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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項 我國與歐洲地區國家關係 

壹、前言 
我在歐洲 42 個國家共設有 28 個館團處。歐洲國家除教廷在

臺設有大使館外，另有荷蘭、英國、法國、德國、義大利、丹

麥、瑞典、捷克、波蘭、匈牙利、西班牙、瑞士、芬蘭、奧地

利、比利時、愛爾蘭、斯洛伐克、盧森堡等 18 個國家及歐盟在
臺設有代表機構。 

我與歐洲主要國家在經貿、學術、文化、科技、教育、觀

光、航運等領域之交流合作頗為密切，彼此政要互訪頻繁，雙邊

實質關係良好。 
歐洲地區向為我外交工作重點之一，加上歐盟東擴，自

2007 年 1 月 1 日起增為 27 個會員國，展望未來我仍將持續推動
與歐洲國家政府、國會、非政府組織及智庫等之密切合作關係，

並強化及廣化我與歐洲國家之功能性合作關係。 

貳、我國與各國關係 
一、我國與教廷關係 
（一）一般關係：我國與教廷於 1942 年 6 月 2 日建立外交

關係，1943 年 7 月 4 日設立公使館，1959 年 6 月 12
日升格為大使館。教廷駐華公使館於民國 35 年 7 月
4日設立，民國 55年 12月 24日升格為大使館。 

（二）文化及學術交流：教育部於民國 99 年 5 月將在羅馬
之 23 所宗座大學納入教育部「外國大學參考名冊」
並採認學歷；教廷派員出席由天主教輔仁大學舉辦之

全世界最大規模「紀念利瑪竇神父逝世 400 週年國際
學術研討會」；我國與教廷合作發行「利瑪竇紀念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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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及廣播劇光碟。 
（三）推動慈善人道援助：駐教廷大使館透過教廷「一心委

員會」濟助海地、智利、土耳其等國地震災民及秘

魯、巴基斯坦、哥倫比亞、義北 Monteforte 地區等地
水患災民以及瓜地馬拉受熱帶暴風侵襲災民。 

（四）政要互訪： 
1、我國赴訪者：教育部政務次長林聰明、行政院衛
生署署長楊志良。 

2、教廷來訪者：文化委員會秘書長亞杜努
（Barthélemy ADOUKONOU）、宗座社會科學院
秘書長桑切斯（Marcelo SANCHEZ Sorondo）、醫
療 牧 靈 委 員 會 主 席 辛 懋 斯 基 （ Zygmunt 
ZIMOWSKI）、「耶路撒冷聖墓騎士團」總會長伯
羅密歐（Agostino BORROMEO）。 

二、我國與歐盟關係 
（一）一般關係：歐盟執行委員會於民國 92年 3月 10日在

臺北設立「歐洲經貿辦事處」，我於 2005 年 6 月 20
日將原駐比利時代表處改制為駐歐盟兼駐比利時代表

處，負責推動我與歐盟、比利時、盧森堡間各項業

務。歐盟於 2010 年 11 月 25 日，通過臺灣免申根簽
證案，2011年 1月 11日正式生效。 

（二）經貿關係：民國 99 年我國對歐洲出口 272 億 9,877
萬美元，進口 213 億 3,177 萬美元；歐洲在我國投資
額為 12 億 3,065 萬美元（自民國 41 年至 99 年累計
達 297 億 8,732 萬美元），我國在歐洲之投資為 5,060
萬美元（自民國 41 年至 99 年累計達 27 億 6,341 萬
美元） 

（三）科技合作：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臺灣歐盟 FP7
國家聯絡據點（EU NCP-Taiwan）籌組大型資通訊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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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研代表團，參與「歐盟 2010 ICT大會」。 
（四）文教關係： 

1、歐盟 2 名官員來我國參加「歐盟官員華語文訓練
課程長期課程」。 

2、歐盟官員 10人於 8月來臺北參加「臺灣研究研討
會」，10 人參加「歐盟官員華語文訓練課程短期
課程」。 

（五）勞工關係 
1、歐盟官員 2 人分別於 3 月及 8 月來我國參加「歐
盟文官團」及「歐盟官員華語文訓練課程」。 

2、歐洲工會聯盟及歐洲商業聯合會 11 月初派員訪華
擔任行政院勞工委員會「2010 年國際勞動事務人
才培訓暨專題研討班」講座。 

（六）政要互訪： 
1、我國赴訪者：外交部政務次長沈呂巡、行政院大
陸委員會主任委員賴幸媛、立法委員陳節如、李

俊毅、朱鳳芝、周守訓。 
2、歐盟來訪者：歐洲議會友臺小組副主席安德魯齊
妮（Laima Liucija ANDRIKENÉ，立陶宛籍）、副
主席范巴倫（Hans van BAALEN，荷蘭籍）、議員
牟羅（Mario MAURO，義大利籍）、貝爾德
（Bastiaan ‘Bas’ BELDER，荷蘭籍）、埃哥莉諾
（ Salvatore IACOLINO， 義大 利籍）、 蓋勒
（Michael GAHLER，德國籍）、布舒帝（Simon 
BUSUTTIL，馬爾他籍）、歐利（Csaba ŐRY，匈
牙利籍）、修佛林（György SCHÖPFLIN，匈牙利
籍）、科瓦契夫（Andrey Andreev KOVATCHEV，
保加利亞籍）、卡斯馬列克（ Filip Andrzej 
KACZMAREK，波蘭籍）、雷德契娃（Ma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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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DELCHEVA，保加利亞籍）、包爾（ Edit 
BAUER，斯洛伐克籍）、華生（Graham Robert 
WATSON，英國籍）、席維克（Marek Maciej 
SIWIEC，波蘭籍）、法雍（Tanja FAJON，斯洛維
尼亞籍）。 

