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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長序言

外交政策的目標係維護國家主權、增進對外關係、提高國際

地位，並追求國家最大利益。值此國際局勢瞬息萬變，國人對我

外交事務的關注與期待日益殷切之際，為使民眾充分瞭解政府外

交施政作為，本部循例出版 104 年外交年鑑，向社會各界報告我

國對外工作進展，藉以自我鞭策，持續向前邁進。

在鞏固邦誼方面，104 年我與友邦互動密切，各國元首及高

層相繼率團訪華，馬前總統並於 7 月 11 日至 18 日出訪多明尼加、

海地及尼加拉瓜等 3 友邦。另聖露西亞於 6 月在我國設立其在亞

洲地區的首座大使館，我國與各友邦推動的發展合作計畫亦自

103 年的 480 件增至 104 年的 600 件，成長 25%。此外，友邦亦

持續在國際場合為我國仗義執言，支持我國有意義參與國際組織

等，凡此均顯示我國與友邦情誼益形穩固。

我國與各主要夥伴國家的關係持續深化，尤其與美國、日本、

歐盟及東協國家關係日益密切。在臺美關係部分，國務院經濟暨

商業事務助卿芮福金（Charles RIVKIN）5 月底訪臺，見證臺美

成立「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GCTF）。美國白宮於 11 月公布

的推動「向亞太再平衡」（Rebalance to Asia）政策說明文件中，

首度載明我國為「夥伴」（partner）；另美國於 12 月 16 日宣布

總額達 18.3 億美元對臺軍售，彰顯美方遵守對我安全承諾，並支

持我維護自由民主價值理念的決心。

臺日特別夥伴關係持續正向發展。雙方於 3 月召開「第 4 次

臺日漁業委員會」，進一步強化釣魚臺列嶼周邊海域的漁捕作業

秩序，有助確保我漁民權益；嗣於 11 月簽署《避免雙重課稅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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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競爭法適用瞭解備忘錄》及《強化災害防救業務交流合

作備忘錄》等 3 項協議。此外，兩國人民年度互訪往來高達 526
萬人次，再創歷史新高。

在與歐洲關係部分亦有諸多具體進展。104 年我國與歐洲主

要國家共簽署 18 項協議及備忘錄；歐盟及歐洲議會亦 4 度發表

或通過友我聲明或決議案。歐盟執委員會並於 10 月間公布的貿

易及投資政策文件中，表示將研議與我國開啟投資協定（BIA）

談判。

我國與東協國家間經貿、投資、教育、文化、勞工、旅遊等

實質關係日趨密切，各領域的交流與合作更形多元廣泛。6 月緬

甸駐華貿易辦事處正式成立、11 月我國與菲律賓簽署《臺菲有關

促進漁業事務執法合作協定》、12 月我國駐泗水辦事處正式掛牌

運作。

在國際參與部分，104 年 5 月我國連續第 7 年應邀以觀察員

身分出席「世界衛生大會」（WHA），8 月間正式成為「北太平

洋漁業委員會」（NPFC）會員，有助進一步維護我國漁民漁捕

權益。我國在「世界貿易組織」（WTO）及「亞太經濟合作會議」

（APEC）等國際經貿平臺，主動提出增進會員體福祉及區域繁

榮發展的多項倡議，持續扮演積極貢獻者角色。同時，我國亦透

過各項管道持續累積動能，為我國爭取參與「跨太平洋夥伴協定」

（TPP）及「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營造友我氛圍與

有利條件。

在善盡國際責任方面，我政府及民間組織持續積極參與人道

救援、災害防制及醫衛合作等領域，並做出具體貢獻。包括：3
月間我國在臺美合作架構下成立「伊波拉防疫訓練中心」並開辦

相關課程，訓練東南亞各國醫療專家，協助各國建立完善的防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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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系；4 月底尼泊爾強震，我政府結合民間力量，積極馳援救助，

除捐贈 30 萬美元賑災款外，亦向民間募得新臺幣 9,600 餘萬元及

47 公噸物資，並動員搜救隊及醫療慈善團體近 300 人前往尼國協

助救災。我國亦持續援助在約旦及土耳其境內的敘利亞難民改善

衛生環境及孩童教育設施，並提供伊拉克北部難民組合屋及冬季

禦寒裝備。

為促進國人參與國際交流活動，協助我國年輕世代拓展國際

視野及提升競爭力，我政府持續推動多項人民有感的政策。104
年內洽獲 21 個國家或地區給予我國人簽證便利待遇，使予我國

人免簽證、落地簽證或其他簽證便利待遇的國家或地區迄年底止

達致 161 個；同時亦有 86 個國家或地區與我國相互給予免試換

駕照待遇，另我國與捷克於 12 月間簽署青年度假打工備忘錄，

使我國青年可前往度假打工之國家增至 14 國。

上述各項外交成果係我們全體國人同舟共濟、齊心努力的結

果，本部今後將在「踏實外交、互惠互利」的外交新思維下，堅

守自由、民主、和平與繁榮等核心價值，並在符合國內民意、配

合國內經貿發展需求，以及妥善運用外交資源的前提下，以務實

的態度、積極的做法，腳踏實地，一步一腳印，克服各項外交挑

戰，致力落實「讓臺灣走向世界，讓世界走進臺灣」的願景。

在 104 年外交年鑑出版之際，本人謹藉此機會向所有曾經參

與及協助推動外交工作的國人表達誠摯的敬意與謝忱。

      外交部部長 李大維

      中華民國 105 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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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共出版外交年鑑 26 冊 (78 年及 79 年合併出

版 )，分送各界參考。此次續編，資料涵蓋期間自 104 年 1
月 1 日起至 104 年 12 月 31 日止。

二、本年鑑之題材、章節分為本文、外交活動圖片及附錄三部分。

本文包含對外關係、領事事務、外交行政、外交大事日誌等。

外交活動圖片係選刊與我國外交事務有關之彩色照片，配合

文字說明；附錄蒐錄總統之外交言論摘錄等 14 項與我國外

交業務有關之各種參考資料，以供查考。

三、本年鑑所用國名、人名及專有名詞等均係官方之成規或慣例

所習用者，必要時亦分別加註外文。外文姓名中「姓」之全

部字母使用大寫，以資辨識。

四、本年鑑之內容資料著重在 104 年間之各項外交業務及活動，

惟與上述外交事務有關之前後事實亦酌予刊入，以明其來龍

去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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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政要慣加「官銜」；文內數字依據行政

院秘書處 104 年 7 月出版之「文書處理手冊」附錄 5 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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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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馬英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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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 12 月 28 日卸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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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馬英九歡迎印度籍 2014 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凱拉許沙提雅提
(Kailash SATYARTHI) 來訪並與其合影留念 (1 月 15 日 )

總統馬英九主持史瓦濟蘭國王恩史瓦帝三世（MSWATI III）暨王妃訪問
我國軍禮歡迎儀式 (5 月 19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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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馬英九參訪美國哈佛大學校園 (7 月 11 日 )

總統馬英九參訪多明尼加 SAN LUIS 兒童中心 (7 月 12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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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明尼加總統梅迪納 (Danilo MEDINA) 軍禮歡迎總統馬英九到訪
(7 月 13 日 )

總統馬英九拜會多明尼加國會議長黎莎朵 (Cristina LIZARDO MEZQUITA)
(7 月 13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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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馬英九在多明尼加國會發表演說 (7 月 13 日 )

海地總統馬德立 (Michel MARTELLY) 在太子港國際機場歡迎總統馬英九
到訪 (7 月 14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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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加拉瓜總統奧德嘉 (José Daniel ORTEGA SAAVEDRA) 與總統馬英九
舉行兩國元首工作會談 (7 月 15 日 )

總統馬英九軍禮歡迎宏都拉斯共和國總統葉南德茲（Juan Orlando 
HERNANDEZ）訪問我國 (7 月 24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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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馬英九參加 2015 年東亞海域和平論壇並致詞 (8 月 5 日 )

總 統 馬 英 九 頒 授 巴 拉 圭 共 和 國 眾 議 院 議 長 韋 拉 斯 格 斯 (Hugo 
VELAZQUEZ)「特種大綬景星勳章」(9 月 15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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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統 馬 英 九 頒 授 巴 拉 圭 共 和 國 副 總 統 艾 法 拉 (Juan Eudes AFARA 
MACIEL)「特種大綬景星勳章」(10 月 8 日 )

副總統吳敦義出席 2015 亞太文化日開幕典禮並致詞 (10 月 24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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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馬英九會見吉里巴斯共和國總統湯安諾 (Anote TONG) 伉儷訪問我
國團 (11 月 11 日 )

總統馬英九會見諾魯共和國總統瓦卡 (Baron WAQA) 伉儷訪問我國團
(12 月 8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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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任馬紹爾群島駐華大使慕樂 (Frederick MULLER) 向外交部部長林永樂
呈遞到任國書副本 (9 月 18 日 )

外交部政務次長令狐榮達迎接諾魯共和國總統瓦卡 (Baron WAQA) 到訪
外交部 (12 月 11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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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政務次長侯清山歡迎瓜地馬拉副總統傅恩德斯（Juan Alfonso 
FUENTES SORIA）一行訪問我國 (12 月 30 日 )

外交部常務次長史亞平致詞歡迎德國國會友臺小組主席魏爾胥 (Klaus-
Peter WILLSCH 訪問我國 (6 月 1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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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對外關係

第一節  對外關係概況

第一項  我國與亞太地區國家關係

壹、前言
亞東太平洋地區範圍泛指由日本、朝鮮半島而下，南至澳

大利亞、紐西蘭，西起印度、斯里蘭卡，向東橫跨孟加拉、東南

亞及南、北太平洋諸島國，其種族、歷史、文化、宗教及社會之

發展互異。亞太地區包含我國在內，計有 37 個獨立國家，為全

球重要之政治外交重心，其中我與索羅門群島、吐瓦魯、馬紹爾

群島、帛琉、吉里巴斯、諾魯等 6 國有外交關係，餘則大多數與

我有密切實質關係。亞太地區一般以地緣及政治因素加以區分，

大致分為東北亞、東南亞、南亞、澳紐與南太平洋 4 個區域。

貳、我國與各國關係
一、我國與吉里巴斯關係

( 一 ) 一般關係：我國於 92 年 11 月 7 日與吉里巴斯建立外
交關係，93 年 1 月 10 日在吉國首府塔拉瓦之百里基
（Bairiki）設置大使館。多年來我國協助吉國推動其
本島及外島之社、經發展及基礎建設，透過訓練及研
習計畫協助其發展人力資源與技術。每年並提供「臺
灣獎學金」及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之獎學金
與研習班，供吉國青年學生來臺進修與深造；我國義
守大學醫學院自 102 年開始每年選錄吉國學子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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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士後醫外國學生專班」，訓練吉國醫師。
( 二 ) 合作關係：我國與吉國合作推動多項計畫，協助吉國

各項發展；派駐技術團協助吉國發展農、畜、水產及
營養計畫。每年除固定提供醫療援助，協助吉國提升
醫療服務及安排病患來臺就醫外，本年派遣 2 團行動
醫療團赴吉義診。推動「臺灣一盞燈」計畫，協助改
善吉國離島電力匱乏地區學童學習環境及村落聚會所
之照明。我國每年均有為數不少大型圍網漁船繳付入
漁後，前往吉國海域捕魚。本年 9 月至 12 月間駐吉
里巴斯大使李傳通率駐吉技術團及臺灣醫衛中心人員
赴吉國 6 離島推行「農畜推廣暨醫療營養行動計畫」。 

( 三 ) 政要互訪：
吉里巴斯來訪者：總統湯安諾 (Anote TONG) 伉儷、
交通部長班尼明 (Rimeta BENIAMINA)、公共工程部
長戚偉生（Waysang KUMKEE）、列嶼暨鳳凰群島部
長德塔威（Tawita TEMOKU）與在野黨黨魁拿卡拉
（Tetabo NAKARA）等。我國赴訪者：財團法人國際
合作發展基金會秘書長施文斌。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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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在馬國首府馬久羅
（Majuro）設立大使館。馬紹爾群島共和國於 88 年 2
月派員來我國設立大使館，並於 91 年 5 月派駐大使。

( 二 ) 技術合作：兩國政府簽有農技合作協定及志工協定。
目前我方派有技術團團長、1 名專家、1 名技師及 2
名替代役男常駐當地協助推動農業發展計畫；另派有
1 名志工在馬國政府部門協助擔任中文翻譯工作。我
國目前與馬方合作開辦微額貸款計畫，以協助馬國發
展中小企業及農漁事業。繼「臺馬技術暨職業訓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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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計畫」在馬開辦成功後，已累積有超過 215 名學員
接受「汽車修護」及「水電管線」等職業訓練，協助
馬國提升能力建構、技術移轉及創造當地就業機會。
我國與馬國持續密切進行「潔淨能源合作計畫」，
104 年內分別在首都馬久羅市及第二大城伊拜市共裝
置 100 盞太陽能路燈，以提昇當地居民生活品質及住
行安全。

( 三 ) 醫療合作：臺馬醫療合作關係密切，兩國政府已簽有
「中華民國（臺灣）行政院衛生署與馬紹爾群島共和
國衛生部間衛生合作協定」暨「中華民國（臺灣）行
政院衛生署駐馬紹爾群島共和國臺灣衛生中心備忘
錄」。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與馬久羅醫院及伊拜醫院
簽署建立姊妹醫院關係備忘錄；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
與馬久羅醫院亦簽有姊妹醫院關係備忘錄。臺北醫院
及雙和醫院亦均與馬國衛生部簽有轉診協議。我方在
馬久羅醫院內設立「臺灣衛生中心」，並派有 1 名公
衛護理師常駐位於該院之「臺灣衛生中心」，協助馬
國衛生部門執行公共衛生政策及提倡衛生教育等。此
外，我國每年均派遣數個行動醫療團訪問馬國，提供
優質醫療及醫護訓練服務。

( 四 ) 政要互訪：
1、我國赴訪者：立法院委員邱文彥等一行 9 人於 8

月間赴馬國出席「亞太國會議員聯合會 (APPU)」
第 79 屆理事會及第 45 屆年會、原住民族委員
會指派教授蔡中涵等傳統領袖一行 3 人於 8 月
間前往馬國參加「太平洋島國傳統領袖高峰會
(PITLS)」及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前院長吳志雄一
行 3 人於 4 月間及現任院長李飛鵬一行 4 人於 10
月間分別到訪馬國，並與馬國衛生部及馬久羅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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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進行醫衛合作交流。
2、馬紹爾群島共和國來訪者：財政部長亞丁 (Jack 

ADING) 夫 婦、 總 統 助 理 部 長 海 尼 (Wilbur 
HEINE)、 資 源 暨 發 展 部 長 柯 尼 柳 絲 (Michael 
KONELIOS)、 交 通 部 長 海 尼 (Thomas HEINE)
及 AKA 執政聯盟主席、參議員卡布瓦 (Michael 
KABUA) 等共計 3 批、14 名外賓訪問我國。

三、我國與諾魯關係
（一）一般關係：我國與諾魯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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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設立駐華
大使館。

（二）雙邊關係：
1、技術合作：駐諾魯技術團推動蔬菜生產及營養提

升計畫，增加蔬菜、水果、雞蛋生產，協助諾國
農畜發展，參與學童營養午餐計畫，改善諾國人
民飲食習慣。

2、醫療合作：我國臺中榮民總醫院依據該院與諾魯
衛生部簽署之 5 年合作備忘錄，本年派遣行動醫
療團 2 團至諾魯為病患看診，並先後派遣 6 位醫
師長駐；該院並於本年 12 月 10 日與諾魯衛生部
簽署效期 5 年之轉診協定。

3、人力資源培訓：提供臺灣獎學金予 5 位諾魯優秀
學子來我國就讀，並薦送諾國菁英參加遠朋國建
班、亞太地區國際青年菁英領袖研習班、財團法
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舉辦之各項專業研習班。

4、潔淨能源合作：本年我國捐贈第三套併聯型太陽
能光電系統安裝於諾魯政府大樓屋頂及修復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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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路燈，協助諾國潔淨能源發電。
（三）諾魯來訪者：

總 統 瓦 卡（Baron Divavesi WAQA） 伉 儷、 國 會 議
長 史 可 迪（Ludwig SCOTTY） 伉 儷、 工 商 部 長 庫
克（Aaron COOK） 夫 婦、 磷 礦 基 金 部 長 柏 尼 克
（Shadlog BERNICKE）、 司 法 部 長 兼 財 政 部 長 亞
丁（David ADEANG）、 國 會 議 員 布 爾 曼（Cyril 
BURAMAN）。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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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我設大使館，同年 3 月 5 日掛牌運作。
帛琉駐華大使館於 95 年 10 月 4 日在臺北市成立。

  ( 二 ) 雙邊關係：
1、發展合作：兩國在基礎建設、潔淨能源、畜牧、

水產、資訊、運輸等領域均有合作項目。
2、技術合作：我國自 72 年起即派農技人員進駐帛琉，

74 年正式設團，配合帛琉政府之糧食安全政策，
推廣優良芋頭種苗、引進熱帶水果及多樣化之蔬
菜，推動觀光果園及校園農場計畫。

3、醫療支援：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自 95 年
起每年均派遣行動醫療團 (101 年改稱「臨床醫療
小組」) 赴帛琉進行醫教交流與義診、提供醫事人
員訓練；101 年 10 月啟動「臺灣醫療計畫」，協
助帛琉病患來華轉診，並減緩非傳染性疾病之威
脅。

4、電信合作：中華電信公司技術協助帛琉國家電信
公司提升手機通訊品質及續予技術維護。

5、人力資源培訓：我國提供臺灣獎學金及國合會獎
學金，由帛琉政府選送優秀學子來華就讀，並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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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帛琉各界菁英來華參與我國舉辦之各類研習班
與培訓班。

6、青年暨文化交流：104 年度國際青年大使亞太二團
至帛琉交流。

   ( 三 ) 政要互訪：
1. 我國赴訪者：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秘書長施文斌。
2. 帛 琉 來 訪 者： 參 議 院 議 長 陳 坎 薩（Camsek 

CHIN）、教育部長索辛頓（Sinton SOALABLAI）
 、眾議員柯攸塔（ Frank KYOTA）、眾議員卡奈

（Gibson KANAI）、 眾 議 員 翁 尼 多 柏（Sweeny 
ONGIDOBEL）、 眾 議 員 馬 力 諾（Sebastian R. 
MARINO）、社區及文化事務部長雀兒頓（Joylenn 
Baklai    Temengil-CHILTON）、 參 議 員 伊 娜 寶
（Rukebai INABO）、 參 議 員 賽 娜 寶（J. Uduch 
SENGEBAU-Senior）、柯羅州州議員派德籮（Ann 
L. PEDRO）。

五、我國與索羅門群島關係
( 一 ) 一般關係：我國與索羅門群島於 72 年 3 月 24 日建

交，同年 5 月 26 日成立「駐荷尼阿拉 (Honiara) 總領
事館」，74 年 9 月 16 日升格為大使館。索羅門群島
於 89 年 11 月 1 日在我國設立大使館。

( 二 ) 雙邊合作：
1、農業技術合作：我國派遣駐索羅門群島技術團在

索國西省、麻省、瓜省及索京等地推動園藝計畫、
農業綜合經營計畫及 養豬整合計畫，並開設麻來
塔省農業及養豬綜合訓練中心。合計共辦理推廣
及訓練講習 20 餘場，受訓人次 400 餘人，推廣面
積 100 餘公頃，輔導養豬戶 200 餘戶，裨益農業
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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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醫療合作：我國協助索國發展醫療及公共衛生能
力建構，協助中央醫院相關修繕工程提昇服務品
質，協助登革熱實驗室開放運作，另駐索羅門群
島臺灣衛生中心不定期派遣駐點醫師、專科醫療
團等下鄉義診衛教，舉辦登革熱、營養、急重症
護理、寄生蟲防治等研討會，駐館曾與美國約翰
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合作籌組行動醫療團來索教
學及義診服務，獲索國政府重視及媒體報導。

3、公共衛生援助：援助索國麻來塔省 Lau 潟湖區
Fakaloloma 及 Funafou 2 小島之 Fakaloloma 衛生先
導計畫，興建公共廁所，改善落後離島社區公共
衛生及居民健康。

4、索羅門洪災衛生計畫：我國與世展會臺灣及索國
分會合作執行在瓜省 Weather Coast 災區衛生及供
水計畫，改善偏鄉居民環境衛生和健康。

5、愛心書包文具捐贈案：辦理我國內紅十字總會等
4 個 NGO 團體捐贈愛心文具予特教學校及偏鄉小
學，彰顯我國人民關切友邦學童善意及愛心。

6、發展潔淨能源計畫：推動我國與索國合作「一學
童一盞燈」計畫運用太陽能協助索國偏鄉學童夜
間照明。

 ( 三 ) 政要互訪：
104 年 3 月外交部主任秘書石瑞琦率督察團訪索；104
年 7 月立委趙天麟訪索；104 年 7 月外交部政務次長高
振群擔任特使出席索國獨立紀念日慶典活動；104 年
9 月中央氣象局局長辛在勤訪索；104 年 10 月國合會
秘書長施文斌率團訪索；104 年 10 月索國總督卡布依
(Frank KABUI) 訪問我國出席雙十國慶；104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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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國衛生部長凱圖 (Kaitu'u) 訪問我國出席 2015 臺灣全
球健康論壇；104 年 11 月索國漁業部長曼尼亞魯 (John 
MANENIARU) 應邀訪華並與漁業署簽署 MOU。

六、我國與吐瓦魯關係

（一）一般關係：我與吐瓦魯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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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轄。87 年 12 月

在吐京設立代辦級大使館，93 年 4 月起正式派任大使
常駐。

（二）農漁合作：持續並擴大農漁合作，協助吐國人民自給
自足並建立均衡飲食習慣，例如推動蔬果 360 計畫，
以及在吐京養殖虱目魚。

（三）人力發展合作：遴選吐瓦魯優秀學子申請臺灣獎學金
至我國就讀，並薦送吐國各界菁英參加遠朋國建班、
傑出青年研習營，以及國合會訓練班。

（四）吐瓦魯來訪者：總理索本嘉 （Enele  Sosene SPOAGA
 ）、 內 政 部 長 蘇 阿 里 奇（Namoliki Sualiki 

NEEMIA）、教育部長曼尼（Fauoa MAANI）、衛生
部長馬努業（Satini Tulaga MANUELLA）、國會議
員戴伊歐（Samuelu Penitala TEO）、國會議員蒲肯娜
（Puakena BOREHAM）。

七、我國與澳大利亞關係
（一）一般關係：我國於 61 年 12 月 22 日中止與澳大利亞

外交關係，80 年 1 月 22 日澳大利亞政府同意我國於
坎培拉、雪梨及墨爾本設立「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 另澳方於 94 年 12 月 9 日同意我國在布里斯本增設
辦事處 )。同年 4 月 30 日我國將原本設立於雪梨及墨
爾本之單位更名，正式設辦事處，並於澳京坎培拉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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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代表處。澳大利亞於70年10月30日在臺北設立「澳
大利亞商工辦事處 (ACIO)」，101 年 3 月更名為「澳
洲辦事處」(Australian Office)。

（二）經貿關係：104 年雙邊貿易額為 89 億 1,800 萬美元，
澳洲長久以來為我國農工原料重要供應來源，臺澳兩
國經濟結構甚具互補性。我國是澳洲第 11 大貿易夥
伴，第 8 大出口市場。我國自澳洲進口主要為能礦原
料及農產品，澳洲自我國進口之主要產品為煉製石
油、手機、鋼品、機械零配件、化學品等。

（三）政要互訪：
1、專案訪團：經濟部部長鄧振中於 104 年 9 月率團

赴澳訪問，拜會澳大利亞財政部首席副部長佛登
堡 (Josh FRYDENBERG) 及產業部長麥克法蘭 (Ian 
MACFARLANE)，並在澳大利亞國會餐會發表演
說。

2、我國赴訪者：104 年我國其他訪澳之政府首長包括
國安會諮詢委員楊念祖、外交部政務次長令狐榮
達及僑務委員會副委員長信世昌。

3、澳大利亞來訪者：澳洲外交暨貿易部次長昆蘭 (Gary 
QUINLAN) 於 7 月來華出席「第 19 屆臺灣經濟諮
商會議」；澳洲聯邦國會參眾兩院「外交、國防
及貿易聯席委員會」外交小組主席史東 (Sharman 
STONE) 等 4 位國會議員於 8 月訪問我國；澳大
利亞首都特區議長一行 4 人於 8 月首度訪問我國；
澳洲聯邦國會「友臺小組」主席麥賽森 (Russell 
MATHESON) 等 4 位國會議員於 10 月訪問我國。

 （四）其他
1、文教交流：外交部、文化部與澳洲國家大學合作

於 1 月間在澳京首度召開臺灣研究大型國際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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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議，該校並邀我國 6 位知名學者專家演講。
我國在澳洲大專院校留學人數為 13,368 人。澳
洲 371 名學生來華留學，澳洲新可倫坡計畫 (New 
Colombo Plan) 核定獎助 54 名澳洲大學生來華短
期研習。

2、科技合作：「澳洲國家創新科學進程」(National  
Innovation and Science Agenda) 將我國列為科技研
發合作夥伴之一。駐澳大利亞代表處協助 14 位我
國學者赴澳大利亞重要科研機構及大學進行短期
研究訪問。

3、經貿會議：104 年 7 月在臺北舉行「第 12 屆臺澳
農業合作會議」及「第 19 屆臺灣經濟諮商會議」；
9 月上旬在達爾文舉行「第 20 屆臺灣能礦諮商會」
及「第 29 屆臺澳經濟聯席會議」。

八、我國與汶萊關係
( 一 ) 一般關係︰我國於 67 年 9 月 27 日於汶萊設立「駐 汶

萊遠東貿易文化中心」，85 年 7 月 1 日更名為「駐汶
萊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95 年 3 月 17 日關閉，96
年 3 月 1 日重新掛牌運作。

 ( 二 ) 經濟關係︰ 104 年雙邊貿易總額為 3 億 8,010 萬美元，
我國出口 2,380 萬美元，進口 3 億 5,630 萬美元。

( 三 ) 其他︰
1、104 年 3 月 11 日臺北醫學大學校長閻雲率團赴汶

萊訪問，洽談癌症醫學教育合作及臺灣各大學學
歷在汶認證事。

2、6 月 30 日僑務委員會視察蔡應雪率領國內各大學
代表乙行赴汶萊訪問，於汶萊中華中學及馬來奕
中華中學舉辦招生宣導會，有近 300 位學生與會。

3、7 月 25 日彰化縣縣長魏明谷率農業團赴汶萊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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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2015 臺灣農產品節」活動，促銷我國農產
品。

4、8月1日汶萊大學教育系首度聘用之我國籍講座 (劍
橋大學博士 ) 李慧娟抵達汶萊大學任教。

5、9 月 25 日駐馬來西亞代表處觀光組副主任陳憶婷
等人赴汶萊訪問，參加「2015 汶萊旅展」及舉辦
「臺灣觀光說明會」暨記者會，推展臺灣觀光。

九、我國與斐濟關係
（一）一般關係：我國於 60 年 5 月 15 日設立「中華民國駐

斐濟商務代表團」，65 年 2 月 29 日更名為「亞東貿
易中心」，76 年 12 月 21 日易名「中華民國駐斐濟共
和國商務代表團」。86 年 12 月 25 日斐濟總統馬拉
（Kamisese MARA）在臺北市主持「斐濟中華民國貿
易暨觀光代表處」開館儀式。斐濟工貿部 103 年 3 月
發布鄔凱瑞 (Karaisitiani VUIBAU) 擔任新任駐華貿易
暨觀光代表。

（二）經貿關係：104 年雙邊貿易總額為 6,231 萬美元，我
國出口 5,835 萬美元，進口 396 萬美元。

  ( 三 ) 雙邊合作：
1、農技合作：我國於 79 年 4 月 25 日即與斐濟簽署

農技合作協定，雙方定期重新簽署農技合作協定，
維繫農業合作關係迄今。我技術團駐斐濟 Sigatoka
等地，推動雙方農技合作。

2、醫療合作：104 年我國國泰醫院斐濟行動醫療團
2 梯次共 16 人次，分別在斐濟西部沿海村落及
Sigatoka 鎮、離島 Levuka 及首都蘇瓦及 Nausori
巡迴義診人數約 2,500 人，頗受斐濟各界好評。另
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精神醫療建構考察
團，並與斐濟衛生部會議及簽署會議備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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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文化交流：原住民族委員會 104 年「Mataisah‧ 原夢
計畫」，由臺灣大學原住民族研究中心與南大平洋大
學（USP）太平洋文化與藝術中心（OCACPS）共同
主辦，12 位學員赴斐濟參訪 2 個星期，返臺後舉辦
斐濟特展及成果發表會，並放映斐濟電影「大地有眼 
The Land Has Eyes」。

( 五 ) 政要互訪：
1、我國赴訪者：中華民國童軍文教基金會董事長趙

守博 ( 總統府資政 ) 於 104 年 8 月 29 日至 9 月 2
日訪問斐濟，會晤斐濟童軍總會長楠德 (Abhay 
NAND) 進行童軍交流。

2、斐濟來訪者：斐濟國會 4 位友好國會議員組成之
訪華團於 104 年 9 月底來臺參訪，並進行國會交
流。

十、我國與印度關係
( 一 ) 一般關係：84 年 7 月印度在我國設立「印度―臺北協

會」；84 年 9 月我國在印度設立「駐新德里臺北經濟
文化中心」，101 年 2 月更名為「駐印度臺北經濟文
化中心」﹔ 101 年 12 月設立「駐清奈臺北經濟文化
中心」。

( 二 ) 經貿關係：104 年雙邊貿易額達 48.11 億美元，我國
出口至印度 29.33 億美元，自印度進口 18.78 億美元，
順差 10.55 億美元。

( 三 ) 文教交流關係：我國已分別在印度金德爾全球（Jindal 
Global）大學、亞米堤（Amity）大學、國立伊斯蘭
回教大學（Jamia Millia Islamia）、印度理工學院馬
德拉斯分校（IIT-Madras）及尼赫魯大學設置共 5 座
「臺灣華語教育中心」，另外亦由我國教育部選派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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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教師赴印度布魯貝爾斯國際學校（Bluebells School 
International）、Graphic Era University 及印度理工學
院孟買分校（IIT-Bombay）等 3 校開設華語課程，積
極在印推展華語文教育。目前已有超過 2000 位印度
學生修讀華語，獲得臺灣獎學金之印度學生亦達 200
餘人。

