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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我國與非洲地區國家關係

壹、前　言
非洲地區共有��個獨立國家，另有西撒哈拉（西班牙前屬

地，現由摩洛哥佔領並宣稱擁有主權）及索馬利蘭尚未獨立或未
獲國際承認。迄民國�0�年底，與我國維持正式外交關係之非洲國
家計有史瓦濟蘭、布吉納法索及聖多美普林西比等�國。我國在上
述�友邦均設有大使館，該�國在臺北亦設有大使館，其中史瓦濟
蘭及布吉納法索等�國另聘任駐華名譽領事，聖多美普林西比亦聘
任駐高雄名譽領事。
非洲無邦交國家方面，我國目前在南非及奈及利亞設有代表

機構，在南非除首都設代表處外，在開普敦亦設有辦事處。另經
濟部在象牙海岸設有遠東貿易服務中心駐象牙海岸辦事處，中華
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在布吉納法索、南非、埃及、阿爾及利
亞、奈及利亞及肯亞設有臺灣貿易中心，協助推動我國與非洲國
家之經貿關係。南非及奈及利亞在臺北設有辦事處，辦理與我國
實質關係業務。

貳、我國與各國關係
一、我國與布吉納法索關係
（一） 一般關係：我國於民國�0年��月��日與上伏塔共和國

（布吉納法索之舊稱）建交，民國��年�0月��日中止
外交關係，民國��年�月�日恢復邦交，隨即互設大使
館，並簽訂「中華民國政府與布吉納法索政府間合作
混合委員會權限、組織及功能議定書」，規範每�年輪
流在我國及布國舉行會議，檢討合作推動情形及規劃
未來合作計畫。第�0次兩國合作混合委員會將於�0�年
在臺北舉行。

（二） 經貿關係：本年雙邊貿易總額為�,���萬�,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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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我國自布國進口���萬�,000美元，對布國出口���
萬�,000美元。布吉納法索商工總會理事會書記Sékou 
HAIDARA代表該會前往我國參加「�0��年非洲工商
產業領袖高峰會」。在臺布合作計畫「瓦加杜古臺灣
貿易投資促進中心」架構下，計有��家布國企業來臺
參觀�月��日至��日之「臺北國際食品展」、「臺北
國際食品加工設備暨製藥機械展」、「臺北國際包裝
工業展」、「臺灣國際飯店暨餐飲設備用品展」與
「臺灣國際清真食用品展」，並進行採購，另安排布
吉納法索醫療設備商來臺參觀「臺灣國際醫療展覽
會」、「臺灣國際銀髮族暨健康照護產業展」與「臺
灣國際中草藥暨機能性食品展」。宣德能源有限公司
興建之太陽能板組裝廠�月��日正式落成啟用。海外工
程有限公司（OECC）、財團法人對外貿易發展協會
（TAITRA）、荃瑞企業股份有限公司（QLINK）及
中天國際貿易有限公司於�月、�0月及��月分批赴布考
察商機。為增加布吉納法索及西非新興市場商機在臺
能見度，布國商工總會（CCI-BF）在「瓦加杜古臺灣
貿易投資促進中心」協助下，為訂於�0�年�月舉行之
西非地區商務論壇暨貿洽會（Africallia �0��）在臺推
動大規模宣傳活動，包括聯合新聞網及鉅亨網網路廣
告，商業週刊、今週刊及財訊雙週報平面廣告，以及
東區與桃園國際機場大型看板及燈箱廣告。另為加強
臺灣在布國民眾及商業界之經貿形象，「瓦加杜古臺
灣貿易投資促進中心」分別針對（�）臺北食品�展、
（�）臺灣知名品牌、（�）經濟部國際貿易局臺灣經
貿網Taiwan Trade及（�）�合�汽機車展覽會等�主題，
在全年發動�波大型文宣活動，成功營造話題。「宣德
能源公司」、「中教工業有限公司」、「光駿營造」
等臺灣企業參與臺布雙邊合作計畫標案，獲得逾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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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臺幣商機。在整體貿易量維持小幅成長狀況下，臺
灣對布國貿易順差幅度在本年度下降，兩國經貿關係
呈現較平衡態勢。

