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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0�年是中華民國邁入新的一百年的首年，所面臨的則
是亞太經濟整合動能持續增強，東海及南海地緣政治競爭日益加

劇，及美國積極推動「向亞洲再平衡」政策的一個新局面。另一

方面，我國於�0�年�月��日舉行第��任總統、副總統大選，中國
大陸、韓國及日本三個東亞地區主要成員也完成領袖階層的更

替。儘管上述變化為東亞情勢增添許多不確定性，中華民國外交

仍穩健拓展，不論在鞏固民主人權、維護領土主權、加強國際參

與及拓展經貿合作等工作上都有具體成果，並成功形塑臺灣在國

際社會的地位。

站在新的一百年的開端，我們一同見證中華民國憲政史上第

�次總統直選，國人展現的民主理性及尊重法治的精神，普遍受
到國際社會的讚揚。美國歐巴馬總統在白宮賀電中稱許臺灣是

「亞洲偉大的成功故事之一」。民國�0�年�月�0日的總統就職典
禮中，有來自友邦及友好國家的元首、特使或政要等��個訪團出
席，彰顯我與各國關係密切友好。

在對外關係方面，政府持續推動「活路外交」政策，我國與

國際重要夥伴的關係日益增進。總統馬英九於民國�0�年�月率團
出訪赴布吉納法索、甘比亞及史瓦濟蘭�個非洲友邦，這是馬總統
上任以來首度訪問非洲，受到非洲友邦熱情的接待，並見證各項

雙邊合作計畫均在「目的正當、程序合法、執行有效」的原則下

積極落實與推動，我與邦交國之邦誼穩固。

臺美關係也有更上一層樓的發展，我國於民國�0�年��月�日
正式成為美國「免簽證計畫」（VWP）的第��個參與國，截至民
國�0�年底，全球已有���個國家與地區予我國人入境免簽證或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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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便利的待遇。臺歐實質關係也更加深化，我與英國簽署的度假

打工協定於民國�0�年元旦生效，同年�0月�日我國與愛爾蘭簽署
的度假打工協議則於民國�0�年元月起生效。臺日雙方於民國�0�
年除簽署《加速專利審查備忘錄》外，亦簽署《電機電子產品檢

驗相互承認備忘錄》，民國�0�年全球來臺旅客共有���萬人次，
其中日人為���萬人次，在兩國觀光史上係屬空前現象。
「活路外交」政策也成功開啟我參與聯合國專門機構活動的

大門。民國�0�年�月，我國連續第�年以觀察員身分出席「世界衛
生大會」（WHA）。�月「亞太經濟合作」（APEC）經濟領袖會
議在俄羅斯海參崴舉行期間，我領袖代表連戰首度與美國國務卿

柯琳頓（Hillary Clinton）舉行雙邊會談。�月��日我加入新成立的
「南太平洋區域漁業管理組織」（SPRFMO）成為會員，正式參
與太平洋海洋資源永續發展的管理機制。美國國會、歐洲議會、

中美洲議會紛紛通過友我決議案，支持我以觀察員身分參與「國

際民航組織」（ICAO），對於我擴大國際參與提供支持。
在拓展與各國的經貿合作關係方面，民國�0�年�月立法院通

過攸關美牛萊克多巴胺的食品衛生管理法修正草案，排除臺美間

經貿障礙，雙方已於�月恢復「貿易暨投資架構協定」（TIFA）
談判。我國也已與新加坡及紐西蘭完成經濟合作協議的實質談

判，目前正在進行法律檢視作業。未來我們的目標是希望能夠加

入「跨太平洋夥伴協議」（TPP）及由東協（ASEAN）所倡導的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RCEP）等區域經濟整合機制，進而
全面提升我國經貿競爭力。 
民國�0�年�月以來，釣魚臺列嶼發生一連串爭議，區域緊張

情勢有升高趨勢，馬總統特別在�月�日提出「東海和平倡議」，
重申我國對釣魚臺列嶼的主權，並基於「主權不可分割，但資源

可以分享」的理念，呼籲相關各方以歐洲北海的成功經驗為鑑，

積極對話溝通，以理性解決爭端，維持區域和平與穩定。我方倡

議獲得各界重視，我��個友邦元首、政府首長或代表並於第��屆
聯合國大會對我國所提出之東海和平倡議公開表示支持。臺日雙



- � -

序     言

方也在長達��年的談判協商後於今年�月�0日簽署「臺日漁業協
議」，是落實東海和平倡議的具體例證。

民國�0�年，國際政經局勢充滿機會與挑戰，外交部也於�月�
日組織改造後增加來自原行政院新聞局的國際傳播生力軍，並與

國內各界攜手努力為我國的外交拓展更寬廣的國際空間。因此，

在這冊年鑑出版前夕，本人希望除了和所有讀者共同分享我們去

年的工作成果外，也向社會上曾經參與及推動我國外交工作的團

體和個人，致上最誠摯的謝意。

外交部長　林永樂　謹序
中華民國�0�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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