( 四 ) 政要互訪；
1、我國訪印者：總統府資政趙守博、行政院政務委

員杜紫軍、經濟部政務次長卓士昭、經濟部次長
沈榮津、科技部政務次長錢宗良、經濟部國際貿
易局局長楊珍妮、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副局長徐大
衛、經濟部工業局副局長呂正華、經濟部投資業
務處副處長楊長宏、財政部關務署署長莊水吉、
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局長葉惠青。

2、印度訪臺者：印度國會議員海格德 (Anant Kumar 
 HEGDE) 及 迪 歐 (Arka Keshari DEO)、 商 工

部 產 業 政 策 及 推 廣 部 門 次 長 坎 特 (Amitabh 
KANT)、商工部產業政策及推廣部門司長辛格
(Shailendra SINGH)、資通訊科技部次長沙馬 (R. 
S. SHARMA)、資通訊科技部助理次長庫馬 (Ajay 
KUMAR)、Uttar Pradesh 州電子部次長提瓦利 (R. 
K. TIWARI)、Madhya Pradesh 州科技部次長勞歐
(Hari Ranjan RAO)、Tamil Nadu 州工業部次長善
卡 (C. V. SANKAR)、Telangana 州資通訊科技暨電
子部部長勞歐 (K. T. Rama RAO)。

十一、我國與印尼關係
（一）一般關係：我國於 61 年 7 月 4 日設立「駐雅加達中

華商會」，79 年 1 月 19 日更名為「駐印尼臺北經濟

貿易代表處」。印尼於 60 年 6 月 1 日在臺北市設置「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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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印尼商會」，84 年 1 月更名為「駐臺北印尼經濟
貿易代表處」。104 年 12 月設立「駐泗水臺北經濟貿
易辦事處」。

（二）經貿關係：104 年雙邊貿易總額為 90 億 814 萬美元，
其中我國出口 30 億 4,052 萬美元，進口 59 億 6,762
萬美元，印尼享有 29 億 2,710 萬美元順差。至 104
年 9 月底止，我國在印尼累計投資核准額超過 170 億
4,700 萬美元，投資案達 1,741 件。在印尼臺商及技術
人員 1 萬餘人。駐印尼臺北經濟貿易代表處年內共核
發 8 萬 7 千件勞工簽證，在臺印尼勞工達 23 萬餘人。

（三）政要互訪：
1、我國赴訪者：總統府資政江丙坤、行政院大陸委

員會主任委員夏立言、僑務委員會委員長陳士魁、
經濟部政務次長卓士昭、教育部政務次長林思伶、
內政部移民署長莫天虎、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長邱淑緹、前外交部長歐鴻鍊、國家災害防救科
技中心主任秘書李維森。

2、 印 尼 來 訪 者： 印 尼 國 會 副 議 長 阿 古 斯（Agus 
HERMANTO）、 國 會 第 一 委 員 會 主 席 馬 夫 茲
（Mahfudz SIDDIQ）、經濟統籌部副部長艾迪
（Edy Putra IRAWADY）、工業部長沙勒（Saleh 
HUSIN）、 投 資 協 調 委 員 會（BKPM） 主 席 法
蘭 基（Franky SIBARANI）、BKPM 副 主 席 希
瑪 旺（Himawan HARIYOGA）、 勞 動 部 長 哈 尼
夫（Muhammad Hanif DHAKIRI）、 海 外 勞 工
安置保護局長盧斯隆（Nusron WAHID）、海洋
暨漁業部人力資源訓練總司長蘇仙諾（Suseno 
SUKOYONO）、農業部稻米研究中心司長賈米爾
（Ali JAMIL）及農機研發中心司長亞斯圖（As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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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ADI）、漁業部水產養殖總司長史拉瑪（Slamet 
SUBIYAKTO）、農業部政策規劃總司長尼蘭多
（Nilanto PERBOWO）、國家災害管理局（BNPB)
局長閃蘇爾（Syamsul MAARIF）、世界事務協會
董事長威比索諾大使（Makarim WIBISONO）、
印 尼 海 事 專 家 賈 拉 大 使（Hasjim DJALAL）、
國 家 科 學 院（LIPI） 主 席 伊 士 干 達（Iskandar 
ZULKARNAIN）。

（四）其他：
1、雅加達及泗水（Surabaya）各有一所臺灣學校，另

於各重要城市成立 8 個臺灣工商聯誼會及總會與 9
個留臺同學組織暨總會。

2、印尼留臺學生總數達 4,394 人。年內我國赴印尼旅
客達 17.64 萬餘人次。

3、我國派有農業、園藝及農產運銷專家成立駐印尼
技術團，團部設於雅加達，於西爪哇萬隆近郊倫
邦 (Lembong) 設有農企中心及工作站示範農場，
另於峇里島設立 2 個工作站，協助印尼推展鄉鎮
特色農業。目前已在南蘇拉威西省推動台印尼農
業技術提升計畫，協助印尼東半部經社發展。

( 五 ) 重要活動：
1、3 月印尼工業部長沙勒 (Saleh HUSIN）共 45 人訪

華。
2、3 月、4 月及 6 月印尼投資協調委員會（BKPM）

主席法蘭基（Franky SIBARANI）三度率團訪華。
3、4 月「印尼臺灣經濟交流協會」（Indonesia Taiwan 

Business Council；ITBC）正式成立，建立雙邊廠
商及政府間之商務、投資交流平台，及與印尼商
工總會（KADIN）等機構建立正式溝通管道。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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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代表張良任及 KADIN 總主席蘇立斯托（Suryo 
B. SULISTYO） 等 約 200 人 出 席 成 立 大 會。 協
會由印尼 Jababeka 集團董事長許龍川 (Setyono 
Djuandi DARMONO) 擔任主席。

4、6 月總統府資政江丙坤率團抵達雅加達出席「第
20 屆臺印尼經濟合作會議」。

5、6 月 印 尼 國 家 科 學 院（LIPI） 主 席 伊 士 干 達
（Iskandar ZULKARNAIN）應我國科技部邀請訪
華。

6、8 月教育部政務次長林思伶率我國 35 校代表團參
加 2015 年雅加達臺灣高等教育展。

7、8 月印尼政府正式同意我國於泗水設立辦事處；10
月我國宣布於泗水設立辦事處；12 月我國駐泗水
辦事處正式開幕運作。

8、8 月第 3 屆「臺、印尼移民事務會議」在內政
部移民署長莫天虎與印尼代理移民總局長卡布
爾（Kabul PRIYONO） 見 證 下， 由 駐 印 尼 代
表處代表張良任與印尼駐臺代表艾立富（Arief 
FADILLAH）共同簽署議事錄，強化雙方在移民
事務、防制人口販運及人蛇偷渡方面之合作架構。

十二、我國與日本關係
( 一 ) 一般關係 : 我國與日本於 61 年 9 月 29 日斷交，日本

於同年 12 月 1 日成立「財團法人交流協會」；我方
於同年 12 月 2 日成立「亞東關係協會」，作為兩國
間事務溝通與互動平臺，繼續維持雙邊經貿、文化交
流、技術合作等非政府間實務關係。據我國交通部觀
光局統計，104 年外國人來華旅客總計 10,439,785 人
次，其中日本旅客佔 1,627,229 人次，我國人赴日計
有 3,797,879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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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經貿關係 : 本年雙邊貿易總額約 580 億美元，我國輸
日金額約 193 億美元，自日本進口約 387 億美元，日
本為我國的第三大貿易夥伴。

( 三 ) 文教交流關係：
1、委請全日本教職員聯盟邀集 30 名日本國中小學校

長及教師籌組「第 31 屆日本教師中華民國訪問
團」訪華進行教育研習及交流。

2、辦理臺日高中職學校國際教育旅行，104 年我國高
中職學校赴日教育旅行計 257 校 9,391 人，日本訪
華教育旅行計 254 校 24,212 人。

3、與國立東京藝術大學、讀賣文化中心、愛知大學
與國立民族學博物館合作「臺灣文化光點計畫」，
邀請我國出版裝禎設計師、文學作家、客家藝術
家及電影導演等赴日進行文化交流活動。

4、與「大阪亞洲國際影展」與「東京 FILMeX 國際
影展」合作辦理臺灣電影特集、蔡明亮電影特集
及侯孝賢電影特集，邀請 20 部臺灣電影與導演赴
日參展。 

5、與「2015 六本木之夜藝術節」合作，邀請臺灣藝
術家吳季璁赴日進行展覽文化交流活動。

6、辦理日本東京「臺灣文化週」共 11 場活動，邀請
臺灣攝影藝術家、民俗音樂家、客家音樂家及無
垢舞蹈劇場赴日展演，參與民眾約有 1000 人。

7、文化部部長洪孟啟赴日本主持駐日本代表處臺灣
文化中心開幕儀式暨視導業務。

8、我國無垢舞蹈劇團獲邀至日本靜岡縣舞臺藝術節
開幕演出。

9、與越後妻有大地藝術祭合作，邀請我國藝術家林
舜龍團隊與日本新潟居民共同利用當地木材，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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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無牆壁家屋；另結合差事劇團、美濃愛鄉協會
等社造團體合作演出。

10、與新潟水土藝術祭合作，邀請我國藝術家王文志
參展，以「新潟織夢」為主題，以蠣殼為素材，
融入當地人文地景，表達「海域共生、孕育再生」
概念。

11、邀請新興閣掌中劇團及三昧堂金光布袋戲參與日
本飯田偶戲節，並邀請新興閣掌中劇團至駐日本
代表處臺灣文化中心演出。

12、我國行政院文化獎得主張照堂「歲月之旅」攝影
展於駐日代表處文化中心展出。

13、辦理「山形國際紀錄片影展臺灣紀錄片特輯：社
會意識與影像美學交錯」，安排 11 部各年代具代
表性的臺灣紀錄片來日上映。

14、辦理「臺日文學交流會」，與國際啄木學會及日
本出版社合作，邀請臺灣文學家蔡素芬暢談「鹽
田兒女」。

15、辦理「從電影與文學認識臺灣」系列活動，邀請
榮獲日本第 153 屆「直木獎」旅日臺灣籍作家王
震緒（筆名東山彰良）、紀錄片導演楊力州、插
畫家彎彎等臺灣文學藝家進行專題演講。

( 四 ) 青年文化交流：
1、北海道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副所長遠藤乾等師生

一行 13 人訪華，其間除參訪我國內重要文化設
施、拜會我各政府機關及與我國大學學生交流外，
亦至外交學院與外交部新進同仁就東亞情勢交換
意見。本活動有助培養日本新世代友我、知我力
量。

2、「2015 日本青年臺灣研習營」，研習營之學員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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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日本地區年滿 18 歲至 40 歲之民意代表、國會
助理及公職人員、學生等組成，共計 35 人，訪華
期間除參訪我國內重要文化設施外，亦前往拜會
我各地方政府。本活動有助培養日本各界新世代
知我、友我力量。

 ( 五 ) 政要互訪 :
1、國人訪日：前總統李登輝、前副總統連戰、前副

總統呂秀蓮、國安會副秘書長劉大年、總統府資
政楊進添、文化部部長洪孟啟、經濟部次長楊偉
甫、交通部次長曾大仁、交通部次長吳盟分、金
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副主委王儷玲、農委會副主委
陳文德、農委會副主委王正騰、內政部次長陳純
敬、亞東關係協會會長李嘉進、臺南市市長賴清
德、桃園市市長鄭文燦、高雄市市長陳菊、臺北
市副市長林欽榮、嘉義市市長涂醒哲、彰化縣縣
長魏明谷、屏東縣縣長潘孟安、嘉義縣縣長張花
冠、雲林縣縣長李進勇、雲林縣副縣長張皇珍、
花蓮縣副縣長徐祥明、立法院院長王金平、副院
長洪秀柱、副秘書長王全忠、委員吳育仁、委員
李貴敏、委員李鴻鈞、委員周倪安、委員邱議瑩、
委員徐少萍、委員張嘉郡、委員莊瑞雄、委員許
添財、委員陳其邁、委員陳怡潔、委員陳唐山、
委員陳碧涵、委員詹凱臣、委員廖正井、委員管
碧玲、委員趙天麟、委員蕭美琴、委員賴振昌、
委員謝國樑、監察院院長張博雅、委員仉桂美、
委員尹祚芊、司法院賴院長浩敏、最高法院法官
蔡炯燉、考試院委員詹中原、國家文官學院主任
委員兼院長蔡璧煌、民進黨主席蔡英文、秘書長
吳釗燮、臺灣團結聯盟秘書長林志嘉、三三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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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會與臺日商務交流協會會長江丙坤等人。

2、日人訪華：眾議員井上信治、高木宏壽、橋本英教、
櫻田義孝、富田茂之、河井克行、下地幹郎、小
島敏文、穴見陽一、岸信夫、秋元司、國場幸之
助、萩生田光一、野田佳彥、枝野幸男、小沢一
郎、金子恭之、小池百合子、武井俊輔、牧原秀
樹、宮澤博行、新谷正義、藤井比早之、富樫博
之、山本幸三、田中和德、長島昭久、島田佳和、
鈴木克昌、福島伸享、今津寬、古屋圭司、近藤
洋介、升田世喜男、足立康史、木原稔；參議員
蓮舫、大野泰正、北村經夫、酒井庸行、 山本順
三、太田房江、堀井巖、瀧波宏文、和田政宗、
中山恭子、江口克彥、長浜博行、藤本祐司、浜
田和幸、阿達雅志、井上義行、片山虎之助、赤
池誠章、清水貴之、藤卷健史、河野義博、山崎
力、石井正弘、三宅伸吾、古川俊治、小見山幸治；
公益財團法人交流協會會長大橋光夫、亞東親善
協會會長大江康弘、宮城縣知事村井嘉浩、岩手
縣知事達增拓也、青森縣知事三村申吾、秋田縣
知事佐竹敬久、栃木縣知事福田富一、福島縣副
知事畠利行等人。

 ( 六 ) 其他 :
1、科技交流：
(1) 針對奈米材料、感染症及產學合作研討會等尖端

科技領域，邀集各界學者專家、研究人員舉辦三
場「臺日雙邊科技研討會」，並協助國內研究機
構、大學、學術團體等與日本研究機構、大學、
學術團體等簽署 4 件合作備忘錄。

(2) 科技部次長錢宗良等政府官員及重要科技人士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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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5 人訪日。安排日本理化學研究所國際部橫田
元秀部長等重要科技人士訪臺。

2、新聞交流：
(1) 與「每日新聞社」合作，於 2 月 5 日至 11 在札幌

雪祭展出「臺北行天宮」冰雕。
(2) 配合「山形臺日觀光高峰會」於 5 月 28 日在山形

「文翔館」辦理「光影 ‧ 敘事—臺灣女性攝影家
作品展」。

(3) 洽請栃木電視臺及千葉電視臺分別製播「臺日交
流」電視特輯，另洽日經放送製播廣播節目。

(4) 全年邀請日本媒體記者訪華共計 16 人次，另協助
自行訪華則有 36 人次。

(5) 與「每日新聞社」所屬「亞洲調查會」於 12 月 1
日辦理「東亞經濟整合及安保影響 -- 臺日扮演角
色」國際研討會。

3、其他：
 11 月 26 日亞東關係協會與交流協會共同簽署「避

免雙重課稅協定」、「競爭法適用備忘錄」及「災
防交流合作備忘錄」。

十三、我與大韓民國關係

( 一 ) 一般關係：我國於 81 年 8 月 22 日與大韓民國中止外

交關係，82 年 10 月 2 日設「駐韓國臺北代表部」，
83 年 1 月 25 日正式成立。93 年 12 月 28 日設「駐韓
國臺北代表部釜山辦事處」，94 年 1 月 31 日掛牌運
作。大韓民國於 82 年 11 月 25 日在臺北設立「駐臺
北韓國代表部」。

( 二 ) 經貿關係：104 年雙邊貿易額達 255.94 億美元，其中
我國出口 125.64 億美元，進口 130.3 億美元，韓國為
我國第 5 大貿易夥伴，我國為韓國第 7 大貿易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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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文教交流：截至 104 年止，計有 99 所我國大學與韓
國 190 所大學締結姐妹校，並簽定 879 項交流協定及
備忘錄。

( 四 ) 觀光旅遊：104 年國人訪韓 500,100 人次，韓人訪問
我國 658,757 人次。

( 五 ) 政要互訪：
1、總統府資政袁健生、經濟部次長楊偉甫、交通部

次長吳盟分、教育部次長林思伶、國家發展委員
會副主任委員林桓、中央銀行副總裁楊金龍、臺
北市長柯文哲、臺中市長林佳龍、屏東縣縣長潘
孟安、臺北市副市長周麗芳、新北市副市長陳伸
賢、臺南市副市長顏純左、高雄市副市長吳宏謀、
立法委員尤美女、中央氣象局局長辛在勤、體育
署長何卓飛、疾病管制署署長郭旭崧、國民健康
署署長邱淑媞。

2、大韓民國來訪者：韓仁川廣域市市長劉正福、國
會議員趙慶泰、洪日杓、余尚奎、金東完、閔炫
珠、金光琳、李珍福、姜錫勳、鄭美京、姜昌熙 ( 前
國會議長 )，世宗研究所理事長朴晙雨（前駐歐盟
大使）、韓國對外經濟政策研究院院長李一衡、
金大中和平中心副理事長（前統一部長）丁世鉉、
延世大學校長鄭甲泳、慶南大學校長朴在圭 ( 前
統一部長 )、韓國貿易投資振興院理事長金喆壽。

十四、我國與馬來西亞關係

（一）一般關係：我國於 63 年 8 月 3 日在馬來西亞設置「駐

吉隆坡遠東貿易旅遊中心」，77 年 9 月 22 日更名為
「駐馬來西亞臺北經濟文化中心」，81 年 8 月 17 日
易名「駐馬來西亞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馬國在臺
北設有「馬來西亞友誼及貿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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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貿關係：
1.104 年雙邊貿易額達 136 億美元，我國為馬來西亞

第 8 大貿易夥伴。
2. 截至 104 年，我國為馬來西亞第 4 大投資夥伴 ( 僅

次於日本、美國、新加坡 )，累計投資額達 120 億
美元

（三）雙邊協定：
1. 投資保障協定 (1993/02/18)
2. 避免雙重課稅暨防杜逃稅協定 (1996/07/23)

（四）觀光旅遊：104 年，赴馬來西亞旅遊之國人共 201,631
人次；104 年，馬來西亞來臺旅客為 431,480 人次。

（五）文教關係：
1. 馬來西亞約有 655 萬華人，華文教育保留完整。目

前馬國有 1,294 所華文小學及 61 所獨立中學。
2. 104 年在臺馬來西亞留學生共 14,946 人，歷年馬國

留臺總人數逾 6 萬人。現我國人在馬國大專院校留
學及交換之學生約 80 人。

 ( 六 ) 其他：
1. 旅居馬來西亞臺商約 1,700 家，除吉隆坡臺灣商會

外，尚有檳城等 6 個臺商分會，共同組成馬來西亞
臺灣商會聯合總會。

2. 為加強服務旅馬國人，104 年度駐馬來西亞臺北經
濟文化辦事處於北馬檳城共辦理 6 次行動領務，服
務僑民約 500 人次。

（七）政要互訪：
1. 我國赴訪者：總統府資政江丙坤、僑務委員會委員

長陳士魁、行政院政務委員兼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
會主任委員許俊逸、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主任委
員石世豪、教育部政務次長林思伶、原住民族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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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政務副主委陳張培倫、交通部常務次長范植谷等
人。

2. 馬來西亞來訪者：馬國首相署部長魏家祥、馬國首
相東亞特使張慶信、「婦女、家庭及社會發展部」
副部長周美芬、砂拉越州元首泰益瑪目、馬國檳城
州首席部長林冠英、馬國首相納吉之胞弟「馬來西
亞聯昌集團」主席納西爾（Nazir RAZK）等人。

十五、我國與紐西蘭關係

（一）一般關係：紐西蘭於 61 年 12 月 22 日承認中共並與

我國中止外交關係，62 年 5 月我在奧克蘭設立「亞東
貿易中心」，69 年 7 月中心遷至紐京威靈頓，71 年
增設奧克蘭單位，76 年紐國在我國設立「紐西蘭商工
辦事處」，80 年 11 月亞東貿易中心更名為「臺北經
濟文化辦事處」，重啟紐臺兩國實質關係新頁。

（二）經貿關係：104 年雙邊貿易總額為 18 億 9,500 萬紐元，
我國對紐出口約 7 億 8,100 紐元，進口約 11 億 1,400
萬紐元。我國為紐西蘭第 7 大出口巿場，第 14 名進
口來源。我國自紐進口以乳、肉、林、漁及水果產品
為主，我國對紐出口則以電子、電機、電腦、光電、
紡織及塑膠等工業產品為主。

（三）雙邊關係：臺紐經貿互補性高，臺紐雙方於 102 年 7
月 10 日簽署「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同
年 12 月 1 日生效。另雙方於 103 年 12 月簽署「臺紐
關務合作協議」及「臺紐認證合作協議」。104 年 11
月臺紐雙方就 ANZTEC 執行情形共同進行「整體檢
視」，報告顯示 ANZTEC 對臺紐雙方之經濟皆帶來
顯著正面效益，紐國自我國進口成長達 10%，紐國對
我國出口則成長 22%。另紐國為全球第一個與我國簽
署度假打工協議的國家，臺紐雙方在 93 年共同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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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度假打工計畫協議」。另臺紐教育交流自 101
年紐西蘭大學校長訪問團首次訪華後，臺紐高等教育
合作關係便進入新頁，臺灣大學首次組團於 102 年 5
月赴紐訪問，同年 10 月我國大學校長團亦赴紐訪問，
並造訪紐國各主要大學，且於紐京舉行臺紐高等教育
論壇。

（四）紐西蘭來訪者：紐西蘭首都威靈頓市長 Celia Wade-
BROWN、紐西蘭毛利黨共同黨魁 Marama FOX、紐
西蘭工黨資深國會議員 Nanania MAHUTA、紐西蘭國
家黨資深國會議員 Ian MCKELVIE。

 ( 五 ) 我國赴訪者：經濟部政務次長卓士昭、國家發展委員
會副主任委員林桓、法務部廉政署署長賴哲雄、綠黨
共同召集人李根政。

十六、我國與巴布亞紐幾內亞關係

（一）一般關係：

79 年 2 月 12 日我國在巴布亞紐幾內亞摩士比港設置
商務代表團；同年 5 月 20 日該國駐華名譽商務代表
處亦在臺北成立，83 年 8 月更名為駐華名譽總領事
館，103 年 8 月該國暫停委任駐華名譽領事；104 年
12 月 31 日該國在臺北設立駐臺商務代表處。

( 二 ) 經貿關係：
1、進出口總值：本年雙邊貿易總額為 8 億 3,294 萬美

元，我國出口 1 億 8,601 萬美元，進口 6 億 4,693
萬美元。

2、投資金額：本年我國在巴布亞紐幾內亞投資估約
1,500 萬美元，主要投資漁業、錳礦開採。

3、入漁費：去年 10 月我國臺灣區遠洋鰹鮪圍網同
業公會與巴布亞紐幾內亞漁業局簽署本年入漁合
約，購得作業天數 1,269 天，供作業船舶 26 艘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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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入漁費為 1,190 萬美元。
（三）農業合作：

104 年 6 月 22 日我國駐巴布亞紐幾內亞技術團團長方
再秋與該國農牧部常務次長伊拉瓦 (Vele ILAAVA) 及
國家農業研究所所長邦恩 (Sergie BANG) 簽署「農民
培訓合作備忘錄」，自本年起在該國首都摩士比港及
萊城 (Lae) 設立南、北兩區農民培訓中心，執行為期
6 年之農民培訓合作計畫。

（四）醫療合作：
104 年 6 月 21 日至 30 日我國「太平洋友我國家醫療
合作計畫」派遣彰化基督教醫院行動醫療團赴該國萊
城安高紀念醫院（Angau Memorial Hospital）及摩士
比港總醫院進行醫療合作；同年 10 月 18 日至 24 日
派遣第二梯次行動醫療團赴該國萊城安高紀念醫院進
行醫療合作。

（五）潔淨能源合作：
104 年 8 月 31 日我國駐巴布亞紐幾內亞代表邱太欽代
表政府捐贈「潔淨能源計畫」太陽能路燈，由巴布亞
紐幾內亞青年暨社區發展部長戈爾 (Delilah GORE) 代
表接受。

（六）漁業合作：
104 年 6 月 22 日我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署長蔡
日耀與巴布亞紐幾內亞漁業局局長卡蘇 (John KASU)
在臺北簽署「漁業合作備忘錄」。

（七）政要互訪：
1、我國赴訪者：勞動部常務次長郭芳煜、外交部政

務次長令狐榮達、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主任委員陳
保基。

2、巴布亞紐幾內亞來訪者：漁業局長卡蘇 (Jo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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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SU)。
十七、我國與菲律賓關係

（一）一般關係：我國與菲律賓於 35 年 4 月 18 日建交，64
年 6 月 9 日中止外交關係，同年 7 月 28 日我設置「太
平洋經濟文化中心駐馬尼拉辦事處」，10 月 8 日掛牌
運作，79 年 3 月 7 日更名為「駐菲律賓臺北經濟文化
辦事處」。菲律賓於 65 年 3 月 16 日在臺北市設立「亞
洲交易中心」，78 年 12 月 20 日更名為「馬尼拉經濟
文化辦事處」。

（二）經貿關係：本年雙邊貿易總額計 92.8 億美元，我國出
口至菲國約 74.45 億美元，進口 18.35 億美元。我國
在菲國投資設廠業者約 400 至 500 家，累計投資額約
21 億美元。

（三）文教關係：我國政府每年提供固定名額獎學金予菲國
學生來我國攻讀碩、博士學位。本學年度菲律賓在臺
留學生為 533 名。

（四）政要互訪：
1、我國赴訪者：經濟部部長鄧振中、經濟部次長卓

士昭及沈榮津、僑務委員會委員長陳士魁、農業
委員會主委陳保基及副主委沙志一。

2、 菲 律 賓 來 訪 者  ：  前 總 統 羅 慕 斯  （  Fidel 
V. RAMOS）、 貿 工 部 部 長 多 明 哥 (Gregory 
L.DOMINGO)、 貿 工 部 次 長 克 里 斯 巴（Adrian 
S.CRISTOBAL,JR.）、貿工部次長德莉瑪（Lilia 
B. DE LIMA）、 科 技 部 部 長 蒙 特 霍 (Mario 
G. MONTEJO)、 能 源 部 次 長 阿 紀 洛 斯 (Raul 
B. AGUILOS)、 勞 工 及 就 業 部 部 長 巴 爾 多 斯
(Rosalinda DIMAPILIS-BALDOZ) 及 次 長 康 弗 里
多 (Reydeluz D. CONFERIDO)、參議院「國防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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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特里安連（Antonio Sonny 
TRILLANES,IV）、菲律賓 Ilocos Norte 省省長馬
科斯 (Imee MARCOS)、眾議院氣象變遷委員會主
席貝科達比 (Rodeo BACOTABE)、菲律賓前駐聯
合國教科文組織大使再德 (Jose ZAIDE)。

（五）其他：
1、觀光：本年我國赴菲旅客達 18 萬人次，菲國來我

國旅客計 13 萬 7 千人次。
2、勞務合作：本年在臺菲勞逾 12 萬人。
3、僑務：菲律賓華人約 150 萬人，約 80% 集中在大

馬尼拉地區。近年來，自臺灣到菲國經商、應聘
或投資入境之技術、工商等從業人員約 6 千人。

4、漁務合作：本年 11 月 5 日我國與菲律賓簽署《臺
菲有關促進漁業事務執法合作協定》。

十八、我國與新加坡關係

（一）一般關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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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更名
為「駐新加坡臺北代表處」。新加坡於 68 年 8 月 1
日在臺北市設立「新加坡駐臺北商務代表處」，79 年
9 月 30 日易名「新加坡駐臺北商務辦事處」。

（二）經貿關係：104 年臺星雙邊貿易總額為 243 億 6,600
萬美元，我國出口至星為 172 億 5,600 萬美元，自星
進口為 71 億 1,000 萬美元。至 104 年底止，我國對新
加坡投資累計共 555 案，總額達 110 億 4,000 萬美元；
新加坡對我國投資累計案件數為 2,128 案，金額共 79
億 1,585 萬美元。我國為新加坡第 6 大貿易夥伴，新
加坡則為我國第 6 大貿易夥伴。我國與新加坡於 102
年 11 月 7 日簽訂「新加坡與臺灣、澎湖、金門、馬
祖個別關稅領域經濟夥伴協定 (ASTEP)」，並於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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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4 月 19 日正式生效。
（三）文教關係：過去 32 年來，雙方每年皆籌組 80 人之高

中生友好訪問團進行互訪，累計約 5,120 位高中生參
加此項交流；我方另提供「臺灣獎學金」及「華語文
獎學金」予新加坡優秀青年赴我國攻讀學位或研習中
文。

（四）我國赴訪者：馬總統英九；立法委員許添財、立法委
員吳育仁；總統府秘書長曾永權、資政蘇起；國家安
全會議秘書長高華柱、諮詢委員蘇蘅、諮詢委員邱坤
玄；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主委夏立言、副主委吳美紅；
教育部政務次長林思伶；交通部次長吳盟分；僑務委
員會副委員長信世昌；考試院委員周萬來、委員謝秀
能、委員浦忠成、委員王亞男、委員周玉山、委員馮
正民、委員周志龍、委員張素瓊；台東縣縣長黃健庭；
屏東縣縣長潘孟安；前副總統連戰、前副總統蕭萬長；
行政院前院長郝柏村、行政院前院長蘇貞昌。

（五）其他：本年新加坡來我國人數約 39 萬 3,037 人次；我
國人民赴新加坡者約 31 萬 8,842 人次。

十九、我國與泰國關係

（一）一般關係：我國於 35 年 5 月 7 日與泰國建交，64 年

7 月 1 日終止外交關係，兩國分別在曼谷及臺北設立
辦事處，經數度易名，目前雙方辦事處名稱分別為「駐
泰國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及「泰國貿易經濟辦事
處」。

