、增進糧食安全， 
強健供應鏈效能，減少進口並因應氣候變遷之挑戰。

（六） 青年及婦女賦權及創業合作

1. 我國持續執行「後疫情時期協助拉丁美洲及加勒比

海經濟復甦及婦女賦權計畫」，辦理青年及婦女職

業技能訓練、創業育成輔導、微中小型企業輔導。

2. 台、露、美三方在聖露西亞舉辦「全球合作暨訓

練架構」（Global Cooperation and Training Framework, 
GCTF）海外工作坊，主題為「邁向更包容與性別

平等之復甦：強化後疫情時代婦女賦權」，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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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國總理皮耶與多位部長、美國副助理國務卿漢

萳（Kerri HANNAN）、美國大使塔亞拉提拉（Linda 
TAGLIALATELA）以及拉美加海地區7友邦中高階

官員與會。

（七） 科技合作：我國為期3年之「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發展

計畫」於本年11月屆期。該計畫依據露國教學需求與

學校特色，共建置7所先鋒學校、8間智慧教室與21
間多媒體教室，以及辦理多次教師創意影片競賽，為

露國學生提供連結國外教育資源之機會，並獲露國教

育部頒發國家成就獎。

（八） 醫療合作：我國推動「111年友好國家醫事人員訓練

計畫」，邀請露國人員來台在不同領域接受1至3月
程期之訓練課程。

（九） 政要來訪：總理皮耶、教育部部長愛德華（Shawn A. 
EDWARD）。

八、我國與聖文森及格瑞那丁關係

（一） 一般關係

1. 我國與聖文森及格瑞那丁（以下簡稱聖國）於70
年 8月 15日建交，我國駐聖國大使館於 72年 3月
24日正式運作；聖國於108年8月8日在我國設立

大使館。

2. 聖國一向以發言、致函提案等支持我國參與各項國

際組織推案，總理龔薩福（Ralph GONSALVES）於

本年8月率團訪台，並簽署《中華民國（臺灣）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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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與聖文森及格瑞那丁政府刑事司法互助條約》及

《中華民國（臺灣）政府與聖文森及格瑞那丁政府

移交受刑人條約》。

（二） 經貿關係：依據聖國財政部海關統計資料，本年雙邊

貿易額92萬，我國出口90萬美元，進口2萬美元。

（三） 文教關係

1. 本年我國提供「臺灣獎學金」14名及國合會獎學

金7名予聖國學生，目前在我國就讀者約80人；另

派遣華語文教師常駐聖國教授華語文。

2. 駐聖國大使館並與聖國教育部合作辦理「育才計畫」

獎學金，獎助各級學校優秀清寒學子，每年約500
名學生受益，自2008年起迄今累計達1萬800名。

（四） 農漁業及技術合作

1. 駐聖國技術團執行「香蕉復育計畫」、「公衛醫療

緊急應變體系強化計畫」、「智慧公車管理及監控

系統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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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派遣華語文老師常

駐社區學院及聖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教授華語文等

技術合作計畫。

2. 國合會及國際土地政策研究訓練中心開辦多個訓練

班，邀請聖國政府官員來我國受訓。

3. 其他合作涵蓋道路修繕及港口擴建等基礎建設、青

年就業實習以及文化光點計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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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醫療合作

1. 為續協助聖國對抗新冠肺炎疫情，我國於3月7日
捐贈1萬劑阿斯特捷利康疫苗。

2. 駐館協助台灣及聖國扶輪社合辦「乳癌防治計畫」

項下之「放射師人員訓練計畫」。

（六） 人道援助

1. 我國持續辦理協助聖國 110年 4月間蘇富瑞火山

爆發災後復原工作，包含修復「台聖文森友誼大

橋」，並促進當地社區經濟復甦。

2. 駐館代表旅美慈善團體「幫幫忙基金會」多次捐贈

包含折疊桌椅、食物、個人用品、醫療物資及防疫

物品等，協助受疫情及火山爆發災情衝擊之聖文森

民眾。此外我國民間之「財團法人台南市吳俊傑基

金會」及「財團法人曹仲植基金會」亦對聖國提供

人道捐贈。

（七） 政要來訪：總理龔薩福、社會部部長布魯斯特（Orando 
BREWSTER）。

九、我國與阿根廷共和國關係

（一） 一般關係：我國於62年1月6日在阿根廷設立「駐阿

根廷台灣商務辦事處」，85年1月26日改名為「駐阿

根廷台北商務文化辦事處」；阿根廷於81年7月9日
在我國成立「阿根廷商務文化辦事處」。

（二） 經貿關係：本年雙邊貿易總額約8.93億美元，我國進

口約6.48億美元，出口約2.45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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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文教關係

1. 駐阿根廷代表曹立傑於6月代表我國國家圖書館與

阿根廷國會圖書館館長申達（Alejandro SANTA）簽

署《中華民國（臺灣）國家圖書館與阿根廷共和國

國會圖書館合作協議》，並在阿根廷國會圖書館建

置全球第一個「台灣研究資源中心」。

2. 教育部「臺灣獎學金」與「華語文獎學金」自93
年開辦以來，迄今已推薦超過70名阿國優秀青年

學子來我國進修華語文或攻讀學位，本年計10位
阿根廷受獎生來我國就學。

3. 文化部核選阿根廷為本年「光點計畫」辦理地點，

駐處與阿根廷國會圖書館及僑團合辦多場活動，透

過電影與阿根廷主流社會分享台灣在地故事。

（四） 僑務：旅阿台僑約1萬人，多數居住在首都布宜諾斯

艾利斯市及布宜諾斯艾利斯省，其他則散居哥多瓦、

孟多薩、聖塔非及杜庫曼等省。目前約30個台灣僑民

社團，多集中在首都地區。

十、我國與巴西聯邦共和國關係

（一） 一般關係：我國於64年7月14日在聖保羅市設立「駐

巴西遠東貿易中心」，69年2月15日改名為「駐巴西台

北商務中心」，81年1月10日在巴西首都巴西利亞設

立「駐巴西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同時原在聖保羅

之「駐巴西台北商務中心」及於69年6月在里約設立

之商務中心分別更名為「駐聖保羅台北經濟文化辦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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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及「駐里約熱內盧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91年2
月20日「駐里約熱內盧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關閉。

巴西於79年3月27日在我國設立「巴西商務辦事處」。

（二） 經貿關係：本年雙邊貿易總額約37億美元，我國進口

約24億美元，出口約13億美元。

（三） 文教關係

1. 獎學金：我國提供「臺灣獎學金」、「華語文獎學金」

及國合會獎學金予巴西學子來台就學；外交部另提

供「臺灣獎助金」予巴西學者來我國進行專題研究。

2. 訓練班：國合會、國際土地政策研究訓練中心及遠朋

國建班等均邀請巴國薦員前來我國參加各類訓練班。

（四） 人道援助

1. 駐處參與巴西樞機主教柯士達（Dom Paulo Cezar 
COSTA）「巴西利亞零飢餓」物資捐贈計畫，發送

救濟物資予聯邦特區貧困民眾。

2. 駐處與巴西「聖塞巴斯蒂昂社會體育文化促進機構」

等非政府組織合作推動濟貧計畫，在多個城市提供

巴西經濟弱勢族群食物籃及賑濟災民。

3. 駐處與巴西北部北大河大學合作辦理「聖誕節無飢

餓計畫」捐贈食物籃。

（五） 僑務：旅居巴西台僑約7萬2千人，多數僑民集中居住 
在聖保羅及里約兩大城市。我國旅巴僑團屬性廣泛，

包括商業類、聯誼類、休閒類、公益類、宗教性及同

鄉會等各式僑團計60餘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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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我國與智利共和國關係

（一） 一般關係：我國於64年9月30日在智利設立「駐智利

遠東商務辦事處」，79年12月22日改名為「駐智利

台北商務辦事處」，81年6月26日更名為「駐智利台

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智利於78年9月22日在我國設

立「智利駐華商務辦事處」。

（二） 經貿關係

1. 雙邊貿易：本年雙邊貿易總額為19.08億美元，我

國出口2.42億美元，進口16.66億美元。

2. 經貿交流

(1) 駐智利代表劉聿綺於 5月 10日主持「台智經

貿圓桌交流會」，向智利官方及重要公協會代

表簡報台灣經貿重要性，並籲請智利各界持續

支持我國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

（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 CPTPP）。

(2) 駐處於 9月 27日至 28日協助外貿協會籌組之

「拉丁美洲 Hybrid 拓銷團」，洽邀61家智利買主

與我國廠商進行近100場線上貿易洽談會。

(3) 駐處於10月20日與「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

會」共同辦理中南美洲產品一對一視訊進口採購

商談會，邀集台智兩國廠商進行27場視訊洽談。

(4) 駐處於 10 月 25 日舉辦「台智產業商機媒合

會」，洽獲智利廠商與國經協會訪團進行逾50
場商機媒合洽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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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駐處協同國經協會與「智利全國工業總會」於

10月26日辦理「第13屆台智經濟聯席會議」，

外交部常務次長俞大 以預錄影片方式於開幕

式致詞，呼籲智利產業界支持台灣加入CPTPP。

(6) 駐處於 10 月 26 日舉行「台智 CPTPP 交流餐

會」，計有智利官方及重要公協會等代表出

席，駐智利代表劉聿綺於開幕式致詞籲請智利

產業領袖及企業支持台灣加入 CPTPP。

（三） 雙邊協定

1. 駐處促成「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與「智利

水果生產商聯盟」於8月2日簽署合作備忘錄，建

置台智第一個水果產業交流平台，以持續深化台智

水果產業合作與交流。

2. 駐智利代表劉聿綺與智利拉平塔納市市長比撒諾

（Claudia PIZARRO）於9月9日在市府簽署《駐智利

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與拉平塔納市政府文化合作 
協議》。

（四） 文教、體育關係

1. 學術合作：駐處於1月11日促成前副總統陳建仁線

上參加智利智庫「公評空間」主辦之研討會，分享

「台灣模式」防疫經驗；另於8月底安排淡江大學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研究中心主任宮國威赴智利國

家政治暨戰略學院及智利大學國際研究中心出席座

談會。

2. 藝文交流：駐處邀請智京青年管絃樂團在我國國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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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會演奏台灣民謠；另安排我國「同根生樂團」訪

智，並在智京市政府大劇院演出。

3. 體育推廣：駐智利代劉聿綺應邀出席「社團法人國

際巧固球總會」台灣總會長黃進成在智利奧林匹克

委員會場館示範教學活動，促進台智體育交流。

（五） 人道援助：駐智利代表處分別與智利歐索洛市及巴拉

斯港市合作推動愛心熱食計畫及小型社福計畫；亦分

別與意基克市、金塔諾馬爾市及拉佛羅里達市等市政

府合作辦理清貧受虐兒童關懷活動及「受暴婦女緊急

通報網計畫」。

（六） 僑務：旅居智利台灣僑胞約1,500人，多數定居於聖

地牙哥及北部意基克市。

十二、我國與哥倫比亞共和國關係

（一） 一般關係：我國於69年6月14日在哥倫比亞設立「駐

哥倫比亞遠東商務辦事處」，同年8月26日與「駐哥

倫比亞遠東商務辦事處巴蘭幾亞分處」同步對外運

作，79年11月27日分別改名為「駐哥倫比亞台北商

務辦事處」及「駐哥倫比亞台北商務辦事處巴蘭幾亞

分處」；80年7月1日「駐哥倫比亞台北商務辦事處

巴蘭幾亞分處」關閉；哥國貿易推廣局於82年5月7
日在我國設立商務辦事處，91年12月關閉。

（二） 經貿關係

1. 雙邊貿易：本年雙邊貿易總額約5.12億美元，我國

出口約3.63億美元，進口約1.49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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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經貿交流

(1) 哥國卡利市市政府主任秘書孟德拉鞏（Nhora 
Yaneth MONDRAGÓN）於 3月以視訊方式參加

「臺北智慧城市全球 5G 電信大會」並發表演

講，與我國中華電信、遠傳電信及巴西、新加

坡、菲律賓等國城市代表進行經驗分享，加強

智慧城市產業合作交流。

(2) 哥國「軟體產業及資訊科技聯盟」會長杜潔

（Ximena DUQUE）應我國邀請參加於6月我國主

辦之線上「C-TALK 創新論壇」。

(3) 哥國卡利市市政府與哥國「軟體產業及資訊科技

聯盟」聯合組團以視訊方式參加9月「2022年臺

北智慧城市高峰會及展覽」之「城市商機對談」。

(4) 駐處促成首屆「高雄市與卡利市智慧城市產業

商機線上論壇」。

(5) 駐處協助外貿協會於本年辦理「2022年農水產

線上進口採購日」、「2022年拉丁美洲線上商機

日」、「拉丁美洲 HYBRID 拓銷團及拉丁美洲台

灣週」等招商活動。

（三）文教關係

1. 本年駐處以實體方式與國立哥倫比亞大學、育英大

學及智庫波哥大基金會舉辦3場學術活動。

2. 本年我國提供教育部「臺灣獎學金」2名、「華語文

獎學金」6名及國合會獎學金4名予哥國優秀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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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雙邊合作援助計畫

1. 駐處推動哥國各地區小型社區發展社福計畫、貧困

兒童年終玩具計畫及地方文史中心文資保存計畫。

2. 駐處提供「中華民國學校」教學設備及獎學金、出

席艾爾諾加基金會年度社會責任公益論壇活動，以

及參與首都波哥大市外交警察總隊年終物資募贈 
活動。

3. 駐處與台達集團所屬晶睿通訊哥國分公司合作捐贈

哥國公立重要新創教育推廣研發機構「山谷大學基

金會」高階工業電腦。

（五） 僑務：旅居哥國台僑約300人，大部份集中在首都波

哥大市、第二大城麥德林市及第三大城卡利市。

十三、我國與厄瓜多共和國關係

（一） 一般關係：我國於66年4月12日於厄國設立「中華民

國駐厄瓜多商務處」，106年3月改名為「臺北駐厄瓜

多商務處」。

（二）經貿關係

1. 本年雙邊貿易總額約 2.69億美元，我國進口約

9,300萬美元，出口約1.76億美元。

2. 駐厄瓜多代表處本年參加「2022厄瓜多紡織、皮

革及鞋類展」、「2022厄瓜多鞋類及週邊商品展」

及厄瓜多皮欽查省中小企業協會化學分會舉辦之

「台厄雙邊化工產業貿洽會」等，積極媒合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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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駐處與厄國「全國工業總會」、「全國商業總會」、

「全國企業家協會」及「全國出口商協會」等重要

工商團體建立聯繫管道。

（三） 文教關係

1. 學術交流

(1) 駐處續與國立厄瓜多中央大學、基多 San 
Francisco 大學及厄瓜多天主教大學等保持聯繫。

(2) 本年厄國計有學生3名獲教育部「華語文獎學

金」，1名獲國合會獎學金。

2. 文化交流

(1) 駐處與厄國 Ecuador 電視台及 Gamavisión 電視

台合作播出多部我國紀錄片；另與厄國媒體

Ecuavisa 電視台、「厄瓜多電台」及「全國新聞

記者協會」等聯繫交流。

(2) 駐處協助厄國青年學生參加我國主辦之第53屆
世界兒童畫展，計獲銅牌3面。

(3) 駐處應邀參加厄瓜多世界公共電視台及 Kymsaya
基金會所舉辦之「INPUT MUJER」女性主題影

展，播放紀錄片「春天―許金玉的故事」；另

應邀參加「惠夜基國際詩歌節」，代表我國詩

人曾貴海醫師領取「國際詩人獎」。

（四） 僑務：旅厄台僑約750人，14個僑團，主要居住在基

多市、惠夜基市及馬恰拉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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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我國與墨西哥合眾國關係

（一） 一般關係

1. 我國於78年4月19日在墨國設立「遠東貿易服務中

心駐墨西哥辦事處」，82年7月14日改名為「駐墨

西哥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墨西哥於80年6月在

我國設立「墨西哥商務簽證文件暨文化辦事處」。

2. 墨西哥聯邦眾議院副議長尤莉淇（Karla YURITZI 
ALMAZÁN）等 94名國會議員於本年 5月 11日以

「福爾摩沙俱樂部」名義聯名致函 WHO 幹事長譚

德塞，支持我國以觀察員身分受邀出席本年第 75
屆 WHA；另有 12名國會議員以「一人一信」方

式致函助我國；此外，「墨西哥聯邦護理學會」

（FEMCE）亦首度以該會名義代表全國各地39個護

理師學會正式致函 WHO 幹事長呼籲邀請我國參與

WHA。

3. 駐墨西哥代表鄭正勇於 9月19日出席「臺灣護理

學會」與 FEMCE 線上簽署合作瞭解備忘錄儀式，

並與同步出席之墨西哥參議院副議長莉薇拉（Ana 
RIVERA）分別代表兩國政府擔任見證人。

4. 駐處推動墨西哥聯邦眾議院於11月23日成立第65
屆國會跨黨派「墨西哥―台灣友好小組」。

（二） 經貿關係：墨西哥為我國在拉丁美洲第一大貿易夥

伴，本年雙邊貿易總額約67.39億美元，我國進口約

18.94億美元，出口約48.45億美元。另根據墨西哥政

府統計，自 88年至本年止，台商在墨國投資計 295
家，累計投資金額為11.55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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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文教關係：本年我國提供「臺灣獎學金」11名、「華

語文獎學金」24名及國合會獎學金3名予墨國受獎生。

（四） 防疫合作：駐墨西哥代表鄭正勇與「福爾摩沙俱樂部」

墨西哥國家協調人辛達（Carlos CINTA）、聯邦眾議員

卡斯帝優（Héctor CASTILLO）及辜蒂耶蕾絲（Diana 
GUTIÉRREZ）在駐處舉行我國捐贈瓜那華多州及新里

昂州政府製氧機贈交儀式。

（五） 人道援助

1. 駐墨西哥代表鄭正勇於1月在布維布拉市「布施之

家博物館」與參議員納瓦蘿（Nadia NAVARRO）共

同主持我國捐贈布維布拉州貧弱家庭物資救濟包及

禦寒毛毯儀式。

2. 駐墨西哥代表鄭正勇於3月分別赴阿多東尼爾可德

阿爾多市與聯邦眾議院台墨友好小組主席古斯曼

（Francisco Javier GUZMÁN DE LA TORRE）及阿梅卡

市與聯邦眾議員瑪汀內絲（Elvia MARTÍNEZ）共同

主持我國捐贈小學電腦資訊設備儀式。

3. 駐處於7月辦理我國捐贈薩瓦由市綜合照護中心電

腦設備。

4. 駐墨西哥代表鄭正勇於 8月赴聖路易斯波多西

州及伊達爾哥州與聯邦眾議員葉南德茲（Saúl 
HERNÁNDEZ）共同捐贈原民部落電腦設備及身障

輔具儀式。

5. 駐墨西哥代表鄭正勇於8月赴羅斯波索斯市與聯邦眾

議員盧比歐（Roberto RUBIO）共同主持我國捐贈中

學電腦設備及設立大專院校遠距教學中心物資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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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駐墨西哥代表鄭正勇與墨京市議員托雷斯（Raúl 
TORRES）於11月共同主持我國捐贈公立小學電腦

儀式。

7. 駐墨西哥代表鄭正勇於12月赴新里昂州首府蒙德

雷市與參議員富恩德斯（Víctor FUENTES）共同主

持我國捐贈食物救濟包、華碩電腦及聖誕火雞套餐

物資儀式。

（六） 僑務：旅墨台僑約1,500人，主要從商，散居在墨國各

大都市。僑社計有墨西哥市台灣工商會、墨西哥台灣

同鄉會、墨西哥急難救助關懷協會、華瑞茲市台灣工

商會及下加州台灣工商聯誼會5個僑團組織。

十五、我國與秘魯共和國關係

（一） 一般關係

1. 我國於67年1月1日在秘魯設立「駐秘魯遠東貿易

中心」，79年11月改名為「駐秘魯台北經濟文化

辦事處」；秘魯於83年5月在我國設立「秘魯駐臺

北商務辦事處」。

2. 秘魯22位跨黨派國會議員於本年5月10日連署致

函 WHO 幹事長譚德塞聲援我國參與 WHA。

3.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跨國會平台「福爾摩沙俱

樂部」秘魯籍國會議員於9月25日公開支持我國參

與聯合國。

4.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跨國會平台「福爾摩沙俱

樂部」秘魯籍國會議員於9月27日連署致函 IC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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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會主席夏卡蒂諾（Salvatore SCIACCHITANO）
支持我國參與。

5.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跨國會平台「福爾摩沙

俱樂部」秘魯籍議員於11月3日連署致函 UNFCCC
執行秘書斯蒂爾（Simon STIELL）支持我國參與。

（二） 經貿關係

1. 本年雙邊貿易總額約8億美元，我國進口約5.3億
美元，出口約2.7億美元。

2. 經貿交流

(1) 駐處協助外貿協會於5月18日至20日組團參加

「秘魯國際安全展」並設立台灣館；另於同月

25日至26日協助辦理「2022中南美洲 Hybrid 拓 
銷團」。

(2) 國經協會於10月 18日至22日率團訪問秘魯，

並與其姐妹會「利馬商會」共同召開「第15屆
台秘經濟聯席會議」。

(3) 駐處協助「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於10
月22日辦理「中南美洲產品進口推廣計畫」，並

安排14家我國業者與秘商進行30場視訊洽談。

(4) 駐秘魯代表張幼慈於11月26日應「利馬商會」

邀請擔任「第20屆秘魯中小企業博覽會」開幕

剪綵主賓。

（三） 文教關係

1. 本年我國提供教育部「臺灣獎學金」1名及「華語

文獎學金」4名予秘魯學子來我國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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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駐處推薦秘國15名學員參加國合會各類研習班、2
名參加國際土地政策研究訓練中心訓練班。

（四） 體育交流

1. 我國桌球代表隊於6月19日參加「世界桌球職業大

聯盟秘魯挑戰賽」。

2. 我國游泳代表隊於8月30日參加「第8屆世界青少

年游泳錦標賽」。

3. 我國跆拳道代表隊於11月9日參加「2022秘魯跆

拳道運動聯盟品勢項目公開賽」。

（五） 社福合作：本年駐處辦理大利馬都會區濟貧食材扶助

計畫、聖馬丁省社福物資計畫、布諾省潔淨飲水計

畫、亞馬遜省縮短數位落差計畫、安卡徐省身障器材

計畫、自由省偏鄉民生物資計畫及多省貧童聖誕玩具

計畫計49件。

（六） 政要來訪：國際透明組織秘魯籍前主席烏佳士（José 
UGAZ）。

（七） 僑務：旅居秘魯台僑約 300人，主要僑居地為利馬

市、庫斯科市和阿雷奇巴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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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美洲暨加勒比海地區

外交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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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貝里斯大使錢冠州（左 2）與貝里斯國防暨邊境安全部部長馬林

（Florencio MARIN Jr.）（右2）共同簽署台貝海巡合作協定。（111.9.14）

駐貝里斯大使錢冠州（左2）陪同總理布里仙紐（John BRICEÑO）（右

2）參觀「2022年貝里斯台灣商展」。（11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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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瓜地馬拉大使鄭力城（左 4）與瓜地馬拉總統賈麥岱（Alejandro 
GIAMMATTEI）（右3）於瓜國 El Progreso 省 Guastatoya 市共同主持 CA-9 
公路第三階段拓寬工程揭碑贈交儀式。（111.2.25）

駐瓜地馬拉大使鄭力城（左4）與瓜地馬拉衛生部部長戈馬（Francisco 
COMA）（左3）共同主持我國協建瓜京 San Juan de Dios 公立醫院附

設婦幼醫院奠基典禮。（11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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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海地大使古文劍與海地青年、體育暨公民行動部部長李瓦蕾
（Raymonde RIVAL）共同主持「2022學年體育活動計畫」公開捐贈典
禮。（111.4.20）

駐海地大使古文劍與海地衛生部部長勞森（Alex LARSEN）簽署海地

全國輸血安全計畫合作夥伴協議。（111.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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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總統賴清德率團出席宏都拉斯共和國總統卡蕬楚（Xiomara 
CASTRO）就職典禮，向卡蕬楚總統當選人致意並呈遞特使國書。
（111.1.26）

駐宏都拉斯大使張俊菲於慶祝九三軍人節酒會與宏國外交部部長雷伊
納（Enrique REINA）合影。（11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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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巴拉圭大使韓志正（左 3）陪同「2022中南美友邦經濟合作及商
機考察團」晉見巴國總統阿布鐸（Mario ABDO BENÍTEZ）（左4）。
（111.7.13）

駐巴拉圭大使韓志正與巴國衛福部部長波爾巴（Julio BORBA）於醫療
資訊系統設備贈交儀式合影。（111.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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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東方市總領事張俊彬（左 4）與巴拉圭伊泰布省省長布魯納格

（Christian BRUNAGA）（左 5）共同主持我國捐贈輪椅及助行器儀式。

（111.6.6）

駐東方市總領事館與 Taiwan Puede Ayudar 基金及僑務榮譽基金共同捐
贈上巴拉納省省政府兒童玩具，協助弱勢家庭歡度兒童節，駐東方市
總領事張俊彬（左2）與上省社保局局長巴埃茲（Liliana BAÉZ）（右2）
合影。（111.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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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大使林昭宏應邀出席克國新任總理德魯
（Terrance DREW）宣誓就職典禮，轉致總統蔡英文賀函。（111.8.6）

駐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大使林昭宏（中）與克國總理德魯（Terrance 
DREW）（左）及尼維斯島行政首長布蘭特利（Mark BRANTLEY）（右）

共同出席111年國慶健走活動。（11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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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聖露西亞大使陳家彥（前排右）與露國農業部部長普若斯培（Alfred 
PROSPERE）（前排左）簽署「聖露西亞蔬果產銷供應鏈提升計畫（第
2期）」合作備忘錄。（111.1.7）

駐聖露西亞大使陳家彥（左3）、露國總理皮耶（Philip J. PIERRE） （右3）
及美國國務院副助理國務卿漢萳（Kerri HANNAN）（右1）出席在聖

露西亞舉辦之GCTF「強化後疫情時代婦女賦權」論壇合影。（111.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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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聖文森國大使館與聖國政府合辦我國雙十國慶運動會，駐聖文森國 
大使藍夏禮（前排右3）與聖國總督朵根（Susan DOUGAN）（前排右
5）、總理龔薩福（Ralph GONSALVES）（前排右4）等政要共同出席。

（111.10.8）

駐聖文森國大使藍夏禮（前排左 3）、聖國總理龔薩福（Ralph 
GONSALVES） （前排左4）及教育部部長金恩（Curtis KING） （前排左
5）與臺灣獎學金及國合會獎學金受獎生合影。（111.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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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阿根廷代表曹立傑頒贈外交獎章予「台阿國會友好小組」主席坎巴
紐麗（Marcela CAMPAGNOLI）。（111.5.31）

駐阿根廷代表曹立傑（中）會晤阿根廷全國商業總會會長葛里曼
（Natalio Mario GRINMAN）（右），見證該會與我國全國商業總會簽署
合作協議。（11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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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巴西代表溫曜禎與參議員卡多良（Marcondes GADELHA）共同主
持食物籃捐贈儀式。（111.7.14）

駐巴西代表溫曜禎拜會 Paraiba 州副州長費莉諾（Ligia FELICIANO）。
（111.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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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聖保羅辦事處與僑界在聖保羅市舉辦「全僑支持台灣參與世界衛生
組織大遊行」。（111.5.15）

駐聖保羅辦事處與聖保羅大學合作舉辦攬才活動。（111.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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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智利代表劉聿綺代表我國頒贈「睦誼外交獎章」予智利國會友台小
組主席希梅內斯（Tucapel JIMENEZ FUENTES）眾議員。（111.3.4）

駐智利代表劉聿綺（左）與智利金塔諾馬爾市市長德爾菲諾（Karina 
DELFINO MUSSA）（中）及榮光基金會代表維拉斯格絲（Macarena 
VELAZQUEZ）（右）共同簽署受暴婦女緊急通報網計畫議事錄。
（111.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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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哥倫比亞代表桂志芸（中）擔任我國合作計畫輔導之哥國納麗紐省
手工藝技能創業展售會之開幕貴賓。（111.8.27）

駐哥倫比亞代表桂志芸（中）與慶祝中華民國111年國慶酒會之出席
貴賓合影。（11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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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厄瓜多代表莊輝恩與國會第二副議長裴瑞拉（Darwin PEREIRA）合
影，雙方合作錄製介紹我國捐贈黃金省樂器影片。（111.12.7）

駐厄瓜多代表莊輝恩（右）應僑務顧問暨厄瓜多台灣商會會長黃文宏

（左）邀請，出席該會糖果袋捐贈儀式，與受贈代表 El Condado 教區

神父蘇里塔（Fernando ZURITA）（中）合影。（111.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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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墨西哥代表鄭正勇（左 2）與墨西哥參議院副議長莉薇拉（Ana 
RIVERA）（右2）出席「台灣護理學會」與「墨西哥聯邦護理學會」
線上簽署合作瞭解備忘錄儀式。（111.9.19）

駐墨西哥代表鄭正勇（右3）陪同監察院監察委員賴振昌（左3）出席
「第26屆伊比利美洲監察使聯盟年會」活動。（111.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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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秘魯代表張幼慈（中右）與「秘魯愛心」基金會主席李柏蒂（Patricia 
LI SOTELO）（中左）在利馬省巴恰卡馬鎮共同主持社福計畫捐贈儀
式。（111.2.18）

駐秘魯代表張幼慈（左2）主持111年國慶酒會與秘魯全國工業總會會長
沙拉薩（Jesús SALAZAR NISHI）（右1）、利馬商會會長布羅莎（Rosa 
BUENO）（右2）及出口商協會主席裴瑞斯（Julio PÉREZ）（左1）合影。
（111.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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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參加國際組織、會議與活動

壹、推動參與聯合國（UN）體系

我國於60年退出聯合國（United Nations, UN），隨國內政

治、經濟及社會各層面之長足發展，以及民主化進程與公民

社會日益成熟，國人對爭取國際參與議題亦更為重視。為訴

請國際社會正視我國擴大國際參與之期待及需求，並增進各

項議題、政策方向與國際接軌，進而對國際社會作出貢獻，

我國自82年開始推動參與聯合國，爭取國際社會認同並支持

我國參與聯合國體系，持續迄今未曾間斷。

外交部依循「踏實外交、互惠互助」之外交思維，積極

地向國際社會展現我國參與聯合國專門機構、機制及會議之

意願、能力及可提供之貢獻，籲請聯合國正視接納我國參與

之重要性與必要性，並爭取國際支持我國參與世界衛生組織

（WHO）、國際民航組織（ICAO）及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

約（UNFCCC）推案。

本年我國3項推案核心訴求為：（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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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情形；

（二）聯合國不當剝奪我國人及媒體進入聯合國參訪、出席或

採訪會議與活動之權利，應即予匡正；（三）聯合國應接納台

灣有意義參與實現「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之相關會議、機制及活動，並做出貢獻。

本年共有12個友邦駐聯合國常任代表為我國聯合或個別

致函聯合國秘書長；11個友邦元首、政府首長或外長於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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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至26日聯合國大會總辯論期間為我國執言，關切台海及

區域和平穩定，呼籲聯合國不應以聯大第2758號決議之政治

詮釋回應台灣有意義參與聯合國之訴求，台灣有能力為落實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做出更多貢獻，聯合國應接納台灣。

此外，理念相近國家亦持續對台海情勢表達高度關切。

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捷克外交部部長利帕夫斯基（Jan 
LIPAVSKÝ）及歐盟理事會主席米歇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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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申台海和平穩定之重

要性，呼籲以和平方式解決兩岸問題；美、英、日、澳、德

亦透過與其他國家之場邊會談、媒體訪問或發布官方報告之

方式關切台海情勢發展。

總統蔡英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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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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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係我國元首首次在聯大開

議期間，獲邀在紐約聯合國社群大型公開活動發表演說。

本年我國在聯大開議期間籌辦5場周邊活動，聚焦聯合

國關注之和平、創新及永續發展議題。期間行政院國家永

續發展委員會副執行長蔡鴻德發布我國第二部永續發展「國

家自願檢視報告」，並與馬紹爾群島駐聯合國常任代表柯布

雅（Amatlain Elizabeth KABUA）、帛琉駐聯合國常任代表塞德

（Ilana SEID）及「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以下簡稱

國合會）副秘書長史立軍進行對話。數位發展部部長唐鳳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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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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議

程提供協助。

貳、推動參與世界衛生組織（WHO）

「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以追

求全人類可達致之最高健康水準為宗旨，透過提供衛生諮詢

與技術之服務，以及宣導各種疾病及環境衛生知識等方式，

協助各國政府提升其人民之健康品質。我國原係 WHO 創始

會員，但 WHO 之決策機構 「世界衛生大會」（World Health 
Assembly, WHA）， 於 61 年 5 月 通 過 第 25.1 號 決 議（WHA 
Resolution 25.1）排除我國之參與。為維護國人之衛生權益，

並促進我國與 WHO 主導的全球衛生網絡之合作，我國自86
年起推動參與 WHO 案。經過政府及民間團體持續努力，

WHO 於 98年 1月將我國納入「國際衛生條例」（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 IHR）運作機制，同年 4月 28日 WHO 幹事

長陳馮富珍（Margaret CHAN）致函行政院衛生署署長葉金

川，邀請我國以「中華臺北」（Chinese Taipei）名稱、觀察員

身分出席第62屆WHA，此後連續8年我國均應邀出席WHA。

本年為繼續展現政府重視全球健康合作及維護國人健康

福祉之決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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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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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促請友邦致函 WHO 幹事長譚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要求 WHO 將「邀請台灣以觀察員身分參

與世界衛生大會」之提案文件納入第75屆 WHA 大會議程。

該項提案於5月 WHA 進行討論，聖文森、貝里斯、史瓦帝尼

及吐瓦魯4個友邦分別在總務委員會及全會為我案辯論，反

駁中國謬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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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WHA 全會

另有美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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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理念相近國家及馬爾

他騎士團，以直接或間接方式發言支持，其中法、德、盧、

立、捷五國首度明確提及台灣。

理念相近國家也在各項場域積極協助我國，加拿大、法

國、德國、義大利、日本、美國及英國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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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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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YASHI Yoshimasa）、捷克外交部部長利帕夫斯基及瑞典外

交部部長林德（Ann LINDE）等各國政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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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公開表達對我國支持，另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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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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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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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會通過「要求國務卿擬定策略協助台灣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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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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都道府縣中，有41個通過支持我國參與WHA決議；

歐洲地區包括歐洲議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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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拉美及加勒比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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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也踴躍響應各項支持我國作為。歐洲地區共計有包含歐洲

議會在內34國、超過1,500位議員聯名致函 WHO 幹事長，印

太地區也辦理首屆視訊年會，宣讀支持我國參與 WHO 等國

際組織之聯合宣言。

我國將持續追求平等、有尊嚴參與 WHA 之目標，籲請

WHO 及相關各方注及台灣長期以來對全球公共衛生防疫及健

康人權之貢獻，並與 WHO 會員國建立之醫衛夥伴關係，續

助我國以「專業、務實、有貢獻」之方式參與 WHA，並循序

漸進擴大參與 WHO 機制、會議及活動。

參、推動參與國際民航組織（ICAO）

身為國際社會之一員，我國有保障全球及區域飛航安全

之責任，願為全球民用航空發展及人類福祉作出貢獻。我國

負責管轄東亞空中交通流量龐大之「台北飛航情報區」（Taipei 
Flight Information Region, 簡稱 Taipei FIR），是全球飛航運作重

要的一環，但卻被排除於「國際民航組織」（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 ICAO）體系之外，難以參與相關會議、

活動及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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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於102年曾獲 ICAO 理事會主席柯貝（Roberto KOBEH  
GONZÁLEZ）致函邀請，以「中華臺北」名稱、理事會主席

賓客身分，由交通部民用航空局局長沈啟率團出席在加拿大

蒙特婁 ICAO 總部舉行之第38屆大會。

105年、108年及本年我國雖未獲邀出席 ICAO 大會，

仍派團前往加拿大蒙特婁，展現推動參與 ICAO 之決心，亦

向各界說明我國參與之必要性。第41屆 ICAO 大會於本年9
月 27日至 10月 7日召開，我國 8個友邦以發表口頭或書面

聲明方式助我，另12個友邦以致函 ICAO 理事會主席夏奇塔

諾（Salvatore SCIACCHITANO）的方式聲援我案；理念相近

國家中，美國、德國、法國、日本及紐西蘭5國在會中為我

執言，美國及德國係首度在大會為我國發聲，其中美國運輸

部部長布塔朱吉（Pete BUTTIGIEG）率先在大會首日以明確

提及台灣之方式為我執言；另計有65國73個立法部門（含

美國8個地方議會），合計1,142位國會議員，以通過友我決

議、聯名致函 ICAO 理事會主席、致函該國行政部門、質詢

行政官員等多元方式表達對我國參與 ICAO 的支持，顯示國

際對我案之高度認同。

我國將續秉持「踏實外交、互惠互助」的原則，與各國

及利益相關各方密切合作，致力推動參與 ICAO，包括出席大

會、參與其技術性會議、活動及機制。

肆、推動參與國際刑警組織（INTERPOL）

「國際刑警組織」（International Criminal Police Organization, 
INTERPOL）旨在確保及促進各國刑事警察間的相互合作，

以有效防制犯罪。我國於 50年加入 INTERPOL，會籍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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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中華民國中央局」（National Central Bureau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73年該組織屈從中國入會所附貶抑我國地位的無理

條件，我國被迫退出。

我國作為國際社會成員，有意願及能力與各國合作打

擊日益猖獗之恐怖主義及跨國犯罪，並參與 INTERPOL 等

國際安全體系。我國政府自 105年起推動以觀察員身分參

與 INTERPOL 大會，相關訴求逐漸獲得理念相近國家公開支

持，國際社會對我國推案的聲援亦逐年增加。

第90屆 INTERPOL 大會於本年10月在印度新德里舉行，

我推案獲全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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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個我國友邦以致函、執

言、發表聲明、社群媒體推文等具體行動，呼籲 INTERPOL
及國際警政社群接納台灣參與。理念相近國家也持續在各種

場合公開支持我國訴求，英國外交部亞洲事務副部長米靈

（Amanda MILLING）及荷蘭外交部部長胡克斯特拉（Wopke 
HOEKSTRA）公開重申支持我國參與包含 INTERPOL 在內國

際組織之一貫立場。美國、日本及澳洲駐台機構也在官方臉

書以貼文或轉推我國推案短片等方式，肯定台灣在執法領域

的能力及貢獻。

我國將持續與理念相近國家合作，爭取國際社會支持我

國以觀察員身分參與大會、獲授權使用 INTERPOL 之「I-24/7
全球警察通訊系統」資料庫及獲邀參加 INTERPOL 相關會議、

機制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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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已參與之政府間國際組織（IGO）

我國除推動參與聯合國體系外，亦積極運用政治、經貿

及科技實力，以靈活務實之作法，鞏固並深化我國與已加入

之各國際組織之關係，維護會籍地位與權益。對於我國尚未加

入之國際組織，亦積極爭取加入或與之加強實質聯繫，爭取

參與其活動。

目前我國在 45 個政府間國際組織（Inter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IGO）、多邊機制或其下屬機構擁有會籍，包括於

本年加入「全球跨境隱私規則論壇」（Global Cross-Border Privacy 
Rules Forum, Global CBPR Forum）及為創始會員之「亞洲資訊

通路聯盟」（Asian Access to Information Alliance, AAIA）及「原住

民族經濟貿易合作協議」（Indigenous Peoples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Arrangement, IPETCA）；另我國以觀察員等身分參與

27個政府間國際組織、公約、多邊機制或其下屬機構。（請參

閱附錄5）

一、亞太經濟合作（APEC）

（一） 成立於 1989年，秘書處設於新加坡，現有 21個會

員。本年臺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創辦人張忠

謀獲總統任命，擔任我國「亞太經濟合作」（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領袖代表，出席 11月 18
日至19日在泰國曼谷舉辦之「經濟領袖會議」（APEC 
Economic Leaders＇ Meeting, AELM），期間與美國副總統

賀錦麗（Kamala HARRIS）、國務卿布林肯、日本首相

岸田文雄（KISHIDA Fumio）、加拿大總理杜魯道及新

加坡總理李顯龍等政要進行雙邊會議或場邊晤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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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我國各機關（構）申獲 APEC 補助11件計畫案經費，

總金額近90萬美元；並在我國主辦27場 APEC 會議或

活動，議題包括創新科技監測海洋廢棄物能力建構、

新媒體培力促進女性經濟賦權及數位韌性再創永續經

營等。

（三） 我國各部會總計出席17場 APEC 高階會議，包括4場
「資深官員會議」（SOM），以及財政次長與央行次長

會議（FCBDM）、貿易部長會議（MRT）、資深財經

官員會議（SFOM）、觀光部長會議（TMM）、林業部

長會議（MMRF）、衛生與經濟高階會議（HLMHE）、
糧食安全部長會議（FSMM）、婦女與經濟論壇

（WEF）、中小企業部長會議（SMEMM）、財政部長會

議（FMM）、雙部長會議（AMM，貿易及外交部長）

及經濟領袖會議（AELM）。

二、 亞洲開發銀行（ADB）：成立於55年，總部設於菲律

賓馬尼拉，目前有68個會員，我國為創始會員之一，

與韓國、越南、巴布亞紐幾內亞、斯里蘭卡、烏茲別

克、萬納杜屬同一投票集團。我國自72年起成為亞洲

開發銀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 ADB）之亞洲開發基

金（ADF）捐助國，109年依持股比例承諾認捐該基金

第13期資金補充額度。109年國合會與 ADB「永續發展

與氣候變遷局」（SDCC）簽署合作協議，協助 ADB 推

廣地球遙測科技，分享我國運用衛星圖資推動農業發展

及災害防治的寶貴經驗，並於本年捐助 ADB「國內資源

調配信託基金」（DRMTF），協助改善 ADB 開發中會員

國租稅行政效能，對深化我國與 ADB 合作關係具重要

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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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美洲開發銀行（IDB）：成立於 48年，總部設於美

國華府，現有48個會員國，旨在提供貸款及技術援助

予美洲地區之會員國政府機構或私人企業，以促進區

域內會員國之經社發展。美洲開發銀行（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IDB）自80年起邀請我國以觀察員身

分出席該行理事會年會，我國每年皆組團參加，並積極

尋求深化我國與 IDB 之合作。95年國合會與 IDB 所屬

「多邊投資基金」（MIF，現改名為 IDB Lab）共同設立

「金融機構發展基金」（SFIDF），執行專業微額貸款以協

助金融機構提升金融自主、鄉村小型企業參與正規金融

系統、低收入戶房屋改善貸款等計畫。本年國合會續與

IDB 合作，對我國友邦進行婦女企業及輸電系統共同融

資，有助增進我國與 IDB 實質合作關係。

四、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成立於 50年，總

部設於法國巴黎，現有 38個會員，係已開發國家政

府促進經濟社會福祉及協助開發中國家之重要經濟組

織。「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下轄逾300個專業委

員會及工作小組，我國自78年1月起應邀參加在法國巴

黎舉行之 OECD 與「新興非會員經濟體」相關研討會以

來，積極爭取實質參與，持續出席各項專業會議活動，

現為 OECD 之「競爭委員會」、「鋼鐵委員會」及「漁

業委員會」之參與方（即觀察員）。

五、 歐洲復興開發銀行（EBRD）：成立於 80年，總部

設於英國倫敦，目前有73個會員（含38個受援國）。



第三章　對外關係

- 361 -

我國於 80年在歐洲復興開發銀行（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EBRD）設立技術合作基

金，與 EBRD 合作協助其受援國經社發展，EBRD 每年

亦邀請我國以特別觀察員身分參加該行理事會年會及相

關活動。本年我國與 EBRD 合作推動17項技術合作案

及促成我國5個駐外館處參與歐銀計畫啟動儀式，議題

涵蓋金融科技、中小企業發展及氣候治理等領域；另我

國參與 EBRD 首批援助烏克蘭計畫及加入歐銀新成立的

「平等暨性別行動多邊基金」成為創始捐助國。歐銀秘

書長小口一彥（KOGUCHI Kazuhiko）於 11月 28日訪問

我國並合辦捐助國日活動。

六、 中美洲銀行（CABEI）：成立於49年，總部設於宏都

拉斯首都德古西加巴，目前有15個會員國，我國於81
年成為「中美洲銀行」（Central American Bank for Economic 
Integration, CABEI）區域外會員國，現為該行持股最大會

員國。CABEI 於110年7月在我國成立駐中華民國（臺

灣）國家辦事處【Country Office of CABEI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係政府間國際組織在我國設立分支機

構首例，亦為該行第一個區域外會員國辦事處，我國於

同年11月在 CABEI 成立「臺灣—CABEI 夥伴關係信託

基金」，用於資助中美洲友邦執行 CABEI 技術合作及能

力建構計畫，聚焦我國優勢產業，並優先遴選我國顧問

及廠商參與，有利拓展我國在中美洲之商業布局。本年

我國與 CABEI 在台共同辦理我國加入 CABEI 30週年暨

該行在台設處一週年慶祝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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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泛美發展基金會（PADF）：我國與美洲國家組織

（OAS）轄下之獨立運作非營利組織泛美發展基金會（Pan 
American Development Foundation, PADF）合作，於 101年
設立為期5年之「臺灣—泛美發展基金會災害援助及重

建基金」，協助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進行災害防

治，其後數度延長合作，本年與 PADF 共同推動在我國

友邦巴拉圭進行天災防治之合作計畫。

八、 亞太防制洗錢組織（APG）：成立於86年，旨在確

保亞太地區國家執行有關打擊洗錢犯罪及防制資助恐怖

份子之國際規範，我國於同年加入亞太防制洗錢組織

（Asian/Pacific Group on Money Laundering, APG）。為深化參

與 APG，我國自100年起捐助 APG 相關計畫，以助其辦

理提升太平洋會員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能力之相關能力

建構訓練。我國「第三輪相互評鑑報告」於108年舉行

之 APG 第22屆年會中獲所有會員一致認可，我國洗錢

防制及打擊資恐能力自「加強追蹤」（enhanced follow-up）
評等提升至最佳之「一般追蹤」（regular follow-up）評鑑

等級。111年1月我國在 APG 年會中當選治理委員會之

北亞區代表。

九、 艾格蒙聯盟（EG）：成立於84年，旨在促進會員間

防制跨國洗錢犯罪之相互合作與情資分享。艾格蒙聯盟

（Egmont Group, EG）秘書處設於加拿大渥太華，目前有

164個會員。法務部調查局洗錢防制處於87年加入該聯

盟，除定期參加各項會議及活動，並透過此平臺推動與

其他會員簽署雙邊防制洗錢合作協定或備忘錄。我國亦

捐助 EG 以助其辦理防制洗錢能力建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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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區域漁業管理組織：我國遠洋漁業居全球翹楚，作業

漁場遍布世界3大洋區。國際社會為保育海洋資源，共

同打擊非法捕魚，認為有必要將我國納入國際漁業管理

體系，並考量到我國特殊國際處境，故創設「捕魚實體」

（fishing entity）之概念，使我國得參與多個區域漁業管

理組織之公約協商談判。目前我國以「捕魚實體」身分

成功加入7個區域漁業管理組織，包括「北太平洋鮪類

及似鮪類國際科學委員會」（ISC）、「南方黑鮪保育委

員會」（CCSBT）之延伸委員會、「中西太平洋漁業委員

會」（WCPFC）、「美洲熱帶鮪魚委員會」（IATTC）、「南

太平洋區域漁業管理組織」（SPRFMO）、「北太平洋漁

業委員會」（NPFC）及「南印度洋漁業協定」（SIOFA），
現亦為「國際大西洋鮪類資源保育委員會」（ICCAT）之

合作非締約方。我國將續爭取深化參與各區域漁業管理

組織，與全球各國共同致力促進海洋漁業資源之養護與

永續發展，並妥維我國平等參與權益。

十一、 國際農業組織：我國在農業科技、精緻農業、鄉村

發展及永續農業等領域具備堅強實力及成功發展經

驗，「亞蔬－世界蔬菜中心」（WorldVeg）及「亞洲太

平洋地區糧食與肥料技術中心」（FFTC）兩個國際農

業組織總部均設址我國，凸顯我國推動國際農業合

作獲得國際肯定。我國另透過捐助、舉辦國際研習

會及推動合作計畫等方式，深化在 WorldVeg、 FFTC、
「世界動物衛生組織」 （WOAH）、「亞非農村發展組織」

（AARDO）、「亞太農業研究機構聯盟」（APAA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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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棉業諮詢委員會」（ICAC）及「國際種子檢查

協會」（ISTA）等國際農業組織之專業參與，同時從

區域及多邊合作角度，提升我國與「新南向政策」國

家之交流及合作，擴大國際參與綜效。

十二、 世界貿易組織（WTO）：成立於 84年，總部設

於瑞士日內瓦，旨在促進更為自由、公平及具可預

測性之國際貿易。目前共有164個會員及25個觀察

員。我國於91年加入後，積極參與「世界貿易組織」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多邊及複邊經貿談判，

並透過 WTO 爭端解決機制，保障我國產業利益。有

關我國參與情形，請參閱本章第三節。

十三、 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聯合

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Th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第27屆締約方

大會於 11月 6日至 20日在埃及夏姆席克（Sharm El-
Sheik）舉行，我國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循例邀集公、私

部門代表，以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之 NGO 觀察

員名義組團與會，秉持「專業、務實、有貢獻」之國

際參與原則，順利達成各項與會任務，本年重要成

果包括：

（一） COP 27計有（帛琉、史瓦帝尼、吐瓦魯、聖克里斯

多福及尼維斯、聖露西亞、諾魯、貝里斯、馬紹爾

群島、瓜地馬拉及海地等）10位友邦元首及部長，

不畏中方恫嚇，分別在「氣候執行峰會」（Climate 
Implementation Summit） 及「高 階 會 議 」（High-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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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gment）為我國執言，此次為我國執言之友邦數量

及比例為 COP 歷年最高。

（二） 除教廷係聯合國觀察員外，我國12個友邦本年為我

國致函 UNFCCC 執行秘書斯蒂爾（Simon STIELL）；
歐、亞、拉美地區等6個友我國家國會議員及歐洲議

會議員，與411位來自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福爾摩

沙俱樂部」21國成員亦為我國致函，國際友我力量

聲勢浩大。

（三） 我國代表團就氣候變遷政策、2050淨零排放目標、

碳定價及能源轉型等多元議題，與友邦及理念相近

共 30國及國際組織共舉辦 40場高階雙邊會談，包

含吐瓦魯總理拿塔諾（Kausea NATANO）、史瓦帝尼

總理戴克禮（Cleopas DLAMINI）及帛琉總統惠恕仁

（Surangel S. WHIPPS, Jr.）等3位友邦國家 / 政府元首及

7位友邦部長級官員舉行雙邊會談；並首度於 COP 期

間與20位非邦交國代表舉行高階雙邊會談，與談對

象包含理念相近國家之氣候大使及部次長級官員。

（四） 外交部媒合帛琉、史瓦帝尼、貝里斯、聖克里斯多

福及尼維斯等4個友邦、國合會以及我國非政府組織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NGO）在場內合辦周邊

會議，內容涵蓋淨零轉型、氣候正義、氣候調適及

氣候融資等當前國際關注議題，充分展現我國 NGO
在 COP 與各國進行氣候變遷交流之建設性角色。

（五） 本年我國推案以「Net Zero World with Help From Taiwan」
為標語，在外交部積極規劃下，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署長張子敬專文「全球淨零轉型，臺灣注入動能」在



中華民國 111年外交年鑑

- 366 -

美國《外交家》雜誌、加拿大《國會山莊時報》、歐

盟《歐洲商業評論》、西班牙《道理日報》、韓國《韓

國時報》、帛琉《帛琉報》、宏都拉斯《論壇報》及

史瓦帝尼《觀察家報》等國際知名媒體獲刊209篇次。

此外，我國以新媒體平台取代埃及當地文宣管道，於

會議期間共發布15則影音圖文，宣傳友邦為我國執

言及我國因應氣候變遷政策目標。11月7日續推出文

宣音樂短片「綠色通道」（Pathway to Net-Zero），向國

際傳達台灣承諾實踐「2050淨零排放」目標，並配

製13種語版字幕，全球超過615萬觀看人次。

陸、 參與國際非政府組織（INGO）會議與活動

現況

一、新冠肺炎疫情漸緩，本年國內民間團體向外交部申請從事

國際活動補助案件略有回升，計 200 件，其中符合「補助

民間團體從事國際交流及活動要點」獲經費補助者計 169 

件，顯現政府對民間團體從事國際交流活動之支持，在疫

情期間仍不停歇，以務實方式維繫並增進政府與我國 NGO

緊密夥伴關係。

二、依據法令編列「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金會」預算，以利與

各民主國家相關 NGO、國際非政府組織（International Non-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INGO）、智庫及政黨等建構合作

夥伴關係，與國際民主力量接軌。

三、積極吸引並協助 INGO 來我國設點：重要成果包括協助

捷克「歐洲價值安全政策中心」（European Values Center for 



第三章　對外關係

- 367 -

Security Policy）、西班牙「保護衛士基金會」（Safeguard 

Defenders）、日本「泰朗全球」（Terra Renaissance）及美國

「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等重要 INGO 獲內政部登

記許可設立在台辦事處，另「財團法人亞太堅韌研究基金

會」（Center for Asia-Pacific Resilience and Innovation），同時

兼任「堅韌社會再造委員會」亞太中心）亦將總部設立在

我國。上述國際知名推動民主自由及人權之 INGO 來台設

點，彰顯我國捍衛民主自由之形象獲肯定，亦有助台灣與

國際民主社群之連結。

四、與我國婦女 NGO 合作推動女力外交：配合「聯合國第

66 屆婦女地位委員會大會」之「氣候變遷與性別平等」

主題，於 3 月舉辦「臺灣性別平等週」，並邀請總統蔡英

文於 3 月 8 日國際婦女節出席在臺北賓館舉辦之「女力之

夜」，為系列活動揭開序幕，友邦帛琉副總統席嫵杜（J. 