三、我國與奧地利關係 
（一）一般關係：我於 1971年 5月 28日與奧地利中止外交

關係，1973 年 8 月 11 日在維也納設立代表處。奧地
利駐華代表處於民國 69年 12月 13日在臺北設立。 

（二）經貿關係：民國 99 年我對奧輸出 3 億 4,570 萬美
元，自奧輸入 5億 960萬美元。較上年增加約 17%。 

（三）政要互訪： 
1、我國赴訪者：外交部政務次長沈呂巡。 
2、奧地利來訪者：國會副議長鈕格堡（ Fritz 

NEUGEBAUER）、議員科索（Günther KÖßL）、
芙爾曼（Silvia FUHRMANN）、伍津格（August 
WÖGINGER）、艾盟（Werner AMON）、柯立可夫
（ Oswald KLIKOVITS ）、 熊 格 勒 （ Bernd 
SCHÖNEGGER）。 

（四）文教關係：教育部國際文化教育事業處與奧地利學術

交流服務處簽有「臺奧學術合作協定」，實施交換獎

學金及交換客座教授計畫。目前雙方每年各提供獎學

金名額 2名。 
四、我國與比利時關係 
（一）一般關係：我國於 1970年 10月 25日與比利時中止外

交關係，1972 年 5 月 15 日在布魯塞爾設立代表處，
2005 年 6 月 20 日改制為駐歐盟兼駐比利時代表處。
比利時於民國 68年 8月 17日在臺北設立代表處。 

（二）經貿關係：民國 99 年雙邊貿易總額為 16 億 7,801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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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其中我對比出口 9 億 7,635 萬美元、進口 7 億
165萬美元。 

（三）科技合作：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與比利時國際跨校

微電子研究中心（IMEC International）於 2月 8日續
簽雙邊科技合作備忘錄。 

（四）文教關係：原舞曲文化藝術團、舞鄉舞團及臺灣民俗

音樂合奏團等 3 團總計 85 人應邀赴比利時各城市參
加國際民俗文化節。 

（五）政要互訪： 
1、我國赴訪者：行政院衛生署署長楊志良、僑務委
員會委員長吳英毅、僑務委員會副委員長許振榮

及任弘、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主任委員賴幸媛、外

交部政務次長沈呂巡。 
2、比利時來訪者：國務部長德瓦勒（Patrick Yvonne 

Hugo DEWAEL）、眾院副議長德百孟婷（Corrine 
E.M. de PERMENTIER）、眾議員露特（Gwendolyn 
Angeline Albert Maria RUTTEN）、佳蘭（Jacqueline 
GALANT）、金德曼（Gerald KINDERMANS）、
范艾斯柏（Jan van ESBROECK）、亨利（Olivier 
HENRY）、盧登（Gwendoly RUTTEN）。 

五、我國與捷克關係 
（一）一般關係：我國於 1991 年 8 月 7 日在布拉格設立代

表處。捷克暨斯洛伐克聯邦共和國於 1993 年 1 月 1
日解體，捷克於民國 82 年 11 月 18 日在我國設立代
表處。 

（二）經貿關係：民國 99年臺捷雙邊貿易總額為 7億 3,086
萬美元。我國廠商自 1995 年開始赴捷投資，投資總
額約 3.75億美元。 

（三）文教關係：「臺灣獎學金」及「教育部華語文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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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每年提供若干名額予捷克學生來我國大學攻讀學

位或學習中文，2010 年捷克政府提供我國政府獎學
金 1 名，供赴捷攻讀學位；捷克教育部亦自同年起提
供我 2 名為期 10 個月之研習獎學金，供赴捷進行研
究訪問，以及 2至 4 名斯拉夫研究夏令營獎學金，供
赴捷研習捷語。我國 20多所大學或學院分別與 10餘
所捷克大學或學院簽署交換學生等學術交流合作備忘

錄。民國 99 年我國在捷克之留學生約 80人，捷克在
臺之留學生約 40人。 

（四）科技關係：我與捷克之科技交流在東歐國家中最早，

自蘇聯共產解體後即已開始接觸。2010 年 9 月我與
新成立的捷克科技署簽署資訊交換合作備忘錄，規劃

2012年起在應用研究方面合作。 
（五）政要互訪： 

1、我國赴訪者：立法委員李明星、周守訓、盧秀
燕、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宋餘

俠、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主任委員李羅權、財

政部部長李述德、經濟部次長梁國新。 
2、捷克來訪者：眾議院友臺小組主席班達（Marek 

BENDA）、眾議員鮑爾（Jan BAUER）、歐賀利達
（ Ivan OHLÍDAL ）、 韋 斯 羅 契 爾 （ Radim 
VYSLOUČIL）、辛策（Ladislav ŠINCL）、科特
（Daniel KORTE）、維索茨納（Vysočina）省省長
別侯內克（Jiří BĚHOUNEK）、內政部次長梅拉哈
羅娃（Lenka PTACKOVA-MELICHAROVA）、通
訊傳播委員會主席德弗札克（Pavel DVOŘÁK）。 