（二）經貿關係：104 年雙邊貿易總額為 95 億 9,700 萬美元，
我國對泰國出口 56 億 6,100 萬美元，自泰國進口 39
億 3,500 萬美元。

（三）投資關係：本年我國赴泰投資件數為 52 件，投資金
額約計 150 億美元。歷年在泰臺商累計投資件數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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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8 件，臺資在泰投資累計近 139.9 億。
（四）勞務關係：我國自 83 年起引進泰籍勞工，勞務關係

密切，台泰雙方每年定期舉辦勞務諮商會議，第 17
屆臺泰勞務諮商會議於 104 年 8 月 24 日至 26 日在泰
國曼谷舉行。104 年 12 月止在臺工作產業泰勞人數為
58,372 人。

（五）農業關係：臺泰於 92 年簽署農業合協定並定期每兩
年召開會議，第 5 屆臺泰農業合作會議已於本年 3 月
12 日在台北舉行，根據雙方合作議題，本年臺泰農業
合作互訪交流涵蓋農業推廣、熱帶果樹產業發展、糧
食安全、水土保持等 11 項議題共 57 人次 ( 泰方來臺
27 人次，我方赴泰 30 人次 )，另泰方非依據雙方合
作議題組團來臺參訪共計 146 人次。此外，我國與泰
國皇家計畫基金會農業技術合作自59年迄今已43年，
亦為我國與國外長期合作成效顯著計畫。

（六）觀光關係：本年我赴泰人數 599,523 人次，泰國來我
國人數達 124,441 人次。

（七）文教關係：外交部邀請由國立臺灣戲曲學院組成之「臺
灣特技團」本年 8 月底赴泰演出；本年 10 月於曼谷
舉辦「看見臺灣」電影欣賞會暨導演分享會；我派團
赴泰參加「泰國春、秋季國際旅展」。本年度有 11
位泰國學生獲臺灣獎學金，5 位獲教育部華語文獎學
金，以及我推動拓展視野計畫－選送 8 位國內華語文
助教赴泰國中小學任教。

（八）政要互訪：
1、我國赴訪者：經濟部次長沈榮津、教育部政務次

長林思伶、僑務委員會副委員長信世昌。
2、泰國來訪者：前參議院議長及議員、改革議會議

員、泰國投資促進委員會 (BOI) 副秘書長馬碧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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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angjai ASAWACHINTACHIT) 及泰國商會主席
等重要人士均分別陸續訪華。

二十、我國與越南關係

（一）一般關係：81 年 11 月 15 日「駐越南臺北經濟文化辦

事處」及「駐胡志明市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分別在
河內與胡志明市設置並對外拓展業務。82 年 7 月 10
日「駐臺北越南經濟文化辦事處」正式設立。

（二）經貿關係：
1、104 年雙邊貿易總額達 130 億 7,670 萬美元，其中

越南對我國出口 20 億 8,380 萬美元，進口 109 億
9,290萬美元，我國享有約89億9,100萬美元順差，
為越南第 5 大貿易夥伴 ( 次於「中」、美、韓、日 )。 

2、截至 104 年底，我國在越南投資計 2,475 件，累計
總額達 306 億 9,304 萬美元，為越南第 4 大外資
來源國 ( 次於韓、日、星 )。104 年我國在越投資
110 件，金額達 9 億 4,040 萬美元。

3、104 年赴越旅遊國人共 43 萬 8,704 人次 ( 僅次於
「中」、韓、日、美、柬 )；越南來我國旅客 14
萬 6,380 人次。

4、在臺越配約 10 萬人、越勞約 17 萬人、越南留學
生 4,043 人，在臺越僑合計人數逾 27 萬人，為越
僑第四大聚居國，僅次於美、法、澳。臺灣為越
南勞工最大輸出國，約占總輸出勞工數的 60%。

（三）雙邊協定：98 年兩國簽署「科技合作協定」、「暫准
通關協定」、「暫准通關證議定書」。99 年簽署「臺
越民事司法互助協定」、「臺越衛生醫療合作協定」
及「臺越證券交易所雙邊合作備忘錄」。100 年簽署
「臺越財政合作備忘錄」及「臺越關務行政互助協
定」。101 年簽署「臺越觀光合作備忘錄」、「臺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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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預防及打擊犯罪協定」。102 年簽署「臺越移民
事務合作協定」。104 年雙方簽署「臺越教育合作協
定」及「臺越交通運輸合作瞭解備忘錄」。

（四）政要互訪
1、我國訪越者：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召集委員

楊應雄、委員李桐豪及委員江啟臣、監察院委員
蔡培村與委員陳小紅、僑務委員會委員長陳士魁、
教育部部長吳思華、勞動部部長陳雄文、金管會
主委曾銘宗、交通部政務次長曾大仁、經濟部常
務次長沈榮津、財政部政務次長張璠、科技部政
務次長林一平、環保署副署長符樹強、內政部移
民署署長莫天虎、外交部領事事務局局長龔中誠 

2、越南訪華者：交通部副部長阮紅場（NGUYEN 
Hong Truong）、越南投資發展銀行 (BIDV) 董事
長陳北河 (TRAN Bac Ha)。

（五）其他：旅越臺商約 5 萬餘人，除越南臺商總會外，尚
有河內、海防、太平、北寧、河靜、胡志明市、峴港、
頭頓、同奈、平陽、新順、林同、隆安、西寧等十四
個臺商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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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第一節第一項

我國與亞太地區國家
關係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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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新加坡代表謝發達（後排中）、副代表黃健良（後排左四）與赴新加
坡參加「妝藝大遊行」之我國「原緣原住民文化藝術團」在新加坡「正
華民眾俱樂部」合影 (3 月 1 日 )

駐新加坡代表張大同（第一排中）出席新加坡「新躍大學」中秋晚會，
慰勞並欣賞由團長宋文城總領事（右一）所率領的中華民國國際青年大
使團精采演出 (9 月 18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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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札幌辦事處處長陳桎宏夫婦與日本眾議員伊東良孝、堀井學、參議員
永惠理、北海道日臺親善協會連合會會長加藤禮一及北海道各市町長等
來賓共同進行慶祝我國國慶酒會「鏡開」儀式

駐札幌辦事處舉辦「臺灣華語演講比賽」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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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魯共和國總統瓦卡 (Baron Divavesi WAQA) 會見總統馬英九，相談甚
歡（12 月 8 日）

駐諾魯大使周進發夫婦（右 5）與訪諾之敦睦艦隊支隊長林育斌少將（右
4）及官兵代表合影（4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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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印尼代表張良任（左）捐贈 20 萬美元予印尼紅十字會，協助霾害災後
重建，該會秘書長奇南夏 (Ginandjar KARTASASMITA, 中）代表接受善
款，印尼副總統卡拉（Jusuf KALLA, 右）出席見證 (12 月 15 日 )

科技部政務次長錢宗良（左）及駐印度代表田中光（右）拜會印度科技
部長范漢 (Harsh VARDHAN, 中），就臺印雙邊科技合作交換意見 (7 月
20 日 )



第二章 對外關係

- 87 -

駐吉里巴斯大使李傳通 ( 左三 )、國合會秘書長施文斌 ( 右五 ) 與吉里巴
斯農業部長鄺席瑞 (Tiarite KWONG) (左四 )共同主持首府新農場開幕式。
新農場預定開發 2 公頃，為舊農場大 8 倍 (10 月 27 日 )

臺灣醫衛中心醫師牛光宇於吉里巴斯外島瑪金 (Makin) 島義診
(10 月 17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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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大阪辦事處舉辦全國日臺國際交流大會 (8 月 8 日 )

駐大阪辦事處舉行國慶酒會照片 (10 月 7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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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發展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黃萬翔由駐奧克蘭處長周中興（前左三）
陪同，於 104 年 8 月率團拜會紐西蘭羅託魯阿（Rotorua）市政府，
由 市 長 查 威 克 (Steve CHADWICK)、 副 市 長 兼 市 議 員 唐 納 森 (Dave 
DONALDSON) 親自向渠等簡報市政發展概況 (8 月 31 日 )

駐奧克蘭辦事處所規劃之「光影 ‧ 敘事 - 台臺灣女性攝影家作品海外
巡迴展」於 104 年 9 月假紐西蘭北島「旺加瑞藝術博物館」 (Whangarei 
Art Museum) 與「荷蘭 Hendrik KERSTENS 及 Erwin OLAF 攝影家作品
展」舉行聯展，開幕式由旺加瑞市長麥雪莉 (Sheryl MAI, 前左七）親自
主持，駐奧克蘭處長周中興（前左八）及荷蘭駐紐西蘭公使胡立斯 (Stefan 
HULISZ) 應邀致詞 (9 月 6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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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巴紐代表邱太欽主持我駐巴紐技術團南區農民訓練中心開幕暨首期訓
練講習結業式

巴布亞紐幾內亞於 104 年 12 月 31 日在臺設立商務代表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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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帛琉大使曾厚仁 ( 中 ) 應邀赴帛琉國會參議院發表演說 ( 左一為參院議
長陳坎薩 Camsek CHIN)(4 月 14 日 )

新光醫院院長侯勝茂 ( 右三 ) 率團訪帛並捐贈全新醫療器材及 10 萬美元
予帛琉政府 ( 左三為帛國總統雷蒙傑索 Tommy E. REMENGESAU，左二
為駐帛琉大使曾厚仁 ) (11 月 27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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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墨爾本辦事處於澳大利亞墨爾本市 RACV 俱樂部舉行 104 年國慶酒會
(10 月 6 日 )

澳大利亞墨爾本僑界於墨爾本市聯邦廣場，舉辦 104 年墨爾本臺灣嘉年
華 (10 月 10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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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布里斯本辦事處處長賴維中夫婦與出席國慶酒會各界賓客大合照
（10 月 8 日）

澳大利亞昆州議會友臺小組成立，駐布里斯本辦事處處長賴維中（左
四）與昆州議員培格 (Ducan PEGG, 左三）及昆州多元文化廳長斐蒂蔓
(Shannon FENTIMAN, 右四）等人合影 ( 9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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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橫濱辦事處處長粘信士 ( 左二 ) 陪同臺北市議會議長吳碧珠 ( 中穿著橫
紋上衣 ) 訪日團行參訪日本橫濱市議會 (7 月 27 日 )

日本橫濱地區慶祝雙十國慶酒會貴賓與舞獅合影 ( 從左：駐橫濱辦事處
處長粘信士夫婦、駐日本代表沈斯淳夫婦、橫濱華僑總會會長羅鴻健夫
婦 )(10 月 6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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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駐印尼代表處及駐泗水辦事處人員於駐泗水辦事處開幕酒會合
影 (12 月 18 日 )

駐泗水辦事處首任處長蕭勝中於揭牌典禮致詞 (12 月 18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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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胡志明市辦事處新建館舍啟用典禮 (4 月 3 日 )

104 年臺灣特技團赴越南胡志明市訪演 (8 月 29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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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菲律賓代表林松煥 ( 右 ) 與菲駐臺代表白熙禮 (Antonio I. BASILIO, 左 )
簽署「臺菲漁業執法合作協定」(11 月 5 日 )

第六屆臺菲勞工部長會議開幕式 : 前排由左二至右分別為菲勞工部次長
康弗里多 (Reydeluz D. CONFERIDO)、MECO 駐華代表白熙禮 (Antonio I. 
BASILIO)、菲勞工部部長巴爾多斯 (Rosalinda DIMAPILIS-BALDOZ)、
勞動部部長陳雄文、駐菲律賓代表林松煥、勞動部次長郝鳳鳴、勞動部
勞動力發展署署長劉佳鈞 (8 月 3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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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日本代表處臺灣文化中心開幕儀式 (6 月 12 日 )

駐日本代表處慶祝中華民國 104 年國慶酒會 (10 月 8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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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醫學大學訪團拜會汶萊 RIPAS 公立醫院，與該院 CEO 及各部門主
管進行交流 (3 月 16 日 )

汶萊教育部常任秘書兼汶萊大學副校長祖勒可南 (Dr.ZULKARNAIN, 左 )
於汶萊癌症中心迎接臺北醫學大學訪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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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澳大利亞代表處舉辦慶祝 104 年國慶酒會，代表李大維 ( 左一 ) 與澳
洲國會參眾兩院「外交、國防及貿易聯席委員會」外交小組主席史東
(Sharman STONE, 左三 )、反對黨影子內閣國防政務副部長伯羅德曼 (Gai 
BRODTMANN, 右三 ) 等人合影

經濟部部長鄧振中在澳洲國會餐會發表演說，由駐澳大利亞代表李大維
( 立者 ) 擔任引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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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福岡辦事處處長戎義俊（右二）在日本山口縣山口市阿知須營地舉辦
之第 23 次世界童軍大露營「中華民國日」開幕儀式演講情形，左三為中
華民國童軍總會理事長林正則，左二為總統府資政趙守博 (8 月 1 日 )

民主進步黨主席蔡英文訪問日本山口縣在岩國機場合影，歡迎布條後站
立者（左四）為民主進步黨主席蔡英文（左三）為日本眾議員岸信夫（右
三）為駐福岡辦事處處長戎義俊 (10 月 7 日 )



中華民國 104 年外交年鑑

- 102 -

斐濟太陽報 2015 年 8 月 4 日報導臺灣行動醫療團在斐濟義診逾千人，圖
為國泰醫院耳鼻喉科主任王拔群 ( 右 ) 正為斐濟患者診治

駐紐西蘭代表吳建國夫婦出席 104 年春節紐西蘭僑社華光會僑胞春節餐
敘 (3 月 1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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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紐西蘭代表吳建國主持慶祝中華民國 104 年國慶酒會 (10 月 7 日 )

駐紐西蘭代表吳建國主持慶祝中華民國 104 年國慶酒會 (10 月 7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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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索羅門群島大使于德勝夫婦主持 104 年國慶酒會 (10 月 8 日 )

駐索羅門群島大使于德勝夫婦主持 104 年國慶酒會，索羅門群島總理蘇
嘉瓦瑞 (Manasseh SOGAVARE, 右 ) 參加並合照 (10 月 8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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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越南代表處舉辦 104 年雙十國慶酒會，除越南各界臺商外，另有巴拿
馬及孟加拉駐越南大使到場致賀

駐越南代表處協助觀光局赴越南河內舉辦臺灣觀光推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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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釜山辦事處處長唐殿文 ( 左三 ) 赴韓國光州世界大學運動會選手村出
席我代表隊入村儀式，與選手村長林德鎬教授 ( 左五 )、中華民國大專院
校體育總會會長江漢聲 ( 右四 ) 及我代表隊成員合影留念，並一同為代
表隊加油打氣 (7 月 2 日 )

駐韓國代表石定夫婦 ( 左六、左八 ) 及駐釜山辦事處處長唐殿文夫婦 ( 左
一、左二 ) 出席 2015 年第 20 屆釜山影展臺灣之夜酒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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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雪梨辦事處處長沈正宗假澳大利亞雪梨四季飯店主持104年國慶酒會，
與新南威爾斯州議會友臺小組主席羅伯茨 (Anthony ROBERTS) 舉杯互祝
國運昌隆 (10 月 7 日 )

駐清奈辦事處處長李朝成 ( 中排座位左二 ) 率我國青年大使亞太二團拜
會「印度理工學院馬德拉斯分校（IIT-M）」(9 月 7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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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馬來西亞代表章計平夫婦 (左六、右七 )與馬國首相東亞特使張慶信 (左
五 )、僑務委員李芳信 ( 左四 )、馬來西亞臺商總會輔導總會長江文洲 ( 左
三 )、僑務諮詢委員吳德芳 ( 左二 )、馬臺經貿協會會長陳榮立 ( 左一 )、
馬來西亞臺商總會總會長許正德 ( 右六 )、綠野集團創辦人李金友 ( 右
五 )、僑務委員陳富村 ( 右四 )、馬來西亞留臺校友會聯合總會總會長李
子松 ( 右三 )、馬來西亞華校董事聯合會總會主席劉利民 ( 右二 )、大馬
旅遊促進局主席黃珠強 ( 右一 )，共同切國慶蛋糕

駐馬來西亞代表章計平 ( 左一 )、僑務委員會主任秘書張良民 ( 左三 ) 和
抗戰英雄陳培光 ( 左二 )、抗戰英雄梁希明 ( 坐輪椅者 ) 及故抗戰先進何
思善長子何佳立 ( 左四 ) 及沙巴留臺同學會會長陳紹厚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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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政務次長柯森耀 ( 右 ) 頒贈馬紹爾群島共和國 AKA 執政聯盟主席、
參議員卡布瓦 (Michael KABUA, 左 )「睦誼外交獎章」(7 月 20 日 )

駐馬來西亞代表章計平 ( 右三 ) 與中國信託金控最高顧問江丙坤 ( 左三 )、
中國信託金控獨立董事王鍾渝 ( 左二 )、中國信託銀行總經理陳佳文 ( 右
二 )、資深副總經理兼策略長施景富 ( 左一 ) 及吉隆坡辦事處首席代表陳
昶泓 ( 右一 )，共同主持中國信託銀行吉隆坡辦事處開幕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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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我國與亞西地區國家關係

壹、 前言
亞 西 地 區 包 括 中 東 國 家、 獨 立 國 協 (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 ，CIS)、喬治亞及蒙古，總共 29 個國家及巴勒

斯坦自治政府，面積超過 3 千萬平方公里，人口逾 7.5 億。中東

地區有沙烏地阿拉伯、約旦、巴林、科威特、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阿曼、黎巴嫩、卡達、伊拉克、敘利亞、葉門、土耳其、伊朗、

巴基斯坦、阿富汗、以色列等 16 國及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獨立

國協則包括俄羅斯、白俄羅斯、哈薩克、烏茲別克、塔吉克、吉

爾吉斯、亞美尼亞、亞塞拜然、摩爾多瓦等 9 個成員國及烏克蘭、

土庫曼 2 個準成員國。

在亞西國家中，我國與沙烏地阿拉伯、約旦、巴林、科威特、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阿曼、土耳其、以色列、俄羅斯及蒙古等 10
國維持實質關係，並在各國設有代表處或辦事處；沙烏地阿拉伯、

約旦、阿曼、土耳其、以色列、俄羅斯及蒙古等 7 國在我國亦設

有代表機構。

貳、 我國與各國關係
一、我國與巴林關係

( 一 ) 一般關係：

1、我國於 66 年 4 月 15 日在巴林首都麥納瑪設立「中
華民國商務代表團」，94 年 1 月 28 日更名為「臺
灣駐巴林王國商務代表團」。

2、巴林政府宣布自 104 年 4 月 1 日起我國國人可申請
效期 3 個月之多次入境電子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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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經貿關係：

1、104 年雙邊貿易總額前 11 個月為 2 億 2,208 萬美元，
我國出口 6,416 萬美元，進口 1 億 5,792 萬美元。
我國進口大宗為鋁錠及石油及石化製品，我國對巴
林入超 9,376 萬美元。

2、我國派有農業技術專家協助巴林發展花卉、蔬菜、
水果等。

3、我國工商婦女企業管理協會理事長等訪問巴林，參
加世界女企業家第 63 屆國際年會；我財團法人資
訊工業策進會副執行長訪巴。

4、臺灣廠商參加 2015 巴林國際園藝展。
5、高雄市政府蔬果推廣團訪問巴林促銷水果。
6、外貿協會「2015 年中東主力市場拓銷團」訪問巴

林。
（三）文化交流：

1、近幾年來，巴林均派有大學生參加中東及北非國家
青年臺灣文化研習營，增進兩國青年文化交流。

2、三立電視臺記者到訪巴林製作「消失的國界」專輯。
3、10 月舉辦「臺灣電影文化節」。

（四）新聞交流：巴林媒體記者訪問我國參加穆斯林記者團。
二、我國與以色列關係

（一）一般關係：我國於 82 年 3 月 29 日在以色列設置「駐

臺拉維夫臺北經濟貿易辦事處」，以色列亦於同年 7
月在我國設立「駐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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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名為「駐
臺拉維夫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及「駐臺北以色列經
濟文化辦事處」。

（二）經貿關係：
1、104 年雙邊貿易總額為 13 億 3,616 萬美元，我國出



第二章 對外關係

- 113 -

口 6 億 127 萬美元，進口 7 億 3,488 萬美元。
2、駐以色列代表季韻聲與以色列駐華代表何璽夢

（Simona HALPERIN）4 月 20 日在臺北簽署「臺
以工業研發合作協定」。

3、駐以色列代表季韻聲與以色列駐華代表游亞旭
（Asher YARDEN） 10 月 18 日在耶路撒冷簽署「臺
以再生能源合作意向書」。

（三）政要互訪：
1、我國赴訪者：中央研究院院長翁啟惠、中央研究院

副院長王瑜、臺灣大學校長楊泮池、臺北醫學大學
校長閻雲、經濟部政務次長卓士昭、臺東縣縣長黃
健庭、集集鎮鎮長陳紀衡、農委會家畜衛生試驗所
防疫組組長鄭明珠及夫婿祈偉廉教授、陳燕萍研究
員。

2、以色列來訪者：國會司法法律委員會主席史羅米
安斯基 (Nissan SLOMIANSKY)、 國會文化、教育
暨運動委員會主席馬吉 (Yakov MARGI)、 國會議
員梅瑟 (Menachem Eliezer MOSES)、 國會議員班
楚爾 (Yoav BEN-TSUR)、經濟部首席科學家哈森
(Avi HASSON)、科技部前首席科學家懷思 (Daniel 
WEIHS) 教授、以色列大屠殺紀念館「國際義人」
處主任石丹芬 (Irena STEINFELDT)、台拉維夫大
學鳥類專家利善 (Yossi LESHEM)。

三、我國與約旦關係

( 一 ) 一般關係：我國於 46 年 8 月 12 日與約旦建交，66 年

4 月 14 日中止外交關係，同年 5 月 15 日在安曼設立「駐
約旦遠東商務處」，81 年 4 月 16 日更名為「中華民
國（臺灣）商務辨事處」。約旦於 66 年 11 月 25 日在
臺設立「約旦商務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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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經貿關係：臺約貿易屬於互補型態，我國長期以來均
享有順差；104 年雙邊貿易總額達 4 億 2,100 萬美元，
我國出口至約旦 3 億 4,600 萬美元，我國自約旦進口
7,500 萬美元，我國享有 2 億 7,100 萬美元的順差。目
前我國有 5 家台商在約旦投資設廠，從事成衣加工出
口，僱用員工約 6,000 人，生產之成衣絕大部分銷往
美國，出口金額逾 3 億美元，占約旦成衣外銷的三成
左右，對促進約旦經濟發展及增加就業機會頗有貢獻。

( 三 ) 文教合作：本年我國共有 12 名獎學金及自費學生在約
旦大學深造。外交部、教育部及國合會提供約國獎學
金名額，研讀學士或碩、博士學位。

( 四 ) 文化暨體育交流：參加蘇梅雅公主科技大學所辦之「國
際文化日」活動、協助約旦中小學童參加我國第 46 屆
世界兒童畫展，榮獲 2 銅、4 佳作、協助旅約僑聯會
辦理「漢字文化節」活動、辦理本年亞西青年營遴薦
5 名優秀約旦青年學子赴台交流、辦理約旦跆拳道國
家代表隊暨約旦安曼跆拳道館於本處國慶活動上盛大
演出、辦理駐地電子媒體轉播台北 101 大樓跨年煙火
秀、接待我國殘障選手 22 人來約參加 2015 年亞洲區
殘障桌球錦標賽等。

( 五 ) 人道援助：我國於約旦等地區進行照顧貧民、婦女與
兒童以及安置敘利亞難民之人道計畫與物資，包括：
捐贈約旦北部學校國產電腦、生活物資 ( 白米 ) 及醫療
設施 ( 輪椅 )，協助水井修復計畫，贊助成立家庭及孩
童照護中心，提供敘利亞難民營內之青少年國產電腦、
運動器材，針對敘利亞難民營及難民營外周邊難民社
區提供兒童照護、青少年心理社會支持計畫，以及提
供約境內難民組合屋等。此外，慈濟組織在約旦從事
人道工作已超過 10 年，定期濟助約旦弱勢及偏遠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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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生活物資。
四、我國與科威特關係

（一）一般關係：我國於 52 年 11 月 21 日與科威特建交，60
年 3 月 28 日中止外交關係。75 年年 4 月 23 日設立「中
華民國駐科威特商務代表處」，85 年 8 月 26 日更名
為「駐科威特王國臺北商務代表處」。

（二） 經貿關係：104 年度我國與科威特雙邊貿易總額為 41 
億 7,729 萬美元，我國對科國出口計 2 億 821 萬美元，
進口 39 億 6,905 萬美元，主要為我國向科國購買原油
及石化原料。

（三） 文教、體育關係：科威特大學語言中心自 77 年起每年
提供我國學生全額獎學金名額研讀阿拉伯文，104 年
我國有 9 名留學生在該中心就讀、2 月我國桌球隊一
行 20 人來科參加「2015 科威特桌球公開賽」、2 月科
威特大學師生一行 17 人赴臺灣訪問、8 月科威特青年
胡貝德 (Sarah Al-HUBAIDAH)、突維吉立 (Yousef Al-
TAWAJERI) 2 人赴臺參加 104 年度「亞西國家青年臺
灣文化研習營」活動、11 月國立臺灣大學國際長張淑
英率師生一行 17 人來科訪問、12 月我國中華臺北著
作人協會理事長陳宗台率團一行 18 人來科參加「科威
特第 8 屆國際發明展」。

（四） 科威特人員來華訪問人士： 
6 月科威特國家科學研究院專家一行 7 人來華訪問參
加第 5 屆「臺科先進科技研討會」、6 月科威特「政
治報」財經記者阿布都拉 (Mohammed ABDULLAH)
參加 104 年「採訪我軟實力穆斯林團」、8 月科威特
青年胡貝德 (Sarah Al-HUBAIDAH) 及突維吉立 (Yousef 
Al-TAWAJERID) 參加 104 年度「亞西國家青年臺灣文
化研習營」活動、9 月科威特人事銓敘部官員應邀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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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我國保訓會文官學院舉辦之國際人力資源發展訓練
課程 (IHRD)。

（五）我國人員訪問科威特：
3 月奧委會主席林鴻道率領該會副主席張煥禎、執行
委員黃志雄、秘書長陳國儀、副秘書長沈依婷、及組
長李玉芳一行 6 人赴科訪問、3 月資策會國際處長蕭
美麗率團赴科訪問、外貿協會籌組之「104 年中東主
力市場拓銷團」一行 22 人赴科舉行貿易洽談會、10
月資策會主任杜順榮率領資訊醫療團一行 5 人赴科舉
行醫療資訊研討會、10 月外貿協會籌組之「2015 年中
東貿易訪問團」21 人赴科舉行貿易洽談會、10 月資策
會國際合作處長蕭美麗應邀參加科國銀行公會舉行之
中小企業研討會、10 月外貿協會籌組之「2015 年中東
食品訪問團」一行 20 人訪問科威特並舉行貿易洽談
會、10 月工研院服務中心主任劉佳明應邀赴科訪問並
協助建立植物工廠、10 月考試院保訓會副處長洪淑姿
應邀赴科訪問、11 月國立臺灣大學國際長張淑英率師
生訪團一行 17 人赴科訪問、12 月中華臺北著作人協
會理事長陳宗台率團一行 18 人赴科參加「科威特第八
屆國際發明展」。

五、我國與蒙古關係

（一）一般關係：91 年 9 月 1 日我國在烏蘭巴托設立「駐烏

蘭巴托臺北貿易經濟代表處」，92 年 2 月 17 日蒙古
在臺北設立「駐臺北烏蘭巴托貿易經濟代表處」。

（二）經貿關係：104 年臺蒙雙邊貿易總額約 2,292 萬美元，
同比增長達 1.55%，其中我國出口至蒙古貿易額約 350
萬美元，主要為塑膠包裝產品、木材及食品加工機械
設備、印刷機械、資訊產品、電腦零配件及家電等，
同比減少達 55.47%；蒙古出口至臺灣達 1,942 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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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增長近 30.06%，主要為煤、精煉銅及銅合金、鉬
礦石及其精砂、螢石、白榴石及霞石等礦產品，以及
套頭衫等服飾品。104 年我國對蒙古貿易呈現逆差。
蒙古財政部訪團於 4 月來華考察我國稅務電子化制度；
蒙古工業部訪團於 10 月來華考察我國推動中小企業發
展經驗。自 91 年起中華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與蒙古
商工總會每年輪流在臺北及烏蘭巴托舉行「臺蒙經濟
聯席會議」，第 14 屆臺蒙經濟聯席會議於 5 月在臺北
舉行。目前在蒙臺商僅有 5 家，分別從事營建、採礦、
礦泉水、房地產及貿易服務等行業。

（三）政要互訪：
1、我國訪問蒙古者：監察院副院長孫大川於 8 月底率

團訪蒙參加亞太人權論壇第 20 屆年會，就人權保
障及婦女權益等議題進行交流；國家通訊傳播委員
會委員翁柏宗亦於同月底率團訪蒙，與蒙方相關單
位討論資通訊科技及傳媒合作等議題。

2、蒙古訪問我國者：蒙古國會友臺小組議員巫央佳
(UYANGA Gantumur) 偕夫婿蒙古國家通訊社社
長巴特胡雅各 (BAATARKHUYAG Avia) 於 1 月來
臺參加「2015 年世界自由日慶祝大會」活動；蒙
古國會議員博德 (BOLD Luvsanvandan)、阿瑪爾
嘉 格 (AMARJARGAL Rinchinnyam) 及 金 融 管 理
委員會市場發展處處長巴特普瑞夫 (BATPUREV 
Ayushsuren) 於 4 月下旬訪問我國，洽談兩國金融
管理委員會間之交流合作；蒙古國家人權委員會
委 員 歐 永 齊 美 (OYUNCHIMEG Purev)、 南 戈 壁
省檢察署副檢察長阿坦契契格 (ALTANTSETSEG 
Shavriach) 及 Bayankhongor 省警察局局長歐永博德
(OYUNBOLD Baatar) 於 5 月中旬訪問我國，與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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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院（人權保障委員會）簽署兩國人權合作瞭解備
忘錄，並參訪我國警政與獄政設施。