Uduch SENGEBAU SENIOR）以錄影致詞及多位女性駐台使

節出席；我國 NGO 另主辦 27 場網路會議，向國際社會宣

揚台灣推動性平之成就，經我國駐外館處、NGO 及 INGO
共同推動，全球新聞媒體與報導篇數較 110 年成長 5.5 倍，

計有國際新聞媒體 208 篇，國內各大媒體 41 篇、社群媒

體發文 889 篇，社群網路串連觸及率高達 1,461 萬人次。

五、 鼓勵並協助我國 NGO 在國內舉辦或赴海外參加重要 
INGO 會議或活動

在促進區域民主自由方面，協助「世界自由民主聯

盟中華民國總會」舉辦「2022 世界自由日慶祝大會」、

「2022 世盟歐盟區域視訊論壇」、「2022 世盟拉丁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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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區域視訊論壇」、「2022 世盟國際自由民主視訊論

壇」，以及推動「世盟民主教育學院」；另協助「亞洲

太平洋自由民主聯盟」舉辦「2022亞太視訊圓桌會議」。

在促進國際醫衛交流方面，協助「台灣女醫師會」

舉辦「第 32 屆國際女醫師協會世界大會」；協助「台

灣護理學會」辦理「第 7 屆世界護理科學學會國際護理

研究會議」，以及與聖露西亞、墨西哥、菲律賓、蒙古

及阿根廷護理學會簽署瞭解備忘錄，擴大我國醫衛 NGO
國際影響力及能見度；協助「台灣家庭醫學會」、「台

灣細胞醫療協會」、「台灣醫學資訊學會」及「國際外

科學會中華民國總會」爭取 INGO 要職。另協助「台灣

醫師會」邀請「世界醫師會」（WMA）會長恩那布雷雷

（Osahon ENABULELE）於 12 月訪問我國。

在社會創新及永續發展方面，協助「社團法人臺南

市台南新芽協會」舉辦「第 5 屆亞太社會創新高峰會」，

串聯國際社會創新社群，分享我國於社創領域之成果；

協助「財團法人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舉辦「第 5
屆全球企業永續論壇」，國內外產官學研各界以「邁向

淨零之路」（Road to Net Zero）為主題分享交流；另協助

「台灣千里步道協會」舉辦「第 4 屆亞洲步道大會」，

展現我國山林及步道保育成果。 

六、 配合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協助我國 NGO 與

INGO 進行國際合作計畫

在促進「健康與福祉」目標方面，續協助「財團法

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與越南「身心障礙充權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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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國際反地雷行動國際合作案計畫；續協助旅美慈善

團體「幫幫忙基金會」辦理運送愛心物資至友邦及友好

國家計畫；協助「財團法人陽光社會福利基金會」辦理

中南美洲燒燙傷復健專業人員培訓計畫；協助「財團法

人羅慧夫顱顏基金會」辦理 2022 蒙古國偏鄉牙科義診

暨口腔衛生教育計畫。

在促進「優質教育」目標方面，續協助「財團法人

至善社會福利基金會」辦理「2022 中越社區幼兒中心玩

具圖書館計畫」；續協助「財團法人普賢教育基金會」

與「阿彌陀佛關懷協會」在非洲馬拉威、賴索托、史瓦

帝尼、莫三比克、馬達加斯加及納米比亞等地共同辦理

海外正體中文教學計畫。

在促進「性別平權」目標方面，續協助「財團法人

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辦理「2022 亞洲女孩培力計

畫」及「2022 亞洲婦女安置網絡計畫」，推動國際婦女

權益培力及保障工作。

在促進「永續城鄉」目標方面，協助「財團法

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辦理「社區復原力計

畫－火災風險與危機管理」，改善菲律賓馬尼拉都會區

Mandaluyong 市社區環境，並建構防災能力。

七、辦理人才培訓計畫，建構我國 NGO 國際參與能力

（一） NGO 領袖論壇

為提供政府與 NGO 定期對話機制，於 12 月 5 日

辦理第 3屆「2022 NGO領袖論壇」，以「和平與正義：

臺灣公私協力在全球治理的挑戰與機會」為主軸，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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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世界醫師會」秘書長克洛伯（Otmar KLOIBER）
發表主題演講，重申支持台灣參與「世界衛生組織」，

以建構更為健全之全球醫衛體系。論壇聚焦「建構全

球民主和平網絡」、「臺灣 NGO 的烏克蘭經驗」及

「臺灣性別平權經驗輸出」共辦理 3 場次座談，計有

國內、外 NGO 領袖、各領域傑出人士及相關部會代

表計 200 餘人分享交流，藉以結合國際重要友我資源

及我國 NGO 的力量，持續拓展我國國際參與能量。

（二） 外交部 NGO 國際事務人才培訓班

本年培訓班以「迎接新時代：臺灣NGO國際發光」

（Embracing a New Era—Taiwan NGOs Shine on the Global 
Stage）為主題，於 10 月及 11 月依序在臺北、臺中及

臺南各辦理乙場培訓班，計約 300 人參與，有助建構

NGO 夥伴從事國際事務之能力，並與國際最新趨勢及

所關注議題接軌。

（三） NGO 幹部及青年學子赴海外 INGO 實習計畫

本年選送 NGO 幹部及青年學子各 1 名分赴馬來

西亞及韓國實習；另有 110 年錄取之 4 名 NGO 幹部

因疫情影響延至本年分赴美國、英國、加拿大及柬埔

寨等國實習，均與 INGO 建立合作關係及交流，成效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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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恢復辦理國際青年大使交流計畫

（一） 本案109年及110年因國內外疫情嚴峻而暫緩出團，

本年恢復組團出訪，為中央各部會辦理國際青年交流

計畫之首例。

（二） 外交部於本年遴選來自20餘所大專院校之40位青年

大使，經集訓後於8月27日至31日赴訪我國友邦帛

琉，全團以充滿創意、活潑多元方式向帛琉民眾介紹

台灣，期間獲帛琉總統惠恕仁接見，暢談台帛兩國在

永續環保領域之各項努力；另與帛琉氣候變遷青年大

使共同舉辦「氣候變遷青年論壇」，交流分享兩國於

氣候變遷及海洋保育領域之成果，青年大使並於「台

灣文化之夜」表演，展現台灣文化軟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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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舉辦「女力之夜」活動，由總統蔡英文親自出席（中），與外交
部部長吳釗燮（左1）、衛生福利部部長陳時中（右1）、駐台使節團團長
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駐台大使哈菁絲（Jasmine HUGGINS）（左2）及台
版氣候少女王宣茹（右2）合影。（111.3.8）

帛琉總統惠恕仁（Surangel S. WHIPPS, Jr.）（中）、外交部非政府組織國
際事務會執行長王雪虹（後排右3）及駐帛琉大使黎倩儀（後排右4）
與國際青年大使合影。（111.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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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國際合作及經貿事務

壹、 持續參與「世界貿易組織」（WTO）之工作及

成果

一、 深化我國在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場域之參與

（一） 掌握 WTO 改革議題：我國「常駐世界貿易組織代表團」

（以下簡稱駐團）積極參與改革之相關討論，並與重

要會員密切聯繫，瞭解各方態度，以協助國內相關部

會研擬我國之立場。

（二） 參與重要議題談判：駐團積極參與多邊、複邊、小型

團體諮商及雙邊討論，在農業、工業、服務業、電子

商務、投資便捷、微中小企業、漁業補貼、WTO 因應

疫情等議題與重要會員交流協商，掌握趨勢及主要會

員立場，以協助國內相關部會研擬政策立場；並研提

相關談判文件，協助談判進行。

（三） 具體談判成果：我國本年參與 WTO 第 12屆部長會

議（the Twelfth Ministerial Conference, MC12），會中通過

「日內瓦套案」（Geneva Package），就多項議題通過一

系列部長決議及聲明如下：

1. WTO 因應緊急情況套案：世界糧食計畫（WFP）糧

食採購豁免於出口禁止或限制及與貿易有關之智慧

財產權協定（TRIPS）2項部長決議；緊急因應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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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安全及 WTO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與準備未來疫情

2項部長聲明。

2. 其他部長決議及聲明：包括漁業補貼協定、電子商

務電子傳輸暫免課徵關稅與工作計畫、小型經濟體

工作計畫及 TRIPS 非違反協定控訴4項部長決議，

以及因應當前食品安全檢驗與動植物防檢疫（SPS）
挑戰之部長聲明。

3. 同意展開因應 WTO 改革的程序。

（四） 參與次級團體：駐團長期參加「WTO 體制之友

會議」、「亞洲開發中會員集團」（Asian Group of 
Developing Members）、開發中國家非正式集團、「第

12條會員集團」（Group of Article XII）（註：新入會會

員集團）、「APEC 會員日內瓦貿易代表團體」（APEC 
Geneva Caucus）、農業「G-10」、「爭端解決談判第三

國權利之友」（Friends of the Third-Party Rights）等次級

談判團體運作，亦是「貿易與環境永續發展架構性

對 話 」（Trade and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Structured 
Discussions, TESSD）連署會員之一，積極爭取我國最

大權益。

（五）擔任 WTO 職務：駐團秘書洪欣隆擔任「輸入許可委

員會」（Committee on Import Licensing）主席，秘書王堂

凱擔任「動植物衛生檢疫委員會」（Committee on SPS 
Measures）主席，藉任主席機會，加強與美、日、歐

盟等主要會員、其他國際組織及 WTO 秘書處官員之

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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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拓展產業空間

1. 駐團主動與其他會員就農業、電子商務、漁業、中

小企業等議題進行交流及討論，降低貿易障礙，促

進貿易便捷與拓展商機，擴大我國經貿發展空間。

2. 本年針對中國採取與新冠肺炎相關且影響食品與農

產品貿易之行動、中國暫停我國水果輸入、中國進

口食品境外生產企業註冊管理規定草案、印度化學

及石化物質品質管理法令系列措施草案、印度鋼鐵

產品認證要求案、印尼清真產品保證法及歐盟化學

物質及混合物之分類標示及包裝法規修訂案等影響

我國廠商出口權益之各會員國規範或措施，駐團均

在相關委員會提出我國關切，或要求舉行諮商，爭

取我國權益。

3. 協助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以下簡稱外貿協

會）在 WTO「微中小企業非正式工作小組」（Informal 
Working Group on MSMEs）中簡報其參與該小組

「中小企業數位冠軍」（Digital Champions for Small 
Business）競賽獲首獎之提案，宣揚我國透過數位

工具協助中小企業參與國際貿易之成功經驗。

（七） 增進與 WTO 重要機構官員及重要會員代表團等之交流

1. 增進與 WTO 重要機構官員交流：邀請「WTO 法律

諮詢中心」（Advisory Centre on WTO Law, ACWL）主

任尼歐米格（Niall MEAGHER）於12月訪問我國，

與我產官學界進行交流，有助於在 WTO 場域捍衛

我國產業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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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與理念相近國家共同支持烏克蘭並譴責俄羅斯：於

MC12期間出席歐盟發起之「與烏克蘭團結一致」

部長會議，並以發表聯合聲明，助烏方與臺灣證券

交易所、慈濟科技大學聯繫等方式支持。

3. 加強與其他代表團雙邊交流：於 MC12期間與印

度、英國、立陶宛及歐洲議會等官員進行雙邊會

議，就 WTO 與雙邊關切議題交換意見。

（八）彰顯我國對 WTO 體制之支持：捐助 ACWL，駐團常

任代表羅昌發續擔任其管理委員會成員，並協助提

供法律服務及法律培訓課程；捐助「世界貿易研究

院」(World Trade Institute,WTI) 相關之「全球影響力協

會」（Global Impact Association, GIA），與 WTI 合辦主

題為「重疊的危機與復甦：將地方故事轉換為 WTO
議程設定」研討會，並設立「蓬萊獎學金」（Penglai 
Scholarships）提供我國及低度發展國家學子各乙名，

於 WTI 就讀碩士課程之獎學金，以利建構相關法律能

力及厚植友我人脈。

二、善用 WTO 爭端解決機制

本年行政院經貿談判辦公室與駐團合作，就「印度

提高資通產品關稅案」向爭端解決會議提出成立爭端解

決小組之請求，已完成實質審理階段。



第三章　對外關係

- 377 -

貳、 爭取參與「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

（CPTPP）

一、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CPTPP）前身為「跨

太平洋夥伴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係一

高標準自由貿易協定。澳大利亞、汶萊、加拿大、智利、

日本、馬來西亞、墨西哥、紐西蘭、秘魯、新加坡、越

南等11國於107年3月8日在智利完成CPTPP協定簽署。

在墨西哥、日本、新加坡、紐西蘭、加拿大、澳洲先後

完成國內批准程序後，CPTPP 於 107 年 12 月 30 日生效；

之後越南、秘魯、馬來西亞、智利也陸續在 111 年底前

完成批准。CPTPP 生效後，於 108 年 1 月及 10 月召開

第 1 次及第 2 次執委會，109 年 8 月則以視訊召開第 3
次執委會；前 3 次執委會原則揭示 CPTPP 將朝擴大成員

方向進行，並歡迎有意加入及願遵行高標準協定的經濟

體提出申請。

二、 英國於 110 年初遞件申請入會，CPTPP 於同年 6 月第 4
次執委會後部長聯合聲明表示歡迎英國提出入會申請，

決定展開英國入會程序，成立英國入會工作小組；同年

9 月 CPTPP 召開第 5 次執委會，重申對凡能遵守協定高

標準及承諾市場開放的經濟體保持開放態度。111 年 10
月 CPTPP 召開第 6 次執委會，會中除檢視協議生效以來

的執行成果外，成員國亦達成維持協議高標準、擴大參

與的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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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爭取加入 CPTPP 對我國經濟長期發展至關重要，為政

府施政重要任務之ㄧ，我國自 110 年 9 月 22 日正式向

CPTPP 協定存放國紐西蘭遞交 CPTPP 入會申請函以來，

持續與所有 CPTPP 成員國保持密切聯繫，透過多元管道

爭取支持，累積友我動能，未來將依據 CPTPP 新會員入

會程序及規定持續推動本案。

參、 運用各式經貿工具積極推動經貿外交，鞏

固邦誼及強化與各國實質合作

一、 建立互惠互利之雙邊經貿合作關係：外交部本年以「鞏

固邦交」、「推動非洲計畫」、「強化中東歐友好國家

經貿往來」及「參與區域經濟整合」為 4 大目標，並配

合我「新南向政策」及「六大核心戰略產業」辦理經貿

活動，委託民間公協會執行 7 場友邦國台灣商展及參加

10 場友好國家海外商展，共服務 282 家企業辦理 2,094
場次洽談會，促成潛在商機約 2,902 萬美元，加強與各

國經貿實質合作關係。

二、 協助友邦疫後經濟復甦，拓展友邦國家市場商機：另為

續結合公私部門資源協助台商拓展友邦市場商機，外交

部委託民間公協會建立人才媒合平台，並辦理「史瓦帝

尼投資商機說明會」、「中南美洲電動車產業來臺參訪

團」、「2022 年中南美友邦經濟合作及商機考察團」及

「中南美洲產品進口推廣計畫」等活動，協助雙邊業者

發掘潛在商機。

三、 逐步累積我國產業影響力及參與區域經濟整合之能量：

外交部本年亦委請民間公協會在國內辦理「東西非進口



第三章　對外關係

- 379 -

商機媒合計畫」、「立陶宛生活節」等市場商機活動及

海外「東非台灣週」等 6 場展覽團，有效推動非洲計畫

及提升對中東歐實質關係；並籌組「秘魯及智利經濟合

作及商機考察團」等 2 個投資考察團、辦理「第 35 屆

臺澳（洲）經濟聯席會議」等 6 場海內外雙邊經濟聯席

合作會議及「2022 臺奈（及利亞）商業論壇」、「越南

投資說明會」2 場商業論壇及投資座談會，期透過產業

合作，持續累積加入區域經濟整合之友我聲量。

肆、我國國際合作發展執行方式

一、 互惠互助：總統蔡英文上任以來，在歷次出訪邦交國的

國際場合，宣示採行「踏實外交，互惠互助」的外交政

策理念，我國與夥伴國的國際合作計畫，從過去偏重單

向的對外援助，改為尊重各國的優先政策，依經費公開

透明的原則，採行共同討論的雙向合作新模式，同時將

產業與市場商業化發展納入考量，以確保雙方人民受

惠，共享永續繁榮。

二、 技術合作：外交部本年委請「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

金會」（以下簡稱國合會）辦理派赴海外之駐外技術及投

資貿易團等計22團，共執行78項委辦計畫、1項華語文

教師計畫、1項外交替代役專案計畫及1項大專青年海外

技術協助服務計畫，共派遣駐外技術人員、外交替代役

男等計230人，分別至亞太、亞西、非洲、加勒比海、

中美洲及南美洲地區之23國，執行包括農企業、畜牧、

園藝、漁業、技職教育、華語文教學、資通訊、工業、

貿易投資、環境保護、公衛及醫療等技術合作計畫。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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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合會亦派遣中小企業和經貿專家、志工赴友邦從

事中、短期指導或顧問等服務；另本年辦理16班次研習

班，上半年因疫情採線上研討會方式進行，下半年國境

開放後恢復實體辦理，以及持續提供國內合作大學之學

士、碩博士學位獎學金，協助夥伴國家培育人才。

三、 有償援助：國合會配合政府援外政策及本身發展策略，

本年持續協助友邦及友好國家包容性金融發展，支持

疫後經濟活動復甦，同時亦深耕韌性及綠色基礎建設

領域，透過與多邊開發銀行合作的廣度與深度，充分發

揮國合會有限基金資源之槓桿效益。此外，本年度國合

會配合外交部國際參與政策及國際發展主流議題，整合

不同援助發展工具，推動「後疫情時期協助拉丁美洲及

加勒比海友邦經濟復甦暨婦女賦權計畫」，在該計畫之

「金融服務與信用保證」項目中，國合會藉由結合理念

相近國際夥伴之貸款計畫及保證機制，擴大量能共同推

動各項婦女貸款與保證計畫，提升女性生計收入、保障

就業機會，進而強化女性經濟賦權能力。本年在亞太、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中亞及中東歐地區之友邦及友好

國家執行有償投融資案件及其子計畫共計32件。

四、 國際急難暨人道援助：國合會與「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永

續發展中心」合作辦理「土耳其境內難民行動健康照護

計畫（第2期）」；與「世界兒童權利組織」合作辦理「印

度新冠肺炎數位健康創新回應計畫（第2期）」；與「世

界展望會」合作辦理「史瓦帝尼孕產婦及嬰兒保健功能

提升計畫」之現金援助子計畫（第1期及第2期）；與「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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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關懷組織」合作辦理「海地地震受災家戶及社區供水

與衛生（WASH）援助計畫」；與「對抗飢餓組織」合作

辦理「海地南部省地震受災家戶營養提升計畫」；與「天

主教救濟會」合作辦理「菲律賓南萊特省雷伊風災生計

早期復原支援計畫」；與「好鄰居協會」合作辦理「羅

馬尼亞之烏克蘭難民兒童社會心理支持服務提升計畫」。

五、 第22屆外交替代役：本年派遣65名具備農林漁牧、公

衛、護理、資訊、食品加工及影片創作等19項專長外

交替代役男，分別赴馬紹爾群島、斐濟、吐瓦魯國、

帛琉、諾魯、史瓦帝尼、索馬利蘭、聖露西亞、聖文森

國、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貝里斯、瓜地馬拉及巴拉

圭等國服勤，預計將於112年6月至7月陸續退役。

六、 第3及第4屆大專青年海外技術協助服務計畫：本計畫與

國立政治大學、國立嘉義大學、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國

立陽明交通大學、國立臺灣大學、靜宜大學、文藻外語

大學、東華大學等8所國內大學合作，於2月派遣第3屆
共計10名實習生至巴拉圭、史瓦帝尼、諾魯、馬紹爾群

島、聖露西亞等國實習，並於7月全數實習期滿返國，

另於同年8月派遣第4屆計12名實習生至貝里斯、聖克

里斯多福及尼維斯、聖露西亞、史瓦帝尼、帛琉、諾魯

及斐濟等國實習，預計於112年1月實習期滿返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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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我國辦理國際合作之執行機構及現狀

一、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

外交部委託國合會透過派遣技術團隊、舉辦國際教

育訓練及其他方式執行國際合作業務；相關資訊請詳後

列 2 表：

（一）111年派遣技術團隊統計表

地　區 國家數

技　術　團　隊 工作人員數

技術團（含投

資貿易服務團） 
計畫

前期

準備計畫
實　派

亞　　太 9 9 13 0 40
亞　　西 4 1 2 6 0 6
非　　洲 2 2 10 0 18
加勒比海 4 4 14 2 24
中 美 洲 3 4 2 13 5 23
南 美 洲 1 1 6 1 9

不

分

區

華語文教師 0 1 0 19
外交替代役 0 1 0 65
大專青年

海外實習生
0 1 0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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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 0 4

合　計 23 22 66 8 230

1. 包含國合會僅派遣華語文教師但並未設技術團之約旦及土耳其2國。

2. 國合會在瓜地馬拉設有2個駐團。

3. 不分區另有7個委辦計畫未另派工作人員赴海外，爰未列於表中。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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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技術團成立時間、執行國及工作計畫一覽表

地區 國家／技術團 成立年月 現　　行　　工　　作　　計　　畫

亞

太

地

區

駐印尼技術團 65.11

卡拉旺地區園藝發展計畫

印尼萬隆地區強化農企業培育發展計畫

（第2期）

印尼南蘇拉威西省優良稻種拓展合作計畫

印尼南蘇拉威西省優良稻種拓展合作計畫

前期準備

駐斐濟技術團 67.9
斐濟番石榴與紅龍果產銷輔導計畫

斐濟水產養殖計畫

駐帛琉技術團 74.5

帛琉園藝推廣計畫

帛琉水產計畫

帛琉畜產計畫

駐巴布亞紐幾

內亞技術團
79.10 巴布亞紐幾內亞稻種增產計畫

駐馬紹爾群島

技術團
88.8

馬紹爾群島運用農業生產

促進營養均衡計畫

馬紹爾群島畜牧擴展計畫

駐吐瓦魯

技術團
92.12 吐瓦魯蔬果增產暨營養提升計畫

駐諾魯技術團 95.3 諾魯膳食多元化推廣計畫

駐泰國技術團 100.1 泰國農民園藝產品競爭力提升計畫

亞

西

地

區

駐沙烏地 
阿拉伯技術團

69.8

沙烏地阿拉伯棕棗栽培與組織培養

顧問派遣計畫

沙烏地阿拉伯海水魚研究顧問派遣計畫

沙烏地阿拉伯交通技術合作顧問派遣計畫

沙烏地阿拉伯動物流行病學顧問派遣計畫

駐巴林技術團 76.6
巴林園藝作物發展顧問派遣計畫

巴林水產養殖繁殖發展顧問派遣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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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國家／技術團 成立年月 現　　行　　工　　作　　計　　畫

非

洲

地

區

駐史瓦帝尼

技術團
58.9

史瓦帝尼果樹產銷計畫（第2期）

史瓦帝尼養豬產業提升計畫（第2期）

史瓦帝尼婦女微額金融機構能力強化計畫

史瓦帝尼強化職業技能檢定體系計畫

史瓦帝尼水產養殖計畫

史瓦帝尼孕產婦及嬰兒保健功能提升計畫

（第2期）

駐索馬利蘭

技術團
109.8

索馬利蘭蔬果增產及品質提升計畫

索馬利蘭政府電子化能力提升計畫

索馬利蘭孕產婦及嬰兒保健功能提升計畫

索馬利蘭醫療資訊管理效能提升計畫

加

勒

比

海

地

區

駐聖克里斯多

福及尼維斯

技術團

73.10

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農業因應氣候變異

調適能力提升計畫

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數位身分認證計畫

前期準備

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代謝性慢性病防治

體系強化計畫

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地政業務資訊化提

升計畫

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再生能源派遣專案

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固體廢棄物處理及

循環利用計畫

駐聖文森國

技術團
80.3

聖文森國香蕉復育計畫

聖文森國智慧公車管理及監控系統計畫

聖文森國公衛醫療緊急應變體系強化計畫

聖文森國災害管理降低緊急醫療負擔發展

計畫前期研究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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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國家／技術團 成立年月 現　　行　　工　　作　　計　　畫

加

勒

比

海

地

區

駐海地

技術團
61.5

海地全國稻種生產強化計畫

阿迪波尼省子計畫

海地全國稻種生產強化計畫

北部及東北省子計畫

海地全國稻種生產強化計畫

南部省子計畫

駐聖露西亞

技術團
96.7

聖露西亞蔬果產銷供應鏈效能提升計畫

（第2期）

聖露西亞香蕉產業發展派遣專案

聖露西亞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發展計畫

中

美

洲

地

區

駐宏都拉斯

技術團
61.2

宏都拉斯醫院醫療資訊管理效能提升計畫

宏都拉斯豬隻繁養殖計畫

宏都拉斯酪梨種苗產能擴充計畫

宏都拉斯強化農民組織產銷能力計畫

駐瓜地馬拉

技術團
62.2

瓜地馬拉強化玉米生產韌性計畫前期準備

瓜地馬拉強化竹產業永續發展計畫前期準備

瓜地馬拉中美洲區域香蕉黃葉病防治計畫

前期準備

瓜地馬拉中美洲區域香蕉黃葉病防治計畫

瓜地馬拉運用醫療科技提升孕產婦與新生

兒保健功能計畫（第2期）前期準備

瓜地馬拉運用醫療科技提升孕產婦與新生

兒保健功能計畫

駐貝里斯

技術團
80.1

貝里斯種羊生產暨輔導體系強化計畫

貝里斯城市韌性防災計畫

貝里斯醫療影像系統強化計畫

貝里斯數位包容計畫

貝里斯河流域水災預警能力提升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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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國家／技術團 成立年月 現　　行　　工　　作　　計　　畫

中
美
洲
地
區

駐中美洲

投資貿易

服務團

88.12

瓜地馬拉防災預警計畫前期準備

瓜地馬拉安提瓜及薩卡特佩克斯周邊鄉鎮
中小企業青創新藝特色產業發展計畫

瓜地馬拉金融技師派遣任務

南

美

洲

地

區

駐巴拉圭

技術團
61.4

巴拉圭微中小企業輔導體系能力建構計畫

巴拉圭蘭花商業生產輔導計畫

巴拉圭蘭花商業生產與營運輔導計畫

巴拉圭蘭花商業生產與營運輔導計畫

前期準備

巴拉圭醫療資訊管理效能提升計畫

（第2期）

巴拉圭鴨嘴魚魚苗繁養殖計畫

巴拉圭微小中型企業數位轉型創新研發專案

不

分

國

家

華語文教師派遣計畫

外交替代役專案計畫

大專青年海外技術協助服務計畫

運用「替代信用資料」（ACD）協助計畫輔導戶建立數位徵信 
評分創新研發專案

友邦及友好國家技術人員訓練、觀摩及進修

外交部擴大外籍生來臺獎學金計畫

與國際機構及友好國家合作交流

2021國合會發展 x 創新 x 永續實驗競賽—影響力先行者計畫

國際發展合作研究專案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友邦技職訓練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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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其他專業機構

外交部歷年委請及補助「國際土地政策研究訓練中

心」及「財政部財政人員訓練所」辦理各項友邦高級人

力培訓班，本年為配合我國防疫工作暫停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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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設計與管考業務

壹、前　言

外交部研究設計會（以下簡稱研設會）負責外交政策

總體發展工作之規畫與評估，主要掌理事項包含擬訂及管考

年度施政方針、中程與年度施政計畫、中長程個案計畫及先

期計畫審議；另辦理印太區域安全國際研討會及戰略安全對

話、與中國大陸相關業務及國際反恐等跨國議題政策之協

調，並進行跨單位與跨領域專案議題之研擬、協調及管考。

此外，研設會亦負責辦理外交施政績效管考、政策創新變革

及協調，以及行政效能與為民服務品質提升之規劃、監督及

管考。

貳、 業務推行概況及成果

一、政策規劃

（一）撰擬外交部每年2次向立法院與1次向監察院提出外

交業務報告，另不定期撰擬立法院要求之專題報告。

（二）外交政策規劃與相關政策宣導：於7月舉辦「凱達格

蘭論壇－ 2022印太安全對話」，以及與國內大學合

作，分別於4月及10月舉辦「印太安全論壇：俄烏戰

爭對印太局勢的影響與展望」及「俄烏戰爭下的國際

暨歐中臺關係論壇」研討會，另舉辦11次校園活動宣

說我國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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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撰擬專題研析報告或委託專題研究：有關兩岸情勢、

「四方安全對話」（Quad）、中國影響力及我邦交關係

動態評估報告等，以及台灣在全球變局之戰略地位、

國際重要外交議題及出席重要研討會之報告，並提出

評估意見及具體建議，作為研擬外交政策之參考。另

辦理中共「二十大」之觀察與未來外交及對台政策、

中國帶路倡議之發展、前邦交國經濟發展等座談會。

（四）補助學術機構辦理專題研討會及推動國際學術交流：

本年辦理12場有關外交、安全、政經、兩岸關係等

議題之研討會或活動。

（五）推動我國學者赴海外從事學術外交：本年補助7位學

者專家分赴美國、日本、英國、法國及比利時之學術

機構進行駐點研究。

二、戰略安全

（一）辦理外交部有關我國重大政軍外交專案之政策規畫、

研析及政軍兵推；另與國防部定期進行協調，加強兩

部業務交流，共同推動國防外交業務。

（二）參加國際反恐事務及推動區域雙邊及多邊安全對話機

制等業務，展現我國對國際反恐工作之重視。

（三）依據外交戰略之優先考量，積極推動與相關國家進行

雙邊及多邊戰略安全對話，有助瞭解重要國家之戰略

規畫，並向相關國家政、學界說明我國政軍及安全政

策，爭取國際瞭解與支持，並建立實質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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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動高層官員參與重要國際安全會議，宣介我國外

交政策，爭取國際支持；與重要國家智庫及學術機構

就外交、安全、兩岸關係等議題合辦雙邊政策對話會

議，以加強與國外相關單位之聯繫與合作。

（五）擔任外交部與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聯繫窗口，研處

各項防疫要案如「外交泡泡」訪團通關入境禮遇及原

則性防疫計畫、彙蒐與疫情相關之國際資訊以利中央

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及時擬定政策。

三、專案規劃

（一）辦理聘任無任所大使業務：總統蔡英文110年4月核

定聘任無任所大使郭旭崧、吳運東、簡又新、陳正

然、紀政、林靜儀、芙厄阿布達爾及布興．大立，

嗣於本年1月核定增聘林佳龍為數位新南向無任所大

使，借重其在各項專業領域的聲望、經驗及專才，協

助政府發揮台灣軟實力，拓展我國國際空間，深化與

各國實質關係。

（二）辦理「臺灣獎學金」業務：外交部自93年起設立「臺

灣獎學金」，提供友邦及開發中國家優秀學生獎學金

來我國攻讀學位，本學年共計提供237個名額。另外

交部自 100年起委託國合會辦理「外交部擴大外籍

生來臺獎學金計畫」，並於102年起由義守大學開設

「學士後醫學系外國學生專班」，本學年共計核錄21
位友邦學生至義守大學就讀學士後醫學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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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辦理「臺灣獎助金」業務：外交部自99年設立「臺灣

獎助金」，鼓勵外國籍學人來我國進行有關台灣、兩

岸關係及印太區域等社會科學領域議題之研究，本年

共計錄取100名學人，將於112年來我國駐點研究。

（四）辦理「留台校友會」業務：外交部自99年起通函我

國駐外館處於駐在地輔導成立「留台校友會」，邀請

曾獲我國政府獎助（學）金來我國留學、研習人士加

入，並參與該會所舉辦之各項活動，至本年底全球共

成立73個留台校友會。

（五）辦理外交部性別平等之統合協調業務，包括召開「外

交部性別平等專案小組」委員會議及「行政院所屬機

關推動性別平等業務輔導考核」等。

四、施政計畫及管考

（一）擬訂年度施政方針及施政計畫：審酌主客觀環境情

勢，研訂年度施政方針、施政計畫及外交部主政之行

政院三級管制計畫（個案計畫），並就外交部年度施

政計畫及個案計畫（含行政院核定之中長程個案計

畫），定期辦理管考及績效評估、評核作業。

（二）辦理外交工作之落實與專案追蹤管制，每月定期管考

並陳報執行情形。

（三）辦理當前重要外交政策之管考作業，並就重要管考項

目執行情形陳報府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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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配合立法院會期開議時間，撰擬行政院向立法院提出

之書面施政報告（外交部份）及彙編外交部年度出國

計畫並陳報行政院。

（五）辦理外交部團體績效評鑑：依據外交部核定各單位

提報包含政務及行政庶務之「年度工作計畫」執行成

果，辦理評鑑作業，作為各單位年度考績之參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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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國際傳播及公眾外交

第一項　國際傳播推動

壹、當前國際傳播工作目標

國際文宣工作旨在配合國家總體外交，宣揚我國重大

政策，並透過軟實力提升國家形象，以營造國際輿論友我氛

圍，爭取國際社會對我國之認同及支持。

當前國際傳播主軸除持續強調我國民主自由與經濟發展

成就外，並著重宣揚「踏實外交」及「新南向政策」內涵，

積極運用台灣文化軟實力，彰顯我國為國際社會不可或缺之

夥伴。鑒於國際局勢變化快速且複雜，除傳統傳播管道外，

並加強運用新社群媒體，讓世界看見台灣、瞭解台灣、支持

台灣。

貳、國際文宣工作具體作為

一、辦理國際媒體晉訪總統案：安排日本《りぶる》(Libre)
月刊視訊專訪總統蔡英文，專訪內容登載於9月號月刊。

二、安排重要國際媒體專訪外交部部長：外交部部長吳釗燮

本年接受國際媒體專訪、茶敘及國際記者會共 76 次，

計獲刊 548 篇報導，包含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國

家廣播公司」、《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大

西洋雜誌》、英國「英國廣播公司」、《衛報》、日本

《日本經濟新聞》、《日經亞洲》、法國「24 小時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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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德國「德國之聲」、紐西蘭「國家電視台」、烏

克蘭「Espreso TV」等主流媒體。

三、辦理專案議題國際文宣

（一）「新南向政策」國際文宣

1. 外交部「新南向政策資訊平臺」（New Southbound 
Policy Portal）5語版網站刊登報導合計7,386篇，瀏

覽頁次逾81萬頁。

2. 《今日台灣》（Taiwan Today）越、泰、印尼3語版電

子報共刊登3,010篇文字及照片報導，提升「新南

向政策」目標國瞭解我國政經發展現況。

3. 《台灣評論》（Taiwan Review）雙月刊英文版共刊登

6篇新南向政策相關報導。

4. 《台灣光華雜誌》（Taiwan Panorama）中、英、日、

越、泰、印尼文6語版，報導東南亞暨新南向國家

相關專文計120篇。

5. 配合台越互設代表處30周年，外交部選派「十鼓

擊樂團」赴越南河內及胡志明市兩地演出3場，結

合「2022年台灣文化暨觀光宣傳活動」園遊會，

吸引近萬人共襄盛舉。共獲越南媒體、國內媒體及

外交部與駐外館處各媒體平台報導計109篇。

（二）辦理我國參與國際組織文宣

1. 第75屆「世界衛生大會」（WHA）推案

(1) 推案期間，國際媒體計刊登469篇報導，包括

衛生福利部部長陳時中「台灣科技防疫及全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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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覆蓋經驗迎戰疫情」專文217篇、外館館

長投書及接受專訪109篇、友我報導143篇，國

際主流媒體包含美國《華爾街日報》、《國家評

論》雜誌、英國《路透社》、《每日電訊報》、

加拿大《環球郵報》、澳洲《澳洲人報》等。

「臺灣醫衛貢獻網」（Leave No One Behind）網站

刊登醫療貢獻相關文章共403篇；《台灣光華雜

誌》中英、中日文版針對我國公衛醫療共有8
篇深度報導；另《今日台灣》9語版電子報共刊

登353篇文字及照片報導。

(2) 外交部策製文宣短片「遠來的朋友」（Sweetness 
of Friendship），全球總觀看次數逾1,676萬次。

新媒體部分，外交部臉書、推特、Instagram、

「潮台灣」臉書及推特相關貼（推）文計47則，

總觸及 / 曝光數逾500萬次。我國行動團及僑胞

配戴台灣特色茄芷袋及黑熊紀念偶文宣品，前

往 WHA 會場傳遞訴求，展示我國形象及本年推

案主視覺。

2. 第77屆「聯合國」（UN）推案

(1) 推案期間，國際媒體計刊登331篇報導，包括

外交部部長吳釗燮「讓我們全體團結一致，共

同為全球福祉努力」專文259篇、外館館長投

書及接受專訪52篇、友我報導20篇，國際主流

媒體包括美國《華盛頓觀察家報》、《加勒比

海全球報》、加拿大《國會山莊時報》、日本

《讀賣新聞》及《北都新聞》、歐盟《歐盟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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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法國《世界報》、立陶宛「國家電視

臺」、瑞士《每日廣訊報》、義大利《蟻報》、

韓國《世界日報》、《嶺南日報》、宏都拉斯

《國家報》、《論壇報》、馬紹爾群島《馬紹爾

週報》、聖克里斯多福「國家新聞處」、「ZIZ
國家廣電公司」等。另《今日台灣》9語版電子

報共刊登531篇文字及照片報導。

(2) 推案文宣短片「世界的幫手」（Taiwan＇s Helping 
Hands），以 12種語版持續透過臉書、推特、

Instagram、「潮台灣」YouTube 頻道等新媒體平

台推播，全球總觀看次數逾1,023萬。外交部臉

書、推特、Instagram、「潮台灣」臉書及推特相

關貼（推）文計 40則，總觸及 / 曝光數逾 642
萬次。

3. 第 27屆「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
推案

(1) 推案期間，國際媒體計刊登253篇報導，包括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署長張子敬專文「全球淨零

轉型，台灣注入動能」209篇、友我報導44篇，

國際知名媒體包含美國《外交家》雜誌、加拿

大《國會山莊時報》、歐盟《歐洲商業評論》、

西班牙《道理日報》、韓國《韓國時報》、帛琉

《帛琉報》、宏都拉斯《論壇報》及史瓦帝尼《觀

察家報》等。另《今日台灣》9語版電子報共刊

登138篇文字及照片報導。



第三章　對外關係

- 397 -

(2) 推案文宣短片「綠色通道」（A Pathway to Net-
Zero），透過臉書、推特、YouTube及 Instagram等

新媒體平台推播，全球觀看次數逾615萬。外

交部臉書、推特、Instagram、「潮台灣」臉書及

推特共發布27則相關貼（推）文，總觸及 / 曝
光數逾239萬次。

4. 第90屆「國際刑警組織」（INTERPOL）推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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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

刊逾180篇，國際知名媒體包括美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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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今日台灣》9語版電子報共

刊登84篇文字及照片報導。

(2) 外交部於臉書分享及推播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

察局所拍攝推案影片「INTERPOL, Taiwan Can 
Help!」，相關貼文與宣傳影片觸及人數總計逾

20萬。

(3) 我國駐印度代表處與印度知名電視台「寰宇一

家」（WION）合作製播 INTERPOL 推案電視專

輯，增進出席大會國際人士及在地社群瞭解台

灣在打擊國際犯罪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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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第41屆「國際民航組織」（ICAO）大會推案

(1) 推案期間，國際媒體計刊登256篇報導，包括

交通部部長王國材「請支持台灣參與國際民航

組織」專文189篇、外館投書35篇、友我報導

32篇，國際主流媒體包括美國《外交家》、《歐

盟政治報導》、立陶宛「國家廣播新聞台」、英

國《金融城早報》、加拿大《國會山莊時報》、

日本《每日新聞》、韓國《朝鮮日報》、貝里斯

《記者報》、聖露西亞《聲報》、巴拉圭共和國

《ABC 彩色報》、宏都拉斯《國家報》、聖文森

《時報》、海地《國家日報》等。

(2) 推案文宣短片「連接你我的天空」 （Reconnection）， 
以 12種語版持續透過臉書、推特、「潮台灣」

YouTube 頻道及 Instagram 等新媒體平台推播，

全球總觀看次數逾 1,300萬次。外交部臉書、

推特、Instagram、「潮台灣」臉書及推特相關貼

（推）文計34則，總觸及 / 曝光數逾887萬次。

6. 「亞太經濟合作」（APEC）泰國年會

我國與會代表團辦理2場國際記者會及4場
說明會，國內及國際媒體報導計241篇；在曼谷

刊登戶外國家形象廣告「給世界一個更好的台灣」

（A Better Taiwan for the World）。另於外交部臉書、

推特及 Instagram 等新媒體平台貼（推）文3則，

總觸及 / 曝光數逾3.5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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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辦理國際輿情蒐報

每日蒐報全球媒體相關報導，全年計蒐報 1萬 2,566
篇，彙編國際輿情快訊 250 篇，並就與我國相關之重大

議題如烏俄戰爭對台海之意涵、烏克蘭政府國際文宣策

略、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訪台、我國九合一選舉報導，

以及各國對中國「白紙運動」之反應等撰擬輿情彙析報

告總計 10 篇。

參、 加強國際媒體記者邀訪，落實國際媒體駐

台記者服務

一、 辦理「立陶宛記者團」、「國慶記者團」、「政經記者團」

Ⅰ至Ⅲ團等國際媒體邀訪案，計邀請 62 國 102 名記者

來台，安排拜會政府單位、指標企業及智庫，撰刊報導

計 210 篇。

二、辦理外交部部長吳釗燮、經濟部政務次長陳正祺分別與

駐台外媒茶敘活動，及辦理「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國際

媒體記者會，計 128 名記者出席，相關報導約 150 篇。

三、在國際媒體服務方面，外交部除核發國際媒體駐台記者

記者證及提供相關新聞服務，另協助美國《洛杉磯時

報》、「值得新聞網」、《猶太電訊社》、加拿大「加拿大廣

播公司」、澳洲「澳洲廣播公司」、「澳洲天空新聞台」、 
法國《費加洛報》、丹麥《政治報》、瑞典《快報》、土

耳其《土耳其國家通訊社》、《IHA 通訊社》、哥倫比

亞「第一新聞臺」等國際媒體來我國駐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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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推動軟實力國際文宣

一、策製「國情簡介」影片，以「台灣良善力量」（Taiwan： 
Force for Good）為核心概念，串連「友善宜居」、「多

元文化」、「創新永續」、「民主人權」及「國際合作」

等五大主題，彰顯我國在政治、經濟、外交等領域成就，

透過外交部與駐外館處新媒體平台及辦理活動時播放。

二、 辦理「#Taiwan國家軟實力數位推廣計畫」，擇定美、日、

西班牙等 22 個駐外館處，與當地媒體或網紅合作，以

在地化視角及在地影音通路，製播宣介我國軟實力及抗

疫成就等正面形象影片，截至本年底已攝製 67 部影音

作品，電視及網路觀看逾 1,300 萬次。

三、以台灣文化軟實力等主題策製英語國情短片 10 部；另

製作外交部募集物資捐贈烏克蘭、外交部部長吳釗燮與

基輔市市長克里契科（Vitali KLITSCHKO）視訊、世界

民主運動大會、台烏友誼酒會等烏克蘭語及英語影片 
19 部。

四、補助駐外館處推薦優良國片參加當地重要國際影展，或

與影展單位合作辦理國片欣賞活動，協助 11 個駐外館

處辦理電影相關活動，計放映 69 部國片，實體參觀人

數約 1 萬 2 千人次，獲平面、電視及廣播報導約 90 篇，

並透過網站、臉書及推特等社群媒體聯合宣傳，總觸 /
曝光數逾百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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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強化文宣質量及運用成效

一、配合政府施政方針、我國外交政策立場及重大文宣議

題等，於外交部各語版刊物及電子報撰刊各類報導與

專文。《今日台灣》9 語版電子報、英文《台灣評論》

雙月刊及西文《台灣今日》（Taiwan Hoy）雙月刊，本

年計刊登逾 13,500 則報導、發布 14,553 則臉書貼文、

11,441 則推特推文及 64 則 IG 貼文。《今日台灣》9 語

版網站共刊登近 1 萬 2 千則報導，瀏覽量近 430 萬頁次。

二、 編印發行14語版國情小冊《Taiwan at a Glance》，包含英、

法、西、德、日、俄、葡、阿拉伯、越、印尼、泰、馬來、

蒙古及印地語版本；編製外交部《國家寶藏》多語版記

事案曆。

三、 「111 年國慶特刊」設計「民主台灣」、「創新經濟」

及「璀璨文化」等三式主題廣告圖稿，併同文案供駐外

館處運用辦理國慶文宣。

四、 《台灣光華雜誌》相關報導內容提供外交部「新南向政

策資訊平臺」、「NGO 雙語網站」及國家教育研究院運

用，並獲選為印度 25 間台灣教育中心推薦使用教材。

陸、配合潮流，創新文宣作法

一、運用新媒體平台，包括外交部臉書（@mofa.gov.tw）、推

特（@MOFA_Taiwan）、Instagram（@mofa_taiwan）， 以

及「潮台灣」（Trending Taiwan）YouTube 影音頻道等，

強化國際發聲能量，並協助 106 個外館營運臉書粉絲專

頁，串聯 91 個營運推特外館轉發外交部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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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外交部「潮台灣」YouTube 頻道自 104 年 7 月創立，上

掛短片逾 1,000 部，總觀看數逾 4,400 萬次，訂閱人數

逾 3 萬人。105 年 1 月成立「潮台灣」臉書粉絲專頁及

推特，上掛有關我國多元議題資訊，累積追蹤人數分別

計 4 萬 5,000 人及 7,580 人。

三、外交部臉書粉絲專頁自 106 年 7 月創立，累積貼文數逾

1,600 篇，追蹤人數逾 26 萬人，觸及數逾 6,100 萬次。

四、外交部推特自 107 年 4 月成立，累積推文 5,962 篇，曝

光數逾 2 億 8,362 萬次，跟隨者逾 40 萬 7,640 人。

五、外交部 Instagram 帳號自 107 年 7 月創立，累積貼文數計

850 則、追蹤人數逾 8 萬人。

六、辦理第 8 屆「全民潮台灣」短片徵件競賽，徵集創意短

片逾 310部，並上傳網路社群平臺與國內、外網友共享。

七、外交部6大國際文宣網站包括中華民國政府英文入口網、

駐外單位聯合網站、新南向政策資訊平臺、《今日台灣》

9 語版電子報網站、《台灣光華雜誌》網站及臺灣醫療

貢獻網，本年瀏覽量合計近 3,225 萬頁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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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公眾外交工作

壹、闡釋我國外交政策與立場

一、外交部為積極闡揚我國外交政策與立場，並加強與新聞

媒體之聯繫溝通，由公眾外交協調會執行長兼任外交部

發言人，代表外交部對外發言及回應記者詢問。

二、外交部為強化國人對我國外交事務之支持與瞭解，依議

題屬性適時發布聲明、新聞稿及新聞參考資料；倘遇媒

體刊載錯誤報導，則視情向媒體投書或洽請其更正，以

正視聽。本年外交部共計發布中、外文聲明及回應 554
篇、新聞稿 488 篇及新聞參考資料 128 篇。

三、外交部定期舉行「單位主管新聞說明會」，邀請部內單

位主管向媒體進行業務報告，並就所轄區域事務回應詢

問；另針對重要及突發之時事議題，機動性安排部次長、

發言人及單位主管「正確、主動、即時」向媒體說明外

交部立場及作為。本年舉辦「例行新聞說明會」計 92
場，另辦理媒體活動及訪團國際記者會計 72 場。自 111
年 11 月起於「例行新聞說明會」及國際記者會提供手

語翻譯服務計 16 場。重要活動及記者會均於外交部官

方 YouTube 直播，以利民眾即時且完整收看。

四、針對當前外交政策重大議題撰擬政府高層、外交部部次

長演講稿、致詞稿等各類文宣參考資料，闡述政府外交

政策理念及施政方向，強化文宣撰述深度與論述能量，

以有效宣揚「踏實外交」之意涵、具體作為與成果，增

進國內外各界及全體國人對我國外交政策之認同與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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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運用網站、新媒體及刊物等強化公眾外交

工作

一、運用外交部網站及 YouTube 等社群媒體，作為強化向國

外公眾宣介我國政策及軟實力之平台。本年外交部網站

除上掛各項政策說明，即時發布各項聲明、新聞稿、新

聞參考資料，及上掛各類刊物等外，並配合重要議題與

推案，建置包括「國際援助烏克蘭」、「新南向政策」、

「台灣醫療貢獻網」等網頁專區，另亦透過 Youtube 直
播國際記者會逾 70 場、播放外交部製作的國慶影片及

新春賀歲短片等，以增進各國民眾對我瞭解，擴大爭取

對我支持。

二、編印《外交部聲明及公報彙編》及《外交部通訊》等刊

物供外交部與駐外各館處運用，並逐期寄送政府機構、

民間社團、公私立大學、中學及國內外公私立圖書館供

各界查閱；另在本部對外網站及臉書粉專上掛電子書版，

以擴大文宣效果。

三、寄發文宣書刊、政府重要法令、施政措施及文宣短片等

資料，並採購書籍、影片、網路資訊及文物複製品等供

駐外館處運用，以行銷我國自由民主、經濟繁榮、人道

關懷及文化創意之優質國家形象。本年共寄發國內外文

宣資料計 3,995 份。

參、拓展文化外交及青年國際交流計畫

一、外交部與教育部自 91 年起開始辦理「外交小尖兵－英

語種籽隊選拔」比賽及優勝隊伍出訪交流，以提升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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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職學生學習英語興趣及對國際事務之關注，並促其

瞭解政府外交施政重點。本年因受疫情影響，經與教育

部審慎評估後，決議暫緩辦理。

二、為擴大及深化「新南向政策」青年人才交流，外交部與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自 106 年起策辦「農業青年大使『新

南向』交流計畫」，每年甄選具農業相關專業及實作背

景之青年 30 名，組成兩團隊分訪我國新南向政策目標

國。本年因受疫情影響，經與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商議後，

暫緩辦理。

三、我國自 93 年推動「青年度假打工計畫」以來，已與紐西

蘭、澳大利亞、日本、加拿大、德國、韓國、英國、愛

爾蘭、比利時、斯洛伐克、波蘭、匈牙利、奧地利、捷

克、法國、盧森堡及荷蘭計 17 國簽署度假打工協議，累

計逾 34 萬名我國青年參與。為有效應處度假打工青年

遭遇之問題，外交部整合內政部、教育部、法務部、經

濟部、交通部、勞動部、農委會、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及僑務委員會等相關部會資源與資訊，定期上傳外交部

「青年 FUN 眼世界」網站，提供我國青年參考，協助青

年建立正確度假打工觀念及確保自身權益的應有認知。

四、為宣揚我國豐沛軟實力並積極推展文化外交，外交部鼓

勵且經常協助民間優良藝文團體赴海外訪演，並積極協

助文化部在海外設置「臺灣書院」據點與聯絡點，迄已

促成在美國華府、紐約、洛杉磯及休士頓 4地設置書院，

並在 64 國設立 216 個聯絡點，以向國際社會深入介紹

具台灣特色之民情文化與人文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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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為增進國人對外交現況之瞭解，並爭取其認同與支持，

外交部每年均辦理各大專校院、高中職相關團體參訪外

交部活動，本年因受疫情影響而停止辦理，惟仍安排外

交人員赴各界辦理宣講活動，合計 181 場次，與 18,567
名學生及各界人士互動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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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國會外交活動

立法院在我國外交政策執行過程中，扮演最重要之監督

角色。另經由與友邦及無邦交國家間之科技、經貿、文化及

教育等多重管道，發展實質關係，並與各國朝野政黨建立各

種溝通管道，透過立法委員與各國國會議員間之聯繫，強化

外交工作之深度與廣度，亦為蔡總統推動「踏實外交」工作

重要一環。

國會外交主要功能係經由民意代表之相互交往及瞭解，

進而建立友好之雙邊關係。外交部成立國會事務辦公室，除

專司外交部與立法院幕僚單位及立法委員間之溝通聯繫協調

外，亦配合協助立法委員從事國會外交工作，促進我國與全

球崇尚民主、自由及人權的理念相近國家之交往，近年來彼

此國會議員間實質交流日趨頻密，為推動外交工作增添助力。

本年各國前來我國訪問之國會議員計 228位，其中亞

太地區 53位、歐洲地區 117位、北美地區 42位及拉美地區 
16位。

111年外交部積極協助立法院推動國會外交，與我駐館

充分聯繫，力促我出訪委員與受訪國國會議員交流互動，成

果豐碩，共計28團、97人次，其中包括國會高層出訪、視導

我國推動參與國際組織活動及出席倡議民主、自由及人權之

國際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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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各地區及國家與我國國會聯誼組織

一、亞太地區

（一） 印太地區跨國會平台「福爾摩沙俱樂部」（The Formosa 
Club in The Indo-Pacific Region）：110年 5月 7日成立，

計有來自17國之272名議員參與。

（二） 澳 大 利 亞 — 台 灣 國 會 友 好 小 組（Australia-Taiwan 
Parliamentary Friendship Group）：81年3月成立，共同主

席為工黨派瑞（Graham Perrett）眾議員及自由黨安凱

文（Kevin Andrews）眾議員，成員120餘名。

（三） 印度國會議員友台小組（Indian Parliamentarians for 
Friendship with Taiwan）：94年4月20日成立。

（四） 印 尼 國 會 台 灣 連 線（Indonesia Parliamentary Taiwan 
Caucus, IPTC）：105年6月28日正式成立。

（五） 日華議員懇談會：前身為日本自民黨友我議員於62年
成立之「日華關係議員懇談會」，86年2月5日與新

進黨之「日華議員連盟」合併，擴大成立超黨派「日

華議員懇談會」，簡稱「日華懇」，現任會長為眾議

員古屋圭司，成員超過270人。

（六） 大韓民國韓台國會議員親善協會於85年成立，會長

為議員趙慶泰，成員人數7人。

（七） 台灣—菲律賓國會議員友好協會（Taiwan-the Philippines 
Parliamentary Friendship Association）：109 年 10 月 21 日

改組，前資深眾議員阿蕾納斯（Rose Marie Arenas）擔

任榮譽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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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亞非地區

（一） 亞西地區跨國會平台「福爾摩沙俱樂部」（Formosa 
Club）於110年4月成立，計有11國63位國會議員參與。

（二） 約 旦 國 會 友 台 小 組（Jordan-Taiwan Parliamentary 
Friendship Association）：104年8月1日成立，主席為眾

議員阿堤亞（Khaleel ATIEH）。

（三） 俄羅斯國會友台小組（Russian Parliamentary Group of the 
State Duma for the Relations with Taiwan）：107年6月成立，

俄國各黨派超過40名成員加入，主席為沙法拉利耶夫

（Gadzhemet SAFARALIEV）。

（四） 史瓦帝尼—台灣國會聯誼會（Eswatini-Taiwan Parliament 
Members Association）：96年10月4日成立，現任主席

為議長馬沛卓（Petros MAVIMBELA）。

三、歐洲地區

（一） 泛歐國會友台平台「福爾摩沙俱樂部」（Formosa Club）
除創始成員歐洲議會、英國、德國、法國外，續獲其

他歐洲國家及加拿大等國響應，擴大為30國（含歐洲

議會）約250位各國國會議員參與。

（二） 歐洲議會友台小組（European Parliament-Taiwan Friendship  
Group）：80年 6月 12日成立，主席為歐洲議員凱勒

（Michael GAHLER），目前成員逾百人。

（三） 比利時—台灣國會友台小組（Belgium-Taiwan Parliamentary  
Friendship Group）：82年12月成立，共同主席為參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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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登戴爾（Julien UYTTENDAELE）、眾議員畢博夫 
（Benoît PIEDBOEUF）、達爾曼尼（Georges DALLEMAGNE）、
寇扣拉提（Samuel COGOLATI）、范荷芙（Els VAN HOOF） 
及哈斯肯（Wouter RASKIN）。

（四） 捷 克 國 會 眾 議 院 友 台 小 組（Czech Republic-Taiwan 
Friendship Group）：83年2月10日成立，主席為眾議員

班達（Marek BENDA）。

（五） 丹麥國會友台協會（Danish Parliamentary Association for 
Friendship with Taiwan）：93年 4月 27日成立，主席為

眾議員顏森（Michael Aastrup JENSEN）。

（六） 愛沙尼亞國會友台小組（Estonia-Taiwan Support Group）： 
92年9月8日成立，主席為國會議員楊森（Jüri JAANSON）。

（七） 芬蘭國會友台小組（Finnish Parliamentary Taiwan Friendship  
Group）：93年6月成立，現任主席為國會議員凱爾納

（Mikko KÄRNÄ）。

（八） 法國國會友台小組

1. 參議院：參議院—台灣資訊交流暨研究小組（Groupe 
d＇échanges et d＇Études Sénat-Taïwan）：73年12月5日 
成立，主席為參議員李察（Alain RICHARD）。

2. 國民議會：國民議會台灣經濟發展國際研究小

組（Groupe d＇Études à Vocation Internationale sur les  
Questions liées d＇Expansion de l＇Economie taiwanaise）：
78年5月19日成立，主席為國民議會議員戴扈傑

（François DE RU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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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德國柏林—台北國會友好小組（Parlamentarischer 
Freundkreis Berlin-Taipeh）：前身為 81年 2月 29日成立 
之「波昂—台北國會友好小組」，88年10月4日德國 
遷都柏林，同年11月29日改為現名，主席為眾議員

魏爾胥（Klaus-Peter WILLSCH）。

（十） 匈牙利國會台匈友好協會（Hungary-Taiwan Friendship 
Association）：95年10月11日成立，主席為國會議員

逖巴（Istvan TIBA）。

（十一） 愛爾蘭—台灣國會友誼協會（Ireland-Taiwan Parliamentary 
Friendship Society）：91年 1月 31日成立，主席為眾議 
員馬基尼士（John MCGUINNESS）。

（十二） 義大利國會友台小組（Gruppo Interparlamentare di Amicizia  
Italia-Taiwan）：83 年 6 月成立，主席為參議員馬蘭

（Lucio MALAN）。

（十三） 拉脫維亞國會友台小組（Group for Interparliamentary 
Relations with Taiwan）：85年3月14日成立，主席為國

會議員福燦（Janis VUCĀNS）。

（十四） 立陶宛國會友台小組（Group for the Interparliamentary 
Relations with Taiwan）：86年3月成立，主席為國會議

員馬瑪竇（Matas MALDEIKIS）。

（十五） 挪 威 國 會 友 台 小 組（Taiwan Group in the Norwegian 
Parliament）：84年 6月成立，召集人為眾議員強森

（Tor-André JOHN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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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波蘭國會友台小組（Polish-Taiwanese Parliamentarians 
Group）：86 年 7 月 17 日成立，主席為眾議員安鄒

（Waldemar ANDZEL）。

（十七） 葡萄牙友台小組（Grupo Parlamentar de Amizade Portugal 
Taiwan）：93年4月1日成立，主席為國會議員奧利維

拉（Paulo Rios de OLIVEIRA）。

（十八） 斯洛伐克國會友台小組（Slovak-Taiwanese Parliamentarian 
Friendship Group）：94年12月14日成立，主席為國會

議員歐舒斯基（Peter OSUSKY）。

（十九） 西班牙—台灣國會議員友好協會（Asociación Independiente  
de Parlamentarios Amigos de Taiwan-España）：97年11月19 
日成立，會長為眾議員蘇華雷斯（Eloy SUÁREZ LAMATA）。

（二十） 瑞（典）台國會議員協會（Swedish-Taiwanese Parliamentarian  
Association）：86年 11月 26日成立，會長為眾議員歐

柏莉（Boriana ÅBERG）。

（二十一） 瑞士聯邦國會友台小組（Parlamentarische Gruppe 
Schweiz-Taiwan）：106年9月成立，主席為參議員基

耶薩（Marco CHIESA）。

（二十二） 英國國會台英國會小組（British-Taiwanese All-Party 
Parliamentary Group）：共同主席為上議院議員羅

根 勳 爵（Lord ROGAN） 及 下 議 員 史 都 華（Bob 
STEWART），成員逾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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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北美地區

（一） 加（拿大）台國會議員友好協會（Canada-Taiwan 
Parliamentary Friendship Group）：81年12月成立，現任

會長為聯邦眾議院議員史葛洛（Judy SGRO），成員 
89名。

（二） 美國

1. 聯邦眾議院「國會台灣連線」（Congressional Taiwan 
Caucus）：91年4月9日成立。共同主席為眾議員席

瑞斯（Albio SIRES）、夏波（Steve CHABOT）、康諾

利（Gerald E. CONNOLLY）、迪馬里（Mario DIAZ-
BALART）。成員232名。

2. 聯邦參議院「台灣連線」（Taiwan Caucus）：92年
9月17日成立，共同主席為參議員殷霍夫（James 
INHOFE）及孟南德茲（Robert MENENDEZ）。成員

33名。

五、拉美及加海地區

（一） 南美洲國家及墨西哥跨國會平台「福爾摩沙俱樂部」

（Formosa- Club Plataforma Interparlamentaria entre los Países 
Sudamericanos y los Estados Unidos Mexicanos）：108 年12
月16日成立，嗣於109年11月擴大並改名為拉丁美洲

跨國會平台「福爾摩沙俱樂部」（Formosa Club Capítulo 
América Latina）；另於110年5月成立加勒比海跨國會

平台福爾摩沙俱樂部，並於同年10月26日合併為拉

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跨國會平台「福爾摩沙俱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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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Formosa Club-Plataforma Interparlamentaria de América 
Latina y del Caribe）。

（二） 中美洲議會（Parlamento Centroamericano, Parlacen）：立

法院於 88年 7月以永久觀察員之身分加入中美洲議

會。107年 7月立法院院長蘇嘉全與「中美洲議會」

議長萊福爾（Tony RAFUL）在台簽署「中華民國（台

灣）立法院以永久觀察員地位參與中美洲議會特別協

議」，完備我國參與該組織之地位。108年「中美洲 
議會」議長艾瑪雅（Irma AMAYA）偕5位副議長訪問

我國。

（三） 中美洲暨加勒比海盆地國家國會議長論壇（Forode 
Presidentesy Presidentas de Poderes Legislativos de Centroamérica 
y la Cuenca del Caribe, FOPREL）：88年12月通過我國立

法院院長為永久觀察員。

（四） 巴拉圭參、眾議兩院均設有「友台委員會」［Comisión 
Parlamentaria de Amistad Paraguayo-República de China

（Taiwán）］。

（五） 台智（利）國會工作小組（Grupo de Trabajo Chileno Taiwanés）： 
91年 10月 1日成立，嗣改為「智利國會友台小組」

（Grupo de Amistad Chile-Taiwán），成員10餘人。

貳、第十屆立法院國會聯誼組織（請參見附錄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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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條約協定及法律事務

壹、我國與各國簽訂條約與協定情形

本年我國與美國、日本、菲律賓、馬紹爾群島、史瓦帝

尼、英屬土克凱可群島、索馬利蘭、帛琉、馬爾他、印度、

斯洛伐克、巴勒斯坦、聖文森、瓜地馬拉、印尼、貝里斯、

吐瓦魯、斯洛維尼亞、摩納哥、聖露西亞、諾魯、巴拉圭，

以及中美洲農牧保健組織共簽訂34件條約協定，範圍包括：

氣象、教育文化、食品藥物、農漁林牧、經貿、洗錢防制、

能源、航空 / 航權、標準、軍事、司法、技術合作、外交領

事、警政合作、交通運輸、醫療衛生、租借、發展援助合作

及其他等合作項目。

貳、條約協定及涉外法律之研究諮詢

外交部本年處理條約協定有關問題及相關法律疑義研提

法律意見計1,387件。

參、受理委辦涉外法律事務

一、受理國內司法及其他機關委託送達文書或國內司法機關

請求在外國調查證據；受理外國法院及其他司法機關擬

在我國調查證據或送達文書案件。本年辦理送達文書案

件計 16,844 件；辦理國內司法機關請求在外國調查證據

事項及外國法院與其他司法機關委託我國司法機關之司

法互助事項計 159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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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年協助處理旅外國人申請喪失國籍案、撤銷喪失國籍

案及受理取得或歸化國籍文件查證等計 845 件。

肆、訴願審議委員會

外交部依據「行政院及各級行政機關訴願審議委員會組

織規程」設立訴願審議委員會（以下簡稱訴願會），由外交

部條約法律司司長兼任訴願會主任委員，每2年改選一次，

共有委員（含主任委員）15人，其中10位委員係聘請法律

學者、專家擔任，另外5位委員由外交部單位正、副主管兼

任。外交部訴願會所處理之訴願案件大多係人民因不服外交

部領事事務局不核予簽證、換發護照、扣留護照或註銷護照

之處分而提起之訴願。另本年國人因不服駐外館處駁回簽

證、不予受理驗證結婚證明文件、換發護照、扣留護照或註

銷護照之處分而向行政院提起之訴願案件計55件，均由外交

部訴願會報請行政院核處。

伍、捍衛南海諸島主權及相關海域權益 

總統蔡英文重申政府會堅定捍衛我國在南海的領土主

權，於105年7月19日指示南海政策之「四點原則」與「五

項做法」，包括以「擱置爭議，共同開發」之原則處理南海

問題，強調「台灣應納入多邊爭端解決機制」，有關國家共

同維護南海航行和飛越自由，依據國際法和海洋法，包括聯

合國海洋法公約，以和平方式解決南海爭端。同時政府將持

續捍衛漁權、尋求多邊協商、促進科學合作、人道救援及鼓

勵海洋法研究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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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諸島是我國領土，政府捍衛我國南海諸島之主權及

相關權利之決心從未改變。未來政府亦將持續鞏固主權、保

衛漁權，積極解決爭議，與相關國家共同合作，維持南海地

區之和平與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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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領事事務

前　言

外交部領事事務局（以下簡稱領務局）為隸屬外交部

之機關，現有之組織及職掌分工係依據「外交部領事事務局

組織法」及「外交部領事事務局處務規程」訂定，主要業務

包括核發中華民國護照、外國護照簽證、文件證明、提供出

國旅遊安全資訊及旅外國人急難救助之協調與聯繫等相關服

務，是外交部為民服務之窗口，主管業務不但攸關民眾權

益，並與國家安全、國際經貿、教育文化、入出國、外僑管

理、外籍移工、外籍配偶、衛生防疫、役政、戶政及僑務等

各項業務密切關連。領務局秉持「依法行政」、「追求效率」、

「為民服務」三大原則，與時俱進，不斷自我提升、研究創

新、簡化流程並強化為民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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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護照業務