六、我國與丹麥關係 
（一）一般關係：我國於 1950 年 1月 14日與丹麥中止外交

關係，1991 年 8 月 7 日設立代表處。丹麥駐華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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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於民國 72年 10月 28日在臺北設立。 
（二）經貿關係：民國 99 年丹麥對我國出口 2.1 億美元，

進口 3.4億美元。 
（三）文化交流：7 月中華民國臺灣女童軍總會組團參加丹

麥 SEE 2010 國際童軍大露營。10月臺北市青少年民
俗運動訪問團抵丹麥演出。 

（四）政要互訪： 
1、我國赴訪者：立法院「中華民國－丹麥國會議員
友好協會」會長洪秀柱、委員楊麗環、費鴻泰、

蕭景田、考試院院長關中、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副

局長顏秋來、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署長沈世宏。 
2、丹麥來訪者：國會議員侯福曼（ Sevend Erik 

HOVMAND）夫婦、史米茲（ Hans-Christian 
SCHMIDT）、安德森（Kim ANDERSEN）、李樂
侯（Lars Christian LILLEHOLT）。 

七、我國與愛沙尼亞關係 
（一）一般關係：愛沙尼亞與我無外交關係，目前一般業務

由駐拉脫維亞代表處兼轄、商務由駐芬蘭代表處經濟

組兼轄、新聞業務由駐瑞典代表處新聞組兼轄。 
（二）經貿關係：民國 99 年我向愛沙尼亞出口 1 億 1,560

萬美元，進口 1,370萬美元。 
八、我國與芬蘭關係 
（一）一般關係：我國於 1923 年 3 月 9 日與芬蘭建交，

1950 年 10 月 28 日中止外交關係，1990 年 6 月 1 日
設立代表處。芬蘭駐華代表處於民國 80 年 2 月 1 日
在臺北設立。 

（二）經貿關係：民國 99 年雙邊貿易總額 9 億 7,511 萬美
元，我出超約 2億 9,271萬美元。 

（三）文教關係：我國共有 18所大學分別與芬蘭 10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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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各項研究合作、交換教授及學生或締結姊妹校等

計畫。國立交通大學及天主教輔仁大學於 2010 年 11
月與漢肯經濟學院（Hanken School of Economics）簽
訂締結姊妹校協議，國立聯合大學及臺灣師範大學亦

於同月與奧盧大學（University of Oulu）簽訂締結姊
妹校協議。芬蘭每年均有學生申請華語獎學金前來我

國研習中文，我國赴芬留學之碩、博士生現有約 20
餘人。 

（四）政要往訪： 
1、我國赴訪者：考試院院長關中、經濟部次長梁國
新、「中華民國-北歐國會議員友好協會」會長丁
守中、委員周守訓、呂學樟、郭素春、羅淑蕾、

蕭景田。 
2、芬 蘭 來 訪 者 ：國會 議 員 卡 渥 （ Ulla Marita 

KARVO）、皮爾都能（Tuula Irmeli PELTONEN）、
波拉能（Antti Johannes VUOLANNE）、皮乃能
（Raimo Olavi PIIRAINEN）。 

九、我國與法國關係 
（一）一般關係：我於 1964年 2月 10日與法國中止外交關

係，1972 年 8 月 12 日以「法華經濟貿易暨觀光促進
會」（ASPECT-Taiwan）名義，派員長駐巴黎。法國
於民國 67 年 11 月 20 日於臺北設立「法亞貿易促進
會」，民國 82年 2月 1日，法國駐臺單位合署辦公，
組成「法國在臺協會」，並於同年首度派遣職業外交

官駐臺擔任主任。另法國政府於 1995年 5月 15日同
意我駐法單位以「駐法國臺北代表處」（Bureau de 
Représentation de Taipei en France）名義對外運作。 

（二）經貿關係：民國 99年我對法國出口 28.61億美元，進
口 13.75 億美元。2010 年 12 月 24 日簽署之｢臺法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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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所得稅雙重課稅及防杜逃稅協定｣已於 2011 年 1 月
1日正式生效。 

（三）文教關係： 
1、文化：我在法國設有「巴黎臺灣文化中心」。行政
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主任委員盛治仁於 2010 年 4月
赴法國主持第 14 屆臺法文化獎頒獎典禮。此外，
辦理視覺藝術相關活動計有 13 大項，表演藝術主
要項目則有 3大項、16檔次，共 139場演出。 

2、教育：國立臺灣大學等 70 餘所大專院校與法國相
關院校簽有各類學術合作協定超過 200 件，我國
有 6 所高中與法國高中簽訂學生互訪及交換協
定。法國政府自 1999 年起每年提供我國 15 名科
技獎學金名額，我教育部每年提供法國 18 名華語
文獎學金及 5 名臺灣獎學金，我在法留學生約有
2000 餘人，法國來我國留學生約 600 人。臺法間
自 2008 年起互派華法語文助教各 11 人，協助對
方之高中及大學語文教學。2010 年我方派 15 名
助教赴法，法方派 11名來臺。 

（四）科技合作：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先後與法蘭西學

院、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國家資訊與自動化研究

院、國家衛生暨醫學研究院、國家海洋資源開發研究

院，及國家研究署等研究機構簽署科技合作協議，目

前執行 50 餘項合作計畫，每年約百餘人次之互訪以
及將近 10 場之雙邊研討會。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也推動法國研究生及高等學院高年級生暑期來我國研