（四）教育及文化關係：臺蒙雙方簽有教育合作瞭解備忘錄，
我國政府及多所大學院校每年提供多項獎學金，如臺
灣獎學金、華語文獎學金、國合會獎學金等，供蒙古
學生來臺攻讀學位或學習中文，目前約有 800 名蒙古
學生在臺就讀。銘傳大學於 3 月與蒙古 Otgontenger 大
學合辦「2015 年第 8 屆臺蒙華語文教學國際論壇暨第
5屆華語演講比賽」，另於9月在烏蘭巴托市舉辦「2015
年第 7 屆蒙古臺灣教育展」。國立故宮博物院於 9 月
受邀派員赴蒙參與「慶祝忽必烈誕辰 800 周年」國際
學術研討會，並發表「國立故宮博物院藏蒙古文物彙
編」畫冊專書。

（五）人道合作與交流：臺灣家庭暨兒童扶助基金會蒙古分
事務所長期協助蒙古貧困家庭兒童，提供生活物資、
獎助學金補助及職業訓練等，每年 11 月舉辦「寒冬送
暖」活動，自 93 年至 104 年總計受扶助兒童達 15,000
人。此外，臺灣路竹會義診團於 8 月赴蒙進行義診、
財團法人羅慧夫顱顏基金會與長庚紀念醫院合作於同
月亦赴蒙進行唇顎裂兒童義診。

（六）衛生合作與交流：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臺灣國際醫療
訓練中心每年循例開設多項醫護訓練課程，培訓蒙古
醫護人員。臺灣口腔照護協會於 5 月赴蒙，推展醫療
合作及培訓蒙古種子牙醫師。此外，臺大醫院每年派
員赴蒙與當地數家醫院進行交流，於 7 月與國家婦幼
保健中心、國家第二綜合醫院及國家第三綜合醫院舉
行「NTNU-HOPE 臺蒙國際醫療交流計畫」簽約儀式。

（七）科技合作與交流：我國科技部與蒙古教育、文化暨科
學部科技基金會簽署科技合作備忘錄，科技部每年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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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赴蒙審視年度計畫執行成果，於 6 月簽訂下 (105) 年
度之合作計畫瞭解備忘錄。科技部亦提供臺灣獎學金
供蒙古政府官員或研究機構人員來臺深造。

六、我國與阿曼關係

（一）一般關係：

我國於66年1月11日設置「駐阿曼王國商務代表團」，
3 月 31 日在阿曼首都正式成立，68 年 4 月 27 日關閉，
復於同年 9 月 6 日設立「遠東貿易中心駐阿曼代表
處」，80 年 7 月 1 日更名為「駐阿曼王國臺北經濟文
化辦事處」。阿曼於 80 年 10 月 1 日在臺北市設立「阿
曼王國駐華商務辦事處」。我國人至阿曼可在機場申
請落地簽證停留 30 天。

（二）經貿關係：
1、104 年雙邊貿易總額為 23 億 9,943 萬美元，我國出

口 1 億 3,627 萬美元，進口 22 億 6,631 萬美元。我
國為阿曼石油第 2 大進口國。

2、11 月阿曼國營煉油暨石油工業公司宣佈我國中鼎
工程公司與美國 Chicago Bridge ＆ Iron Co. 共同獲
得蒸汽石油裂解裝置設備 (Steam Cracker) 統包設計
及採購工程案合約，總值 28 億美元。

（三）文化體育交流：
1、 4 月 30 日至 5 月 7 日中華民國手球協會校長王文

霖率中華臺北女子沙灘手球代表隊一行 12 人赴阿
曼參加 2015 年第 5 屆亞洲沙灘手球錦標賽。

2、8 月阿曼 Sohar 體育會 (Sohar Sports Club) 排球隊一
行 20 人赴臺參加亞洲盃排球賽。

3、9 月「國際青年大使交流計畫」訪團一行 20 人赴
阿曼訪問。

4、10 月我風浪板選手張浩赴阿曼參加 RS:X 型風浪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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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錦標賽。
5、10 月阿曼宗教事務部出版委員會主委沙力米

(Abdulrahman Al-SALIMI) 應邀訪華，參加「新絲
路與亞歐互動」國際研討會。

6、12 月 阿 曼 宗 教 部 部 長 顧 問 馬 馬 里 (Shaikh 
MohammedAl-MAMARI) 訪問我國，並參加阿曼宗
教部舉辦之「阿曼伊斯蘭教福音展」。

七、我國與俄羅斯關係

( 一 ) 一般關係：我國於 82 年 7 月 12 日在莫斯科設立「臺北 -
莫斯科經濟文化協調委員會駐莫斯科代表處」。85 年
12 月 15 日俄國在我國設立「莫斯科 - 臺北經濟文化協
調委員會駐臺北代表處」。

 ( 二 ) 經貿關係：104 年雙邊貿易總額為 35 億 5,489.2 萬美元，
我國出口 10 億 2,962.2 萬美元，進口 25 億 2,527 萬美
元。同年 14 團次臺灣工商團體共 145 家企業赴俄羅斯
參展，683 位俄羅斯企業買主來我國參觀展覽及採購。

( 三 ) 科技關係：
1、科技部與俄羅斯「基礎研究基金會」、「人文科學

基金會」、「科學院西伯利亞分院」、「科學院遠
東分院」共同補助多年期雙邊研究計畫案 70 件，
舉辦 2 場學術研討會，通過新增之 2016 年 -2018
年雙邊研究計畫 28 件。俄國專家學者約 150 人次
訪問我國。 

2、5 月國際工程院臺灣分會理事長張國鎮、「唐獎」
基金會執行長陳振川、秘書長曾惠斌、潤弘工程協
理王端禎訪問俄國，出席國際工程院主席團會議。          

3、6 月我國諾貝爾物理獎得主 - 前中央研究院院長李
遠哲院士訪問俄國，出席諾貝爾得獎者科技論壇。

4、9 月科技部次長林一平率團訪問俄國，與俄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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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 科 學 基 金 會 」 執 行 長 赫 魯 諾 夫 (Alexander 
KHLUNOV) 署科技合作協議。       

5、11 月俄羅斯科學院化學研究所巴丹姆辛娜 (Elmira 
BADAMSHINA) 博士訪問我國，與臺塑公司進行
陰離子加成聚合反應專題討論並指導奈米碳管製作
技術合作。 

6、11 月俄羅斯飛行控制技術科學專家塔巴丘克 (Igor 
TABACHUK) 訪問我國，出席臺灣資訊儲存技術協
會與中央研究院應用科學中心產業座談會。
7、11 月駐俄羅斯代表王建業率團訪問俄羅斯托木
斯克州 (Tomsk)，參訪該州 3 所大學及科技經濟園
區。

( 四 ) 文教關係：
1、1 月臺灣大學電機系教授、前中央大學校長羅仁權

訪問俄國。
2、3 月我國攝影藝術家李佳佑首度於莫斯科國立東方

藝術美 術館舉辦「罔兩」攝影作品展。
3、3 月俄羅斯薩瑪拉省政府教育暨科學廳副廳長柯列

斯尼科娃 (Nadezhda KOLESNIKOVA) 一行 12 人訪
問我國。

4、4 月中華創新發明學會理事長吳國俊率團一行 37
人訪問俄國，參加「2015 第 18 屆莫斯科阿基米德
國際發明展」，計有 17 個國家共 700 餘件作品參
展，臺灣代表團參展作品達 108 件，贏得團體第 2
名，共獲得 41 面金牌、31 面銀牌、12 面銅牌及 5
座大會特別獎。

5、5 月高雄海洋大學副校長張順雄一行 13 人訪問俄
國，與俄羅斯南聯邦大學共同舉行 2015 PHENMA
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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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月莫斯科市立師範大學副校長格里希坤 (Vadim 
GRISHIKUN) 一行 2 人訪問我國。

7、6 月雲門舞集應莫斯科契訶夫國際戲劇藝術節邀
請，於莫斯科市及 Voronezh 州演出「稻禾」舞劇。

8、7 月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莊奕琦一行 3 人
訪問俄國。

9、7 月我國青年音樂家曾宇謙奪得第 15 屆柴可夫斯
基音樂大賽小提琴組最高獎 - 銀獎 ( 金獎從缺 )。

10、8 月臺灣地理奧林匹亞代表團訪問俄國，參加
2015 國際地理奧林匹亞競賽，並與國立莫斯科大
學地理系師生進行田野調查。

11、8 月俄羅斯、塔吉克、吉爾吉斯、亞美尼亞、亞
塞拜然、喬治亞等 6 國 18 位來自政府部門、國會、
媒體及非政府組織的傑出青年訪問我國，參加外交
部舉辦之「104 年度 國際青年菁英領袖研習班」。

12、8 月臺灣師範大學校長張國恩率團偕宏碁創辦人、
禾詒公司董事長邰中和及友訊科技副董事長蕭蕃訪
問俄國。

13、9 月亞洲大學董事長蔡長海一行訪問俄國。
14、10 月國立體育大學校長高俊雄訪問俄國，與俄羅

斯奧林匹克大學洽談合作交流事宜。
15、10 月「當代傳奇劇場」創辦人吳興國訪問俄國，

於聖彼得堡演出改編莎翁之創作「李爾在此」，並
出席莫斯科M.S. Schepkin Higher Theatre School「東
西戲劇交流座談會」。

16、10 月爵士音樂家謝啟彬及張凱雅訪問俄國，參加
托木斯克國立大學之國際爵士樂研討會及學生爵士
音樂節開幕。 

17、我國留俄學生約 185 人，主要在莫斯科及聖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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堡等地進修；在我國之俄籍留學生約 450 人。8 位
我國華語教師分別在國立莫斯科大學亞非學院、國
立莫斯科語言大學、莫斯科市立師範大學及國立薩
瑪拉科技大學任教，推動正體中文教學。

( 五 ) 新聞交流：
1、1 月「伊塔塔斯社」網站科技版專文報導俄羅斯聯

邦科技創新園區基金會副總裁暨執行董事喀拉瓦耶
夫 (Igor KARAVAYEV) 及原能產業事業發展處長奇
巴羅 (Konstantin GIBALO) 訪問我國 3 大科學工業
園區之心得與成果。

2、5 月「國際文傳電訊社」外交新聞副總編輯巴蘭諾
夫斯基 (Andrey  BARANOVSKIY) 撰寫 2 篇專訪報
導：「臺灣經濟部次長：臺灣有興趣與俄羅斯發展
經貿合作」及「大陸事務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臺灣
希望參與絲路經濟帶計畫」。

3、5 月「商人報」(Kommersant) 國際版刊載記者史卓
卡恩 (Sergey STROKAN) 專文報導「臺灣政府嘗試
在『中』美間扮演調停者」。

4、6 月「莫斯科地鐵報」(Metro Moscow) 旅遊版全版
專文「到臺灣旅遊的 5 個理由」，介紹臺灣觀光旅
遊 5 大特色：風景、夜市、當代藝術、佛教寺廟、
自行車。

5、8 月「新聞真相網」刊載俄羅斯聯邦第一通訊社記
者 安德烈耶夫 (Alexsei ANDREEV) 專訪駐俄羅斯
代表陳俊賢之專文，闡述我國積極爭取加入 TPP
及其他區域經貿組織，宣達馬總統之「南海和平倡
議」。     

6、10 月「ABN 新 聞 網 」 刊 載 記 者 歐 帕 林 (Artem 
OPARIN) 專訪臺灣經濟研究院景氣預測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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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明德之專文「臺灣掙脫全球金融危機」。
7、11 月「ABN 新聞網」續刊載記者歐帕林 (Artem 

OPARIN) 專訪國發會綜合規劃處處長張惠娟之專
文「臺灣希望效法蘋果公司經驗」。    

 ( 六 ) 人道及其他雙邊合作：
1、3 月交通部觀光局駐法蘭克福辦事處派市場經理赴

俄羅斯協助擴大參加「2015 莫斯科國際旅遊展」。 
2、5 月 27 日至 10 月 8 日全祿航空與中華航空以共用

航班方式每周一次往返莫斯科 - 臺北定期空運直
航。

3、6 月榮民總醫院核醫部主任王世禎一行 5 人赴俄羅
斯 Burnazyan 聯邦醫學生物物理中心專案訓練實
習，建立核災應變及緊急醫療照護之交流管道。 

4、7 月臺灣民主基金會執行長黃德福一行 4 人訪問俄
國，參加「臺灣民主期刊」與「卡內基莫斯科中心」
聯合舉辦之
「比較中亞、高加索與巴爾幹地區的政治動態」學
術論文研討會。

5、8 月前蘇聯航空志願隊後人「俄『中』友好協會」
副主席、莫斯科退伍軍人協會國際關係委員會主席
奧巴索夫 (Evgeny OPASOV) 及建築鑑定師馬特維
夫 (Andrey MATVEEV) 訪問我國，參加抗戰勝利
70 周年紀念活動並出席「紀念抗戰 70 周年空軍紀
錄片」首映會。

6、10 月「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顧問 ( 外交
部前無任所大使 ) 吳運東一行 5 人參加「2105 世界
醫師會大會」。

7、10 月前蘇聯元帥崔可夫之孫 -「俄羅斯退伍軍人
黨」中央委員會主席團委員尼可萊崔可夫 (Nikol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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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IKOV) 夫婦訪問我國，出席抗戰勝利及臺灣
光復 70 周年紀念活動。  

( 七 ) 政要互訪：
1、 我國赴訪者：前中央研究院院長李遠哲、立法院「中

華民國與俄羅斯國會議員友好協會」會長潘維剛、
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董事長梁國新、科技部
次長林一平、國際工程院臺灣分會理事長張國鎮、
「唐獎」基金會執行長陳振川、臺灣民主基金會執
行長黃德福。

2、俄羅斯來訪者：莫斯科臺北經濟文化協調委員會
主席羅伯夫 (Oleg LOBOV)、五名國會上院及杜
馬議員、「俄『中』友好協會」副主席奧巴索夫
(Evgeny OPASOV)、前蘇聯元帥崔可夫之孫 -「俄
羅斯退伍軍人黨」中央委員會主席團委員尼可萊
崔可夫 (Nikolai CHUIKOV)、俄羅斯薩瑪拉省政
府教育暨科學廳副廳長柯列斯尼科娃 (Nadezhda 
KOLESNIKOVA)。

八、我國與沙烏地阿拉伯關係

（一）一般關係：我國與沙烏地阿拉伯於 35 年 11 月 15 日建

交，79 年 7 月 22 日中止外交關係。80 年 2 月 13 日我
國在沙京利雅德設立「駐沙烏地阿拉伯王國臺北經濟
文化代表處」，「駐沙烏地阿拉伯王國臺北經濟文化
代表處吉達辦事處」亦於同日運作；沙國於 81 年 10
月 14 日在臺北市設立「沙烏地阿拉伯商務辦事處」。

（二）104 年臺沙雙邊貿易額為 89 億 8,700 萬美元，我國出
口 16 億 9400 萬美元，進口 72 億 9,300 萬美元，沙國
為我國第 12 大貿易夥伴，亦係我石油主要供應國。為
爭取沙國市場商機，我國計有包括建材 (6家廠商參展、
9 家以型錄陳列 )、醫療 (8 家廠商參展 )、中東主力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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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拓銷團 (20 家廠商 )、臺電電力團 (15 家協力廠商 )、
臺灣產品型錄展 (166 家廠商參展 ) 等 200 餘家廠商參
加沙國國際專業展及舉行貿易洽談會。

（三）技術合作關係：我國續派遣技術顧問協助沙國農業、
漁業及交通發展，並分批代訓沙國各領域技術人員。
另我國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與沙國標準度量衡品質局
（SASO）之檢驗訓練合作持續進行，並派遣專家赴沙
國授課。

（四）文教及宗教關係：總部設於麥加之「世界回教聯盟」
（Muslim World League）於 4 月在臺北舉辦「穆斯林
少數族群及當前挑戰」國際研討會，另「中國回教協
會」9 月間組團赴伊斯蘭教聖地麥加進行國際交流。
此外。此外，沙國青年應邀參加「2015 年亞西國家青
年台灣文化研習營」。

九、我國與土耳其關係
( 一 ) 一般關係：78 年 8 月 21 日我國在土京設立「駐安卡

拉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82 年 11 月 16 日更名為「駐
安卡拉臺北經濟文化代表團」；土耳其於 82 年 11 月
12 日在臺北市設立「土耳其經濟代表團」，83 年初改
名為「土耳其貿易辦事處」。

( 二 ) 經貿關係：本年 1 至 12 月雙邊貿易總額為 16 億 9,133
萬美元，我國對土出口 15 億 1,229 萬美元，進口 1 億
7,892 萬美元，出口項目以高價位之精密機械儀器為
主，土耳其進口項目則以原料及出及加工品為多。本
年 5 月底，我國電機電子公會郭理事長台強率團乙行
30 餘人赴土商貿交流，成功搭建雙邊經貿對話，具指
標意義。8 月 21 日，「中華民國臺灣土耳其經貿協會」
在臺北正式成立，東元集團黃會長茂雄擔任首任理事
長。11 月中旬，土耳其出口商協會 (TIM) 副會長查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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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歐魯 (Mustafa CAKRIKCIOGLU) 率團一行 8 人赴臺
與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簽署合作備忘錄，拓展臺土
經貿合作交流。

( 三 ) 臺土間直飛航線正式通航：本年 3 月 31 日，由土耳其
航空公司經營之伊斯坦堡―臺北航線正式通航，每週
7 航班；我國長榮航空則以共用班號方式與土航共同
營運，另同時規劃於明 (105) 年 3 月以自有機隊營運直
飛航線。

( 四 ) 文教交流與合作：
1. 國立臺灣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國立政治大學、

國立中山大學、國立成功大學、國立臺灣藝術大
學、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及國立臺北科技大學等大專
院校與土耳其安卡拉大學（Ankara University）、
畢 爾 坎 大 學（Bilkent University）、 中 東 科 技 大
學（Middle East Technical University）、 哈 傑 特
佩 大 學（Hacettepe University）、 建 築 師 錫 南 藝
術 大 學 (Mimar Sinan Fine Arts University)、 凱 末
爾 大 學（Mustafa Kemal University）、 法 提 大 學
（Fatih University）、 迪 爾 哈 斯 大 學（Kadir Has 
University）、伊斯坦堡科技大學 (Istanbul Technical 
University) 及耶蒂特佩 (Yeditepe University) 等多所
大學簽有交換教授、交換生獎學金之學術合作協
議；哈傑特佩大學科學園區則與新竹科學園區簽署
科技合作備忘錄。

2. 我國給予土耳其學生「華語文獎學金」及「臺灣獎
學金」來臺修習華文及深造；土耳其政府亦提供我
國學生獎學金赴土深造。

3. 本年 9 月，我國國際青年大使歐亞團乙行 20 人前
往土耳其訪演，搭配本年度「青年有愛、全球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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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計畫宗旨，與土國境內敘利亞難民學童及白血病
童互動。

4. 本年 10 月，文化部「臺灣光點計畫」資助之台原
偶戲團應邀赴土耳其參加「第 18 屆伊斯坦堡國際
偶戲節」並擔任主題國家，另為敘利亞難民兒童義
演。

5. 本年 10 月，我國回教協會張理事長明峻及本年朝
覲團馬團長景仁應邀赴土耳其出席「第一屆亞太國
家伊斯蘭領袖會議」。

( 五 ) 人道援助合作： 
1. 本年 6 月，駐土耳其代表鄭泰祥與土耳其貿易辦事

處代表艾瑞康 (Ismet Erikan) 在土京安卡拉分別代
表雙邊政府簽署「臺土災害管理合作議定書」，為
兩國災害合作領域奠定基礎。

2. 本年 7 月，我國政府延續對土國境內敘利亞難民之
人道援助，續捐贈 750 臺電風扇給予土耳其東南部
敘利亞難民營；民間非政府組織部分，慈善團體慈
濟功德會在伊斯坦堡蘇丹加濟 (Sultangazi) 市資助
成立兩所專收敘利亞難民學童之學校，迄已收容近
2,000 名學童，並定期對難民家庭發放救濟物資。

十、我國與阿拉伯聯合大公國關係

（一）一般關係：我國於 60 年 12 月 2 日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宣告獨立時即予承認，68 年 5 月我國在杜拜設立駐杜
拜名譽領事館，69 年 7 月更名為駐杜拜名譽總領事館，
77 年 5 月續更名為「中華民國駐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杜
拜商務辦事處」。

（二）經貿關係：本年 1-11 月雙邊貿易總額為 48 億 9,549 萬
美元，我國對大公國出口 14 億 6,634 萬美元，進口 34
億 2,915 萬美元。杜拜已成為海灣地區各項國際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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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每年吸引我國廠商組團前往參加如國際橡塑膠
展、杜拜國際安全器材展、杜拜醫療展、杜拜食品展、
杜拜旅遊展、中東紙類應用展、中東美容展、中東太
陽能展、中東國際電力、照明及能源工業展等各大型
商展，並由貿協、農委會等單位協組我國廠商赴大公
國辦理「台灣精品發表會」、「醫療業務健檢推薦會」
等拓銷推廣活動。

（三）學術交流：我國現有 15 名學生就讀大公國阿布達比邦
綠能城（Masdar City）與美國紐約大學（NYU）合作
成立之 Masdar 理工學院碩士班。Masdar 理工學院本
年續提供全額獎學金供我國優秀學子申請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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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西地區
外交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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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吉達辦事處假吉達商工總會 (Jeddah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舉辦「中華民國產品型錄展」及「投資臺灣說明會」，駐吉達處長吳清
泉 ( 右二 ) 與吉達商工總會副秘書長哈卡米 (Mohi Al-Din Y. HAKAMI, 中 )
共同主持開幕剪綵 (11 月 3 日 )

駐巴林代表陳天爵與高雄巿政府顧問劉世芳及 AI Jazira 集團主席達瓦尼
(bdulhussain DAWANI) 共同主持我高雄巿政府蔬果推廣團訪問巴林促銷
水果活動 (2 月 12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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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杜拜處長馬超遠於杜拜購物中心 Star Atrium 廳參加臺灣精品展開幕剪
綵儀式，照片人物（由左至右）：杜拜華僑聯誼會會長韓志華、駐沙烏
地阿拉伯代表處經濟組秘書黃志富、駐杜拜辦事處處長馬超遠、中華民
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杜拜台灣貿易中心主任張世朋、杜拜台商聯誼會會
長韓學斌夫婦、僑務委員會僑務促進委員曹金珠 (9 月 10 日 )

駐 杜 拜 處 長 楊 司 恭 ( 左 ) 於 阿 拉 伯 聯 合 大 公 國 拉 斯 海 瑪（Ras Al-
Khaimah）邦自由貿易區拜會主席阿哈瑪德 (Sheikh Ahmed Al-QASIMI)
親王 ( 右 )，雙方就加強合作及吸引台商至 RAK 自由貿易區投資事項交
換意見 (12 月 6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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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科威特代表項恬毅應邀在科威特商工總會為我國外貿協會「104 年中
東貿易訪團」舉辦之貿易洽談會開幕典禮致詞，科威特商工總會副秘書
長歐瑪爾 (Hamad Al-OMAR) 在旁 (6 月 2 日 )

駐科威特代表項恬毅與我國外貿協會「104 年中東貿易訪團」全體團員
合影 (6 月 3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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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 阿 曼 代 表 廖 港 民 ( 右 4) 與 阿 曼 前 商 工 部 長 蘇 勒 坦 (Maqbool Ali 
SULTAN, 左 3)、 宮 廷 事 務 部 皇 家 藝 術 學 會 會 長 查 嘉 里 (Maryam Al 
ZADJALI, 右 3)、商工部公關處長阿吉米 (Zahra Al-AJMI, 右 2)、國立蘇
丹喀布斯大學歷史系主任穆卡丹 (Mohammed Al-MUQADAM, 右 1)、紐
西蘭名譽總領事力亞米 (Hamed Al-RIYAMI, 左 2)、阿曼企業集團 W.J. 
Towell 總裁加瓦地 (Hussain JAWAD, 左 1) 等貴賓共同切慶祝國慶蛋糕
(10 月 7 日 )

駐約旦代表李世明與國合會秘書長施文斌出席「北約旦水井修護計畫」
竣工典禮 (5 月 18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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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統 馬 英 九 ( 左 5) 接 見 前 蘇 聯 航 空 志 願 隊 後 人 奧 巴 索 夫 (Evgeny 
OPASOV, 左 6)、馬特維夫 (Andrey MATVEEV, 左 4)、「莫斯科 - 臺北經
濟文化協調委員會」駐臺北代表杜沃齊 (Vasily DOBROVOLSKIY)( 左 3)、
外交部政務次長柯森耀 ( 右 1)、亞西及非洲司司長王建業 ( 左 2)、總統
府資政劉兆玄 ( 右 5)、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高華柱 ( 右 4 )、清華大學教
授鍾堅 ( 右 3)、國防部空軍司令部司令沈一鳴 ( 右 2)(8 月 13 日 )

總統馬英九 ( 中 ) 接見前蘇聯元帥崔可夫之孫尼可萊崔可夫 (Nikolai 
CHUIKOV, 左 ) 夫 婦 ( 右 為：Nikolai CHUIKOV 之 妻 加 琳 娜 崔 可 娃
Galina CHUIKOVA)(10 月 27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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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土耳其代表鄭泰祥 ( 右 4) 與土耳其貿易辦事處艾瑞康 (Ismet ERIKAN)
代表 ( 左 3) 在土京安卡拉分別代表雙邊政府簽署「臺土災害管理合作議
定書」(6 月 9 日 )

駐土耳其代表鄭泰祥 ( 前排中 ) 在伊斯坦堡主持國慶招待會 (10 月 10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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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坦堡―臺北直飛航線正式啟航，外交部政務次長柯森耀 ( 右 3)、常
務次長史亞平 ( 右 2)、土耳其貿易辦事處代表艾瑞康 (Ismet ERIKAN) ( 左
4) 及土耳其航空營運長歐慕圖 (Ahmet OLMUSTUR, 左 5) 出席剪綵儀式
(3 月 31 日 )

在駐土耳其代表鄭泰祥 ( 左 1) 陪同下，我國回教協會理事長張明峻 ( 中 )
及本年朝覲團團長馬景仁 ( 右 1) 應邀赴土耳其出席「第一屆亞太國家伊
斯蘭領袖會議」(10 月 13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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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交部部長林永樂 ( 右 3) 見證下，「中華民國臺灣土耳其經貿協會」
在臺北正式成立，東元集團會長黃茂雄 ( 右 1) 擔任首任理事長
(8 月 21 日 )

104 年 10 月，駐土耳其代表鄭泰祥 ( 右 2) 及土耳其國會友臺小組主席科
葉勒 (Feyzullah KIYIKLIK, 中 ) 應邀出席慈濟基金會在伊斯坦堡蘇丹加
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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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 10 月，駐土耳其代表鄭泰祥 ( 左 4)、對外貿易發展協會伊斯坦堡
臺灣貿易中心主任陳淑華 ( 左 3) 及中華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理事長王
鍾渝 ( 右 4) 出席在伊斯坦堡舉辦之「臺灣精品展」活動

駐蒙古代表處代表楊心怡於 5 月中旬偕本處同仁赴烏蘭巴托國家綜合體
育館，為參加 2015 年亞洲東區男子排球錦標賽的我國代表隊健兒加油，
我隊贏得銀牌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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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蒙古代表處於烏蘭巴托飯店 (UB Hotel) 舉辦國慶酒會楊代表致詞畫面
(10 月 9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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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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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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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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國。我國在上

述 3 友邦均設有大使館，該 3 國在臺北亦設有大使館，並聘任駐

華名譽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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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務辦事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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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年 12 月 14 日與上伏塔共和國

（布吉納法索之舊稱）建交，62 年 10 月 23 日中止外
交關係，83 年 2 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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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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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屆兩國合作混委會會議於 103 年 6
月 10 日至 11 日在臺北舉行，由外交部林部長永樂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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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國外長巴索雷共同主持，會議決議 104 年及 105 年
繼續執行第九屆混委會 19 項延續計畫，1 項新興計畫，
第 10 屆兩國合作混委會期中檢討會議於 104 年 12 月
3 日在布京舉行，雙方就各項合作計畫之執行進行檢
討並提供建議，以期取得更好之執行績效。

（二）經貿關係 ： 104 年 1 至 11  月臺布雙邊貿易總額約
8,162,508 美元（較 103 年同期減少 40.15%），其中
我國自布國進口 2,252,220 美元（較 103 年同期減少
21.98%），對布國出口 5,910,288 美元（較 103 年同期
減少 58.63%），雙邊經貿額大幅減少主因為我協助興
建布國龔保雷國家醫院等大型合作計畫告一段落，對
臺無大型機械、器具採購案。在臺布合作計畫「瓦加
杜古臺灣貿易投資促進中心」架構下，布國23名生產、
加工、芝麻及乳油木果出口、包裝及餐飲業者 104 年
6 月底來台出席國際食品展、包裝工業展、食品加工
設備暨醫藥機械、飯店暨餐飲設備用品及清真用品
展，並安排參觀尚磔工業有限公司（動、植物榨油設
備）、玉米油生產工廠，拜會中華整廠發展協會；布
國國營電力公司（SONABEL）及商工總會籌組 20 人
能源業者團於 7 月 27-31 日來臺參訪及舉行布國電力
產業說明會。大同公司系統事業群資深副總經理林和
龍 11 月 11 至 12 日訪布，推動建置 4G 通訊及偏鄉太
陽能發電兩計畫，曾拜會數位經濟暨郵政發展部長賈
候 (Nébila Amadou YARO)，並與布國礦業暨能源部長
巴跋卡 (Boubacar BÂ) 工作餐敘。布國商工總會特別委
員會委員、藥品工會主席貝納歐 (Victoire BENAO)、
能源業者祖布卡 (Mathias ZOUBGA) 及資訊業者貝納
歐 (Herman BENAO) 於 10 月 19-23 日來臺，出席非洲
駐臺經貿聯合辦事處舉辦之「非洲工商業產業領袖高