（三） 文教關係：本年遴選�0名臺灣獎學金受獎生及�名財
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獎學金受獎生來臺留學；
另選派��名布國學員前往我國參加各項研習班（含遠
朋班及國際青年臺灣研習營）。我自��年起試行在布
國推動華語文教學，並自��年起經兩國合作混合委員
會通過列入正式雙邊合作計畫，正式定名「華語文教
學推廣計畫」，與布國總統府施政承諾常設秘書處合
作，以「語言教學」、「文化講座」及「文化推廣活
動」為計畫�大主軸，共有�名專任教師在計畫架構下
任教。「語言教學」方面，在華語文推廣中心及合作
之大專院校開設華語文課程，由於教學受到歡迎，
布國貿易拓銷局（APEX）首開先例與該計畫合作開
設商務人士華語專班，「文化講座」係與合作之大專
院校合開「中華暨臺灣文化講座」，除由計畫師資前
往講授我國文化多元面向外，本年邀請法國遠東學
院（Ecole Francaise d’Extreme Orient）漢學家華瀾
（Alain ARRAULT）於��月�日及�日在國際水資源暨
環境工程學院（�IE）講授中華文化裡「宗教」與「祖
先」之觀念，獲得該校師生熱烈迴響。國立臺北藝術
大學文化團�月��日至��日赴布訪演，在第二大城卜
卜‧迪烏拉索及首都瓦加杜古演出各�次，均造成轟
動。

（四） 政要互訪：
�、 我國赴訪者：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主任委員潘世
偉、國家安全局局長蔡得勝。

�、 布 吉 納 法 索 來 訪 者 ： 能 源 部 部 長 卡 蒲 雷
（ S a l i f  K A B O R É）、衛生部部長舍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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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éné SEBGO）、環境部部長魏陶哥（Salif 
OUÉDRAOGO）、國會議長瓦森羅（Soungalo 
Appolinaire OUATTARA）、議員游達（Bédouma 
Alain YODA）、紀吉爾（Marie Giséle GUIGMA/
DIASSO）、亞梅國（Rabi YAMEOGO）、青
年、職訓暨就業部部長狄亞拉（Basga  Emi le 
DIALLA）等。

（五） 其他：
�、 技術合作：陸稻計畫第II期�年計畫（本年為計畫
第�年）開墾面積達�,�0�公頃，稻米總產量亦因雨
量充沛較去年增產�0%。本年本計畫已超越原規
劃�年開墾總面積�,�00公頃之目標。民國�0�年起
預計開辦陸稻計畫第III期，工作重點持續擴增稻
作生產面積，降低進口米數量，減少外匯，增加
農民收入，協助布國達成糧食自給自足之目標。

�、 醫療合作：我國派駐在古都古友誼醫院駐診服務
之醫療團為擴大服務範圍，本年計畫重點為改善
古都古地區專科診療照護不足之現象，提升醫生
技術，改善基礎衛生醫療服務水準。在龔保雷國
家醫院辦理之布吉納法索全國基層醫護人員教育
訓練工作，本年共辦理�場基層醫護人員在職訓練
班；�場助產士在職訓練班共��0人次參訓及�場衛
生站護理長醫務管理在職訓練班共�00人參訓。本
年醫療團持續協助布國全國�家地區級醫院進行醫
療設備巡檢工作。駐布吉納法索大使館另與國合
會合作進行二手醫療器材捐贈案，獲得布國衛生
部及醫界肯定。另由臺灣廠商興建之�00床「龔保
雷國家醫院」，在埔里基督教醫院派駐輔導團隊
協助下，已於本年��月完成醫院管理系統（HIS）
修正及架設，此為布國公立醫院首次引進臺灣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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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系統並在全院安裝，目前已完成系統教用，部
分服務單位已上線使用。