習及企業實習計畫。中央研究院與史特拉斯堡巴斯德

大學、法國現代中國研究中心、法國遠東學院、東亞

研究院以及布蘭利博物館等機構簽署學術合作協定。 
（五）工業合作：兩國工商業界透過官方之「臺法工業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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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及民間工商領袖推動之「臺法經濟合作會議」

促進工業經貿合作，每年輪流舉辦會議。 
（六）政要互訪： 

1、我國赴訪者：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主任委員盛
治仁、僑務委員會委員長吳英毅、行政院原子能

委員會主任委員蔡春鴻、教育部政務次長林聰

明、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鍾萬梅、行政

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陳正宏、立法委員

周守訓、朱鳳芝、李明星等。 
2、法國來訪者：國民議會副議長樂福（Marc le FUR）、
友臺小組主席博賀德（François BROTTES）、副
主席樂諾爾（Jean-Claude LENOIR）、議員馬莎特
（ Frédérique MASSAT）、馬澤潔（ Sandarine 
MAZETIER）、博論（Roland BLUM）、穆斯林
（Renaude MUSELIER）、參議院副議長暨友臺小
組主席巴芃（Monique PAPON）、副議長塔斯卡
（ Catherine TASCA）、議員貝泰樂（ Laurent 
BETEILLE）、波卡恰（Catherine PROCACCIA）、
高夏帆（Sylvie GOY-CHAVENT）。 

十、我國與德國關係 
（一）一般關係：我國於 1980 年 10 月 20 日在波昂設立代

表處，1999 年 10 月 4 日遷址柏林，另在漢堡及慕尼
黑設有辦事處，在杜塞道夫、波昂及法蘭克福分設貿

易、科技及觀光簽證等機構。德國在我國設有德國在

臺協會、德國經濟辦事處及臺北歌德學院（原德國文

化中心，民國 98 年 7 月 1 日更名）。「臺德青年打工
度假計畫聯合聲明」於 2010 年 10 月 11 日完成易地
簽署，德國為第一個與我國簽署青年打工度假協議之

歐洲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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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貿關係：民國 99 年我對德出口 65 億 1,150 萬美
元，進口 82億 6,390萬美元。 

（三）政要互訪： 
1、我國赴訪者：總統夫人周美青、立法院院長王金
平、委員洪秀柱、潘維剛、朱鳳芝、王廷升、楊

麗環、林郁方、李明星、廖婉汝、行政院衛生署

署長楊志良、外交部政務次長沈呂巡、經濟部次

長黃重球、國防部副部長楊念祖。 
2、德國來訪者：經濟部政務次長奧圖（Hans-

Joachim OTTO）、國會議員賴孟爾（ Andreas 
LÄMMEL）、費爾（Hans-Josef FELL）、葛倫特
（ Manfred GRUND ）、 蒂 爾 蔓 （ Antje 
TILLMANN）、傅格爾（Volkmar VOGEL）、西爾
特（Christian HIRTE）。 

（四）科研合作：每年約百人次交流互訪；3 項雙邊研討
會；龍門計畫：3 個合作單位，1 項計畫；杜聰明－
宏博研究獎至今 8 人得獎；林島諾貝爾學者會議提名
5 位領域年輕學者，全部審核通過；三明治計畫：每
年約 30 名臺灣博士生赴德進修；千里馬計畫：4
名；暑期營：每年 25 名德國碩士生訪臺，10 名臺灣
博士生訪德。 

（五）文教合作：教育部每年提供德國學術交流總署臺灣獎

學金及華語獎學金各 4 名。德國學術交流總署每年提
供我約 30 名獎學金生。我留德學生 1,272 名，德國
459 名學生留學我國。兩國大學間另簽有多項學術合
作協定，高中交流關係亦逐漸熱絡。 

十一、我國與希臘關係 
（一）一般關係：我國於 1972 年 6 月 5 日與希臘斷交，

1973 年 1 月 6 日在雅典設立代表處。希臘迄未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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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設立代表機構。 
（二）經貿關係：民國 99 年雙邊貿易總額 2 億 3,229 萬美

元，我享有順差 1億 710萬美元。 
（三）文教關係：我國於 2010 年 2 月在雅典文化中心舉辦

臺灣水墨畫展。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於 6 月間派 3員
出席希臘「第 50 屆國際奧林匹克學院青年奧林匹克
研討會」。中華心理衛生協會於 9 月間派員出席希臘
「世界心理衛生聯盟雙年會」。國立臺灣大學國際華

語研習所訪團 12月間赴希訪問，進行學術交流。 
十二、我國與匈牙利關係 
（一）一般關係：我國於 1990 年 4 月 2 日在布達佩斯設立

代表處。匈牙利駐華代表處於民國 87年 7月 26日在
臺北成立。 

（二）經貿關係：民國 99 年雙邊貿易總額 5.04 億美元，我
享有順差 2.76 億美元。我與匈國於 4 月 19 日簽署
「避免雙重課稅及防杜逃稅協定」。「臺匈競爭法合作