第二章 對外關係

- 145 -

峰會」。此外，我國懋霖醫療儀器有限公司與布國 4
家區級醫院簽約進行電腦斷層儀器維修；中教科技公
司爭獲布國 Gaoua、Koudougou、Dédougou 及 Ziniaré
區級職訓中心教學設備採購標案；連洋科技公司及掌
宇股份有限公司爭獲布國 Bobo-Dioulasso 工業級職訓
中心教學設備採購標案；青航股份有限公司爭獲職訓
教學設備運輸標案；宣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布分公
司 Speed Tech 爭獲非洲一盞燈標案，並與布國國營電
力公司 SONABEL 簽署興建 1.1MW 太陽能發電廠工
程合約。

（三）文教關係：駐布吉納法索大使館經審件及面試，遴選
14 名臺灣獎學金受獎生及 1 名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
基金會獎學金受獎生，應徵者程度有顯著提升；另選
派 18 名布國學員來臺參加各項研習班（含遠朋班、國
際人力資源培訓研習班及國際土地政策研究訓練中心
研習班）。我國自94年起試行在布國推動華語文教學，
並自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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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語言教學」、「文化講座」及「文化推廣活動」為
計畫 3 大主軸，共有 3 名專任教師在計畫架構下任教。
「華語文推廣中心」於 103 年底搬遷至布京機場附近
ZACA 商業行政中心新址，104 年 1 月 23 日駐布吉納
大使沈真宏及布國中高等教育部長薩瓦都哥 (Michel 
Filiga SAWADOGO)、文化部長哈瑪 (Baba HAMA)、
青年職訓暨就業部長唐貝雷 (Salifou DEMBELE) 共同
主持開幕典禮。本計畫 104 年度在 7 所布國大專院校、
瓦加杜古國際學校及華語文教學推廣中心開辦華語課
程，受惠學生總共計 1,206 名。4 月 24 日舉辦首次「華
語文能力測驗」，計有 18 人報名，10 人通過，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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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在布國華語文教學成果。
（四）政要互訪： 

1、我國赴訪者：104 年我國赴布訪問高層官員計有外
交部林部長永樂、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秘書長施文
斌、考試院院長伍錦霖。

2、 布 吉 納 法 索 政 要 訪 問 我 國 者： 過 渡 總 理 席 達
(Yacouba ZIDA)、 國 家 過 渡 委 員 會 (CNT) 主
席 ( 相 當 國 會 議 長 ) 席 爾 (Chériff SY) 夫 婦、 人
民進步運動黨 (MPP) 第二副主席龔褒磊 (Simon 
COMPAORE)、進步暨改變聯盟 (UPC) 主席狄亞佩
(Zéphirin DIABRE)、外交國際高等研究院 (IHNEI)
院長宮秉內 (Didace Zidahon GAMPINE)、國防暨
退伍軍人部合作司長恭布 (Léonard GAMBO) 等團。

（五）其他：
1、農業合作：我國自復交以來派駐布國巴格雷墾區進

行水稻種植之技術團已於 98 年底完成技術移轉，
移交布方管理墾區，並改以合作計畫形式續派技術
顧問 2 名協助布方經營管理。農業合作改為在布國
全境推廣陸稻以協助提高布國糧食生產及農民收
入，增加糧食自足，減少稻米進口。104 年陸稻計
畫 ( 第 III 期第二年 ) 新墾區成功開墾面積達 1,761.8
公頃 (57 個墾區 )。本計畫自 91 年起始計算，推
估迄 105 年歷年累計成果如下 :(1) 開墾面積約達
23,168 公頃，佔布國全國稻田耕地面積 ( 約 13.6
萬公頃 )17％。(2) 經輔導之陸稻墾區總產量計約
69,504 公噸，佔布國農部推估全國 104 年稻米產量
(334,538 公噸 )20.77％。(3) 累計輔導農民約 11,914
人。我國對布農業技術合作達二十餘年，自早期派
遣駐布技術團至目前執行的陸稻計畫，業已將米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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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引進布國，為布國人民增加糧食多樣化及營養
來源作出具體貢獻。

 2、醫療合作：我國派遣之駐布醫療團 104 年績效如
下 : (1)在布國古都古友誼醫院駐診，服務病患7,644
人次。(2) 辦理巡迴義診 36 場次，服務病患 5,024
人次。(3) 辦理巡迴衛教 60 場次，提供 5,792 名學
童基礎衛生教育訓練。(4) 辦理布國各區級醫院巡
迴保修共 22 場次。(5) 提供布國基礎醫護從事人員
再職訓練，辦理「助產士訓練班」、「基層衛生站
護理長醫務管理訓練班」及「醫工訓練班」共 5 場，
訓練 598 人次。又布國龔保雷國家醫院亦委託埔里
基督教醫院派遣團隊進駐協助醫院之經營管理，該
團隊於 104 年透過續強化「醫院管理系統」(HIS)
之建置，直接協助龔保雷醫院醫療業務持續成長，
使其專科門診增設 4 科達到總科別 23 科，每月看
診 ( 含門診及急診 ) 人數計約 2,200 餘人次；另在
能力範圍內儘量協助龔保雷醫院維修各科醫療設備
及器材，並陸續代訓共 12 名放射科醫事人員。布
國龔保雷醫院經我埔基團隊之輔導，業將醫院經營
成為布國最具現代化管理之高規格醫院，獲布國政
府於 105 年 1 月規劃作為未來「特殊災難」緊急後
送醫院。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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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年 6 月至 102 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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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年 7 月至 105 年 12 月為期 3 年半，由「財團法人
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自 103 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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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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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由我國政府協助布國安裝 1 所大學工教系教
學設備、興建 4 所高職、2 個職訓示範中心、13 個
區級職訓中心及師資培訓等，目前已完成建置 1 所
大學工教系教學設備、3 所高職、2 個職訓示範中
心、7 所區級職訓中心及師資培訓 370 人次，職前
班培訓 456 人次。第一批常駐布國專家團隊人員於
100 年 11 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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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人應
聘赴布服務，為各國駐布專家團人數之最。另因臺
布職訓合作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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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年 1 月調整為 7 人，
搭配部分我國籍短期專家，並以種子師資培育及巡
迴輔導為主要工作重點。7 至 8 月完成第一屆師資
精進班訓練 122 人次，駐布國大使沈真宏與職訓部
長唐貝雷 (Salif DEMBELE) 於 7 月 13 日共同主持
開訓典禮，5 至 6 月及 11 至 12 月分別完成 BOBO
工業級職訓中心及 4 所區級職訓中心教學設備招標
及土木工程。

二、我國與聖多美普林西比關係
( 一 ) 一般關係：我國於 86 年 5 月 6 日與聖多美普林西比建

交，旋於同月 24 日在聖國設立大使館。聖國於 89 年
3 月在華設立大使館。

( 二 ) 經貿關係：104 年雙邊貿易總額為 34.8 萬美元，我國
出口約 32.3 萬美元，進口約 2.4 萬美元。本年 8 月中
華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組團赴訪，舉行「第 2 屆臺
聖經濟聯席會議」，我方並與聖國企業家協會簽署合
作備忘錄。

( 三 ) 文教關係：本年遴選 8 名臺灣獎學金受獎生前來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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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學。另我國每年開辦各類長、中、短期研習班，提
供聖國政府及各界人士來我國參訪及訓練機會。

( 四 ) 政要赴訪：
1、我國赴訪者：外交部政務次長柯森耀。 
2、聖多美普林西比來訪者：國會議長狄歐古 (José 

DIOGO)、 外 交 部 長 賀 姆 斯 (Manuel Salvador 
dos RAMOS)、 衛 生 部 長 桑 朵 絲 (Maria de Jesus 
Trovoada dos SANTOS)。

( 五 ) 其他：
1、技術合作：我國派遣技術團輔導聖國提升農牧業生

產技術、傳授現代農業耕種及飼養知識。該團目前
工作重點為協助聖國推動「糧食安全發展」及「養
豬發展」兩計畫。提高基本糧食產量及自主能力，
降低因進口農畜牧產品所造成之外匯流失。

2、資訊合作：持續推動「縮短數位落差計畫」，協助
聖國建置電子化政府，整合政府部會間通訊及網路
系統，節省政府通信費用；另開辦多種資訊研習班，
增設省區資訊中心，便利聖國民眾使用網際網路。

3、醫療合作：派駐醫療團，提供聖國醫療援助款以聘
請國外醫事人員，採購醫療設備及藥品，派遣醫事
人員赴國外深造，辦理醫護訓練課程，協助聖國改
善醫療環境。與聖國衛生部合作籌備設立「臺灣醫
療服務機構」，導入現代醫院經營管理觀念，進一
步提升醫療服務品質。

4、抗瘧合作：派駐抗瘧顧問團執行「協助聖國瘧疾防
治計畫」，瘧疾發生率已由 92 年之 47% 逐年降至
約 1%，該國普林西比自治區已進入根除前期。另
協助聖國建立病患通報系統，提升統計資料之時效
性及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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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電力合作：我國協助聖國興建之 Santo Amaro 電廠
於 99 年 10 月完工啟用，並續派駐電力顧問團協助
電廠營運，同時培養聖國電廠及維修管理人才。該
電廠現可提供聖國半數以上之電力需求。

6、腸道寄生蟲防治合作：為協助聖國政府降低學童腸
道寄生蟲感染率，我國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與聖國
衛生部於 10 月 16 日簽署「腸道寄生蟲防治計畫合
作協議書」。

三、我國與史瓦濟蘭關係
( 一 ) 一般關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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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在史京設立大使館。史
瓦濟蘭駐華大使館則於 89 年 1 月 26 日在臺北正式運
作。

( 二 ) 經貿關係：104 年雙邊貿易總額為 10,163,090 美元，
我對史國出口 9,495,554 美元；自史國進口 667,536 美
元。

( 三 ) 文教交流：本年共有 10 名史國青年獲得外交部「臺灣
獎學金」，
另有 11 名獲得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國際高
等人力資源培訓獎學金」及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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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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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月 10 日至 15 日由國內大專院校甄選出 20 位師

生組成之「國際青年大使」歐非二團訪問史國。
2、7 月彰化高中志工團、天主教臺中教區學生志工團

及臺北醫學大學學生志工團合計 110 餘人訪問史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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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任志工、捐贈冬衣、運動鞋及食物等物資，並配
合駐史瓦濟蘭醫療團下鄉進行義診。

( 五 ) 政要互訪：
1、我國赴訪者：外交部部長林永樂。
2、 史 瓦 濟 蘭 來 訪 者 ： 史 王 恩 史 瓦 帝 三 世 (King 

MSWATI Ⅲ )、王母恩彤碧 (Ntfombi TFWALA)、
戴 保 羅 副 總 理 (Paul DLAMINI) 夫 婦、 資
訊、 通 訊 暨 技 術 部 部 長 恩 曼 達 (Dumisani   
NDLANGAMANDLA) 夫 婦、 農 業 部 部 長 維 卡
帝 (Moses VILAKATI) 夫婦、外交暨國際合作部
部 長 甘 梅 澤（Chief Mgwagwa GAMEDZE）、
衛 生 部 部 長 席 蔓 拉（Sibongile NDLELA-
SIMELANE）、經濟企劃暨發展部部長項古聖
親 王 (Prince Hlangusemphi DLAMINI)、 政 務 次
長 史 都 華 (Bertram  STEWART)、 眾 議 院「 臺
灣 關 係 委 員 會 」 主 席 舒 札 (Joseph SOUZA) 及
副 主 席 甘 梅 澤 (Christopher GAMEDZE)、 委
員 馬 布 札 ( Njabulo MABUZA)、 委 員 段 得 威
(Mbalekelwa NDWANDWE)、委員馬席可 (Mabulala 
MASEKO)。

 ( 六 ) 其他：
 1、技術合作：我國依據「中華民國（臺灣）與史瓦濟

蘭王國雙邊合作議定書」派遣技術團駐史，協助史
國發展農業；另依據「中華民國（臺灣）與史瓦濟
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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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培訓成效良好，相關技職教育與職訓
合作計畫已於 6 月底前全部移轉史國。駐史國大使
陳經銓代表我國政府於 104 年 10 月及 12 月分別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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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國教育部部長馬谷拉 (Phineas MAGAGULA)、
資 訊、 通 訊 暨 技 術 部 部 長 思 曼 達 (Dumisani  
NDLANGAMANDLA) 簽訂「中華民國政府與史瓦
濟蘭王國政府間技職教育及職業訓練合作協定」及
「中華民國政府與史瓦濟蘭王國政府間資訊暨通訊
技術合作協定」。

 2、醫療合作：我國臺北醫學大學依據「史瓦濟蘭醫療
服務計畫」派遣醫療團駐史，有 4 名專科醫師、1
名護理師、1名行政人員及4名替代役男 (3名醫師、
1 名檢驗師 ) 派駐史京醫院，並依據史國醫療需求，
不定期派遣主題式醫師赴史國診療。另每年亦辦理
4 至 6 次鄉村義診，嘉惠史國偏遠地區人民。

( 七 ) 僑情：華僑約 1 千人，其中 2 百餘人來自臺灣。史瓦
濟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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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年 2 月 21 日設置「中華民國駐

奈及利亞聯邦共和國商務代表團」，5 月 18 日在奈國

首都拉哥斯 (Lagos) 正式開館，90 年 9 月 1 日遷至奈
國新都阿布加 (Abuja)；我另於 82 年 8 月 17 日在奈國
卡拉巴 (Calabar) 設置總領事館，86 年 9 月 12 日關閉。
奈國則於 81 年 11 月在臺北市設置「奈及利亞駐華商
務辦事處」。

( 二 )  經貿關係：104 年雙邊貿易總額為 1.938 億餘美元，
我國享有 0.938 億餘美元順差。我國每年邀請奈國相
關官員前來我國參加各類經貿、科技、農業等專業講
習班，以提升雙邊合作關係。

( 三 ) 文教交流：我國每年提供「臺灣獎學金」、「華語獎
學金」、遠朋班，以及國合會每年提供 15 個相關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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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等機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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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四 ) 僑情：旅居奈國僑胞約 100 人，多從事進出口貿易及
投資設廠。臺商約 30 餘家，投資金額約 1.6 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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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年 4
月 11 日（1905 年 5 月 14 日）即於約翰尼斯堡設立駐
南非總領事館，21 年 6 月 14 日更名為駐約翰尼斯堡
總領事館，65 年 4 月 26 日兩國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
86 年 12 月 31 日我國與南非中止外交關係，旋於 87 年
1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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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在臺北設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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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年 7 月 6
日裁撤駐德班辦事處、98 年 10 月 31 日裁撤駐約翰尼
斯堡辦事處。

（二）經貿關係：在南非舉辦第 10 屆「臺斐經貿諮商會議」。
104 年雙邊貿易總額為 14 億 2,300 萬美元，其中我國
出口 7 億 5,100 萬美元，進口 6 億 7,200 萬美元。南非
占我國貿易總額 0.31%，為我國第 35 大貿易夥伴。在
南非投資臺商約 800 家，投資金額約 20 億美元。

（三）政要互訪：
1、我國赴訪者：經濟部政務次長卓士昭、客家委員會政

務 副主任委員鍾萬梅、高雄市副市長吳宏謀。
2、南非來訪者：國會議員詹姆士．弗斯（James VOS）、

國 會 議 員 史 蒂 芬 斯． 墨 卡 拉 帕（Stevens 
MOKGALAPA）、 國 會 議 員 克 利 斯 提 安． 漢
斯． 海 恩 里 奇． 杭 新 吉（Christian Hans Heinrich 



中華民國 104 年外交年鑑

- 154 -

HUNSINGER）、國會議員戴瑞克．亞美利加（Derrick 
AMERICA）、豪登省議員約翰．克里福德．穆迪（John 
Clifford MOODEY）、西開普省財政廳發言人丹尼爾．
摩里斯．強森（Daniel Morris JOHNSON）。

（四）召開雙邊會議：「第九屆臺斐雙邊論壇」、「農林漁
業合作協議第 2 次聯合工作委員會議」、「臺斐刑事
司法互助雙邊工作會談」及「國際傳統醫學研討會」。

（五）協議簽署：「臺斐司法合作協議」。
（六）文教關係：我國提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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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位南非暨兼轄國官員及學子來我國留學及參加
講習。

（七）青年交流 ：外交部國際青年大使團赴南非斐京大學
 (University of Pretoria) 及 約 堡 大 學 (University of 

Johannesburg) 交流表演，並拜會斐京市議會、藝術暨
文化部，參訪全國殘障協會。

（八）僑情：旅居南非之臺灣僑胞約 8 千人，傳統僑社僑胞
約 2 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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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地區
外交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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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馬英九以軍禮歡迎史瓦濟蘭國王恩史瓦帝三世（MSWATI III）訪問
我國，史王 ( 左 ) 於軍禮上致詞 (5 月 17 日 )

外交部部長林永樂 ( 左 ) 晉見史瓦濟蘭國王恩史瓦帝三世（MSWATI 
III）(5 月 20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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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史瓦濟蘭大使館舉辦國慶酒會，駐史瓦濟蘭大使陳經銓夫婦與史王代
表隆霍克海拉 LONKHOKHELA 親王 ( 中 ) 合切國慶蛋糕 (10 月 8 日 )

駐史瓦濟蘭大使陳經銓代表政府與史國資訊、通訊暨技術部部長恩曼達
(Dumisani NDLANGAMANDLA) 簽訂「中華民國政府與史瓦濟蘭王國政
府間資訊暨通訊技術合作協定」 (12 月 11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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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吉納法索新任總統卡波雷 (Roch Marc Christian KABORE) 接見考試院
長伍錦霖特使一行

駐布吉納法索大使沈真宏主持我國 104 年國慶酒會，布國政府指派司法
暨人權部長烏塔閣 (Joséphine OUEDRAOGO) 代表出席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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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駐聖多美普林西比大使何建功向聖國總統賓多 (Manuel Pinto da 
COSTA) 呈遞到任國書 (2 月 12 日 )

外 交 部 政 務 次 長 柯 森 耀 與 聖 多 美 普 林 西 比 總 理 陀 沃 達 (Patrice 
TROVOADA) 共同主持由我國援助興建之黃金河供水系統竣工啟用典禮
(7 月 10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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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奈及利亞代表趙家寶與奈國參議員伊伯罕 (Abu Ibrahim) 在酒會場地入
口豎立之大型背板前合影 (10 月 8 日 ) 

駐奈及利亞代表趙家寶與奈國科技暨工程設施署長哈魯那 (Mohammed 
HARUNA, 左 ) 及中小企業署長馬薩利 (Bature Umar MASARI, 右 ) 在雙
十酒會中合影 (10 月 8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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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奈及利亞代表趙家寶與與會貴賓 ( 由右至左 ) 愛滋病防治署長伊多
克 (IDOKO) 教授、奈國參議員利達尼 (LIDANI)、奈國前參議員達希魯
(DAHIRU)、趙公使、教廷駐奈大使卡舒嘉 (KASUJJA)、聖多美普林西
比駐奈大使科雷亞 (CORREIA)、布納法索駐奈大使夫人希列塔妮 (Ndo 
BLANDINE)、眾議員歐拿渥 (ONAWO)等共切104年國慶蛋糕 (10月8日 )

駐奈及利亞代表趙家寶代表我國捐贈 20 部桌上型電腦及 2 部筆記型電腦
等予奈國出口促進委員會執行長阿沃洛沃 (Olusegun AWOLOWO)，供該
會設立電腦教室 (12 月 17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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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開普敦處長劉克裕與南非國會議員在 104 年國慶酒會中合影 (10 月 9
日 )

駐開普敦處長劉克裕與南非「好望角扶輪社」會長弗列斯莉希 (Bev 
FRIESLICH) 合影 (11 月 24 日 )



中華民國 104 年外交年鑑

- 164 -

僑務諮詢委員甘居正（左一）、南非 Randburg 商會主席布萊克比爾德
(Linda BLACKBEARD, 左二）、駐南非代表陳忠（左三）、南非國會
議員庫諾 (Nthabiseng P KHUNOU, 左四）、南非貿工部中小企業局主
席茲瓦尼 (Ivor ZWANE, 中）、僑務委員黃清男（右四）、南非軍工企
業 DENEL Dynamics 公司執行長莫納亨 (Tsepo MONAHENG, 右三）、
豪登省台灣商會會長兼僑務顧問莊壯謀（右二）及南非前空軍將領厄普
(Dennis EARP, 右一）在「中華民國 104 年雙十國慶酒會」現場合影（10
月 8 日攝於南非 Centurion Country Cl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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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項  我國與歐洲地區國家關係

壹、 前言
我國在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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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洛伐克、盧森堡等 17 個國家及歐盟在臺設有代表機構。

我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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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政要互訪頻繁，雙邊實質關係

良好。

歐洲地區向為我國外交工作重點之一，外交部長期推動與

歐盟及與歐洲國家政府、國會、非政府組織及智庫等之密切合作

關係，並強化及廣化我國與歐洲國家之功能性合作關係。100 年

我國取得免申根簽證待遇後，我國與歐洲各國之多元關係更加深

廣。

貳、我國與各國關係

一、我國與教廷關係
（一）一般關係：教廷《羅馬觀察家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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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格為大使館。

（二）互訪及文化學術交流：
1、1 月間教廷宗教對話委員會副秘書長科迪舒瓦庫神

父 (Indunil  KODITHUWAKKU) 應我國天帝教之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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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訪問我國，增進宗教交流。
2、5 月 份 教 廷 萬 民 福 音 部 秘 書 長 韓 大 輝 總 主 教

（Archbishop Savio Tai-fai HON）應天主教輔仁大
學之邀請，訪問我國參加該校建校 90 週年紀念活
動。

3、6 月份故宮博物院院長馮明珠率團訪梵，駐教廷大
使館協助安排該團前往佛羅倫斯與聖十字教堂及郎
世寧研究中心進行交流，研商於該市舉辦郎世寧數
位作品展。該展覽嗣於 10 月底順利開幕展出。

4、6 月份駐教廷大使館舉辦「臺灣故事」新書發表會，
呈現 19 世紀天主教傳教士到臺灣之歷史，教廷各
部會官員踴躍出席。

5、8 月 21 日駐教廷大使館成功協助安排臺灣拉縴人
合唱團在羅馬教堂演出。

6、9 月間臺灣耕莘文教院朱立德神父一行 53 人赴梵
朝聖，會同香港樞機主教陳日君參加教宗方濟各公
開接見活動，朱神父及部分團員獲安排向教宗致
意。

7、11 月間花蓮慈濟醫院謝至鎠醫師赴梵出席教廷
生命科學院所舉辦之國際會議，駐教廷大使館協
助安排拜會醫療牧靈委員會主席齊懋斯基總主教
（Archbishop Zygmunt ZIMOWSKI）。

8、11 月間永和慈濟醫院鄒繼群院長與許德訓神父赴
梵出席教廷醫療牧靈委員年度活動，駐教廷大使
館協助其前往醫療牧靈委員會拜會主席齊懋斯基
（Archbishop Zygmunt ZIMOWSKI）。

9、11 月 5 日國立故宮博物院院長馮明珠赴梵與教廷
聖器禮儀室簽訂「天國的寶藏―教廷文物特展」借
展合約，訂於 106 年 2 月 5 日至 5 月 2 日於故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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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展出教廷珍藏之 60 組件文物。
10、11 月 14 日駐教廷大使館贊助第 24 屆羅馬蕭邦國

際鋼琴大賽，大使王豫元夫婦應邀出席及頒獎。
11、11 月 18 日駐教廷大使館假耶穌會總會會所舉辦

「天朝畫師—郎世寧」專書發表會，耶穌會總會長
倪勝民親臨致詞，教廷重要部會及修會代表出席觀
禮。

12、11 月間我國天主教輔仁大學、靜宜大學及文藻大
學三校校長及副校長赴梵出席「天主教國際教育
會議」，駐教廷大使館與教廷教育部合辦酒會，
邀請教育部長韋薩迪樞機主教（Giuseppe Card. 
VERSALDI）出席，交流成效卓著。

13、11 月 27 日至 29 日教廷家庭委員會主席巴力亞總
主教（Archbishop Vincenzo PAGLIA）訪問我國，
出席於新竹市舉行之第 12 屆亞太區信仰、生命及
家庭國際會議，增進我國與教廷交流，並提升我國
際能見度。

（三）推動慈善人道援助：
呼應教宗呼籲，本年駐教廷大使館透過教廷相關機構
進行國際人道關懷及慈善救助如下：
1、透過教廷「一心委員會」捐助尼泊爾震災災民。
2、透過「一心委員會」捐助友邦瓜地馬拉遭嚴重土石

流波及之災區民眾。
3、透過「善良的撒馬利亞人基金會」濟助愛滋病患。
4、透過「人類發展基金會」關懷拉丁美洲處在社會邊

緣之貧苦人士。
二、我國與歐盟關係

( 一 ) 一般關係：歐盟執委會於 92 年 3 月 10 日在臺北設立
「歐洲經貿辦事處」，我國於 94 年 6 月 20 日將原「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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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時臺北代表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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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 ) 經貿關係：
1、 本年雙邊貿易總額為 464 億 8,186 萬美元，我國出

口 237 億 2,755 萬美元，進口 227 億 5,431 萬美元。
本年歐盟國家對我國投資金額為 10 億 1,852 萬美
元，累計投資金額達 340 億 9,373 萬美元。本年我
國對歐盟國家投資 19 億 5,219 萬美元，累計 54 億
2,266 萬美元。

2、 我國與歐盟經貿關係密切，雙方迄今已舉行 27 次
臺歐盟經貿諮商會議。

3、 我國政府相關部會及駐歐盟會員國館處廣泛爭取歐
盟及其會員國相關各界關鍵人士支持開啟臺歐盟雙
邊投資協定談判；歐盟執委會於 10 月 14 日公布貿
易及投資政策文件，將我國列入未來投資談判對
象，有助於早日開啟臺歐盟投資協定談判。

( 三 ) 我國國際組織參與：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署長魏國彥於
12 月參加「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 21 屆締約方
大會（UNFCCC COP21）期間會晤歐盟執委會氣候行
動總署高層官員，爭取歐盟支持我國參與 UNFCCC。

( 四 ) 馬總統與歐洲議會議員視訊會議：馬總統於 9 月 29
日首次應邀與歐洲議會議員進行視訊會議，雙方就台
歐盟關係、兩岸關係及東亞區域安全等議題廣泛交換
意見。馬總統也籲請歐盟儘速與我啟談雙邊投資協定
（BIA）。

( 五 ) 文教關係：
1、 8 月歐盟官員一行 15 人參加教育部在輔仁大學舉

辦之「歐盟官員華語文訓練計畫短期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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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8 月歐盟官員及法、德、奧、瑞典等國教育部官員
一行 19 人參加教育部在政治大學舉辦之「歐盟官
員臺灣研究研討會」。

3、 10 月歐盟執委會錄取乙名我國實習生進入法律局
實習。

4、 104 年計有 12 名我國碩士生獲歐盟新伊拉斯莫斯
碩士獎學金赴歐深造；教育部另配合提供 9 名學生
歐盟獎學金赴歐研習。

( 六 ) 科技合作：
1、 我國與歐盟依 Horizon 2020 架構推動 5G 科技合作，

訂於 105 年 4 月 20 日公告徵求計畫，105 年 9 月
20 日截止申請。

2、 10 月歐盟科研暨創新總署在歐盟 H2020 官網內架
設「臺灣專頁」（National Portal），簡述我國推動
參與歐盟 H2020 之共同經費補助機制，以提升歐
盟科研團隊對邀請我國卓越團隊參與 H2020 跨國
聯合研究團隊之興趣與瞭解。

3、 11 月歐盟資通訊網絡暨科技總署總署長維歐拉
（Roberto VIOLA）偕同該署國際合作司資深政策
官會晤駐歐盟兼駐比利時代表董國猷。雙方同意循
臺歐盟 5G 計畫合作模式來整合其他議題，105 年
將循序推案。

4、 至 104 年 12 月止，臺灣研究團隊已成功參與歐盟
H2020 科研合作案 10 件。

( 七 ) 漁業合作：
1、 3 月歐盟執委會海事暨漁業總署首席顧問德本

（Cesar DEBEN）來我國訪視，與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漁業署洽商合作打擊「非法、未報告及未受規
範」（IUU）漁捕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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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0 月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與歐盟執委會海事
暨漁業總署舉行合作打擊 IUU 漁捕視訊會議。

( 八 ) 產業合作對話：歐盟執委會成長總署（DG Grow）總
署長加耶哈（Daniel CALLEJA）於 6 月 3 日至 5 日率
「歐盟促進成長團（Mission for Growth）訪問我國。
另外貿協會同時加入「企業歐洲網絡」（Enterprise 
Europe Network, EEN），有助雙方企業合作。

( 九 ) 反海盜合作：
1、 外交部捐助 16 萬 6,000 美元予美國「海洋無海盜

計畫」，在索馬利亞建立 5 個海事安全中心，協助
打擊索馬利亞海盜。

2、 外交部捐贈聯合國「反索馬利亞海盜聯絡組織」下
之「海盜倖存者家庭基金」3 萬美元，對海盜倖存
者及其家屬提供協助。

3、 10 月歐洲議會友臺小組榮譽主席塔諾克（Charles 
TANNOCK）於歐洲議會主持臺歐盟反海盜合作捐
贈儀式，「海洋無海盜計畫」及「海盜倖存者家庭
基金」均派員出席，並向我國致贈感謝狀。

( 十 ) 氣候變遷合作：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署長魏國彥於 12 月
參加「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 21 屆締約方大會
（UNFCCC COP21）期間會晤歐盟執委會氣候行動總
署高層官員，就我國具體減排目標、作為及建構碳市
場機制等議題交換意見。

( 十一 ) 人權對話：臺歐盟於 3 月間進行首次人權合作對話。
首屆臺歐盟性別平等研討會於 12 月 1 日至 2 日在臺北
舉辦。

( 十二 ) 核安合作：我國原子能委員會 2 位核安專家應「歐洲
核安管制組織」邀請，於 4 月間出席第二屆「國家行
動計畫同儕檢視工作會議」（National Action Plan P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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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Workshop）。
( 十三 ) 衛生合作交流：

1、 6 月歐盟衛生暨消費者總署及貿易總署派員訪問我
國，並出席「2014 臺歐食品安全管理國際研討會」
及擔任講座。

2、 6 月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及檢疫局及衛生
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應歐盟邀請派 5 位專家赴愛
爾蘭食品及獸醫辦公室進行考察。