壹、首次申請護照親辦便民措施

一、 為提升我國護照公信力，外交部賡續實施首次申

請護照親辦便民措施

（一） 首次申請護照親辦「人別確認」：外交部自100年7月
1日起委由全國各戶政事務所（簡稱戶所）辦理人別

確認，民眾可先至戶所辦理人別確認後，再委託旅行

業者、親屬或同事續至領務局或外交部4個辦事處申

請護照。

（二） 擴大推動「首次申請護照親辦一處收件全程服務」（簡

稱「一站式服務」）：外交部自 109 年 8 月 11 日起，

續與內政部合作推動一站式服務，民眾在戶所辦理人

別確認後，戶所亦直接提供護照申請代收件及領照之

服務，更為便利。

二、具體成效

本年 1 月至 10 月上旬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民

眾申辦護照意願明顯降低，惟隨著 10 月中下旬我國國

境解封，民眾至戶所辦理人別確認及一站式服務人數即

顯著增長，全年達計 6萬 7,752件，較 110年僅 1萬 3,960
件增長近 5 倍。待世界各國均回復疫前狀態、國人出入

國境正常時，預估每年將有 40 萬人可因此措施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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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提升安全與品質

我國自97年12月29日發行晶片護照，有效提升我國護

照安全，並於107年2月5日發行第二代晶片護照，進一步提

升我國護照安全，普遍受到世界各國肯定。另於110年1月
11日發行提升台灣辨識度之新版晶片護照，對免遭誤認為中

國護照極具助益。

參、業務統計數量

本年核發護照量，國內（含領務局及外交部中部、南

部、東部及雲嘉南4個辦事處）計89萬6,090本，駐外館處

計8萬8,537本，共計98萬4,627本（不含護照加簽），相關

護照類別列表如下：

護　　照　　類　　別  國 內 核 發 國 外 核 發 小　　計

普　　通　　護　　照 895,033 88,259 983,292

外交（含 G 類）及公務護照 1,057 278 1,335

總　　　　　　　　計 896,090 88,537 984,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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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簽證業務

壹、 適時檢討試辦措施及鬆綁簽證政策

一、 新南向政策簽證放寬措施

（一）續試辦予汶萊、菲律賓及泰國免簽證至112年7月
31日。

（二）續辦理予柬埔寨、印度、印尼、寮國、緬甸及越

南6國「觀宏專案」免費電子簽證至112年12月
31日。

（三）續辦理予柬埔寨、印度、印尼、寮國、緬甸及越

南「東南亞國家人民來臺先行上網查核」（有條件

式免簽）。

（四）續試辦予新南向目標國（18國）學生來我國就讀

「產學合作國際專班」相關簽證措施。

二、 續辦理尋職簽證及線上審查就業金卡（工作許

可、居留簽證、外僑居留證及重入國許可四證合

一）之簽證申請案。

貳、爭取各國改善對我國國民簽證待遇

積極推動各國提升對我國國民簽證待遇，截至本年底我

國國民得以免簽證、落地簽證或電子簽證等簽證便利措施前

往之國家及地區數目已增加為171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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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持續推動 APEC 商務旅行卡計畫

為提升我國國際商務競爭力，便利國內符合資格之

商務人士拓展商機，外交部持續加強推廣 APEC 商務旅行

卡（APEC Business Travel Card, ABTC）計畫，以擴大我國參

與 ABTC 計畫之效益，並提升我國廠商之國際競爭力，進而

促進我國與亞太地區國家之實質經貿往來。本年之發卡量為

3,838張，核准 APEC 會員體商務人士申請案共4萬8,589件。

肆、業務統計資料

本年核發簽證量，國內（含領務局及外交部中部、南

部、東部及雲嘉南4個辦事處）計1萬7,758件，駐外館處計

32萬1,104件，共計33萬8,862件，相關簽證事由列表如下：

簽證類別  國 內 簽 發 國 外 簽 發 小　　計

外　交 88 141 229

禮　遇 391 1,946 2,337

停　留 10,815 103,624 114,439

居　留 6,464 215,393 221,857

總　計 17,758 321,104 338,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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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文件證明業務

本年核發文件證明量，國內（含領務局及外交部中部、

南部、東部及雲嘉南4個辦事處）計17萬1,828件，駐外館

處計 40萬 4,393件，共計 57萬 6,221件，相關文件證明類別

列表如下：

文件證明類別 國 內 簽 發 國 外 簽 發 小　　計

授　　權　　書 8,818 64,437 73,255

財　產　證　明 801 1,311 2,112

商　務　證　明 14,425 19,978 34,403

婚　姻　證　明 4,489 28,259 32,748

聘　僱　證　明 2,832 2,093 4,925

學　歷　證　明 15,645 41,572 57,217

身　分　證　明 100,768 160,134 260,902

醫　療　證　明 613 16,058 16,671

其　他　證　明 23,437 70,551 93,988

總　　　　　計 171,828 404,393 576,221

第四節　急難救助

壹、強化國人海外急難救助服務

一、落實全年無休、24 小時旅外國人急難救助：外交部臺灣

桃園國際機場辦事處設置「外交部緊急聯絡中心」及「旅

外國人緊急服務專線」0800-085-095，另我國所有駐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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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處亦皆設有 24 小時急難救助專線電話，提供旅外國

人急難救助服務，包括死亡善後、重大傷病疾患、護照

遭竊或遺失、探視繫獄國人及其他行政協助等。本年駐

外館處急難救助業務協處案件 5,725 件，協助人次 6,920
人；「外交部緊急聯絡中心」共接聽民眾請求協助及詢

問電話計 42,267 通，直接處理緊急案件計 3,117 件。

二、鼓勵國人多加利用出國登錄服務：領務局官網設置「旅

外國人動態登錄網頁」供出國民眾進行出國登錄，旨在

掌握國人旅外動態，以利我國駐外館處遇有天災、動亂、

急難事件或協尋請求時，及時提供旅外國人必要之援

助，本年計有 15,882 次及 1,171 團次上網登錄旅外停留

資料。領務局每月於 LINE 官方帳號舉辦「出國登錄月

月抽」抽獎活動，提升國人使用出國登錄服務之意願。

三、精進旅外安全服務措施：領務局提供免費下載「旅外救

助指南」APP 或加入領務局 LINE 官方帳號（ID：@boca.
tw），國人可隨時利用數位工具查詢旅外安全及急難救

助相關資訊。領務局每年印製「中華民國駐外機構緊急

聯絡資訊摺頁」及「出國旅行安全實用手冊」等文宣品，

免費提供民眾索取，另有電子版供民眾下載。

貳、更新旅遊資訊

領務局官網之旅外安全資訊網頁提供民眾257個國家及

地區旅遊安全資訊，並依據各駐外館處提供最新情勢發布或

更新旅遊警訊，一旦海外發生可能危及國人旅遊安全的重大

事件，領務局立即在官網發布旅遊警示。本年發布海外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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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訊最新消息計85則，更新各國旅遊警示分級表計879則及

各國旅遊安全資訊計1,300則。

參、運用多元管道進行旅安宣導

一、領務局利用農曆春節於 LINE 官方帳號舉辦「春暖花開

波鴿賀歲」線上有獎徵答宣導活動，另參與「台北國際

觀光博覽會」、「高雄市旅行公會國際旅展」、「ATTA
臺中國際旅展」及「TTF 大臺南國際旅展」活動並設置

旅外安全宣導攤位，推介領務局 LINE 官方帳號及「旅

外救助指南」APP 等數位工具及出國登錄服務等項目，

並辦理旅安常識有獎徵答活動。

二、領務局製作「波鴿雪國遊記」系列 2 支旅安宣導影片，

包括「行李違禁篇」、「財務遭竊篇」，向國人宣導旅

外安全事項。

三、領務局與「PaGamO 線上學習平台」合作，針對國小、

國中及高中學生舉辦「波鴿熱夏鳳梨島冒險記」及「波

鴿雪國遊記」旅外安全線上學習活動，透過寓教於樂的

方式，逐步建立旅安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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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蔡英文（左3）及外交部領事事務局局長葉非比（右3）共同參與

「台北國際觀光博覽會」。（111.8.19）

外交部領事事務局副局長周中興（中）、外交部中部辦事處處長翁瑛

敏（右）共同參加「ATTA 臺中國際旅展」。（111.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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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外交行政

第一節　人事管理

壹、前　言

外交部組織及職掌分工係依據「外交部組織法」及「外

交部處務規程」訂定，現有10個業務單位、6個輔助單位、

3個常設性任務編組、5個臨時性任務編組、2個所屬機關

（構）、1個指揮監督機關及1個行政委託團體（詳見附表「外

交部及所屬機關（構）組織架構圖」與「外交部國內單位組

織及業務職掌」）。

外交部另依據101年9月1日起施行之「駐外機構組織通

則」，在與我國有邦交及無邦交國家或國際組織總部所在地，

分別設置駐外使領館、代表處、辦事處及代表團，以促進雙

邊或多邊之外交及實質關係，並保護旅居當地國人之權益。

外交部人事業務包括組織編制、任免、遷調、銓審、洽

辦考試、分發、考核、獎懲、考績（成）、訓練、進修、待

遇、福利、保險、退休、撫卹、駐外機構統一指揮及其他綜

合性人事業務。

貳、外交人員之考選

外交人員之考選，以考試院每年舉辦之外交領事人員三

等特考為主。本年報名人數共498人，錄取40人，平均錄取

率為10%。為因應當前國際局勢及各新興國際法議題，自108
年起，外交特考三等考試外交領事人員類科增設「國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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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另為配合行政院「2030雙語國家政策發展藍圖」及近

年大量增加之傳譯、文書翻譯、撰寫文稿、雙邊及多邊聯繫

工作人力需求，自110年起增設「英文組二」。

參、外交人員之任用及遷調

經外交領事人員三等特考及格者，初任人員以薦任第

六職等職務任用。經外交行政人員四等特考及格者，初任人

員以委任第三職等職務任用。為加強外交人員之歷練及溝通

部內外業務，外交部實施人員內外輪調制度。一般而言，外

交領事人員在部內服務3年，可調任駐外單位服務5至6年
左右，嗣依規定調返部內。本年外交部外調人員130人次，

駐外館處調部人員136人次，外館間人員互調35人次，合計

301人次。

肆、整合外交資源，拓展外交據點

拓展我國國際關係為我國當前外交工作之目標，外交

部除積極開拓外交據點外，並定期檢討我國既有館處功能，

以期運用有限資源，發揮最大效能。總計至本年底，在與我

國有邦交之14國中，除均設有大使館外，另設有2個總領事

館；在與我國無邦交之59國中，設有58個代表處，1個代表

團及36辦事處（不含港澳），合計駐外單位共111個。

伍、外交人事法制

一、 外交部組織編制：配合行政院 101 年組織及業務調整，

原行政院新聞局國際傳播業務自 101 年 5 月 20 日起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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撥至外交部，由外交部本諸「精實、彈性、效能」原則，

重新務實檢討業務職能並調整組織架構，外交部及所屬

機關組織法包括「外交部組織法」、「外交部領事事務

局組織法」、「外交部外交及國際事務學院組織法」於

101 年 9 月 1 日正式施行，另訂有「外交部處務規程」

規範外交部各單位職掌；「駐外機構組織通則」於 101
年 2 月 3 日公布，復於 107 年 6 月 13 日修正，並依據

通則授權，訂定「駐外機構編組表」及「駐外機構統一

指揮辦法」。駐外機構館長負有工作協調及指揮監督權

責，各機關駐外人員均應遵從館長之指揮調度，「駐外

機構統一指揮辦法」亦明定各機關駐外人員駐外任期及

待遇福利等事項。

二、外交部駐外人員輪調：為加強駐外人員歷練，提高人力

資源運用，並使內外輪調作業更趨制度化，便利駐外人

員配合家庭狀況及子女就學需要進行生涯規劃，外交部

於 88 年至 103 年間六度修訂「外交部駐外人員輪調作

業要點」，其中規定輪調任期制，即外交部駐外人員輪

調以在外交部 3 年，駐外機構 5 至 6 年為原則，該次駐

外期間內得在各駐外機構間調任，期滿調回外交部服

務。

三、駐外館處危機處理：為使我國駐外機構因應駐在國突發

之急難災變或戰亂，以採取適切之應變作為，或於必要

時採取保僑、撤僑、撤館之行動，以減低傷害至最小程

度，乃訂定「駐外館處危機處理作業綱領」，於 86 年

12 月通函外交部內外各單位，作為各駐外館處緊急應變

之工作依據，並訓令各館處配合駐在國情勢訂定「緊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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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變計畫」，自 92 年起移由研究設計會視情況針對緊

急應變計畫相關規定進行增修，每年定期由各地域司通

電各館處適時修訂緊急應變計畫。

四、建立駐外人員服勤工時規範及加班補償機制：為符合大

法官釋字第 785 號解釋之意旨，並配合 112 年 1 月 1 日

起施行之公務員服務法及公務人員保障法等法規，外交

部於本年 12 月 26 日修正「駐外機構服勤及請假注意事

項」，增修有關駐外人員服勤工時及加班補償機制相關

規定，明定每日工時及每月加班時數上限，並規範駐外

人員加班應給予加班補償，以保障駐外人員健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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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國內單位組織及業務職掌

單　　位 職　　　　　　　掌

機 要事 務
辦 公 室

一、 文稿之審閱、撰擬。

二、 外交部各單位間共同業務之聯繫協調。 
三、 外交部與總統府、行政院及其他機關之聯繫、協調。

四、 部務會議、事務會議及其他相關會議之準備、紀錄、決議之整
理、追蹤辦理及分行事項。

五、 部長、次長交辦及指示宣達事項。 

亞 東
太 平 洋 司

一、 對帛琉、馬紹爾群島、諾魯、吐瓦魯、巴布亞紐幾內亞、斐
濟、索羅門群島、吉里巴斯、萬那杜、薩摩亞、東加及其他太
平洋諸島國事務。

二、 對韓國及北韓事務。

三、 對日本事務。

四、 對泰國、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尼、汶萊、越南、寮
國、柬埔寨、緬甸及東帝汶等東南亞國家事務。

五、 對澳大利亞、紐西蘭、孟加拉、不丹、尼泊爾、斯里蘭卡、印
度、馬爾地夫等國事務。

六、 對亞太區域性議題及國際組織、經濟與技術合作等事務。

七、 其他有關亞太地區事項。

亞西及非洲司

一、 對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摩爾多瓦、哈薩克、烏茲別
克、土庫曼、吉爾吉斯、塔吉克、亞美尼亞、亞塞拜然、喬治
亞及蒙古等國事務。

二、 對沙烏地阿拉伯、約旦、巴林、阿拉伯聯合大公國、阿曼、科
威特、阿富汗、伊拉克、伊朗、以色列、黎巴嫩、巴基斯坦、 卡
達、敘利亞、土耳其、葉門等國及巴勒斯坦事務。

三、 對阿爾及利亞、貝南、布吉納法索、蒲隆地、喀麥隆、維德
角、中非共和國、查德、葛摩、剛果共和國、吉布地、赤道幾
內亞、加彭、幾內亞、幾內亞比索、象牙海岸、馬達加斯加、
馬利、茅利塔尼亞、模里西斯、尼日、盧安達、塞內加爾、聖
多美及普林西比、塞席爾、多哥、剛果民主共和國等國及西撒
哈拉地區事務。

四、 對埃及、蘇丹、南蘇丹、利比亞、突尼西亞及摩洛哥等國事務。 
五、 對安哥拉、波札那、厄利垂亞、衣索比亞、甘比亞、迦納、肯

亞、賴索托、賴比瑞亞、 馬拉威、莫三比克、納米比亞、奈及利
亞、獅子山、索馬利亞、索馬利蘭、南非共和國、史瓦帝尼、
坦尚尼亞、烏干達、尚比亞、辛巴威等國及非洲其他尚未獨立
地區事務。

六、 對亞西、非洲各地區區域性國際組織事務、經濟與技術合作及
漁船遇難事務。

七、 其他有關亞西及非洲地區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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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 洲 司

一、 對歐盟、比利時、盧森堡與歐洲整體關係及泛歐國際合作交流
事務。 

二、 對英國、愛爾蘭、西班牙、葡萄牙、荷蘭及相關國家之海外領
地、屬地事務。

三、 對德國、奧地利、瑞士、列支敦斯登、丹麥、芬蘭、瑞典、挪
威、冰島及相關國家之海外領地、屬地事務。

四、 對法國、教廷、義大利、希臘、賽普勒斯、摩納哥、安道爾、
馬爾他、聖馬利諾、馬爾他騎士團及相關國家之海外領地、屬
地事務。

五、 對波蘭、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拉脫維亞、斯洛維尼亞、
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克羅埃西亞、塞爾維亞、蒙特內哥
羅、馬其頓、羅馬尼亞、保加利亞、愛沙尼亞、立陶宛、阿爾
巴尼亞及科索沃等國事務。

六、 對歐洲地區區域性國際組織事務、經濟與技術合作及漁船遇難
事務。

七、其他有關歐洲地區事項。

北 美 司

一、對美國政治、學術、特權豁免、軍事（含國防科技事務）及美國
與中國大陸關係之觀察、研究。

二、對美國地方政務、邀訪、文化交流、商務及一般僑務事務。

三、對美國之經貿、財政、司法互助、農漁、衛生、環保、勞工、
能源及科技事務。

四、對加拿大之政治、文教、商務、邀訪及一般僑務事務。

五、對北美地區區域性國際組織事務、經濟與技術合作及漁船遇難
事務。

六、有關「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相關事務。

七、其他有關北美地區事項。

拉 丁 美 洲
及

加 勒 比 海 司

一、對巴拿馬、瓜地馬拉、宏都拉斯、薩爾瓦多、尼加拉瓜、哥斯
大黎加、多明尼加及古巴等國事務。

二、對墨西哥、哥倫比亞、委內瑞拉、巴西、厄瓜多、秘魯、玻利
維亞、智利、阿根廷、巴拉圭及烏拉圭等國事務。

三、對貝里斯、格瑞那達、多米尼克、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聖
露西亞、聖文森及格瑞那丁、海地、安地卡、牙買加、巴貝多、
千里達、 蓋亞那、蘇利南等國及法屬蓋亞那等加勒比海尚未獨立
各島事務。

四、對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區域性國際組織事務、經濟與技術
合作事務。

五、其他有關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綜合事務。



中華民國 111年外交年鑑

- 440 -

單　　位 職　　　　　　　掌

條 約 法 律 司

一、條約與協定之規劃、談判、研訂、簽署、解釋、相關國際法問
題之諮詢及約本保存管理。

二、領土主權、海洋、航權、漁業、人權、外交豁免等國際法案件
之研議及其他法律專案計畫之辦理。

三、引渡條約與司法互助協定、國內外司法互助案件、證據調查、國
外文書送達、法律意見、涉外訴訟、國外地權及國籍案件之辦理。

四、國家賠償、訴願、國內訴訟案件之辦理與法規之研擬、解釋及研究。

五、環境永續公約會議之參與、相關政策與計畫之研析、推動及執行。

六、其他有關條約法律事項。

國 際 組 織 司

一、聯合國體系各組織相關事務之觀察、研析與推動參與各該組織
之規劃、協調及執行。

二、其他政府間國際組織、多邊合作機制、國際會議與活動業務之
規劃、參與、觀察及研析。

三、其他有關國際組織事項。

國 際 合 作
及

經 濟 事 務 司

一、世界貿易組織及相關組織事務。

二、國際合作發展事務之規劃、評估、協調、執行監督及績效考核。

三、國際合作融資業務之協調及聯繫。

四、涉外經濟、貿易事務之協調及聯繫。

五、其他有關國際合作及經濟事項。

國 際 傳 播 司

一、國際新聞傳播業務之推動、督導及考核。

二、國際新聞交流及合作事項之推動。

三、國際輿情之彙報研析。

四、國際傳播視聽與文字資料之製作、發行及運用。

五、國際媒體駐台記者之新聞服務及訪問我國記者之接待。

六、其他有關國際傳播事項。

研 究 設 計 會

一、外交政策總體發展工作之規劃。

二、年度施政方針、中程與年度施政計畫、先期計畫、中長程專案
之研擬、規劃、協調及管考。

三、國際戰略安全對話、國防與中國大陸業務之協調及國際反恐等
跨國議題政策之協調。

四、跨單位與跨領域專案議題之研擬、協調及管考。

五、組織體制檢討、創新變革擬議及協調。 
六、行政效能、為民服務品質提升之規劃、監督及管考。 
七、民意調查之蒐集、規劃與推動及出版品之管考。 
八、其他有關外交事務研究設計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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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 賓 處

一、國賓接待、部次長交際、政府高層出訪與禮賓作業之規劃、督
導、協調及執行。

二、儀典、國書、駐台名譽領事、勳章、國際慶弔之規劃、督導、
協調及執行。

三、外國駐台機構與其人員特權豁免、禮遇之規劃、協調、推動及
執行。

四、國內災害防救業務有關涉外事務之協調及聯繫。 
五、其他有關禮賓事項。

秘 書 處

一、印信典守、文書收發及外交郵袋之處理。 
二、經費之出納與保管、薪資核發、採購及其他事務管理。

三、外交部辦公廳舍、土地與其他財產之取得、管理配置、辦公廳
舍與宿舍營（修）繕、工程施工查核、公務車輛之調度、汰換與 
管理及臺北賓館之管理、維護。

四、駐外機構國有財產管理、館舍及職務宿舍之購置、租賃與修
繕、公務車輛汰換與管理之督導及考核。

五、外交部所屬機關（構）依法令須報外交部核准、核定、核轉、同
意備查之採購、財物管理事項及工程施工查核。

六、工友（含技工、駕駛）及駐衛警之管理。

七、外交部同仁調任、國外出差、受訓之公務機票核發及平安保險。 
八、外交部災害防治之聯繫及安全防護。

九、不屬其他各司、會、處事項。

人 事 處

一、有關考試、任免、遷調、任審、宣誓及其他有關事項。

二、有關考核、獎懲、考績（成）、訓練、進修及其他有關事項。

三、有關待遇、福利、保險、退休、撫卹及其他有關事務。

四、有關組織編制、駐外機構統一指揮、駐外雇員管理及綜合性事務。

政 風 處

一、有關政風法令之擬訂、宣導事項。

二、有關外交部員工貪瀆不法之預防、發掘及處理檢舉事項。

三、有關政風興革建議、政風考核獎懲建議及公務機密維護事項。

四、其他有關政風事項。

主 計 處

一、有關外交部歲入歲出概（預）算、公務統計業務、主計人事及其
他綜合性事務。

二、有關駐外單位經費核撥憑證審核事項。

三、有關外交部部內各項經費核撥與憑證審核、會計帳務及決算事項。

四、有關外交部國際交流活動、國際合作及機密預算之核撥及憑證
審核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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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及電務處

一、 外交部檔案管理、外交史料之編輯與印行、外交部所屬機關（構）
與駐外機構檔案管理之規劃、推動、督導。

二、 外交部、外交部所屬機關（構）與駐外機構資通訊應用服務之規
畫、協調、推動及管理。

三、 外交部、外交部所屬機關（構）與駐外機構資通訊安全之規畫、
推動、督導及稽核管理

四、 外交部與駐外機構間往來電報之處理、控管及稽核。

五、 外交部與駐外機構電務行政、保密通信裝備之規劃、建置、安全
防護及督導。

六、 其他有關檔案、資訊及電務事項。

公 眾 外 交
協 調 會

一、辦理跨地域公眾外交業務及軟實力整合運用之規劃與協調。

二、新聞發布、處理與媒體聯繫。

三、外交文稿撰擬、文宣資料製作及推廣。

四、網路文宣業務。

五、文稿資料翻譯及傳譯業務。

非 政 府 組 織
國 際 事 務會 

一、 協助國內非政府組織參與國際會議與交流活動，及爭取國際非政
府組織來台舉辦國際性會議與活動。

二、 協助國際非政府組織來台設立據點。

三、 協助國內外非政府組織從事國際人道援助規劃及推動事項。

四、 協助建構國內非政府組織參與國際事務能力。

五、 其他有關非政府組織國際參與之推動及協輔事項。

國 會 事 務
辦 公 室

一、加強外交部與行政院、立法院及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業務
所屬各行政機關聯繫工作。

二、協助立法院及監察院推動國會外交。

三、協助辦理外交部預算案、決算案及相關法案之國會審查程序。 
四、協處立法委員關切及查詢事項。

五、加強與監察院聯繫，協處各類陳情案、調查案及委員巡察外交
部及所屬機關（構）事宜。

六、協處各類急難救助。

中 部、
南 部、
東 部 及
雲 嘉 南
辦 事 處

一、 協調外交部與地方政府應聯繫辦理事項，協助地方政府、議會及
民間團體處理城市外交、國際活動及公眾外交等有關涉外事務。

二、各國駐台機構人員之協調聯繫事項。

三、受理民眾申請護照、簽證及文件證明等事項。 
四、受理民眾旅外急難救助事項。

五、其他與外交部及所屬機關（構）有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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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職　　　　　　　掌

領 事 事 務 局

一、中華民國護照與加簽之核發及執行。

二、外國護照簽證之核發。

三、領事事務文件證明之執行。

四、旅外國人急難救助之協調及聯繫。

五、與地方政府、民間團體辦理城市外交、國際活動之聯繫及執行。 
六、領事事務資訊系統之規劃、執行及運用。

七、其他有關領事事務事項。

外 交 及
國 際 事 務

學 院

一、新進外交領事人員、外交行政人員培訓講習之規劃及執行。

二、外交部在職人員培訓講習之規劃及執行。

三、政府機關涉外事務人員培訓講習之規劃及執行。

四、政府機關委託辦理國際事務講習之規劃及執行。

五、與民間國際事務人員交流、研習之規劃及執行。

六、與友邦、友好國家外交人員與相關國際組織人員交流之規劃及
執行。

七、中長期外交政策、外交事務、國際關係與現勢及區域議題之研析。

八、與國內外智庫、研究機構、外交學院之學術合作及交流。

九、其他有關培訓講習、外交研究及國際交流事項。

外交部指揮監督機關

單　 位 職　　　　　　　掌

台 灣 美 國
事務委員會

一、協助我中央機關人員因公赴美過境及履新之簽證事宜。

二、代表我國政府簽署台美間協定或會議文件。

三、基於平等互惠原則，協助美國在台協會駐台官員禮遇及便利。

四、處理美國在台協會在台館（官）舍及人員等相關行政事務。

五、其他有關美國行政及領務事項。

外交部行政委託團體

單　 位 職　　　　　　　掌

臺 灣 日 本
關 係 協 會

一、關於維護我國旅日僑民之權益事項。

二、關於便利兩國人民之旅行往來事項。

三、關於與日本各界人士之聯繫事項。

四、關於對日經濟貿易及技術合作等有關事項。

五、關於對日之文化交流等有關事項。

六、其他有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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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外交人員之培訓

壹、前　言

外交工作攸關國家主權與人民權益，尤需培養全方位涉

外事務人才。為充實外交人力並提高人員專業知識與素養，

我國外交人員之培育與訓練主要由「外交部外交及國際事務

學院」（簡稱外交學院）辦理。

外交學院前身為「外交部外交領事人員訓練所」，成立

於58年1月，嗣於60年5月10日更名為「外交領事人員講習

所」（簡稱外講所）。成立初期，主要辦理新進外交領事人員

職前講習與語文訓練，經不斷提升培訓能量，除辦理職前講

習外，並增設外交部在職人員各項專業講習及各類外國語文

研習，另擴大辦理跨部會涉外事務專業講習及國內其他政府

機關派駐國外人員行前研習，更在全國各地舉辦全民外交研

習營，協助全國青年學子及專業人士開拓國際視野，期成為

全方位之涉外人才培訓機構。

外講所於101年9月1日配合政府組織改造，改制為外交

部「外交及國際事務學院」，依據組織法規定，外交學院掌

理新進外交領事人員、外交部在職人員及政府機關涉外人員

培訓講習，另負責與友邦及友好國家外交部外交學院、國內

外智庫及研究機構之合作交流，以及國際現勢與區域議題之

政策研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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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教育訓練

一、 新進人員職前教育講習

（一） 為培育新進人員正確工作態度及核心職能，本年1月
至7月辦理「第55期外交領事人員、第19期外交行政

人員及僑務委員會僑務人員專業講習班」，訓期分為

外交領事人員6個月、僑務人員4個月、外交行政人

員4個月，計41人參訓。

（二） 核心課程：課程大項包括外國語文密集訓練、政策撰

述、專業職能及核心特質。主要課程包括區域專題、

國家安全、國際參與、國際經貿與合作、國際新聞傳

播、兩岸關係及國會外交。

（三） 輔助課程：另為充實外交領事人員相關知識並加強對

外工作能力，規劃包括跨領域之輔助課程：人文藝

術、法治素養、人權法治、環境教育及性別主流化及

公務倫理跨領域課程；演練及實習訓練強化情境模擬

及實務操作；安排相關國家重要外賓演說，並與美國

在台協會華語學校及國際領袖青年訪團交流。

二、在職人員專業講習

（一） 新近調部同仁講習班：為提升參訓人員行政知能、瞭

解當今社會脈動，儘速適應並銜接國內環境，分別

於3月及9月各辦理一次專班，課程包含政府重要政

策、外交施政重點、趨勢議題及實務工作等。 

（二） 行政院所屬各機關儲備及外派駐外人員行前講習班：

為各機關駐外派人員安排駐外工作及生活所需具備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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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分別於5月及11月各辦理一次專班。主要內容包

括我國外交工作重點等重要國家政策，另以政策性訓

練課程為輔，並配合相關機關需求，將廉政、人權、性

平、人口販運、旅外醫學、居家及人身安全列入講習。

（三） 東南亞及南亞事務專班：為配合外派人員輪調作業，

分別於 5月及 11月各辦理一次專班。授課主軸以我

國「新南向政策」政策綱領所列行動準則為架構，規

劃有關東南亞及南亞主題課程，包含區域經濟整合進

程、政情最新發展以及農業合作等，針對專業領域進

行授課。

（四） 外派人員東南亞語文班及特殊語文訓練：為增進政府

各涉外事務機關人員之東南亞語文能力及外派人員之

駐地語文能力，分別於5月及11月分別辦理夜間「東

南亞語文班」。

（五） 在職人員外國語文班：為增強行政院所屬各機關涉外

事務人員及外交部人員外國語文能力，積極培訓國

家涉外事務人才，於8月至11月間辦理夜間外國語文 
課程。

（六） 駐外館長集體返國述職研習：本年因新冠肺炎

（COVID-19）疫情停辦。

（七） 中階主管班及中階主管培訓班：針對外交部科（組）

長及符合晉升科（組）長資格之人員，於9月辦理包

括我國重要外交政策、中階主管應有認知與角色、印

太戰略策略、急難救助及案例分享、危機管理、公眾

溝通、媒體應對及演練等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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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高階主管班及高階主管培訓班：為強化培養外交部高

階人員應具備之領導及管理知能，103年起配合「行

政院所屬機關及地方機關公務人力培訓推動方案」，

每年各辦理1梯次「高階主管班」及「高階主管培訓

班」，參訓人員分別為簡任以上單位正、副主管及資

深人員；本年於11月至12月辦理課程包括分享領導

統御經驗、重大緊急事件應變座談、公眾溝通、壓力

與領導力、國會關係、媒體模擬演練與以性別及人權

（含企業人權）議題擴大我國際參與等。

（九） 外交運作模擬推演：本年辦理跨部會中階官員對外戰

略研習班計33人參加，模擬在外交危機情境下，如

何強化應變處置能力。

（十） 辦理第54期外交領事人員及第18期外交行政人員回

流教育：本年課程於12月辦理，內容包含兩岸政策、

英語系列座談會、壓力管理及我國受國際歡迎之藝術

團體演說等。

三、其他專業講習

性別主流化課程：本年共辦理 16 次隨班及 6 次

專班課程，講授對象包括外交部與行政院各涉外機關

相關人員。

參、國際交流

一、國際青年外交官台灣研習營（International Symposium for 
Young Diplomats, ISYD）：因新冠肺炎疫情停辦。

二、友好國家外交人員華語文班（Mandarin Program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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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Diplomats, MPT）：計有教廷、聖露西亞、海地、越

南及捷克等 5 國計 5 名學員來我國學習華語文。

三、駐台官員暨眷屬華語文班（Mandarin Studies Program, 
MSP）：本年因疫情影響，改以線上辦理視訊課程共 2
期，每期 9 班次，計 219 人報名參訓。

四、太平洋島國青年領袖培訓計畫（Pacific Islands  Leadership 
Program with Taiwan, PILP）：外交學院與美國夏威夷智庫

「東西中心」於 101 年 12 月 13 日簽署瞭解備忘錄，自

102 年起共同辦理。本年因新冠肺炎疫情停辦，惟仍以

創意方式賡續推動，例如與「東西中心」合作製作網頁

之「學員簡介」及「播客」（podcast）資料，與歷屆學

員維持互動。

肆、政策研究

本年外交學院共辦理95場研討會、座談會、專題演講及

論壇等，其中包括與相關大學及智庫等合作辦理8場座談會。

研討主題包括國際情勢、外交政策研究及其他新興議題。

伍、公眾外交

一、 全民外交研習營：為提升國人對外交實務之認識，強化

全民外交之總體戰力，每年針對地方政府、企業界、非政

府組織等社會菁英人士或團體，以及大學與高中生等青

年學子，開辦不同主題之班別。本年因疫情影響，改以

實體或視訊雙軌方式進行，計 27 場次、2,327 人次參與。

二、 赴大專院校、縣市政府或其他機關宣講或參與非政府組

織活動，改以實體或視訊雙軌方式進行，計 50 場次、

4,643 人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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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蔡英文（前排中）、外交部部長吳釗燮（前排左 4）、公務人員保

障暨培訓委員會主任委員郝培芝（前排右 4）、外交部政務次長曾厚

仁（前排右3）、外交部政務次長兼外交學院院長田中光（前排左2）、
外交部主任秘書徐儷文（前排右2）、外交學院副院長高安（前排左1）
等與「第55期外交領事人員、第19期外交行政人員及僑務委員會僑務

人員專業講習班」結訓人員合影。（111.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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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資訊、電務及檔案管理

壹、前　言

外交部資訊及電務處執掌外交部及駐外館處資通安全、

電腦資訊、機密文書傳輸、保密通訊裝備維管及檔案管理與

外交史料彙編等業務。

貳、資訊管理

一、資訊安全與維護

（一） 資安國際交流：強化與美、日、歐等理念相近國家

之資安交流合作，如促成美國聯邦通訊傳播委員會

委員卡爾（Brendan CARR）於 11月 2日至 4日訪問我

國，交流數位韌性、網路安全及5G 網絡等議題，深

化台美資安領域之互動；卡爾為該委員會首位以官

方身分訪問我國的現任委員。

（二） 8月警戒專案：美國聯邦眾議院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於 8月 2日至 3日訪問我國，外交部網站

遭受大規模分散式阻斷攻擊（Distributed Denial of 
Service, DDos）。外交部於偵測大量異常連線後，立

即加強監控與即時導流，以加速復原「全球資訊網」

及「政府英文入口網」，確保均無資料遭竄改及外洩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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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完備資安基礎環境

（一） 降低外交部整體資安風險：落實資通安全管理法規

定，於8月完成資訊系統弱點通報機制（VANS），降

低外交部整體資安風險。

（二） 優化駐外館處網路安全：進行網路頻寬升級及逐步

汰換駐外館處網路設備，優化駐外館處同仁上網品

質及提升館處網路安全。

（三） 居家辦公環境整備：因應新冠肺炎疫情大量居家辦

公需求，於5月完成居家辦公同仁遠端連線辦公之安

全防護機制及作業流程，大幅降低居家隔離對業務

推動影響，並確保資訊安全。

（四） 個人公務電腦安全：完成外交部公務電腦之作業系

統與瀏覽器升級作業，降低駭客入侵風險。

參、資訊行政

一、 資安專職人員教育訓練：為符合資安規定，外交部定期

辦理資安專職人員資安專業及資通安全職能訓練，以維

持其專業證照及職能證書之有效性，進一步強化外交部

資安同仁專業技術，本年計送訓 14 人次。

二、 政府資料開放（OPEN DATA）：為配合推動政府資料開

放，外交部依據「政府資料開放諮詢小組設置要點」，

決議新增開放「全球免試申換駕照」、「外交年鑑清

單」、「我國與世界各國及國際組織間簽署條約協定一

覽表」、「我以其他身分參與之政府間國際組織及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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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參加國際會議、國際活動次數—地區別」等，

並將外交部擬開放資料集清單上架數位發展部「政府資

料開放平臺」。

肆、檔案管理

一、 檔案保管：外交部檔案庫房保管所屬單位已歸檔檔案共

31 萬 7,896 冊及條約約本 2,979 件。

二、 檔案移轉情形：經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審選徵集

為國家檔案並完成移轉計 860 案。

伍、 外交史料運用

一、 編印外交年鑑：外交部於 78 年首度編印「中華民國 77
年外交年鑑」，嗣按年續編，最新出版之「中華民國

110 年外交年鑑」已上載外交部全球資訊網「政府資訊

公開 / 出版品 / 外交年鑑」專區。

二、 數位化條約協定並建置上網：外交部委託國立故宮博物

院於 106 年及 109 年分別完成 174 件前清條約及 696 件

民國元年至民國 64 年間條約協定之數位掃描，本年故

宮於官網設置「中華民國外交部保存之前清及民國時期

條約協定檢索系統」，可於該檢索系統查詢前述條約數

位影像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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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總務工作

壹、前　言

外交部秘書處掌理業務包括：一、外交部文書之總收

發、印信典守及外交郵袋事項；二、外交部經費之出納與保

管；三、外交部及駐外機構財產採購、維護與管理等。

貳、年度工作概況

一、外交部文書之總收發、印信典守及外交郵袋作業。

（一） 總收文共6萬6,308件，總發文4萬8,107件。

（二） 管理外交部及 14個駐外大使館共 15顆銅質特級印

（含職章）、外交部領事事務局、外交部外交及國際

事務學院及 2個駐外總領事館共 4顆簡級印（含職

章）、台灣美國事務委員會特級關防（含職章），並

負責駐外各館處公務館章之製（換、補）發、繳銷

業務。

（三） 外交部於 5月 17日啟用新版郵務系統，有助於公務

郵件及郵袋傳遞情形之即時掌握，提升處理時效。

二、經費之出納與保管

（一） 3月 2日辦理外交部對往來金融機構帳戶設立及運用

情形查核，查核結果與規定相符。

（二） 7月規劃「薪資管理系統再造委外服務案」，於11月
29日與廠商簽約，12月進行功能需求訪談、時程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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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等作業，全案預計於113年 5月正式上線使用，以

簡化薪資作業，達資源共享之效。

（三） 12月 5日辦理外交部出納查核小組不定期查核，查

核結果帳物相符，相關帳簿設立情形及安全措施等

項目，均未發現疏失。

三、外交部及駐外機構財產採購、維護與管理

（一） 節能減碳及環境保護執行成效

1. 節能用電：辦理外交部辦公大樓前、後棟變電站設

備規劃設計暨監造勞務採購、外交部辦公大樓後棟

變電站設備汰換採購案之招標作業及簽約，並逐年

汰換辦公大樓老舊小型送風機，符合行政院相關節

能規定，並提供同仁舒適工作環境。

2. 省水措施：充分利用雨水回收系統及逆滲透飲水機

回收水，並加強巡檢外交部各用水設施，確實控管

用水情形。

3. 管控油料：力行公務派車共乘、怠速熄火、汰換老

舊大排氣量公務車，以及啟用新系統管理公務車出

勤等措施。

4. 綠色採購：推行優先採購對環境衝擊較少之產品，

以鼓勵綠色產品之生產，增進環境保護效益，本年

綠色採購達成率81.2 %。

（二） 採購作業

1. 執行外交部工程施工查核小組業務，不預先通知查

核2件工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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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年計辦理4場採購法教育訓練講習，參與計170
人次，協助外交部同仁建立採購概念及業務運用。

3. 辦理逾10萬元採購案件之招標、開標、決標、契

約簽訂等採購案計300件；辦理10萬元以下小額採

購之購置及核銷逾3,800件；採購贈送訪問我國外

賓及首長出訪禮品逾800件；協助外館採購公務禮

品及物品逾1,100件。

4. 辦理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

廠生產物品及服務，達成率 37.15%，超過法定比 
率5%。

（三）同仁及外賓平安保險及公務機票業務作業

1. 為提供外交部同仁出差及邀訪外賓參訪各項保

險，本年計辦理因公赴國外出差人員綜合保險700
人次，外賓團體旅行平安保險80團400人次。

2. 為辦理本年度外交部公務國際機票採購案，核發

1,459張公務國際機票，並選定5家簽約旅行社。

（四）外交部總務作業

1. 協辦外交部及臺北賓館宴會、安排會議及集會場

地。

2. 為永續管理維護臺北賓館並兼顧國定古蹟再利

用、推廣相關外交史實及古蹟維護觀念，招募73
位服務志工，擔任賓館導覽及開放參觀秩序維持。

辦理26場次臺北賓館開放參觀活動，參觀人數計

19,14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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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規劃整併經管宿舍之使用，漸進改善宿舍閒置

率，以提升國有不動產之運用效能。

4. 強化天母使館專用區服務品質及維護管理。

5. 辦理外交部辦公大樓、各級宿舍、臺北賓館及天母

使館專用區全年度維護管理、財物、勞務採購案及

聯誼室等合作廠商續約。

6. 完成外交部辦公大樓、外交部領事事務局、外交及

國際事務學院、部次長職務宿舍及同仁職務輪調宿

舍、臺北賓館、天母使館專用區火險暨地震險及

公共意外保險，以及外交部藝術品綜合保險之投

保，以及執行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等工作。

7. 舉辦消防講習及滅火器實地操作，並辦理年度防護

團講習演練及消防安全檢查。

8. 「致遠新村活化再利用中長程個案計畫」施工廠商

於1月17日申報開工，並陸續完成舊有建築物拆除

與清運、排樁施作及開挖等工項，後續將持續進行

結構、裝修、機電、景觀等工程。

9. 委請社團法人新北市結構工程技師公會辦理外交部

辦公大樓耐震力詳評，並於110年年底完成本部後

棟、中棟、左棟、右棟（中、左、右三棟合稱前棟）

詳評結果報告書，建議須進行耐震力補強工程及合

適工法。外交部將逐年編列辦公大樓後棟耐震能力

補強工程經費，以利後續辦理。

（五）駐外館處總務工作

1. 為維護駐外館處形象及確保公務車使用安全，依據 
「駐外機構公務車輛換購及管理要點」及行政院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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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之「共同性費用編列基準表」等相關規定，計汰

換27輛駐外館處老舊公務車。

2. 為強化駐外館處自有館（宿）舍維護修繕之需求，

計補助30個館處76項所需修繕經費。

3. 為節省駐外館處館舍租金支出，持續推動館舍購置

計畫，以提升館舍自有率，本年執行成果如下：

(1) 駐澳大利亞代表處館舍購置案：本案因受疫情

及相關因素影響，業陳報行政院同意修正計畫

期程。駐處持續密切注意當地市場趨勢，將視

有利時機辦理標的物鑑價作業。

(2) 駐洛杉磯辦事處館舍購置案：駐處辦理新館舍

裝修工程招標採購及評選作業，因受疫情及相

關因素影響，致駐處須提報修正計畫，由本部

陳報行政院修正計畫時程，並重新辦理裝修工

程招標。

(3) 駐舊金山辦事處館舍購置案：駐處自本年開始

推動，已依計畫時程陸續完成公開徵求房地

產物件、實地勘查、評選、鑑價、結構安全鑑

定、與賣方議價及簽署買賣契約等作業，順利

達成購入新館舍目標。

（六）公務車及禮車管理作業

本年度在行政院核定外交部國內公務車配置數

內，計汰換 7 輛車齡老舊及車況不佳之公務車，另配

合訪賓接待用車需求，重新辦理禮車租賃招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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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主計業務

壹、前　言

外交部主計處掌理外交部歲入歲出概（預）算、經費核

撥與憑證審核、會計帳務、決算及公務統計等業務。

貳、111 年預算編列及執行結果

外交部依據行政院本年度施政方針，並針對當前經濟社

會情勢變化及未來發展需要，編定本年度施政計畫及主管預

算，歲出預算數編列300億7,209萬元（其中公開預算287億
7,798萬6千元、機密預算12億9,410萬4千元），較110年度

增加8億9,745萬5千元，主要係增列購建駐外機構館官舍計畫

等經費。執行結果，實現數173億5,785萬2,740元，應付保留

數90億5,701萬2,104元，合計決算數264億1,486萬4,844元。

單位：新臺幣元

單 位 名 稱
預 算 數

A

決　　　　算　　　　數

實 現 數

B

應付保留數

C

小 計
D=B+C

外交部主管 30,072,090,000 17,357,852,740 9,057,012,104 26,414,864,844 

外　交　部 28,893,770,000 16,388,206,695 8,877,961,466 25,266,168,161 

領事事務局 1,094,431,000 898,052,979 172,667,038 1,070,720,017 

外交及國際事務學院 83,889,000 71,593,066 6,383,600 77,976,666 

謹註： 本表所列決算數經審計部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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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外交統計業務

為增進國人對外交事務之瞭解，外交部每年定期出版「外

交統計年報」，以統計數據方式，呈現我國外交行政、外交工

作及對外關係現況。本年外交統計年報內容分為組織系統、外

交人員考選及培訓、國際關係、國際合作、領事事務、外國及

政府組織駐台機構、新聞文化、研究設計及發展工作八項主要

業務辦理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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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中華民國 111年外交大事日誌

中華民國111年 外交大事日誌
111.1.5

 ○ 外交部政務次長曾厚仁視訊出席駐立陶宛代表黃鈞耀主

持之立陶宛媒體記者會，宣布我國設立2億美元之中東

歐投資基金，以增進我國與中東歐經貿連結。

111.1.7
 ○  外交部部長吳釗燮接受德國「第二電視台」（ZDF）視訊

專訪。

111.1.9
 ○ 駐科威特代表譚國定接受科威特國家電視 2台「Good 
Morning Kuwait」直播節目專訪，介紹我國國情、高科技

產業發展及醫療觀光等現況。

111.1.10
 ○「釜山廣域市議員台灣親善協會」成立，駐釜山處長林晨

富應邀出席成立大會。

 ○  行政院政務委員鄧振中與加拿大國際貿易部部長伍鳳儀

（Mary NG）進行雙邊視訊會議，宣布即時啟動「台加投

資貿易及雙邊協議」（FIPA）探索性討論。

111.1.11
 ○ 國家發展委員會主委龔明鑫與立陶宛經濟及創新部部長

奧茉娜（Aušrinė ARMONAITĖ）舉行共同記者會，宣布我

國設立10億美元之中東歐融資基金，加強我國與中東歐

國家之供應鏈連結。



中華民國 111年外交年鑑

- 466 -

 ○ 前副總統陳建仁應邀參加智利「公評空間」（Espacio 
Público）主辦之研討會，分享台灣模式防疫經驗。

 ○ 駐瓜地馬拉大使鄭力城與瓜國國會議長羅德里格斯（Allan 
RODRÍGUEZ）共同出席我國捐贈之拉勒沙巴（Larrazábal）
之家會議廳視訊設備啟用儀式。

111.1.12
 ○ 駐貝里斯大使錢冠州與貝里斯市市長瓦格納（Bernard 
WAGNER）共同出席高雄市政府捐贈貝里斯市學校筆記

型電腦儀式。

 ○ 駐海地大使古文劍應邀出席海地總理昂利（Ariel HENRY）
主持之海地2010年大地震紀念儀式，並代表外交團獻花。

111.1.13
 ○  外交部部長吳釗燮接受法國「法國24小時電視台」（France 
24）新聞節目「專訪」（l＇Entretien）視訊專訪。

 ○ 國家圖書館與英國大英圖書館視訊簽署合作備忘錄，

駐英國代表謝武樵與英國在台辦事處代表鄧元翰（John 
DENNIS）視訊見證簽署儀式。

 ○ 駐貝里斯大使錢冠州代表我國捐贈防疫物資，由貝里

斯衛福部中區醫療機構代理總督導迪亞斯穆薩（Melissa 
DIAZ-MUSA）代表接受。

111.1.14
 ○ 駐瓜地馬拉大使鄭力城應邀參加瓜國總統賈麥岱

（Alejandro GIAMMATTEI）發表2021年施政報告演說，兩

度針對我國協助瓜國抗疫及援助瓜國公衛發展表示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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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18
 ○ 駐西班牙代表劉德立應邀於皇家馬德里俱樂部以「21世
紀之台灣―現勢與挑戰」發表專題演講。

 ○ 駐貝里斯大使錢冠州代表我國捐贈防疫物資予貝里斯卡

爾休斯納紀念醫院。

111.1.20
 ○  吐瓦魯衛生部部長田和沛（Isaia TAAPE）於「世界衛生

組織」（WHO）第150屆「執行委員會」（EB）會前致函

WHO 幹事長譚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
支持我國參與 WHO 及「世界衛生大會」（WHA）。

 ○ 駐葡萄牙代表張俊菲出席駐處與「葡萄牙富蘭克林學會」

合辦之「台灣地緣戰略重要性」研討會並發表演說。

 ○ 駐海地大使古文劍與「糧食濟貧組織」海地執行主任波

瓦爾（Ogé BEAUVOIR）總主教簽署本年度援米捐贈協 
議書。

111.1.21
 ○ 駐貝里斯大使錢冠州應邀出席貝里斯國防軍建軍44周年

暨新舊任司令交接典禮。

111.1.26
 ○ 總統蔡英文致函教宗方濟各（Pope Francis）響應「2022
年世界和平日文告」（World Day of Peace Message）。

 ○ 駐西班牙代表劉德立接受西國《世界報》專訪，說明中

國加劇威脅台灣兩岸局勢，呼籲國際共同合作遏止中國

霸權擴張等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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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駐貝里斯大使錢冠州應貝里斯藍色經濟部部長佩雷斯

（André PEREZ）等政要邀請，赴考克島參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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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訓課程結業典禮。

 ○ 駐瓜地馬拉大使鄭力城應瓜國交通部邀請赴瓜斯塔托亞

市與瓜國總統賈麥岱（Alejandro GIAMMATTEI）共同主持

CA-9公路第三階段拓寬工程完工贈交儀式。

111.1.27
 ○ 駐史瓦帝尼王國大使梁洪昇與史國外交暨國際合作部部長

札杜莉（Thuli DLADLA）簽署《中華民國（臺灣）政府

與史瓦帝尼王國政府有關重建基金瞭解備忘錄》。

 ○ 駐史瓦帝尼王國大使梁洪昇出席駐史國技術團「孕產婦

及嬰兒保健功能提升計畫」之醫療器材捐贈儀式。

 ○  副總統賴清德率團出訪參加宏都拉斯新任總統卡蕬

楚（Xiomara CASTRO）就職典禮，與美國副總統賀錦麗

（Kamala HARRIS）於場邊自然互動。

 ○  駐芝加哥處長姜森與芝加哥大學執行副校長鮑布羅（Juan 
DE PABLO）共同見證教育部與芝加哥大學簽署「台灣―

芝加哥大學獎學金」合作協議。

111.1.28
 ○  外交部部長吳釗燮接受澳洲《雪梨晨鋒報》（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視訊專訪。

 ○ 駐吐瓦魯大使林東亨代表捐贈「吐國公民註冊計畫」及

「吐國廣播公司備用發電機房興建計畫」第一階段援款，

由吐國外交部部長柯飛（Simon KOFE） 代表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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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副總統賴清德出訪宏都拉斯，返程過境舊金山停留乙

晚，並與美國聯邦眾議院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等

政要進行視訊會談。

111.1.30
 ○ 駐索馬利蘭代表羅震華與索國衛生發展部部長阿哈默

（Hassan Mohamed ALI）在索京國際機場舉辦我國國產高端

疫苗捐贈及移交索國儀式。

111.2.1
 ○ 駐巴拉圭大使韓志正代表我國政府出席「San Blas 區
600戶平民住宅計畫」及「三叉路口地下道工程」合

作款捐交典禮，與巴國公共工程及交通部部長文恩斯

（Arnoldo WIENS）、都市規劃及住宅部部長裴雷拉（Carlos 
PEREIRA）及外交部部長阿瑟維多（Euclides ACEVEDO）
共同簽署捐交議事錄。

111.2.2
 ○ 駐土耳其代表處與非政府組織土耳其紅新月會簽署「安卡

拉弱勢及難民婦女之社會經濟培力計畫」合作協議。

111.2.6
 ○ 駐索馬利蘭代表羅震華捐贈國產高端疫苗作業費用50萬
美元，由索國衛生發展部部長阿哈默（Hassan Mohamed 
ALI）及財政發展部副部長艾羅達（Rhoda Jama ELMI）代

表接受。

111.2.8
 ○ 索馬利蘭外交暨國際合作部部長瑞格薩（Essa Kayd 
MOHAMOUD）、財政發展部部長希瑞（Saad Ali SH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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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暨國家發展部部長阿卜都拉（Omar Ali ABDILAHI）及

牲畜暨漁業發展部部長穆合德（Saeed Sulub MOHAMED） 
一行訪問我國6天。

 ○ 駐巴拉圭大使韓志正代表我國出席「台巴雙邊合作計畫

―巴國反毒部毒品鑑識室」計畫案第2期款捐贈儀式。

111.2.10
 ○ 英國國會「中國研究小組」共同主席下議員柯恩詩（Alicia 
KEARNS）及「台英國會小組」共同主席下議員史都華

（Bob STEWART）以「英國―台灣的友誼及合作」為題，

在國會下議院進行政策辯論。

111.2.11
 ○  外交部部長吳釗燮接受印度「CNN News18」視訊專訪。

 ○ 駐奈及利亞代表劉翼平就強化台奈雙邊經貿規劃接受奈

國《前鋒報》、《衛報》、《獨立日報》與「奈國聯邦廣

播公司」記者採訪。

111.2.14
 ○ 駐韓國代表唐殿文與駐台北韓國代表部代表鄭炳元分別

於111年2月14日及17日完成異地簽署「臺韓國際駕照

相互承認瞭解備忘錄」。

111.2.15
 ○ 駐馬紹爾群島大使蕭勝中代表我國援助興建多功能球

場，馬國總統柯布亞（David KABUA）、衛生部部長 Bruce 
BILIMON 出席球場啟用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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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17
 ○ 駐印度代表葛葆萱率南印度台商代表團會晤印度卡納塔

卡州州長龐美（Basavaraj BOMMAI），並與卡州中大型工

業廳廳長 Murugesh NIRANIS 共同出席台卡州經貿合作圓

桌會議。

 ○ 國立中山大學晶體研究中心與立陶宛物理科學暨科技中

心（FTMC）共同成立台立半導體暨材料科學中心，駐

立陶宛代表黃鈞耀及立陶宛經濟及創新部次長尤嘉狄

（Vincas JURGUTIS）共同出席開幕儀式。

 ○ 外交部部長吳釗燮接受英國獨立電視新聞台「ITV 新聞」

視訊專訪，說明中國對台威脅及我國捍衛民主之決心。

 ○ 駐貝里斯大使錢冠州代表我國捐贈防疫口罩，由貝里斯

教育部部長馮賽卡（Francis FONSECA）代表接受。

111.2.20
 ○ 駐土耳其代表黃志揚赴卡赫拉曼馬拉什省參與我國捐贈3
萬株土耳其松之植樹儀式，總植樹面積達20公頃並命名

為「臺灣友誼森林」。

111.2.21
 ○ 駐索馬利蘭代表羅震華與索國副總統兼索馬利蘭「全

國旱情委員會」主席賽利希（Abdirahman Abdillahi Ismail 
SAYLICI）共同主持我國捐贈抗旱專款50萬美元儀式。

111.2.23
 ○  外交部部長吳釗燮接受法國「法德公共電視台」（ARTE）
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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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外交部部長吳釗燮接受美國「馬侃研究所」傑出研究員、

前美國國防部部長艾斯培（Mark ESPER）視訊專訪。

 ○  駐關島處長陳盈連及關島總督古蕾露（Lourdes A. LEON 
GUERRERO）出席臺中市及關島簽署姊妹城市簽署典禮。

111.2.24
 ○ 駐吐瓦魯大使林東亨代表「幫幫忙基金會」捐贈吐瓦魯政

府電腦，由吐國總理拿塔諾（Kausea NATANO）代表收受。

111.2.25
 ○ 我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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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駐巴拉圭大使韓志正應邀出席巴國總統阿布鐸（Mario 
ABDO BENÍTEZ）主持之巴拉圭兩洋公路第一階段啟用典

禮，巴國公共工程及交通部部長文恩斯（Arnoldo WIENS）
等出席。

111.2.27
 ○ 駐愛爾蘭代表楊子葆與愛爾蘭參議員霍肯（Gerry 
HORKAN） 及 都 柏 林 市 市 議 員 弗 拉 納 根（Declan 
FLANAGAN）出席愛爾蘭第一所「台灣華語文中心」揭

牌儀式。

 ○ 駐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大使林昭宏與克國社會發展及

性別事務部部長漢米爾頓（Eugene HAMILTON）共同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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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飲創業訓練班結訓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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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28
 ○ 駐秘魯代表張幼慈就台灣經濟成功發展關鍵接受秘魯

「成功新聞台」（Noticias Exitosa）晨間新聞現場節目專訪。

111.3.1
 ○ 駐吐瓦魯大使林東亨與吐瓦魯衛生部部長田和沛（Isaia 
TAAPE） 共同主持我國防疫物資撥交典禮。

 ○  美國總統拜登指派前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穆倫（Michael 
Glenn MULLEN）率領跨黨派資深代表團搭乘行政專機訪

問我國2天。

 ○  「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GCTF）首次在印度舉辦「數位

醫療協作」國際工作坊。

 ○ 駐智利代表劉聿綺代表我國頒授「睦誼外交獎章」予

智利國會友台小組主席希梅內斯（Tucapel JIMÉNEZ 
FUENTES）眾議員，表彰其長期推動兩國深化友好關係。

 ○ 駐貝里斯大使錢冠州應貝國政府之邀出席第33屆「加勒

比海共同體」元首峰會開幕式。

111.3.2
 ○  美國前國務卿龐培歐（Mike POMPEO）訪問我國4天。

 ○  台美以視訊方式舉行「台美教育倡議」第2次高層對話，

我國由國家安全會議副秘書長徐斯儉、外交部政務次長

曾厚仁擔任主談，美方由國務院亞太助卿康達（Daniel 
KRITENBRINK）及教育部幕僚長倪克思（Sheila NIX）代

表主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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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國泰綜合醫院捐贈醫療資訊硬體予巴國，由駐巴拉圭大

使韓志正赴巴國衛福部見證國泰綜合醫院院長李發焜與

巴國衛福部部長波爾巴（Julio BORBA）以視訊簽署捐贈

議事錄。

111.3.3
 ○ 英國國會上議院前議長德蘇莎女爵（Baroness D＇SOUZA）
領銜以「支持台灣民主」為題進行國會質詢，獲英國外

交部副部長葉恂米勛爵（Lord Ahmad of Wimbledon）代表

英國政府回應重申對台灣的支持。

 ○ 駐貝里斯大使錢冠州應邀出席第4屆「加勒比海共同體」

與「中美洲統合體」聯合高峰會開幕式。

111.3.5
 ○ 駐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大使林昭宏與克國環境部部長

伊弗林（Eric EVELYN）共同主持「固體廢棄物處理及循

環利用計畫」啟動會議。

111.3.7
 ○ 駐吐瓦魯大使林東亨代表我國捐贈上半年援吐財政援助

款，由吐國財政部部長潘恩紐（Seve PAENIU）代表接受。

 ○ 駐聖文森及格瑞那丁大使藍夏禮代表我國贈交1萬劑阿

斯特捷利康疫苗予聖國，由衛生部部長普林斯（St. Clair 
PRINCE）代表接受，此係我國首次捐贈聖國疫苗。

111.3.8
 ○ 外交部於臺北賓館舉辦「女力之夜」活動，總統蔡英文

應邀致詞，外交部部長吳釗燮、駐台使節團團長哈菁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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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smine HUGGINS）、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孫

曉雅（Sandra OUDKIRK）及澳洲駐台代表露珍怡（Jenny 
BLOOMFIELD）等出席。

 ○ 貝里斯總理布里仙紐（John BRICEÑO）伉儷率團訪問我

國5天。

 ○ 駐巴布亞紐幾內亞代表廖文哲代表財團法人普賢教育基

金會及財團法人曹仲植基金會捐贈巴紐衛生部輪椅及枴

杖物資，由巴紐衛生部部長黃傑塔（Jelta WONG）代表 
接受。

 ○ 駐聖文森國大使藍夏禮與聖國財政部部長龔沙福（Camillo 
GONSALVES）及社會暨性別事務部部長布魯斯特（Orando 
BREWSTER）在駐館舉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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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菁英競賽頒獎