�、 職訓合作：（�）我國協助布國推動職訓體系可分
為兩階段，第一階段自��年�月至�0�年�月止，行
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中區職業訓練中心成
立本計畫「在臺專案小組」協助推案。第二階段
自�0�年�月至�0�年��月為期�年半，由「財團法
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自�0�年�月起接辦「在
臺專案小組」相關業務及管理與聘任臺灣專家團
隊。本計畫由我國政府協助布國安裝�所大學工教
系教學設備、興建�所高職、�個職訓示範中心、
��個區級職訓中心及師資培訓等。目前已完成建
置�所大學工教系教學設備、�所高職、�個職訓示
範中心、�所區級職訓中心及師資培訓��0人次。
（�）第一批我常駐布國專家團隊人員於�00月��
月�日抵布後，立即投入協助布國全國首座「金亞
雷示範職訓中心」訓練及營運工作，之後陸續有
其他專家、行政專員及翻譯專員��人應聘來布服
務，為各國駐布專家團人數之最。另因臺布職訓
合作已逐漸進入第二階段以建立技能檢定制度為
主，所需臺灣專家人數自�0�年�月調整為�人，
並以種子師資培育及巡迴輔導為主要工作重點。
（�）�月完成高瓦高職土木工程、設備安裝及教
育訓練。�月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主任委員潘世偉
率團赴布考察臺布職訓相關合作業務。�0月駐
布吉納法索大使沈真宏與布吉納法索狄奧（Luc 
Adolphe TIAO）總理共同主持Bobo-Dioulasso市工
業級職訓中心奠基典禮。��月駐布吉納法索大使
沈真宏與國務暨政改部部長Arsène YE、中高等教
育部長Moussa OUATTARA共同主持高瓦高職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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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禮。��月完成德古都高職土木工程、�所區級職
訓中心土木工程及設備安裝、同由駐布吉納法索
大使沈真宏與中高等教育部長Moussa OUATTARA
共同主持Dori市高職奠基典禮。完成訓練人數���
人次。

二、我國與聖多美普林西比關係
（一） 一般關係：我國於民國��年�月�日與聖多美普林西比

建交，旋於同月��日在聖國設立大使館。聖國於民國
��年�月在華設立大使館。

（二） 經貿關係：本年雙邊貿易總額為��萬美元，我國出口
��萬美元，進口�萬美元。

（三） 文教關係：
�、 我每年提供聖國「臺灣獎學金」、「財團法人國
際合作發展基金會高等人力獎學金」及多項長、
中、短期訓練課程機會。

�、 我持續協助聖國推動縮減數位落差計畫，提供聖
國人士接受資訊課程訓練機會。

�、 �月臺北藝術大學文化表演團訪問聖國。
（四） 聖多美普林西比來訪者：總理賈布列（Gabriel Arcanjo 

FERREIRA DA COSTA）夫婦、外交部部長溫莉娜
（Natália Pedro da Costa UMBELINA Neto）、工商
部部長聖迪尼（Demóstene Vasconcelos PIRES DOS 
SANTOS）。

（五） 其他：
�、 技術合作：我派遣技術團協助聖國提升農牧業生
產技術，傳授農業新觀念及新農牧知識技能，推
廣種植高經濟價值作物。該團現工作重點為持續
協助聖國推動「糧食安全發展」及「養豬發展」
兩計畫，以便提高聖國農業及畜牧業之「質」與
「量」，增加聖國人民對蛋白質之攝取，並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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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採購糧食之外匯支出。目前持續與聖國配合
人員推動相關計畫。

�、 資訊合作：持續協助推動「縮短數位落差計
畫」，開辦電腦使用訓練講習班，並協助聖國推
動電子化政府。

�、 醫療合作：委由臺北醫學大學派駐醫療團，提供
聖國醫療援助款以聘請當地及國外醫事人員、採
購醫療設備及藥品、派遣醫事人員赴國外深造；
協助聖國改善醫療環境、提供醫護訓練課程；我
國援助聖國整建中央醫院急診室之主體工程已建
造完成，並於�月��日啟用。

�、 抗瘧合作：派駐抗瘧顧問團執行「協助聖國瘧疾
防治計畫」，瘧疾罹患率已由民國��年之��%逐
年降至近年來的�%以下，疫情大幅改善駐團持續
推動相關工作，以便達到根除聖國瘧疾之目標。

�、 電力合作：我協助聖國興建Santo Amaro電廠於
民國��年�0月完工啟用，並續派駐電力顧問團協
助電廠之營運，同時培養聖國電廠及維修管理人
才。該電廠約可提供聖國半數以上之電力需求。