( 十四 ) 勞動合作交流：
1、 6 月勞動部訪團拜會歐盟執委會就業、社會事務暨

融合總署。
2、 11 月歐盟執委會就業、社會事務暨融合總署與德

國聯邦勞動暨社會事務部共同派資深官員來我國擔
任「2015 全球供應鏈尊嚴勞動國際研討會」講座
並洽商合作。

( 十五 ) 政要互訪：
1、 我國赴訪者：國家安全會議諮詢委員王郁琦、衞生

福利部部長蔣丙煌、法務部部長羅瑩雪、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主任委員陳保基、考試院院長伍錦霖、科
技部次長林一平、國家安全會議諮詢委員楊念祖及
外交部常務次長史亞平。

2、 歐盟來訪者：歐盟執委會成長總署總署長加耶
哈（Daniel CALLEJA）、 貿 易 總 署 副 總 署 長 派
崔 克 歐 尼（Mauro PETRICCIONE）、 歐 洲 議 會
議員貝爾德（Bastiaan BELDER）；歐洲議會友
臺 小 組 主 席 朗 根（Werner LANGEN）、 議 員 羅
培 茲（Fernando LOPEZ AGUILAR）、 議 員 納
基（József NAGY）、 友 臺 小 組 榮 譽 主 席 蕾 汀
（Viviane REDING）； 運 輸 暨 觀 光 委 員 會 副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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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 柯 赫（Dieter-Lebrecht KOCH）、 議 員 塔 哈 貝
拉（Marc TARABELLA）、 議 員 那 特（Javier 
NART）、 議 員 舒 茲（Sven SCHULZE）、 議 員
史蒂芬尼茲（Ivan ŠTEFANEC）、議員沈斐爾得
（Adam SZEJNFELD）；保守黨團副主席范歐登
（Geoffrey VAN ORDEN）、議員畢爾佳（Bolesław 
PIECHA）、議員杜爾曼（Jørn DOHRMANN）、
議員溫絲妮（Jadwiga WIŠNIEWSKA）、議員捷
薩克（Edward CZESAK）及議員巴夏爾（Amjad 
BASHIR）。

三、我國與奧地利關係
（一） 一般關係：我國與奧地利於 60 年 5 月 28 日中止外交

關係，目前我國在奧國設立「駐奧地利代表處（臺北
經濟文化辦事處）」並兼理我國與國際原子能總署聯
繫事務；奧國則在我國設立「奧地利臺北辦事處」及
「奧地利商務代表辦事處」。

（二） 經貿關係：本年雙邊貿易總額為 8 億 1,617 萬美元，
我國對奧輸出 3 億 1,832 萬美元，自奧輸入 4 億 9,785
萬美元。

（三） 雙邊協議（定）:
1.「臺奧避免雙重課稅協定」自 1 月 1 日起正式實施。
2.「臺奧青年度假打工協議」自 1 月 2 日起正式生效。
3.「臺奧科技合作備忘錄」於 3 月 27 日完成簽署。

（四） 政要互訪：
1. 我國赴訪者：司法院副院長蘇永欽、監察委員包宗

和、立法委員尤美女、立法委員陳節如、立法委員
徐少萍、科技部政務次長林一平。

2. 奧地利來訪者：奧地利國會友臺小組主席艾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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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ner AMON）、國會議員卡斯博克（Andreas 
F. KARLSBÖCK）、 國 會 議 員 哈 克（Elisabeth 
HAKEL）、奧地利聯邦科學研究及經濟部對外
經 濟 關 係 總 司 長 維 斯 鍚 格 (Franz WESSIG) 及
非歐盟國家經濟關係政策司長拉斯千 (Michael 
LASCHAN)。

（五） 文教關係： 
1. 駐奧地利代表處教育組於 8 月 11 日代表教育部與

維也納大學副校長魏格納（Susanne WEIGELIN-
SCHWIEDRZIK）簽署 3 年期臺灣研究計畫合作協
議。

2. 奧地利科學研究部大學事務國際司司長雷莫斯
(Christoph RAMOSER) 率領奧地利專業高等學院代
表共 13 人於 11 月 6 日至 14 日訪問我國，並舉辦
首屆臺奧高等技職教育論壇。

四、我國與比利時關係
( 一 ) 一般關係：我國與比國於 60 年 10 月 25 日中止外交關

係後，我在比京設立「中山文化中心」，繼續推動雙
方實質關係，79 年 1 月 23 日改名為「臺北經濟文化
辦事處」，84 年 11 月 1 日更名為「駐比利時臺北代
表處」。90年4月更名為「駐歐盟兼駐比利時代表處」，
負責歐盟及比利時業務，並兼轄盧森堡業務。比利時
於 68 年 8 月在臺北成立「比利時貿易協會駐華辦事
處」，93 年 6 月更名為「比利時臺北辦事處」。

( 二 ) 經貿關係：
1、 104 年雙邊貿易總額為 16 億 8,177 萬美元，我國出

口 10 億 7,998 萬美元，進口 6 億 179 萬美元。
2、 11 月 19 日於臺北舉行「第 17 屆臺比（比利時）

經濟合作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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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科技合作：
1、 9 月科技部次長林一平參訪比國荷語區 Living 

Tomorrow 智慧家居及智慧商場創意展示園區。
2、 10 月比國荷語區生物科技研究中心（VIB）資深科

研策略長昂格納博士 (Lieve ONGENA) 赴臺推廣與
我生技研發合作。

3、 11 月國立清華大學王偉中教授暨「推動減碳淨煤
技術產業化與國際創新合作」計畫團隊訪問歐盟科
研創新總署。

( 四 ) 文教關係：
1、 104 學年度錄取教育部臺灣獎學金 1 名、華語文獎

學金 14 名；第三度辦理暑期華語文研習團，計錄
取 14 名比、荷籍學生來我國國立成功大學研習 1
個月。另第二度辦理華語教師暑期研習團，錄取
12 名比、荷籍教師來我國國立成功大學研習 2 週。

2、 與荷語魯汶大學、根特大學洽商增設臺灣研究講座
課程；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 2 月間於荷語魯
汶大學於舉辦「漢學再省思工作坊」；法語魯汶大
學與輔仁大學於 11 月間在新魯汶合辦年度「臺灣
研究工作坊」；12 月國家圖書館在根特大學設立
比利時第一個「臺灣漢學資源中心」。

( 五 ) 勞動合作：
1、 與比國荷語區就業及職業訓練署（VDAB）、法語

區就業及職業訓練署（Le Forem）合作推動度假打
工，並於官網宣傳。

2、 10 月應比國荷語區就業及職業訓練署（VDAB）邀
請，於青年海外就業博覽會設攤並舉辦度假打工說
明會。

( 六 ) 人員訓練：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7 月間組團參加布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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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歐洲學院研究氣候變遷班；與比利時聯邦行政訓練
學院（TIFA）於 9 月間第三度合作進行「高階文官培
訓飛躍方案」訓練。

( 七 ) 政要互訪：
1、 我國赴訪者：衛生福利部部長蔣丙煌、法務部部長

羅瑩雪、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主任委員陳保基、考試
院院長伍錦霖。

2、 比 利 時 來 訪 者： 聯 邦 眾 議 員 勒 克 斯（Peter 
LUYKX）、 德 勝（Roel DESEYN）、 弗 拉 奧
（Jean-Jacques FLAHAUX）、 魏 孟 瀾（Brecht 
VERMEULEN）、 特 普（Alain TOP）、 魏 史 塔
（Servais VERHERSTRAETEN）、葛絲蔓（Karolien 
GROSEMAN）、 龐 特（Hans BONTE）、 柯 蕾
荷（Sarah CLAERHOUT）、 哈 斯 肯（Wouter 
RASKIN）、 德 拉 蒙（Michel DE LAMOTTE）、
簡森斯（Dirk JANSSENS）；聯邦參議員德斯特貝
克（Olivier DESTREBECQ）、范艾斯柏（Jan VAN 
ESBROECK）、德碧玉（Valérie DE BUE）。

五、我國與捷克關係

( 一 ) 一般關係：我國於 80 年 8 月 7 日與捷克暨斯洛伐克聯

邦共和國達成相互設處協議，同年 8 月 7 日我國在布
拉格 設立「駐捷克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82 年 1 月
1 日捷克暨斯洛伐克聯邦共和國解體，捷克於該年 11
月 18 日在臺北設立「捷克經濟文化辦事處」。臺捷近
年來在經貿、文教、學術、科技、觀光旅遊等領域之
交流頻繁，雙邊實質關係穩定。

( 二 ) 經貿關係：本年雙邊貿易總額為 5 億 8,498 萬美元，
我國出口 3 億 4,508 萬美元，進口 2 億 3,989 萬美元。
我商自 84 年開始赴捷投資，迄今總投資金額已達 5 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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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80 萬美元。104 年 7 月鴻海集團總裁郭臺銘與捷克
總理舒伯卡 (Bohuslav SOBOTKA) 簽署合作備忘錄，
共同成為推動工業 4.0 合作夥伴，將針對生產自動化、
汽車通訊及車用電子、大數據資料處理中心等，在捷
克設立研發及設計中心，計劃在未來 3 年內投資 25 億
捷克克朗；鴻海集團亦將與捷克主要頂尖大學合作，
投資 37 億克朗於人力資源開發領域，可為捷克創造
2,000 個就業機會。。

( 三 ) 文教關係：捷克教育部於 104 年提供我國 7 名赴捷進
行為期 10 個月研究訪問之研習獎學金，以及 7 名斯拉
夫研究夏令營語文研習獎學金名額；我國教育部則提
供捷克 9 名臺灣獎學金及 6 名華語獎學金名額。目前
捷克有 26 所大學與我國 36 大學簽署交流合作協議。
我國在捷克之留學生約有 150 人，捷克在臺之留學生
約有 50 人。

( 四 ) 互訪：
1、我國赴訪者：總統府資政江宜樺、經濟部政務次長

卓士昭、立法委員委員陳節如、立法委員尤美女、
前中央研究院院長李遠哲。

2、 捷 克 來 訪 者： 眾 議 院 副 議 長 卡 斯 狄 克（Petr 
GAZDÍK）、眾議員柯斯庫巴（Jirí KOSKUBA）、
永內克（Ji i JUNEK）、史坦尤拉

（Zbyněk STANJURA）、； 眾 議 院 友 臺 小 組 主 席
班 達（Marek BENDA）、 參 議 院 首 席 副 議 長 舒
伯 卡（Premysl SOBOTKA）、 參 議 院 國 家 經 濟
農業暨交通委員會交通小組主席布拉茨基（Petr 
BRATSKY）、參議院區域發展常設委員會副主
席霍尼克（Jan HORNIK）、貿易工業部國際貿
易 暨 歐 盟 事 務 次 長 巴 托（Vladimír BARTL）、



第二章 對外關係

- 177 -

索 茨 那（Vysocina） 省 省 長 別 侯 內 克（Ji i 
BĚBOUNEK）。

六、我國與丹麥關係
（一）一般關係：我國與丹麥於 39 年 1 月 14 日中止外交關

係，嗣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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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麥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84 年 2 月 15 日更名為「駐
丹麥臺北代表處」。丹麥於 72 年 10 月 28 日在我國設
立「丹麥商務辦事處」。

（二）經貿關係：本年雙邊貿易總額為 6 億 443 萬美元，我
國出口 3 億 2,224 萬美元，進口 2 億 8,219 萬美元。

（三）文教關係：
1、104 年共有 6 位丹麥及冰島學生獲錄取「教育部華

語文獎學金」及 1 位丹麥歐胡斯（Aarhus）大學副
教授獲錄取「外交部臺灣獎助金」。

2、104 年 2 月間及 8 月間丹麥 Greve 高中與我國高雄
中學師生分別組團互訪進行交流。

3、我國留學德國青年指揮家莊東杰先生於 5 月 1 日在
丹麥主辦之 2015 年 Malko 國際青年指揮大賽中，
自 317 名參賽者脫穎而出，榮獲首獎，並獲丹麥女
王王夫親自頒獎。

4、104 年 7 月 19 日第 26 屆生物奧林匹亞競賽在歐胡
斯大學順利舉辦完畢，我國代表團四位國手共獲得
三金一銀佳績，團體排名世界第五。

5、「世界資優兒童協會」舉辦之第 21 屆世界資優會
議於 8 月 10 日至 14 日在歐登賽市（Odense）舉行，
我國約 10 餘名代表與會。

（四）政要互訪：
1、我國赴訪者：總統府國策顧問袁健生、立法委員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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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臣、立法委員陳唐山、立法委員楊應雄、立法委
員李桐豪、立法委員鄭汝芬，臺中市副市長張光
瑶。

2、丹麥來訪者：丹麥國會友臺小組副主席勞瑞森
（Karsten LAURITZEN）、自由黨衛生事務發言人
羅德（Sophie LøHDE）、前國防部長蓋德（Søren 
GADE），哥本哈根市兒童暨青年事務市長艾洛斯
勒芙（Pia ALLERSLEV）。

七、我國與芬蘭關係
（一）一般關係：我國於 12 年 3 月 9 日與芬蘭建交，39 年

10 月 28 日中止外交關係，79 年 4 月 19 日設立「駐
芬蘭臺北貿易文化辦事處」，6 月 1 日正式運作；81
年 12 月 1 日更名為「駐芬蘭臺北經濟文化代表處」，
93 年 12 月 1 日易名為「駐芬蘭臺北代表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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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更名為「芬蘭商務辦事處（Finland 
Trade Center）」，103 年 10 月更名為「芬蘭駐臺灣貿
易及創新辦事處（Taiwan, Finpro Trade and Innovation 
Office）」。

（二）經貿關係：104 年雙邊貿易總額達 6 億 4,724 萬美元，
我國對芬蘭出口值為 3 億 7,345 萬美元，自芬蘭進口
值 2 億 7,378 萬美元。第四屆臺芬經濟合作會議於本
年 9 月底在赫爾辛基舉行。

（三）文教關係：近年來我國共有 27 所大學分別與芬蘭 26
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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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年 1 月起設立「教育部華語
文獎學金」提供芬蘭學生來華學習華語、自 101 年 1
月起增加設立「教育部臺灣獎學金」提供芬蘭學生來
華留學；我國外交部並自 99 年起提供「臺灣獎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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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芬蘭學者來華從事漢學或臺灣研究。本年我國赴芬
留學之碩、博士生與交換學生共計約 50 餘人。

（四）政要互訪：
1、我國赴訪者：經濟部次長沈榮津、交通部次長范植

谷、公務員保訓會副主任委員葉維銓。
2、 芬 蘭 來 訪 者： 芬 蘭 國 會 議 員 薩 西（Kimmo 

SASI）、薇若萊能（Anne-Mari VIROLAINEN）、
海其雷（Lauri HEIKKILÄ）；赫爾辛基市議員瑞
德門（Wille RYDMAN）、莎晞（Sara SASI）及薇
若萊能（Linnea VIROLAINEN）。

八、我國與法國關係
（一）一般關係：我國於 53 年 2 月 10 日與法國中止外交關係，

61 年 8 月 12 日在巴黎設立「法華經濟貿易暨觀光促
進會」，66 年 5 月 2 日經濟部在法國設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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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法國臺北代表處」。法國則於 67 年來我
國設立「法亞貿易促進會」，69 年設置「臺北法國文
化科技中心」，83 年「法亞貿易促進會」、「旅遊簽
證組」與「法國在臺協會」合署辦公，統稱「法國在
臺協會」。

（二）經貿關係：104 年雙邊貿易總額為 40 億 2,800 萬美元，
法國為我國在歐洲第 4 大貿易夥伴，全球第 21 大貿易
夥伴，其中我國對法國出口額為 13 億 6,600 萬美元，
我國自法國進口額為 26 億 6,200 萬美元，法國佔我國
對外貿易總額 0.8%。

（三）文教關係： 
1、文化方面：

(1) 駐法國代表處下設有（巴黎）「臺灣文化中
心」， 籌辦對歐洲（含法國、瑞荷比盧、北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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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義大利等）視覺藝術、表演藝術、文學出版、
文創、影視、音樂等各領域展演活動，進行文
化軟實力國際推展，擔任臺灣與歐洲文化交流
平臺，為文化產業開拓法國市場。

(2) 除了「臺法文化獎」鼓勵法國及歐洲專業人士
及學者專家投入臺灣文化推展外，並與法國文
化公、私部門機構展開全面交流，培訓文化行
政人員。文化部部長洪孟啟於 7 月 4 日至 12
日訪法，並於 7 月 6 日與法蘭西學院終身秘書
達爾科斯 (Xavier DARCOS) 及法蘭西人文政治
科學院副主席吉洛姆 (Gilbert GUILLAUME) 共
同主持第 19 屆「臺法文化獎」頒獎典禮。

(3) 透過表演藝文團體展演、影展、重要圖書漫畫
展以及研討會等活動，建立與法國文化官方
部門關係，以營造有利臺法文化產業合作之機
制。

(4) 104 年共執行 21 案文化推展計畫，合計展演百
餘場，同時與重要美術館、法國省級藝文機構、
國家劇院（舞蹈、音樂、戲劇等各領域重要機
構）、電影中心、影展、電影資料館、世界文
化中心及重要藝術節（如亞維儂藝術節、里昂
當代藝術雙年展、巴黎漫畫沙龍展、巴黎攝影
藝術博覽會…等）建立連結，與法國文化營運
管理機制接軌，以創造我國文化軟實力之加乘
價值。

2、教育方面：
(1) 國立臺灣大學等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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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案。
(2) 法國政府自 1999 年起每年提供我國 15 名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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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學金名額，我國教育部每年提供法國 18 名
華語文獎學金及 5 名臺灣獎學金名額，我國在
法留學生約有 2 千餘人，法國來我國留學生及
短期交換學生 1,623 人（104 學年度）。

(3) 我國與法國教育部自 93 年底達成合作協議，
法國高等學院（Grande École）系統自該年起
首度招收我國成績優異之高中畢業生進入該等
學院預備班就讀，自 95 年起已選送 38 名我國
高中畢業生就讀該課程。96 年 12 月兩國教育
部大學院校協進會簽署採認雙方高等教育文憑
及相關學分之協定。臺法間自 97 年起互派華
法語文助教：華語文 17 人及法語 15 人，協助
對方高中及大學語文教學。我國與巴黎第七大
學（97 年起）、雷恩第二大學（98 年起）、
里昂第二大學（102 年起）合作聘任我國華語
教師各 1 名、史特拉斯堡大學（103 年起）則
聘任 2 名。

(4) 自 96 年起，每年於法國巴黎及里昂等地區辦
理「華語文能力測驗」及「兒童華語文能力測
驗」，104 年於巴黎、波爾多、里昂等 4 所大
學辦理紙筆試測，報考人數 252 人次，歷年來
報考人數並已累積至 3,782 餘人次。

(5) 目前在國際扶輪青年交流計畫下共有 50 位法
國高中生在臺就讀高中一年級，分由 4 個扶輪
家庭接待。

（四）科技合作：
1、 科 技 部 與 法 蘭 西 自 然 科 學 院（Académie des 

Sciences）自 98 年成立「臺法科技獎」，每年舉辦
審查及頒獎活動，該獎項並獲法方高度重視。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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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邁入第 17 屆，特別邀請該院院長曼尼耶 (Bernard 
MEUNIER) 教授於 9 月訪問臺灣，並與科技部部
長徐爵民共同主持第一屆臺法科學日（SCIENCE 
DAY）活動。於 11 月在法蘭西自然科學院與駐法
代表處辦理頒獎典禮，駐法國代表張銘忠主持盛
會，邀請臺法學研界人士與會。

2、 科技部與法國在臺協會（BTF）、法蘭西自然科學
院、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法國國家
衛生暨醫學研究院（Inserm）、法國國家資訊暨自
動化研究院（Inria），及法國國家研究署（ANR）
等研究機構簽署科技合作協議，執行多項雙邊合作
計畫，每年約百餘人次互訪以及舉辦研討會。科技
部也推動法國研究生及高等學院高年級生 30 名暑
期來臺研習及實習計畫。

3、 第 8 屆臺法「前鋒科學論壇」於 6 月在法國馬賽舉
行，科技部司長周倩及中央研究院院士張石麟率臺
灣年輕科學家 20 多位赴法參加；法國高教研究部、
國家科學研究中心及法國在臺協會等多位法方代表
與會；臺法雙方共 40 餘位研究學者提出國際合作
研究對談主題。

4、 科技部中部科學園區局長王永壯於 7 月訪問法國巴
黎薩克雷（Saclay）及薩瓦 （Savoie） 等科技園區，
雙方就園區創新產學合作計畫進行會談。

5、 駐法國代表張銘忠於 9 月參訪 GRENOBLE 園區微
奈米中心（MINATEC）與中心主任吉伯特 (Jean–
Charles GUIBERT) 及奈米實驗室主任塞梅里亞
(Marie-Noëlle SEMERIA) 會面，探究 G 市園區規劃
及國際科技合作之發展。11 月張銘忠大使拜訪法國
國家研究總署署長梅特洛茲 (Michael MATLOS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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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科技合作計畫進展及創新科研合作交換意見。
（五）工業合作（含經貿）：

第 22 屆臺法工業合作會議於 6 月 17 日在臺北舉行，
由我國經濟部工業局局長吳明機及法國工業暨服務業
總署署長佛賀（Pascal FAURE）聯合主持，雙方就 5G
通訊技術、物聯網、風力發電及創新政策議題進行討
論，並舉辦能源論壇，建立深厚及穩定的合作夥伴關
係。

（六）政要互訪：
1、我國赴訪者：經濟部部長鄧振中、立法院臺法國會

議員友好聯誼會主席潘維剛一行 6 人、立法院法制
局局長高百祥、國策顧問蔡政文教授、交通部部長
陳建宇、文化部部部長洪孟啟、教育部部長吳思
華、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主任委員陳保基、考試院院
長伍錦霖、考選部部長邱華君、高雄市市長陳菊、
經濟部次長沈榮津、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局長楊珍
妮、僑務委員會委員長陳士魁、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署長魏國彥、立法委員邱文彥，田秋堇及賴振昌合
組 UNFCCC COP21 立院遊說團、臺北市副市長周
麗芳、高雄市副市長吳宏謀、新北市副市長陳伸賢
及桃園市副市長邱太三等。

2、法國來訪者：法國參議院友臺小組主席理察（Alain 
RICHARD）、 參 議 院 友 臺 小 組 副 主 席 博 克 樂
（Jean-Marie BOCKEL）、 卡 騰 巴 克 （Philippe 
KALTENBACH）、 黑 納 （Claude RAYNAL）、
佩侯居蒙（Marie-Françoise PÉROL-DUMONT）、
郭 夏 楓（Sylvie GOY-CHAVENT） 等 參 議 員；
國 民 議 會 友 臺 小 組 副 主 席 龍 克 勒 （François 
LONCLE）、 黑 澤（Jean-Luc REITZER）、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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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 曼（Eric STRAUMANN）、 易 梅 耶（Francis 
HILLMEYER）、塔迪 （Lionel TARDY）等議員。

九、我國與德國關係
（一）一般關係：我國於 69 年 10 月 20 日設立「臺北經濟文

化代表處波昂總處」，81 年 9 月 23 日更名為「駐德
國臺北經濟文化代表處」，86 年 7 月 1 日易名「駐德
國臺北代表處」，88 年 10 月 4 日遷址柏林。我國並
在漢堡、法蘭克福及慕尼黑設有辦事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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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98 年 7 月 1
日更名）。

（二）經貿關係：
1、雙邊貿易：104 年臺德雙邊貿易總值為 145 億 4,737

萬美元，我國對德國出口值為 59 億 3,289 萬美元，
自德國進口值為 86 億 1,448 萬美元。德國係我國
第 5 大進口國，第 10 大出口市場，歐洲第 1 大貿
易夥伴。

2、第 15 屆臺德民間經濟合作會議於 9 月 3 日在臺北
召開。

（三）文教關係：8 月 21 日捐贈康木祥大師銅雕作品慶祝德
國卡斯魯爾（Karlsruhe）市建城 300 年紀念。

（四）政要互訪：
1、我國赴訪者：司法院副院長蘇永欽、立法院外交及

國防委員會召集委員詹凱臣、立法委員陳唐山、陳
明文、考試委員黃錦堂、蔡良文、楊雅惠、教育部
長吳思華、交通部部長陳建宇、環境保護署署長魏
國彥、國防部副部長陳永康、經濟部次長沈榮津、
科技部政務次長林一平、國家安全會議諮詢委員楊
念祖、嘉義縣長張花冠、世盟中華民國總會總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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饒穎奇。
2、 德 國 來 訪 者： 德 國 聯 邦 經 濟 部 次 長 馬 赫 尼 希

（Matthias MACHNIG）、聯邦勞動與社會部政
務次長兼國會議員柯樂眉（Anette KRAMME）、
柏林邦司法廳副廳長史特拉斯邁爾（Alexander 
STRASSMEIR）、德國國會友臺小組主席魏爾
胥（Klaus-Peter WILLSCH）、 德 國 國 會 議 員
兼 世 盟 德 國 分 會 主 席 費 雪（Axel FISCHER）、
德國國會議員兼基民 / 基社聯盟黨團副主席傅
格 斯（Michael FUCHS）； 德 國 國 會 議 員 米 勒
（Carsten MÜLLER）、 巴 哈 曼（Heinz-Joachim 
BARCHMANN）、 史 坦（Peter STEIN）、 斯
坦 格 曼（Albert STEGEMANN）、 柯 彭（Jens 
KOEPPEN）、 魏 柯 萊（Andrea WICKLEIN）、
史 桃 荷（Carola STAUCHE）、 柯 玫 爾（Marina 
KERMER）、赫樂（Uda HELLER）；德國柏林邦
議會議員勇克（Robbin JUHNKE）、梅策（Heiko 
MELZER） 及 瑞 斯 滿 （Sven RISSMANN）； 巴
伐利亞邦議員海克（Juergen W. HEIKEL）、修若
德 玫（Tanja SCHORER-DREMEL）、 岡 徹（Paul 
GANTZER）。

（五）洽簽重要協定：
1、 7 月 9 日在交通部部長陳建宇及駐德國代表陳華玉

見證下，臺鐵與德鐵（DB） 於柏林駐德國代表處
簽署合作備忘錄，。

2、9 月 1 日教育部長吳思華與德國各邦文教廳長會議
（KMK）副秘書長馬他 （Heidi WEIDENBACH-
MATTAR）簽訂臺德加強教育合作意向書。

3、10 月 13 日德國聯邦藥品暨醫療器材署署長波以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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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l BROICH）於駐德國代表處完成與我國衛生
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異地簽署「藥品與醫療器材
合作聯合宣言」。 

（六）科研合作：
1、臺德海洋研究研討會於 2 月 15 至 17 日於臺北舉行。
2、科技部政務次長林一平於 3 月 23 日率領資訊安全

訪問團赴德國訪問四天，並參加於 Darmstadt 大學
資安研究中心 CASED 舉辦之資安研究座談會。

（七）教育及學術合作：
1、教育部 104 年提供臺灣獎學金 4 名及華語獎學金

12 名予德國學生，科技部本年提供臺灣獎學金 1
名予德國學生博士後研究員，德國學術交流總署亦
每年提供我 5 名獎學金。

2、德國各邦文教廳長會議於官方網頁增加有關我國學
士學位包含二技學制之說明。

十、我國與希臘關係
( 一 ) 一般關係：我國於 61 年 6 月 5 日與希臘中止外交關係，

62 年 1 月 6 日在雅典設立「駐希臘遠東貿易中心」，
79 年 12 月 28 日更名為「駐希臘臺北經濟文化辦事
處」，92 年 4 月 11 日更名為「駐希臘臺北代表處」。
希臘未在我國設立代表機構。

( 二 ) 經貿關係：104 年臺希雙邊貿易總額為 3 億 3,733 萬美
元，我國出口額為 1 億 2,938 萬美元，進口額為 2 億
794 萬美元。

( 三 ) 文教關係：
1、 駐希臘代表處與希臘「卡寇亞尼基金會」（Michael 

Cacoyannis Foundation）於 10 月 29 日在雅典合辦
「臺灣電影節」，播映 3 部 102 年出品有關臺灣年
輕世代之劇情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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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駐希臘代表處舉辦高雄市「臺灣合唱團」雅典演唱
會。

( 四 ) 政要互訪：
1、 我國赴訪者：行政院僑務委員會委員長陳士魁、行

政院大陸委員會主任委員夏立言、監察院監察委員
劉德勳及外交部常務次長史亞平。

2、希臘來訪者 ： 國會議員齊拉斯 （ Konstandinos 
TSIARAS）、 潘 那 約 托 普 羅 斯（Nikolaos 
PANAGIOTOPOULOS）、 卡 薩 皮 迪 斯 (Georgios 
KASAPIDIS)、 赫 拉 科 普 羅 斯（Maximos 
CHARAKOPOULOS）。

十一、我國與保加利亞關係
( 一 ) 一般關係：我國與保加利亞未互設置官方代表機構，

保加利亞事務由駐希臘代表處兼轄。中華民國對外貿
易發展協會於保加利亞首都設有「索菲亞臺灣貿易中
心」。保加利亞民間亦成立「保加利亞臺灣委員會」
推動雙方民間交流。

( 二 ) 經貿關係：本年雙邊貿易總額為 1 億 3,981 萬美元，
我國出口 1  億 1,365 萬美元，進口 2,616 萬美元。

( 三 ) 文教關係：我駐希臘代表處與馬爾他騎士團駐保加利
亞大使館共同捐贈保京索菲亞第 133 普希金中小學電
腦教室設備。

十二、我國與匈牙利關係
( 一 ) 一般關係 : 我國於 79 年 4 月 2 日在匈京布達佩斯設立 

「駐匈牙利臺北商務辦事處」，85年1月6日更名為「駐
匈牙利臺北代表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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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雙邊貿易總額為 6 億 8,532 萬美元，我國出
口 4 億 4,898 萬美元，我國進口 2 億 3,634 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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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文教關係 :
1、 1 月 1 日臺匈度假打工協議正式實施。
2、 教育部每年提供臺灣獎學金及華語獎學金予匈牙利