協定」於 10 月完成異地簽署程序。「第 7屆臺匈經濟
合作會議」亦於 10月在臺北舉行。 

（三）文教關係：我歷年來提供匈國來臺參加各項技術合作

訓練計畫達 100 餘人。匈牙利在我國之留學生約 50
人，我在匈牙利留學生約 60 人，匈國會推薦 4 位青
年政治菁英參加我外交部主辦之「2010 年國際青年
臺灣研習營」。臺北醫學大學校長邱文達率團訪匈，

與 Semmelweise 醫學大學及 Szeged 大學簽署姊妹校
協定。匈牙利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馬家立（Tamas 
MAGYARICS）率匈國智庫及學者來我國參加第 27
屆華歐學術會議。臺灣鳴蟲特展（Singing Insects 
from Taiwan）於 10 月 5 日至 11月 29 日在匈國自然
科學博物館館舉行。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贊助之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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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當代藝術大展：「臺灣響起」（Taiwan Calling）於
12 月 16 日起在 Mucsarnok 藝術館及路德維希當代美
術館（Ludwig Museum）展出 2個月。 

（四）政要互訪： 
1、我國赴訪者：立法委員李明星、林郁方、廖婉
汝、行政院衛生署副署長陳再晉、財政部部長李

述德、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主任委員李羅權。 
2、匈牙利來訪者：國會友臺小組主席艾克許（Jozsef 

EKES ）、 外 交 委 員 會 主 席 聶 梅 （ Zsolt 
NÉMETH）、議員克列門（András KELEMEN）、
顧 格 勒 （ Árpád GÓGL）、 克 來 恩 （ András 
KLEIN）、富樂普（ Istvan FÜLÖP）、畢赫列
（Imre PICHLER）、波多（Imre BODÓ）、巴托旭
（Mónika BARTOS）、友臺小組秘書長約哈斯
（ István JUHÁSZ）夫婦、議員伊瓦第（Gábor 
IVÁDY）。 

十三、我國與愛爾蘭關係 
（一）一般關係：我國於 1988年 7月 12日在都柏林設立代

表處。愛爾蘭駐華代表處於民國 78 年 8 月在臺北成
立。愛爾蘭政府自 2009 年 7 月 1 日起予我國人免簽
證待遇，我國同步延長愛國人民來華免簽證為 90
天。臺愛兩國人民自 2010 年 9 月 3 日起免試互換駕
照。 

（二）經貿關係：民國 99 年雙邊貿易總額約 3 億 5 千萬美
元，我方有 2千 7百萬美元之貿易逆差。  

（三）文教關係：民國 99 年我提供臺灣獎學金 3 名及教育
部華語文獎學金 2 名名額予愛爾蘭籍學生來我國就
讀。  

（四）愛爾蘭來訪者：國會議員萊利（James REI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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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我國與義大利關係 
（一）政治關係：我國於 1970年 11月 6日與義大利中止外

交關係，1990 年 8 月 7 日在羅馬設立代表處。義大
利外貿協會於民國 78年 9月 11日來我國設立「義大
利貿易推廣辦事處」，處理兩國間之經貿事務，「義大

利經濟文化推廣辦事處」於民國 84 年 3 月在臺北市
設立，並自民國 85 年 7 月起受理並核發國人赴義各
類簽證。民國 95 年 9 月上述兩機構合併為「義大利
經濟貿易及文化推廣辦事處」。 

（二）經貿關係：民國 99 年我對義國出口 24.47 億美元，
進口 19.48億美元。 

（三）政要互訪： 
1、我國赴訪者：總統夫人周美青、僑務委員會副委
員長任弘、教育部政務次長林聰明。 

2、義大利來訪者：國會友臺小組副主席馬蘭（Lucio 
MALAN）參議員夫婦、眾議員皮亞內達（Enrico 
PIANETTA）、維爾聶帝（Gianni VERNETTI）、
齊比諾（Vincenzo GIBIINO）夫婦、參議員菲雷
斯（Salvo FLERES）。 

十五、我國與拉脫維亞關係： 
（一）一般關係：拉脫維亞與我無正式外交關係，我目前由

駐拉脫維亞代表處統籌相關政務、商務由駐波蘭代表

處經濟組兼轄、文教業務由駐波蘭文化組兼轄、科技

業務由駐德國代表處科技組兼轄。 
（二）經貿關係：民國 99 年我向拉國出口 8,900 萬美元，

進口 1,400萬美元。 
（三）拉脫維亞來訪者：前總統薇契-斐柏嘉（Vaira VIKE-

FREIBERGA ） 伉 儷 、 環 境 部 部 長 維 哲 尼 斯
﹙Raimonds Vejonis﹚夫婦、政務次長米可莎（Zane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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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KOSA）。 
十六、我國與立陶宛關係 
（一）一般關係：我與立陶宛未互設官方代表機構，立陶宛