�、 ��月普賢基金會捐贈輪椅、身障器材及醫療耗材
一批予聖國衛生部。

三、我國與史瓦濟蘭關係
（一） 一般關係：我國於民國��年�月�日與當日獨立之史瓦

濟蘭王國建交，並於��月��日在史京設立大使館。史
瓦濟蘭駐華大使館則於民國��年�月��日在臺北正式運
作。

（二） 經貿關係：本年雙邊貿易總額為�,���,���美元，我對
史國出口�,���,�0�美元；自史國進口���,���美元。

（三） 文教交流：本年共有�名史國青年獲得外交部「臺灣獎
學金」，另有��名學生獲得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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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會「國際高等人力資源培訓獎學金」及�0名獲得義
守大學學士後醫學系外國學生專班獎學金。目前在我
國留學之史國學生共��0餘人。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
基金會每年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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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機會。

（四） 青年交流：
�、 �月��日至�月��日，由中山醫學大學�位師生組成
之「國際青年大使」團隊訪問史國。

�、 �月彰化高中志工團、天主教會臺中教區學生志工
團及臺北醫學大學學生志工團等共�0餘人訪史擔
任志工、捐贈冬衣及食物等物資，並配合駐史瓦
濟蘭醫療團下鄉進行義診。

（五） 政要互訪：
�、 我國赴訪者：外交部政務次長柯森耀。
�、 史瓦濟蘭來訪者：史王恩史瓦帝三世（MSWATI 

I I I）、司法暨憲政部部長甘梅澤（Mgwagwa 
GAMEDZE）、司法暨憲政事務部政務次長曼巴
契（Thembinkosi MAMBA）、外交暨國際合作部
部長法庫澤（Mtiti FAKUDZE）、政務次長戴索
札（Sotja DLAMINI）、常務次長馬速庫（Melusi 
Martin MASUKU）、教育暨訓練部政務次長莫
爾（Patrick Norman MUIR）、經濟企劃暨發展部
部長項古聖（Hlangusemphi DLAMINI）、政務
次長史都華（Bertram STEWART）、天然資源暨
能源部部長桑蒂蕾（Tsandzile DLAMINI）、商
工暨貿易部部長齊理安（Gideon DLAMINI）、
眾議院議長穆西比（Themba MSIBI）、議員
戴希莉（Thulisile DLADLA）、戴法蘭（Frans 
Thembinkosi DLAMINI）、西美拉內（James 
Fanyana SIMELANE）、薩專友（Phssheya Vi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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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LATSHWAYO）。
（六） 其他：

�、 技術合作：我國依據「臺史農業技術合作協定」
派遣技術團駐史，協駐史國發展農業；另並依據
「臺史手工藝技術合作協定」派遣電腦、縫紉、
水電、機工等專家常駐史國，協助史國發展技職
教育與職業訓練。另鑑於培訓成改良好，機工科
計畫規劃於�0�年�月移轉史國。

�、 醫療合作：我國目前派有�名不同科別之醫師、�
名護理師及�名行政人員駐在史京醫院，並依史國
醫療需求，不定期派遣主題式醫療醫師赴史國診
療。

（七） 僑情：華僑約�千人，其中�百餘人來自臺灣。中華公
會暨臺灣商會及旅史華人高爾夫球協會為主要僑團。

四、我國與奈及利亞關係
（一） 一般關係：我國於民國�0年�月��日設置「中華民國駐

奈及利亞聯邦共和國商務代表團」，�月��日在奈國首
都拉哥斯（Lagos）正式開館，民國�0年�月�日遷至奈
國新都阿布加（Abuja）；我另於民國��年�月��日在
奈國卡拉巴（Calabar）設置總領事館，民國��年�月��
日關閉。奈國則於民國��年��月在臺北市設置「奈及
利亞駐華商務辦事處」。

（二） 經貿關係：本年雙邊貿易總額為�億�,�00萬餘美元，
奈國享有�億�,�00萬餘美元順差。我政府每年邀請奈
國相關官員前來我國參加各類經貿、科技、發展等專
業講習班，以提升雙邊經貿關係。