學生。目前匈牙利在我國之留學生約 73 人，我在
匈牙利留學生逾 100 人。

3、 中華經濟研究院世界貿易組織及區域及雙邊貿易協
定中心副執行長李淳赴匈講學。

4、 臺北愛樂少年樂團於 7 月 3 日在匈牙利訪演。
5、 10 月 29 日至 31 日辦理第一屆臺灣紀錄片影展，

吸引逾 700 人參加，並獲匈國電影專業雜誌、新聞
媒體（平面、網路、電視與廣播）刊出 31 則報導、
影評及專文，包括電視臺刊播 15 分鐘之節目。

( 四 ) 新聞交流 :
1、 本年計邀請 2 位匈牙利主流媒體編輯來我國採訪，

獲刊多篇報導；另匈牙利著名「全球政經週刊」刊
登馬總統提出南海和平倡議投書；另洽獲匈國主流
媒體刊登我衛生福利部長專文、環保署署長專文及
我於二戰之貢獻、馬總統與歐洲議會議員視訊會
議、「馬習會」等重要報導。

2、 每月出版兩期匈、英文新聞信，發送匈國政府部
門、國會、學界、媒體人士及國際友人。

( 五 ) 互訪 :
1、 我國赴訪者 : 總統府國家安全會議諮詢委員邱坤

玄、司法院副院長蘇永欽、立法委員尤美女、陳節
如、徐少萍、國家圖書館館長曾淑賢。

2、 匈牙利來訪者 : 匈牙利國會副議長尤克伯（István 
JAKAB）、 國 會 議 員 丹 柯（Béla DANKÓ）、
費 儀 齊（Imre VEJKEY）、 賀 瓦（István 
HORVÁTH）、 佛 杜 爾（Gábor FODOR）； 國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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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臺小組秘書長尤哈斯（István JUHASZ）、匈牙
利大學校長聯合會主席 / 佩曲大學校長波帝許博
士（Prof. Dr. József  BODIS）、匈牙利大學校長聯
合會秘書長杜貝奇博士（Dr. Zoltán DUBECZI）、
布 達 佩 斯 科 技 暨 經 濟 大 學 校 長 尤 賈 博 士（Dr. 
János JOZSA）、潘諾尼亞大學校長格雷切爾博
士（Dr. András GELENCSER）、塞格德大學副校
長納吉博士（Prof. Dr. Katalin NAGY）、布達佩
斯商業大學副校長費爾克德博士（Prof. Dr. Balazs 
FERKELT）。

十三、我國與愛爾蘭關係
（一）一般關係：

我國於 77 年 7 月 12 日在愛爾蘭都柏林設立「駐愛爾
蘭自由中國中心」，80 年 5 月 2 日更名為「駐愛爾蘭
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84 年 8 月 18 日更名為「駐
愛爾蘭臺北代表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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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關閉該辦公室。
愛國自 98 年予我國人 90 天免簽證待遇；我國與愛國
自 99 年 9 月起可免試互換駕照；102 年起實施臺愛度
假打工計畫。

（二）經貿關係：104 年雙邊貿易總額為 6 億 4,709 萬美元，
我國輸出 2 億 3,278 萬美元，輸入 4 億 1,431 萬美元。

（三）文教關係：
1、104 年我國提供華語文獎學金 10 名（合計 34 個月）

予愛爾蘭籍人士赴臺就讀，增進臺愛教育文化交
流。

2、1 月 參 加 都 柏 林 國 際 旅 遊 展（Dublin Holiday 
World Show）及 10 月舉辦我國片「想飛（Drean 
Flight）」電影欣賞會，宣傳臺灣及促進臺愛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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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交流。
（四）政要互訪：

1、 我國赴訪者：外交部次長史亞平、交通部次長曾大
仁。 

2、 訪 問 我 國 者： 國 會 友 臺 小 組 主 席 馬 基 尼 士
（John MCGUINNESS）、 眾 議 員 巴 特 摩（Jerry 
BUTTIMER）、斐若勒（Alan FARRELL）、歐康
諾（Mary Mitchell O´CONNOR）、 貝 睿（Tom 
BARRY）；參議院多數黨領袖康明斯（Maurice 
CUMMINS）、參議員萊登（Terry LEYDEN）、
歐 布 萊 恩（Darragh O´BRIEN）、 亨 莉（Imelda 
HENRY）、希金斯（Lorraine HIGGINS）；愛爾
蘭公共管理學院院長考利 (Brian CAWLEY)。

十四、我國與義大利關係
（一）一般關係：我國於 59 年 11 月 6 日與義大利中止外交

關係，79年8月7日在羅馬設立「臺北文化經濟協會」，
84 年 6 月 14 日易名「駐義大利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95 年 7 月 2 日更名為「駐義大利臺北代表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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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兩國間之經貿務。84 年在臺北設
立「義大利經濟文化推廣辦事處」，並自 85 年 7 月起
受理並核發國人赴義各類簽證。95 年 9 月兩機構合併
為「義大利經濟貿易文化推廣辦事處」。

（二）經貿關係：104 年雙邊貿易總額為 37 億 1,034 萬美元，
我國出口額為 16 億 9,544 萬美元，進口額為 20 億 1,490
萬美元。6 月在羅馬舉行臺義第五屆經貿諮商會議。
12 月 31 日「臺義避免雙重課稅協定」經雙方代表處
完成程序。

（三）文教關係：4 月我國出版業者應邀組團參加波隆那國



第二章 對外關係

- 191 -

際兒童書展；威尼斯大學第二年參與我國文化部之「文
化光點」計畫；依據教育部與羅馬第三大學簽署之「臺
灣研究講座計畫」合作交流備忘錄，持續積極執行相
關計畫。國立故宮博物院與義大利佛羅倫斯聖十字教
堂合辦「朗世寧新媒體藝術展」， 10 月 31 日至下
105 年 1 月 31 日於該教堂展出。

（四）政要互訪：
1、我國赴訪者：文化部次長許秋煌、國立故宮博物院

院長馮明珠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主委陳保基。
2、義大利來訪者：眾議員葛裴帝（Guido GALPERTI
 ）、狄邁優（Marco DI MAIO）、杜納帝（Marco 

DONATI）、羅曼尼尼（Giuseppe ROMANINI）及
布爾奇（Enrico BORGHI）；參議員馬朗（Lucio 
MALAN）、前外長特爾吉 (Giulio TERZI)、前生
產活動部副部長、經濟發展部次長烏爾索（Adolfo 
URSO）、 阿 爾 巴 尼 亞 國 會 領 袖 謝 希 (Dashamir 
SHEHI)。

十五、我國與拉脫維亞關係
（一）一般關係：我國與拉脫維亞於 81 年 1 月 29 日建立總

領事級的外交關係，並設立中華民國駐里加總領事館，
83 年 7 月 28 日拉脫維亞中止與我國總領事級外交關
係，84 年 11 月總領事館改名為「駐拉脫維亞臺北代
表團」，拉脫維亞迄未在我國設立代表機構。

（二）經貿關係：
1、104 年雙邊貿易總額為 1 億 991 萬美元，我國出口

1 億 535 萬美元，進口 456 萬美元。
2、2 月 6 日至 8 日觀光局委託駐拉脫維亞代表處參加

「第 22 屆波羅的海旅展」（2015 BALTTOUR）。
3、4 月 16 日至 18 日紡拓會籌組波羅的海市場聯合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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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拓銷團參加第 20 屆里加波羅的海服飾暨紡織展
（Baltic Fashion and Textile Riga 2015）。

（三）文教關係：
1、104 年我國持續提供「臺灣獎學金」、「華語文獎

學金」供拉國學生申請來我國大學攻讀學碩博士及
學習華語，另提供「臺灣獎助金」供拉國學者來華
研究。臺灣大學、臺北科技大學及中山大學與拉脫
維亞大學及里加科技大學簽訂有交換生計畫。

2、8 月 15 日至 16 日駐拉脫維亞代表處參加里加建城
815 週年慶祝活動，邀請捏麵人大師蘇逸民獻藝。

3、8 月 28 日至 10 月 20 我國家圖書館與拉脫維亞國
家圖書館共同在拉國國圖舉辦「文明之印記」中國
古籍及臺灣古地圖特展。

4、9 月 17 日拉脫維亞國家圖書館「東亞研究圖書
室」之「臺灣漢學資源中心」（Taiwan Resources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簡稱 TRCCS）開幕。

5、11 月 20 駐拉脫維亞代表處舉辦第 46 屆中華民國
兒童畫展拉脫維亞得獎生頒獎典禮。

（四）互訪：
拉 脫 維 亞 來 訪 者： 國 會 議 員 別 克 斯（Andris 
BUIKIS）、 科 學 院 院 長 史 帕 瑞 特 斯（Ojars 
SPARITIS）

十六、我國與愛沙尼亞關係
（一）一般關係：愛沙尼亞與我國無正式外交關係，目前政

務及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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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4 年雙邊貿易總額為 1 億 2,579 萬美元，我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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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8,357 萬美元，進口 4,222 萬美元。
2、4 月 23 日至 25 日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新

北歐利基拓銷團」36 家廠商共 53 人訪團訪問塔林。
3、11 月 4 日第 4 屆「臺愛經貿論壇」在臺北舉行。

（三）文教關係：
1、104 年我國持續提供「臺灣獎學金」、「華語文獎

學金」供愛國學生申請來我國大學攻讀學碩博士及
學習華語，另提供「臺灣獎助金」供愛國學者來華
研究。我國立政治大學及臺北科技大學分別與塔林
大學及塔林科技大學簽訂有姊妹校或合作協議。

2、5 月 27 日我國原住民歐開合唱團受邀於塔林東方
音樂節（Oriental Music Festival）演出。

（四）愛沙尼亞來訪者：國會友臺小組議員鮑羅迪茲（Deniss 
BORODITŠ）、柯布（Mihhail KORB）、拉東斯卡亞
（Viktoria LADÕNSKAJA）。

十七、我國與立陶宛關係
（一）一般關係：立陶宛與我國無正式外交關係，目前政務

及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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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年雙邊貿易總額為 1 億 3,067 萬美元，我國出口

9,923 萬美元，進口 3,144 萬美元。
2、4 月 13 日至 14 日中華民國紡織業對外拓展協會 6

家廠商 10 餘人訪問威爾紐斯。
（三）文教關係：

1、本年我國持續提供「臺灣獎學金」、「華語文獎學
金」供立國學生申請來我國大學攻讀學碩博士及學
習華語，另提供「臺灣獎助金」供立國學者來華研
究。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臺北科技大學及政治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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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與威爾紐斯大學、威爾紐斯格迪米納斯大學
（Vilnius Gedmino）與考納斯科技大學簽訂有交換
學生合作備忘錄。

2、3 月 5 日駐拉脫維亞代表處與立陶宛威爾紐斯市藝
術村「河岸共和國」辦理中文正體字憲法揭幕活
動。

3、3 月 10 日至 11 日駐拉脫維亞代表葛光越出席立陶
宛國會世界民主論壇舉辦恢復建國 25 周年研討會。

4、10 月 21 日至 22 日駐拉脫維亞代表處與立陶宛考
納斯市蒙陶塔斯蒙克斯大學（Vytautas Mongus）亞
洲研究中心舉辦「區域轉換 – 歐盟與遠東之經濟合
作」研討會。

5、11 月 25 日駐拉脫維亞代表處在立陶宛國會大廈舉
辦第 46 屆世界兒童畫展立陶宛學童得獎者頒獎典
禮。

（四）互訪：立國前歐洲議會友臺小組副主席安德理琪耶納
（Laima ANDRIKIENĖ）、斯摩納維西斯（Kazimieras 
SIMONAVIČIUS）大學校長奧古斯汀納提斯（Arūnas 
AUGUSTINAITIS）、 副 校 長 提 可 柳 斯（Andriūs 
TEKORIUS）。

  十八、我國與斯洛維尼亞關係

（一）一般關係：斯洛維尼亞於 80 年 6 月 25 日脫離南斯拉

夫聯邦獨立，目前我國與斯國並未相互設立代表機構，
相關業務由駐奧地利代表處兼理。

（二）經貿關係：104 年雙邊貿易總額為 1 億 7,068 萬美元，
我國出口 1 億 4,368 萬美元，進口 2 千 7 百萬美元。

（三） 文教關係：
1、 盧比安納大學東亞所附設臺灣研究中心續開設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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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臺灣之選修課程，選修人數約 150 名。
2、 駐奧地利代表處於 4 月在斯京盧比安納與斯國國立

民族博物館、盧比安納大學漢學系、臺灣研究中
心、斯國太極拳協會等官方機構與民間組織共同舉
辦之「臺灣文化月」活動。

十九、我國與賽普勒斯關係
( 一 ) 一般關係：我國與賽普勒斯未互設官方代表機構。
( 二 ) 經貿關係：104 年截至 11 月底雙邊貿易總額為 4,362

萬美元，我國出口 2,565 萬美元，進口 1,797 萬美元。
二十、我國與盧森堡關係

( 一 ) 一般關係：我國於 64 年 6 月 10 日在盧京成立「駐盧
森堡孫中山中心」，81 年 7 月 13 日更名為「駐盧森
堡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嗣於 91 年 10 月 25 日關閉。
98 年 10 月 13 日「盧森堡臺北辦事處」在臺北成立。

( 二 ) 經貿關係：
1、104年雙邊貿易總額為2,905萬美元，我國出口1,447

萬美元，進口 1,457 萬美元。
2、 11 月 12 日於臺北舉行「第 8 屆臺盧（盧森堡）經

濟合作會議。
( 三 ) 文化交流 : 雲門舞集於 3 月 27 及 28 日在盧森堡市立

劇院演出「屋漏痕」。
( 四 ) 政要互訪：法務部部長羅瑩雪訪問盧森堡。

二十一、我國與荷蘭關係

（一）一般關係：我國於 39 年 3 月 27 日與荷蘭終止外交關係，

67 年 2 月 2 日設置「駐荷蘭孫逸仙中心」，68 年 8 月
24 改名為「駐荷蘭遠東商務辦事處」，79 年 7 月 24
日更名為「駐荷蘭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85 年 7 月
12 日易名「駐荷蘭臺北代表處」。荷蘭於 70 年 1 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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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在我國設立「荷蘭貿易促進會臺北辦事處」，79 年
11 月 1 日更名為「荷蘭貿易暨投資辦事處」。

（二）經貿關係：104 年雙邊貿易總額為 69 億 8,124 萬美元，
我國出口 41 億 1,341 萬美元，進口 28 億 6,780 萬美元，
荷蘭累積在我國投資件數為588件，金額達210億1,037
萬美元。臺商在荷蘭投資為 182 件，金額為 16 億 2,133
萬美元。

( 三 ) 文教關係：
1、近年來我國每年約有 200 名學生赴荷就讀，荷蘭則

約有 130 名學生來臺研習。臺荷大專院校間迄今共
簽訂 50 餘項合作備忘錄，推動學術研究及教師學
生交換合作。

2、101 年荷蘭成立「荷蘭―亞洲榮譽生暑期學程計
畫」，之後每年選送荷蘭 13 所研究型大學菁英學
生前往亞洲研習。102 年選送 15 位學生赴臺； 103
年選送 20 位赴臺。2015 年亦選送 20 位赴政大研
習 5 週並拜訪臺荷企業。

3、駐處辦理荷蘭 Conserve 出版社發行之荷治時期臺
灣歷史小說「Formosa, Forever lost」新書發表會，
提升荷蘭公眾對臺荷歷史關係之認識。

4、駐處與「鹿特丹國際影展」、荷蘭「亞洲影展」、
萊頓大學海牙學院等主辦單位合作，舉辦多場臺灣
電影展演活動，放映十餘部臺灣電影，促進臺荷文
化交流。

（四）我國赴訪者：交通部部長陳建宇、文化部部長洪孟啟、
法務部部長羅瑩雪、僑委會副委員長呂元榮、臺中市
副市長張光瑤、桃園市副市長王明德、彰化縣副縣長
周志中等。

（五）訪問我國者：荷蘭國會眾議員范博梅爾 (Harry v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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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MMEL)、經濟部企業及創新總司副總司長韋斯塞
林 (Jasper WESSELING)、經濟部企業署副署長普爾萊
斯 (Bas PULLES) 等人。

二十二、我國與挪威關係

（一）一般關係：我國與挪威於 39 年 1 月 7 日中止外交關係，

69 年 8 月 26 日我國在奧斯陸設立「駐挪威臺北商務

處」，81 年 12 月 17 日更名為「駐挪威臺北經濟文化

辦事處」，88年10月16日易名「駐挪威臺北代表處」。

挪威於 78 年 10 月 23 日在我國設立「挪威商務臺北辦

事處」，81 年 11 月易名「挪威貿易委員會臺北辦事

處」，93 年 1 月 1 日關閉，國人赴挪威簽證委由丹麥

商務辦事處辦理。

（二）經貿關係：
1、104 年雙邊貿易總額為 6 億 4,426 萬美元，我國出

口 2 億 0,958 萬美元，進口 4 億 3,467 萬美元。
2、9 月 24 至 27 日中華民國經濟合作協會經貿訪問團

赴挪威訪問並與挪威奧斯陸商會（Oslo Chamber of 
Commerce）合辦「第三屆臺挪經濟合作會議」，
會後簽署「聯合聲明」。

（三）文教關係：
1 月 9 至 11 日駐挪威代表處參加「2015 挪威國際旅展
（2015Reiselivsmessen）」。

（四）我國赴訪政要：立法委員詹凱臣、陳唐山、楊應雄、
李桐豪、鄭汝芬；外交部次長史亞平、臺北市議會副
議長陳錦祥。

（五）挪威來訪政要：國會議員拉賈 (Abid Q.RAJA)。
二十三、我國與波蘭關係

（一）一般關係：我國於 38 年 10 月 5 日與波蘭中止外交關係，

嗣於 81 年 12 月 17 日在華沙市設立「臺北經濟文化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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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處」。波蘭於 84 年 11 月 2 日在臺北市設立「華沙
貿易辦事處」。本年 3 月我國與波蘭完成簽署「空運
協定」；另於本年 9 月完成簽署「臺灣海關與波蘭海
關間關於打擊關務詐欺行為瞭解備忘錄」。

（二）經貿關係：104 年雙邊貿易總額為 9 億 3,768 萬美元，
我國出口 7 億 3,457 萬美元，進口 2 億 311 萬美元。

（三）文教關係：波蘭在我國留學生約有 200 人。我國在波
留學生約有 612 人。

（四）互訪：
1、我國赴訪者：司法院副院長蘇永欽、財政部次長許

虞哲、經濟部卓次長士昭、前國防部副部長林中斌
教授、淡江大學副校長戴萬欽教授及外交部研究設
計委員會主任介文汲於訪波出席駐波蘭代表處與
「波蘭國際關係研究院」（PISM）合辦之東亞安
全國際研討會。 

2、 波 蘭 來 訪 者： 眾 議 院 副 議 長 饒 吉 謝 芙 絲 卡
（Elżbieta RADZISZEWSKA）、 眾 議 員 安 仁
（Paweł ARNDT）、 饒 茨 基（Józef RACKI）；
參 議 員 克 羅 茨（Izabela KLOC）、 杜 夫 翰
（Robert DOWHAN）；民主社群（Community of 
Democracies）秘書長雷斯娜（Maria LEISSNER）
及資深顧問伊若什（Matyas EORSI）。

二十四、我國與葡萄牙關係

（一）一般關係：我國於 64 年 1 月 6 日與葡國中止外交關係，

81 年 7 月 1 日在里斯本設立「駐葡萄牙臺北經濟文化
中心」，11 月 27 日正式運作，葡國迄未在我國設立
代表機構。 

（二）經貿關係：
1、104 年雙邊貿易額為 3 億 1,783 萬美元，我國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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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億 523 萬美元，進口 1 億 1,260 萬美元。
2、5 月 14 日至 19 日中華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

（CIECA）副理事長簡漢生率領之經貿團一行 27
人訪葡，並在里斯本參加由葡語系國家組織出口商
聯盟（UE-CPLP）舉辦之「2015 臺灣 - 葡萄牙語系
國家組織投資商貿論壇」及在波多市由葡萄牙企業
協會（AEP）舉辦之「第 3 屆臺葡經濟合作會議」。
另 CIECA 並於前揭經濟合作會議中與 AEP 簽署聯
合聲明。

3、5 月 15 日中華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與葡語系國
家組織出口商聯盟（UE-CPLP）及葡語系國家組織
工商總會（CE-CPLP）簽署合作備忘錄。

4、5 月 18 日中華民國工具機協會於「第 3 屆臺葡
（萄牙）經濟合作會議」與對口之葡國工具機協會
（AIMMAP）合意簽署諒解備忘錄（MOU）。

（三）文教關係：
1、我國分別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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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國立臺灣大學及國立政治大學分別與波多大學及天

主教大學商學院訂有交換學生協定。
3、國立清華大學與阿維羅大學訂有交流合作協定。
4、教育部提供華語文獎學金及臺灣獎學金各 1 名。
5、2 月 25 日至 3 月 1 日駐處以臺灣名義並擴大我展

攤規模參加 2015 年里斯本國際旅遊展。
( 四 ) 葡萄牙來訪者：葡萄牙國會主席團書記巴吉斯塔 （Abel 

BAPTISTA）、議員玿桂羅（Luisa SALGUEIRO）、
賈 梅 羅（António GAMEIRO）、 科 英 布 拉（Bruno 
COIMBRA ）、卡瓦雷洛（Paulo CAVALEIRO）。

二十五、我國與斯洛伐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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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一般關係：我國於 92 年 8 月 1 日在斯京布拉提斯拉瓦
成立「駐斯洛伐克臺北代表處」。斯國於 92 年 9 月 1
日在臺北設立「斯洛伐克經濟文化辦事處」。斯國駐
華代表柯華齊（Michal KOVÁČ）於本年 4 月 1 日代表
斯方在臺北簽署「臺斯科技合作協定」，嗣由我駐斯
洛伐克代表張雲屏代表我方於同年 4 月 23 日完成異地
簽署。

( 二 ) 經貿關係：104 年雙邊貿易總額為 4 億 4,138 萬美元，
我國出口 3 億 8,341 萬美元，進口 5,797 萬美元。

( 三 ) 文教關係：
1、我國目前提供「臺灣獎學金」5 名、「華語文獎學

金」2 名供斯國學生申請來我國大學攻讀學碩博士
及學習華語。另提供「臺灣獎助金」供斯國學者赴
華研究。

2、 4 月 28 日至 30 日舉辦「臺灣電影節」。
3、 我公共電視導演陳添寶導演所執導紀錄長片「滾

滾 沙 河 」（The Rolling Muddy River） 參 加 斯 洛
伐克環境部舉辦之本年度環境影展（Ekotopfilm-
Envirofilm）獲評為首獎。

( 四 ) 互訪：
1、我國赴訪者：成功大學校長蘇慧貞、科技部神經醫

學中歐訪團。
2、 斯 國 來 訪 者： 國 會 經 濟 委 員 會 主 席 胡 達 茨 基

（Jan HUDACKY）、 副 主 席 康 德 若（Maros 
KONDROT）； 國 會 議 員 葛 瑞 奇 科 娃（Lea 
GRECKOVA）、柯雷席克（Andrej KOLESIK）、
梅增斯卡（Helena MEZENSKA）、米庫栩（Jozef 
MIKUS）；前外長及現任斯國歐洲議會議員庫坎
（Eduard KUKAN）、斯國商業創新中心執行長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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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國歐洲企業網絡（EEN）連絡點總協調人烏瑞特
尼（Stefan VRATNY）、斯國科學院院長薩奧蓋爾
卡（Pavol SAJGALIK）。

二十六、我國與西班牙關係
( 一 ) 我國與西班牙於 62 年 3 月 10 日中止外交關係，同年

8 月在馬德里設立「駐西班牙孫中山中心」，80 年 1
月更名為「駐西班牙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西班牙
則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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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更名為「西班牙商務辦事處」。

( 二 ) 經貿關係：104 年雙邊貿易額為 17 億 8,073 萬美元，
我國出口 8 億 7,535 萬美元，進口 9 億 538 萬美元。

( 三 ) 文教關係：
1、目前約有 300 多名我國籍學生在西攻讀學位、交換

學程或接受短期語言訓練。
2、我國提供「臺灣獎學金」3 名及「華語文獎學金」

一年期 3 名、半年期 8 名名額予西國人士來我國進
修學位或語文，104 學年度（104-105）在臺留學或
研習之西班牙籍生約 220 人。

3、文化交流方面，文化部駐西班牙代表處文化組於 1
月正式成立，已就電影、視覺藝術、表演藝術、音
樂及舞蹈、陶藝等方面，與西班牙國家電影資料
館、國立陶瓷博物館及知名國際偶戲藝術節等文化
機構及藝術展演單位合作，推動一系列文化交流活
動，尤其促成臺原偶戲團於西班牙演出，參與西國
最具規模之一的 Titirimundi 國際偶戲節，於西國六
城市巡演共 11 場次，廣獲各地不同年齡層觀眾好
評。

4、我國與西班牙國立陶瓷博物館合作辦理「臺灣彩繪
陶瓷藝術展」、與「西班牙電影資料館」合辦「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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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賢電影回顧展」，另與西班牙著名之希古洛藝術
中心合辦「絲竹空爵士樂團」及「無獨有偶工作室
劇團」等表演，均大幅提升臺灣文化在西班牙之能
見度。

( 四）政要互訪：
1、我國赴訪者：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主任委員石世豪

3 月訪西班牙。
2、西班牙來訪者：眾議院殘障政策委員會召集人巴

紐（Francisco VAÑÓ FERRE）、外交委員會委員
古 提 雷 茲（Antonio  GUTIÉRREZ MOLINA）、
建設委員會召集人阿亞拉（Andrés José AYALA 
SÁNCHEZ）、參議院外交委員會委員布爾果斯
（Tomás Pedro BURGOS BETETA）、 眾 議 院 經
濟競爭委員會委員亞勞武賀（Rogelio ARAUJO 
GIL）、外交委員會副召集人蜜葛蕾絲（María 
Aránzazu MIGUÉLEZ PARIENTE）、外交委員會
第一書記龔黛（Gema CONDE MARTINEZ）經濟
競爭部國際貿易暨投資總司助理副總司長蘿德理
奎絲 (Regina Sancha RODRIGUEZ)、外交部北美亞
太暨太平洋總司資深官員馮塞嘉 (Luis FONSECA 
SANCHEZ)、班牙經濟競爭部轄下工業技術發展中
心（CDTI）對外科技行動處處長岡薩雷斯索托 (Luis 
GONZÁLEZ SOUTO) 經濟競爭部創新暨競爭總司
副總司長加里多莫雷諾 (Juan Manuel GARRIDO 
MORENO)。

二十七、我國與瑞典關係：
( 一 ) 一般關係：

中華民國成立後，瑞典於 2 年 10 月 7 日宣佈承認我國。
36 年我國駐瑞典公使館升格為大使館。39 年 1 月間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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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我國關閉駐瑞典大使館。70
年 9 月我國在瑞典設立「臺北商務觀光暨新聞辦事處」
（Taipei Trade Tourism and Information Office），83 年
該辦事處更名為現行「駐瑞典臺北代表團」（Taipei 
Mission in Sweden）。

( 二 ) 政治議題：
瑞典支持我國成為世界衛生大會（WHA）觀察員、
有意  義參與國際民航組織（ICAO）及參加聯合國氣
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等。近年亦連續助我
國以觀察員身分參與新成立之「國際再生能源組織」
（IRENA）、支持延續我國在「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ECD）之「競爭委員會」、「漁業委員會」及「鋼
鐵委員會」的參與資格。

( 三 ) 經貿關係：
90 年 6 月 8 日我國與瑞典簽署「避免所得稅雙重課
稅及防杜逃稅協定」，並於 94 年 1 月正式生效。104
年雙邊貿易總額為 10 億 4,945 萬美元，我國出口至
瑞典之總額為 5 億 7,775 萬美元；自瑞典進口之總額
為 4 億 7,170 萬美元。我國與瑞典維持每年舉行一次
「臺瑞（典）經濟合作會議」（Joint Business Council 
meeting），在斯德哥爾摩與臺北輪流召開，至今已連
續舉行 31 年。104 年 9 月第 31 屆「臺瑞（典）經濟
合作會議」在斯 哥爾摩舉行。

( 四 ) 政要互訪：
1、我國赴訪者 : 經濟部次長沈榮津。
2、瑞典來訪者：「臺瑞（典）國會議員協會」成

員 普 拉 絲（Maria PLASS）、 烏 爾 柏 莉（Boriana 
ABERG）、艾絲普倫（Lena ASPLUND）及歐爾菘
（Lotta OLSSON）、歐德松（Erik OTTO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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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我國與瑞士關係
( 一 ) 一般關係 : 我國與瑞士於 39 年 1 月 20 日中止外交關

係，62 年在蘇黎士設立遠東貿易服務中心駐瑞士辦事
處、68 年 6 月在洛桑設立駐瑞士孫逸仙中心，前者於
81 年 1 月 1 日更名臺北貿易辦事處，後者於 79 年 11
月 28 日更名為臺北文化經濟代表團，並於 83 年 7 月
28 日遷往伯恩。86 年 12 月 16 日我國增設臺北文化經
濟代表團日內瓦辦事處。96 年 10 月 1 日駐蘇黎士臺
北貿易辦事處併入臺北文化經濟代表團成為經濟組。
瑞士於 71 年 11 月 20 日在臺北市設立瑞士商務辦事處。

( 二 ) 經貿關係 : 104 年雙邊貿易總額為 21 億 1,835 萬美元，
我國輸出 4 億 5,318 萬美元，輸入 16 億 6,517 萬美元。

( 三 ) 政要互訪：
1、我國赴訪者︰立法委員許添財、蘇清泉、周倪安；

衛生福利部部長蔣丙煌、經濟部次長沈榮津。
2、 瑞 士 來 訪 者 ︰ 前 聯 邦 總 統 顧 胥 班（Pascal 

COUCHEPIN）、 聯 邦 國 會 下 議 院 議 員 米 艾 旭
（Christian MIESCH） 及 馮 葛 芬 理（Alec von 
GRAFFENRIED）、瑞士日內瓦邦議會邦議員鋂棟
（Guy METTAN）、雷法（Eric LEYVRAZ）、普
達拉（Jean-Romain PUTALLAZ）。