政務及領務由駐拉脫維亞代表處兼轄，商務及新聞業

務分由駐波蘭代表處經濟組與新聞組兼轄。 
（二）經貿關係：民國 99 年我國對立國出口 1 億 1,000 萬

美元，進口 1,200萬美元。 
（三）立陶宛來訪者：國會副議長巴特萊婷（Virginija 

BALTRAITIENE ）、 議 員 阿 頓 梅 納 斯 （ Mantas 
ADOMENAS）、納凡提斯（Gediminas NAVAITIS）。 

十七、我國與盧森堡關係 
（一）一般關係：我於 1975年 6月 10日在盧森堡設立代表

處，2002 年 10 月 25 日起關閉。盧森堡駐華代表處
於民國 98年 10月 8日在臺北成立。 

（二）經貿關係：民國 99 年我對盧出口 4,357 萬美元，進
口 2,438萬美元。 

（三）盧森堡來訪者：國會議員布哈（Félix BRAZ）、亞當
（Claude ADAM）、考克斯（Henri KOX）。 

十八、我國與荷蘭關係 
（一）一般關係：我於 1950年 3月 27日與荷蘭中止外交關

係， 1978 年 2 月 2 日設立代表處。荷蘭駐華代表處
於民國 70年 1月 9日在臺北成立。 

（二）經貿關係：民國 99 年我對荷蘭出口 52 億 2,000 萬美
元，進口 32 億 3,200 萬美元。截至民國 99 年 12 月
底止，荷蘭累積在我國投資件數為 449 件，金額達
182 億 3,000 萬美元。臺商在荷投資近 160 件，金額
約達 13 億 5,400 萬美元。第 12 次臺荷農業技術諮商
工作小組會議於 2010年 4月在荷蘭舉行。 

（三）我國赴訪者：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主任委員陳武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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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院大陸委員會主任委員賴幸媛、僑務委員會副委員

長任弘。 
十九、我國與挪威關係 
（一）一般關係：我國於 1920 年 3 月 6 日與挪威建交，

1950年 1月 7日中止外交關係，1980年 8月 26日在
奧斯陸設立代表處。挪威駐華代表處於民國 78 年 10
月 23日在臺北成立，民國 81年 12月關閉。 

（二）經貿關係：民國 99年我國對挪威出口 3億 9,313.8萬
美元，進口 5億 2,765.2萬美元。 

（三）政要互訪： 
1、我國赴訪者：「中華民國 -北歐國會議員友好協
會」會長丁守中、立法委員周守訓、羅淑蕾、郭

素春、呂學樟、蕭景田。 
2、挪威來訪者：國會議員顏妽（Siv JENSEN）、歐
森（Per Arne Lodding OLSEN）、睿特門（Jorund 
H. RYTMAN）、霍娜（Solveig HORNE）、霍克斯
洛德（Bård HOKSRUD）、古德絲葛森（Ingebjørg 
ODSKESEN）。 

（四）文化交流：8 月高雄市立瑞祥高中女足隊參加全球最
大規模青少年足球分齡賽挪威盃，榮獲高中女子組冠

軍。 
（五）經貿交流： 

1、4 月 20 日舉辦「臺挪雙邊經貿投資現況及商機拓
展」研討會。 

2、 6 月 28-29 日 奧 斯 陸 商 會 會 長 Lars-Kåre 
LEGERNES訪華。 

3、10月 28日合辦「首屆臺挪經濟合作會議」。 
二十、我國與波蘭關係 
（一）一般關係：我國於 1931 年 8 月 13 日與波蘭建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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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 10月 5日中止外交關係，1992年 12月 17日
在華沙設立代表處。波蘭駐華代表處於民國 84 年 11
月 2日在臺北成立。 

（二）經貿關係：民國 99 年雙邊貿易總額 10.9 億美元。5
月 5日舉行首屆臺波次長級經貿諮商會議。 

（三）文教關係：波蘭在我國之留學生約 70 人。我國在波
之留學生約 639人。 

（四）城市交流：臺北市及臺南市分別與華沙及艾爾布蘭格

（Elbląg）締結姊妹市。臺北與華沙兩市近年各選派
2位青年大使進行互訪。 

（五）政要互訪： 
1、我國赴訪者：經濟部次長黃重球、行政院衛生署
副署長陳再晉。 

2、波蘭來訪者：眾議員布凱維琪（ Bożenna 
BUKIEWICZ）、霍夫曼（Adam HOFMAN）、沈斐
爾得（Adam SZEJNFELD）、別德拉雪芙絲卡
（ Danuta PIETRASZEWSKA ）、 卡 明 斯 基
（Mariusz KAMIŃSKI）、史契龐斯基（Wiesław 
SZCZEPAŃSKI ）、 別 施 哈 瓦 （ Elżbieta 
PIERZCHAŁA）、參議員羅策茲卡（ Jadwiga 
ROTNICKA）、科學暨高等教育部政務次長歐爾
窩夫斯卡（Maria ORŁOWSKA）。 

廿一、我國與葡萄牙關係 
（一）一般關係：我於 1975 年 1 月 6 日與葡萄牙中止外交

關係，1992 年 11 月 27 日在里斯本設立代表處，葡
國迄未在我國設立代表機構。 

（二）經貿關係：民國 99 年雙邊貿易總額約 2 億 8,169 餘
萬美元，我自葡進口 5,078餘萬美元。 

（三）政要互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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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國赴訪者：立法委員林郁方、林德福、廖婉
汝、呂學樟。 

2、葡萄牙來訪者：國會議員歐卡娜（Carina João 
Reis Oliveira ）、 卡 寶 拉 （ Maria Paula 
CARDOSO）、羅卡拉（ Carla Maria de Pinho 
RODRIGUES）、艾梅達（Raúl Mário Camelo de 
ALMEIDA ）、 龔 卡 洛 （ Carlos PÁSCOA 
Gonçalves）、瑪汀絲（Hortense MARTINS）、雷茲
（Fernando Nuno Fernandes Ribeiro dos REIS）、達
飛力（Filipe Lobo D’AVILA）。 