典禮，聖國外交部國務部長彼德絲（Keisal PETERS）線

上參與。

111.3.9
 ○ 貝里斯總理布里仙紐（John BRICEÑO）伉儷一行接受我

國政府軍禮歡迎，總統蔡英文並頒贈布里仙紐總理「特

種大綬卿雲勳章」。

111.3.10
 ○  外交部部長吳釗燮接受捷克《經濟報》（Hospodarske 
noviny）視訊專訪。

 ○ 駐瓜地馬拉大使鄭力城與瓜國參謀總長卡南薩（Walfre 
Omar CARRANZA ESPAÑA）於駐瓜地馬拉大使館共同主

持111年國防部獎學金受獎生授證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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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11
 ○ 副總統賴清德出席貝里斯總理布里仙紐（John BRICEÑO）
接受崑山科技大學頒授名譽博士學位典禮。

111.3.15
 ○ 外交部舉辦線上「氣候正義領袖論壇」，馬紹爾群島教育

部部長柯布雅（Kitlang KABUA）、英國國會議員暨綠黨前

任黨魁班奈特（Natalie Louise BENNETT）女爵及美國波士

頓市市長吳弭（Michelle WU）等人線上參與。

111.3.17
 ○  外交部部長吳釗燮接受澳洲「天空新聞台」（Sky News 
Australia）視訊專訪。

111.3.18
 ○ 馬紹爾群島國會一致通過第64號決議案，支持我國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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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聯合國氣候變遷

綱要公約（UNFCCC）等國際組織及活動。

 ○ 駐巴拉圭大使韓志正與巴國婦女部部長萊斯卡諾（Celina 
LEZCANO）及觀光部部長蒙媞耶（Sofía MONTIEL de 
Afara）共同主持「110年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友邦青年技

職訓練―婦女賦權計畫」巴國完訓學員證書授證典禮。

111.3.21
 ○ 馬紹爾群島總統柯布亞（David KABUA）伉儷國是訪問我

國5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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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22
 ○ 總統蔡英文在「日華議員懇談會」年度總會與「日華懇」

顧問安倍晉三（ABE Shinzo）前首相舉行視訊對談。另駐

日本代表謝長廷出席該會議，會長古屋圭司（FURUYA 
Keiji）眾議員提交「日華懇」年度有關該會支持我國參

與國際組織基本方針決議文予謝代表。

 ○ 駐斯洛伐克代表李南陽代表我國捐贈物資及善款予「烏

克蘭—斯洛伐克倡議」，由主席維碧斯卡（Lúdmila 
VERBICKÁ）代表接受。

 ○ 駐奧地利代表張小月出席我國贊助歐洲復興開發銀行

「克羅埃西亞札格雷布證券交易所集團策略擴張計畫」成

果發表活動。

 ○  駐紐約處長李光章於美國賓夕凡尼亞州首府哈里斯堡會

晤賓州州長沃爾夫（Tom WOLF），就賓州恢復在台設處

及深化雙邊合作等節交換意見。

 ○  台灣、美國、日本、澳洲及斯洛伐克共同舉辦 GCTF「數

位犯罪防制」線上國際研習營。

 ○ 駐巴拉圭大使韓志正與巴國工商部次長葛多伊（Issac 
GODOY）共同主持婦女賦權計畫第2梯次企業輔導基金

招募活動。

111.3.23
 ○  我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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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意向書。

 ○  外交部部長吳釗燮接受加拿大《環球郵報》專訪，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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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面對中國威脅有自我防衛決心，盼加國續予支持並

深化台加關係。

 ○  駐美國代表蕭美琴偕駐休士頓處長羅復文赴德州首府會

晤德州州長亞伯特（Greg ABBOTT），亞伯特州長會後在

推特推文稱「德州將與台灣人民站在一起」。

111.3.24
 ○  駐美國代表蕭美琴大使見證教育部與阿拉巴馬州高等教

育委員會及教育廳簽署教育合作備忘錄。

 ○ 駐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大使林昭宏與克國教育部部長

包威爾（Jonel POWELL）共同主持育才獎學金頒獎典禮。

111.03.25
 ○ 駐聖文森國大使藍夏禮與聖國副總理兼工程部部長丹尼

爾（Montgomery DANIEL）共同主持我國協助聖國清理災

區河床火山灰工程之啟動儀式。

111.3.27
 ○ 外交部部長吳釗燮接受希臘《焦點報》專欄作家易理安

（Ilias ILIOPOULOS）書面專訪，深入闡述中國對台灣的威

脅、兩岸情勢、我國自由民主現況、台灣與歐洲以及與

美國的關係等。

111.3.28
 ○  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會長威爾森（Damon WILSON）
率團訪問我國4天。

 ○ 駐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大使林昭宏與克國社會發展及

性別事務部部長漢米爾頓（Eugene HAMILTON）共同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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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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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妝創業訓練班結訓典禮。

 ○ 巴拉圭工商部部長賈斯迪優尼（Luis Alberto CASTIGLIONI）
率團訪問我國5天。

 ○ 巴拉圭資通訊科技部部長薩基業（Fernando SAGUIER）來

我國參加智慧城市展。

111.3.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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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3.30
 ○  駐關島辦事處促成我國捷格科技捐贈智慧醫療平台協助

關島紀念醫院對抗新冠肺炎疫情，駐關島處長陳盈連、

關島總督古蕾露（Lourdes A. LEON GUERRERO）及關島紀

念醫院院長波薩達絲（Lillian Perez POSADAS）等人出席

線上捐贈典禮。

 ○  駐休士頓處長羅復文拜會密西西比州州長李維茲（Tate 
REEVES），並邀集20餘位州參眾議員成立跨黨派「密西

西比州友台連線」。

 ○  美國聯邦眾議院 200位議員聯名致函美國商務部部長

雷蒙多（Gina RAIMONDO）及貿易代表戴琪（Katherine 
TAI），支持台灣參與「印太經濟架構」。

 ○ 駐聖文森國大使藍夏禮與聖國財政部部長龔沙福（Camillo 
GONSALVES）共同出席我國與「東加勒比海中央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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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訊簽約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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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國際透明組織秘魯籍前主席烏佳士（José UGAZ）訪台出

席「聯合國反貪腐公約第二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會議」。

 ○ 駐瓜地馬拉大使鄭力城與瓜國衛生部部長戈馬（Francisco 
COMA）共同主持我駐瓜地馬拉投貿團「孕產婦與新生兒

保健功能計畫」第一期計畫成果發表會。

111.3.31
 ○ 外交部部長吳釗燮接受英國《週日泰晤士報》視訊專訪，

說明台英關係、我國國際參與、我國對烏克蘭援助及中

國威脅等議題。

 ○  加拿大聯邦保守黨參議員吳藍海（Thanh Hai NGO）等20位 
參議員聯名致函加拿大外交部部長賈諾（Marc GARNEAU）， 
籲請加拿大政府協助我國參與 WHO 及 ICAO，並支持我

國加入 CPTPP，以及推動與我國簽訂 FIPA。

 ○  台美於美國華府舉行「台美國際組織議題雙邊工作階層

會議」，我國由外交部主任秘書徐儷文擔任主談，美方

由國務院國際組織局助卿希頌（Michele SISON）偕亞太

局 APEC 資深官員莫瑞（Matt MURRAY）等官員與會。

111.4.5
 ○  我國受邀加入加拿大政府發起之「更安全天空諮詢委員

會」（SSCC）為觀察員。

 ○ 駐貝里斯大使錢冠州與貝國「公共事業、後勤暨電子化

政府部」國務部長厄舍（Gilroy USHER）前往貝里斯市南

區慰問遭受火災侵襲之受災戶。

 ○ 駐聖文森國大使藍夏禮與聖國衛生部部長普林斯（St. 
Clair PRINCE）共同出席「聖文森國公衛醫療緊急應變體

系強化計畫」記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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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4.6
 ○ 駐瑞士代表黃偉峰應「瑞士網絡安全日」主席兼瑞士聯

邦國會下議員費亞拉（Doris FIALA）及總監昆茲（Béat 
KUNZ）聯合邀請參加其年會活動。

 ○ 駐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大使林昭宏捐贈消防車經費予

克國，由總理哈里斯（Timothy HARRIS）代表接受。

111.4.7
 ○ 駐斐濟代表周進發代表我國捐贈斐濟太陽能冷凍櫃援

款，由漁業部部長 Semi KOROILAVASAU 代表接受。

 ○ 駐瓜地馬拉大使鄭力城與瓜國經濟部部長羅薩雷斯（Janio 
ROSALES）共同主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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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動儀式並簽署計畫行

動方案。

111.4.11
 ○ 駐貝里斯大使錢冠州與貝里斯衛福部部長伯納德（Kevin 
BERNARD）共同主持「財團法人普賢教育基金會」、「財

團法人曹仲植基金會」及旅美慈善團體「幫幫忙基金會」

提供之醫療物資贈交典禮。

111.4.12
 ○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署長張子敬擔任總統特使，由外交部

政務次長田中光陪同於4月12日至16日率團赴帛琉出席

第7屆「我們的海洋大會」（Our Ocean Conference, OOC）。

111.4.13
 ○ 駐貝里斯大使錢冠州贈交旅美慈善團體「幫幫忙基金會」

提供之電腦設備及防疫物資予貝里斯，由副總理兼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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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暨油礦部部長海德（Cordel HYDE）及教育、文化、

科學暨科技部部馮賽卡（Francis FONSECA）代表接受。

111.4.14
 ○  美國聯邦參議員葛瑞姆（Lindsey GRAHAM）、孟南德茲

（Robert MENENDEZ）、 波 爾（Richard BURR）、 波 特 曼

（Robert PORTMAN）、賽斯（Ben SASSE）及聯邦眾議員傑

克森（Ronny JACKSON）一行訪問我國2天。

 ○ 駐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大使林昭宏見證台商光駿營造

公司與克國社會發展及性別事務部部長漢米爾頓（Eugene 
HAMILTON）簽訂整建「New Road 兒童遊樂公園」合約。

 ○ 駐海地大使古文劍與海國財經部部長薄派克（Michel 
Patrick BOISVERT）共同主持814地震災後重建計畫援款

典禮、簽署合作協議書，並捐贈50萬美元及10萬美元之醫療

物資。

111.4.18
 ○  駐紐約辦事處、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美國賓夕凡尼亞州

經濟發展廳聯合舉辦「台灣―賓州經貿與科技合作線

上論壇」，駐紐約處長李光章、賓州州長沃爾夫（Tom 
WOLF）及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局長江文若開場致詞。

111.4.20
 ○  駐芝加哥辦事處與俄亥俄州經濟發展廳、俄州總商會合

作辦理「美國中西部台美商業論壇」，駐美國代表蕭美

琴、俄州副州長賀斯德（Jon HUSTED）及聯邦眾議院「國

會台灣連線」共同主席夏波（Steve CHABOT）眾議員出席。

 ○  駐美國代表蕭美琴、美國「國會台灣連線」共同主席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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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眾議員及駐芝加哥處長姜森見證俄亥俄州州議會成立

跨黨派「友台連線」。

 ○ 駐貝里斯大使錢冠州代表旅美慈善團體「幫幫忙基金會」

捐贈防疫物資予貝國，由文官憲改暨宗教事務部部長厄

舍（Henry USHER）代表接受。

 ○ 駐海地大使古文劍與海地青年、體育暨公民行動部部長

李瓦蕾（Raymonde RIVAL）共同主持「2022學年體育活

動計畫」公開捐贈典禮。

111.4.21
 ○  我國與美國、加拿大、日本、韓國、新加坡、菲律賓共

同發布「全球跨境隱私規則宣言」，成立「全球跨境隱私

規則論壇」（Global CBPR Forum），並成為創始會員國。

 ○ 駐葡萄牙代表處協辦參與葡萄牙智庫「拉美暨加勒比海促

進學會」第2屆馬夫拉和平外交戰略對話，「國防安全研

究院」執行長林成蔚線上說明台海和平之重要性。

111.4.22
 ○  外交部部長吳釗燮就烏俄戰爭、理念相近國家對台灣的

支持、以及台灣為國際社會守護民主等議題接受美國

「有線電視新聞網」（CNN）視訊專訪。

 ○ 駐貝里斯大使錢冠州代表旅美慈善團體「幫幫忙基金會」

捐贈防疫物資予貝國，由貝里斯觀光暨僑務部部長馬勒

（Anthony MAHLER）代表接受。

111.4.25
 ○ 駐貝里斯大使錢冠州代表旅美慈善團體「幫幫忙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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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捐贈防疫物資予貝國，由衛福部部長伯納德（Kevin 
BERNARD）代表接受。

111.4.26
 ○ 行政院政務委員唐鳳、中華民國常駐世界貿易組織代表團

大使羅昌發及駐日內瓦處長蘇瑩君出席駐日內瓦辦事處與

瑞士「日內瓦大學全球衛生研究所」合辦之全球公衛線上

研討會。

 ○ 斯洛伐克國會外交及衛生2委員會通過支持我國參與本年

WHA 決議。

 ○  外交部政務次長曾厚仁於檀香山出席「井上健－亞太安

全研究中心」（DKI- APCSS）研討會期間與帛琉總統惠恕

仁（Surangel S. WHIPPS, Jr.）晤敘。

 ○ 駐貝里斯大使錢冠州代表旅美慈善團體「幫幫忙基金會」

捐贈防疫物資予貝國，由人力發展、家庭暨原住民事務部

部長加西亞（Dolores BALDERAMOS-GARCÍA）代表接受。

111.4.27
 ○ 駐索馬利蘭代表羅震華與索馬利蘭衛生發展部部長阿哈

默（Hassan Mohamed ALI）共同主持「孕產婦及嬰兒保健

功能提升計畫」種子教師來我國受訓及醫材捐贈典禮。

 ○  加拿大聯邦眾議院衛生委員會通過動議，支持台灣全面

參與 WHA 與 WHO。

111.4.28
 ○  外交部部長吳釗燮接受立陶宛 BNS、News portal DELFI、
Lithuanian News Agency ELTA、LNK TV 及 LRT 5家媒體視訊

聯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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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外交部政務次長曾厚仁於檀香山出席「井上健―亞太安

全研究中心」（DKI- APCSS）研討會期間會晤東西中心院

長瓦斯―拉姆（Suzanne VARES- LUM），就雙方各項合作

專案及台美於太平洋地區多項援助計畫進行深入討論。

 ○  駐美國代表處協助行政院政務委員唐鳳線上參加美國白

宮國安顧問蘇利文（Jake SULLIVAN）主持之「未來網際

網路宣言」部長級發布活動。

 ○ 駐貝里斯大使錢冠州與貝里斯農業、糧食安全暨企業部

部長麥伊（José MAI）及教育、文化、科學暨科技部部長

馮賽卡（Francis FONSECA）共同出席「貝里斯羊隻品種

改良計畫」實習課程之結業典禮。

111.4.29
 ○ 駐斯洛伐克代表李南陽與「烏克蘭―斯洛伐克倡議」主

席維碧絲卡（Ludmila VERBICKÁ）簽署協助安置烏克蘭

難民援贈協議。

 ○ 駐拉脫維亞代表李憲章代表我國援贈拉國慈善組織慈德

善款，以協助安置在拉國的烏克蘭難民。

111.4.30
 ○ 駐索馬利蘭代表羅震華代表我國捐贈索京 Waaheen 市場

大火50萬美元緊急賑災款、「世台聯合基金會」募集的

5萬美元捐款與旅美慈善團體「幫幫忙基金會」籌募一

只貨櫃人道物資予索馬利蘭，由索馬利蘭宗教部部長兼

「救助及支持 Waaheen 市場火災受災戶委員會」主席阿巴

尼（Abdirisak Huseen ALBAANI）代表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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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5.1
 ○ 駐瓜地馬拉大使鄭力城與瓜國經濟部部長羅薩雷斯

（Janio ROSALES）及安地瓜市市議員鞏薩雷茲（Byron 
GONZÁLEZ）等共同主持第4屆「我鄉我特產」全國博覽

會開幕儀式。

111.5.2
 ○ 吐瓦魯衛生部部長田和沛（Isaia TAAPE） 代表吐國政府向

WHO 秘書處提交「邀請台灣以觀察員身分參與世界衛生

大會」提案。

 ○ 駐德國代表謝志偉偕駐漢堡處長陳槱順出席德國下薩克

森邦邦議會友台小組成立大會。

111.5.3
 ○ 日本眾議員小倉將信（OGURA Masanobu）一行5人訪問

我國5天。

 ○ 斯洛伐克國會歐洲事務委員會通過支持我國參與WHA決議。

111.5.4
 ○ 駐愛爾蘭代表處辦理「俄烏戰爭對歐亞戰略態勢之衝擊

及印太區域安全之影響」圓桌會議，邀請愛爾蘭前副總

理暨現任參議員麥道威（Michael MCDOWELL）與愛爾蘭

智庫「國際暨歐洲事務研究所」（IIEA）首席經濟學家歐

布瑞恩（Dan O＇BRIEN）與會。

 ○ 駐瓜地馬拉大使鄭力城與瓜國國防部部長雷耶斯（Henry 
REYES）共同簽署高等教育指揮部中文班隊交流備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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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5.5
 ○  加拿大聯邦眾議院交通委員會通過動議，支持台灣全面

參與 ICAO。

 ○ 駐貝里斯大使錢冠州應貝里斯永續發展、氣候變遷暨災

害風險管理部部長哈貝（Orlando HABET）之邀出席貝里

斯國家自訂貢獻減碳計畫啟動儀式。

 ○ 駐巴拉圭大使韓志正代表「財團法人普賢教育基金會」

及「財團法人曹仲植基金會」捐贈輪椅及輔具乙批，由

巴國殘障人權部部長拉米蕾絲（Maríela Soledad RARMÍREZ 
BURGOS）代表接受。

111.5.8
 ○ 駐以色列代表李雅萍代表衛生福利部捐贈糧食健康包予

以色列非政府組織「希伯來城市」，以國會友台小組主席

谷蘭（May GOLAN）出席見證。

111.5.9
 ○ 斐濟國會公共衛生委員會發言人 Ekkabop PIANPISE 博士

等3名國會議員聯名致函 WHO 幹事長譚德塞，支持我國

以觀察員身分參加 WHA。

111.5.10
 ○  外交部部長吳釗燮接受澳洲「特別廣播服務公司」（SBS）
視訊專訪。

 ○ 印太地區跨國會平台「福爾摩沙俱樂部」（Formosa Club in 
the Indo-Pacific Regi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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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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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瓦魯總理拿塔諾（Kausea NATANO）以預錄影片方式代

表全體成員宣讀聯合宣言支持台灣參與 WHO 等國際組

織。前副總統陳建仁、外交部部長吳釗燮、馬紹爾群島

外交暨貿易部部長粘瑞（Casten NEMRA）及日本「日華議

員懇談會」會長眾議員古屋圭司（FURUYA Keiji）等應邀

致詞。

 ○ 秘魯22位跨黨派國會議員連署致函 WHO 幹事長譚德塞

聲援本年我國參與 WHA。

111.5.11
 ○ 立陶宛國會議長米利特（Viktorija ČMILYTE-NIELSEN）等

61位國會議員簽署支持台灣有意義參與 WHO 之聯名函。

 ○ 希臘國會多名友我議員聯名致函 WHO 幹事長譚德塞支持

我國受邀以觀察員身分出席本年 WHA。

 ○ 駐貝里斯大使錢冠州代表旅美慈善團體「幫幫忙基金會」

捐贈防疫物資予貝國，由鄉村轉型、社區發展、勞工暨

地方政府部部長雷克納（Oscar REQUEÑA）代表接受。

 ○ 駐厄瓜多代表莊輝恩與厄國國會議員古立卡馬（Mariano 
CURICAMA）共同主持社區教堂及活動中心修繕建材款

贈交及紀事錄簽署儀式。

111.5.12
 ○ 衛生福利部與以色列簽署《台以社會福利暨社會工作合

作共同宣言》。

 ○  前副總統陳建仁受邀參與美國等國舉辦之第2屆線上「全

球新冠肺炎高峰會」，會議由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
主持，前副總統陳建仁以預錄致詞方式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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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5.13
 ○  外交部部長吳釗燮接受德國《法蘭克福廣訊報》（FAZ） 
專訪。

 ○ 駐貝里斯大使錢冠州出席見證貝里斯國會眾議院全體議

員無異議一致通過「2022支持台灣參與國際組織動議」。

 ○ 哥倫比亞及委內瑞拉「福爾摩沙俱樂部」5位成員以一人

一信方式致函 WHO 幹事長譚德塞，支持我國參與 WHA。

 ○ 駐厄瓜多代表莊輝恩與厄國國會議員納爾艾茲（Ramiro 
NARVÁEZ）等共同主持偏鄉學童上網設備贈交及紀事錄

簽署儀式。

 ○ 駐瓜地馬拉大使鄭力城與瓜國衛生部部長戈馬（Francisco 
COMA）在艾斯昆特拉醫院現地主持我國捐助整建該醫院

公開儀式。

11.5.14
 ○ 駐瓜地馬拉大使鄭力城與瓜國衛生部醫院事務次長梅內

賽斯（Jorge Francisco MENESES）共同主持我國駐瓜國投

貿團「運用醫療科技提升孕產婦與新生兒保健功能計畫」

第1期計畫醫療設備捐贈儀式。

111.5.15
 ○  美國總統拜登簽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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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5.16
 ○ 斐濟「社會民主自由黨」全體 20位議員聯名致函 WHO
幹事長譚德塞，表達支持我國以觀察員身分有意義參與

W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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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加拿大聯邦眾議院外交委員會通過動議，支持台灣全面

參與 ICAO。

111.5.17
 ○ 駐拉脫維亞代表李憲章代表我國捐贈愛沙尼亞難民委員

會善款協助安置在愛國的烏克蘭難民。

 ○ 外交部部長吳釗燮出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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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訊會議開幕典禮。

 ○ 哥倫比亞20位參、眾議員聯名致函 WHO 幹事長譚德塞，

支持我國參與 WHA。

 ○ 駐厄瓜多代表莊輝恩與厄國國會議員鞏薩雷斯（Ronal 
GONZÁLEZ）共同主持小型合作計畫贈交紀事錄簽署儀式。

111.5.18
 ○ 駐印度代表葛葆萱與印度台北協會會長戴國瀾（Gourangalal  
DAS）以視訊會議方式簽署《臺灣與印度智慧財產權合

作備忘錄》。

 ○ 愛爾蘭參眾議員45名同意聯名致函 WHO 幹事長譚德塞，

支持我國參與 WHA。

 ○ 丹麥國會25名議員同意聯名致函 WHO 幹事長譚德塞，

支持我國參與 WHA。

 ○ 冰島4名議員（皆為福爾摩沙俱樂部成員）同意聯名致函

WHO 幹事長譚德塞，支持我國參與 WHA。

 ○ 駐匈牙利代表劉世忠代表我國捐贈150萬美元給該國國

際宗教人道慈善組織 Hungarian Interchurch Aid（HIA），由

HIA 主席萊斯洛（Lehel LÁSZLÓ）代表簽約接受。贈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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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於援助自烏克蘭撤離至匈牙利的難民，協助提供安

置、住宿、醫療及生活各項所需。

 ○ 外交部部長吳釗燮接受英國國際知名專欄主筆威廉斯

（Ian WILLIAMS）訪談。

 ○  加拿大總理小杜魯道（Justin TRUDEAU）在眾議院應詢表

示，「加拿大對台灣之一貫立場乃是支持台灣被納入國

際多邊場域及機構，以確保其觀點能被聽見」。

 ○  美國聯邦參議院52位議員聯名致函美國總統拜登，支持

台灣參與「印太經濟架構」。

111.5.19
 ○ 德國國會首度通過友台提案「台灣參與世界衛生組織」，

支持台灣重新以觀察員身分參與 WHA 及 WHO 相關機構

與活動。

 ○ 駐瓜地馬拉大使鄭力城與瓜國農牧部部長坎波塞克

（Angel CAMPOSECO）共同主持我與中美洲統合體第17次
合作會議「漁業及養殖產業價值鏈整合計畫」第3期部分

款捐贈儀式。

111.5.20
 ○  外交部部長吳釗燮接受美國「全美公共廣播電台」（NPR）
視訊專訪。

 ○  行政院政務委員鄧振中與美國貿易代表戴琪在泰國舉辦

之「APEC 貿易部長會議」期間舉行雙邊會談。

 ○ 駐海地大使古文劍與海地外長吉內瑜（Jean Victor GÉNÉUS） 
代表兩國政府共同主持「後疫情時期協助海地經濟復甦

暨婦女賦權計畫」簽約典禮並簽署意向書，婦女部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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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荷索（Sofia LORÉUS）及貿工部部長申強（Ricarden ST- 
JEAN）在場觀禮。

111.5.22
 ○  第75屆 WHA 於5月22日至28日在瑞士日內瓦舉行，我

推案共獲全球88國、逾3,800名行政部門官員、政要、

國會議員及各領域重要國際友人予我聲援。其中，美國

衛生部全球事務助理部長、英國衛生部部長、巴拉圭衛

生部部長、澳大利亞首席醫療官、法國衛生部總司長、

德國聯邦衛生部部長、加拿大衛生部部長、瓜地馬拉衛

生部部長、盧森堡副首相兼衛生部部長、立陶宛衛生部

部長、海地衛生部部長、捷克駐聯合國日內瓦分部常任

代表、 日本厚生勞動大臣、紐西蘭衛生部部長、史瓦帝

尼衛生部部長、聖文森衛生部部長、聖克里斯多福及尼

維斯衛生部部長、馬紹爾群島衛生部部長、諾魯衛生部

部長、吐瓦魯衛生部部長、貝里斯衛生部部長、 聖露西

亞衛福部部長、 帛琉衛生部部長、馬爾他騎士團駐聯合

國日內瓦分部觀察員團常任代表，以及馬爾他騎士團駐

聯合國日內瓦分部觀察員團常任代表等友邦及理念相近

國家代表（依發言順序），在大會上為我國仗義執言。

111.5.23
 ○ 駐索馬利蘭代表羅震華出席並見證經濟部部長王美花與

索馬利蘭能源及礦業部部長阿布迪（Abdilahi Farah ABDI）
視訊簽署《台索能源及礦產資源合作協定》。

111.5.24
 ○ 駐厄瓜多代表莊輝恩與厄國國會議員安莉葵（Isabel 



- 493 -

第六章　中華民國 111年外交大事日誌

ENRÍQUEZ）共同主持偏鄉學童上網設備贈交及紀事錄簽

署儀式。

111.5.25
 ○  外交部部長吳釗燮接受法國《快訊周刊》（L' Express）視

訊專訪。

 ○ 瑞士國會友台小組共同主席莫麟納（Fabian MOLINA）偕小

組核心成員中間黨主席費斯特（Gerhard PFISTER）、上議

員卓飛（Mathias ZOPFI）及下議員萊曼（Lukas REIMANN）
等會晤我國 WHA 立法委員視導團，就加強國會外交及台

瑞關係等議題交換意見。

 ○  我國與美國、日本、澳洲、英國、加拿大、歐盟及以色

列共同舉辦 GCTF「終止性別暴力」國際研討會。

 ○ 駐厄瓜多代表處洽獲25名國會議員致函 WHO 幹事長譚

德塞支持我國參與 WHA。

111.5.26
 ○  外交部常務次長俞大 代表我國與「美洲開發銀行」（IDB）
總裁克拉佛卡羅內（Mauricio CLAVER-CARONE）及貝里

斯財政、經濟發展暨投資部次長魏裘斯（Joseph WAIGHT）
在美國華府共同簽署「協助生產部門及就業貸款計畫」

共同融資合作意向書，以協助拉美友邦增加就業、活絡

經濟及社會穩定發展。

111.5.30
 ○  美國聯邦參議員達克沃絲（Tammy DUCKWORTH）一行訪

問我國3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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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5.31
 ○  外交部部長吳釗燮接受以色列《耶路撒冷郵報》（The 
Jerusalem Post）視訊專訪。

 ○ 駐俄羅斯代表處辦理外交部部長吳釗燮與烏克蘭哈爾科夫

市市長切列霍夫（Ihor TEREKHOV）視訊會談，切列霍夫

市長對我國援贈表示感謝。

111.6.1
 ○  駐美代表處協助促成行政院政務委員鄧振中與美國副貿

易代表畢昂奇（Sarah BIANCHI）視訊會晤，雙方宣布啟

動「台美21世紀貿易倡議」。

111.6.2
 ○ 駐貝里斯大使錢冠州出席我國與貝里斯政府合作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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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梯次計畫啟動儀式。

 ○ 駐海地大使古文劍應邀出席海國總理昂利（Ariel HENRY）
主持之「援助有效性委員會」2022年度會議。

111.6.3
 ○ 駐芬蘭代表處協助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主任委員楊

宏智率團赴芬蘭參加「國際運輸安全協會」首長會議。

 ○  駐加拿大代表處促成外交部部長吳釗燮於加拿大渥太華

大學人權論壇以視訊方式致開幕詞。

 ○  駐加拿大代表陳文儀偕駐多倫多處長陳錦玲陪同行政院

經貿訪問團與安大略省經貿廳舉行投資與經貿座談。

 ○  駐美國代表蕭美琴偕駐紐約處長李光章會晤紐澤西州州

長墨菲（Phil MURPHY），就促進雙邊交流交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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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6.6
 ○ 斯洛伐克國會副議長勞倫契克（Milan LAURENČĺK）率團

一行10人訪問我國6天。

 ○ 駐東方市總領事張俊彬與巴拉圭伊泰布省省長布魯納格

（Christian BRUNAGA）共同主持我國捐贈輪椅及助行器 
儀式。

111.6.8
 ○ 總統蔡英文再度受邀以視訊方式出席「哥本哈根民主高

峰會」；駐丹麥代表處協助立法院立法委員林昶佐、范

雲、謝衣鳳、邱臣遠及王婉諭等5人赴丹麥與會。

 ○ 駐斯洛伐克代表李南陽與斯洛伐克駐台代表博塔文（Martin 
PODSTAVEK）簽署《臺斯民事暨商事司法合作協議》。

 ○ 駐斯洛伐克代表處協助高雄市市長陳其邁與斯洛伐克布拉

提斯拉瓦省省長德羅巴（Juraj DROBA）在高雄簽署《高

雄市及布拉提斯拉瓦省夥伴協定》。

111.6.10
 ○ 駐史瓦帝尼王國大使梁洪昇代表我國及南緯公司捐贈醫

療用防護衣乙批予史國衛生部，由衛生部部長恩蔻希

（Lizzie NKOSI）代表接受。

111.6.14
 ○  外交部部長吳釗燮接受印尼「時代媒體集團」（Tempo 
Media Group）視訊專訪。

 ○ 駐瑞士代表黃偉峰應邀出席瑞士數位醫療日會議活動

致詞，並與瑞士聯邦委員暨經濟部部長帕梅朗（Guy 
PARMELIN）晤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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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駐德國代表處協助促成文化部部長李永得及立法委員

邱議瑩會晤德國聯邦文化及媒體部部長羅絲（Claudia 
ROTH）。

111.6.15
 ○ 外交部部長吳釗燮接受美國「新聞頭條」（Newsmax）視

訊專訪。

 ○ 駐斯洛伐克代表處與斯國智庫「中歐亞洲研究所」合辦

線上研討會，外交部政務次長曾厚仁於開幕式致詞。

 ○ 駐阿根廷代表曹立傑代表國家圖書館與阿根廷國會圖書館

館長申達（Alejandro SANTA）簽署《中華民國（臺灣）國

家圖書館與阿根廷共和國國會圖書館合作協議》，並在阿

根廷國會圖書館建置全球第一個「台灣研究資源中心」。

111.6.17
 ○  駐波士頓處長孫儉元應麻薩諸塞州眾議會議長馬里亞諾

（Ronald MARIANO）邀請赴眾議會接受友台決議文及慶祝

台麻州締結姊妹關係30週年暨「新英格蘭地區州議員台

灣連線麻州分會」成立賀狀並致詞。

 ○  我國與美國、日本、澳洲共同舉辦 GCTF「推動消除 C 型

肝炎的努力與進展」線上國際研習營。

111.6.20
 ○ 駐吐瓦魯大使林東亨代表我國捐贈援助吐國護理人員遠

距訓練課程財援款，由吐國代總理兼財政部長潘恩紐代

表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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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6.21
 ○ 駐德國代表處協助促成行政院政務委員唐鳯視訊參加

「德國之聲」（Deutsche Welle）全球媒體論壇，並就新型數

位化鐵幕成形下台灣如何打造具韌性之公民社會發表專

題演說。

111.6.22
 ○ 駐教廷大使館協助台灣主教團主席李克勉主教率團赴教

廷參加教廷第10屆家庭會議並與教廷官員及天主教人士

多方交流。

111.6.23
 ○ 外交部宣布我國政府捐贈100萬美元協助賑濟阿富汗震災。

 ○  駐西雅圖辦事處協助促成國家發展委員會主任委員龔明

鑫率次世代資通訊廠商代表團參訪亞馬遜（Amazon）、微

軟（Microsoft）、T- Mobile 等企業總部。

 ○ 駐聖文森國大使藍夏禮捐贈「聖文森國災害管理降低緊

急醫療負擔發展計畫前期研究專案」更新火山監控設備

購置款予聖國，由國家安全部次長奈德（Hudson NEDD）
代表接受。

111.6.24
 ○  駐芝加哥處長姜森協助我國參加 Select USA 之電動車分團

會晤俄亥俄州州長杜瓦恩（Mike DEWINE）。

111.6.26
 ○  駐美國代表處協助國家發展委員會主任委員龔明鑫率團

出席「選擇美國投資高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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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6.27
 ○ 臺灣日本關係協會會長蘇嘉全訪問日本3天。

111.6.28
 ○  外交部部長吳釗燮接受立陶宛記者團15Min、News portal 
DELFI、Lithuanian News Agency ELTA、LNK TV 及 LRT 等媒

體視訊聯訪。

111.6.29
 ○ 駐索馬利蘭代表羅震華捐贈救護車予索京哈爾格薩總醫

院及加比雷地區醫院，由衛生發展部部長阿哈默（Hassan 
Mohamed ALI）代表接受。

111.6.30
 ○ 國家發展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高仙桂一行訪問日本7天。

 ○ 駐土耳其代表黃志揚與土耳其紅新月會（Turkish Red 
Crescent）簽署合作賑濟阿富汗地震災民計畫協議。

 ○ 駐匈牙利代表處協助促成立法院「台匈國會友好聯誼會」

會長林楚茵與林靜儀、王定宇、許智傑、沈發惠及莊瑞

雄等6名立法委員訪問匈牙利5天進行國會外交。

111.7.1
 ○  駐多倫多處長陳錦玲應邀出席加拿大牧師馬偕（George 
Leslie MACKAY）故鄉安大略省牛津郡紀念馬偕牧師抵台

150週年高地運動會。

111.7.2
 ○  駐加拿大代表處促成原住民族委員會主任委員夷將 • 拔
路兒訪問加拿大8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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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7.4
 ○ 駐匈牙利代表劉世忠代表我國捐贈善款予布達佩斯市

政府，以協助安置烏克蘭難民，由市長柯若琼（Gergely 
KARÁCSONY）代表接受，「台匈國會友好聯誼會」訪團

成員在場見證。

111.7.5
 ○ 駐立陶宛代表處協助安排外交部政務次長曾厚仁、立法

院立委員邱志偉、林靜儀及駐美國代表蕭美琴訪問立陶

宛3天，出席立陶宛國會主辦之立美建交百年紀念研討

會，以及立國外交部主辦之前線民主高階研討會。

 ○ 駐斯洛伐克代表處協助立法院「台斯國會聯誼會」會長

立法委員許智傑率團訪問斯洛伐克4天。

 ○ 駐英國代表處協助宗教自由無任所大使布興 • 大立代表

我國赴英國出席「2022年宗教或信仰自由部長級國際 
會議」。

111.7.6
 ○ 駐英國代表謝武樵在「2022年宗教或信仰自由部長級國

際會議」代表我國發表宣言，聲明我國近年在提升多元

宗教信仰自由之作為。

 ○ 駐貝里斯大使錢冠州代表旅美慈善團體「幫幫忙基金會」

捐贈防疫物資予貝國，由外交、外貿暨移民部國務部長

賽萬提斯（Ramon CERVANTES）代表接受。

 ○ 駐瓜地馬拉大使鄭力城應邀出席總統賈麥岱（Alejandro 
GIAMMATTEI）主持「財團法人普賢教育基金會」及「財

團法人曹仲植基金會」兩貨櫃輪椅及輔具捐贈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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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7.7
 ○  美國聯邦參議員史考特（Rick SCOTT）一行訪問我國3天。

111.7.9
 ○ 駐瓜地馬拉大使鄭力城陪同「2022年中南美友邦經濟合

作及商機考察團」會晤瓜國經濟部部長羅薩雷斯（Janio 
ROSALES）、外交部次長卡斯提祐（Giovanni CASTILLO）
及經濟部次長卡德娜（Francisca CARDENAS）。

111.7.11
 ○ 副總統賴清德訪日弔唁日本故前首相安倍晉三。

111.7.12
 ○ 駐吐瓦魯大使林東亨代表我國捐贈吐國非傳染性疾病普

查援款，由吐瓦魯衛生部部長田和沛代表接受。

111.7.13
 ○ 駐巴拉圭大使韓志正陪同「2022中南美友邦經濟合作及

商機考察團」團長蔡允中等一行晉見總統阿布鐸（Mario 
ABDO BENÍTEZ）。

111.7.14
 ○ 外交部政務次長曾厚仁訪問斯洛伐克，並應邀於智庫

「全球安全論壇」研討會發表演講。

 ○ 駐貝里斯大使錢冠州與貝國公共事業、後勤暨電子化政

府部部長切巴特（Michel CHEBAT）共同簽署「數位包容

計畫」執行協議。

111.7.15
 ○  外交部部長吳釗燮接受法國「法國國家電視台」（France 
Télévisions）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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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外交部部長吳釗燮接受以色列《經濟學人報》（Calcalist）
視訊專訪。

111.7.16
 ○  駐休士頓辦事處與南方衛理大學及達拉斯達福台灣商會

共同舉辦半導體圓桌論壇；駐美國代表蕭美琴視訊致詞，

德州聯邦眾議員江笙（Eddie Bernice JOHNSON）、賽申斯

（Pete SESSIONS）等應邀出席並致詞。

 ○ 駐瓜地馬拉大使鄭力城與瓜國衛生部部長戈馬（Francisco 
COMA）共同主持我國捐助整建瓜京聖璜醫院成人及兒童

急診室儀式。

111.7.18
 ○  美國「大西洋理事會」（The Atlantic Council）訪問團由美

國前國防部部長艾斯培（Mark ESPER）率團訪問我國4天。

 ○ 駐智利代表劉聿綺應智利國會友台小組主席馬桑

（Carolina MARZÁN）邀請參訪國會，並主持眾議院友台小

組迎新大會。

111.7.19
 ○ 駐澳大利亞代表處協助「第27屆臺澳能礦諮商會議」以

視訊方式召開，由經濟部政務次長曾文生與澳洲氣候變

遷、能源、環境暨水利部司長 Duncan MCINTYRE 共同 
主持。

111.7.20
 ○  外交部部長吳釗燮接受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 
News）專訪。



中華民國 111年外交年鑑

- 502 -

 ○ 駐史瓦帝尼大使館協辦經濟部部長王美花與史瓦帝尼王

國經濟企畫暨發展部部長吉納（Thambo GINA）以視訊方

式召開「第24屆臺史經技合作會議」。

111.7.21
 ○ 駐馬紹爾群島大使蕭勝中夫婦出席馬國參議員暨大酋長

柯布瓦（Michael KABUA）加冕典禮。

 ○ 駐立陶宛代表處協助立法院院長游錫堃偕立法委員

孔文吉、張其祿、黃世杰、萬美玲訪問立陶宛 3天，

期間會晤立陶宛國會議長米利特（Viktorija ČMILYTĖ- 
NIELSEN）、3名副議長米庫雅娜（Radvile MORKUNAITE- 
MIKULENIENE）、邵達格斯（Paulius SAUDARGAS）、米

塔拉斯（Vytautas MITLAS），以及國會友台小組主席馬瑪

竇（Matas MALDEIKIS）等國會議員。

111.7.22
 ○  外交部部長吳釗燮接受加拿大《義務報》 （Le Devoir）專訪。

111.7.25
 ○ 日本眾議員鈴木馨祐（SUZUKI Keisuke）訪問我國3天。

 ○ 駐史瓦帝尼王國大使梁洪昇與史國住宅暨都市發展部部

長梅拉內親王（HRH Prince SIMELANE）主持出席由我國

援建首座「自閉症復健與休養中心」之落成典禮。

111.7.26
 ○ 外交部及兩岸交流遠景基金會共同舉辦「凱達格蘭論

壇— 2022印太安全對話」，邀獲愛沙尼亞前總統伊維

斯（Toomas Hendrik ILVES）、日本前外相暨防相河野太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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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NO Taro） 及美國前國土安全部部長娜波利塔諾（Janet 
NAPOLITANO） 等3名貴賓發表專題演講，以及科索沃前

總統帕喬利 （Behgjet PACOLLI）發表賀詞，另澳洲2位前

國防部部長潘恩（Christopher PYNE）及安德魯斯（Kevin 
ANDREWS）亦出席論壇並擔任與談人。

 ○ 駐馬紹爾群島大使蕭勝中與馬國教育部部長海倪（Wilbur 
HEINE）簽署《中華民國（臺灣）與馬紹爾群島共和國數

位機會中心合作備忘錄》。

 ○  駐加拿大代表處促成「立法院推動台灣加入 CPTPP 策進

會」會長立法委員邱志偉偕立法委員鍾佳濱及許智傑訪

問加拿大10天。

111.7.27
 ○ 日本「思考日本安全保障議員之會」眾議員石破茂

（ISHIBA Shigeru）及浜田靖一（HAMADA Yasukazu）共同

率團一行4人訪問我國4天。

111.7.28
 ○ 駐西班牙代表劉德立會晤西班牙文化暨體育部常務次長

費南狄斯（Eduardo FERNÁNDEZ）。

111.7.29
 ○  外交部部長吳釗燮接受法國「法國電視二台」（France 2）
專訪。

111.8.1
 ○  外交部部長吳釗燮與「中美洲銀行」（CABEI）總裁丹堤

摩西（Dante MOSSI）在台北簽署《後疫情時期協助拉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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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及加勒比海經濟復甦暨婦女賦權計畫— 金融服務與

信用保證合作協議》，並代表我國頒贈「紫色大綬景星勳

章」予摩西總裁。

 ○ 總統蔡英文接受日本廣報本部長河野太郎（KONO Taro）
視訊專訪，全文刊載於「Libre」月刊。

 ○ 駐厄瓜多代表莊輝恩與厄國國會議員卡拉布查（Efrén 
CALAPUCHA）共同簽署紀事錄及辦理捐贈平板電腦儀式。

111.8.2
 ○  美國聯邦眾議院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率眾院外交

委員會主席米克斯（Gregory MEEKS）、退伍軍人事務委

員會主席高野（Mark TAKANO）、眾議員戴碧妮（Suzan 
DELBENE）、克利胥納莫提（Raja KRISHNAMOORTHI）及

金安迪（Andy KIM）一行訪問我國2天。

 ○  駐美國代表處促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陳駿季

與美國農業部農業研究署署長劉耀經（Simon LIU）在華

府共同主持台美農業科學合作會議，加強彼此間人才培

育與技術交流。

 ○ 駐巴拉圭大使韓志正與巴國農牧部部長貝爾托尼

（Santiago BERTONI）簽署蘭花商業生產與營運輔導計畫意

向書。

 ○ 駐厄瓜多代表莊輝恩與厄國國會外交委員會副主席卡絲

提優（Jessica CASTILLO）共同簽署紀事錄及辦理捐贈平

板電腦儀式。

111.8.3
 ○  「中美洲銀行」（CABEI）駐台辦事處在台北舉辦我國加入

該行30周年暨該辦事處成立1周年慶祝活動，財政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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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蘇建榮、中央銀行總裁楊金龍、外交部主任秘書徐儷

文與該行總裁丹堤摩西（Dante MOSSI）共同剪綵。

 ○ 駐吐瓦魯大使林東亨代表我國捐贈援吐防疫專案經費，

由總理拿塔諾代表接受。

 ○  總統蔡英文接見美國聯邦眾議院議長裴洛西訪團，並頒

授裴洛西議長「特種大綬卿雲勳章」。

111.8.4
 ○ 立法院「亞東國會議員友好協會」會長立法委員郭國文

一行5人訪問日本7天。

 ○ 駐貝里斯大使錢冠州代表旅美慈善團體「幫幫忙基金會」

捐贈防疫物資予貝國，由鄉村轉型、社區發展、勞工暨

地方政府部部長雷克納（Oscar REQUEÑA）代表接受。

111.8.5
 ○ 駐吐瓦魯大使林東亨與吐國總理拿塔諾共同出席「台灣

數位機會中心」及「吐瓦魯環礁科技訓練學院」落成典禮。

 ○ 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委員長童振源率團訪問史瓦帝尼王

國3天，由駐史瓦帝尼王國大使梁洪昇陪同晉見史國國

王恩史瓦帝三世（King MSWATI Ⅲ）。

 ○ 立陶宛交通部次長愛格涅（Agnė VAICIUKEVIČIŪTĖ）率

團訪問我國8天。

 ○ 外交部部長吳釗燮接受「英國廣播公司」（BBC）專訪，

BBC 當日以「台灣外長：中國舉措高度挑釁」為題播出

專訪片段影片，並於8月6日以「中國與台灣：吳部長捍

衛美國聯邦眾議院議長裴洛西訪台的重要性」為題刊出

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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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8.7
 ○ 聖文森及格瑞那丁總理龔薩福（Ralph E. GONSALVES）率

團訪問我國6天進行國是訪問。

 ○ 駐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大使林昭宏應邀出席克國新任

總理德魯（Terrance DREW）宣誓就職典禮，轉致總統蔡

英文賀函。

111.8.8
 ○  總統蔡英文見證聖文森及格瑞那丁總理兼司法部部長龔

薩福（Ralph E. GONSALVES）與法務部部長蔡清祥簽署

《中華民國（臺灣）政府與聖文森及格瑞那丁政府刑事司

法互助條約》及《中華民國（臺灣）政府與聖文森及格

瑞那丁政府移交受刑人條約》。

 ○ 外交部部長吳釗燮接受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
專訪。

111.8.9
 ○  外交部部長吳釗燮主持「我國針對中國軍事挑釁的回應」

國際記者會。

 ○ 駐海地大使古文劍與海地農業部部長蒲瑞迪（Brédy 
CHARLOT）共同主持財團法人賑災基金會「海地西南部

震災後糧食安全及生計強化計畫」啟動典禮。

111.8.10
 ○ 烏克蘭切爾尼戈夫市市長阿特羅申科（Vladyslav 
ATROSHENKO）致函外交部部長吳釗燮，感謝我國援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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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8.11
 ○ 駐史瓦帝尼大使館協助立法院立法委員溫玉霞一行訪問

史瓦帝尼王國3天。

111.8.12
 ○  外交部部長吳釗燮接受「美國之音」（VOA）駐首爾分局

專訪。

 ○ 烏克蘭布查市市長費多盧克（Anatolii FEDORUK）致函外

交部部長吳釗燮，感謝我國於關鍵時刻援助烏克蘭。

 ○ 駐貝里斯大使錢冠州出席貝國總理夫人兼婦幼特使羅莎

娜（Rossana BRICEÑO）推動之2022年台貝獎助學金計畫

頒贈典禮。

111.8.14
 ○  美國聯邦參議員馬基（Ed MARKEY）、加勒曼帝（John 
GARAMENDI）、魯文索（Alan LOWENTHAL）、貝耶（Don 
BEYER）、羅德薇（Aumua Amata Coleman RADEWAGEN）
一行訪問我國2天。

111.8.16
 ○ 外交部部長吳釗燮與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新任總理德

魯（Terrance DREW）視訊通話，表達對德魯總理就任祝

賀之意。

111.8.17
 ○ 駐開普敦處長林映佐與南非執政黨「非洲民族議會」國

會議員兼婦女、青年及身障委員會主席恩妲芭（Claudia 
NDABA）等9名國會議員，共同出席台籍英國伯明罕皇

家芭蕾舞團首席舞者周子超首演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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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8.18
 ○ 外交部部長吳釗燮接受奧地利《薩爾茲堡訊息報》專訪，

該報以「台灣外長談中國威嚇：我們有自我防衛決心」

為題刊出。

 ○ 駐馬來西亞代表處促成教育部政務次長劉孟奇訪問馬來

西亞4天。

111.8.19
 ○  交通部部長王國材率團赴泰國曼谷出席 APEC 觀光部長

會議（TMM）。

 ○ 外交部部長吳釗燮與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新任外交部

部長道格拉斯（Denzil DOUGLAS）視訊通話。

111.8.21
 ○  外交部部長吳釗燮接受印度《今日印度》（India Today）
專訪。

 ○  駐芝加哥辦事處促成美國印第安納州州長侯康安（Eric 
HOLCOMB）率團訪問我國4天，與經濟部政務次長陳正

祺共同簽署《台灣―印州經貿合作交流瞭解備忘錄》。

111.8.22
 ○ 日本「日華議員懇談會」會長眾議員古屋圭司（FURUYA 
Keiji）及事務局長眾議員木原稔（KIHARA Minoru）訪問

我國3天。

 ○ 駐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大使林昭宏與克國總理兼衛生

部部長德魯（Terrance DREW）共同出席克國衛生部與「代

謝性慢性病防治體系強化計畫」合作之烹飪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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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8.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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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聯合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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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局長林華慶率團赴泰國清邁出

席 APEC 林業部長會議。

111.8.24
 ○  外交部部長吳釗燮接受印度 Zee Media Corporation、ABP 
Network、TV 9、BBC India、CNN India、News Nation、The 
Week 及 The Times Group 8家媒體聯訪。

 ○ 駐史瓦帝尼大使館協辦經濟部部長王美花與史瓦帝尼王

國商工暨貿易部部長庫馬羅（Manqoba KHUMALO）以視

訊方式召開「第2屆臺史經濟合作協定聯合委員會」。

 ○ 巴拉圭總統阿布鐸（Mario ABDO BENÍTEZ）伉儷主持由

我國協助紐阿戈斯達兒童專科醫院現代化擴建計畫開 
幕式。

111.8.25
 ○  衛生福利部常務次長石崇良率團赴泰國曼谷出席於8月
25日至26日召開之 APEC 衛生與經濟高階會議。

 ○ 駐德國代表處協助舉辦首屆台德經貿政策對話線上會

議，由經濟部政務次長陳正祺及德國聯邦經濟暨氣候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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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部政務次長布蘭特娜（Franziska BRANTNER）聯合主

持，會後並召開第20屆台德經濟合作會議。

 ○  美國聯邦參議員布蕾波恩（Marsha BLACKBURN）一行訪

問我國3天。

 ○  「全美議會交流理事會」2022年會（2022 ALEC Annual 
Meeting）通過「鼓勵全美各州議會成立『友台連線』決

議案」及「呼籲美國將台灣納入印太經濟架構」兩項友

我決議案。

111.8.26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主任委員陳吉仲出席 APEC 糧食安全

部長視訊會議。

 ○ 我國、美國與聖露西亞共同舉辦 GCTF「邁向更包容與性

別平等之復甦：強化後疫情時代婦女賦權」國際研討會。

111.8.27
 ○ 外交部「國際青年大使交流計畫」訪團一行43人訪問帛琉

5日，帛琉總統惠恕仁（Surangel S. WHIPPS, Jr.）親自接見。

 ○ 帛琉副總統兼司法部部長席嫵杜（J. Uduch Sengebau 
Senior）伉儷一行訪問我國5天。

 ○ 經濟部部長王美花率團一行19人赴日本訪問6天。

 ○ 僑務委員會副委員長徐佳青訪問奧地利，駐奧地利代表

張小月陪同出席「歐洲台灣協會聯合會第51屆年會」。

111.8.28
 ○  駐紐約辦事處與美國紐約大都會棒球隊合辦第17屆「大

都會台灣日」活動，現場播放總統蔡英文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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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8.29
 ○  瓜地馬拉共和國外交部部長步卡羅（Mario Adolfo BÚCARO 
FLORES）訪問我國5天。

111.8.30
 ○ 法務部部長蔡清祥與帛琉副總統兼司法部長席嫵杜（J. 
Uduch Sengebau Senior）簽署《中華民國（臺灣）政府與帛

琉共和國政府刑事司法互助協定》與《中華民國（臺灣）

政府與帛琉共和國政府法醫合作瞭解備忘錄》。

 ○  美國亞利桑納州州長杜希（Doug Ducey）率團訪問我國3
天，並宣布設立駐台辦事處。

 ○ 外交部部長吳釗燮與瓜地馬拉外長步卡羅（Mario 
BÚCARO）共同簽署兩國外交人員訓練及交流合作協定，

吳部長並代表我國政府頒贈步卡羅外長「大綬景星勳

章」，步卡羅外長則代表瓜國政府頒贈吳部長「大項鍊伊

利薩里勳章」。

 ○ 駐海地大使古文劍與海國衛生部部長勞森（Alex 
LARSEN）簽署海地全國輸血安全計畫合作夥伴協議。

111.8.31
 ○  外交部部長吳釗燮接受法國《國際政治》（Politique 
Internationale）專訪。

 ○  外交部部長吳釗燮接受德國「德國之聲」（DW）專訪。

111.9.2
 ○  外交部部長吳釗燮接受美國「美國廣播公司」 （ABC）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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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9.3
 ○ 吐瓦魯總理拿塔諾（Kausea NATANO）伉儷來我國進行國

是訪問7天。

 ○ 國立故宮博物院院長吳密察訪問荷蘭4天。

 ○ 前副總統陳建仁夫婦以總統特使身分訪問教廷8天，出席

教廷宗座科學院學士會議；參加先教宗若望保祿一世榮列

真福品彌撒及聖索菲亞大教堂參加「為烏克蘭與世界和平

祈福」彌撒，並代表政府捐贈善款予協助烏克蘭難民。

 ○ 僑務委員會委員長童振源訪問加拿大14天。

111.9.5
 ○  外交部部長吳釗燮接受美國《紐約客雜誌》（The New 
Yorker）專訪。

 ○ 外交部部長吳釗燮與吐瓦魯總理拿塔諾共同簽署《中華

民國（臺灣）與吐瓦魯國重申臺吐外交關係聯合公報》，

另內政部部長徐國勇則與總理拿塔諾簽署《中華民國（臺

灣）與吐瓦魯國警政合作協定》，及海洋委員會代理主任

委員周美伍與總理拿塔諾簽署《中華民國（臺灣）與吐

瓦魯國海巡合作協定》。中山大學校長鄭英耀與吐國公共

工程部部長田互魯（Ampelosa TEHULU）簽署《台吐海洋

科學與工程研究中心合作備忘錄》。

 ○ 駐貝里斯大使錢冠州與貝國衛生福利部部長伯納德

（Kevin BERNARD）共同主持「貝里斯醫療影像系統強化

計畫」數位化醫療設備及醫療影像系統贈交儀式。

 ○ 駐巴拉圭大使韓志正陪同「台巴（巴拉圭）產業政策

合作專家考察團」會晤巴國工商部部長賈斯迪優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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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is CASTIGLIONI）、國會暨參議院議長沙羅蒙（Oscar 
SALOMÓN）等。

111.9.6
 ○ 駐聖文森國大使藍夏禮致交年度民生發展計畫第 1期
款予聖國，由聖文森及格瑞那丁總理龔薩福（Ralph 
GONSALVES）代表接受。

 ○ 駐貝里斯大使錢冠州與貝里斯教育部國務部長扎巴內

（Louis ZABANEH）共同出席由我國推動之「ITVET 機構

功能提升工程竣工暨婦女軟體技能培訓班」結業典禮。

 ○ 駐海地大使古文劍與海國社會部部長皮利國（Odney 
PIERRE RICOT）共同主持和平港醫院開院設備簽約儀式。

111.9.7
 ○  國家發展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高仙桂率團赴泰國曼谷出席

APEC 婦女與經濟論壇。

 ○  外交部部長吳釗燮接受加拿大「加拿大廣播公司」（CBC）
法語專訪。

 ○ 外交部與內政部及大陸委員會共同主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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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有來自亞太、中東、非洲、歐洲、北美、拉美

及加勒比海地區近42國2500位警政、司法官員及執法人

員實體或線上與會。

 ○ 外交部政務次長田中光代表部長吳釗燮頒贈「睦誼外交 
獎章」予馬來西亞台灣商會聯合總會檳城州分會前會長

拿督斯里李鴻隆，表彰其於疫情期間協助滯留海外國人

返台之卓越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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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駐奧克蘭處長陳詠韶拜會毛利王（Tūheitia Potatau Te 
Wherowhero VII）。

 ○  美國聯邦眾議院議員莫菲（Stephanie MURPHY）、法蘭克

林（Scott FRANKLIN）、凱希力（Kai KAHELE）、威爾森（Joe 
WILSON）、巴爾（Andy BARR）、艾薩（Darrell ISSA）、譚妮 
（Claudia TENNEY）及凱茉可（Kat CAMMACK）一行訪問

我國3天。

 ○ 巴拉圭東方市《頭版日報》刊登外交部部長吳釗燮籲請

支持我國參與聯合國之專文。

 ○ 駐貝里斯大使錢冠州與貝國衛生福利部部長伯納德

（Kevin BERNARD）共同主持「貝里斯醫療影像系統強化

計畫」數位化醫療設備及醫療影像系統贈交儀式。

111.9.8
 ○ 駐馬來西代表洪慧珠與國家發展委員會副主委游建華共

同見證國家發展委員會與馬來西亞留台校友會聯合總會

簽署之就業金卡馬國攬才團合作瞭解備忘錄。

 ○ 斯洛伐克國會歐洲事務委員會通過支持我參國與本年

ICAO 決議。

 ○  駐加拿大代表處促成交通部民用航空局副局長林俊良與

加拿大民航局局長羅賓森（Nicholas ROBINSON）舉行視

訊會議。

 ○ 駐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大使林昭宏主持台克技術合作

計畫簡報，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總理德魯（Terrance 
DREW）率內閣成員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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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駐巴拉圭大使韓志正陪同「台巴（巴拉圭）產業政策合作

專家考察團」拜會總統阿布鐸（Mario ABDO BENÍTEZ）。

111.9.9
 ○  經濟部政務次長陳正祺率團赴泰國普吉島出席 APEC 中

小企業部長會議。

111.9.10
 ○ 立陶宛經濟及創新部次長澤麥提斯（Karolis ŽEMAITIS）
率團訪問我國8天。

 ○ 馬紹爾群島內政暨文化部部長歐塔（Ota KISINO）應我國

原住民族委員會邀請率團訪問我國10天，參加「2022年
南島民族祭典暨傳統競技交流計畫」。

111.9.11
 ○ 立法院「台日國會友好聯誼會」副會長立法委員邱議瑩

一行訪問日本7天。

111.9.12
 ○ 20位斯洛伐克國會議員共同連署致 ICAO 理事會主席夏

奇塔諾（Salvatore SCIACCHITANO）聯名函，籲請 ICAO
邀請台灣參與本年第41屆大會。

111.9.13
 ○  外交部部長吳釗燮接受卡達「半島電視台」（Aljazeera）
專訪。

 ○ 駐瑞士代表黃偉峰應邀出席在聯邦國會大廈舉辦的「您

對台灣所有的關注」即問即答說明會，解說並回復議員

提問，國會友台小組3位共同主席上議員齊也薩（Mar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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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ESA）、 下 議 員 瓦 德（Nicolas WALDER）、 莫 麟 納

（Fabian MOLINA）等近20位國會議員到場與會。

 ○ 駐厄瓜多代表莊輝恩與厄國國會議員秦波（José CHIMBO）
共同辦理上網設備捐交及簽署紀事錄儀式。

111.9.14
 ○ 德國聯邦內閣通過由德國外交部撰提之「2022年聯邦政

府印太地區指導原則執行進度報告」，首次提及支持台

灣參與國際組織及強調台海和平穩定重要性，落實聯合

執政協議對台政策立場。

 ○ 駐貝里斯大使錢冠州出席見證我國海洋委員會主任委員

李仲威與貝國「海岸巡防隊」國防暨邊境安全部部長馬

林（Florencio MARIN Jr.）異地簽署《臺貝海巡合作協定》。

111.9.15
 ○  駐紐約辦事處與國合會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辦理「落實