（三） 奈及利亞來訪者：聯邦眾議院人權委員會主席拉兒
（Beni LAR）、聯邦參議院司法、人權及法律事務委
員會主席戴璽祿（Umar DAHIRU）、通訊委員會副主
席伊伯罕（Abu IBRAHIM）及資本市場委員會副主席



中華民國�0�年外交年鑑

- ��� -

阿帝尼伊（Anthony ADENIYI）；聯邦眾議院工業委
員會主席歐拿渥（Mohammed Ogoshi ONAWO）、眾
議員伊拉（Nasiru Baballe ILA）、商業委員會主席歐
巴加（Sylvester OGBAGA）、政府事務委員會副主席
阿里（Peter Oge ALI）及國家計畫與經濟發展委員會
副主席巴達馬綏（Abdulrahman BADAMASUIY）。

（四） 文教交流：我政府每年提供「臺灣獎學金」及文化活
動營隊等機會，獎勵奈國優秀青年前來我國進修、參
訓，以促進雙邊文化及教育交流。

（五） 僑情：旅居奈國僑胞約�00餘人，多從事進出口貿易及
投資設廠。臺商在奈國投資者有�0餘家，投資金額約�
億�,000萬美元。

五、我國與南非關係
（一） 一般關係：我國與南非關係久遠，早自清光緒��年�

月��日（��0�年�月��日）即於約翰尼斯堡設立駐南
非總領事館，民國��年�月��日更名為駐約翰尼斯堡
總領事館，民國��年�月��日兩國建立大使級外交關
係。民國��年��月��日我國與南非中止外交關係，旋
於民國��年�月�日設置「駐南非共和國臺北聯絡代
表處」（Taipei Liaison office in the Republic of South 
Africa），南非同時在臺北設立「南非聯絡辦事處」
（Liaison office of the Republic of South Africa），我國
另在約翰尼斯堡、德班及開普敦三地設置臺北聯絡辦
事處。民國��年�月�日裁撤駐德班辦事處、��年�0月
��日裁撤駐約翰尼斯堡辦事處。

（二） 經貿關係：本年雙邊貿易總額為��億�,�00萬美元，我
國出口�億�,�00萬美元，進口��億�00萬美元。在南非
投資臺商約��0家，投資金額約�0億美元。

（三） 協議簽署：我國與南非簽署「農林漁業合作協議」、
「刑事司法互助協議」及「藝術與文化合作協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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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項協議。
（四） 政要互訪：

�、 我國赴訪者：外交部政務次長柯森耀、監察委員
尹祚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主任委員陳保基、僑
務委員會委員長吳英毅、衛生福利部次長林奏
延。

�、 南非來訪者：國會議員雷摩西（M o s i u o a 
Gerard Patrick LEKOTA）、卡黛瑞（Deidre 
CARTER）、黃俊僑（Chun-Chiao HUANG, 
J o h n n y）、瑪博曼陀（M a b e l  P e t r o n e l l a 
MENTOR）、溥蕾（Dina Deliwe PULE）、梁弼
（Archibold Jomo NYAMBI）、辜努（Nthabiseng 
Pauline KHUNOU）及孟麥蘿（Muntu Doreen 
NXUMALO）。

（五） 文教關係
�、 我國提供南非「臺灣獎學金」、「華語獎學金」
及各類講習班名額，促進雙邊文教、技訓交流，
本年共有�0位南非官員及學子來我國留學及參加
講習。

�、 駐南非代表處辦理「少年Pi的奇幻漂流」電影欣
賞會及邀請我國「十鼓擊樂團」赴南非巡演。

（六） 僑情：旅居南非之臺灣僑胞約�千人，傳統僑社僑胞約
�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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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布吉納法索大使沈真宏於我援贈之高瓦高職啟用典禮中，與布中
等教育部長及學員合影（��月��日）

駐聖多美普林西比大使程豫台於國慶酒會與聖國外交部部長溫莉娜
（Natália Pedro da Costa UMBELINA Neto）相互敬酒祝賀（�0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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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南非代表徐佩勇（左�）、南非駐華代表史功畢（Nicolaas Sauer 
SCHOOMBIE）（中）等貴賓在第�屆「臺斐雙邊論壇」會議合影
（�月��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