廿二、我國與羅馬尼亞關係 
（一）一般關係：我與羅馬尼亞無邦交，未互設代表處，由

駐匈牙利代表處兼轄。 
（二）經貿關係：民國 99 年我國輸出 1.02 億美元，進口

3,827萬美元，目前在羅國臺商共 4家。 
（三）文教關係：我國每年提供臺灣獎學金及華語文獎學金

供羅國學生來臺求學或深造，目前羅國在我國之留學

生有 5 人。臺北醫學大學校長邱文達率團訪羅，與羅
國 Western University、University of Medicine and 
Pharmacy 及 Bogdan Voda 多所大學簽署姊妹校協
定。 

廿三、我國與斯洛伐克關係 
（一）一般關係：我國於 2003 年 8 月 1 日在布拉提斯拉瓦

設立代表處。斯洛伐克駐華代表處於民國 92 年 11 月
6日在臺北成立。 

（二）經貿關係：民國 99 年雙邊貿易總額 2 億 9,700 百萬
美元。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與國內 28 家廠商
組團訪問斯洛伐克。我在斯臺商投資總額計逾 3 億美
元。 



第二章 對外關係 

- 133 - 

（三）文教關係：教育部自民國 95 年起，提供「臺灣獎學
金」4 名額供斯國學生前來我國大學攻讀學、碩、博
士。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於民國 99 年 9 月與斯洛
伐克國家科學院簽署臺斯科技合作協議之人員交流專

案計畫附約。歷年來，我已提供斯國近 40 個名額，
供斯方派員來我國參加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

等機構所辦理之技術合作訓練。 
（四）我國赴訪者：財政部部長李述德、行政院國家科學委

員會主任委員李羅權。 
廿四、我國與西班牙關係 
（一）一般關係：我國與西班牙於 1973年 3月 10日中止外

交關係，同年 10 月 5 日在馬德里設立「駐西班牙孫
中山中心」，1991 年 2 月 23 日更名為「駐西班牙臺
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西班牙於民國 63 年 3 月 25 日
在我國設立「賽凡提斯商務文化推廣中心」，民國 71
年 3月 22日更名為「西班牙商務辦事處」。 

（二）經貿關係：2010 年我對西班牙出口金額 13 億 7,140
萬美元，進口 5億 6,888萬美元。 

（三）政要互訪： 
1、我國赴訪者：總統夫人周美青、立法院院長王金
平、立法委員林郁方、呂學樟、廖婉汝、林德

福、僑務委員會副委員長許振榮、國家通訊傳播

委員會主任委員彭芸、中央研究院副院長王汎

森、前副總統呂秀蓮。 
2、西班牙來訪者：西班牙-中華民國（臺灣）國會議
員友好協會會長巴紐（Francisco Vañó FERRE）、
秘書長古堤雷茲（Antonio Gutiérrez MOLINA）、
眾議員杜蘭（ Eva Durán RAMOS）、索拉娜
（María José Solana BARRAS）；參議員蕾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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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ía del Carmen Leyte COELLO）、潘瑪莉
（María Pan DOLORES）、菈果（María Paz Lago 
MARTÍNEZ ）、 募 德 （ María del Carmen 
Gueimunde GONZÁLEZ）。 

（四）文教關係：旅居西班牙之臺灣學生以學習語言居多。

天主教輔仁大學、淡江大學、靜宜大學與西班牙姊妹

校大學簽訂大三學生赴西班牙進修 1 年之計畫。文藻
外語學院利用暑期安排學生至西班牙合作大學從事語

文進修 2 個月之活動。我政府每年提供「臺灣獎學
金」1 名及「教育部華語文獎學金」4 名予西國人士
來我國進修學位或語文。 

廿五、我國與瑞典關係 
（一）一般關係：我國於 1950年 1月 15日與瑞典中止外交

關係，1973 年 8 月 2 日設立代表處；瑞典駐華代表
處於民國 71年 12月 9日在臺北成立。 

（二）經貿關係：民國 99 年瑞典自臺灣進口 6 億 142 萬美
元，出口 5億 2,676餘萬美元。 

（三）政要互訪： 
1、我國赴訪者：考試院院長關中、立法委員丁守
中、周守訓、郭素春、羅淑蕾、蕭景田、行政院

環境保護署署長沈世宏。 
2、瑞典來訪者：國會議員比利克斯（ Gustav 

BLIX ）、 外 交 部 次 長 維 斯 蘭 德 （ Gunnar 
WIESLANDER）。 

廿六、我國與瑞士關係 
（一）一般關係：我國於 1950年 1月 20日與瑞士中止外交

關係，1979年 4月 27日在洛桑設立代表處，1994年
7月 28日遷址伯恩。瑞士駐華代表處於民國 71年 11
月 20日在臺北市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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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貿關係：民國 99 年我國出口至瑞士 3 億 9,148 萬
美元，進口 15億 6,623萬美元。 

（三）政要互訪： 
1、我國赴訪者：僑務委員會委員長吳英毅、行政院
衛生署署長楊志良、立法委員鄭汝芬、侯彩鳳、

周守訓、李復興、江玲君、朱鳳芝、盧秀燕、鄭

金玲、鍾紹和、徐少萍、羅淑蕾、李明星、涂醒

哲。 
2、瑞士來訪者：國會議員費布諾（Bruno FRICK）、
梅賈克（Jacques-André MAIRE）、瑞凱希（Kathy 
RIKLIN）、畢羅藍（Roland Rino BÜCHEL）、雷
安德（André REYMOND）（99年 10月 8日至 13
日）。 