永續發展目標之包容性夥伴關係」，駐紐約處長李光章致

詞，彰現我國係落實 SDGs 不可或缺之建設性夥伴，立法

院立法委員范雲及王婉諭與會。

 ○  「中華民國（台灣）農產品貿易赴美友好訪問團」黃豆玉

米分團訪問美國明尼蘇達州，駐芝加哥處長姜森及明尼

蘇達州州長華茲鼎（Tim WALZ）共同見證雙方簽署採購

意向書。

 ○  駐美國代表蕭美琴在雙橡園主持「台灣與德拉瓦州締結

姊妹盟誼22週年」暨「德拉瓦州之夜」酒會慶祝活動，

立法院「台美國會議員聯誼會」副會長立法委員陳以信

等6位立法委員、美國聯邦參議員昆斯（Chris CO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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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拉瓦州議會「友台連線」共同主席彭巴赫（Paul 
BAUMBACH）等50餘名賓客與會。

111.9.16
 ○  外交部部長吳釗燮接受美國「國家廣播公司」（NBC 
News）專訪。

 ○ 駐奧地利代表處協助司法院大法官黃瑞明及詹森林一行4
人訪問奧地利，會晤奧國最高法院法官史瓦岑巴赫（Erich 
SCHWARZENBACHER）、奧地利憲法法院院長葛拉賁瓦特

（Christoph GRABENWARTER）等。

111.9.17
 ○  駐美國代表處協助洽邀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主任委員

吳政忠於「特別競爭研究計畫」（Special Competitive Studies 
Project, SCSP）舉辦之「2022全球新興科技論壇」預錄致

詞，駐美國代表蕭美琴與會。

111.9.18
 ○ 駐立陶宛代表處促成教育部政務次長劉孟奇率團訪問立

陶宛，舉辦留學台灣說明會，並與立國大學交流。

 ○ 我國政府宣布捐助宏都拉斯10萬美元緊急人道援助款，

協助首都德古西加巴市災民安置及社區重建。

111.9.19
 ○  總統蔡英文應邀在紐約非營利組織 Concordia 年度峰會發

表預錄主題演講，強調「守護台灣民主對確保集體自由

與人權至關重要」，呼籲團結合作對抗威權擴張主義及

接納台灣參與聯合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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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9.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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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瓦魯總理、聖文森總理，以

及諾魯駐聯合國代辦計11位友邦高層（依發言順序）在

9月20日至26日聯大總辯論演說中為台灣執言。

 ○  美國總統拜登、捷克外長利帕夫斯基（Jan LIPAVSKY）及

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Charles MICHEL）在聯大總辯論

演說中，強調支持台海穩定與和平，反對任一方片面改

變現狀。

 ○  「中華民國（台灣）農產品貿易赴美友好訪問團」小麥分

團訪問美國愛達荷州政府，在駐西雅圖處長甄國清及愛

達荷州州長李睿德（Brad LITTLE）共同見證雙方簽署小

麥採購意向書。

 ○  「中華民國（台灣）農產品貿易赴美友好訪問團」黃豆玉

米分團訪問美國愛荷華州，駐芝加哥處長姜森及愛荷華州

州長雷娜姿（Kim REYNOLDS）共同見證簽署採購意向書。

 ○ 駐貝里斯大使錢冠州應邀出席貝國外交部舉辦之外交週

系列活動及總理布里仙紐（John BRICEÑO）國宴。

 ○ 駐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大使林昭宏應邀出席克國39週
年獨立紀念日閱兵大典。

111.9.21
 ○  外交部部長吳釗燮接受日本「日本經濟新聞」（Nihon 
Keizai Shinbun）與「日經亞洲」（Nikkei Asia）聯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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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華民國（台灣）農產品貿易赴美友好訪問團」小麥分

團訪問美國奧勒岡州政府，在駐西雅圖處長甄國清及副

州務卿梅耶斯（Cheryl MYERS）等政要見證下，雙方簽

署小麥採購意向書。

 ○ 駐貝里斯大使錢冠州受邀出席貝國政府慶祝獨立建國41
週年大典暨升旗儀式。

 ○  駐哥倫比亞代表處促成36位參、眾議員聯名致函 ICAO
理事主席夏奇塔諾（Salvatore SCIACCHITANO），支持我

國參與第41屆 ICAO 大會。

111.9.22
 ○  財政部部長蘇建榮及中央銀行副總裁陳南光代表我國赴

墨西哥梅里達出席「中美洲銀行」（CABEI）第62屆理事

會年會。

 ○ 駐希臘代表郭時南代表我國參加與「歐洲復興開發銀行」

合作贊助希臘新創事業之「星創計畫」啟動儀式並致詞。

111.9.23
 ○  「中華民國（台灣）農產品貿易赴美友好訪問團」黃豆玉

米分團訪問美國伊利諾州，駐芝加哥處長姜森、伊利諾

州州長普茲克（J. B. PRITZKER）及伊州聯邦參議員達克

沃絲（Tammy DUCKWORTH）共同見證雙方簽署採購意 
向書。

111.9.25
 ○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副局長林俊良率領 ICAO 案行動團前往

加拿大蒙特婁推動參與第41屆 ICAO 大會，期間出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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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記者會、外交酒會及 GCTF 活動，另與我國友邦及理

念相近國家舉行22場次雙邊會談。

111.9.26
 ○  財政部部長蘇建榮代表我國赴菲律賓馬尼拉出席「亞洲

開發銀行」（ADB）第55屆理事會年會第2階段會議。

 ○ 日本《產經新聞》刊登外交部部長吳釗燮悼念日本故前

首相安倍晉三「承繼民主國家團結之遺志」投書。

111.9.27
 ○  第41屆 ICAO 大會於9月27日至10月7日在加拿大蒙特

婁舉行，我國推案共獲全球24國行政部門、65國的73個
立法部門，共計1,160名官員、政要、國會議員及重要國

際友人予我聲援。其中，美國運輸部部長、德國聯邦交

通部常務次長、法國交通權理部長、日本國土交通副大

臣、紐西蘭交通部經濟法規經理、巴拉圭民航局局長、

瓜地馬拉民航局局長、貝里斯藍色經濟暨民航部部長、

史瓦帝尼公共工程暨運輸部部長及吐瓦魯駐聯合國代表

團副常任代表均在大會上為我執言。

 ○ 立法院前院長王金平、臺灣日本關係協會會長蘇嘉全及

駐日本代表謝長廷出席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國葬。

 ○  我國與美國、日本、澳洲、以色列及荷蘭共同舉辦 GCTF
「智慧農業產業化的挑戰與策略」國際研習營。

111.9.28
 ○  我國與菲律賓、以色列、馬爾地夫、斯里蘭卡及柬埔

寨共同簽署《亞洲資訊通路聯盟聯合宣言》，成為「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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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資訊通路聯盟」（AAIA）創始會員國。我國由國家

發展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施克和代表簽署，各國簽署

代表為印尼中央資訊委員會主席唐尼．尤斯吉安托羅

（Donny YOESGIANTORO）、以色列司法部資訊自由處

處長什洛米．別拉夫斯基（Shlomi BIELAWSKY）、馬爾

地夫中央資訊委員艾哈邁德．阿希德．拉希德（Ahmed 
Ahid RASHEED）、菲律賓中央資訊局局長拉蒙．郭洛平

（Ramon L. CUALOPING III）及斯里蘭卡中央資訊通路委員

會處處長薩庫馬拉（S.R.W.M.R.P SATHKUMARA）。

 ○  馬紹爾國會通過支持我國參與聯合國等國際組織之決議。

 ○ 駐索馬利蘭代表羅震華代表我國捐贈援米，由副總統兼

索馬利蘭「全國旱情委員會」主席賽利希（Abdirahman 
Abdillahi Ismail SAYLICI）代表接受。

 ○ 外交部部長吳釗燮及駐紐約處長李光章、美國在台協

會華盛頓總部（AIT/Washington）執行理事藍鶯（Ingrid 
LARSEN）、日本台灣交流協會台北事務所代表泉裕泰

（IZUMI Hiroyasu）及澳洲辦事處駐台代表露珍怡（Jenny 
BLOOMFIELD）共同參與台、美、日、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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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研討會。

111.9.29
 ○ 駐菲律賓代表處協助財政部部長蘇建榮以亞洲開發銀行

（ADB）理事身分率團赴菲律賓出席第55屆亞洲開發銀行

年會。

 ○ 駐厄瓜多代表莊輝恩與厄國國會議員華莉南戈（D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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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RINANGO）共同辦理桌上型電腦及輪椅捐贈及簽署紀

事錄儀式。

111.9.30
 ○  我國與美國、日本及澳大利亞於 ICAO 第41屆大會期間

以視訊與實體方式，在加拿大蒙特婁共同舉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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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研討會，外交部部長吳釗燮以預錄方式向與會人士

致詞。

111.10.2
 ○ 德國國會友台小組主席魏爾胥（Klaus-Peter WILLSCH）偕

5位分屬國會其他黨團之副主席訪問我國5天。

111.10.3
 ○ 駐海地大使古文劍與海國婦女部部長羅荷索（Sofia 
LORÉUS）共同主持「婦女賦權計畫」第2期婦女職業技

能訓練班開幕典禮。

111.10.5
 ○  帛琉總統惠恕仁率團國是訪問我國6天。

 ○  加拿大國會以 323票贊成、0票反對的表決結果通過動

議，支持台灣參與 WHO 和 WHA。

111.10.6
 ○ 帛琉總統惠恕仁與我國簽署《財政合作協定》、《船員海

勤資歷、教育及訓練之文件協定》、《觀光振興合作意向

書」、《水產養殖發展合作意向書》及《中華民國（臺灣）

原住民族委員會與帛琉人力資源、文化、旅遊及發展部

合作瞭解備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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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本「日華議員懇談會」會長眾議員古屋圭司訪問我國5
天。

 ○ 駐西班牙代表處促成西班牙國會眾議院外交委員會通過

「台灣海峽之緊張局勢聲明案」，重申中國與台灣之關係，

應在不具壓迫性以及具備民意之基礎上開展建設性對話；

西國眾議院並強調反對任何破壞台海現狀之單邊行動。

 ○  駐邁阿密處長紀欽耀代表我國捐贈佛羅里達州伊恩風災

賑災款，由副州長努涅斯（Jeanette NÚÑEZ）代表接受。

 ○ 駐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大使林昭宏贈交「尼維斯島海

岸景觀公園計畫」援款予克國，由總理德魯（Terrance 
DREW）代表接受。

 ○ 駐瓜地馬拉大使鄭力城與瓜國外交部次長阿奇拉（Shirley 
AGUILAR）及中美洲統合體（SICA）秘書長瓦卡斯（Werner 
VARGAS）共同主持我與 SICA 第17屆混合外長委員會六

項合作計畫聯合贈交儀式。

111.10.7
 ○ 蔡英文總統出席第6屆「玉山論壇」開幕式致詞。帛琉總

統惠恕仁、紐西蘭前副總理兼外交部部長彼特斯（Winston 
PETERS）、日本眾議員暨「日華議員懇談會」會長古

屋圭司及加拿大前外交部部長暨國防部部長馬凱（Peter 
MACKAY）等均出席，澳洲前外交部部長、現任澳洲國

家大學校監畢紹普（Julie BISHOP）發表視訊演說。

 ○ 駐瓜地馬拉大使鄭力城與瓜國總統府國安會秘書長李維

（Walter Alexander LEVY HERRERA）共同主持我國捐助資

訊安全計畫儀式。



中華民國 111年外交年鑑

- 524 -

111.10.8
 ○ 日本「日華議員懇談會」參眾議員19人組成「中華民國

國慶日本國會議員祝賀團」訪問我國3天。

111.10.9
 ○  加拿大國會加台國會議員友好協會會長史葛洛（Judy 
SGRO）率團訪台6天，期間晉見總統蔡英文、副總統賴

清德，拜會立法院院長游錫堃、行政院院長蘇貞昌與外

交部部長吳釗燮，並出席我國國慶大會。

 ○  美國聯邦眾議院「科學、太空暨科技」委員會主席江笙

（Eddie Bernice JOHNSON）一行訪問我國6天。

111.10.10
 ○ 駐紐西蘭代表處促成監察院院長陳菊一行7人訪問紐西

蘭7天，出席「國際監察組織澳紐及太平洋地區第34屆
年會暨紐西蘭監察公署60週年」慶祝活動。

111.10.11
 ○  駐美國代表處促成前副總統陳建仁訪問美國，出席由經

濟部及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舉辦之「美國台灣形

象展」。

 ○  駐美國代表處促成經濟部部長王美花率領企業團訪問美

國，在華府與美方召開台美「科技貿易暨投資合作架構」

之企業論壇，計40家業者與會。

 ○  美國聯邦眾議院議員莫頓（Seth MOULTON）、沃茲

（Michael WALTZ）及凱希力（Kai KAHELE）一行訪問我國

3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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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美國聯邦眾議院議員溫斯卓普（Brad WENSTRUP）一行

訪問我國3天。

111.10.12
 ○  外交部部長吳釗燮接受澳洲「第九頻道」 （Channel 9）專訪。

 ○ 駐馬紹爾群島大使夏季昌代表我國政府捐贈馬國中秋節

禮，由馬國外交暨貿易部部長柯布雅（Kitlang KABUA）
代表接受。

 ○ 外交部部長吳釗燮應邀於捷克「第25屆公元兩千論壇」

閉幕式發表視訊專題演講。

 ○  外交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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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dy SGRO）「績優外交獎章」。

111.10.13
 ○  外交部部長吳釗燮接受法國「24小時新聞台」（France 
24）專訪。

 ○ 駐馬來西代表洪慧珠與衛生福利部次長石崇良共同見證

台灣醫療健康產業卓越聯盟基金會與馬來西亞金群利集

團簽署建置海外醫療據點合作意向書儀式。

 ○ 駐馬來西亞代表處協助前副總統陳建仁赴馬來西亞參加

「國際傳染病大會」並擔任主講貴賓。

 ○  駐美國代表蕭美琴陪同經濟部部長王美花出席美國在台協

會華府總部舉辦之「台美科技貿易暨投資合作架構合作進

展」儀式，見證台美雙方產業代表簽署7項合作備忘錄。

 ○ 駐海地大使古文劍與海地農業部部長蒲瑞迪（Brédy 
CHARLOT）就海地全國稻種生產強化計畫之「北部及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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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省子計畫」及「阿迪波尼省子計畫」展延執行程期

修約完成換文。

 ○ 外交部部長吳釗燮於「瓜地馬拉使節年度研討會」發表

錄影演說。

111.10.15
 ○ 駐日本代表謝長廷、立法委員郭國文及沈發惠等參加山

口縣政府舉辦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縣民葬活動。

111.10.16
 ○  外交部部長吳釗燮接受義大利《新聞報》（La Stampa）書

面專訪。

111.10.17
 ○ 駐葡萄牙代表張崇哲接受葡語美國有線電視新聞（CNN 
Portugal）專訪，闡述兩岸差異，台灣盼加強與理念相近

國家合作，協助台灣就是守護民主體制與全球經濟生產。

 ○ 駐厄瓜多代表莊輝恩與厄國國會議員納瓦維茲（Ramiro 
NARVAEZ）共同主持頒贈我國捐贈之平板電腦予孟杜法

縣優秀學生儀式。

111.10.18
 ○  外交部部長吳釗燮接受紐西蘭「國家電視台」（TVNZ）
專訪。

 ○  第 90屆 INTERPOL 於 10月 18日至 21日在印度新德里召

開，包含 10個友邦及英國外交部亞洲事務副部長米靈

（Amanda MILLING）與荷蘭外交部部長胡克斯特拉（Wopke 
HOEKSTRA）等各國官員及政要以致函、執言、發表聲明

及社群媒體推文等方式，支持我國爭取參與 INTERP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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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0.19
 ○  財政部部長蘇建榮率團赴泰國曼谷出席於10月19日至 
21日召開之 APEC 財政部長會議。

 ○ 外交部部長吳釗燮就我國對烏國實際支持與援助及台烏

關係等議題，接受烏克蘭 Espreso 電視台記者波爾特尼可

夫（Vitaly PORTNIKOV）視訊專訪。

111.10.20
 ○  史瓦帝尼王國國王恩史瓦帝三世（King MSWATI Ⅲ）偕王

妃瑪希娃瑪（Inkhosikati LAMASHWAMA）國是訪問我國6天。

 ○  總統蔡英文任命台灣積體電路股份有限公司創辦人張忠

謀為我國領袖代表，出席在泰國曼谷舉行之 APEC 經濟

領袖會議。

 ○ 外交部部長吳釗燮接受「英國廣播公司」（BBC）新聞時

事評論節目 Newsnight 及 BBC 中文新聞網專訪，說明中共

二十大後對兩岸關係及區域和平影響。

 ○ 駐奧地利代表張小月應邀出席歐洲復興開發銀行「2022
年綠色城市年會」，並代表我國致詞。

 ○ 中華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與秘魯利馬商會召開「第15
屆台秘經濟聯席會議」，外交部常務次長俞大 以貴賓身

分線上致詞。

111.10.22
 ○ 駐拉脫維亞代表處促成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副主任委

員林敏聰率團訪問拉脫維亞4天。

 ○ 駐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大使林昭宏與克國社會發展、

兩性事務、高齡暨身障福利部副部長兼參議員菲莉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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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alean PHILLIP）共同見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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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倡議簽署儀式。

111.10.23
 ○  德國國會議員海特（Peter HEIDT）率國會人權委員會官

式代表團一行5人訪問我國4天。

111.10.24
 ○  外交部部長吳釗燮接受美國《大西洋雜誌》（The Atlantic）
專訪。

 ○ 駐阿曼代表吳清泉與阿曼能源暨礦物部部長奧菲（Salim 
bin Nasser AL AUFI）會晤。

 ○  駐休士頓辦事處促成臺南市與美國路易斯安納州紐奧爾

良市締結姊妹市。

111.10.25
 ○  外交部部長吳釗燮接受韓國「News 1通訊社」書面專訪。

 ○ 駐立陶宛代表處促成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林聰敏率團訪問立陶宛4天，拜會立陶宛教育、科學及

體育部、立陶宛科學院、國家物理學及技術研究中心。

111.10.26
 ○ 外交部部長吳釗燮在臺北賓館主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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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國與美國、日本及澳洲首度於東京舉辦 GCTF「法治原

則下之永續海洋」國際研習營。

 ○ 駐智利代表處協同中華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與智利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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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工業總會辦理「第13屆台智經濟聯席會議」，外交部

常務次長俞大 以預錄影片開幕致詞。

111.10.27
 ○ 臺灣日本關係協會會長蘇嘉全應邀率團訪問日本5天，

出席「2022島波海道國際自行車大會」活動，並拜會愛

媛縣及廣島縣政要。

111.10.28
 ○  外交部部長吳釗燮接受美國《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專訪。

 ○  台美於美國華府舉行「台美國際組織議題雙邊工作階層

會議」，我國由外交部主任秘書徐儷文擔任主談，美國

則由國務院國際組織局助卿希頌（Michele SISON）主談。

111.10.29
 ○ 總統蔡英文及副總統賴清德預錄祝賀「全日本台灣聯合

會」主辦之「沒有外交關係的50年―今後臺日關係的展

望」研討會影片，駐日本代表謝長廷出席。

111.10.30
 ○  外交部與衛生福利部合辦「2022臺灣全球健康福祉論

壇」，吐瓦魯國衛生部部長田和沛（Isaia TAAPE）、貝里

斯衛生福利部部長伯納德（Kevin BERNARD）夫婦，以及

馬紹爾群島衛生部次長倪登守（Jack NIEDENTHAL）夫婦

等訪問我國與會。

111.10.31
 ○  駐關島辦事處舉行「台灣―關島農業科技永續高峰會」，

促成我國6所大專院校農學院分別與關島大學自然暨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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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科學學院，以及桃園市農會與關島農會簽署共計7份
農業合作備忘錄，駐關島處長陳盈連、關島總督古蕾

露（Lourdes A. LEON GUERRERO）及關島副總督譚里諾

（Joshua F. TENORIO）出席簽署典禮。

111.11.1
 ○ 副總統賴清德率團訪問帛琉3天。

 ○ 由德國、比利時、捷克、荷蘭、科索沃、英國及烏克蘭7
國8位國會議員所組「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訪問團訪

台4天。

 ○  駐加拿大代表曾厚仁應邀出席加國眾議院加中關係特別

委員會召開加台關係研究聽證會，說明台加關係、台海

局勢與我國政府相關政策。

111.11.2
 ○  外交部部長吳釗燮接受德國「德國第二電視台」（ZDF）
專訪。

 ○ 駐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大使林昭宏與克國總理德魯

（Terrance DREW）簽署《中華民國（臺灣）政府及聖克里

斯多福及尼維斯聯邦政府雙邊合作協定》。

 ○ 哥倫比亞及委內瑞拉「福爾摩沙俱樂部」4位成員以一

人一信方式致函 UNFCCC COP27執行秘書斯蒂爾（Simon 
STIELL），支持將我國納入該機制之訴求。

 ○ 我國政府宣布捐助20萬美元緊急人道援助款，協助貝里

斯「麗莎颶風」賑災。

111.11.3
 ○  外交部部長吳釗燮接受美國「美國之音」視訊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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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駐印度代表處促成經濟部政務次長陳正祺率政府相關部

門官員、產業協會及在印度投資企業代表參與由中華民

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及全國工業總會與印度工商聯合會

合辦的「第1屆台印度 CEO 圓桌論壇」及「第6屆台印

度產業鏈結高峰會議」。

 ○  駐美國代表蕭美琴與美國在台協會執行理事藍鶯（Ingrid 
LARSON）代表簽署《台美發展及人道援助合作瞭解備忘

錄》，美國國際開發總署副署長柯曼（Isobel COLEMAN）
率該署各地域局及政策規劃資深官員到場見證。

 ○ 駐聖文森國大使藍夏禮與聖國外交部部長彼德絲（Keisal 
PETERS）及財務部部長龔沙福（Camillo GONSALVES）共

同主持婦女賦權計畫之創業菁英競賽頒獎典禮。

 ○ 駐瓜地馬拉大使鄭力城與瓜國經濟部部長羅薩雷斯（Janio 
ROSALES）共同主持婦女賦權計畫創業基金頒獎典禮。

111.11.4
 ○ 外交部部長吳釗燮出席「台北印度音樂文化中心」舉辦 
之「2022年印度排燈節晚會」，參與傳統祈福點燈儀。

111.11.6
 ○ 駐約旦代表楊心怡陪同由外交部及各部會人員組團赴埃

及夏姆席克（Sharm EI-Sheik）出席 UNFCCC COP27，會期

間計有馬紹爾群島共和國及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等10
國為我國執言，我團並與七大工業國集團等各國代表團

進行40場雙邊會談。

111.11.7
 ○ 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總理德魯（Terrance DREW）率外

交部部長道格拉斯（Denzil DOUGLAS）等訪問我國4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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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1.8
 ○ 駐瓜地馬拉大使鄭力城與「中美洲農牧保健組織」 （OIRSA）
代理執行長賽拉亞（Oscar ZELAYA）簽署《中美洲區域香

蕉黃葉病防治計畫》合作協定，瓜國農牧部部長羅培茲

（José Ángel LÓPEZ）見證。

111.11.9
 ○  外交部部長吳釗燮接受美國《紐約時報》（NYT）專訪。

 ○ 經濟部政務次長陳正祺與英國國際貿易部副部長韓斯

（Greg HANDS）在台共同主持「第25屆台英經貿對話會議」。

 ○ 駐貝里斯大使錢冠州與貝國總理布里仙紐（John BRICEÑO）
赴貝里斯市遭受「麗莎颶風」重創區域勘災並捐贈賑災款。

111.11.10
 ○  駐加拿大代表處促成經濟部政務次長陳正祺與加拿大創

新、科學暨經濟成長部副部長甘迺迪（Simon KENNEDY）
視訊會議。

 ○ 駐聖文森國大使藍夏禮致交台聖雙邊合作之年度民

生發展計畫第 2 期款予聖國，由總理龔薩福（Ralph 
GONSALVES）代表接受。

111.11.11
 ○ 駐菲律賓代表徐佩勇代表我國捐贈賑災款予菲律賓政

府，協助奈格強烈颱風災後重建。

 ○ 斯洛伐克國會外交委員會通過支持台灣參與UNFCCC決議。

111.11.12
 ○ 客家委員會副主委范佐銘率團訪紐西蘭11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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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1.13
 ○  「全美副州長協會」內布拉斯加州副州長兼會長弗

利（Mike FOLEY）率領南達科他州副州長羅登（Larry 
RHODEN）、阿拉斯加州副州長梅爾（Kevin MEYER）及

關島副總督譚諾里（Joshua Franquez TENORIO）等訪問我

國7天。

111.11.14
 ○  諾魯總統昆洛斯（Russ Joseph KUN）伉儷國是訪問我國 
6天。

111.11.15
 ○ 外交部部長吳釗燮與諾魯總統昆洛斯於臺北賓館簽署

《中華民國（臺灣）與諾魯共和國重申外交關係聯合公報》。

 ○ 駐吐瓦魯大使林東亨致交我國下半年援吐財政捐贈款，

由吐國代總理兼交通部部長麥薩凱（Nielu MEISAKE）代

表接受。

 ○ 僑務委員會副委員長徐佳青訪問紐西蘭3天。

 ○ 德 國 經 濟 及 氣 候 保 護 部 次 長 布 蘭 特 娜（Franziska 
BRANTNER）訪問我國2天。

111.11.16
 ○ 第2屆「台美日國會議員戰略論壇」以視訊方式召開，立法

院院長游錫堃、美國聯邦參議員海格提（Bill HAGERTY）、
聯邦眾議員Jason CROW、Brian FITZPATRICK、Rob WITTMANN、 
日本眾議員古屋圭司及木原稔（KIHARA Minoru）等出席

與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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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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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主任委員吳政忠訪問德國，與

德國聯邦教育及研究部部長史塔克 - 瓦特辛格（Bettina 
STARK- WATZINGER）進行雙邊部長級會談。

 ○  駐休士頓處長羅復文出席「為自由奮戰」研討會，由「布

希總統中心」會長暨執行長赫許（Ken HERSH）介紹總統

蔡英文並撥放蔡總統開幕致詞影片。

111.11.17
 ○  行政院政務委員兼經貿談判辦公室總談判代表鄧振中及

行政院政務委員兼國家發展委員會主任委員龔明鑫率團

赴泰國曼谷出席 APEC 雙部長年會。

 ○ 諾魯總統昆洛斯於海洋委員會海巡署見證海洋委員會代

理主任委員周美伍與諾魯警察總監諾特（Iven Notte）換

文，共同宣布「兩國聯合海事巡航標準作業程序」生效。

 ○ 駐土耳其代表黃志揚與歐洲復興開發銀行及伊斯坦堡市

政府等各單位代表出席我國資助歐銀之伊斯坦堡市「綠

色城市行動方案」撥款簽署儀式。

 ○  外交部政務次長蔡明彥赴加拿大出席哈利法克斯國際安

全論壇。

111.11.18
 ○  我國 APEC 領袖代表張忠謀、行政院政務委員鄧振中及

政務委員兼國家發展委員會主委龔明鑫等赴泰國曼谷出

席於11月18日至19日召開之 APEC 經濟領袖會議。

 ○ 駐馬紹爾群島大使夏季昌與馬國總統柯布亞（David 
KABUA）共同頒贈「台馬總統獎助學金」。



- 535 -

第六章　中華民國 111年外交大事日誌

 ○ 駐西班牙代表劉德立會晤西班牙哈恩省國會眾議員雷肯納

（Juan Diego REQUENA）及該省畢亞卡里約市市長米拉耶斯

（Francisco MIRALLES），並接受10號電視台專訪。

111.11.20
 ○ 考試院考試委員吳新興及秘書長劉建忻訪問日本5天。

111.11.21
 ○ 駐馬紹爾群島大使夏季昌與馬國外交部部長柯布雅

（Kitlang KABUA）共同舉辦台馬建交24週年慶祝活動，

馬國總統柯布亞（David KABUA）伉儷偕官員參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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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舉辦 GCTF「數位經濟

趨勢下的機會及政策建議」國際工作坊。

 ○  第18屆台加經貿諮商會議於台北召開，由雙方資深官員

共同主持。

111.11.22
 ○ 駐瓜地馬拉大使鄭力城與瓜國國防部部長雷耶斯（Henry 
REYES CHIGUA）共同主持高等教育指揮部語文中心「第

1屆中文班結訓典禮」；雷耶斯部長另頒贈該部「懋績十

字勳章」予鄭力城大使。鄭大使嗣與雷耶斯部長共同簽

署定（旋）翼機飛行員換訓合作協議。

111.11.23
 ○ 駐史瓦帝尼王國大使梁洪昇代表我國捐贈援米，由史國

副總理馬蘇庫（Themba MASUKU）代表接受。

 ○ 駐厄瓜多代表莊輝恩與厄國國會第二副議長貝雷伊拉

（Darwin PEREIRA）簽署援贈紀事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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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駐巴拉圭大使韓志正代表我政府捐贈巴國政府「台巴雙

邊合作―衛福部醫療機構照護品質提升計畫」醫療資訊

系統設備，由巴國衛福部部長波爾巴（Julio BORBA）代

表接受。

 ○ 駐巴拉圭大使韓志正出席總統阿布鐸（Mario ABDO 
BENÍTEZ）主持之「台巴我的家園興建平民住宅計畫」交

屋儀式。

111.11.25
 ○  外交部部長吳釗燮接受荷蘭「廣播電視協會」 （NOS）專訪。

 ○ 文化部政務次長李靜慧一行訪問日本5天，參加「臺灣租

書店與漫畫的奇妙旅程」特展開幕活動。

 ○ 駐吐瓦魯大使林東亨代表我國捐贈網路通聯系統案經

費，由吐國外交部部長柯飛（Simon KOFE）代表接受。

111.11.26
 ○ 駐瓜地馬拉大使鄭力城接受瓜國總統賈麥岱（Alejandro 
GIAMMATTEI）頒贈「國鳥大項鍊勳章」。

111.11.27
 ○ 僑務委員會委員長童振源訪問日本6天，出席「亞洲台灣

商會聯合總會」第3屆第2次理監事會議及「日台青年座

談會」。

 ○ 立法院院長游錫堃及立法委員陳歐珀、吳琪銘一行訪問

日本5天，期間出席「亞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第30屆
第2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 大陸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邱垂正一行訪問日本5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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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1.28
 ○  外交部國際組織司司長吳尚年與「歐洲復興開發銀行」

捐助國共同融資處處長歐圖（Camilla OTTO）在台北簽署

「平等暨性別行動多邊基金」合作協議，外交部主任秘書

徐儷文及歐銀秘書長小口一彥（Kazuhiko KOGUCHI）在

場見證。

 ○  聖露西亞總理皮耶（Philip J. PIERRE）訪問我國5天。

 ○ 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委員王定宇、江啟臣、吳斯

懷、林昶佐、林靜儀、邱臣遠及李維德一行7人訪問日

本4天。

 ○ 監察院副院長李鴻鈞一行訪問日本5天。

 ○ 我國與歐洲復興開發銀行在台首度合辦「捐助國日」，我

國宣布參與歐銀新成立之「平等暨性別行動多邊基金」，

成為創始捐助國。歐銀秘書長小口一彥（KAZUHIKO 
KOGUCHI）率歐銀官員一行7人來台與會，外交部政務

次長蔡明彥代表接見。

111.11.29
 ○ 駐荷蘭代表處促成荷蘭眾議院通過「籲請荷政府以任何形

式加強台荷及台歐盟關係」及「籲請荷政府支持台灣，並

透過所有外交方式勸阻中國對台軍事行動」兩項動議案。

 ○ 英國國會下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下議員柯恩詩（Alicia 
KEARNS）率該委員會議員一行7人訪問我國5天。

 ○ 駐海地大使古文劍與海國衛生部部長勞森（Alex 
LARSEN）共同簽署強化霍亂防治計畫合作夥伴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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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1.30
 ○  外交部部長吳釗燮接受澳洲「天空新聞台」（SKY News）
專訪。

 ○ 外交部政務次長蔡明彥率團訪問斯洛伐克4天，期間於

斯洛伐克「全球安全論壇」智庫發表專題演講，並與斯

國經濟部次長葛哈特（Peter GERHART）共同召開「第2
屆台斯跨部會經濟合作諮商會議」。

111.12.1
 ○ 駐菲律賓代表處協助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與菲律賓科

技部在菲國召開第8屆「臺菲次長級科技聯合委員會會

議」，由國科會副主任委員陳宗權及菲國科技部次長布

恩迪亞（Leah J. BUENDIA）共同主持。

 ○ 駐德國代表處促成柏林邦議會首度成立友台小組，計

有16名議員出席成立大會，邦議會議長布赫納（Dennis 
BUCHNER）以貴賓身分親臨並致詞祝賀。

 ○  駐美國代表蕭美琴偕駐休士頓處長羅復文赴德州謝爾

曼市出席環球晶圓股份有限公司擴廠動土典禮，該公

司董事長兼執行長徐秀蘭親臨主持，美國聯邦眾議院

「科學、太空暨科技委員會」主席江笙（Eddie Bernice 
JOHNSON）及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孫曉雅

（Sandra OUDKIRK）亦應邀出席。

 ○ 駐貝里斯大使錢冠州與貝里斯永續發展、氣候變遷暨災

害風險管理部部長哈貝（Orlando HABET）共同簽署推動

貝里斯河流域水災預警能力提升計畫合作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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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駐巴拉圭大使韓志正、巴國文化部部長嘉德畢拉（Rubén 
CAPDEVILA）及公共工程部次長韋拉斯格斯（Carlino 
VELÁZQUEZ）共同主持台巴雙邊合作計畫「三岔路口地

下道工程」第4期與「興建公立圖書館」第2期款贈交儀

式，外交部部長阿里歐拉（Julio César ARRIOLA）見證。

111.12.2
 ○ 駐瓜地馬拉大使鄭力城與瓜國衛生部部長戈馬（Francisco 
COMA）共同主持聖璜醫院附設婦幼醫院奠基儀式。

111.12.4
 ○  美國愛達荷州州長李睿德（Brad LITTLE）夫婦率團訪問

我國2天。

111.12.5
 ○ 外交部常務次長俞大 在台北主持「2022 NGO 領袖論

壇」，「世界醫師會」秘書長克洛伯（Otmar KLOIBER）
應邀擔任主講者。

 ○ 澳洲前副總理聯邦眾議員喬伊斯（Barnaby JOYCE）等6
位國會議員訪問我國5天。

111.12.6
 ○  外交部部長吳釗燮接受英國《衛報》（The Guardian）澳洲

分社專訪。

 ○ 外交部主任秘書徐儷文赴台南市「亞蔬－世界蔬菜中心」

總部出席「台灣．東南亞種原倡議計畫」啟動儀式。

 ○ 駐吐瓦魯大使林東亨代表我國捐贈援助吐國採購蓄

水塔經費，由吐國公共工程部部長田互魯（Ampelosa 
TEHULU）代表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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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29屆台紐年度經貿會議以視訊方式舉行，由經濟部政

務次長陳正祺及紐西蘭外交貿易部次長 Deborah GEELS 共

同主持。

111.12.7
 ○  外交部部長吳釗燮接受以色列「i24NEWS」電視台專訪。

 ○  GCTF 聯合委員會會議在台北以實體及視訊混合方式召

開，由澳洲辦事處副代表劉溯源（Michael GOOGAN）主

持，外交部政務次長蔡明彥致開幕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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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外務省亞大局審議官岩本桂

一（IWAMOTO Keiichi）及澳洲外交貿易部台灣處處長柯

倪爾（Ella KINNEAR）共同主談，回顧本年 GCTF 辦理情

形，確認明年優先合作領域、未來策略及規劃，並發布

聯合聲明。

 ○ 我國與美國及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共同舉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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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勒比海區域論壇。

111.12.8
 ○ 駐愛丁堡處長張嘉政、國家圖書館館長曾淑賢與聖安德

魯大學圖書館總館長伊格頓（Catherine EAGLETON）共同

主持「臺灣漢學資源中心」揭牌儀式。

 ○ 阿根廷國會訪問團訪問我國5天。

 ○ 駐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大使林昭宏主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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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勒比海區域論壇歡迎酒會，克國副總理韓利（Geoffr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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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LEY）及外交部部長道格拉斯（Denzil DOUGLAS）等

政要應邀出席。

111.12.9
 ○ 國家學技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陳儀莊、印度科技部次長

強德拉謝克（Srivari CHANDRASEKHAR）、駐印度代表葛

葆萱、印度台北協會會長戴國瀾（Gourangalal DAS）線上

出席「第11屆台印度科學與技術雙邊會議」開幕儀式。

111.12.10
 ○ 日本眾議員萩生田光一（HAGIUDA Koichi）訪問我國3天。

111.12.11
 ○ 高雄市市長陳其邁一行訪問日本3天。

 ○ 日本參議員三宅伸吾（MIYAKE Shingo）、眾議員小野寺

五典（ONODERA Itsunori）、鈴木馨祐（SUZUKI Keisuke）
及塩崎彰久（SHIOZAKI Akihisa）訪問我國2天。

111.12.12
 ○ 駐海地大使古文劍與海地農業部部長蒲瑞迪（Bredy 
CHARLOT）共同簽署全國稻種生產強化計畫合作協議。

 ○  前美國副國務卿、現任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等國際研究院

（SAIS）院長史坦柏格（James B. STEINBERG）率華府智庫

「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SIS）訪問團訪問我國5天。

111.12.13
 ○ 駐巴拉圭大使韓志正出席巴國總統阿布鐸（Mario ABDO 
BENÍTEZ）伉儷在聖布拉斯區主持兩國雙邊合作計畫「我

的家園平民住宅」落成啟用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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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2.14
 ○  外交部部長吳釗燮接受瑞士媒體集團「Tamedia」視訊專訪。

 ○ 經濟部政務次長陳正祺與芬蘭經濟就業部副部長貝特能

（Petri PELTONEN）在台北共同主持第7屆「台芬經貿對話

會議」。

 ○  國家人權委員會主任委員陳菊訪問德國6天。

 ○ 駐厄瓜多代表莊輝恩與厄國國會友台小組主席康邦（Rina 
CAMPAIN）共同簽署小型合作計畫紀事錄。

111.12.15
 ○  外交部部長吳釗燮接受法國《費加洛報》 （Le Figaro）專訪。

 ○ 日本台灣交流協會成立50周年，會長大橋光夫（OHASHI 
Mitsuo）訪問我國3天，期間晉見總統蔡英文、副總統賴

清德及拜會行政院院長蘇貞昌。

 ○  第3屆台美「經濟繁榮夥伴對話」以實體及視訊混合方式

在台北及華府兩地同時舉行。我國由經濟部部長王美花

主談，美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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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經濟局

副助卿費南迪斯（Tony FERNANDES）率團前來台北實體

與會，我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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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關部會代表。

111.12.16
 ○ 駐馬紹爾群島大使夏季昌代表我國捐贈援米，由馬國外

交部部長柯布雅（Kitlang KABUA）代表接受。

 ○ 駐史瓦帝尼王國大使梁洪昇與史國副總理馬蘇庫（Themba 
MASUKU） 共 同 主 持 由 我 國 援 助 之「Maphungw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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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khetseniup 地區偏鄉飲用水及衛生系統建設計畫」第一

階段啟動典禮。

111.12.17
 ○  美國聯邦眾議院議員匡希恆（John CURTIS）、米勒―米

克 絲（Mariannette MILLER- MEEKS）、 歐 文 斯（Burgess 
OWENS）、朴銀珠（Michelle STEEL）一行訪問我國6天。

111.12.18
 ○  外交部部長吳釗燮接受科索沃「經濟在線」（Ekonomia 
Online）書面專訪。

111.12.19
 ○ 考試院考試委員王秀紅、何怡澄及銓敘部部長周志宏一

行訪問日本6天。

111.12.20
 ○  駐美國代表蕭美琴在雙橡園主持「馬里蘭日」茶敘活動，

馬里蘭州州長霍根（Larry HOGAN）等政要出席。

111.12.21
 ○ 日本參議員瀧波宏文（TAKINAMI Hirofumi）訪問我國8天。

 ○ 駐馬紹爾群島大使夏季昌與馬國文化暨內政部部長歐塔

（Ota KISINO）共同主持馬國台灣數位機會中心開幕儀式。

 ○ 駐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大使林昭宏與克國資通訊部部

長梅納（Konris MAYNARD）共同簽署數位身分認證計畫

執行協議。

111.12.23
 ○  美國總統拜登簽署《2023會計年度國防授權法》，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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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包括強化台灣安全的具體倡議、以及強化台美經濟、

教育、衛生合作及支持台灣國際參與等。

111.12.24
 ○ 原住民族委員會主任委員夷將．拔路兒一行訪問日本5天。

111.12.26
 ○  外交部部長吳釗燮接受西班牙《道理日報》（La Razón）
視訊專訪。

 ○ 日本參議員世耕弘成（SEKO Hiroshige）一行12人訪問我

國4天，晉見總統蔡英文、副總統賴清德，拜會行政院

院長蘇貞昌、立法院院長游錫堃及外交部部長吳釗燮。

111.12.28
 ○  「全美議會交流理事會」在2022年「各州與國家政策高峰

會」上通過「支持台灣有意義加入國際組織包括 ICAO 及

INTERPOL」友我決議案。

111.12.29
 ○  美國總統拜登簽署《2023會計年度綜合撥款法》，其案

文核撥400萬美元予 GCTF；要求國務院與美國開發總署

用於太平洋島國之各項經費，須能用於與台灣等國家合

作之發展與安全計畫；另其解釋性聲明納入「國際軍事

教育暨訓練計畫」之經費可用於協助台灣等。

 ○ 駐海地大使古文劍代表旅美慈善團體「幫幫忙基金會」

捐贈乙批玩具予海地貧童，由社會部部長皮利國（Odney 
Pierre RICOT）代表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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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總統外交言論摘錄

（ㄧ） 總統蔡英文致函天主教教宗方濟各（Pope Francis），響

應教宗「2022年世界和平日文告」。

聖座 2022 年「世界和平日文告」，期勉眾人參與和平

建設工程，同心協力鋪造和平之路，本人至感佩服，

並由衷認同文告主題所揭示「跨世代對話」、「教育」、

「就業」為締造和平三大必要途徑之精神。

臺灣從威權體制成功轉型為華人世界唯一民主國家，

獲得亞洲民主燈塔美譽，我們將堅持自由民主的價值，

珍惜得來不易的民主自由，讓臺灣更好，讓世界都看

到民主臺灣。

近年來，對岸的軍機、軍艦在臺灣周遭頻繁活動，不

僅衝擊兩岸關係，更是對印太地區和平穩定的現狀造

成威脅。聖座於和平文告中精闢提出，在武力對抗與

自私冷漠間，總會有另一個可能的選項：對話。面對

兩岸關係，我們不會冒進，但也不會在壓力下屈服。

軍事絕對不是解決兩岸分歧的選項，兩岸解決分歧，

必須透過平等對話。

聖座強調以「教育」促進和平，並稱許多國家軍事預

算日增，教育預算遞減。然因中國不放棄對臺動武，

致使無意與中國軍備競賽的臺灣，必須以加強國防能

力對應中國之威脅。儘管如此，2022 年臺灣教育預算

超過一百億歐元，且自 2016 年迄今，成長幅度已高達

25%，即為本人一貫堅持，教育預算絕不容被排擠犧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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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座日前形容民主是人類文明的寶藏，所有民主國家

均應互助守護民主價值，共同對抗極權領導者無限擴

權及稱霸之野心。本人亦曾強調，臺灣於力爭民主之

過程，要成為國際秩序變遷中一股善良的力量，更一

再要求外交人員，必須以具體行動響應聖座有關和平、

自由、民主、人權與人道之呼籲。正如我駐教廷大使

館為推動慈善人道工作所設計之圖像，彰顯我國在國

際上一向秉持之「友善臺灣」精神，完全呼應聖座《眾

位弟兄》通諭提倡之友愛理念。

2022 年欣逢臺梵建交 80 年，臺灣將賡續秉持雙方共享

之民主人權價值，捍衛宗教自由，盡己所能向全世界

需要協助的移民、難民、貧苦無依者伸出援手，為世

界和平貢獻己力。

（摘錄自1月26日總統響應教宗「2022年世界和平日文告」）

（二） 總統蔡英文接見「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 創
辦人佛訥（Edwin FEULNER Jr.），總統期盼繼續支持深

化臺美關係，展開「自由貿易協定」及「數位經濟協定」

談判。

總統指出，「傳統基金會」昨天發布的「2022 年經濟

自由度」報告，臺灣經濟自由度再度名列全球第 6 名，

在亞太地區僅次於新加坡和紐西蘭。這也顯示，對於

打造自由、開放及公平的經貿環境，臺灣的努力和表

現已經受到肯定。臺灣身為 WTO 及 APEC 等多邊經貿

組織的成員，希望更積極參與區域經濟整合。因此，

我們也正積極爭取加入 CPT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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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進一步指出，同時，臺灣也會持續和全球民主夥

伴繼續深化各領域的合作關係，希望佛訥博士和「傳

統基金會」能夠繼續支持深化臺美關係，包括展開「自

由貿易協定」（FTA）及「數位經濟協定」（DEA）的

談判。

總統提到，威權主義在全球擴張，是國際關注的議題。

臺灣會持續守住民主防線，和美國等理念相近的民主

國家攜手合作，堅定捍衛印太區域和平穩定，守護民

主及人權。

（摘錄自2月15日總統接見美國智庫「傳統基金會」創辦人佛訥博士談話）

（三） 總統蔡英文接見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指派之跨

黨派資深代表團，期盼臺美夥伴關係更加緊密，共同為

印太區域、全世界和平穩定及繁榮發展做出更多貢獻。

總統指出，就在全球密切關注烏克蘭情勢的此刻，拜登

總統指派代表團來臺，不僅是對臺美夥伴關係的重視，

更展現臺美關係的「堅若磐石」。更重要的是，這凸顯

了臺灣在國際及區域安全上的角色；以及國際民主社群

必須更加緊密團結。

總統說，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對侵略行為冷眼姑息，就

是為自己製造更多的威脅，這是全球民主國家團結的時

刻，臺灣也不能夠缺席。尤其，烏克蘭人民捍衛自由民

主的信念，以及挺身奮戰保護自己國家的決心，讓身處

民主前線的臺灣人民感同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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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表示，當前中國對臺海以及區域的軍事威脅持續升

高，不論是打壓臺灣的國際空間，或是透過認知作戰、

操作錯假訊息，來分化臺灣內部、侵蝕我們的民主，這

些動作沒有一天停止。然而，臺灣人民從來沒有因此放

棄堅持。相反的，我們投入更多的努力來守護國家，包

括發展自主的國防，強化不對稱戰力，並且鞏固國民的

心防，防範認知作戰的分化，讓臺灣成為一個更具韌性

的民主之島。臺灣要告訴全世界，我們有堅定的自我防

衛決心，也會守護我們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

總統認為，區域的穩定安全從來都不是單一國家的課題，

烏克蘭危機告訴我們，民主國家間的相互合作和積極作

為至為關鍵。面對臺海和區域的安全威脅，我們期待與

美國、區域各方能有更多緊密的合作，共同壓制各種型

態、可能衝擊安全的單邊行為，以維持區域的和平穩定。

總統也感謝拜登政府，以實際行動，依據《台灣關係

法》以及「六項保證」，履行對臺灣的安全承諾，協助

臺灣強化自我防衛能力。她指出，拜登政府上任後批准

的兩項軍售案，以及今天代表團的到來，就是最明顯的

例證。

總統提到，拜登政府公布最新的「印太戰略」指出，臺

灣是印太地區重要夥伴。她要告訴大家，堅守在民主前

線的臺灣，不只是重要夥伴，更是最值得信賴的夥伴，

而擁有更多國際支持與參與的臺灣，將會更具韌性，對

世界的自由和美好會有更多的貢獻。

（摘錄自3月2日總統接見「美國總統拜登指派之跨黨派資深代表團」

談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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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總統蔡英文接見「美國聯邦參議員葛瑞姆（Lindsey 
GRAHAM）率領重量級聯邦參眾議員訪團」，感謝美國

會跨黨派堅定支持臺灣，期盼持續深化交流，創造更

多合作成果。

總統強調，臺美之間能夠有堅若磐石的情誼，就是因

為有訪團成員跟我們一起努力。就在這個月 10號，《台

灣關係法》立法屆滿 43 年，訪團在這時候來訪，格外

具有意義，相信臺美將持續深化交流，創造更多合作

成果。

總統指出，過去幾年來，臺美透過「全球合作暨訓練

架構」（GCTF）、「印太民主治理諮商」等機制，一

起在印太區域，推動民主、良善治理及人權價值。俄

國入侵烏克蘭事件，也顯示民主國家應該強化結盟的

力量，共同防禦威權國家對於區域和平的干擾及威脅。

總統說，臺灣一直是美國在印太區域最堅實的夥伴，

我們期待能夠在新的印太戰略中扮演積極的角色，和

美國等理念相近國家，繼續共同維持印太區域的和平

穩定。此外，臺灣也期待能夠與美國共同促進印太地

區經貿交流合作，並且帶來更多繁榮。

（摘錄自4月15日總統接見「美國聯邦參議員葛瑞姆率領重量級聯邦參

眾議員訪團」談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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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總統蔡英文接見美國聯邦眾議院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盼臺美繼續相互扶持，做彼此堅實的夥伴，

讓民主的光芒更加閃耀。

總統指出，今年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使臺海安全成為

全世界關注的另一個焦點。民主臺灣一旦遭到侵略，

整個印太地區的安全，都會受到巨大的衝擊。

總統也向訪團傳達臺灣應對變局的幾個基本態度。第

一，面對持續且刻意升高的軍事威脅，臺灣不會退縮，

會堅定維護國家主權，堅守民主的防線；同時也希望

和全世界民主國家團結合作，共同維護民主的價值。

總統指出，第二，臺灣會盡最大努力，強化本身自我

防衛的力量，並致力維護臺海的和平穩定，讓臺灣可

以成為區域安全的一個關鍵穩定力量，確保自由開放

的印太地區，以及全球貿易及供應鏈的穩定發展。

總統表示，第三，臺灣是美國可靠、且可信賴的合作

夥伴，我們會持續和美國國會及行政部門，在印太區

域安全、經濟發展、人才培育以及供應鏈合作等各層

面，強化合作，讓臺美關係可以進一步提升。

最後，總統再次感謝訪團，希望臺灣和美國繼續相互

扶持，做彼此堅實的夥伴，一起讓民主的光芒更加閃

耀。「我們一起努力」。

（摘錄自8月3日總統接見美國聯邦眾議院議長裴洛西訪團一行談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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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總統蔡英文於「公元兩千論壇」（Forum 2000 Foundation）
發表錄影演說，強調合作、支持及資訊分享仍是民主

韌性的關鍵，民主與自由是臺灣人民認同中不容妥協

的一部分。

威權政權為了實現其擴張主義的目標，將無所不用其

極，包括攻擊無辜的平民百姓。烏克蘭戰爭已成為警

鐘，時時刻刻提醒著我們。

臺灣人民對烏克蘭感同身受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因為

我們也必須面對威權主義的持續威脅。這個威脅已存

在數十年，並在近幾年來急遽升高，尤其是在民主國

家及其領導者表達訪臺及與臺灣合作意願之際。

我們與歐洲的夥伴關係蓬勃發展，此奠基於雙方共享

民主和自由的價值觀。今年，多位歐盟及其成員國的

議員造訪臺灣，表達支持之意。

部分歐盟成員國也發聲支持臺灣參與世界衛生大會，

臺灣和數個歐洲國家正建立更為緊密的關係。

歐盟的「印太合作戰略」共同報告，承諾加強與臺灣

在半導體、資通訊及資料保護等關鍵產業之合作。

為回應前述努力，威權政權訴諸經濟脅迫及政治、認

知戰，假訊息與影響力操作也被用來顛覆歐洲的民主

國家，以懲罰那些與臺灣交流的人士。

我很榮幸在此告訴各位，臺灣的民主夥伴勇敢頂住威

權主義的壓力，並強化與臺灣的關係。他們的舉動深

深打動了臺灣人民，我們也透過各種方式向民主朋友

表達感謝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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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在此強調，無論是威脅或脅迫，都不會動搖臺灣

走向世界的決心。臺灣及其人民已準備好與民主國家

強化在我們可協助的領域一起合作。

更重要的是，合作、支持及資訊分享仍是民主韌性的

關鍵，臺灣不斷致力對抗威權勢力，民主與自由是臺

灣人民認同中不容妥協的一部分。

這份決心使臺灣能堅韌面對挑戰，抵禦試圖破壞我們

民主體制與自由民主世界秩序的勢力。

我們持續努力防止變種病毒擴散，盡力讓生活恢復正

常，現在還必須面對威權政權和戰爭的威脅。然而，

儘管在此艱困時刻，我們應為大家以實力與合作一起

努力而感到自豪。

臺灣的民主和許多歐洲民主國家相似，是所有反抗威

權統治的人們犧牲奉獻所爭取來的。我們歷經漫漫長

路才實現今天享有的自由，因此大家都瞭解民主的珍

貴和脆弱，也知道團結一致有多麼重要。

（摘錄自9月2日總統於捷克「第26屆公元兩千論壇」會議發表之閉幕

演說）

（七） 總統蔡英文出席「投資歐盟論壇」（EU Investment 
Forum）致詞，強調深化臺歐盟雙邊經貿關係，共同打

造更永續、安全和繁榮的世界。

2021 年臺歐盟雙邊貿易額較 2020 年成長逾 30%，達到

687億美元。臺商投資歐盟也大幅成長，截至今年 8月，

累計超過 80 億美元；而歐商對臺直接投資，累計超過

540 億美元，使歐盟成為我國最大的外資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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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和地緣政治面臨空前嚴峻的挑戰，並考驗我們共

同韌性之際，雙邊貿易和投資合作更顯重要。

為因應氣候變遷和極端氣候的威脅，我們正努力透過

產業轉型和永續能源轉型，實現 2050 年淨零排放的共

同目標。由於歐商的堅定承諾，臺灣的再生能源發展

大幅起步，尤其是離岸風電。

我們預見未來會有更多與歐商合作的機會，臺灣對綠

能和數位科技的重視，與歐盟的「綠色新政」和「數

位轉型」計畫高度契合。

全球疫情和俄烏戰爭的持續挑戰，以及經濟不斷轉型

讓維持供應鏈安全與韌性更為重要。

為了達成這項要務，我國政府在今年初啟動了「強化

歐洲鏈結計畫」，整合協調和歐盟在投資、教育、研究、

文化等領域的合作。

今年一月，我們宣布設立 12 億美元基金，促進與中東

歐在半導體、生物技術、雷射、電動車和其他戰略產

業的合作。

我國政府也透過「台歐連結獎學金」計畫，為包括立

陶宛、捷克和斯洛伐克在內等歐洲國家，培訓人才。

在臺灣持續致力促進對歐關係之際，歐洲議會對臺的

積極支持，讓我們深受鼓舞。我要感謝歐洲議會議員，

通過多項聲明，支持供應鏈合作，深化雙邊經貿關係，

以及臺海的和平穩定。

我們樂見在歐盟印太合作戰略及「歐洲晶片法案」中，

歐盟已明確將臺灣視為負責任且可信賴的合作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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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供應鏈的重整和我們的經濟轉型為臺灣與歐盟更

緊密及互惠的合作帶來極大潛力。

（摘錄自10月25日總統出席「2022投資歐盟論壇開幕式」談話）

（八） 總統蔡英文接見華府智庫「德國馬歇爾基金會」（German 
Marshall Fund of the United States），呼籲共同打造更安

全、具有韌性的供應鏈。

總統提到，這段期間以來，世界局勢發生許多重大的

變化。面對疫情的衝擊，臺灣、美國及歐洲許多國家

都積極相互協助、彼此幫忙，也讓我們共同度過了疫

情的挑戰。

總統說，此外，威權主義擴張，包括烏俄戰爭以及中

國持續進行的軍演活動，已經對全球民主體制造成許

多嚴峻的挑戰。民主國家之間，應該強化彼此之間的

結盟關係，共同捍衛民主自由價值的堅定防線。

總統表示，德國是今年度的 G7 輪值主席國，也在中國

持續進行軍演時，第一時間透過 G7 外長的聯合聲明，

強烈表達維持臺海和平的重要性。

總統指出，臺灣位處威權主義擴張的最前線，美國依

據《台灣關係法》以及「六項保證」中對臺灣的安全

承諾，持續協助臺灣提升自我防衛能力。尤其，拜登

政府上任以來，也六度批准對臺軍售，並且在臺海執

行航行自由任務。對於這些支持，她要代表所有臺灣

人民，表達最誠摯的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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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強調，臺灣會繼續提升自我防衛的能力，也希望

和更多民主盟友共同合作，繼續攜手確保印太區域的

和平及繁榮。此外，威權主義擴張也對全球經濟秩序

帶來影響。臺灣、美國及歐洲國家彼此產業高度互補，

應該深化合作關係，共同打造更安全、具有韌性的供

應鏈。

總統指出，我們期盼和美國透過「貿易暨投資架構協

定」（TIFA）、「經濟繁榮夥伴對話」（EPPD）、「科

技貿易暨投資合作架構」（TTIC）等平台，繼續深化

各項經貿合作。我們也在今年初啟動「強化歐洲鏈結

計畫」及歐盟「全球門戶」計畫，希望進一步強化和

歐洲國家間的經貿連結。

（摘錄自12月1日總統接見「華府智庫『德國馬歇爾基金會』訪問團」談話）

（九） 總統蔡英文接受瓜地馬拉大使巴迪亞（Oscar Adolfo 
PADILLA LAM）呈遞到任國書，期待大使與臺灣各界

建立緊密互動，一起拓展更多合作機會。

總統致詞時表示，她要代表中華民國政府和人民，誠

摯歡迎巴迪亞大使來臺履新。還記得 2017 年，她率團

訪問瓜地馬拉，實地了解兩國合作成果，留下非常深

刻印象。

總統提到，這些年來，臺灣和瓜地馬拉在各領域持續

深化交流。即使在疫情的挑戰下，兩國雙邊貿易穩定

成長，合作的腳步也沒有停下來。今年 1 月，瓜地馬

拉在臺成立商務參事處，7 月份，臺灣也邀集廠商組團

到瓜地馬拉考察，持續擴大雙邊經貿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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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特別感謝瓜地馬拉對臺灣的支持。今年 8 月，面

對中國持續軍演，步卡羅（Mario BÚCARO）外長訪問

臺灣表達支持。在 9月的聯合國大會，賈麥岱（Alejandro 
Eduardo GIAMMATTEI）總統也為臺灣仗義執言。

總統說，現在，由巴迪亞大使出任駐臺大使，也代表

賈麥岱總統對臺灣的重視。巴迪亞大使是資深的優秀

外交官，也是臺灣的老朋友。早在 1994 年，巴迪亞大

使曾經陪同戴雷昂（Ramiro de León CARPIO）前總統訪

問臺灣。後來，大使多次來臺，也參加過遠朋國建班

的課程。

總統相信，以巴迪亞大使豐富的歷練，一定能協助臺

灣和瓜地馬拉持續深化夥伴關係，也期待巴迪亞大使

和臺灣各界建立緊密的互動，一起拓展更多合作機會。

（摘錄自12月19日總統接受瓜地馬拉共和國新任駐臺特命全權大使巴

迪亞呈遞到任國書）

（十） 總統蔡英文接見歐洲議會國貿委員會（INTA）代表團，

期盼加速推動臺歐盟 BIA 進程，讓臺歐盟雙邊關係更

緊密、更深化。

總統致詞歡迎代表團來到總統府，這次是歐洲議會國

貿委員會第一次派遣官方代表團訪問臺灣，大家的來

訪，對雙邊關係發展及經貿交流都具有深遠的意義。

總統提到，近年來，歐洲議會越來越關注臺灣議題。

在阿西馬柯波蘿（Anna-Michelle ASIMAKOPOULOU）團

長及歐洲議員朋友的支持下，從今年 1 月到現在，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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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議會和所屬的相關委員會已經通過 10 項友臺決議

案。其中包括支持臺灣的國際參與、關切臺海和平穩

定，也敦促歐盟和臺灣針對綠色科技及數位經濟合作，

展開結構性對話。

總統也藉此機會代表臺灣人民，向議員朋友們表達最

誠摯的感謝。臺灣和歐盟是理念相近的夥伴，我們不

僅共享民主自由的價值，也共同守護我們的生活方式。

總統指出，這幾年來，臺灣和歐盟在各領域的交流，

都有顯著的進展；尤其歐盟近期所執行的「綠色新政」

和「數位轉型」計畫，和臺灣政府所推動的「淨零轉型」

及「六大核心戰略產業」，在方向上不謀而合。

總統表示，此時此刻，面對全球威權主義持續擴張，

臺灣有能力也有意願，與國際民主陣線夥伴加強合作。

因此，她在今年初提出「強化歐洲鏈結計畫」，期待

臺灣和歐盟進一步深化夥伴關係，一起建立具有韌性

的民主同盟陣線。

總統指出，臺灣和歐盟是彼此重要、可信賴的經貿夥

伴，去年雙邊貿易額在國際疫情逆勢中成長 32%。未

來，期待雙方能一起加強經貿交流、供應鏈安全，並

且加速推動臺歐盟 BIA 的進程，讓雙方的企業更有信

心擴大投資；相信透過推動科技、綠能及醫療衛生等

跨領域的合作，能為雙方人民創造更多的福祉。

（摘錄自12月20日總統接見「歐洲議會國貿委員會代表團」談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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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總統蔡英文接見日本參議院世耕弘成參議員訪團，