廿七、我國與英國關係 
（一）一般關係：我與英國於 1950 年 1 月 6 日中止外交關

係，1963 年 9 月在倫敦設立代表處，英國駐華代表
處於民國 65 年 2 月 1 日在臺北成立。2009 年 3 月 3
日起英國予我國人前往英國不逾 6 個月之非工作性質
免簽證待遇。 

（二）經貿關係：民國 99 年我國對英國出口 36 億 2,128 萬
美元，進口 16億 7,283萬美元。 

（三）文教關係：近年來我留英學生持續增加，包括就讀正

規學校及短期進修者在內，總數約 1 萬 5,000 人。英
國來我國之留學生人數近年亦呈增加。 

（四）政要互訪： 
1、我國赴訪者：僑務委員會委員長吳英毅、立法委
員周守訓、朱鳳芝、林郁方、李明星、國防部副

部長楊念祖、外交部政務次長沈呂巡、經濟部政

務次長林聖忠、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副主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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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陳正宏、僑務委員會副委員長許振榮。 
2、英國來訪者：國會小組共同主席溫特頓（Nicholas 

Raymond WINTERTON）下議院議員夫婦、下議
院議員康納提（Michael CONNARTY）、上議院議
員杜拉其亞（ Navnit DHOLAKIA）、哈里遜
（Lyndon Henry Arthur HARRISON）、李納德
（Christopher John ‘Chris’ RENNARD）、斯利姆
（John Douglas SL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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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教廷大使王豫元夫婦向教宗本篤十六世祝賀新年（1月 11日） 
 
 

 

駐教廷大使王豫元拜會梵蒂岡城國管理委員會主席勞耀樂樞機
（Giovanni LAJOLO）（5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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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教廷大使王豫元（左 3）應邀在我國與教廷合作出版之「利瑪竇
逝世 400 週年紀念文集」新書發表會致詞，主持人為梵蒂岡廣播
電台台長暨教廷發言人 Federico LOMBARDI（右 2）（10 月 28
日） 
 

 

奧地利人民黨國會黨團副主席亞蒙（Werner AMON）參加我國慶
酒會與駐奧地利代表陳連軍夫婦合影（10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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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丹麥代表陳國璜（左 4）陪同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署長沈世宏（右
4）等人拜會丹麥國會議員洪絲格（Anne Grete HOLMSGAARD）
（11月 23日） 
 
 

 

經濟部次長梁國新（右 3），與駐芬蘭代表曾慶源（左 2）及芬蘭
經濟部次長 Erkki VIRTANEN合影（9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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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主任委員盛治仁主持第 14 屆臺法文化獎，
由左 2 至右：前法國教育部部長兼法方委員 Xavier DARCOS、盛
主任委員、法蘭西學院終身秘書 Michel ALBERT、駐法國代表呂
慶龍、巴文中心主任陳志誠（4月 12日） 
 
 

 

總統夫人周美青率領明華園歌仔劇團訪問德國柏林（10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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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漢堡處長張曉妮為來漢堡參加跆拳道公開賽之臺北縣樹林高中
跆拳道代表隊加油（3月 13日） 
 
 
 

 

駐希臘代表朱玉鳳主持「臺灣水墨畫展」開幕剪綵（2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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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匈牙利代表高青雲參觀 Lakitelek 市學校設施情形，匈國會副議
長雷薩（Sándor Lezsák）說明 
 

 

駐愛爾蘭代表曾厚仁（右 2）與愛爾蘭國會友臺小組主席培利
（John PERRY）（左 1）、眾議員弗雷納岡（Terence FLANAGAN）
（右 1）、參議員康明斯（Maurice CUMMINGS）（左 2）於「臺灣
圖像展」開幕酒會合影（11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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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夫人周美青參訪義大利羅馬市立兒童圖書館，為義大利兒童
解說十二生肖故事（6月 24日） 
 
 
 

 

波蘭議員布凱維琪（Bożenna BUKIEWICZ）等一行 8 人訪問我國
參觀 2010臺北國際花卉博覽會（11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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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委員林郁方、廖婉汝、呂學樟及林德福訪問葡萄牙國會（1 月
25日） 
 
 
 

 

駐瑞典代表朱文祥與瑞典前首相佩爾頌（Hans Göran PERSSON）
合影（4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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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瑞典代表朱文祥與瑞典國會議長兼教育委員會主席帕爾森
（Margareta PALLSON）（左）合影（2月 2日） 
 
 

 

駐英國代表張小月出席由英國皇家園藝協會舉辦之雀兒喜花展，
並向前來觀賞之英國女王伊莉莎白二世（Elizabeth II）介紹臺灣蘭
花（5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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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愛丁堡處長朱瑞園與蘇格蘭政府主管議事副部長 Bruce 
CRAWFORD（右 1）、Stirling 市市長 Fergus WOOD（左 1）於蘇
格蘭議會「跨黨派友臺小組」成立酒會後合影（5月 19日） 
 
 

 

駐西班牙代表黃瀧元（左 4）於總統夫人周美青率領之「雲門舞
集」訪問巴塞隆納演出開幕典禮致詞歡迎（7月 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