期盼和日本等區域夥伴一起努力實現「自由開放印

度太平洋」願景。

總統表示，訪團所有議員都是安倍前首相的堅實夥 
伴，也是長年支持臺灣的重要友人。回顧安倍前首相

的一生，他致力守護民主自由價值，積極推動臺日關

係，對於他的離世，臺灣各界都感到難過不捨。

總統接著說，我們非常感謝安倍前首相對臺日關係  
的貢獻。她要藉這個機會，特別感謝所有議員朋友，

對臺灣的重視和支持。因為大家共同的努力，讓臺日

夥伴關係更緊密，形成更深的「絆」，也就是日文中

的きずな。

總統提到，現在，臺灣邊境解封已經滿兩個月，我們

看到臺日的觀光交流逐步恢復中。過去，臺日互贈口

罩和疫苗，共度疫情的挑戰。她要再次感謝日本對臺

灣防疫的協助，也期盼，不只是觀光，在經貿、安全

等領域，臺日能夠持續深化交流，一起因應後疫情時

代的挑戰。

總統指出，目前臺灣正積極爭取加入 CPTPP，希望所

有議員朋友給臺灣最大的支持，讓臺灣和日本等區域

夥伴一起努力實現「自由開放印度太平洋」的願景。

（摘錄自12月28日總統接見「日本參議院世耕弘成參議員訪團」談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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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政院長外交言論摘錄

（一） 行政院112年度施政方針有關外交政策部分

1. 堅持和平、自由、民主及人權等普世價值，以前瞻

思維及創新作法，實踐「踏實外交、互惠互助」理

念，全力鞏固與邦交國關係，深化與理念相近無邦

交國家實質關係。

2. 維護我國已加入的國際組織會籍與權益，爭取參與

尚未加入的重要功能性國際組織，經由務實、創意

方式尋求突破，結合理念相近國家支持，積極加入

國際社會運作。

3. 結合國內外各方力量，在人道救援、醫療公衛、減

災防災、數位治理、永續發展、性別平權及糧食安

全等領域強化國際合作，與理念相近國家及國內外

重要非政府組織（NGO）建立公私協力夥伴關係，

對區域及國際社會做出貢獻。

（摘錄自蘇院長3月31日所提行政院112年度施政方針）

（二） 行政院長蘇貞昌於立法院進行施政報告，說明政府三

大施政方針之「走向世界」成果豐碩

 過去一年，臺灣國際能見度創下歷史高峰，從亞洲、

歐洲、美洲到澳洲，友臺挺臺決議，聲浪不斷，或是

透過「國會外交」，深化與臺交流，並表達對我參與

國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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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美國國會參眾兩院即3度組跨黨派的國會議員訪

團來臺，歐洲議會、波羅的海 3國議員、法國參議

院、國民議會兩院，更在去年10月至12月間接連組

團到訪。「臺灣的命運，也決定世界的未來」，這是我

在接見訪團時一位成員說的話，他們來自不同國家，

卻一致對臺灣在面對中國強權威逼下，仍能用民主方

式做好防疫、對抗假訊息，並生產重要物資供應國際

所需，表示感佩，這也是其之所以不遠千里而來，想

與臺灣交流學習、做朋友的原因。

 去年歐洲議會及歐洲各國議會總計就通過26項友我

決議暨動議，友臺聲量創下新高。兩週前（2月 10
日），澳洲參、眾兩院「外交、國防及貿易事務委員

會」甫發表報告，建議支持臺灣加入「跨太平洋夥伴

全面進步協定」（CPTPP）；同一天，英國國會下議院

跨黨派議員也通過動議，要求英國政府強化雙邊貿易

與深化安全合作；翌日（2月11日），美國政府公布

「印度太平洋戰略」報告指出，將與區域夥伴合作維

持臺海穩定，包括支持臺灣的自我防衛能力；一週前

（2月17日），澳英總理與首相視訊通話後的聯合聲明

中，也再度呼籲維持臺海和平穩定，同時挺臺參與國

際組織。

 儘管中國打壓不斷，歐洲首個以「臺灣」為名的立陶

宛臺灣代表處，仍在去年11月18日正式掛牌運作，

這是相當不容易且重大的外交成果，我們也將持續強

化與友我國家的實質合作關係，展現自由民主夥伴互

助互惠的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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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積極加入區域經貿組織，去年 6月，睽違 5年的

「臺美貿易暨投資架構協定」（TIFA）會議復談；9月
22日，臺灣正式提出申請加入 CPTPP，政府正在做好

法規與制度面調適，妥善規劃配套措施，全力以赴，

積極爭取會員國支持。

 為強化對歐經貿布局，去年10月，政府組經貿投資

團訪問斯洛伐克、捷克及立陶宛，從半導體人才培

育、汽車產業、晶片設計，到觀光、金融科技，以及

經貿、稅務等各面向，達成多項合作。

 2個月後，斯洛伐克隨即派遣20年來最高規模及層級

的訪團來臺，召開首屆「次長級經貿會議」，並舉行

跨部會經濟合作諮商會議，再就經貿投資、產業對接

等議題深入洽談，拓展雙邊合作關係。

 政府也將提出「強化歐洲鏈結計畫」，整合跨部會資

源，要在日益密切友好的臺歐基礎上，進一步加強臺

歐在各個領域的合作。

 去年也是我們推動新南向政策以來成績最佳的一年，

臺灣對新南向18國的出口額超過826億美元，不但創

下歷史新高，更較前年成長逾35%。

（摘錄自蘇院長3月4日於立法院第10屆第5會期口頭施政報告）

（三） 行政院長蘇貞昌施政強調在蔡總統領導下，我國已贏

得最大的國際友我聲量，勇敢走向世界舞臺，開創更

緊密的外交經貿連結。

 臺灣對自由、民主、人權的堅持，以及在國際供應鏈

中不可或缺的角色，與區域安全上的關鍵地位，都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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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社會對臺灣的關注越趨強大，愈來愈多的國家及

國際組織，紛紛以具體行動表達對臺灣的強力支持。

 繼去年11月，歐洲首個以「臺灣」為名的立陶宛臺

灣代表處正式運作後，這個月，立陶宛駐臺經貿代表

處也已經開始運作。上週三（9月14日），德國政府

正式通過「2022年印太指導原則之進展報告」，首度

提及臺灣，並以明確立場展現對臺海和平與安全的關

注，明文反對非和平方式改變臺海現狀。

 隔日（15日），歐洲議會跨黨派議員以壓倒性票數通

過「臺灣海峽情勢」決議案，強烈譴責中國不負責任

的軍事挑釁行為，重申反對片面改變臺海現狀及任何

動武威脅，強調民主臺灣的生活方式應由臺灣人民決

定，並明確表示將持續強化雙方議會的互訪及交流。

 這是歐洲議會今年第 8 度通過友臺決議，也是自去

年至今通過的第21項友臺決議，同時也是該議會繼

去年10月高票通過史上第一份「臺歐盟政治關係暨

合作」報告後，再次就強化臺歐盟雙邊關係列出建

議，涵蓋深化臺歐在經貿、文化及政治領域的制度性

合作，鼓勵尚未在臺設代表處的歐盟會員國跟進立 
陶宛。

 今年6月，日本政府通過 2022 年「經濟財政管理與改

革基本方針」首度提到臺灣，並特別強調臺海和平穩

定的重要性。8月，七大工業國集團（G7）外交部長，

以及美、澳、日3國外長，先後發表聯合聲明，嚴正

關切中國破壞臺海現狀的行為，並重申將致力維護臺

海和平穩定。



- 565 -

附錄二　行政院長外交言論摘錄

 臺灣與世界各國在民主自由等普世價值堅持上，都是

同一陣線。各國政要的到來，除彰顯其對臺灣的高度

重視與支持，也讓臺灣的處境更能被國際社群正確認

知，民主臺灣也因而能獲得更多的國際支持。

 今年以來，美國、日本、法國、瑞典、捷克、斯洛

伐克及歐洲議會，都有重量級訪團來臺，其中法國

國會一年內 4度組團，美國國會則有 9團、39位參

眾議員接連造訪。7月來訪的歐洲議會副議長畢爾

（Nicola BEER），是歐洲議會高層首度、也是層級最

高的訪團；8月來訪的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不僅是美國史上第二高層級訪臺的政治人

物，也是睽違 25年來再次有美國眾議院議長來訪。

 臺灣雖非聯合國會員國，但政府仍自主承諾履行國際

人權公約義務。9大人權公約中，已有5部以制定施

行法方式完成國內法化，並針對各個人權公約提出

國家報告，邀請國際專家學者來臺審查，今年已完成

「公民與政治權利」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兩公約、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國家報告的國際審

查，後續還會進行「兒童權利公約」（CRC）及「消

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國際審查。

（摘錄自蘇院長9月23於立法院第10屆第6會期口頭施政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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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外交部長外交言論摘錄

（ㄧ）外交部部長吳釗燮3月16日立法院第10屆第5會期外

交業務報告摘要

自立法院上個會期迄今「踏實外交」重要努力成果

1. 邦交關係穩定友好

我國高度重視與友邦間友好邦誼，在兼顧防疫

下，持續推動雙邊高層交流互訪。宏都拉斯時任總

統葉南德茲（Juan Orlando Hernández ALVARADO）伉

儷偕外長羅薩雷斯（Lisandro ROSALES）一行於上

年11月間訪臺，共同慶祝臺宏建交 80週年；貝里

斯國會眾議院議長伍姿（Valerie WOODS）也於同月

訪臺出席大院與本部合辦之「2021年開放國會論

壇」。

賴副總統於本（111）年1月下旬以總統特使身

分率團訪問宏都拉斯出席新任總統卡蕬楚（Xiomara 
CASTRO）就職典禮，並於訪宏期間兩度與卡蕬楚

總統會晤，強化臺宏邦誼；此外，賴副總統也於訪

宏期間與貝里斯總理布里仙紐（John BRICEÑO）舉

行雙邊會談，而布總理亦於近日應邀訪臺，係睽違

16年後首度以總理身分再次來訪，對兩國邦誼具重

大意義。

我國與友邦合作交流順利進行，如贈交帛琉巡

防艇及進行臺帛海巡敦訪暨公海巡護任務；與巴拉

圭和聖文森等友邦簽署關於疫後經濟復甦暨婦女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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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和強化公衛體系等協議；與史瓦帝尼簽署「中華

民國（臺灣）政府與史瓦帝尼王國政府有關重建基

金瞭解備忘錄」；另持續積極協助友邦共同抗疫及

災後或動亂後重建。

友邦元首及政要多次公開肯定並支持與我國間

篤睦堅實邦誼，如瓜地馬拉總統賈麥岱（Alejandro 
GIAMMATTEI）於上年底接受英媒專訪稱，臺灣是

瓜國唯一真正盟友，本人也於本年1月與瓜國新任

外長步卡羅（Mario BÚCARO）通話，深化兩國情誼。

2. 臺美夥伴關係穩健發展

臺美全方位夥伴關係堅若磐石，穩健發展，並

透過多元方式進一步強化夥伴關係，持續密切合作。

賴副總統出訪宏都拉斯往返均過境美國，與副

總統賀錦麗（Kamala HARRIS）於宏國總統就職典禮

期間友善互動；在美期間視訊會晤美聯邦眾議長裴

洛西（Nancy PELOSI, D-CA）等 19位國會議員及各

界人士。

美政府持續以具體行動挺臺，如拜登總統於

本月指派美前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穆倫（Michael 
Glenn MULLEN）率跨黨派資深代表團訪臺，在俄烏

情勢嚴峻之際，繼上年4月再度派團訪臺，顯見對

臺重視；美方於上（2）月宣布對臺出售愛國者系

統工程勤務，係拜登政府第2度對臺軍售，延續近

年來對臺軍售常態化之政策；上月公布之「印太戰

略」多處提及臺灣，凸顯對臺承諾；此外，行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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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務委員唐鳳及駐美代表蕭美琴獲邀出席上年12月
美國「民主峰會」，我政府並提交書面承諾清單，

展現與民主夥伴推動民主的決心。另美方多次發表

友我言論，如拜登總統於上年11月拜習會中強烈反

對改變兩岸現狀或破壞臺海和平穩定的片面行為，

也於同月「東亞峰會」（EAS）及本年美日峰會、美

澳外長會議等國際場域表達對臺支持；白宮國安顧

問蘇利文（Jake SULLIVAN）及國務卿布林肯等高層

也相繼重申履行《台灣關係法》及「六項保證」之

對臺承諾。

美行政部門也鼎力支持我國際參與，繼國務院

亞太助卿華自強（Rick WATERS）於上年9月公開駁

斥中國誤用聯合國大會第2758號決議後，布卿也於

次（10）月26日發表支持臺灣參與聯合國之聲明，

強調臺灣參與非政治議題，而係務實議題，展現對

我國際參與之強勁支持。

美聯邦參、眾兩院不分黨派支持臺灣，持續透

過各種方式呼籲行政部門提升與我關係。聯邦參議

員柯寧（John CORNYN, R-TX）及聯邦眾議員高野

（Mark TAKANO, D-CA）分別於上年 11月相繼率團

來訪，展現美國會跨黨派堅定支持臺美關係；參院

外交委員會共和黨首席議員里契（Jim RISCH, R-ID）
等多位參議員於上年11月間分別提出《武裝臺灣法

案》、《臺灣嚇阻法案》及《肯定立陶宛與臺灣加

強發展關係，並堅決抵禦中國脅迫之立場決議案》；

另眾院於本年2月通過眾議長提出之《美國競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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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亦納入先前多項友我法案。另拜登總統於上

年12月簽署生效之《2022會計年度國防授權法案》

（NDAA 2022）納入友我內容；嗣於本月簽署《2022
會計年度聯邦政府撥款法》，包含多項友我條文。

　　臺美擴大合作領域並更臻為制度化機制，如上

年11月舉行第3屆「台美印太民主治理諮商」及第

2屆臺美「經濟繁榮夥伴對話」（EPPD）；12月簽署

臺美《科技貿易暨投資合作架構》（TTIC），多元化

關鍵供應鏈之發展；「台美教育倡議」於本年3月舉

辦第2次高層對話，持續深化華語文教學合作。此

外，GCTF 上年舉辦13場線上活動，獲英國、斯洛

伐克、以色列及加拿大首次參與合辦，並在捷克、

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史瓦帝尼首度辦理海外加

盟活動，澳大利亞也繼日本後成為正式夥伴國；本

月首度在印度辦理海外活動，盼續透過此平臺團結

國際社會，共同因應全球議題。

此外，上年全美共計30州及屬地關島通過43
項友我決議案，均彰顯臺美堅實深厚友誼。

3. 臺日關係持續增進

臺日關係穩健友好，國民情感堅定深厚，日本

近年在國際場域更支持臺灣，全方位實質合作持續

深化。首相岸田文雄等高層官員延續日政府一貫立

場，續在本年日澳、日美峰會及日法2+2會談等國

際場域提及臺海安全；日政府也多次公開支持我以

觀察員身分參加「世界衛生大會」（WHA），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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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我國申請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

（CPTPP），係成員國中最支持我國的國家。此外，

執政之自民黨上年成立「台灣政策專案小組」並與

我執政黨兩度進行「2+2對話」，前首相安倍晉三近

來也數度提及「臺海有事即日本有事」，展現對臺

友好支持。

　　臺日各項交流頻密，國會交流尤其密切，其中

「日華議員懇談會」上年11月第二度通過決議支持

我參與 WHA。第45屆「臺日經貿會議」於本年1至
2月間舉行，並簽署關務及青少年交流等合作備忘

錄，深化雙方經貿合作與夥伴關係；第4屆「臺日

第三國市場合作委員會議」亦於2月間以視訊方式

舉行，就雙邊企業進行合作之市場及產業交換意見。

　　我國在確保食安及符合國際規範下，於上月調

整對日福島五縣食品之進口限制，臺日也將持續強

化食安合作及建構對話平臺。此外，日本迄6度贈

我逾420萬劑 AZ 疫苗，高居各國贈我疫苗之冠，

我也回贈製氧機等抗疫物資，形成「善的循環」，

而上年底成立之「日台共榮首長聯盟」呼籲雙邊交

流法制化，充分展現臺日珍貴友誼及夥伴關係。

4. 臺歐關係平穩進展

　　臺歐關係穩健開展，臺灣係歐洲在印太地區的

重要價值夥伴；臺歐盟也透過「人權諮商」、「勞

動諮商」及「投資歐盟論壇」等平臺持續深化合作，

共同因應全球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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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統於上年10月在捷克第25屆「公元兩千論壇」

（Forum 2000 Conference）發表視訊演說，分享臺灣

民主經驗；本人也在該論壇發表閉幕特別演說，另

於同月間訪問斯洛伐克、捷克和比利時，期間應斯

國「全球安全智庫」（GLOBSEC）邀請發表專題演

講，拜會捷克參議長韋德齊（Miloš VYSTRČIL），
期間另以視訊方式在羅馬舉行之「對華政策跨國議

會聯盟」（IPAC）首次年會上發表演說。此外，國

發會主委龔明鑫於同月率經貿團赴訪捷克、斯洛伐

克及立陶宛，期間簽署18項合作備忘錄，深化對歐

經貿交流；前副總統陳建仁於次（11）月受邀至立

陶宛民主論壇發表演說並訪問波蘭，彰顯歐洲肯定

我國民主。

　　歐洲友人也以訪臺展現支持，斯洛伐克經濟

部次長葛力克（Karol GALEK）於上年12月率團訪

臺，簽署首屆《跨部會經濟合作諮商會議成果宣

言》及 9項合作備忘錄；波羅的海三國國會友臺

小組主席及議員、法國參議院友臺小組主席李察

（Alain RICHARD）及國民議會友臺小組主席戴扈傑

（François DE RUGY）率團相繼訪臺。

　　歐洲近來更重視臺海安全，在歐美、歐日及

英澳峰會等國際場域均提及臺海和平之重要性，

而上年底德國聯合政府執政協議及本年初捷克新

內閣施政綱領均納入友我文字，英相強生（Boris 
JOHNSON）更公開稱兩岸和平之必要性。臺歐也在

友我氛圍下，開展多項領域實質關係，如「駐立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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宛台灣代表處」於上年11月間正式運作，此係我相

隔18年再次在歐洲設立代表處；我政府成立「中東

歐投資基金」，推動中東歐國家有關半導體等產業

之合作發展；「臺英免試互換駕照瞭解備忘錄」於

上年12月簽署；臺灣與比利時佛拉蒙區（Flanders）
政府則於1月簽署合作架構備忘錄。此外，歐盟執

委會於2月提出「歐洲晶片法案」，二度於官方文

件中稱期待與我加強合作。

　　歐洲議會及多數歐洲國家國會堅定挺臺。歐洲

議會上年迄今業17度通過友臺相關決議，如上年

10月通過之「臺歐盟政治關係暨合作」報告首度呼

籲全面提升雙邊政治關係；上月通過之歐盟「共同

外交暨安全政策」（CFSP）及「共同安全暨防禦政

策」（CSDP）年度執行報告兩項決議均呼籲中國停

止威脅臺海及印太區域和平穩定；歐洲議會「外來

勢力干預歐盟民主程序（含假訊息）」（INGE）特別

委員會官方代表團也於上年11月來訪，係歐洲議會

首次派遣官方代表團訪臺，相關政策建議報告決議

案亦於3月上旬通過。此外，歐洲「福爾摩沙俱樂部」

25國共同主席等及 IPAC 之41位歐洲議會議員分別

致函歐盟高層，籲請支持立陶宛抵抗中國脅迫，另

上年迄今計法、荷共8國國會通過13項友我決議案。

5. 新南向政策持續深化

「新南向政策」是臺灣在亞洲重要的區域政

策，我國持續與目標國深化多元交流，並已取得相

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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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貿交流方面，上年我國對新南向國家出口

額達825.8億美元，為政策推動以來最佳，35.2% 之

成長幅度高於我國對全球出口成長增幅。雙向投資

亦成長顯著，新南向國家來臺投資逾5百案，較前

（109）年同期增加162.32%，我國對新南向國家投

資也增加105.97%，足顯新南向國家在未來經濟復

甦與全球供應鏈重組下之重要性。另續與泰、馬、

越、菲、印尼及印度辦理線上產業鏈結論壇和第10
屆印度合作論壇；辦理清真產業推廣活動；盤點相

關國家市場需求，協助我商尋找跨國商機。

在人員交流方面，上年逾2,700名新南向國家

人才留臺，包含「產業合作國際專班」等所栽培的

畢業生，另辦理菲國青農來臺實習及數位貿易人才

培訓等計畫。

在資源共享方面，續辦理線上培訓、視訊會議

或專題演講，培訓逾170位醫事人員，提供必要醫

療物資，協助抗疫；另新南向國家逾11萬人來臺就

醫，占比我國整體國際醫療服務約5成。

持續展現臺灣的人道關懷，如菲律賓於上年12
月遭受雷伊風災侵襲，我國基於人道精神，捐助50
萬美元與近百噸物資馳援災後重建工作。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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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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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輿論認同臺灣訴求的正當性及合理性，支持臺

灣的力道逐年攀升。

　　美國務卿於上年10月發布聲明支持我國參與

聯合國體系後，國際社會持續支持我國參與相關專

門機構與機制。巴拉圭及馬紹爾群島等友邦在本

年初 WHO 第 150屆「執行委員會」（EB）中以發

言或提交書面聲明或致函幹事長等方式支持臺灣

參與 WHO；美、日、英、歐盟也正面呼應我國參

與訴求。加、法、義及阿根廷等國立法部門公開

支持我參與本年9月「國際民航組織」（ICAO）第

41屆大會及其他技術性會議，而美國務卿也公開

為我發聲。此外，我國上年11月循例以 NGO 身分

組團參加在英舉行之「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UNFCCC）第 26 屆締約方大會（COP26），獲友

邦及8個友我國家之國會議員以致函或執言方式助

我，並與友邦及美、英等11國舉行30場雙邊會談

與出席14場周邊會議；外交部也推出「替地球充電」

文宣短片並於大會期間舉辦臺灣日活動。

我國持續強化參與「亞太經濟合作」（APEC），
我領袖代表張忠謀先生上年11月出席「APEC 經濟

領袖會議」（AELM）及「領袖與 APEC 企業諮詢

委員會」（ABAC）對話，爭取 APEC 會員支持我

國加入 CPTPP；上年 10月下旬至本年 2月中旬參

加2場「資深官員會議」（SOM）、「中小企業部長

會議」（SMEMM）、「財政次長與央行副總裁會議」

（FCBDM）、「財政部長會議」 （FMM）、「雙部長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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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AMM）共6場資深官員層級以上會議，另主

辦8場研討會或活動；上年捐贈APEC共150萬美元。

　　我國也持續推動參與許多國際組織，如上年11
月建立「臺灣－中美洲銀行（CABEI）夥伴關係信

託基金」；成功連任「亞非農村發展組織」（AARDO）
執行委員及獲選為該組織主體基金管理委員會會員

國代表。此外，我國於「國際刑警組織」 （INTERPOL）
第89屆大會期間，獲友邦及數個友好國家行政部門

及44個國家及多邊組織逾860名國會或地方議員以

多元方式表達支持。

7. 積極向國際社會發聲

　　本部積極透過多元方式向國際發聲，包括安排

國際媒體晉訪總統，另本人上年迄今接受國際媒體

採訪近40次，獲平面及電子媒體大量報導；上年迄

今已協助美國「ABC News」及日本「日經亞洲」等

8家媒體記者派（移）駐臺灣，現有75家國際媒體

在臺登記；另與國際媒體合作宣傳我正面形象，如

與新南向國家電視臺製播「Embracing Taiwan」節目

第4季，觸及近1億9千萬人次。

　　本部臉書專頁設立至今，逾23萬人追蹤，外館

臉書粉絲計近72萬人，針對重要推案透過110個外

館臉書及230個駐外網站串聯宣傳；推特帳號觸及

使用者累計逾2.3億，有效提升我國際能見度。

（摘錄自外交部部長吳釗燮3月16日立法院第10屆第5會期外交業

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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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外交部部長吳釗燮10月26日立法院第10屆第6會期外

交業務報告摘要

自立法院上個會期迄今「踏實外交」重要努力成果

1. 邦交關係穩定友好

政府高度重視邦誼，並在兼顧防疫下，持續

推動雙邊高層交流互訪。近期馬紹爾群島總統柯布

亞（David KABUA）、聖文森及格瑞那丁總理龔薩福

（Ralph GONSALVES）、吐瓦魯總理拿塔諾（Kausea 
NATANO）、帛琉總統惠恕仁（Surangel S. WHIPPS, 
Jr.）及史瓦帝尼國王恩史瓦帝三世（King MSWATI Ⅲ）

等先後訪臺，賴副總統也即將於11月1日至3日應

邀率團訪問帛琉，前副總統陳建仁於9月以總統特

使身分訪問梵諦岡，另環保署長張子敬以總統特使

身分於4月訪問帛琉並出席第7屆「我們的海洋大會」

（OCC 2022），均彰顯我國與友邦間的邦誼篤實。

我國與友邦間之雙邊合作均順利進行，如與

「美洲開發銀行」（IDB）及貝里斯簽署「協助生產部

門及就業貸款計畫」融資合作意向書，與「中美洲

銀行」（CABEI）簽署關於疫後協助拉美及加海婦女

經濟復甦之協議。另與聖文森及格瑞那丁、帛琉及

瓜地馬拉分別簽署有關刑事司法互助或外交人員訓

練等領域之合作文件，也與美國合作啟動「建立藍

色太平洋經濟包容性計畫」（BELUU），強化太平洋

友邦之婦女經濟能力。我們也持續提供友邦人道援

助，如最近曾捐助宏都拉斯62萬美元協助水患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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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邦元首及政要多次公開肯定與我國堅實邦

誼，如吐瓦魯總理於訪臺期間與我簽署「重申外交

關係聯合公報」，本人亦於史瓦帝尼國王訪臺期間

與史國外長簽署兩國「聯合聲明」，另與聖克里斯

多福及尼維斯新任總理德魯（Terrance DREW）等友

邦高層通話，均獲強調維繫邦誼及深化合作。

2. 臺美夥伴關係穩健發展

臺美全方位夥伴關係穩健發展，並透過多元方

式進一步強化夥伴關係，持續密切合作。

美政府持續以具體行動挺臺，拜登總統、賀錦

麗副總統及美方政府高層數度公開挺臺，重申履行

《台灣關係法》及「六項保證」對臺承諾，也持續

透過美歐印太高階諮商、美澳日三邊戰略對話及美

韓峰會等雙邊及多邊場域強調臺海和平穩定的重要

性；白宮日前發布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也重

申臺海和平穩定攸關全球安全繁榮。另拜登政府上

任迄今已六度宣布對臺軍售，延續對臺軍售常態化

的政策，充分展現美方對我國防需求的高度重視。

此外，行政院政務委員鄧振中與美國貿易代表戴琪

（Katherine TAI）於5月「APEC 貿易部長會議」期間

舉行雙邊會談；「臺美21世紀貿易倡議」（U.S.-Taiwan 
Initiative on 21st Century Trade）於 6月啟動，我國於

同月下旬出席「選擇美國投資高峰會」之代表團規

模第5度蟬聯全球之冠，並透過「經濟繁榮夥伴」

（EPPD）及「科技貿易暨投資合作」（TTIC）等架構

持續深化經貿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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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行政部門也鼎力支持我國際參與，如拜登

總統於5月簽署「要求國務卿擬定策略協助臺灣重

獲世界衛生組織（WHO）觀察員地位法案」，國務

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也於同月發表「臺灣

以觀察員身分參與『世界衛生大會』（WHA）」聲

明；美運輸部長 Pete BUTTIGIEG 於「國際民航組織」

（ICAO）大會明確支持臺灣有意義參與，均展現對

我國際參與強勁支持。

美聯邦參、眾兩院不分黨派支持臺灣，自3月
中旬迄今計有逾30位國會議員訪臺，其中包含聯邦

眾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 D-CA）率團來訪，係

睽違25年後聯邦眾議長再度訪臺。此外，「台灣政

策法案」（Taiwan Policy Act of 2022）已獲參議院外交

委員會審議通過，堅定支持全面提升臺美關係，具

體展現美國會跨黨派對臺友好力量。

臺美擴大合作領域並更臻為制度化機制，「全

球合作暨訓練架構」（GCTF）本年迄今共舉辦9場
活動，另在聖露西亞舉辦海外加盟活動。臺美合辦

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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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總統、大院游院

長及美國宗教自由無任所大使 Rashad HUSSAIN 和國

際宗教自由委員會主席Nury TURKEL均參與並致詞。

此外，美國地方政府與臺灣亦交流密切，如印

地安納州長侯康安（Eric HOLCOMB）及亞利桑那州

長杜希（Doug DUCEY）分別訪臺，並簽署加強科技

及經貿交流之備忘錄，另我國甫捐贈30萬美元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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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方進行伊恩颶風災後重建工作；本年迄今全美計

26州及關島通過逾40項友我決議案，均彰顯臺美

堅實深厚友誼。

3. 臺日關係持續增進

臺日關係穩健友好，日本近年延續一貫立場在

國際場域支持臺灣，全方位實質合作也持續深化。

岸田政府首份「外交藍皮書」支持臺灣重獲 WHA
觀察員身分，本年「防衛白皮書」涉臺篇幅也較上

（2021）年倍增，重申臺灣情勢攸關日本安全，以

及臺灣是日本的重要夥伴等友我內容，另日本也是

「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成員國中

最支持我國申請加入的國家。此外，日本年來於日

美、日歐峰會等國際場域提及臺海安全，岸田首相

於會見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
時，對中國軍演發射彈道飛彈表達強烈譴責，均顯

示日本政府高度重視並關注臺海安全情勢。

臺日各項交流頻密，兩國情感堅定深厚，蔡總

統親赴日本台灣交流協會悼念前首相安倍晉三，賴

副總統亦赴日弔唁，大院王前院長及臺灣日本關係

協會蘇會長等赴日出席國葬，日方並以「臺灣」稱

呼我代表團。此外，臺日國會交流尤其密切，蔡總

統於3月與當時安倍前首相在「日華懇」年會視訊

會談，另時任自民黨青年局長小倉將信、前防衛大

臣石破茂所率「思考日本安全保障議員之會」訪

團、「日華懇」會長古屋圭司率「中華民國國慶日

本國祝賀團」等議員相繼訪臺，展現強勁挺臺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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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臺歐關係平穩進展

臺歐關係穩健開展，臺灣係歐洲在印太地區的

重要價值夥伴；臺歐盟透過「勞動諮商」、「人權

諮商」、「經貿對話」等平臺持續深化合作，共同

因應全球挑戰。

臺歐交流頻密，蔡總統相繼應邀於「哥本哈

根民主高峰會」（Copenhagen Democracy Summit）和

捷克第 26屆「公元兩千論壇」（Forum 2000）發表

演說，分享臺灣民主經驗，本人也於後者論壇呼籲

民主國家對抗威權。大院游院長及本部、經濟部與

文化部等官員陸續訪歐；許多歐洲友人也以訪臺展

現具體支持，如波蘭、立陶宛及捷克等重要行政官

員，以及歐洲議會副議長 Nicola BEER、斯洛伐克、

法國及捷克等國立法部門友人相繼訪臺。

歐洲近來更加公開支持臺海安全，如歐盟理

事會主席米歇爾（Charles MICHEL）於聯大總辯論

演說中支持臺海穩定；時任英相 Liz TRUSS 發表確

保臺灣具自我防衛能力的挺臺言論。德政府上月通

過「2022年印太指導原則之進展報告」首度提及臺

灣，關注臺海和平安全。另歐日峰會及歐美第三次

中國議題高階對話等國際場域均提及臺海和平之重

要性。

在友我氛圍下，臺歐持續拓展多項領域實質關

係，包含本年「臺歐盟經貿對話」層級首度提升至

部長 - 總署長級，「臺歐盟人權諮商」也甫順利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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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我國與斯洛伐克簽署之民事暨商事司法合作協

議係我與歐盟國家首項民商事司法合作協議，另與

捷克簽署科技、教育及文化等6項合作備忘錄；首

屆「臺德經貿政策對話」及第20屆「臺德經濟合作

會議」順利舉行；瑞典新任總理 Ulf KRISTERSSON
甫於首次施政報告中關切中國對臺武力恫嚇。此

外，立陶宛駐臺代表處業開始運作，並由時任總理

顧問 Paulius LUKAUSKAS 擔任首任駐臺代表。

歐洲議會及多數歐洲國家國會持續堅定挺臺。

歐洲議會本年以來已8度通過友我文件，包括「臺

灣海峽情勢」決議案、「歐盟印太戰略之貿易及投

資面向」及「歐洲及捍衛多邊主義」報告等；歐洲

地區「福爾摩沙俱樂部」計34國逾1,500位議員聯

名致函 WHO 幹事長聲援我案，另「對華政策跨國

議會聯盟」（IPAC）30多位歐洲國會議員聯名致函

歐盟領袖籲請儘速與我洽簽雙邊投資協定。此外，

歐洲各國國會或地方議會本年3月迄今通過10多項

友我決議案，另德國、丹麥及波蘭等多國通過支持

我國際組織參與決議案，充分展現挺臺是橫跨歐洲

民主夥伴的高度共識。

5. 新南向政策持續深化

「新南向政策」是臺灣在印太區域的重要政策，

我國持續與目標國深化多元交流，並已取得相當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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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貿交流方面，本年上半年我國與新南向國

家貿易總額年增逾3成約910億美元，其中出口額

約500億美元，居歷年同期之冠；另我國對新南向

國家投資額達20.6億美元，首度超越對中、港投資

額，同期間核准新南向國家來臺投資金額年增近4
倍逾14億美元，足見雙向投資成長顯著。另規劃辦

理產業鏈結高峰論壇與臺灣形象展，並運用數位創

新科技行銷，協助我商尋找跨國商機。

在人員交流方面，「新南向產學合作國際專班」

自2017年開辦至本年學生逾1.3萬人；另在資源共

享方面，為擴大醫衛新南向合作範圍，規劃越南等

3國由原「一國一中心」擴大為「一國雙中心」，本

年1至5月新南向國家來臺就醫達 5.5萬人次，占國

際醫療服務總人次近半。在區域連結方面，我國和

印度簽署關於標準及符合性相互承認，以及智慧財

產權之合作文件，也與印尼簽訂「工業產品設計發

展合作協定」。

6. 累積國際參與動能

由於中國的阻撓，臺灣雖尚未能參與聯合國體

系，然而「Taiwan Can Help」已是國際社會認可的事

實，國際社會認同臺灣訴求的正當性及合理性，尤

其在中國持續升高對臺威脅之際，我國際參與獲得

國際社會更廣泛支持。

本年國際社會挺臺參與WHA的力道再創新高，

G7及歐盟連續兩年在外長公報納入挺臺文字，G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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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長公報則首度聲援臺灣；13個友邦以多元方式表

達支持，美、日、法、澳等11個理念相近國家和馬

爾他騎士團在全會中為我發聲，另獲加總理、美國

務卿、日本、捷克及瑞典外相等全球88國逾3,800
名政要及各界重要友人予以聲援。

國際社會在聯合國大會開議期間以多元方式

展現對我國的支持。11位友邦總統（理）等高層

在聯大總辯論演說時接連呼籲聯合國應接納臺灣；

拜登總統、歐盟理事會主席米歇爾及捷克外長 Jan 
LIPAVSKÝ 亦在總辯論中強調支持臺海和平穩定，

G7外長及歐盟高級代表也在期間呼籲和平解決兩

岸問題。此外，蔡總統亦應邀在紐約非營利組織

Concordia 峰會預錄演講，此係我國元首首度於聯大

期間在紐約聯合國社群大型活動發表演說。

國際社會也支持我參與 ICAO和「國際刑警組織」

（INTERPOL），如歐洲議會 7月通過「歐洲及捍衛

多邊主義」報告，支持臺灣以觀察員身分有意義參

與 ICAO 及 INTERPOL 等多邊機構；另美、德、法、

日、紐及許多友邦在甫召開之 ICAO 大會期間聲援

臺灣，理念相近和友好國家逾450位議員也以多元

方式表達支持。

我國持續強化參與「亞太經濟合作」（APEC），
本年 3 月中旬迄今參加 2 場「資深官員會議」

（SOM）、貿易部長會議（MRT）、資深財經官員會

議（SFOM）及衛生與經濟高階會議（HLMHE）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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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場高階會議。我國辦理19場 APEC 會議或活動，

領域涵蓋創新科技監測海洋廢棄物能力建構及新媒

體培力促進女性經濟賦權等，另我國各機關計11件
計畫獲 APEC 補助，經費總金額近90萬美金，具體

展現我國積極參與及貢獻 APEC 的成果。

我國也持續推動參與許多國際組織，尤其加強

與開發銀行的交流，包含 CABEI 總裁 Dante MOSSI
訪臺、參與「歐洲復興開發銀行」（EBRD）首批援

助烏克蘭計畫、首度參加「亞洲開發銀行」（ADB）
之「國內資源調配信託基金」（DRMTF）等，彰顯

我國之專業參與及貢獻。

7. 積極向國際社會發聲

本部積極透過多元方式向國際發聲，包括安排

國際媒體晉訪總統，另本人自上個會期至今已接受

美國 CNN、德國之聲、澳大利亞天空新聞臺及法新

社等逾40家國際媒體採訪，並獲平面及電子媒體大

量報導；另本年已協助「澳洲廣播公司」、丹麥「政

治報」及美國「洛杉磯時報」等16家媒體記者派

（移）駐臺灣，現計75家國際媒體在臺登記。

本部臉書專頁設立至今，近26萬人追蹤，106
個外館臉書粉絲計近 83萬人，合計曝光數逾 5億
次；本部推特帳號觸及使用者累計逾2.7億，有效

提升我國際能見度。

（摘錄自外交部部長吳釗燮10月26日立法院第十屆第六會期外交業務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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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我國與世界各國暨國際組織間簽署條約協定 
一覽表

編

號

地
區
別

類

別
簽署國 條約名稱 ( 中、外文 )

簽署日期
/

生效日期

1

北

美

地

區

氣

象

美利堅合眾國
（美國）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駐美國臺北經濟文化代表處與美國在臺

協會間航空氣象現代化作業系統發展技

術合作協議航空氣象現代化作業系統汰

換及更新計畫第十八號執行辦法（中譯

本）
IMPLEMENTING ARRANGEMENT NUMBER 
18 ADVANCED OPERATIONAL AVIATION 
WEATHER SYSTEM RENEWAL AND UPDATE 
(AOAWS-RU) TO THE AGREEMENT BETWEEN 
THE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 FOR TECHNICAL COOPERATION 
ASSOCIATED WITH ESTABLISHMENT OF 
ADVANCED OPERATIONAL AVIATION 
WEATHER SYSTEMS

2022/01/07
2022/01/10

/
2022/01/10

2

亞

太

地

區

教

育

文

化

日本

JAPAN

臺灣日本關係協會與公益財團法人日本

台灣交流協會間關於強化青少年交流備

忘錄

台湾日本関係協会と公益財団法人日本

台湾交流協会との間の青少年交流の強

化に関する覚書

2022/02/18
/

2022/02/18

3

亞

太

地

區

食

品

藥

物

日本

JAPAN

臺灣日本關係協會與公益財團法人日本

台灣交流協會關於臺日間食品安全合作

及促進食品進出口備忘錄

台湾日本関係協会と公益財団法人日本

台湾交流協会との間の 食品安全及び

食品の輸出入に関する協力に係る覚書

2022/03/04
/

2022/0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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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地
區
別

類

別
簽署國 條約名稱 ( 中、外文 )

簽署日期
/

生效日期

4

亞

太

地

區

教

育

文

化

菲律賓共和國

PHILIPPINES, 
REPUBLIC OF

駐菲律賓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與馬尼拉

經濟文化辦事處間教育暨學習聯結合作

瞭解備忘錄（換函）（中譯本）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THE PHILIPPINES 
AND THE MANILA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TAIWAN CONCERNING 
COOPERATION ON EDUCATION AND LEARNING 
LINKAGE (EXCHANGE OF LETTERS)

2022/03/07
2022/05/20

/
2022/05/21

5

亞

太

地

區

農

漁

林

牧

馬紹爾群島
共和國

MARSHALL 
ISLANDS, 

REPUBLIC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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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約換文）

（中譯本）
THE AGREEMENT OF AGRICULTURAL 
TECHNICAL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THE MARSHALL ISLANDS (EXCHANGE OF 
NOTES)

2022/03/22
/

2022/03/22

6

非

洲

地

區

經

貿

史瓦帝尼
王國

ESWATINI, 
KINGDOM OF

第2號決議文 中華民國（臺灣）政府與

史瓦帝尼王國政府經濟合作協定新關稅

減讓表及於聯合委員會下設立2個次聯

合委員會

DECISION NO. 2- NEW TARIFF CONCESSION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WO SUB-
COMMITTEES FOR THE JOINT COMMITTEE 
OF THE AGREEMENT ON ECONOMIC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KINGDOM OF 
ESWATINI

2022/03/30
2022/06/06

/
尚未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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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歐

洲

地

區

洗

錢

防

制

英屬土克
凱可群島

TURKS AND 
CAICOS ISLANDS

中華民國（臺灣）法務部調查局洗錢防

制處與英屬土克凱可群島金融情報中

心關於涉及洗錢、相關前置犯罪及資助

恐怖主義金融情資交換合作瞭解備忘錄

（中譯本）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ANTI-MONEY LAUNDERING 
DIVISION, INVESTIGATION BUREAU, 
MINISTRY OF JUSTIC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AND THE FINANCIAL 
INTELLIGENCE AGENCY OF THE TURKS 
AND CAICOS ISLANDS CONCERNING 
COOPERATION IN THE EXCHANGE OF 
FINANCIAL INTELLIGENCE RELATED 
TO MONEY LAUNDERING, ASSOCIATED 
PREDICATE OFFENCES AND TERRORISM 
FINANCING

2022/04/08
2022/04/13

/
2022/04/13

8

非

洲

地

區

能

源

索馬利蘭
共和國

SOMALI-LAND, 
REPUBLIC OF

中華民國（臺灣）政府與索馬利蘭共和

國政府能源及礦產資源合作協定

（中譯本）

AGREEMENT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SOMALILAND ON ENERGY AND MINERAL 
RESOURCES COOPERATION

2022/04/08
2022/05/23

/
2022/05/23

9

亞

太

地

區

航

空

/

航

權

帛琉共和國

PALAU, 
REPUBLIC OF

中華民國政府與帛琉共和國政府間航空服

務協定之附約第三次修正（中譯本）

AMENDMENT NO.3 OF THE ANNEX TO THE 
AGREEMENT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PALAU RELATING TO AIR SERVICES

2021/07/12
2021/08/03

/
2021/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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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歐

洲

地

區

洗

錢

防

制

馬爾他
共和國

MALTA, 
REPUBLIC OF

中華民國（臺灣）法務部調查局洗錢防制

處與馬爾他共和國金融情資分析中心關於

涉及洗錢、相關前置犯罪及資助恐怖主義

金融情資交換合作瞭解備忘錄（中譯本）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ANTI-MONEY LAUNDERING 
DIVISION, INVESTIGATION BUREAU, 
MINISTRY OF JUSTIC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AND THE FINANCIAL 
INTELLIGENCE ANALYSIS UNIT, REPUBLIC OF 
MALTA CONCERNING COOPERATION IN THE 
EXCHANGE OF FINANCIAL INTELLIGENCE 
RELATED TO MONEY LAUNDERING, 
ASSOCIATED PREDICATE OFFENCES AND 
TERRORISM FINANCING

2022/05/04
2022/05/10

/
2022/05/10

11

亞

太

地

區

標

準

印度共和國

INDIA,  
KINGDOM

駐印度台北經濟文化中心與印度台北協
會標準及符合性評鑑相互合作協定

AGREEMENT BETWEEN THE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CENTER IN 
INDIA AND THE INDIA-TAIPEI ASSOCIATION, 
TAIPEI ON MUTUAL COOPERATION IN 
THE FIELD OF STANDARDIZATION AND 
CONFORMITY ASSESSMENT

2022/05/18
/

2022/05/18

12

北

美

地

區

軍

事

美利堅合眾國
（美國）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與美國在台協
會就律定不符合雷希法單位協定（中譯本）

AGREEMENT BETWEEN THE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 CONCERNING LEAHY INELIGIBLE 
UNITS WRITTEN AGREEMENT REQUIREMENT

2022/06/07
2022/06/13

/
2022/06/13

13

歐

洲

地

區

司

法

斯洛伐克

SLOVAK 
RE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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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譯本）

ARRANGEMENT BETWEEN THE TAIPEI 
REPRESENTATIVE OFFICE, BRATISLAVA AND 
THE SLOVAK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TAIPEI ON JUDICIAL COOPERATION 
IN CIVIL AND COMMERCIAL MATTERS

2022/06/08
/

2022/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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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亞

西

地

區

洗

錢

防

制

巴勒斯坦

PALESTINE

中華民國（臺灣）法務部調查局洗錢防

制處與巴勒斯坦金融追蹤中心關於涉及

洗錢、相關前置犯罪及資助恐怖主義金

融情報交換合作瞭解備忘錄（中譯本）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ANTI-MONEY LAUNDERING 
DIVISION, INVESTIGATION BUREAU, MINISTRY 
OF JUSTIC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AND THE FINANCIAL FOLLOW-UP UNIT, STATE 
OF PALESTINE CONCERNING COOPERATION 
IN THE EXCHANGE OF FINANCIAL 
INTELLIGENCE RELATED TO MONEY 
LAUNDERING, ASSOCIATED PREDICATE 
OFFENCES AND TERRORISM FINANCING

2022/07/13
/

2022/07/13

15

中

南

美

地

區

司

法

聖文森及
格瑞那丁

SAINT VINCENT 
AND THE 

GRENADINES

中華民國（臺灣）政府與聖文森及格瑞那

丁政府刑事司法互助條約

TREATY ON MUTUAL LEGAL ASSISTANCE 
IN CRIMINAL MATTERS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AND THE GOVERNMENT OF SAINT 
VINCENT AND THE GRENADINES

2022/08/08
/

2023/07/22

16

中

南

美

地

區

司

法

聖文森及
格瑞那丁

SAINT VINCENT 
AND THE 

GRENADINES

中華民國（臺灣）政府與聖文森及格瑞那

丁政府移交受刑人條約

TREATY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AND 
THE GOVERNMENT OF SAINT VINCENT AND 
THE GRENADINES ON THE TRANSFER OF 
SENTENCED PERSONS

2022/08/08
/

2023/07/22

17

中

南

美

地

區

技

術

合

作

瓜地馬拉
共和國

GUATEMALA, 
REPUBLIC OF

「中華民國政府與瓜地馬拉共和國政府間

派遣中美洲投資貿易服務團協定」續約

換文（中譯本）

CANJE DE NOTAS DEL "CONVENIO SOBRE 
EL ESTABLECIMIENTO DE LA MISIÓN DE 
SERVICIO A LA INVERSIÓN Y AL COMERCIO 
EN CENTROAMÉRICA ENTRE EL GOBIERNO 
DE LA REPÚBLICA DE GUATEMALA Y EL 
GOBIERNO DE LA REPÚBLICA DE CHINA"

2022/08/09
/

2022/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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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亞

太

地

區

經

貿

印度尼西亞
共和國（印尼）

INDONESIA, 
REPUBLIC OF

駐印尼台北經濟貿易代表處與駐台北印

尼經濟貿易代表處工業產品設計發展合

作協定

COOPERATION AGREEMENT BETWEEN 
INDONESIAN ECONOMIC AND TRADE OFFICE 
TO TAIPEI AND TAIPEI ECONOMIC AND 
TRADE OFFICE, JAKARTA, INDONESIA ON 
DESIGN DEVELOPMENT FOR INDUSTRIAL 
PRODUCTS

2022/08/19
/

2022/08/19

19

中

南

美

地

區

其

他

貝里斯

BELIZE

中華民國（臺灣）政府與貝里斯政府海

巡合作協定

AGREEMENT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AND 
THE GOVERNMENT OF BELIZE ON COAST 
GUARD COOPERATION

2022/08/23
2022/09/14

/
2022/09/14

20

亞

太

地

區

司

法

帛琉共和國

PALAU, 
REPUBLIC OF

中華民國（臺灣）政府與帛琉共和國政

府法醫合作瞭解備忘錄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ON 
FORENSIC PATHOLOGISTS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PALAU

2022/08/30
/

尚未生效

21

中

南

美

地

區

外

交

領

事

瓜地馬拉
共和國

GUATEMALA, 
REPUBLIC OF

中華民國（臺灣）外交部與瓜地馬拉共和

國外交部外交人員訓練及交流合作協定

ACUERDO DE COOPERACIÓN SOBRE 
INTERCAMBIO Y FORMACIÓN DEL PERSONAL 
DIPLOMÁTICO ENTRE EL MINISTERIO DE 
RELACIONES EXTERIORES DE LA REPÚBLICA 
DE CHINA (TAIWÁN) Y EL MINISTERIO DE 
RELACIONES EXTERIORES DE LA REPÚBLICA 
DE GUATEMALA

2022/08/30
/

2022/08/30

22

亞

太

地

區

警

政

合

作

吐瓦魯

TUVALU

中華民國（臺灣）與吐瓦魯國警政合作協定

AGREEMENT BETWEE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AND TUVALU ON POLICE 
COOPERATION

2022/09/05
/

2022/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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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亞

太

地

區

其

他

吐瓦魯

TUVALU

中華民國（臺灣）政府與吐瓦魯國政府

海巡合作協定

AGREEMENT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TUVALU ON 
COAST GUARD COOPERATION

2022/09/05
/

2022/09/05

24

歐

洲

地

區

洗

錢

防

制

斯洛維尼亞
共和國

SLOVENIA, 
REPUBLIC OF

中華民國（臺灣）法務部調查局洗錢防

制處與斯洛維尼亞共和國財政部洗錢防

制辦公室關於涉及洗錢及資助恐怖分子

金融情資交換合作瞭解備忘錄（中譯本）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ANTI-MONEY LAUNDERING 
DIVISION, INVESTIGATION BUREAU, 
MINISTRY OF JUSTIC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AND THE OFFICE FOR MONEY 
LAUNDERING PREVENTION, MINISTRY 
OF FINANCE, REPUBLIC OF SLOVENIA 
CONCERNING COOPERATION IN THE 
EXCHANGE OF FINANCIAL INTELLIGENCE 
RELATED TO MONEY LAUNDERING AND 
TERRORIST FINANCING

2022/09/07
2022/09/14

/
2022/09/14

25

歐

洲

地

區

洗

錢

防

制

摩納哥侯國

MONACO, 
PRINCIPALITY OF

中華民國（臺灣）法務部調查局洗錢防

制處與摩納哥侯國金融網路資訊及監控

中心關於涉及洗錢、相關前置犯罪及資

助恐怖主義金融情資交換合作瞭解備忘

錄（中譯本）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ANTI-MONEY LAUNDERING 
DIVISION, INVESTGATION BUREAU, 
MINISTRY OF JUSTIC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AND THE SERVICE FOR 
INFORMATION AND MONITORING OF 
FINANCIAL NETWORKS, PRINCIPALITY OF 
MONACO CONCERNING COOPERATION 
IN THE EXCHANGE OF FINANCIAL 
INTELLIGENCE RELATED TO MONEY 
LAUNDERING, ASSOCIATED PREDICATE 
OFFENCES AND TERRORISM FINANCING

2022/09/20
2022/10/20

/
2022/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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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亞

太

地

區

經

貿

帛琉共和國

PALAU, 
REPUBLIC OF

中華民國（臺灣）政府與帛琉共和國政

府財政合作協定

AGREEMENT ON PUBLIC FINANC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PALAU

2022/10/06 
/

2022/10/06

27

亞

太

地

區

交

通

運

輸

帛琉共和國

PALAU, 
REPUBLIC OF

中華民國（臺灣）政府與帛琉共和國政

府在1978年航海人員訓練、發證和當值

標準國際公約及其修正案架構下由帛琉

國際船舶登記處承認中華民國（臺灣）

船員海勤資歷、教育及訓練之文件協定

（中譯本）

AGREEMENT CONCERNING THE 
ACCEPTANCE OF SEAGOING SERVIC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OF SEAFARER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AND 
CERTIFICATION BY PALAU INTERNATIONAL 
SHIP REGISTRY, UNDER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STANDARDS OF TRAINING, 
CERTIFICATION AND WATCHKEEPING FOR 
SEAFARERS (STCW), 1978, AS AMENDED.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PALAU

2022/10/06
/

2022/10/06

28

中

南

美

地

區

技

術

合

作

聖露西亞

SAINT LUCIA

中華民國（臺灣）政府與聖露西亞政府

技術合作框架協定

FRAMEWORK AGREEMENT ON TECHNICAL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AND 
THE GOVERNMENT OF SAINT LUCIA

2022/10/28
2022/11/18

/
2023/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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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亞

太

地

區

其

他

諾魯共和國

NAURU, 
REPUBLIC OF

「中華民國（臺灣）與諾魯共和國於諾魯

專屬經濟海域聯合海事巡航標準作業程

序」換文

THE 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 
FOR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AND 
THE REPUBLIC OF NAURU’S JOINT MARITIME 
PATROL IN THE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OF THE REPUBLIC OF NAURU (EXCHANGE 
OF NOTES)

2022/10/31
2022/11/17

/
2022/11/17

30

中

南

美

地

區

食

品

藥

物

巴拉圭共和國

PARAGUAY, 
REPUBLIC OF

中華民國（臺灣）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

管理署及巴拉圭共和國國家衛生監督局

合作協定

ACUERDO GENERAL DE COLABORACIÓN 
ENTRE LA ADMINISTRACIÓN DE ALIMENTOS 
Y MEDICAMENTOS DEL MINISTERIO 
DE SALUD Y BIENESTAR SOCIAL DE LA 
REPÚBLICA DE CHINA (TAIWÁN) Y LA 
DIRECCIÓN NACIONAL DE VIGILANCIA 
SANITARIA DE LA REPÚBLICA DEL 
PARAGUAY

2022/11/01
/

2022/11/01

31

亞

太

地

區

醫

療

衛

生

印度共和國

INDIA, REPUBLIC 
OF

駐印度台北經濟文化中心與印度台北協

會傳統醫藥合作瞭解備忘錄（中譯本）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CETER IN INDIA (TECC) 
AND THE INDIA TAIPEI ASSOCIATION 
(ITA) CONCERNING COOPERATION IN 
TRADITIONAL MEDICINE

2022/11/04
/

2022/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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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中

南

美

地

區

技

術

合

作

中美洲農牧保
健組織

EL ORGANISMO 
INTERNACIONAL 

REGIONAL 
DE SANIDAD 

AGROPECUARIA 
(OIRSA)

中華民國（臺灣）政府與中美洲農牧保

健組織有關推動「中美洲區域香蕉黃葉

病防治計畫」合作協定

CONVENIO DE COOPERACIÓN PARA LA 
EJECUCIÓN DEL “PROYECTO REGIONAL DE 
PREVENCIÓN Y CONTROL DE FUSARIUM 
RAZA 4 TROPICAL DEL BANANO EN 
CENTROAMÉRICA” ENTRE EL GOBIERNO 
DE LA REPÚBLICA DE CHINA (TAIWÁN) Y EL 
ORGANISMO INTERNACIONAL REGIONAL DE 
SANIDAD AGROPECUARIA (OIRSA)

2022/11/07
/

2022/11/07

33

亞

太

地

區

租

借

日本

JAPAN

臺灣日本關係協會與公益財團法人日本

台灣交流協會間關於臺北市日僑學校租

用臺灣銀行及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經管土

地租金計收瞭解備忘錄

台湾日本関係協会と公益財団法人日本

台湾交流協会との間の台北日本人学校

が借用する台湾銀行及び財政部国有財

産署が管理する土地の借用料の計算、

徴収に関する備忘録

2022/11/25
/

2022/11/25

34

中

南

美

地

區

發

展

援

助

合

作

貝里斯

BELIZE

中華民國（臺灣）政府與貝里斯政府貝

里斯河流域水災預警能力提升計畫合作

協定

AGREEMENT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AND THE GOVERNMENT OF BELIZE ON 
COOPERATION FOR THE FLOOD WARNING 
CAPACITY IMPROVEMENT FOR THE BELIZE 
RIVER BASIN PROJECT

2022/12/01
/

2022/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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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我國參與之國際組織一覽表

五、我國參與之國際組織一覽表

（一） 我為正式會員（Full Member）者

組　織　名　稱 外　文　名　稱 簡　稱
加 入
時 間

1 世界動物衛生組織 World Organisation for Animal Health WOAH 1954

2 亞洲生產力組織 Asian Productivity Organization APO 1961

3 國際種子檢查協會 International Seed Testing Association ISTA 1962

4 國際棉業諮詢委員會 International Cotton Advisory Committee ICAC 1963

5 亞洲開發銀行 Asian Development Bank ADB 1966

6 亞非農村發展組織 African-Asian Rural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 AARDO 1968

7
亞洲太平洋地區糧食
與肥料技術中心

Food and Fertilizer Technology Center for the 
Asian and Pacific Region FFTC 1970

8 亞蔬―世界蔬菜中心 World Vegetable Center-WorldVeg WorldVeg 1971

9
國際證券管理 
機構組織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Securities Com-
missions IOSCO 1987

10 亞太經濟合作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 1991

11 中美洲銀行
Central American Bank for Economic Integra-
tion CABEI 1992

12
國際衛星輔助 
搜救組織

International Cospas-Sarsat Programme Cospas- 1992

13
東南亞國家中央銀行
聯合會

South East Asian Central Banks SEACEN 1992

14 國際保險監理官協會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Insurance Supervi-
sors IAIS 1994

15 亞太法定計量論壇 Asia-Pacific Legal Metrology Forum APLMF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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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織　名　稱 外　文　名　稱 簡　稱
加 入
時 間

16
亞洲稅務行政暨 
研究組織

Study Group on Asian Tax Administration and 
Research SGATAR 1996

17 亞太防制洗錢組織 Asia/Pacific Group on Money Laundering APG 1997

18 亞洲選舉官署協會 Association of Asian Election Authorities AAEA 1998

19 艾格蒙聯盟 Egmont Group EG 1998

20 亞太農業研究機構聯盟
Asia-Pacific Association of Agricultural Re-
search Institutions APAARI 1999

21
全球醫療器材法規 
調和會

Global Harmonization Working Party GHWP 1999

22 國際運輸安全協會 International Transportation Safety Association ITSA 2000

23 國際競爭網路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Network ICN 2002

24
北太平洋鮪類及似鮪
類國際科學委員會

The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mmittee for Tuna 
and Tunalike Species in the North Pacific Ocean ISC 2002

25
南方黑鮪保育委員會
（CCSBT）延伸委員會

Extended Commission, Commission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Southern Bluefin Tuna

CCSBT-
EC

2002

26 世界貿易組織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2002

27
世界關務組織（WCO）
下屬之「關稅估價技
術委員會」

Technical Committee on Customs Valuation, 
World Customs Organization （WCO）

WCO-
TCCV

2002

28
世界關務組織（WCO）
下屬之「原產地規則
技術委員會」

Technical Committee on Rules of Origin, World 
Customs Organization （WCO）

WCO-
TCRO

2002

29
世界貿易組織法律 
諮詢中心

Advisory Centre on WTO Law ACWL 2004

30
中西太平洋漁業 
委員會

Western and Central Pacific Fisheries Commis-
sion WCPFC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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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織　名　稱 外　文　名　稱 簡　稱
加 入
時 間

31 審計監理機關國際論壇
International Forum of Independent Audit Regu-
lators IFIAR 2008

32 美洲熱帶鮪魚委員會
Inter-American Tropical Tuna 
Commission

IATTC 2010

33
國際政府資訊科技 
理事會

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Information Technolo-
gy in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ICA 2010

34
南太平洋區域漁業 
管理組織

South Pacific Regional Fisheries Management 
Organisation SPRFMO 2012

35 世界選舉機關協會 Association of World Election Bodies A-WEB 2013

36
亞太區追討犯罪所得
機構網絡

Asset Recovery Interagency 
Network-Asia Pacific

ARIN
AP

2014

37
全球反制伊斯蘭 
國聯盟

Global Coalition to Defeat ISIS 無 2014

38 北太平洋漁業委員會 North Pacific Fisheries Commission NPFC 2012

39 國際醫藥法規協和會
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Harmonisation of 
Technical Requirements for Pharmaceuticals for 
Human Use

ICH 2018

40 南印度洋漁業協定 Southern Indian Ocean Fisheries Agreement SIOFA 2019

41 全球金融創新聯盟 Global Financial Innovation Network GFIN 2019

42
國際化妝品法規 
合作會議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n Cosmetics Regula-
tion ICCR 2020

43
原住民族經濟貿易 
合作協議

Indigenous Peoples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
ation Arrangement IPETCA 2022

44
全球跨境隱私 
規則論壇

Global Cross-Border Privacy Rules Forum
Global 
CBPR 
Forum

2022

45 亞洲資訊通路聯盟 Asian Access to Information Alliance AAIA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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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我以其他身分參與者

組　織　名　稱 外　文　名　稱 簡　稱
加 入
時 間

1
蒙特婁破壞臭氧層物
質管制議定書
（簡稱蒙特婁議定書）

Montreal Protocol on Substances that Deplete 
the Ozone Layer

Montreal 
Protocol

1990

2 美洲開發銀行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IDB 1991

3 歐洲復興開發銀行 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EBRD 1991

4 太平洋島國論壇 Pacific Islands Forum PIF 1993

5
瀕臨絕種野生動植物
國際貿易公約
（簡稱華盛頓公約）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of Wild Fauna and Flora CITES 1994

6 糧食援助委員會 Food Aid Committee FAC 1995

7 國際穀物理事會 International Grains Council IGC 1995

8 國際法定計量組織 Organisation Internationale de Métrologie 
Légale OIML 1997

9
中美洲暨加勒比海 
盆地國會議長論壇

Foro de Presidentes de  Poderes Legislativos 
de Centroamérica y la Cuenca del Caribe FOPREL 1999

10 中美洲議會 PARLAMENTO CENTROAMERICANO PARLACEN 1999

11
國際大西洋鮪類資源
保育委員會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for the Conserva-
tion of Atlantic Tunas ICCAT 1999

12
全球生物多樣性 
資訊機構

Global Biodiversity Information Facility GBIF 2001

13 中美洲統合體 Sistema de la Integracion Centroamericana SICA 2002

14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ECD）下屬「競爭
委員會」

Competition Committee,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OECD-CC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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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織　名　稱 外　文　名　稱 簡　稱
加 入
時 間

15 國際度量衡大會 Conférence Générale des Poids et Mesures CGPM 2002

16
國際間鑽石原石進出
口認證標準諮商機制

Kimberley Process KP 2003

17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ECD）下屬「鋼鐵
委員會」

Steel Committe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 OECD-SC 2005

18 中美洲軍事會議 Conferencia de las Fuerzas Armadas Cen-
troamericanas CFAC 2005

19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ECD）下屬「漁業
委員會」

Fisheries Committe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OECD-FC 2006

20
世界關務組織（WCO）
下屬之「修正版京都
公約管理委員會」

Revised Kyoto Convention Management 
Committee, World Customs Organization
（WCO）

WCO-
RKC-MC

2006

21
聯合國氣候變化 
綱要公約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 2009

22
國際消費者保護 
執行網絡

International Consumer Protection and En-
forcement Network ICPEN 2009

23 國際再生能源總署 International Renewable Energy Agency IRENA 2011

24
信天翁與水薙鳥 
保育協定

Agreement on the Conservation of Albatross-
es and Petrels ACAP 2019

25
更安全天空諮詢 
委員會

Safer Skies Consultative Committee SSCC 2022

26
國際宗教自由信仰 
聯盟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 or Belief 
Alliance IRFBA 2022

27 世界衛生組織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參與 WHO 之「國際衛生條例」《Inter-
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 IHR》及以個人
專家身分有限度出席技術性會議）

WHO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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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

組織
政府間 民間

合計 男 女 男 女 合計 男 女 合計 男 女

7    300   3,288 422    129,158 55,784  73,374  43.19% 56.81% 72   3,216   245  1,319 652  667  177    127,839 55,132  72,707 

-    6     -     8      1,561   1,025   536     65.66% 34.34% 6    -       -    -     -    -    8      1,561   1,025   536    

-    31    -     25     1,884   848     1,036   45.01% 54.99% 4    -       2    31    19   12   23     1,853   829     1,024  

-    16    -     18     76      45      31      59.21% 40.79% 17   -       12   64    39   25   6      12      6       6      

-    -     -     1      40      31      9       77.50% 22.50% 1    -       -    -     -    -    1      40      31      9      

-    3     -     14     3,771   1,671   2,100   44.31% 55.69% -    -       1    2     1    1    13     3,769   1,670   2,099  

-    4     -     15     1,172   688     484     58.70% 41.30% -    -       4    71    42   29   11     1,101   646     455    

-    -     -     2      2       -       2       0.00% 100.00% -    -       -    -     -    -    2      2       -       2      

-    -     -     28     110,423 46,269  64,154  41.90% 58.10% -    -       1    1     1    -    27     110,422 46,268  64,154 

-    15    -     17     106     53      53      50.00% 50.00% 7    -       10   75    39   36   7      31      14      17     

-    -     -     2      3       1       2       33.33% 66.67% -    -       -    -     -    -    2      3       1       2      

-    3     -     4      52      29      23      55.77% 44.23% 1    -       2    16    13   3    2      36      16      20     

-    1     -     1      4       3       1       75.00% 25.00% -    -       -    -     -    -    1      4       3       1      

6    8     -     4      878     178     700     20.27% 79.73% -    -       1    71    28   43   3      807     150     657    

-    -     -     -      -       -       -       - - -    -       -    -     -    -    -      -       -       -      

-    150   -     87     2,708   1,497   1,211   55.28% 44.72% 20   -       50   280   134  146  37     2,428   1,363   1,065  

-    1     -     1      15      14      1       93.33% 6.67% -    -       -    -     -    -    1      15      14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       -    -     -    -    -      -       -       -      

-    3     -     6      125     90      35      72.00% 28.00% -    -       -    -     -    -    6      125     90      35     

-    2     -     4      8       8       -       100.00% 0.00% 3    -       3    7     7    -    1      1       1       -      

氣候變遷類 -    -     -     4      12      8       4       66.67% 33.33% 2    -       4    12    8    4    -      -       -       -      

-    2     -     15     4,966   2,583   2,383   52.01% 47.99% -    -       -    -     -    -    15     4,966   2,583   2,383  

1    55    -     166    1,352   743     609     54.96% 45.04% 10   -       155  689   321  368  11     663     422     241    

參加國際組織、國際會議、國際活動情形—性質別

中華民國111年1月至12月

單位：個、次、人

性質別

性平會

議及活

動次數

國際視

訊會議

次數

總  計 國際組織 國際會議及活動

國際會議及活動

農林漁牧類

政府間 民間

個數 次數

參加人數 性別%

個數 個數 次數

參加人數

次數

參加人數

總  計

科技類

醫藥衛生類

商業金融財經類

宗教哲學類

社會福利類

教育類

新聞類

文化藝術類

法律警政類

工會類

交通觀光類

休閒娛樂類

婦女類

童軍類

體育類

其他類

工程類

工電技術類

電子機械類

礦業能源類

研究發展管理類

生態保育類

299

15

性別

六、 參加國際組織、國際會議、國際活動情形—

性質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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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參加國際組織、國際會議、國際活動次數統計表

國際

組織
政府間 民間

合計 男 女 男 女 合計 男 女 合計 男 女

7    300   3,288 422    129,158 55,784  73,374  43.19% 56.81% 72   3,216   245  1,319 652  667  177    127,839 55,132  72,707 

-    6     -     8      1,561   1,025   536     65.66% 34.34% 6    -       -    -     -    -    8      1,561   1,025   536    

-    31    -     25     1,884   848     1,036   45.01% 54.99% 4    -       2    31    19   12   23     1,853   829     1,024  

-    16    -     18     76      45      31      59.21% 40.79% 17   -       12   64    39   25   6      12      6       6      

-    -     -     1      40      31      9       77.50% 22.50% 1    -       -    -     -    -    1      40      31      9      

-    3     -     14     3,771   1,671   2,100   44.31% 55.69% -    -       1    2     1    1    13     3,769   1,670   2,099  

-    4     -     15     1,172   688     484     58.70% 41.30% -    -       4    71    42   29   11     1,101   646     455    

-    -     -     2      2       -       2       0.00% 100.00% -    -       -    -     -    -    2      2       -       2      

-    -     -     28     110,423 46,269  64,154  41.90% 58.10% -    -       1    1     1    -    27     110,422 46,268  64,154 

-    15    -     17     106     53      53      50.00% 50.00% 7    -       10   75    39   36   7      31      14      17     

-    -     -     2      3       1       2       33.33% 66.67% -    -       -    -     -    -    2      3       1       2      

-    3     -     4      52      29      23      55.77% 44.23% 1    -       2    16    13   3    2      36      16      20     

-    1     -     1      4       3       1       75.00% 25.00% -    -       -    -     -    -    1      4       3       1      

6    8     -     4      878     178     700     20.27% 79.73% -    -       1    71    28   43   3      807     150     657    

-    -     -     -      -       -       -       - - -    -       -    -     -    -    -      -       -       -      

-    150   -     87     2,708   1,497   1,211   55.28% 44.72% 20   -       50   280   134  146  37     2,428   1,363   1,065  

-    1     -     1      15      14      1       93.33% 6.67% -    -       -    -     -    -    1      15      14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       -    -     -    -    -      -       -       -      

-    3     -     6      125     90      35      72.00% 28.00% -    -       -    -     -    -    6      125     90      35     

-    2     -     4      8       8       -       100.00% 0.00% 3    -       3    7     7    -    1      1       1       -      

氣候變遷類 -    -     -     4      12      8       4       66.67% 33.33% 2    -       4    12    8    4    -      -       -       -      

-    2     -     15     4,966   2,583   2,383   52.01% 47.99% -    -       -    -     -    -    15     4,966   2,583   2,383  

1    55    -     166    1,352   743     609     54.96% 45.04% 10   -       155  689   321  368  11     663     422     241    

參加國際組織、國際會議、國際活動情形—性質別

中華民國111年1月至12月

單位：個、次、人

性質別

性平會

議及活

動次數

國際視

訊會議

次數

總  計 國際組織 國際會議及活動

國際會議及活動

農林漁牧類

政府間 民間

個數 次數

參加人數 性別%

個數 個數 次數

參加人數

次數

參加人數

總  計

科技類

醫藥衛生類

商業金融財經類

宗教哲學類

社會福利類

教育類

新聞類

文化藝術類

法律警政類

工會類

交通觀光類

休閒娛樂類

婦女類

童軍類

體育類

其他類

工程類

工電技術類

電子機械類

礦業能源類

研究發展管理類

生態保育類

性別

國際

組織
政府間 民間

合計 男 女 男 女 合計 男 女 合計 男 女

7    300   3,288 422    129,158 55,784  73,374  43.19% 56.81% 72   3,216   245  1,319 652  667  177    127,839 55,132  72,707 

-    6     -     8      1,561   1,025   536     65.66% 34.34% 6    -       -    -     -    -    8      1,561   1,025   536    

-    31    -     25     1,884   848     1,036   45.01% 54.99% 4    -       2    31    19   12   23     1,853   829     1,024  

-    16    -     18     76      45      31      59.21% 40.79% 17   -       12   64    39   25   6      12      6       6      

-    -     -     1      40      31      9       77.50% 22.50% 1    -       -    -     -    -    1      40      31      9      

-    3     -     14     3,771   1,671   2,100   44.31% 55.69% -    -       1    2     1    1    13     3,769   1,670   2,099  

-    4     -     15     1,172   688     484     58.70% 41.30% -    -       4    71    42   29   11     1,101   646     455    

-    -     -     2      2       -       2       0.00% 100.00% -    -       -    -     -    -    2      2       -       2      

-    -     -     28     110,423 46,269  64,154  41.90% 58.10% -    -       1    1     1    -    27     110,422 46,268  64,154 

-    15    -     17     106     53      53      50.00% 50.00% 7    -       10   75    39   36   7      31      14      17     

-    -     -     2      3       1       2       33.33% 66.67% -    -       -    -     -    -    2      3       1       2      

-    3     -     4      52      29      23      55.77% 44.23% 1    -       2    16    13   3    2      36      16      20     

-    1     -     1      4       3       1       75.00% 25.00% -    -       -    -     -    -    1      4       3       1      

6    8     -     4      878     178     700     20.27% 79.73% -    -       1    71    28   43   3      807     150     657    

-    -     -     -      -       -       -       - - -    -       -    -     -    -    -      -       -       -      

-    150   -     87     2,708   1,497   1,211   55.28% 44.72% 20   -       50   280   134  146  37     2,428   1,363   1,065  

-    1     -     1      15      14      1       93.33% 6.67% -    -       -    -     -    -    1      15      14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       -    -     -    -    -      -       -       -      

-    3     -     6      125     90      35      72.00% 28.00% -    -       -    -     -    -    6      125     90      35     

-    2     -     4      8       8       -       100.00% 0.00% 3    -       3    7     7    -    1      1       1       -      

氣候變遷類 -    -     -     4      12      8       4       66.67% 33.33% 2    -       4    12    8    4    -      -       -       -      

-    2     -     15     4,966   2,583   2,383   52.01% 47.99% -    -       -    -     -    -    15     4,966   2,583   2,383  

1    55    -     166    1,352   743     609     54.96% 45.04% 10   -       155  689   321  368  11     663     422     241    

參加國際組織、國際會議、國際活動情形—性質別

中華民國111年1月至12月

單位：個、次、人

性質別

性平會

議及活

動次數

國際視

訊會議

次數

總  計 國際組織 國際會議及活動

國際會議及活動

農林漁牧類

政府間 民間

個數 次數

參加人數 性別%

個數 個數 次數

參加人數

次數

參加人數

總  計

科技類

醫藥衛生類

商業金融財經類

宗教哲學類

社會福利類

教育類

新聞類

文化藝術類

法律警政類

工會類

交通觀光類

休閒娛樂類

婦女類

童軍類

體育類

其他類

工程類

工電技術類

電子機械類

礦業能源類

研究發展管理類

生態保育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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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參加國際會議、國際活動次數—地區別

中華民國111年1月至12月

單位：次

年  別  及  地  區  別
國際會議及活動 國際視訊會議

政府間 民 間 雙 邊 多 邊

總計  245  177  66 233 

亞太地區  195  95  14 

在我國地區舉行者  21  66  6 

在其他亞太地區舉行者  174  29  8 

亞西及非洲地區  10  21  10 

歐洲地區  19  35  15 

北美地區  19  14  22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  2  1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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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外交部各單位主管名錄

外交部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部　　長

Minister

吳釗燮 
Jaushieh Joseph WU
(107.2.26 任 )

外交部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政務次長

Deputy Minister

蔡明彥

Ming-yen TSAI
(111.10.7 任 )

外交部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政務次長

Deputy Minister

田中光

Chung-kwang TIEN
(109.7.27 任 )

外交部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常務次長

Vice Minister

俞大

Alexander Tah-ray YUI
(110.6.23 任 )

機要事務辦公室

Secretariat

主任秘書

Secretary General

徐儷文

Lily L. W. HSU
(109.7.25 任 )

亞東太平洋司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司　　長

Director General

周民淦

Wallace CHOW
(110.10.13 任 )

亞西及非洲司

Department of West Asian and African Affairs
司　　長

Director General

賀忠義

Anthony Chung-yi HO
(111.10.18 任 )

歐洲司

Department of European Affairs
司　　長

Director General

姚金祥

Vincent Chin-hsiang 
YAO
(111.10.12 任 )

北美司

Department of North American Affairs
司　　長

Director General

徐佑典

Douglas Y. T. HSU
(109.7.24 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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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司

Department of Latin American and Caribbean 
Affairs

司　　長

Director General

謝妙宏

Florencia Miao-hung 
HSIE
(110.6.23 任 )

條約法律司

Department of Treaty and Legal Affairs
司　　長

Director General

連建辰

Jason Chien-chen LIEN
(111.7.18 任 )

國際組織司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司　　長

Director General

吳尚年

Sharon S. N. WU
(110.3.18 任 )

國際合作及經濟事務司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Economic Affairs

司　　長

Director General

蔡允中

Y. C. TSAI
(109.1.16 任 )

國際傳播司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Services 

司　　長

Director General

徐詠梅

Catherine Yung-mei 
HSU
(110.7.16 任 )

研究設計會

Department of Policy Planning 
主　　任

Director General

張亞光

Grace Ya-kuang CHANG
(111.12.14 任 )

禮賓處

Department of Protocol
處　　長

Director General

李志強

Tom Chih-chiang LEE
(110.7.16 任 )

秘書處

Department of General Affairs
處　　長

Director General

洪振榮

Bruce Chen-jung HUNG
(110.1.16 任 )

人事處

Department of Personnel
處　　長

Director General

黃麗玲

Li-ling HUANG
(110.9.17 任 )

政風處

Department of Civil Service Ethics
處　　長

Director General

周志信

Chih-hsin CHOU 
(111.1.16 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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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計處

Department of Budget, Accounting and  
Statistics

處　　長

Director General

李佩華

Pei-hua LEE
(111.3.10 任 )

資訊及電務處

Department of Archives,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nd Telecommunications

處　　長

Director General

劉永健

Jeff Y. J. LIU
(110.10.23 任 )

公眾外交協調會

Public Diplomacy Coordination Council
執 行 長

Director General

歐江安

Joanne OU 
(108.8.8 任 )

非政府組織國際事務會

Department of NGO International Affairs
執 行 長

Director General

王雪虹

Constance H. WANG
(109.8.3 任 )

國會事務辦公室

The Office of Parliamentarian Affairs
執 行 長

Director General

李岳融

Ivan Y.J. LEE
(111.9.20 任 )

中部辦事處

Central Taiwan Office
處　　長

Director General

翁瑛敏

Ying-ming WONG
(108.11.25 任 )

南部辦事處

Southern Taiwan Office
處　　長

Director General

沈正宗

Cheng-tsung SHEN
(111.1.3 任 )

東部辦事處

Eastern Taiwan Office
處　　長

Director General

胡琪斌

Chi-pin HU
(110.7.19 任 )

雲嘉南辦事處

Southwestern Taiwan Office
處　　長

Director General

蕭勝中

Sheng-chung HSIAO
(111.9.14 任 )

領事事務局

Bureau of Consular Affairs
局　　長

Director General

葉非比

Phoebe YEH
(109.1.16 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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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及國際事務學院

Institute of Diplomacy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院　　長

Chancellor

( 政務次長兼 )
田中光

Chung-kwang TIEN
(109.7.27 任 )

副 院 長

President

高　安

Anna A. KAO
(107.7.21 任 )

台灣美國事務委員會

Taiwan Council for U.S. Affairs

主任委員

Chairperson

楊珍妮

Jen-ni YANG
(109.5.20 任 )

臺灣日本關係協會

Taiwan-Japan Relations Association

會　　長

Chairman

蘇嘉全

Jia-chyuan SU
(105.5.27 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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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中華民國駐外使領館名錄

駐馬紹爾群島共和國大使館

Embass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Majuro, Republic of the 
Marshall Islands

大 使
夏季昌　　Steve C.C. HSIA

（111.9.20任）

館 址
A3, A5-6 PII Apartment, Lojkar Village, 
Long Island, Majuro, Marshall Islands, 
MH96960

電 話 （002-692）2474141、2474142

E-Mail mhl@mofa.gov.tw

駐諾魯共和國大使館

Embass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Yaren,  Republic of Nauru

大 使
王海龍　　Dean H. L. WANG
（108.6.4任）

館 址
1st Fl., Civic Center, Aiwo District, Republic 
of Nauru

電 話 （002-674）5573336

E-Mail nru@mofa.gov.tw

駐帛琉共和國大使館

Embass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in the Republic of Palau

大 使
黎倩儀　　Jessica C. LEE
（110.10.13任）

館 址
3 F, Ben Franklin Building, Koror, 96940, 
Republic of Palau

電 話 （002-680）4888150

E-Mail plw@mofa.gov.tw

駐吐瓦魯國大使館

Embass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 Funafuti, Tuvalu

大 使
林東亨　　Tung-heng LIN
（110.10.21任）

館 址 Palagi Road, Fakaifou Funafuti, Tuvalu

電 話 （002-688）20278

E-Mail tuv@mofa.gov.tw

駐史瓦帝尼王國大使館

Embass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in the Kingdom of 
Eswatini

大 使
梁洪昇　　Horng-sheng LIANG 
（107.8.26任）

館 址
Makhosikhosi Street, Mbabane, Kingdom of 
Eswatini

電 話 （002-268）24044740、24044741

E-Mail rocszembassy@mof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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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教廷大使館

Embass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to the Holy See

特 任
大 使

李世明　　Matthew, S. M. LEE
（109.4.1任）

館 址
Via della Conciliazione 4/D, 00193, Roma, 
Italia

電 話 （002-39-6）68136206

E-Mail vat@mofa.gov.tw

駐貝里斯大使館

Embass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Belize City, Belize

大 使
錢冠州　　David K. C. CHIEN
（110.3.20任）

館 址 No.1 Taiwan Street, Belize City, Belize

電 話 （002-501）2278744

E-Mail blz@mofa.gov.tw

駐瓜地馬拉共和國大使館

Embajada de la República de China 
(Taiwán) en Guatemala

大 使
鄭力城　　Li-cheng CHENG 
（108.9.18 任）

館 址
4a. Avenida “A＂ 13-25 Zona 9, Guatemala 
City, Guatemala C.A.

電 話 （002-502）23220168

E-Mail gtm@mofa.gov.tw

駐海地共和國大使館

Ambassade de la République de 
Chine (Taiwan) en Haïti

大 使
古文劍　　Wen-jiann KU 
（109.8.5任）

館 址
22, Rue Lucien Hubert, Morne Calvaire, 
Pétion-Ville, Haïti

電 話 （002-509）37750109

E-Mail hti@mofa.gov. 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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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宏都拉斯共和國大使館

Embajada de la República de China 
(Taiwán), Tegucigalpa, República 
de Honduras

大 使
張俊菲　Vivia CHANG

（111.6.30任）

館 址
Colonia Palmira, Avenida República 
de Panamá, Torre Imperial, Piso 6 y 7,  
Tegucigalpa, M.D.C. Honduras

電 話 （002-504）22368924

E-Mail hnd@mofa.gov.tw

駐汕埠總領事館

Consulado General de la República 
de China (Taiwán), San Pedro Sula, 
Honduras

總領事
張自信　　Francisco T. H. CHANG 
（110.8.7任）

館 址
Casa No. 16, 25 Calle, 21 y 23 Avenida, 
Col. El Pedregal, San Pedro Sula, Honduras

電 話 （002-504）25660539

E-Mail sap@mofa.gov.tw

駐巴拉圭共和國大使館

Embajada de la República de 
China (Taiwán) en la República del 
Paraguay

大 使
韓志正　　Chih-cheng HAN
（109.5.11任）

館 址
Avda. Aviadores del Chaco 3100, Edificio 
Torre Aviadores, Piso 13, 11 y 5, Asunción, 
Paraguay

電 話 （002-595-21）662-500

E-Mail embrocpy@gmail.com

駐東方市總領事館

Consulado General de la República 
de China en Ciudad del Este, 
República del Paragua

總領事
張俊彬　　Chun-pin CHANG 
（108.11.26任）

館 址
Avda. del Lago, Barrio Boquerón II, Ciudad 
del Este, Paraguay

電 話 （002-595-61）500150、500329

E-Mail agt@mof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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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
大使館

Embass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in Saint Christopher and 
Nevis

大 使
林昭宏　　Michael  C. H. LIN 
（110.7.16任）

館 址
P.O. Box 119, Taylor＇s Range, Basseterre, 
St. Kitts, West Indies

電 話 （002-1-869）4652421

E-Mail kna@mofa.gov.tw

駐聖露西亞大使館

Embass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in St. Lucia

大 使
陳家彥　　Chia-yen CHEN
（109.7.22任）

館 址
Reduit Beach Ave., Rodney Bay, Gros Islet, 
St. Lucia

電 話 （002-1-758）4528105

E-Mail lca@mofa.gov.tw

駐聖文森國大使館

Embass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in St. Vincent and the 
Grenadines

大 使
藍夏禮　　Peter Sha-li LAN
（110.8.21任）

館 址
Murray＇s Road, Kingstown, St. Vincent and 
the Grenadines, West Indies

電 話 （002-1-784）4562431

E-Mail vct@mof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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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中華民國駐外代表機構名錄

駐日本代表處

（台北駐日經濟文化 

代表處）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Japan

特任大使

( 代表名義對外 )
謝長廷　　Chang-ting HSIEH
（105.6.9任）

館　址
20-2, Shirokanedai 5-chome, Mina-
to-ku, Tokyo 108-0071, Japan

電　話 (002-81-3)32807811

E-Mail 請詳 http://www.taiwanembassy.org/

駐大阪辦事處

（台北駐大阪經濟文化辦

事處）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Osaka

總 領 事
( 處長名義對外 )

向明德　　Ming-teh HSIANG
（110.11.1任）

館　址

Nakanoshima Festival Tower 17 and 
19th FL., 3-18 2-chome Nakanoshima 
Kita-KU, OSAKA 530-0008 JAPAN

電　話 (002-81-6)62278623

E-Mail
osa@mofa.gov.tw
teco-osa@mofa.gov.tw

駐福岡辦事處

（台北駐大阪經濟文化 

辦事處福岡分處）

Fukuoka Branch,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Osaka

總 領 事
( 處長名義對外 )

陳銘俊　　Bruce CHEN
（110.10.2任）

館　址
12-42, Sakurazaka, 3-chome, Chuoku, 
Fukuoka 810-0024, Japan

電　話 (002-81-92)7342810

E-Mail fuk@mofa.gov.tw

駐橫濱辦事處

（台北駐日經濟文化 

代表處橫濱分處）

Yokohama Branch,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Japan

總 領 事
( 處長名義對外 )

張淑玲　　Shu-ling CHANG 
（108.4.30任）

館　址

2F, Asahiseimei Yokohama Bldg., NO. 
60 Nihonohdori, Naka-ku, Yokohama 
2310021, Japan

電　話 (002-81-45)6417736~8

E-Mail yok@mof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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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那霸辦事處 

（台北駐日經濟文化 

代表處那霸分處）

Naha Branch,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Japan

總 領 事
( 處長名義對外 )

王瑞豐　　WANG, Ruei-Feng
（111.3.23任）

館　址
6F. Alte Bldg. 3-15-9 Kumoji Naha 
City, Okinawa 900-0015, Japan

電　話 (002-81-98)8627008

E-Mail tecooka@mofa.gov.tw

駐札幌辦事處 

（台北駐日經濟文化 

代表處札幌分處）

Sapporo Branch,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Japan

總 領 事
( 處長名義對外 )

粘信士　　Shinn-shyh NIEN
（110.7.7任）

館　址

5F. Itou Bldg.1, Nishi 4 chyoume. Kita 
4 jyou, Sapporo City. Hokkaidou ,060-
0004, Japan

電　話 (002-81-11)2222930

E-Mail spk@mofa.gov.tw

駐韓國代表處 

（駐韓國台北代表部）

Taipei Mission in Korea

大　使

( 代表名義對外 )
梁光中　　LIANG, Kuang-Chung

（111.7.18任）

館　址
6th Fl., Gwanghwamun Bldg.,149, 
Sejong-daero, Jongno-gu, Seoul,  
Korea(03186)

電　話 (002-82-2)63296000

E-Mail kor@mofa.gov.tw

駐釜山辦事處 

（駐韓國台北代表部 

釜山辦事處）

Taipei Mission in Korea, 
Busan Office

總 領 事
( 處長名義對外 )

林晨富　　Kevin Chen-fu LIN
（110.3.5任）

館　址
9F Dongwon Bldg., 70 Jungang-Daero, 
Jung-Gu, Busan, Korea 48941

電　話 (002-82-51)4637965

E-Mail pus@mofa.gov.tw

駐汶萊代表處 

（駐汶萊臺北經濟文化 

辦事處）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Brunei Darussalam

大　使

( 代表名義對外 )
史亞平　　SHIH, Yea-Ping
（111.3.24任）

館　址
No.3, Lot 57775, Simpang 120, Jalan 
Sungai Akar, Bandar Seri Begawan 
BC3915, Brunei Darussalam

電　話 (002-673)2455483,2455485

E-Mail brn@mof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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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印尼代表處 

（駐印尼臺北經濟貿易 

代表處）

Taipei Economic and Trade 
Office, Jakarta, Indonesia

特任大使

( 代表名義對外 )
陳忠　　John C. CHEN
（107.2.6任）

館　址

17th Floor, Gedung Artha Graha, J1. 
Jend. Sudirman Kav. 52-53, Jakarta, 
12190, Indonesia

電　話 (002-62-21)5153939

E-Mail idn@mofa.gov.tw

駐泗水辦事處

（駐泗水臺北經濟貿易 

辦事處）

Taipei Economic and Trade 
Office in Surabaya

總 領 事
( 處長名義對外 )

林鼎翔　　Dean-shiang LIN 
（107.9.10任）

館　址
Jalan Indragiri No.49, Surabaya 
60241, Indonesia

電　話 (002-62-31)9901-4600

E-Mail sub@mofa.gov.tw

駐馬來西亞代表處 

（駐馬來西亞台北經濟 

文化辦事處）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Malaysia

大　使

( 代表名義對外 )
洪慧珠　　Anne HUNG 
（107.7.21任）

館　址

Level 7, Menara Yayasan Tun Razak, 
200, Jalan Bukit Bintang, 551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電　話 (002-60-3)21614439、21615508

E-Mail mys@mofa.gov.tw

駐菲律賓代表處 

（駐菲律賓臺北經濟文化 

辦事處）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the Philippines

大　使

( 代表名義對外 )
徐佩勇　　Michael Pei-yung HSU
（107.6.30任）

館　址
41F, Tower 1, RCBC Plaza, 6819
Ayala Avenue, Makati City 1200,
Metro Manila, Philippines

電　話 (002-632)88876688

E-Mail phl@mofa.gov.tw

駐新加坡代表處 

（駐新加坡台北代表處）

Taipei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the Republic of Singapore

特任大使

( 代表名義對外 )
梁國新　　Kuo-hsin LIANG
（105.12.13任）

館　址
460 Alexandra Road, #23-00  
mTOWER, Singapore 119963

電　話 (002-65)65000100

E-Mail sgp@mof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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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泰國代表處 

（駐泰國台北經濟文化 

辦事處）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Thailand

大　使

( 代表名義對外 )
莊碩漢　　CHUANG, Suo-hang
（111.7.31任）

館　址
40/64 Vibhavadi-Rangsit 66, Laksi, 
10210 Bangkok, Thailand

電　話 (002-662)119-3555

E-Mail tha@mofa.gov.tw

駐越南代表處 

（駐越南台北經濟文化 

辦事處）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Vietnam

特任大使

( 代表名義對外 )
石瑞琦　　Richard R.C. SHIH
（110.4.15任）

館　址

20A&21 Floor, PVI Tower, No.1, 
Pham Van Bach Road, Yen Hoa Ward, 
Cau Giay District, Hanoi, Vietnam

電　話 (002-84-24)38335501

E-Mail vnm@mofa.gov.tw

駐胡志明市辦事處 

（駐胡志明市台北經濟 

文化辦事處）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Ho Chi Minh City

總 領 事
( 處長名義對外 )

鍾文正　　Wen-cheng CHUNG
（107.10.22任）

館　址
336 Nguyen Tri Phuong Street,
District 10, Ho Chi Minh City,Vietnam

電　話 (002-84-28)38349160~65

E-Mail tecohcmc@mofa.gov.tw

駐印度代表處 

（駐印度台北經濟文化 

中心）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Center in India

大　使

( 代表名義對外 )
葛葆萱　　Baushuan GER
（109.9.25任）

館　址
34, Paschimi Marg, Vasant Vihar, New 
Delhi-110057, India

電　話 (002-91-11)46077777

E-Mail ind@mofa.gov.tw

駐清奈辦事處 

（駐清奈臺北經濟文化 

辦事處）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Center in Chennai

館　址

ASV Chamiers Square, 4th Floor, 
87/48, Chamiers Road, R A Puram, 
Chennai, Tamil Nadu 600028, India

電　話 (002-91-44)4302-4311

E-Mail maa@mof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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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緬甸代表處 

（駐緬甸臺北經濟文化 

辦事處）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Myanmar

大　使

( 代表名義對外 )
李朝成　　Chao-cheng LI
（109.1.17任）

館　址
No. 97/101A Dhammazedi Road, 
Kamayut Township, Yangon, Myanmar

電　話 (002-95-1)527-249

E-Mail mmr@mofa.gov.tw

香港辦事處服務組

（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服務組）

Service Division,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Hong Kong)

館　址
Suite 4907, 49/F Central Plaza, 18 
Harbour Road, Wan Chai,Hong Kong 

電　話 (002-852)2887-5011

E-Mail hkg@mofa.gov.tw

澳門辦事處服務組 

（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服務組）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Macao

館　址

Al. Dr. Carlos D＇Assumpção, No. 411-
417, Edif. Dynasty Plaza, 5 Andar J-O, 
Macao

電　話 (002-853)2875-0320

E-Mail mac@mofa.gov.tw

駐澳大利亞代表處 

（駐澳大利亞台北經濟 

文化辦事處）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Australia

大　使

( 代表名義對外 )
常以立　　Elliott Y. L. CHARNG
（105.9.29任）

館　址
Unit 8, 40 Blackall St., Barton, ACT 
2600, Australia

電　話 (002-61-2)61202000

E-Mail aus@mofa.gov.tw

駐布里斯本辦事處 

（駐布里斯本台北經濟 

文化辦事處）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Brisbane, Australia

總 領 事
( 處長名義對外 )

陶令文　　Edward Ling-wen TAO
（110.3.20任）

館　址
Level 11, 46 Edward Street, Brisbane, 
QLD 4000, Australia

電　話 (002-61-7)38281699

E-Mail bne2@mof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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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墨爾本辦事處 

（駐墨爾本台北經濟 

文化辦事處）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Melbourne, Australia

總 領 事
( 處長名義對外 )

林起文　　Chi-wen LIN
（108.5.3任）

館　址
Level 46, 80 Collins Street, Melbourne, 
VIC 3000, Australia

電　話 (002-61-3)96508611

E-Mail mel@mofa.gov.tw

駐雪梨辦事處 

（駐雪梨台北經濟文化 

辦事處）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Sydney, Australia

總 領 事
( 處長名義對外 )

范惠君　　Huei-chun FAN
（109.1.5任）

館　址
Suite 1902, Level 19, 25 Martin Place,  
Sydney NSW 2000 Australia

電　話 (002-61-2)86504200

E-Mail syd@mofa.gov.tw

駐紐西蘭代表處 

（駐紐西蘭台北經濟 

文化辦事處）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New Zealand

大　使

( 代表名義對外 )
陳克明　　Bill Keh-ming CHEN 
（107.3.25任）

館　址
Level 23, 100 Willis Street, Wellington 
6011, New Zealand

電　話 (002-64-4)4736474、4736475

E-Mail nzl@mofa.gov.tw

駐奧克蘭辦事處 

（駐奧克蘭台北經濟文化

辦事處）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Auckland

總 領 事
( 處長名義對外 )

陳詠韶 Kendra Y.S. CHEN
（111.3.24任）

館　址
Level 15, Tower 2, 205 Queen St. 
Auckland 1010, New Zealand

電　話 (002-64-9)3033903

E-Mail auckland@mofa.gov.tw

駐斐濟代表處 

（駐斐濟臺北商務辦事處）

Taipei Trade Office in Fiji

大　使

( 代表名義對外 )
周進發　　Chin-fa CHOW
（110.9.17任）

館　址
Level 6, Pacific House, Butt Street, 
Suva, Fiji

電　話 (002-679)3315922

E-Mail fji@mof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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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巴布亞紐幾內亞代表處

（駐巴布亞紐幾內亞臺北

經濟文化辦事處）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Papua New Guinea

大　使

( 代表名義對外 )
王北平　　Ben WANG

（111.12.2任）

館　址

Level 8, Kina Bank Haus, Douglas 
St., Port Moresby, NCD, Papua New 
Guinea

電　話 (002-675)3212922、3212909

E-Mail png@mofa.gov.tw

駐巴林代表處 

（駐巴林臺北貿易 

辦事處）

Taipei Trade Office in the 
Kingdom of Bahrain

大　使

( 代表名義對外 )
孫習忍　　Odi Shyi-ren SUN 
（108.1.12任）

館　址

9th FL., Trust Tower, Bldg. 125, Rd. 
1702, Blk. 317, Diplomatic Area, 
Manama, Kingdom of Bahrain

電　話 (002-973)17292578

E-Mail bhr@mofa.gov.tw

駐以色列代表處 

（駐台拉維夫台北經濟 

文化辦事處）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Tel-Aviv

公　使

( 代表名義對外 )
李雅萍 Abby Ya-ping, LEE
（111.1.19任）

館　址

Azrieli Center, Round Building, 21st 
Fl., 132 Menachem Begin Rd., Tel-
Aviv 67021, Israel

電　話 (002-972-3)6074788

E-Mail isr@mofa.gov.tw

駐約旦代表處 

（駐約旦臺北經濟文化 

辦事處）

Taipei Economic and Cutural 
Office

大　使

( 代表名義對外 )
楊心怡　　YANG, Syin-yi 

（111.8.30任）

館　址
No. 18, Iritiria Street, Um Uthainah, 
Amman, Jordan

電　話 (002-962-6)5544426

E-Mail jor@mofa.gov.tw

駐科威特代表處 

（駐科威特王國台北商務 

代表處）

Taipei Commercial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the 
State of Kuwait

公　使

( 代表名義對外 )
譚國定　　Kuo-ting TAN
（109.11.28任）

館　址
Villa 21A, Street 103, Block 8, 
Al-Jabriya, Hawally, State of Kuwait

電　話 (002-965)25339988

E-Mail kwt@mof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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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阿曼代表處 

（駐阿曼王國台北經濟 

文化辦事處）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Muscat, Oman

公　使

( 代表名義對外 )
吳清泉　　WU, Ching-chuan

（111.10.19任）

館　址
Way No. 1528,Villa No. 2058, Madinat 
Al Alam, Muscat, Sultanate of Oman

電　話 (002-968)24605695、24692313

E-Mail omn@mofa.gov.tw

駐沙烏地阿拉伯代表處 

（駐沙烏地阿拉伯王國 

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the 
Kingdom of Saudi Arabia

公　使

( 代表名義對外 )
鄧盛平　　Sheng-ping TENG
（106.6.14任）

館　址
Circle 10, Diplomatic Quarter, Riyadh, 
Kingdom of Saudi Arabia

電　話 (002-966-11)488-1900

E-Mail sau@mofa.gov.tw

駐土耳其代表處 

（駐安卡拉台北經濟文化

代表團）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Mission in Ankara

公　使

( 代表名義對外 )
黃志揚　　Chih-yang HUANG
（110.3.12任）

館　址
Rabat Sok. No. 16, Gaziosmanpasa, 
Ankara 06700, Turkyie

電　話 (002-90-312)4367255

E-Mail tur@mofa.gov.tw

駐杜拜辦事處 

（駐杜拜臺北商務辦事處）

The Commercial Office of 
Taipei, Dubai, U.A.E.

總 領 事
( 處長名義對外 )

張治平　　CHANG, Chih-ping
（111.11.4任）

館　址

M. Fl., Sharaf Travel Building, Khalid 
Bin Al Waleed Rd., Bur Dubai, Dubai, 
United Arab Emirates

電　話 (002-971-4)3977888

E-Mail dxb@mofa.gov.tw

駐俄羅斯代表處（台北莫

斯科經濟文化協調委員會

駐莫斯科代表處）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Moscow for the Taipei-
Moscow Economic and 
Cultural Coordination 
Commission

公　使

( 代表名義對外 )
耿中庸　　Chung-yung KENG 
（107.8.2任）

館　址
25 Yermolayevsky Pereulok, 5th Floor, 
Moscow 123001, Russian Federation

電　話 (002-7-495)9563786~90

E-Mail rus@mof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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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蒙古代表處 

（駐烏蘭巴托台北貿易 

經濟代表處）

Taipei Trade and Economic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Ulaanbaatar

公　使

( 代表名義對外 )
羅靜如　　Grace Chin-ru LO 
（108.12.16任）

館　址

3rd Floor, Taiwan Center, Tourist Street 
No. 38, Chingeltei District, Ulaan-
baatar-13, Mongolia

電　話 (002-976-11)328705、322735

E-Mail mng@mofa.gov.tw

駐奈及利亞代表處 

（駐奈及利亞聯邦共和國

臺北貿易辦事處）

Taipei Trade Office in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Nigeria

公　使

( 代表名義對外 )
劉翼平　　Andy Yih-ping LIU 
（109.10.3任）

館　址
No. 23A Thompson Avenue Ikoyi, Lagos, 
Nigeria

電　話 (002-234) 7067339416

E-Mail nga@mofa.gov.tw

駐南非代表處 

（駐南非共和國台北聯絡

代表處）

Taipei Liaison Office in the 
Republic of South Africa

大　使

( 代表名義對外 )
廖文哲　　Oliver LIAO

（111.12.9任）

館　址
1147 Francis Baard Street Hatfield, 
Pretoria 0083 Republic of South Africa

電　話 (002-27-12)4306071~3

E-Mail zaf@mofa.gov.tw

駐開普敦辦事處 

（駐開普敦台北聯絡 

辦事處）

Taipei Liaison Office in Cape 
Town

總 領 事
( 處長名義對外 )

林映佐　　Yin-tso LIN
（108.6.12任）

館　址

Suite 1004, 10F., Main Tower Standard 
Bank Centre Hertzog Blvd., Foreshore, 
Cape Town 8001 Republic of South 
Africa

電　話 (002-27-21)4181188

E-Mail cpt@mofa.gov.tw

駐索馬利蘭共和國代表處
（台灣駐索馬利蘭共和國
代表處）

Taiwan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the Republic of Somaliland

公　使

( 代表名義對外 )
羅震華　　Chen-hwa LOU
（109.8.7任）

館　址
Shacab Area, Road No.1, Hargeisa, 
Somaliland

電　話 (002-252-2)520-807

E-Mail smd@mof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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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象牙海岸代表處

（駐象牙海岸台北代表處）

Bureau de Représentation 
de Taipei en Côte d'Ivoire 
(BRTCI)

館　址

1 Boulevard de 1'indénié , Plateau, 
Abidjan 01 BPM 3782 ABIDJAN 01 
in Ivory Coast

電　話 (002-225)27-20-33-38-40

E-Mail civ@mofa.gov.tw

中華民國常駐世界貿易 

組織代表團

Permanent Mission of the 
Separate Customs Territory 
of Taiwan, Penghu, Kinmen 
and Matsu to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特任常任代表

（大使銜）

羅昌發　　Chang-fa LO
（109.9.11任）

館　址
Avenue de Tournay 7,1292 Chambesy, 
Geneva, Switzerland

電　話 (002-41-22)5455353

E-Mail wto@mofa.gov.tw

駐歐盟兼駐比利時代表處 

Taipei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the EU and Belgium

特任大使

( 代表名義對外 )
陳立國　　Remus Li-Kuo CHEN

（111.10.7任）

館　址
Square de Meeûs 26-27, 1000  
Bruxelles, Belgique

電　話 (002-32-2)2872800

E-Mail bel@mofa.gov.tw

駐法國代表處 

（駐法國台北代表處）

Bureau de Représentation de 
Taipei en France

特任大使

( 代表名義對外 )
吳志中　　Chih-chung WU 
（107.7.15任）

館　址
78, rue de l＇Université 75007 Paris, 
France

電　話 (002-33-1)4439-8830

E-Mail
fra@mofa.gov.tw
taiwan.brtf@gmail.com

駐普羅旺斯辦事處 
（駐普羅旺斯臺北 
辦事處）

Bureau annexe à Aix-
en-Provence, Bureau de 
Représentation de Taipei en 
France

總領事

( 處長名義對外 )
辛繼志　　Chi-chih SHIN
（109.12.4任）

館　址
120, Avenue Napoléon Bonaparte  
13100 Aix-en-Porvence, France

電　話 (002-33-4)1391-1920

E-Mail prv@mof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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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荷蘭代表處 

（駐荷蘭台北代表處）

Taipei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the Netherlands

公　使

( 代表名義對外 )
陳欣新　　Hsing-hsing CHEN 
（107.12.30任）

館　址
Van Stolkweg 23, 2585 JM, Den Haag, 
The Netherlands

電　話 (002-31-70)2503000

E-Mail admnld@mofa.gov.tw

駐愛爾蘭代表處 

（駐愛爾蘭台北代表處）

Taipei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Ireland

特任大使

( 代表名義對外 )
楊子葆　　Tzu-pao YANG
（107.7.14任）

館　址
8 Lower Hatch Street, Dublin 2, D02 
VY31, Ireland

電　話 (002-353-1)6785413

E-Mail irl@mofa.gov.tw

駐英國代表處 

（駐英國台北代表處）

Taipei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the U.K.

特任大使

( 代表名義對外 )
謝武樵　　Kelly W. HSIEH
（109.7.24任）

館　址
50 Grosvenor Gardens London SW1W 
0EB United Kingdom

電　話 (002-44-20)78812650

E-Mail gbr@mofa.gov.tw

駐愛丁堡辦事處 

（駐英國台北代表處愛丁

堡辦事處）

Taipei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the U.K. Edinburgh Office

總 領 事
( 處長名義對外 )

張嘉政　　Chia-cheng CHANG
（111.9.2任）

館　址
1 Melville Street, Edinburgh EH3 7PE, 
Scotland, United Kingdom

電　話 (002-44-131)2206886

E-Mail edinburgh@mofa.gov.tw

駐奧地利代表處 

（駐奧地利台北經濟文化

代表處）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Austria

特任大使

( 代表名義對外 )
張小月　　Katherine CHANG
（109.9.26任）

館　址
Wagramer Strasse 19/11. OG 1220 
Vienna Austria

電　話 (002-43-1)2124720

E-Mail aut@mof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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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德國代表處 

（駐德國台北代表處）

Taipeh Vertretung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特任大使

( 代表名義對外 )
謝志偉　　Jhy-wey SHIEH
（105.8.28任）

館　址
Markgrafenstrasse 35, 10117 Berlin, 
Germany

電　話 (002-49-30)203610

E-Mail deu@mofa.gov.tw

駐法蘭克福辦事處 

（駐德國台北代表處 

法蘭克福辦事處）

Taipeh Vertretung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Büro Frankfurt am Main

總 領 事
( 處長名義對外 )

張維達　　Wei-ta CHANG 
（108.7.30任）

館　址
Friedrichstrasse 2-6,60323 Frankfurt/ 
Main, Germany

電　話 (002-49-69)745734

E-Mail frankfurt@mofa.gov.tw

駐漢堡辦事處 

（駐德國代表處漢堡 
辦事處）

Taipeh Vertretung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Büro Hamburg

總 領 事
( 處長名義對外 )

陳槱順　　Yu-shun CHEN
（110.10.16任）

館　址
Mittelweg 144/2. O.G., 20148
Hamburg,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電　話 (002-49-40)447788

E-Mail
ham@mofa.gov.tw
Taipehvertretung@taipei-hamburg.de

駐慕尼黑辦事處 

（駐德國台北代表處 

慕尼黑辦事處）

Taipeh Vertretung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Büro München

總 領 事
( 處長名義對外 )

趙彥清　　DIEU, Ian-tsing Joseph
（111.3.6任）

館　址
Leopoldstrasse 28A/V, 80802 
München, Germany

電　話 (002-49-89)5126790

E-Mail muc@mofa.gov.tw

駐瑞士代表處 

（駐瑞士台北文化經濟 

代表團）

Délégation Culturelle et 
Économique de Taipei

特任大使

( 代表名義對外 )
黃偉峰　　Wei-feng HUANG
（107.8.8任）

館　址
Kirchenfeldstr. 14, 3005 Bern, 
Switzerland

電　 話 (002-41-31)3822927

E-Mail che@mof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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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日內瓦辦事處 

（駐瑞士台北文化經濟 

代表團日內瓦辦事處）

Bureau de Genève, Délégation 
Culturelle et Économique de 
Taipei

總 領 事
( 大使銜 )

蘇瑩君　　Nicole Ying-chun SU
（110.1.30任）

館　址
56, rue de Moillebeau, 1209 Geneva, 
Switzerland

電　話 (002-41-22)9197070

E-Mail gva@mofa.gov.tw

駐希臘代表處 

（駐希臘台北代表處）

Taipei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Greece

特任大使

( 代表名義對外 )
郭時南　　Shih-nan KUO
（105.9.15任）

館　址
57, Marathonodromon,15452 Paleo
Psychico, Athens, Greece

電　話 (002-30-210) 6776750

E-Mail grc@mofa.gov.tw

駐義大利代表處 

（駐義大利台北代表處）

Ufficio di Rappresentanza di 
Taipei in Italia

大　使

( 代表名義對外 )
李新穎　　Andrea S. Y. LEE
（107.7.31任）

館　址 Viale Liegi, 17, 00198 Roma, Italia

電　話 (002-39-06)98262800

E-Mail ita@mofa.gov.tw

駐葡萄牙代表處 

（駐葡萄牙台北經濟文化

中心）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Center

公　使

( 代表名義對外 )
張崇哲　　CHANG, Tsung-Che 

（111.6.29任）

館　 址
Av. da Liberdade, no.200-4th Floor, 
1250-147 Lisboa Portugal

電　 話 (002-351-21)3151279、3151280

E-Mail taipeilisbon@gmail.com

駐西班牙代表處 

（駐西班牙台北經濟文化

辦事處）

Oficina Económica y Cultural 
de Taipei, España

大　使

( 代表名義對外 )
劉德立　　Der-li LIU
（107.11.29任）

館　址
C/ Rosario Pino, 14-16, Piso 18 Dcha, 
Torre Rioja, 28020 Madrid, España

電　話 (002-34-91)5718426

E-Mail esp@mof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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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丹麥代表處 

（駐丹麥台北代表處）

Taipei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Denmark

特任大使

( 代表名義對外 )
李翔宙　　Frank Shying-jow LEE
（107.12.30任）

館　址
Amaliegade 3, 2 F, 1256 Copenhagen 
K Denmark

電　話 (002-45)33935152

E-Mail dnk02@mofa.gov.tw

駐芬蘭代表處 

（駐芬蘭台北代表處）

Taipei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Finland

公　使

( 代表名義對外 )
張秀禎　　Janet CHANG 
（108.7.22任）

館　址

World Trade Center- Helsinki Aleksan-
terinkatu 17, 4th Floor 00100 Helsinki 
Finland

電　話 (002-358-9)68293800

E-Mail fin@mofa.gov.tw

駐瑞典代表處 

（駐瑞典台北代表團）

Taipei Mission in Sweden

大　使

( 代表名義對外 )
谷瑞生　　GU, Ruey-Sheng

（111.12.13任）

館　址
Wenner-Gren Center, 18tr. Sveavägen 
166, S-113 46 Stockholm, Sweden

電　話 (002-46-8)7288513

E-Mail taipei.mission@tmis.se

駐捷克代表處 

（駐捷克台北經濟文化 

辦事處）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Prague

公　使

( 代表名義對外 )
柯良叡　　Liang-ruey KE
（109.1.18任）

館　址
Evropská 2590/33c, 160 00 Praha 6, 
Czech Republic

電　話 (002-420)234722022

E-Mail tecoprag@gmail.com

駐匈牙利代表處 

（駐匈牙利台北代表處）

Taipei Representative Office, 
Budapest, Hungary

特任大使

( 代表名義對外 )
劉世忠　　Shih-chung LIU
（109.9.26任）

館　址
1088 Budapest Rákóczi út 1-3/II., 
Hungary

電　話 (002-36-1)2662884、2664817

E-Mail hng@mof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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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拉脫維亞代表處 

（駐拉脫維亞臺北 

代表團）

Taipei Mission in the Republic 
of Latvia

大　使

( 代表名義對外 )
李憲章　　Andrew H.C. LEE

（111.3.14任）

館　址
Ausekla iela 14-2, Riga LV － 1010, 
Latvia

電　話 (002-371)67320610、67321166

E-Mail lva@mofa.gov.tw

駐波蘭代表處 

（駐波蘭臺北代表處）

Taipei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Poland

大　使

( 代表名義對外 )
陳龍錦　　Bob L. J. CHEN
（110.3.18任）

館　址
30th Floor, Ul Emilii Plater St. 53, 00-
113 Warsaw, Poland

電　話 (002-48-22)2130060

E-Mail tro.pl@mofa.gov.tw

駐斯洛伐克代表處 

（駐斯洛伐克台北 

代表處）

Taipei Representative Office, 
Bratislava

特任大使

( 代表名義對外 )
李南陽　　David Nan-Yang LEE 
（109.8.13任）

館　址
Mostová 2, 811 02, Bratislava, Slovak 
Republic

電　話 (002-421-2)58253229、58253220

E-Mail svk@mofa.gov.tw

駐立陶宛代表處

（駐立陶宛台灣代表處）

The Taiwanese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Lithuania

大　使

( 代表名義對外 )
黃鈞耀　　Eric Jiun-yaw HUANG
（111.2.19任）

館　址
J. Jasinskio g.16B, Vilnius 01112, 
Lithuania

電　話 (002-370)5204-4114

E-Mail ltu@mofa.gov.tw

駐美國代表處 

（駐美國台北經濟 

文化代表處）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the 
United States

特任大使

( 代表名義對外 )
蕭美琴　　Bi-khim HSIAO
（109.7.22任）

館　址
4201 Wisconsin Avenue, N.W., 
Washington, D.C. 20016, U.S.A.

電　話 (002-1-202)8951800

E-Mail usa@mof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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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亞特蘭大辦事處 

（駐亞特蘭大台北經濟文化 

辦事處）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Atlanta

總 領 事
( 處長名義對外 )

王翼龍　　Yi-lung WANG
（109.7.8任）

館　址

1180 West Peachtree St., Suite 800, 
Regions Plaza Atlanta, Georgia 30309, 
U.S.A.

電　話 (002-1-404)8709375

E-Mail atl@mofa.gov.tw

駐波士頓辦事處 

（駐波士頓台北經濟文化

辦事處）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Boston

總 領 事
( 處長名義對外 )

孫儉元　　Chien-yuan SUN
（109.7.27任）

館　址
99 Summer St., Suite 801, Boston, MA 
02110, U.S.A.

電　話 (002-1-617)7372050

E-Mail boston@mofa.gov.tw

駐芝加哥辦事處 

（駐芝加哥台北經濟文化

辦事處）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Chicago

總 領 事
( 處長名義對外 )

姜　森　　Johnson CHIANG
（110.1.27任）

館　址
55 West Wacker Drive, Suite 1200, 
Chicago, IL 60601

電　話 (002-1-312)6160100

E-Mail chi@mofa.gov.tw

駐檀香山辦事處 

（駐檀香山台北經濟文化

辦事處）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Honolulu

總 領 事
( 處長名義對外 )

林暉程　　Richard LIN
（111.10.21任）

館　址
2746 Pali Highway, Honolulu, HI 
96817

電　話 (002-1-808)5956347

E-Mail hnl@mofa.gov.tw

駐休士頓辦事處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

辦事處）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Houston

總 領 事
( 處長名義對外 )

羅復文　　Robert Fu-wen LO
（109.7.24任）

館　址
11 Greenway Plaza, Suite 2006, 
Houston, TX 77046, U.S.A.

電　話 (002-1-713)6267445

E-Mail hou@mofa.gov.tw



- 629 -

附錄九　中華民國駐外代表機構名錄

駐丹佛辦事處 

（駐丹佛台北經濟文化 

辦事處）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Denver

總 領 事
( 處長名義對外 )

黃世昌　Bill Shih-chang HUANG
（111.3.22任）

館　址
1600 Broadway , Suite 1740, Denver, 
CO 80202,U.S.A.

電　話 (002-1-720)5872949

E-Mail den@mofa.gov.tw

駐洛杉磯辦事處 

（駐洛杉磯台北經濟文化

辦事處）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Los Angeles

總 領 事
( 處長名義對外 )

黃敏境　 Louis Min-jing HUANG
（109.7.30任）

館　址
3731 Wilshire Blvd., Suite 700, Los 
Angeles, CA 90010, U.S.A.

電　話 (002-1-213)3891215

E-Mail tecola@mofa.gov.tw

駐邁阿密辦事處 

（駐邁阿密台北經濟文化 

辦事處）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Miami

總 領 事
( 處長名義對外 )

紀欽耀　　Chin-yao CHI
（110.4.15任）

館　址
2333 Ponce de Leon Blvd., Suite 610, 
Coral Gables, FL 33134, U.S.A.

電　話 (002-1-305)4438917

E-Mail tecomia@mofa.gov.tw

駐紐約辦事處 

（駐紐約台北經濟文化 

辦事處）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New York

總 領 事
( 處長名義對外 )

李光章　　Kuang-jang LEE
（109.7.25任）

館　址
1 East 42nd Street, New York, NY 
10017, U.S.A

電　話 (002-1-212)3177300

E-Mail tecony@mofa.gov.tw

駐舊金山辦事處 

（駐舊金山台北經濟文化

辦事處）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San Francisco

總 領 事
( 處長名義對外 )

賴銘琪　　Ming-chi LAI
（109.8.2任）

館　址
555 Montgomery St., Suite 501, San 
Francisco, CA 94111, U.S.A.

電　話 (002-1-415)3627680

E-Mail sfo@mof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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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西雅圖辦事處 

（駐西雅圖台北經濟文化

辦事處）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Seattle

總 領 事
( 處長名義對外 )

甄國清　 Daniel Kuo-ching CHEN
（109.8.24任）

館　址

One Union Square, 600 University 
Street, Suite 2020,  Seattle, WA 98101, 
U.S.A.

電　話 (002-1-206)4414586

E-Mail infoseattle@mofa.gov.tw

駐關島辦事處 
（駐關島台北經濟文化辦

事處）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Guam

總 領 事
( 處長名義對外 )

陳盈連　　Paul Y. L. CHEN
（109.9.22任）

館　址
590 South Marine Corps Drive, Suite 
721, Tamuning, Guam 96913, U.S.A.

電　話 (002-1-671)472-5865

E-Mail gum@mofa.gov.tw

駐加拿大代表處 

（駐加拿大台北經濟文化

代表處）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Canada

大　使

( 代表名義對外 )
曾厚仁　　Harry H.J. TSENG

（111.8.28任）

館　址
45 O＇Connor St., Suite 1960 Ottawa, 
ON K1P 1A4, Canada

電　話 (002-1-613)2315080

E-Mail can@mofa.gov.tw

駐溫哥華辦事處 

（駐溫哥華台北經濟文化

辦事處）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Vancouver

總 領 事
( 處長名義對外 )

劉立欣　　Li-hsin LIU
（110.9.19任）

館　址
Suite 2200, 650 West Georgia Street, 
Vancouver, BC V6B 4N7 Canada

電　話 (002-1-604)6894111

E-Mail yvr@mof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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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多倫多辦事處 

（駐多倫多台北經濟文化

辦事處）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Toronto

總 領 事
( 處長名義對外 )

陳錦玲　　Jin-ling CHEN
（110.7.16任）

館　址
151 Yonge Street, Suite 501, Toronto, 
Ontario, M5C 2W7, Canada

電　話 (002-1-416)3699030

E-Mail yyz@mofa.gov.tw

駐墨西哥代表處 

（駐墨西哥台北經濟文化

辦事處）

Oficina Económica y Cultural 
de Taipei en México

公　使

( 代表名義對外 )
鄭正勇　　Armando CHENG
（107.12.31任）

館　址

Bosque de la Reforma 758, Col. 
Bosques de las Lomas, C.P.11700, 
Ciudad de México

電　話 (002-52-55) 52458887、52458888

E-Mail mex@mofa.gov.tw

駐阿根廷代表處 

（駐阿根廷台北商務文化

辦事處）

Oficina Comercial y Cultural 
de Taipei en Argentina

大　使

( 代表名義對外 )
曹立傑　Miguel Li-jey TSAO
（110.6.23任）

館　址
Av. de Mayo 654, Piso 4, C1084AAO 
Capital Federal, Argentina

電　話 (002-54-11)52182600

E-Mail arg@mofa.gov.tw

駐巴西代表處 

（駐巴西台北經濟文化 

辦事處）

Escritório Econômico e 
Cultural de Taipei no Brasil  

大　使

( 代表名義對外 )
溫曜禎　　WEN, Yao-jen

（111.6.30任）

館　址

SHIS QI 09, Conjunto 16, Casa 23, 
Lago Su1 CEP 71625-160, 
Brasilia-DF, Brasil

電　話 (002-55-61)33640221、33640224

E-Mail bra@mof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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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聖保羅辦事處 

（駐聖保羅台北經濟文化

辦事處）

Escritório Econômico e 
Cultural de Taipei em São 
Paulo

總 領 事
( 處長名義對外 )

馮光中　　Kuang-jong FONG
（109.7.17任）

館　址

Alameda Santos 905, 12 andar, 
Cerqueira César - SP:01419-001, São 
Paulo, Brasil

電　話 (002-55-11)32856988、32856103

E-Mail sao@mofa.gov.tw

駐智利代表處 

（駐智利台北經濟文化 

辦事處）

Oficina Económica y Cultural 
de Taipei en Chile

公　使

( 代表名義對外 )
劉聿綺　　Silvia LIU 
（110.2.18任）

館　址
Apoquindo 3001, Piso 5, Las Condes, 
Santiago, Chile

電　話 (002-56-2)23629772~76

E-Mail chl@mofa.gov.tw

駐哥倫比亞代表處 

（駐哥倫比亞台北商務 

辦事處）

Oficina Comercial de Taipei 
en Bogota, Colombia

公　使

( 代表名義對外 )
桂志芸　　Veronica C.Y. KUEI
（111.1.13任）

館　址
Carrera 11, No. 93-53, Of. 501, Bo-
gotá, Colombia

電　話 (002-57-60-1)6350969

E-Mail col@mofa.gov.tw

駐厄瓜多代表處 

（臺北駐厄瓜多商務處）

Oficina Comercial de Taipei

公　使

( 代表名義對外 )
莊輝恩　　Jaime CHUANG 
（108.9.18任）

館　址

Calle Catalina Aldaz No.34-181 y 
Avenida Portugal, Edificio TITANIUM 
II, Piso 2, Quito, Ecuador

電　話 (002-593-2)2443412

E-Mail ecu2@mofa.gov.tw

駐秘魯代表處 

（駐秘魯台北經濟文化 

辦事處）

Oficina Económica y Cultural 
de Taipei en el Perú

公　使

( 代表名義對外 )
張幼慈　　Francisca Y. T. CHANG
（110.12.15任）

館　址
Av. Las Palmeras 301, Urb. Camacho, 
La Molina, Lima, Perú

電　話 (002-51-1)4378318、4378319

E-Mail per@mof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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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各國駐華大使館名錄

大 使 館 亞太：4 亞西：0 非洲：1 歐洲：1 北美：0 拉美：8

順

序

機構名、地址、聯絡方式
館長職銜、姓名

（呈遞到任國書日期）

1

聖文森及格瑞那丁大使館
（國慶：10 月 27 日）

EMBASSY OF SAINT VINCENT AND THE GRENADINES
11157 臺北市天母西路 62 巷 9-1 號 6 樓

TEL:2877-1609　FAX:2877-1619
電子郵件：svgembassy.tw@gmail.com

柏安卓大使
(2019/08/07)

H.E. AMBASSADOR 
ANDREA CLARE
BOWMAN

2

諾魯共和國大使館
（國慶：1 月 31日）

EMBASSY OF THE REPUBLIC OF NAURU
11157 臺北市天母西路 62 巷 9-1 號 11 樓

TEL:2876-1950　FAX:2876-1930
電子郵件：embassy@nauru.org.tw

凱法斯大使
(2019/09/09)

H.E AMBASSADOR 
JARDEN KEPHAS

3

貝里斯大使館
（國慶：9 月 21日）

EMBASSY OF BELIZE
11157 臺北市天母西路 62 巷 9 號 11 樓

TEL:2876-0894　FAX:2876-0896
電子郵件：embassybzroc@gmail.com

碧坎蒂大使
(2021/04/20)

H.E. AMBASSADOR
CANDICE AUGUSTA 
PIT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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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

序

機構名、地址、聯絡方式
館長職銜、姓名

（呈遞到任國書日期）

4

海地共和國大使館
（國慶：1 月 1日）

EMBASSY OF THE REPUBLIC OF HAITI

11157 臺北市天母西路 62 巷 9-1 號 8 樓

TEL:2876-6718　FAX:2876-6719
電子郵件：amb.taiwan@diplomatie.ht 
　　　　　haiti@ms26.hinet.net

潘恩大使
(2021/07/06)

H.E. AMBASSADOR
ROUDY STANLEY 
PENN

5

聖露西亞大使館
（國慶：2 月 22 日）

EMBASSY OF SAINT LUCIA
11157 臺北市天母西路 62 巷 9 號 6 樓

TEL: 2872-0950　FAX: 2872-0870
電子郵件：info@sluembassy.tw

勞勃 ‧ 路易斯大使
(2022/05/05)

H.E. AMBASSADOR
ROBERT KENNEDY 
LEWIS

6

史瓦帝尼王國大使館
（國慶：9 月 6 日）

EMBASSY OF THE KINGDOM OF ESWATINI
11157 臺北市天母西路 62 巷 9 號 10 樓

TEL: 2872-5934　FAX:2872-6511
電子郵件：eswatini.tw@gmail.com

蒙西比大使
(2022/06/13)

H.E. AMBASSADOR
PROMISE 
SITHEMBISO MSIBI

7

吐瓦魯國大使館
（國慶：10 月 1日）

EMBASSY OF TUVALU
11157 臺北市天母西路 62 巷 9-1 號 9 樓

TEL:2876-7606　FAX:2876-7603
電子郵件：tuvaluembassyroc@gmail.com

潘恩紐大使
(2022/06/20)

H.E. AMBASSADOR
BIKENIBEU 
PAEN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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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

序

機構名、地址、聯絡方式
館長職銜、姓名

（呈遞到任國書日期）

8

巴拉圭共和國大使館
（國慶：5 月 14 日至 15日）

EMBASSY OF THE REPUBLIC OF PARAGUAY
11157 臺北市天母西路 62 巷 9-1 號 7 樓

TEL:2873-6310~11　FAX:2873-6312
電子郵件： embapartaiwan@embapartwroc.com.tw

費卡洛大使
(2022/8/11)

H.E. AMBASSADOR
CARLOS JOSÉ 
FLEITAS 
RODRÍGUEZ

9

宏都拉斯共和國大使館
（國慶：9 月 15日）

EMBASSY OF THE REPUBLIC OF HONDURAS
11157 臺北市天母西路 62 巷 9 號 9 樓

TEL:2875-5507　FAX:2875-5726
電子郵件：embajadahondurastw@yahoo.com

布羅德大使
(2022/08/16)

H.E. AMBASSADOR
HAROLD EFRAIN 
BURGOS 
CASTRO 

10

帛琉共和國大使館
（國慶：10 月 1日）

EMBASSY OF THE REPUBLIC OF PALAU
11157 臺北市天母西路 62 巷 9 號 5 樓

TEL:2876-5415　FAX:2876-0436
電子郵件：palau.embassy.taipei@gmail.com

歐儒侃大使
(2022/10/04)

H.E. AMBASSADOR
DAVID ADAMS 
ORRUKEM

11

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大使館
（國慶：9 月 19 日）

EMBASSY OF SAINT CHRISTOPHER AND NEVIS
11157 臺北市天母西路 62 巷 9-1 號 5 樓

TEL:2873-3252　FAX:2873-3246
電子郵件：embskn.tw@mofa.gov.kn

范東亞大使
(2022/11/08)

H.E. AMBASSADOR 
DONYA LYNEX 
FRANC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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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

序

機構名、地址、聯絡方式
館長職銜、姓名

（呈遞到任國書日期）

12

瓜地馬拉共和國大使館
（國慶：9 月 15日）

EMBASSY OF THE REPUBLIC OF GUATEMALA

11157 臺北市天母西路 62 巷 9-1 號 3 樓

TEL:2875-6952　FAX:2874-0699
電子郵件：embchina@minex.gob.gt

巴迪亞大使
(2022/12/19)

H.E. AMBASSADOR
OSCAR ADOLFO 
PADILLA LAM

13

教廷大使館
（國慶：3 月 13日）

APOSTOLIC NUNCIATURE
10667 臺北市和平東路二段 265 巷 7-1 號 1 樓

TEL:2700-6847　FAX:2755-1926
電子郵件：na.taipei@diplomat.va

馬德範臨時代辦
(2022/08/20)

CHARGÉ 
D'AFFAIRES A.I. 

REV. MONSIGNOR 
STEFANO 
MAZZOTTI

14

馬紹爾群島共和國大使館
（國慶：5 月 1日）

EMBASSY OF THE REPUBLIC OF THE MARSHALL 
ISLANDS
11157 臺北市天母西路 62 巷 9-1 號 4 樓

TEL:2873-4884~11　FAX:2873-4904
電子郵件：embassy@rmi.org.tw

戴安珍臨時代辦
(2022/10/21)

CHARGÉ 
D'AFFAIRES A.I. 
ANJANETTE 
CELLES ANJ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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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各國駐華機構暨國際組織名錄

（47國55機構 3國際組織）

壹、 亞太地區（13國、16機構 - 代表機構13+ 辦事處3）

順

序

機構名、地址、聯絡方式
館長職銜、姓名

( 抵任日期 )

1

澳洲辦事處
（國慶：1 月 26 日）

AUSTRALIAN  OFFICE
11073 臺北市松高路 9-11 號 27-28 樓（統一國際大樓）

TEL:8725-4100　FAX:8789-9599

露珍怡代表

(2021/02/01)

REPRESENTATIVE
MS. JENNY 
POLYXENI 
BLOOMFIELD

2

駐台汶萊貿易旅遊代表處
（國慶：2 月 23日）

BRUNEI DARUSSALAM TRADE AND TOURISM OFFICE 
IN TAIPEI
10596 臺北市民生東路三段 129 號 11 樓 1102 室

TEL:2712-3767　FAX:2712-3721
電子郵件：taipei.taiwantto@mfa.gov.bn

代表

(2021/03/08)

REPRESENTATIVE
MR. KHAIRUR RIZAL 
ABD MAJID

3

印度─台北協會
（國慶：1 月 26 日）

INDIA-TAIPEI ASSOCIATION
11012 臺北市基隆路一段 333 號 17 樓 1708 室（國貿大樓）

TEL:2729-5154　FAX:2757-6117
電子郵件：inf.ita@mea.gov.in

戴國瀾會長

(2020/07/29)

DIRECTOR GENERAL
MR. GOURANGALAL 
D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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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

序

機構名、地址、聯絡方式
館長職銜、姓名

( 抵任日期 )

4

駐台北印尼經濟貿易代表處
（國慶：8 月 17 日）

INDONESIAN ECONOMIC AND TRADE OFFICE TO 
TAIPEI
11492 臺北市瑞光路 550 號 6 樓

TEL:8752-6170　FAX: 8752-3706
電子郵件：ieto@ms8.hinet.net

章溥帝代表

(2020/09/19)

REPRESENTATIVE
MR. BUDI 
SANTOSO

5

日本台灣交流協會－台北事務所
（國慶：2 月 11日）

JAPAN-TAIWAN EXCHANGE ASSOCIATION, TAIPEI 
OFFICE
10547 臺北市慶城街 28 號（通泰商業大樓）

TEL:2713-8000　FAX:2713-8787
電子郵件：info-kl@tp.koryu.or.jp

泉裕泰代表

(2019/11/01)

CHIEF 
REPRESENTATIVE
MR. HIROYASU 
IZUMI

日本台灣交流協會－高雄事務所
JAPAN-TAIWAN EXCHANGE ASSOCIATION, 
KAOHSIUNG OFFICE
80272 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 87 號 9 樓

TEL: (07)771-4008　FAX: (07)771-2734

小野一 所長

(2022/02/19)

DIRECTOR GENERAL
MR. ONO 
KAZUHIKO

6

駐臺北韓國代表部
（國慶：10 月 3日）

KOREAN MISSION IN TAIPEI
11012 臺北市基隆路一段 333 號 15 樓 1506 室（國貿大樓）

TEL:2758-8320~25　FAX: 2757-7006
電子郵件：taipei@mofa.go.kr

鄭炳元代表

(2021/12/25)

REPRESENTATIVE
MR. CHUNG
BYUNG-W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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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

序

機構名、地址、聯絡方式
館長職銜、姓名

( 抵任日期 )

7

馬來西亞友誼及貿易中心
（國慶：8 月 31日）

MALAYSIAN FRIENDSHIP AND TRADE CENTRE, 
TAIPEI
10595 臺北市敦化北路 102 號 8 樓

TEL:2713-2626　FAX:2514-9864
電子郵件：mwtaipei@kln.gov.my

何瑞萍代表

(2019/02/27)

PRESIDENT / 
REPRESENTATIVE
MS. SHARON HO 
SWEE PENG 

8

紐西蘭商工辦事處
（國慶：2 月 6 日）

NEW ZEALAND COMMERCE AND INDUSTRY OFFICE
11047 臺北市松智路 1 號 9 樓

TEL:2720-5228　FAX:2720-5255
電子郵件：nzcio.tpe@msa.hinet.net

馬嘉博代表

(2021/12/18)

DIRECTOR 
MS. MOIRA 
PEARSON

9

巴布亞紐幾內亞駐臺商務代表處
（國慶：9 月 16 日）

PAPUA NEW GUINEA TRADE OFFICE IN TAIWAN
11010 臺北市松仁路 3 號 4 樓 412 室

TEL:8789-7053　FAX: 8789-7058
電子郵件：pngtradeofficetaipei@gmail.com

康德銘代表

(2016/09/04)

REPRESENTATIVE
MR. TOMMY KAMBU 
KUNJI

10

馬尼拉經濟文化辦事處
（國慶：6 月 12 日）

MANILA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11493 臺北市洲子街 55&57 號 2 樓

TEL:2658-8825　FAX:2658-8867
電子郵件：meco@meco.org.tw

貝世偉代表

(2022/08/16)

CHAIRMAN 
& RESIDENT 
REPRESENTATIVE 
MR. SILVESTRE III 
HERNANDO B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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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

序

機構名、地址、聯絡方式
館長職銜、姓名

( 抵任日期 )

10

馬尼拉經濟文化辦事處－高雄分處
MANILA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KAOHSIUNG EXTENSION OFFICE 
80761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 80號 9 樓之2
TEL:(07)398-5935~6　FAX:(07)398-5929

賴愛仁分處主任

(2017/08/16)

DIRECTOR
MS. IRENE S. NG

馬尼拉經濟文化辦事處－台中分處
MANILA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TAICHUNG EXTENSION OFFICE
40341 臺中市西區臺灣大道二段 220 號 20 樓

TEL:(04)2322-8835~36  FAX:(04)2322-8992

朱靖雅分處主任

(2022/11/01)

OFFICER-IN-
CHARGE 
MS. SABRINA 
PACALINGA 
AARON

11

新加坡駐台北商務辦事處
（國慶：8 月 9 日）

SINGAPORE TRADE OFFICE IN TAIPEI
10688 臺北市仁愛路四段 85 號 9 樓

TEL:2772-1940　FAX:2711-1784
電子郵件：singtr_tpe@mfa.sg

葉偉傑代表

(2020/02/03)

TRADE 
REPRESENTATIVE
MR. YIP WEI KIAT 

12

泰國貿易經濟辦事處
（國慶：12 月 5日）

THAILAND TRADE AND ECONOMIC OFFICE
10666 臺北市市民大道三段 206 號

TEL:2775-2211　FAX:2740-3300
電子郵件：info@tteo.tw

曾德榮代表

(2022/03/28)

EXECUTIVE 
DIRECTOR 
MR. TWEKIAT 
JANPRAJAK

13

駐台北越南經濟文化辦事處
（國慶：9 月 2 日）

VIETNAM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TAIPEI
10455 臺北市松江路 65 號 3 樓

TEL:2516-6626　FAX:2516-6625

武進勇代表

(2021/12/05)

DIRECTOR
MR. VU TIEN D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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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亞西地區（7國、7機構）

順

序
機構名、地址、聯絡方式

館長職銜、姓名
( 抵任日期 )

1

駐台北以色列經濟文化辦事處
（國慶：5 月 14 日）

ISRAEL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TAIPEI
11012 臺北市基隆路一段 333 號 24 樓 2408 室 
（國貿大樓）

TEL:2757-9692　FAX:2757-7247
電子郵件：represent-sec@taipei.org.il

柯思畢代表

(2019/08/09)

REPRESENTATIVE
MR. OMER CASPI

2

約旦商務辦事處
（國慶：5 月 25日）

THE JORDANIAN COMMERCIAL OFFICE
11148 臺北市忠誠路二段 110 號 1 樓

TEL:2871-7712　FAX: 2872-1176
電子郵件：jcotpe@ms13.hinet.net 

諾貝爾處長

(2020/01/03)

DIRECTOR
MR. NABEEL AL-TEL

3

駐台北烏蘭巴托貿易經濟代表處
（國慶：7 月 11日）

ULAANBAATAR TRADE AND ECONOMIC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TAIPEI
11012 臺北市基隆路一段 333 號 11 樓 1112 室 
（國貿大樓）

TEL:2722-9740　FAX: 2722-9745
電子郵件：ubtrade.taipei@outlook.com

羅扎亞代表

(2019/02/01)

REPRESENTATIVE
MR. ZOLZAYA 
LKHAGVASUREN  

4

阿曼王國駐華商務辦事處
（國慶：11 月 18日）

COMMERCIAL OFFICE OF THE SULTANATE OF 
OMAN-TAIWAN
11011 臺北市信義路五段 5 號 7G-05 室 （世貿中心）

TEL:2722-0684　FAX:2722-0645
電子郵件：oman0684@gmail.com

蘇利門 ‧ 阿默蓋瑞處長

(2018/10/01)

DIRECTOR
MR. SULAIMAN SULTAN 
SALIM AL MUGHAI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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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機構名、地址、聯絡方式

館長職銜、姓名
( 抵任日期 )

5

莫斯科台北經濟文化協調委員會駐台北代表處
（國慶：6 月 12 日）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TAIPEI FOR THE 
MOSCOW-TAIPEI COORDINATION COMMISSION 
ON ECONOMIC AND CULTURAL COOPERATION
11049 臺北市信義路五段 2 號 9 樓

TEL:8780-3011　FAX:8780-2511
電子郵件：info@mtc.org.tw

梅捷列夫代表

(2021/10/12)

REPRESENTATIVE  
MR. YURY METELEV

6

沙烏地阿拉伯商務辦事處
（國慶：9 月 23日）

SAUDI ARABIAN TRADE OFFICE
11157 臺北市天母西路 62 巷 9 號 4 樓

TEL:2876-1444　FAX:2876-1614
電子郵件：sato02@ms62.hinet.net

艾德爾代表

(2020/10/28) 

REPRESENTATIVE
MR. ADEL FAHAD A. 
ALTHAIDI

7

駐台北土耳其貿易辦事處
（國慶：10 月 29 日）

TURKISH TRADE OFFICE IN TAIPEI
11012 臺北市基隆路一段 333 號 19 樓 1905 室 
 （國貿大樓）

TEL:2757-7318　FAX:2757-9432

電子郵件：tr-office.taipei@mfa.gov.tr

貝定可代表

(2020/07/24)

REPRESENTATIVE
MR. MUHAMMED 
BERDIB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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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非洲地區（3國、3機構）

順

序
機構名、地址、聯絡方式

館長職銜、姓名
( 抵任日期 )

1

奈及利亞駐華商務辦事處
（國慶：10 月 1日）

NIGERIA TRADE OFFICE IN TAIWAN, R.O.C.
22043 新北市板橋區雙十路二段 48 號 12 樓

TEL: 2250-1118　FAX: 2250-1117
電子郵件：nigtroff@ms65.hinet.net

阿邁德處長

(2019/01/02)

TRADE COMMISSIONER
MR. IBRAHIM AKOPARI 
AHMED

2

索馬利蘭共和國駐台灣代表處
（國慶：6 月 26 日）

THE REPUBLIC OF SOMALILAND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TAIWAN
10076 臺北市寧波西街 108 號 3 樓

TEL: 2333-1939　FAX: 2309-0398
電子郵件：admin@somaliland.tw

穆姆德代表 
(2020/09/09)

REPRESENTATIVE
MR. MOHAMED OMAR 
H. MOHAMOUD 

3

南非聯絡辦事處
（國慶：4 月 27 日）

LIAISON OFFICE OF SOUTH AFRICA
10595 臺北市敦化北路 205 號 13 樓 1301 室

TEL: 2715-2295　FAX: 2712-5109
電子郵件：south.africa@msa.hinet.net

代表 
(2022/04/27)

REPRESENTATIVE
MR. HUGH GRAHAM 
AND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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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歐洲地區（18國、22機構 - 代表機構19（含歐盟）+

辦事處3）

順

序
機構名、地址、聯絡方式

館長職銜、姓名
( 抵任日期 )

1

奧地利台北辦事處
（國慶：10 月 26 日）

AUSTRIAN OFFICE TAIPEI
10549 臺北市敦化北路 167 號 10 樓 B1
TEL:8175-3283　FAX:2514-9980
電子郵件：taipei-ot@bmeia.gv.at

陸德飛處長

(2019/03/01)

DIRECTOR
MR. ROLAND 
RUDORFER

奧地利商務代表辦事處
AUSTRIAN COMMERCIAL OFFICE
10595 臺北市敦化北路 205 號 6 樓 608 室

TEL:2715-5220　FAX:2717-3242
電子郵件：taipei@advantageaustria.org

歐賀曼商務代表

(2020/09/04)

DIRECTOR
MR. HERMANN 
ORTNER

2

比利時台北辦事處
（國慶：7 月 21日）

BELGIAN OFFICE, TAIPEI
10596 臺北市民生東路三段 131 號 601 室

TEL:2715-1215　FAX:2712-6258
電子郵件：taipei@diplobel.fed.be

文浩德處長

(2019/07/23)

DIRECTOR
MR. FRÉDÉRIC
VERHEYDEN

3

捷克經濟文化辦事處
（國慶：10 月 28日）

CZECH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11071 臺北市基隆路一段 200 號 7 樓 B 室

TEL:2722-5100　FAX:2722-1270
電子郵件：Taipei_Ceco@mzv.cz

代表

(2022/08/31)

REPRESENTATIVE
MR. DAVID STEIN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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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機構名、地址、聯絡方式

館長職銜、姓名
( 抵任日期 )

4

丹麥商務辦事處
（國慶：6 月 5日）

THE TRADE COUNCIL OF DENMARK, TAIPEI
10595 臺北市敦化北路 205 號 12 樓 1207 室

TEL:2718-2101　FAX:2718-2141
電子郵件：tpehkt@um.dk

柏孟德處長

(2019/08/01)

DIRECTOR
MR. BO MØNSTED

5

芬蘭商務辦事處
（國慶：12 月 6 日）

FINLAND TRADE CENTER
11071 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 560 號 13 樓

TEL:8729-1231　FAX:8729-1211
電子郵件：taiwan@businessfinland.fi

代表

(2022/09/16)

REPRESENTATIVE
MR. LAURI MATTI 
RAUNIO

6

法國在台協會
（國慶：7 月 14 日）

FRENCH OFFICE IN TAIPEI
11049 臺北市信義路五段 7 號 39 樓 A 室

TEL:3518-5151　FAX:3518-5189
電子郵件：presse@france-taipei.org

公孫孟主任

(2019/09/20)

DIRECTOR
MR. JEAN-FRANÇOIS 
CASABONNE-
MASONNAVE

7

德國在台協會
（國慶：10 月 3日）

GERMAN INSTITUTE TAIPEI
11049 臺北市信義路五段 7 號 33 樓

TEL:8722-2800　FAX:8101-6282
電子郵件：info@taipei.diplo.de

許佑格處長

(2021/07/25)

DIRECTOR GENERAL
DR. JÖRG WOLFRAM
POLSTER

德國經濟辦事處
GERMAN TRADE OFFICE TAIPEI
11012臺北市基隆路一段 333號 19樓之 9（國貿大樓）

TEL:7735-7500　FAX:7733-5281
電子郵件：info@taiwan.ahk.de

林百科處長

(2017/04/16)

EXECUTIVE DIRECTOR
MR. AXEL HEINRICH 
FRITZ LIM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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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

序
機構名、地址、聯絡方式

館長職銜、姓名
( 抵任日期 )

7

歌德學院（台北）德國文化中心

GOETHE-INSTITUT TAIPEI
10078 臺北市和平西路一段 20 號 12 樓

TEL:2365-7294　FAX:2368-7542

余德莎院長

(2020/10/01)

DIRECTOR
MS. THERESA HÜMMER

8

匈牙利貿易辦事處
（國慶：8 月 20 日）

HUNGARIAN TRADE OFFICE, TAIPEI
10462 臺北市敬業一路 97 號 3 樓

TEL:8501-1200~2　FAX:8501-1161
電子郵件：mission.tpe@mfa.gov.hu

羅林代表

(2019/09/11)

REPRESENTATIVE
MR. DÁNIEL CSABA
LŐRINCZ

9

義大利經濟貿易文化推廣辦事處
（國慶：6 月 2 日）

ITALIAN ECONOMIC, TRADE AND CULTURAL 
PROMOTION OFFICE
11012 臺北市基隆路一段 333 號 18 樓 1808 室 
（國貿大樓）

TEL:2345-0320　FAX:2757-6260
電子郵件：segreteria.taipei@esteri.it   

紀大為代表

(2019/01/07)

REPRESENTATIVE
MR. DAVIDE GIGLIO

10

立陶宛貿易代表處
（國慶：2 月 16 日）

LITHUANIAN TRADE REPRESENTATIVE OFFICE
11012 臺北市基隆路 1 段 333 號 12 樓 1207-A 室 
（國貿大樓）

TEL:2729-0079　FAX: 2757-6002
電子郵件：TradeLT@eimin.lt

盧思融 代表

(2022/09/12)

REPRESENTATIVE
MR. PAULIUS 
LUKAUSKAS

11

盧森堡台北辦事處
（國慶：6 月 23日）

LUXEMBOURG TRADE AND INVESTMENT 
OFFICE, TAIPEI
11012 臺北市基隆路ㄧ段 333 號 18 樓 1812 室 
（國貿大樓）

TEL:2757-6007　FAX: 2757-6002
電子郵件：assistant@luxtrade.org.tw

貝檀雅處長

(2018/05/01)

EXECUTIVE DIRECTOR
MRS. TANIA BERC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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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

序
機構名、地址、聯絡方式

館長職銜、姓名
( 抵任日期 )

12

荷蘭在台辦事處
（國慶：4 月 27 日）

NETHERLANDS OFFICE TAIPEI
11073 臺北市松高路 1 號 13 樓之 2（遠雄金融中心）

TEL:8758-7200　FAX:2720-5005
電子郵件：ntio@ntio.org.tw

譚敬南代表

(2020/08/17)

REPRESENTATIVE
MR. GUIDO TIELMAN

13

波蘭臺北辦事處
（國慶：5 月 3日）

POLISH OFFICE IN TAIPEI
11012 臺北市基隆路一段 333 號 16 樓 1601 室 
（國貿大樓）

TEL:7729-9320　FAX:7718-3309
電子郵件：poland.office.taipei@msz.gov.pl

高則叡處長 
(2021/11/08)

DIRECTOR
MR. CYRYL JACEK 
KOZACZEWSKI

14

斯洛伐克經濟文化辦事處
（國慶：9 月 1日）

SLOVAK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TAIPEI
11012 臺北市基隆路一段 333 號 12 樓 1203 室 
（國貿大樓）

TEL:8780-3231　FAX:2723-5096
電子郵件：seco.taipei@mzv.sk

霍布諾代表

(2022/07/31)

REPRESENTATIVE
MR. BRUNO HROMÝ

15

西班牙商務辦事處
（國慶：10 月 12 日）

SPANISH CHAMBER OF COMMERCE
10478 臺北市民生東路三段 49 號 10 樓 B1 室

TEL:2518-4905　FAX:2518-4891
電子郵件：taipei@comercio.mineco.es

處長

(2020/09/01)

DIRECTOR GENERAL
MR. EDUARDO EU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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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ㄧ　各國駐華機構暨國際組織名錄

順

序
機構名、地址、聯絡方式

館長職銜、姓名
( 抵任日期 )

16

瑞典貿易暨投資委員會台北辦事處
（國慶：6 月 6 日）

THE SWEDISH TRADE & INVEST COUNCIL 
11012 臺北市基隆路一段 333 號 24 樓 2406 室 
（國貿大樓）

TEL:2757-6573　FAX:2757-6308
電子郵件： taipei_consular@business-sweden.se (Trade 

section)

孔培恩代表

(2020/10/10)

REPRESENTATIVE
MR. BENGT GÖRAN 
MIKAEL CARLSSON 

17

瑞士商務辦事處
（國慶：8 月 1日）

TRADE OFFICE OF SWISS INDUSTRIES
11012 臺北市基隆路一段 333 號 31 樓 3101 室 
（國貿大樓）

TEL:2720-1001　FAX:2757-6984
電子郵件：taipei@eda.admin.ch

梁瑞德處長

(2019/10/01)

DIRECTOR
MR. RETO RENGGLI

18

英國在台辦事處
（英王生日：11 月 14 日）

BRITISH OFFICE
11073 臺北市松高路 9-11 號 26 樓（統一國際大樓）

TEL:8758-2088　FAX:8758-2050
電子郵件：Info.taipei@fcdo.gov.uk

鄧元翰代表 
(2020/12/20)

REPRESENTATIVE
MR. JOHN DAVID 
DENNIS

19

歐洲經貿辦事處

（歐盟日：5 月 9 日）

EUROPEAN ECONOMIC AND TRADE OFFICE
11012 臺北市基隆路一段 333 號 16 樓 1603 室 
（國貿大樓）

TEL:2757-7211　FAX:2757-7209
電子郵件：

DELEGATION-TAIWAN@eeas.europa.eu

高哲夫處長

(2019/09/01)

HEAD OF OFFICE
MR. FILIP 
GRZEGORZEWS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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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ㄧ　各國駐華機構暨國際組織名錄

伍、北美地區（2國、3機構 – 代表機構2+ 辦事處1）

順

序
機構名、地址、聯絡方式

館長職銜、姓名
( 抵任日期 )

1

加拿大駐台北貿易辦事處
（國慶：7 月 1日）

CANADIAN TRADE OFFICE IN TAIPEI
11047 臺北市松智路 1 號 6 樓

TEL:8723-3000　FAX:8723-3092
電子郵件：tapei@international.gc.ca

倪傑民代表

(2022/09/20)

EXECUTIVE DIRECTOR
MR. JAMES STAFFORD 
NICKEL

2

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
（國慶：7 月 4 日）

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 TAIPEI 
OFFICE
11461 臺北市內湖區金湖路 100 號 
TEL:2162-2000　FAX: 2162-2251
電子郵件：aitinfo@mail.ait.org.tw

孫曉雅處長

(2021/07/15)

DIRECTOR
MS. SANDRA OUDKIRK

美國在台協會－高雄分處
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 KAOHSIUNG 
BRANCH OFFICE
80661 高雄市前鎮區成功二路 88 號 5 樓

TEL:(07)335-5006　FAX:(07)338-0551

黃東偉分處長

(2022/08/19)

BRANCH CHIEF
MR. THOMAS TUNG WEI 
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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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ㄧ　各國駐華機構暨國際組織名錄

陸、拉丁美洲地區（5國、5機構）

順

序
機構名、地址、聯絡方式

館長職銜、姓名
( 抵任日期 )

1

阿根廷商務文化辦事處
（國慶：5 月 25日）

ARGENTINA TRADE AND CULTURAL OFFICE
11012 臺北市基隆路一段 333 號 15 樓 1512 室 
（國貿大樓）

TEL:2757-6556　FAX:2757-6445
電子郵件：atc0326@ms13.hinet.net

韋修索處長

(2019/02/11)

DIRECTOR
MR. MIGUEL ALFREDO 
VELLOSO

2

巴西商務辦事處
（國慶：9 月 7 日）

COMMERCIAL OFFICE OF BRAZIL TO TAIPEI
11158 臺北市德行西路 45 號 2 樓

TEL:2835-7388　FAX:2835-7121

處長

(2021/01/04)

DIRECTOR
MR. MIGUEL JUNIOR 
FRANÇA CHAVES 
DE MAGALHÃES

3

智利商務辦事處
（國慶：9 月 18日）

CHILEAN TRADE OFFICE
11011 臺北市信義路五段 5 號 7B-06 室（世貿中心）

TEL:2723-0329　FAX:2723-0318
電子郵件：yhuang@prochile.gob.cl
　　　　　lihchen@prochile.gob.cl

史密特處長

(2021/11/03)

DIRECTOR
MR. FERNANDO 
MARIANO SCHMIDT 
HERNÁNDE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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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

序
機構名、地址、聯絡方式

館長職銜、姓名
( 抵任日期 )

4

墨西哥商務簽證文件暨文化辦事處
（國慶：9 月 16 日）

MEXICAN TRADE SERVICES DOCUMENTATION AND 
CULTURAL OFFICE
11012 臺北市基隆路一段 333 號 15 樓 1501,1502,1514 室 
( 國貿大樓 )
TEL:2757-6566　FAX:2758-4651
電子郵件：mexico@ofmex.tw

處長

(2017/07/24)

HEAD OF OFFICE
MR. MARTIN TORRES 
GUTIERREZ RUBIO

5

秘魯駐臺北商務辦事處
（國慶：7 月 28日）

COMMERCIAL OFFICE OF PERU IN TAIPEI
11012 臺北市基隆路一段 333 號 16 樓 1613 室 
（國貿大樓）

TEL:2757-7017　FAX:2757-6480
電子郵件：postmaster@peru.org.tw

古容代表

(2017/09/21)

DIRECTOR
MR. JUAN LUIS 
KUYENG RUI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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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國際組織（3機構）

順

序
機構名、地址、聯絡方式

館長職銜、姓名
( 抵任日期 )

1

亞蔬 - 世界蔬菜中心
WORLD VEGETABLE CENTER
74151 臺南市善化區益民寮 60 號

TEL:(06)583-7801　FAX:(06)583-0009
電子郵件：info@worldveg.org

沃培睿主任

(2016/04/21)

DIRECTOR GENERAL 
DR. MARCO 
WOPEREIS

2

亞洲太平洋地區糧食與肥料技術中心
FOOD AND FERTILIZER TECHNOLOGY CENTER 
FOR THE ASIAN AND  PACIFIC REGION (FFTC)
10648 臺北市溫洲街 14 號 5 樓

TEL:2362-6239　FAX:2362-0478
電子郵件：info@fftc.org.tw

張淑賢主任

(2020/03/01)

DIRECTOR
DR. SU-SAN CHANG

3

中美洲銀行駐中華民國（臺灣）國家辦事處
COUNTRY OFFICE OF CABEI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11049 臺北市信義路五段 7 號 83 樓 B室

TEL:8979-0450　FAX: 無
電子郵件：cwong@bcie.org

王詠心代表

(2022/04/18)

COUNTRY 
REPRESENTATIVE 
OFFICER
MS. ROSEMARY YUNG-
HSIN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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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二　國內外贈勳及受勳一覽表

十二、國內外贈勳及受勳一覽表

壹、111年我贈勳外人紀錄

時　
間

國　別
/  

組　織

受勳人
中文姓名

受勳人
外文姓名

受勳人
名　銜

勳章
名稱

贈勳人
姓　名

贈勳人
職　銜

贈勳
地點

111
.

03
.

03

美利堅

合眾國
龐培歐

Michael R. 
Pompeo

前國務卿

特種大

綬景星

勳章

蔡英文 總統

總

統

府

111
.

03
.

07

聖露西亞 羅倫 Edwin Laurent
駐臺特命全

權大使

大綬景

星勳章
吳釗燮

外交 

部長

外

交

部

111
.

03
.

09

貝里斯
布里仙

紐
John Briceño 總理

特種大

綬卿雲

勳章

蔡英文 總統

總

統

府

111
.

03
.

22

馬紹爾群

島共和國
柯布亞 David Kabua 總統

采玉大

勳章
蔡英文 總統

總

統

府

111
.

04
.

27

吐瓦魯國 涂莉梅 Limasene Teatu
駐臺特命全

權大使

大綬景

星勳章
吳釗燮

外交 

部長

外

交

部

111
.

05
.

19

史瓦帝尼

王國
戴敏尼 Thamie Dlamini

駐臺特命 

全權大使

大綬景

星勳章
吳釗燮

外交 

部長

外

交

部

111
.

06
.

09

法蘭西

共和國
葛里歐 Joël Guerriau

法國參議院

外交暨國防

委員會 

副主席

大綬卿

雲勳章
蔡英文 總統

總

統

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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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

國　別
/  

組　織

受勳人
中文姓名

受勳人
外文姓名

受勳人
名　銜

勳章
名稱

贈勳人
姓　名

贈勳人
職　銜

贈勳
地點

111
.

06
.

14

宏都拉斯

共和國

寶蒂 
絲妲

Eny Yamileth 
Bautista Guevara

駐臺特命 

全權大使

大綬景

星勳章
吳釗燮

外交 

部長

外

交

部

111
.

08
.

01

宏都拉斯

共和國
摩西 Dante Mossi

中美洲銀行

（CABEI） 

總裁

紫色大

綬景星

勳章

吳釗燮
外交 

部長

外

交

部

111
.

08
.

03

美利堅

合眾國
裴洛西 Nancy Pelosi

美國聯邦眾

議院議長

特種大

綬卿雲

勳章

蔡英文 總統

總

統

府

111
.

08
.

16

瓜地馬拉

共和國
葛梅斯

Willy Alberto 
Gómez Tirado

駐臺特命 

全權大使

大綬景

星勳章
吳釗燮

外交 

部長

外

交

部

111
.

08
.

19

帛琉

共和國
歐克麗

Dilmei Louisa 
Olkeriil

駐臺特命 

全權大使

大綬景

星勳章
吳釗燮

外交 

部長

外

交

部

111
.

08
.

30

瓜地馬拉

共和國
步卡羅 Mario Búcaro 外交部長

大綬景

星勳章
吳釗燮

外交

部長

外

交

部

111
.

09
.

06

瓜地馬拉

共和國
布羅洛 Pedro Brolo Vila 前外交部長

大綬景

星勳章
吳釗燮

外交 

部長

外

交

部

111
.

09
.

05

法蘭西

共和國

尚 - 
侯貝． 
皮特

Jean-Robert Pitte
法蘭西學院

院士

大綬卿

雲勳章
蔡英文 總統

總

統

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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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二　國內外贈勳及受勳一覽表

時　
間

國　別
/  

組　織

受勳人
中文姓名

受勳人
外文姓名

受勳人
名　銜

勳章
名稱

贈勳人
姓　名

贈勳人
職　銜

贈勳
地點

111
.

09
.

21

馬紹爾群

島共和國
艾芮瓊

Neijon Rema 
Edwards

駐臺特命 

全權大使

大綬景

星勳章
吳釗燮

外交 

部長

外

交

部

111
.

09
.

16

聖克里斯

多福及

尼維斯

哈菁絲
Jasmine Elise 

Huggins
駐臺特命全

權大使

大綬景

星勳章
吳釗燮

外交 

部長

外

交

部

貳、111年外人贈勳我國人紀錄

時　
間

國　別
受勳人
中文
姓名

受勳人
名  銜

勳章名稱
勳  章
中譯文

贈勳人姓　
名

贈勳人
職　銜

贈勳
地點

111
.

08
.

30

瓜地

馬拉

共和

國

吳釗燮
外交

部長

Orden Antonio José 
de Irisarri en el 
Grado de Gran 

Collar

大項鍊

伊利薩

里勳章

Mario 
Búcaro

外交

部長
外交部

111
.

11
.

21

瓜地

馬拉

共和

國

鄭力城

駐瓜

地馬

拉共

和國

大使

Cruz de Servicios 
Distinguido

懋績

十字

勳章

Henry 
Reyes

國防

部長

瓜地馬

拉共和

國國防

部高等

教育指

揮部

111
.

11
.

25

瓜地

馬拉

共和

國

鄭力城

駐瓜

地馬

拉共

和國

大使

Orden del Quetzal 
en el Grado de Gran 

Collar

國鳥大

項鍊

勳章

Alejandro 
Giammattei

總統

瓜地馬

拉共和

國國家

文化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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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三　世界各國名稱一覽表

十三、世界各國名稱一覽表

壹、亞太地區（37）國

國　　　名 首　　　都

澳大利亞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坎培拉
Canberra

孟加拉人民共和國
People＇s Republic of Bangladesh

達　卡
Dhaka

不丹王國
Kingdom of Bhutan

辛　布
Thimphu

汶萊和平之國
Brunei Darussalam

斯里巴加灣
Bandar Seri Begawan

柬埔寨王國
Kingdom of Cambodia

金　邊
Phnom Penh

庫克群島（自治政府）

Cook Islands

阿亙盧阿

Avarua

中華民國
Republic of China

臺　北
Taipei

斐濟共和國
Republic of Fiji

蘇　瓦
Suva

印度共和國
Republic of India

新德里
New Delhi

印度尼西亞共和國
Republic of Indonesia

雅加達
Jakarta

日本國
Japan

東　京
Tok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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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名 首　　　都

吉里巴斯共和國
Republic of Kiribati

塔拉瓦
Tarawa

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

平　壤
Pyongyang

大韓民國
Republic of Korea

首　爾
Seoul

寮人民民主共和國
Lao People＇s Democratic Republic

永　珍
Vientiane

馬來西亞
Malaysia

吉隆坡
Kuala Lumpur

馬爾地夫共和國
Republic of Maldives

馬　列
Male

馬紹爾群島共和國
Republic of the Marshall Islands

馬久羅
Majuro

密克羅尼西亞聯邦
Federated States of Micronesia

帕里克爾
Palikir

緬甸聯邦共和國
Republic of the Union of Myanmar

內比都
Nay Pyi Taw

諾魯共和國
Republic of Nauru

雅　連
Yaren

尼泊爾聯邦民主共和國
Federal Democratic Republic of Nepal

加德滿都
Kathmandu

紐西蘭
New Zealand

威靈頓
Wellington

帛琉共和國
Republic of Palau

美麗坵
Meleke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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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名 首　　　都

巴布亞紐幾內亞獨立國
Independent State of Papua New Guinea

摩士比港
Port Moresby

紐埃（自治政府）
Niue

阿洛非
Alofi

菲律賓共和國
Republic of the Philippines

馬尼拉
Manlia

薩摩亞獨立國
Independent State of Samoa

阿庇亞
Apia

新加坡共和國
Republic of Singapore

新加坡
Singapore

索羅門群島
Solomon Islands

荷尼阿拉
Honiara

斯里蘭卡民主社會主義共和國
Democratic Socialist Republic of Sri Lanka

可倫坡
Colombo

泰王國
Kingdom of Thailand

曼　谷
Bangkok

東帝汶民主共和國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imor-Leste

帝　利
Dili

東加王國

Kingdom of Tonga

努瓜婁發

Nuku álofa

吐瓦魯
Tuvalu

富那富提
Funafuti

萬那杜共和國
Republic of Vanuatu

維拉港
Port Vila

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
Socialist Republic of Vietnam

河　內
Han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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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亞西地區（29個）

國　　　名 首　　　都

阿富汗伊斯蘭共和國
Islamic Republic of Afghanistan

喀布爾
Kabul

亞美尼亞共和國
Republic of Armenia

葉里溫
Yerevan

亞塞拜然共和國
Republic of Azerbaijan

巴　庫
Baku

巴林王國
Kingdom of Bahrain

麥納瑪
Manama

白俄羅斯共和國
Republic of Belarus

明斯克
Minsk

喬治亞
Georgia

提比里斯
Tbilisi

伊朗伊斯蘭共和國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德黑蘭
Tehran

伊拉克共和國
Republic of Iraq

巴格達
Baghdad

以色列
State of Israel

耶路薩冷
Jerusalem

約旦哈希米王國
Hashemite Kingdom of Jordan

安　曼
Amman

哈薩克共和國
Republic of Kazakhstan

努爾蘇丹
Nur-Sultan

科威特
State of Kuwait

科威特市
Kuwait City

吉爾吉斯共和國
Kyrgyz Republic

比斯凱克
Bishkek

黎巴嫩共和國
Lebanese Republic（Lebanon）

貝魯特
Beir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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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名 首　　　都

摩爾多瓦共和國
Republic of Moldova

基希納烏
Chisinau

蒙古國
Mongolia

烏蘭巴托
Ulaanbaatar

阿曼王國
Sultanate of Oman

馬斯開特
Muscat

巴基斯坦伊斯蘭共和國
Islamic Republic of Pakistan

伊斯蘭瑪巴德
Islamabad

卡 達
State of Qatar

杜　哈
Doha

俄羅斯聯邦
Russian Federation

莫斯科
Moscow

沙烏地阿拉伯王國
Kingdom of Saudi Arabia

利雅德
Riyadh

敘利亞阿拉伯共和國
Syrian Arab Republic

大馬士革
Damascus

塔吉克共和國
Republic of Tajikistan

杜尚貝
Dushanbe

土耳其共和國
Republic of Turkey

安卡拉
Ankara

土庫曼共和國
Republic of  Turkmenistan

阿什哈巴特
Ashgabat

烏克蘭
Ukraine

基　輔
Kiev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United Arab Emirates

阿布達比
Abu Dhabi

烏茲別克共和國
Republic of Uzbekistan

塔什干
Tashkent

葉門共和國
Republic of Yemen

沙　那
San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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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非洲地區（55個）

國　　　名 首　　　都

阿爾及利亞人民民主共和國
People＇s Democratic Republic of Algeria

阿爾及爾
Algiers

安哥拉共和國
Republic of Angola

魯安達
Luanda

貝南共和國
Republic of Benin

新　港
Porto-Novo

波札那共和國
Republic of Botswana

嘉伯隆里
Gaborone

布吉納法索
Burkina Faso

瓦加杜古
Ouagadougou

蒲隆地共和國
Republic of Burundi

基特加
Gitega

喀麥隆共和國
Republic of Cameroon

雅溫德
Yaoundé

維德角共和國
Republic of Cape Verde

培　亞
Praia

中非共和國
Central African Republic 

班　基
Bangui

查德共和國
Republic of Chad

恩加美納
N＇Djamena

葛摩聯盟
Union of the Comoros

莫洛尼
Moroni

剛果民主共和國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金夏沙
Kinshasa

剛果共和國
Republic of The Congo

布拉薩市
Brazzavi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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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名 首　　　都

象牙海岸共和國
Republic of Cote d＇Ivoire

雅穆索戈爾
Yamoussoukro

吉布地共和國
Republic of Djibouti

吉布地
Djibouti

埃及阿拉伯共和國
Arab Republic of Egypt

開　羅
Cairo

赤道幾內亞共和國
Republic of Equatorial Guinea

馬拉博
Malabo

厄利垂亞
State of Eritrea

阿斯瑪拉
Asmara

史瓦帝尼王國
Kingdom of  Eswatini

姆巴巴內
Mbabane

衣索比亞聯邦民主共和國
Federal Democratic Republic of Ethiopia

阿迪斯阿貝巴
Addis Ababa

加彭共和國
Gabonese Republic

自由市
Libreville

甘比亞共和國
Republic of The Gambia

班竹市
Banjul

迦納共和國
Republic of Ghana

阿克拉
Accra

幾內亞共和國
Republic of Guinea

柯那克里
Conakry

幾內亞比索共和國
Republic of Guinea - Bissau

比　索
Bissau

肯亞共和國
Republic of Kenya

奈洛比
Nairobi

賴索托王國
Kingdom of Lesotho

馬賽魯
Mase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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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名 首　　　都

賴比瑞亞共和國
Republic of Liberia

蒙羅維亞
Monrovia

利比亞
State of Libya

的黎波里
Tripoli

馬達加斯加共和國
Republic of Madagascar

安塔那那利佛
Antananarivo

馬拉威共和國
Republic of Malawi

里朗威
Lilongwe

馬利共和國
Republic of Mali

巴馬科
Bamako

茅利塔尼亞伊斯蘭共和國
Islamic Republic of Mauritania

諾克少
Nouakchott

模里西斯共和國
Republic of Mauritius

路易士港
Port Louis

摩洛哥王國
Kingdom of Morocco

拉巴特
Rabat

莫三比克共和國
Republic of Mozambique

馬布多
Maputo

納米比亞共和國
Republic of Namibia

溫荷克
Windhoek

尼日共和國
Republic of Niger

尼阿美
Niamey

奈及利亞聯邦共和國
Federal Republic of Nigeria

阿布加
Abuja

盧安達共和國
Republic of Rwanda

吉佳利
Kigali

聖多美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國
Democratic Republic of São Tomé and Príncipe

聖多美
São Tom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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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名 首　　　都

塞內加爾共和國
Republic of Senegal

達　卡
Dakar

塞席爾共和國
Republic of Seychelles

維多利亞
Victoria

獅子山共和國
Republic of Sierra Leone

自由城
Freetown

索馬利亞聯邦共和國
Federal Republic of Somalia

摩加迪休
Mogadishu

索馬利蘭共和國
Republic of Somaliland

哈爾格薩
Hargeisa

南非共和國
Republic of South Africa

普里托利亞
Pretoria

南蘇丹共和國
Republic of South Sudan

朱　巴
Juba

蘇丹共和國
Republic of the Sudan

喀土穆
Khartoum

坦尚尼亞聯合共和國
United Republic of Tanzania

杜篤馬
Dodoma

多哥共和國
Togolese Republic

洛　梅
Lomé

突尼西亞共和國
Tunisian Republic

突尼斯
Tunis

烏干達共和國
Republic of Uganda

康培拉
Kampala

尚比亞共和國
Republic of Zambia

路沙卡
Lusaka

辛巴威共和國
Republic of Zimbabwe

哈拉雷
Har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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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歐洲地區（42國）

國　　　名 首　　　都

阿爾巴尼亞共和國 
Republic of Albania

地拉那
Tirana

安道爾侯國 
Principality of Andorra

老安道爾
Andorra la Vella

奧地利共和國 
Republic of Austria

維也納
Vienna

比利時王國 
Kingdom of Belgium

布魯塞爾 
Brussels

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 
Bosnia and Herzegovina

塞拉耶佛
Sarajevo

保加利亞共和國 
Republic of Bulgaria

索菲亞
Sofia

克羅埃西亞共和國 
Republic of Croatia

札格瑞布
Zagreb

賽普勒斯共和國
Republic of Cyprus

尼柯西亞
Nicosia

捷克共和國 
Czech Republic

布拉格
Prague

丹麥王國 
Kingdom of Denmark

哥本哈根
Copenhagen

愛沙尼亞共和國 
Republic of Estonia

塔　林
Tallinn

芬蘭共和國 
Republic of Finland

赫爾辛基市
Helsinki City

法蘭西共和國 
French Republic（France）

巴　黎
Pa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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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名 首　　　都

德意志聯邦共和國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柏　林
Berlin

希臘共和國
Hellenic Republic（Greece）

雅　典
Athens

教廷
Holy See

梵蒂岡城
Vatican City

匈牙利
Hungary

布達佩斯
Budapest

冰島共和國
Republic of Iceland

雷克雅維克
Reykjavik

愛爾蘭
Ireland

都柏林
Dublin

義大利共和國
Italian Republic（Italy）

羅　馬
Rome

科索沃共和國
Republic of Kosovo

普里斯提納
Pristina

拉脫維亞共和國
Republic of Latvia

里　加
Riga

列支敦斯登侯國
Principality of Liechtenstein

瓦都茲
Vaduz

立陶宛共和國
Republic of Lithuania

維爾紐斯
Vilnius

盧森堡大公國
Grand Duchy of Luxembourg

盧森堡市
Luxembourg

馬爾他共和國
Republic of Malta

瓦勒他
Valletta

摩納哥侯國
Principality of Monaco

摩納哥
Mona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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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名 首　　　都

蒙特內哥羅
Montenegro

波德里查
Podgorica

荷蘭王國
Kingdom of the Netherlands

首都：
阿姆斯特丹 
Amsterdam
中央政府所在地：
海牙 The Hague

北馬其頓共和國
Republic of North Macedonia

史高比耶
Skopje

挪威王國
Kingdom of Norway

奧斯陸
Oslo

波蘭共和國
Republic of Poland

華　沙
Warsaw

葡萄牙共和國
Portuguese Republic（Portugal）

里斯本
Lisbon

羅馬尼亞
Romania

布加勒斯特
Bucharest

聖馬利諾共和國
Republic of San Marino

聖馬利諾
San Marino

塞爾維亞共和國
Republic of Serbia

貝爾格勒
Belgrade

斯洛伐克共和國
Slovak Republic（Slovakia）

布拉提斯拉瓦
Bratislava

斯洛維尼亞共和國
Republic of Slovenia

盧比安納
Ljubljana

西班牙王國
Kingdom of Spain

馬德里
Madr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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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名 首　　　都

瑞典王國
Kingdom of Sweden

斯德哥爾摩 
Stockholm

瑞士聯邦
Swiss Confederation（Switzerland）

伯　恩
Bern

大不列顛與北愛爾蘭聯合王國（英國）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UK）

倫　敦
London

伍、北美地區（2個）

國　　　名 首　　　都

加拿大
Canada

渥太華
Ottawa

美利堅合眾國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USA）

華盛頓特區
Washington（D.C.）

陸、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33國）

國　　　名 首　　　都

安地卡及巴布達
Antigua and Barbuda

聖約翰
St. John＇s

阿根廷共和國
Argentine Republic（Argentina）

布宜諾斯艾利斯
Buenos Aires

巴哈馬
Commonwealth of the Bahamas

拿　索
Nass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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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名 首　　　都

巴貝多
Barbados

橋　鎮
Bridgetown

貝里斯
Belize

貝爾墨潘
Belmopan

玻利維亞

Plurinational State of Bolivia
憲法首都：蘇克瑞 Sucre 
行政首都：拉巴斯 La Paz

巴西聯邦共和國
Federative Republic of Brazil

巴西利亞
Brasilia

智利共和國
Republic of Chile

聖地牙哥
Santiago

哥倫比亞共和國 
Republic of Colombia

波哥大
Bogotá

哥斯大黎加共和國
Republic of Costa Rica

聖荷西
San José

古巴共和國
Republic of Cuba

哈瓦那
Havana

多米尼克
Commonwealth of Dominica

羅　梭
Roseau

多明尼加共和國
Dominican Republic

聖多明哥
Santo Domingo

厄瓜多共和國
Republic of Ecuador

基　多
Quito

薩爾瓦多共和國
Republic of El Salvador

聖薩爾瓦多
San Salvador

格瑞那達
Grenada

聖喬治市
St. Geor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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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名 首　　　都

瓜地馬拉共和國
Republic of Guatemala

瓜地馬拉市
Guatemala City

蓋亞那合作共和國
Cooperative Republic of Guyana

喬治城
Georgetown

海地共和國
Republic of Haiti

太子港
Port-au-Prince

宏都拉斯共和國
Republic of Honduras

德古西加巴
Tegucigalpa

牙買加
Jamaica

京斯敦
Kingston

墨西哥合眾國
United Mexican States（Mexico）

墨西哥市
Mexico City

尼加拉瓜共和國
Republic of Nicaragua

馬納瓜
Managua

巴拿馬共和國
Republic of Panama

巴拿馬市
Panama City

巴拉圭共和國
Republic of Paraguay

亞松森
Asunción

秘魯共和國
Republic of Peru

利　馬
Lima

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
Federation of Saint Christopher and Nevis

巴士底市
Basseterre

聖露西亞
Saint Lucia

卡斯翠
Castries

聖文森及格瑞那丁
Saint Vincent and the Grenadines

金石城
Kingst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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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名 首　　　都

蘇利南共和國
Republic of Suriname

巴拉馬利波
Paramaribo

千里達及托巴哥共和國 
Republic of Trinidad and Tobago

西班牙港
Port of Spain

烏拉圭共和國
Oriental Republic of Uruguay

蒙特維多
Montevideo

委內瑞拉共和國

Bolivarian Republic of Venezuela

卡拉卡斯

Carac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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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第十屆立法院國會聯誼組織

序號 成立日期 名      稱 會  長 備註
01 109.03.13 亞東國會議員友好協會 郭委員國文

02 109.03.13 臺灣與新南向國會議員聯誼會 鍾委員佳濱

03 109.03.13 臺灣與越南國會議員聯誼會

邱委員臣遠 
榮譽會長： 
鍾委員佳濱

04 109.03.13 臺灣與馬來西亞國會議員聯誼會 鍾委員佳濱

05 109.03.13 臺灣與菲律賓國會議員聯誼會 鍾委員佳濱

06 109.03.13 臺灣與以色列國會議員聯誼會 鍾委員佳濱

07 109.03.27 數位國力促進會 劉委員世芳

08 109.04.28 數位治理委員會 范委員雲

09 109.05.29 臺灣國會香港友好連線 林委員昶佐

10 109.06.29
臺灣與中南美洲暨加勒比海

國會議員友好協會
邱委員志偉

11 109.06.29 臺灣與非洲國會議員友好協會 邱委員志偉

12 109.07.08 臺灣國會西藏連線 林委員昶佐

13 109.07.14 中華民國與印尼國會議員友好協會 廖委員國棟

14 109.07.20 臺美國會議員聯誼會

羅委員致政 
榮譽會長： 
游院長錫堃

15 109.07.21
中華民國（臺灣）與巴拉圭共和國

國會議員友好協會
溫委員玉霞

16 109.08.17 中華民國與捷克國會友好聯誼會 萬委員美玲

17 109.08.17 中華民國與西班牙國會議員友好協會 吳委員怡玎

18 109.09.09 臺灣與波羅的海三國國會議員友好協會 邱委員志偉

19 109.09.10 中華民國與不丹王國國會友好聯誼會 鄭委員麗文

20 109.09.25 臺灣與匈牙利國會友好聯誼會

林委員楚茵 
榮譽會長： 
蔡副院長其昌

21 109.09.25 臺灣與斯洛維尼亞國會友好聯誼會

林委員楚茵 
榮譽會長： 
蔡副院長其昌

22 109.09.28 中華民國立法院世界臺商之友會 蔡副院長其昌

23 109.10.16 立法院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策進會 蔡副院長其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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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成立日期 名      稱 會  長 備註

24 109.10.16
中華民國（臺灣）與哈薩克共和國
國會議員友好協會

李委員貴敏

25 109.10.16 臺灣與印度國會議員友好協會 吳委員玉琴

26 109.10.23 中華民國與瑞士國會議員友好聯誼會 張委員育美

27 109.10.27 臺灣與法國國會友好協會 蔡委員適應

28 109.11.03 臺灣與東協國會議員友好協會 陳委員歐珀

29 109.11.20 臺灣新住民權益發展促進會
羅委員美玲 
榮譽會長： 
蔡副院長其昌

30 109.11.20 臺灣與澳洲國會友好聯誼會
邱委員議瑩 
榮譽會長： 
蔡副院長其昌

31 109.11.24 立法院人權促進會 王委員定宇

32 109.12.04
中華民國（臺灣）與新加坡

國會議員友好協會
江委員啟臣

33 109.12.15 臺灣 - 英國國會議員交流協會 江委員啟臣

34 109.12.15 臺灣與泰國國會議員友好協會 趙委員天麟

35 110.01.20 臺日交流聯誼會

游院長錫堃 
榮譽會長： 
王前院長金平
蘇前院長嘉全

36 110.09.28 立法院推動臺灣加入 CPTPP 策進會 邱委員志偉

37 110.11.12 臺灣與亞太國會太空聯盟 鍾委員佳濱

38 110.12.20 臺灣與科索沃國會議員聯誼會 羅委員致政

39 111.01.24 臺灣與歐洲議會議員友好協會 蔡委員適應

40 111.04.06 臺灣與波蘭國會友好聯誼會
林委員靜儀 
榮譽會長： 
蔡副院長其昌

41 111.04.07 中華民國與柬埔寨國會友好協會 鄭委員正鈐

42 111.04.08 立法院女子運動外交促進會 林委員靜儀

43 111.06.09 臺灣 - 斯洛伐克國會聯誼會 許委員智傑

44 111.09.01 立法院中小及新創企業發展策進會 邱委員臣遠

45 111.09.28 臺灣與德國議會議員友好協會 張委員宏陸

46 111.10.07 臺灣與加拿大國會議員友好協會 陳委員亭妃

47 111.10.07 加馬臺灣國會經貿交流促進會 鍾委員佳濱

48 111.10.11 臺灣與烏克蘭國會議員友好協會 黃委員世杰

49 111.11.01 臺灣與義大利國會議員友好協會 王委員定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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