二十九、我國與英國關係
( 一 ) 一般關係：我國與英國於 39 年 1 月 6 日中止外交關係，

同年 6 月在倫敦設立「自由中國新聞處」，52 年 9 月
更名為「自由中國中心」，81 年 4 月 15 日更名為「駐
英國臺北代表處」，87 年 4 月 25 日增設駐英國臺北
代表處愛丁堡辦事處。英國於65年2月在臺北設立「英
國貿易促進會」，82 年 10 月 15 日更名為「英國貿易
文化辦事處」，本（104）年 5 月 26 日更名為「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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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臺辦事處」。
( 二 ) 政治關係：英政府高度評價我國政治民主化的成就，

並將我國列為強化經貿關係的新興市場之一，近年除
增派駐華官員外，更積極發展與我國經貿、科技、教
育、能源、運輸、文創及金融等領域的交流與合作。
本年我國與英政府部門的互動持續發展，另英國會「台
英國會小組」上、下兩院成員已達 118 名並持續增加
中，為英國會人數最多且最活躍的跨黨派團體之一。

( 三 ) 經貿關係：
1、104 年臺英雙邊貿易總額為 55 億 7,956 萬美元，我

國輸出 37 億 7,943 萬美元，輸入 18 億 13 萬美元。
2、英國貿易暨投資署自 87 年起將我國列為全球 14 個

加強出口拓銷重點市場之一，以參展、組團及邀訪
等方式，積極開拓我國市場。我國廠商則以訪問拓
銷團、貿易洽談說明會、參展或在英國設立據點等
方式，積極開拓英國市場。

3、91 年我國與英國簽訂「避免所得稅雙重課稅暨防
杜逃漏稅協定」，外貿協會也在倫敦設有「臺灣貿
易中心」，協助臺商拓銷英國市場。

4、1 月 25 日及 6 月 22 日「第 3 屆臺英軌道論壇」及
「第 10 屆臺英再生能源圓桌會議」分別於倫敦舉
行，12 月 4 日英國智慧財產局國際事務部主任戴
維森（Andrew DAVIDSON）訪問我國，與經濟部
智慧財產局召開第 6 次臺英智慧財產權會議。另本
年駐英國代表處訪問英國 13 個城市，積極推動臺
英經貿關係。

( 四 ) 文教關係：
1、臺英雙方於 90 年 9 月 25 日簽訂「教育文化協定」，

並於 94 年 11 月 4 日及 100 年 11 月 4 日續簽署「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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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合作備忘錄」。
2、在英語與華語文學習、高等教育、學校教育、學校

夥伴關係等層面，積極推動合作與交流。近年來我
國留英學生持續增加，包括就讀正規學校及短期赴
英進修者在內，每年約 20,000 人，英國為我國人
赴歐洲留學之第一目的國，另本年 5 月 22 日教育
部與英國劍橋大學簽署「臺灣劍橋大學獎學金備忘
錄」。

3、我國自 102 年開始推動  臺灣文化光點計畫  ，並
與倫敦大學 亞非學院ヽ愛丁堡大學、索立大學、
倫敦大學柏貝克學院及曼徹斯特華人當代藝術中心
等學術機構合作推出系列文化活動介紹臺灣，將臺
灣精緻文化推送至英國社會各個層面。

4、我國多年來參與國際知名的「愛丁堡藝穗節」，本
年續以「臺灣季」方式參加，於全球 3,000 多個演
出團隊中深受矚目，透過文化外交展現我國的軟實
力。

( 五 ) 科技合作關係：
1、自 88 年起，國家科學委員會（科技部前身）陸續

與英國王家科學院、人文社會科學院、愛丁堡王家
科學院、工程暨物理科學研究委員會、藝術暨人文
研究委員會及生物技術暨生物科學研究委員會等簽
署各項合作協議，交流合作項目包括高層訪問、科
技人員交流互訪、科技資訊分享、合辦雙邊研討會
等。

2、我國與英國政府科技主管單位、大學、研發機構等
聯繫密切，並在科技部及國內所訂的計畫架構下，
推動互惠互利的合作與交流，俾使兩國產官學研專
家學者分享成果、同蒙其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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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月 30 日科技部與蘇格蘭愛丁堡皇家科學院
（Royal Society of Edinburgh, RSE）在駐英國代表
劉志攻見證下簽署科技合作備忘錄。

( 六 ) 政要互訪：
1、我國赴訪者：總統府資政袁健生、國家安全會議諮

詢委員王郁琦、邱坤玄、楊念祖；僑務委員會委員
長陳士魁、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委曾銘
宗、文化部政務次長邱于芸、教育部次長林思伶、
交通部次長曾大仁、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署長邱
淑媞、內政部警政署副署長蔡俊章、法務部調查局
局長汪忠一、經濟部能源局局長林全能、國家發展
委員會綜合規劃處處長張惠娟等。

2、 英 國 來 訪 者： 英 國 不 管 部 部 長 夏 普 斯（Grant 
SHAPPS）、運輸部副部長克蕾茉女爵（Baroness 
KRAMER）、臺英國會小組共同主席伊凡斯（Nigel 
EVANS）、福克納勳爵（Lord FAULKNER）史蒂
爾勳爵（Lord STEEL）、郝威爾女爵（Baroness 
HOWELLS）、 戴 維 斯 勳 爵（Lord DAVIES）、
李 納 德 勳 爵（Lord RENNARD）、 杜 拉 奇 亞 勳
爵（Lord DHOLAKIA）、 葛 克 特 勳 爵（Lord 
GROCOTT）、拉納勳爵（Lord RANA）、史登女
爵（Baroness STERN）、柯爾克路尼勳爵（Lord 
KILCLOONEY）； 下 議 員 顏 敏 時（Sir David 
AMESS）、桂恩安（Andrew GWYNNE）、賀本
（Stephen HEPBURN）、盧卡斯（Ian LUCAS）、
馬 錫 斯（Mark MENZIES）、 墨 黎 斯（David 
MORRIS）、茉雪萊（Sheryll MURRAY）、裴斯禮
（Ian PAISLEY）、溥查德（Mark PRICHARD）、
羅伯森（Laurence ROBERTSON）、史定勝（Andr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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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HENSON）、 霍 奇 珊（Sharon HODGSON）
及唐麗蘭（Michelle DONELAN）。

三十、我國與克羅埃西亞關係
( 一 ) 一般關係；克羅埃西亞於 80 年 10 月 8 日脫離南斯拉

夫聯邦獨立，目前我國與克國並未相互設立代表機構，
相關業務由駐奧地利代表處兼理。

( 二 ) 文教關係：克國札格雷布大學之「亞洲研究」課程講
授我國政經發展現況，修課學生可獲得獲歐盟承認之
學分數。

( 三 ) 經貿關係：本年雙邊貿易總額為 4,652 萬美元，我國
出口 3,697 萬美元，進口 954 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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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地區
外交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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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總統與馬爾他騎士團元首費斯汀（Matthew FESTING, 左）大教長於互
贈勳章後合影

馬總統與馬爾他騎士團元首費斯汀（Matthew FESTING, 左四）大教長、
訪問團成員及教廷駐華代辦陸思道（Paul RUSSELL, 左一）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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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德國代表陳華玉 ( 左 1) 致贈德國歷史博物館館長科賀（Alexander 
KOCH）( 右 1 ) 中德協約精印複製本儀式 (9 月 6 日 )

駐 德 國 代 表 陳 華 玉 ( 左 2)、 國 會 議 員 兼 世 盟 德 國 分 會 主 席 費 雪
(Axel FISCHER)( 左 3)、 勞 動 部 社 會 保 險 選 舉 專 使 帕 維 斯 基（Rita 
PAWELSKI）( 右 3) 出席駐處舉辦 104 年國慶酒會 (10 月 8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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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中央黨國會議員瑛偉 (Kristina YNGVE) 與駐瑞典代表李澄然暢談臺
瑞合作關係事宜 (6 月 28 日 )

駐瑞典代表李澄然（右 2）與國會議員歐博 (Boriana ÅBERG)（左 2）及
臺灣瑞典華人聯合會新任會長張克勝與卸任會長葉香蘭主持國慶酒會 (10
月 6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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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自民黨眾議員范特沃特 (Bas VAN'T WOUT) 於駐荷蘭代表處國慶酒
會中致詞（10 月 8 日） 

荷蘭社會黨眾議員范博梅爾 (Harry VAN BOMMEL, 左）及荷蘭前國防部
長范艾克倫 (Willem VAN EEKELEN, 右）出席駐荷蘭代表處舉行之國慶
酒會 (10 月 8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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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丹麥代表徐儷文於 104 年國慶酒會中向與會嘉賓致詞（10 月 7 日）

駐丹麥代表徐儷文於僑界國慶餐會轉致國防部抗戰 70 週年紀念獎章予僑
界耆老鍾鴻禮先生，並由鍾先生家屬代領（10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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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匈牙利代表陶文隆（右三）偕員出席波士尼亞及赫塞哥維納 ( 以下簡
稱波赫 ) 莫斯塔爾（Mostar）國際商展活動，與波赫官員聯邦總統卡瓦
拉（Marinko CAVARA，左一 )、國家主席柯惟奇（Dragan COVIC，左
三 )、輪值主席伊萬尼奇（Mladen IVANIC，右四 ) 及商展總策畫伯斯雅
克（Dalfina BOSNJAK，左四 ) 在臺灣館合影留念 (4 月 14 日至 18 日 )

駐 匈 牙 利 代 表 陶 文 隆（ 左 ） 前 往 匈 國 國 會 副 議 長 萊 雅 克（Sándor 
LEZSÁK ，右 ) 國會辦公室致贈我國 1956 年聲援匈牙利革命相關報導
 (6 月 8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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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希臘代表張國葆大使與出席我 104 年國慶酒會貴賓共切國慶蛋糕
(10 月 9 日 )

駐希臘代表張國葆大使 ( 中 ) 偕夫人與 2015 年「斯巴達超級馬拉松賽」
(Spartathlon) 我國選手團團長吳勝銘 ( 右 4) 等晤敘，祝賀完賽並慰勉辛
勞 (9 月 27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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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青年大使團於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提斯拉瓦（Bratislava）演出
(9 月 17 日 )

我國代表隊參加於德國慕尼黑舉行之「2015 世界點心大師賽」獲頒第一
名殊榮，全體成員合影 (9 月 17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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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國際青年大使歐非一團」在蘇格蘭 Canongate Kirk 進行文化展
演 (9 月 2 日 )

「 蘇 格 蘭 議 會 友 臺 小 組 」(Scottish Parliament Cross-Party Group on 
Taiwan)2015 年第 3 次就「馬總統與歐洲議會視訊會議」內容進行意見交
流 (10 月 7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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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爾蘭國會參議員訪問我國團晉見總統馬英九  (3 月 17 日 )

駐愛爾蘭代表杜聖觀 ( 右三 ) 與參加該處 104 年國慶酒會部分貴賓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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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拉脫維亞代表葛光越（右六）出席立陶宛國會世界民主論壇舉辦立國
恢復獨立建國 25 周年研討會與來賓合照 (3 月 11 日 )

駐拉脫維亞代表葛光越與紡拓會波羅的海市場聯合推廣拓銷團於 2015 年
波羅的海紡織展合影 (4 月 16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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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拉脫維亞代表葛光越夫婦（左三、四）與愛沙尼亞前總統魯特爾 (Arnold 
RUUTEL) 夫婦、國會友臺小組主席拉內特 (Kalle LAANET) 夫婦及歐開
合唱團團員合影 (5 月 27 日 )

駐拉脫維亞代表葛光越主持第 46 屆中華民國世界兒童畫展拉國得獎生頒
獎典禮，與拉國前文化部長及現任國會議員利賓娜（Inguna RIBENA，
最後排左一 )、國會議員克萊茵柏格（Nellija KLENBERGA，最後排右二 )
及得獎生合影 (11 月 20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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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臺挪經貿合作會議在挪威奧斯陸召開，會後雙方代表在駐挪威
代表程其蘅見證下簽署聯合聲明 (9 月 25 日 )

駐挪威代表程其蘅與挪威國會副議長綉郁 (Ingjerd SCHOU) 於國慶酒
會合影 (10 月 8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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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馬英九接見捷克 ( 左起 ) 眾議員柯斯庫巴 (Jiri KOSKUBA)、眾議
員永內克 (Jiri JUNEK)、眾議員史坦尤拉 (Zbynek STANJURA)、眾議
院友臺小組主席班達 (Marek BENDA)、捷克駐華代表易禮哲 (Vaclav 
JILEK)、捷克眾議院副議長卡斯狄克 (Petr GAZDIK) 等人 (2 月 6 日 )

總統馬英九接見捷克參議院首席副議長舒伯卡（Premysl SOBOTKA, 左
四 )、區域發展常設委員會副主席霍尼克（Jan HORNIK, 左三 )、國家經
濟農業暨交通委員會交通小組主席布拉茲基（Petr BRATSKY, 右五 )(11
月 13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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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日內瓦處長俞大   為雲門舞集「屋漏痕」歐洲巡演首站日內瓦舉辦酒
會致歡迎詞 (3 月 11 日 )

衛生福利部部長蔣丙煌於第 68 屆世界衛生大會 (WHA) 全會上發言
(5 月 20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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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馬英九與歐洲議會議員進行視訊會議並發表專題演講 (9 月 29 日）

駐歐盟兼駐比利時代表董國猷與「人道回應海盜計畫」經理荷馬 (Tom 
HOLMER) 於反海盜合作捐贈簽約儀式合影 (10 月 21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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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法國代表張銘忠與參議院友臺小組成員舉行早餐簡報

第17屆臺法科技獎11月25日晚間在駐法國代表處展演廳舉行頒獎儀式，
由駐法國代表張銘忠 ( 左二 ) 與法蘭西自然科學院院長莫尼耶（Bernard 
MEUNIER, 右一）兩人共同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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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環保署魏署長國彥擔任 UNFCCC COP21 行政院團團長出席巴黎
氣候議會論壇開幕致詞

立法委員邱文彥、田秋堇及賴振昌合組 UNFCCC COP21 立法院跨黨派
遊說團與國民議會友臺小組主席及議員舉行工作會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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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法蘭克福處長黃瑞坤拜會萊茵法爾茲邦議會議長梅特斯 (Joachim 
MERTES)( 左 1) 及邦議會議員 (3 月 24 日 )

駐法蘭克福辦事處辦理國慶酒會，由處長黃瑞坤與黑森邦議會議員提比
(Ismail TIPI)（中）及薩爾邦議會基民黨團秘書長泰司 (Roland THEIS)
（右）共同主持 (10 月 9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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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波蘭代表陳銘政於國慶酒會舉杯邀請與會嘉賓祝酒 (10 月 7 日 )

駐 波 蘭 代 表 陳 銘 政 伉 儷 ( 左 一、 二 ) 與 波 蘭 國 會 眾 議 院 兩 位 副 議
長 萬 德 利 (Jerzy WEMDERLICH， 右 二 ) 及 葛 傑 謝 庛 卡 (Eugeniusz 
GRZESZCZAK，右三 ) 等政要為中華民國祝壽共同切下國慶蛋糕 (10 月
7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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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波蘭代表陳銘政親自主持總統馬英九與歐洲議會議員臺歐盟高層視訊
會議 (9 月 29 日 )

我國際青年大使以「青年有愛，全球關懷」為主軸在波蘭華沙斯魯夫斯
基（Sluzewski）文化中心演出，駐波蘭代表陳銘政夫婦與青年大使共同
謝幕 (9 月 11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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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漢堡處長朱建松夫婦與漢堡邦副議長督登 (Babara DUDEN) 夫婦於國
慶酒會合影 (10 月 9 日 )

駐漢堡處長朱建松拜會什霍邦議會議長席勒 (Klaus SCHLIE) 合影
(6 月 18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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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瑞士代表劉邦治於 104 年國慶酒會中致詞 (10 月 8 日 )

駐瑞士代表處舉辦 104 年國慶電影放映會盛況 (10 月 8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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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義大利代表高碩泰 2015 年 5 月 7 日赴威尼斯 Ca' Foscari 大學演講，由
校長巴格列西 (Michele BUGLIESI) 博士擔任引言

駐義大利代表高碩泰主持 2015 年義大利「國會友臺協會」及「臺義民間
友好協會」新春餐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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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 英 國 代 表 劉 志 攻 ( 左 ) 與 北 愛 爾 蘭 貝 爾 法 斯 特 市 長 卡 森（Arder 
CARSON）及臺英國會小組副主席裴斯禮（Ian PAISLEY）合影
(9 月 3 日 )

我國科技部與蘇格蘭愛丁堡皇家科學院（RSE）在駐英國代表劉志攻 (左 )
見證下簽署科技合作備忘錄 (10 月 30 日 )



中華民國 104 年外交年鑑

- 236 -

駐西班牙代表侯清山 ( 中 ) 出席馬德里市臺灣精品展與來賓及得獎者合
影 (9 月 13 日 )

駐西班牙代表侯清山 ( 左二 ) 出席「馬總統與歐洲議會議員視訊會議」
座談會中致詞 (9 月 30 日 )



第二章 對外關係

- 237 -

駐西班牙代表侯清山主持中華民國建國 104 年國慶酒會中舉杯祝福國運
昌隆 (10 月 10 日 )

駐芬蘭代表林錦蓮獲邀出席芬蘭曼塔市國際音樂節，與鋼琴組第 3 名我
國籍音樂家林佳瑩合影 (8 月 7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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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項    我國與北美地區國家關係

壹、 前言
北美地區共有加拿大與美國等兩國，與我國均互設有代表

構進行各項交流，我國另於加拿大多倫多及溫哥華與美國亞特蘭

大、波士頓、芝加哥、關島、檀香山、休士頓、丹佛、洛杉磯、

邁阿密、紐約、舊金山及西雅圖等 14 地設有辦事處。

貳、我國與各國關係
一、我國與加拿大關係
（一）一般關係：我國於 30 年 8 月 2 日與加拿大建交，59

年 10 月 13 日終止外交關係，80 年 1 月 8 日設「臺北
經濟文化辦事處多倫多總處」，82 年 8 月 3 日遷址渥
太華，並更名為「駐加拿大臺北經濟文化代表處」。
我國另於溫哥華及多倫多分別設立辦事處。加國於 75
年 10 月 25 日在華設立「加拿大駐臺北貿易辦事處」。

（二）政府關係： 
1、4 月 30 日「第 11 屆臺加雙邊經貿諮商會議」在渥

太華舉行，由我國經濟部政務次長卓士昭及加國
外貿部主管亞洲事務之助理副部長葛淑珊 （Susan 
GREGSON） 擔任雙方主談人。

2、10 月 8 日駐加拿大代表處舉行國慶酒會，加國政
要包括聯邦參眾議員，各黨參眾議員重要幕僚、市
議員、外交團成員、各部會官員、學術界、科技界、
企業界、新聞界及僑界等重要人士計 300 餘人到場
祝賀。

（三）經貿關係 : 本年雙邊貿易總額約為 54 億 1 千 1 百萬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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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我國出口約 42 億 6 千 6 百萬美元，進口 11 億 4
千 5 百萬元。

（四）科技合作關係 : 
1、我國與加國衛生研究院遺傳學所於 4 月份在溫哥華

辦理首屆「表觀遺傳學」(Epigenetics) 研討會；隨
後，該所所長拉斯柯 (Paul F. LASKO)、副所長馬
科特 (Eric MARCOTTE) 及學者專家一行 8 人， 受
邀於 11 月訪問我國，參訪我國科研機構，並與我
國學者專家進行研討會。

2、成功大學校長蘇慧貞於 4 月率團訪加，與渥太華大
學續簽合作備忘錄，並與加國學者專家洽談未來合
作方向。

3、我國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副執行秘書黃彥男
率團至渥太華參加第三屆國際開放資料會議 (3rd 
International Open Data Conference 2015) 與參訪活
動。

4、加國國家研究院生命科學副院長史詹斯基 (Roman 
SZUMSKI) 率醫療器材業者於 7 月訪問我國，參加
醫療器材（Medical Device  Workshop）研討會與我
國的生技月活動。

5、我國科技部次長錢宗良於 8 月率團訪加，與加方科
研機構進行科技合作會議。

6、我國科技部選派牟中原教授、彭旭明教授、林啟萬
教授等十位專家學者於 8 月訪加，參加臺加雙邊奈
米科技研討會。

7、加國國家研究院院長麥道高 (John MCDOUGALL)
率團一行 5 人於 10 月訪問我國，並與科技部舉行
第 18 屆指導委員會會議。

（五）文教關係 : 我國提供「臺灣獎學金」及「教育部華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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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獎學金」供加國學生來臺留學，本年度受獎生共計
36 名。加拿大在臺留學生約 700 餘人。我國現有約
3,500 名留學生在加拿大各級學校就讀，我國教育部並
與多倫多大學、渥太華大學、亞伯達大學、西門菲沙
及麥基爾大學簽署設立「臺灣研究講座」協議。

（六）政要互訪：
1、我國赴訪者：經濟部政務次長卓士昭、僑務委員會委

員長陳士魁、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副執行秘書黃彥
男、原住民族委員會主任委員林江義、科技部次長錢
宗良、前國防部長楊念祖。

2、加拿大來訪者：聯邦參議員馬妍兒（Yonah MARTIN）
暨夫婿、聯邦參議員肯尼（ Colin KENNY）夫婦、
聯邦參議員戴伊（Joseph A. DAY）夫婦、聯邦參議
員卜萊特（Donald Neil PLETT）夫婦、聯邦參議員
茹絲女士（Nancy RUTH）暨伴侶、聯邦參議員麥唐
諾（Michael L. MACDONALD）、聯邦眾議員魏子安
（John WESTON）、聯邦眾議員梁中心（Chungsen 
LEUNG）、聯邦眾議員谷蘿渥（Nina GREWAL） 暨
夫婿、聯邦眾議員克萊瑞（Ryan CLEARY）、聯邦眾
議員芭比漾（ Annick PAPILLON）、聯邦眾議員巴洛
（John BARLOW）夫婦、聯邦眾議員葉迪加（David 
YURDIGA）夫婦、安大略省省議員哈里斯 (Michael 
HARRIS)、安大略省省議員沃克 (Bill WALKER)、安
大略省省議員瑪拖 (Gila MARTOW)、安大略省新民主
黨副黨魁哈力瓦 (Jagmeet Singh DHALIWAL)、安大略
省 Mars 潔淨能源創新中心國際合作主任裴宜安 (Ian 
PHILP)、卑詩省執政黨（卑詩自由黨）省議員馬可瑞
(Don MCRAE)、宋士威 (Jane THORNTHWAITE)、百
立卡 (Darryl PLECAS)、艾許頓 (Dan ASHTON)、杭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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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vin HUNT) 及馬丁 (John MARTIN)，卑詩省大溫
哥華管理局理事會主席穆爾 (Greg MOORE，高貴林港
市市長 )、副主席雷建華 (Raymond LOUIE，溫哥華市
代理市長 )、理事佛羅斯 (Jack FROESE，蘭里行政區
市長 )、理事穆沙託 (Darrell MUSSATO，北溫哥華市
市長 )、理事克雷 (Mike CLAY，滿地寶市市長 ) 及局
長梅森 (Carol MASON)。

（七）其他 : 定居在加拿大之國人估計約 20 萬人。每年赴加
從事觀光、商務考察、探親及留學等各種活動之國人
約 7 萬人次。據觀光局資料，本年加國來臺旅客約 8
萬人。據內政部移民署統計，持加國護照在臺定居者
近 3 千人。

二、我國與美國關係
（一）一般關係：
　　   在穩固之臺美互信基礎上，臺美本年持續維持密切友

好之合作關係及順暢之溝通管道，在我高層過境、雙
方高層官員互動交流及推動臺美雙邊及多邊議題之實
質合作等面向，均有具體績效。依據美方發布之本年
全年美國對我及各國之商品貿易統計資料，我國再晉
升一名，成為美國第 9 大貿易夥伴，顯示臺美關係之
堅實密切及持續深化。

 本年美方支持我官方言論及行動，包括高層發言及互
訪，在政治、軍事、經貿等領域均有諸多正面事例，
展現當前臺美關係確係「臺灣關係法」(TRA) 自 1979
年立法以來之最佳狀態。
1、歐巴馬總統發表友我言論：歐巴馬總統於 9 月 25

日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訪美期間，在與習近平
聯合舉行的記者會中，再度重申對「臺灣關係法」
之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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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方行政部門官員暨國會皆公開重申「臺灣關係
法」及「六項保證」(Six  Assurances)對我國之承諾，
正面表達對我國之支持：
(1) 美 國 國 防 部 部 長 提 名 人 卡 特（Ashton 

CARTER）於 2 月 4 日國會任命聽證會，以書
面方式重申美國依據「臺灣關係法」對我國之
安全承諾。

(2) 美國國務卿凱瑞（John KERRY）4 月間答覆
多位美國會議員書面質詢時，稱我國為美「向
亞洲再平衡」政策之「關鍵構成要件」（key 
component）。

(3) 美國國務院亞太助理國務卿羅素 （ Daniel 
RUSSEL）曾先後在 3 場國會聽證會中，以書
面及口頭方式公開肯定我國民主成就，重申
「臺灣關係法」對我國之安全承諾，支持我國
參與「國際刑警組織」(INTERPOL) 等國際組
織及歡迎我國表達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協定」
(TPP) 之意願，並肯定「臺日漁業協議」及就
南海議題援引我政府尊重「聯合國海洋法公
約」(UNCLOS) 之立場。

(4) 美國國務院亞太副助理國務卿董雲裳（Susan 
THORNTON）5 月 21 日在「布魯金斯研究院」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發表臺美關係專題
演講時，重申雙方關係「從未如此良好」（has 
never been better），並稱我國為美國在東亞
之至關重要夥伴（vital partner），臺美間係
全面性、持久且互惠 (comprehensive, durable, 
mutually beneficial) 之夥伴關係。

(5) 美國白宮國家安全顧問賴斯（Susan RICE）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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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1 日在喬治華盛頓大學發表演講時，表示
美國長期一貫立場並未改變，即美方堅守其以
三公報及「臺灣關係法」為本之「一中」政策，
美方基本利益係臺海關係之和平穩定，反對任
一方片面改變現狀。

(6) 美國白宮於 11 月公布推動「向亞洲再平衡」
政策成就說明文件中，首度稱與我國為「夥伴」
（partner）關係。

3、高層過境備受美方禮遇與重視 ： 馬總統於 7 月 11
日至 18 日率「久揚專案」訪問團，出訪我國於拉
丁美洲之多明尼加、海地及尼加拉瓜等三友邦，並
於往返程中，過境美國波士頓及洛杉磯，均獲美方
高規格接待，成果豐碩。馬總統首度過境波士頓重
返母校哈佛大學演講並訪華埠，係最大亮點，美國
聯邦眾議員費倫侯（Blake FARENTHOLD）及普
萊絲凱（Stacey PLASKETT）特前往波士頓機場接
機，展現對馬總統之高度歡迎。馬總統過境美國期
間，共計 26 位國會議員（10 位參議員及 16 位眾
議員）親往接機、出席僑宴或餐會、或以電話致意
等方式與馬總統互動，係馬總統歷年出訪與美國會
議員互動人數最多之乙次。

4、臺美高層官員互訪頻繁 ：我國部次長以上層級官
員或重要訪團訪美達 64 人次；美方副助理國務卿
以上層級官員訪問我國亦達 12 人次，包括國務
院經濟暨商業事務助理國務卿芮福金（Charles H. 
RIVKIN）、美國貿易代表署副貿易代表何禮曼
（Robert HOLLEYMAN）等。

5、美方肯定我國與第三國解決海事爭議及馬總統之
「東海和平倡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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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國務卿凱瑞於 4 月答覆美國會議員書面質詢
時，肯定我國與日本於 2013 年簽署之「臺日
漁業協議」及我方提出之「東海和平倡議」。

(2) 亞太助卿羅素（Daniel RUSSEL）於 5 月 13 日
聯邦參議院外交委員會南海議題之聽證會上，
肯定我國與日本在東海透過和平解決爭端方
式，達成具指標性之漁業協議；亦肯定我國呼
籲區域各國尊重所有相關國際法，包括聯合國
憲章及「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之精神與原則。

(3) 美方公開且高度肯定我國與菲律賓於 11 月簽
署之「有關促進漁業事務執法合作協定」，並
稱該協定係區域間和平解決海事爭端之典範。

6、臺美擴大合作領域，簽署「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
（GCTF）備忘錄，將雙邊國際合作機制化：臺美
於 6 月 1 日在臺北簽署 GCTF 瞭解備忘錄，是時
訪問我國之美國務院經濟暨商業事務助卿芮福金
(Charles H. RIVKIN) 出席見證簽署儀式。臺美未來
可望在該備忘錄之基礎上擴大於涉及第三方之區域
與國際事務合作，此為提升我國國際參與，促進雙
邊關係「多邊化」之里程碑。

7、持續舉辦「臺美日三邊安全對話」：本年除延續
臺美日國會議員對話之傳統，並首次安排臺、
美、越等國行政部門官員針對非傳統安全議題
進行對話。另美前副國務卿史坦伯格（James B. 
STEINBERG）以「臺美日在東亞共享之三邊安
全 利 益 」〈Shared Trilateral (U.S.-Taiwan-Japan) 
Security Interests in East Asia〉為題擔任本年午餐專
題演講人。

8、美方持續支持我國之國際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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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高層官員如亞太助卿羅素（Daniel RUSSEL）
及副助卿董雲裳（Susan THORNTON）多次
重申美國支持我國有意義參與國際組織，包括
「國際民航組織」（ICAO）等，亞太助卿羅
素更於 4 月公開表達支持我國參與「國際刑警
組織（INTERPOL）」。美方另以實際行動領
銜支持我國申請 ICAO「安全網路」（Secure 
Portal）案。

(2) 世界衛生組織（WHO）：美國衛生部長波維
爾 (Sylvia M. BURWELL) 循例於 5 月召開之世
界衛生大會（WHA）期間，就我國參與 WHO
事致函 WHO 幹事長陳馮富珍，並與我國衛生
福利部部長蔣丙煌舉行雙邊會談。

(3) 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環保
署署長魏國彥率團前往法國巴黎參與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11 日 UNFCCC 第 21 屆締約方大會
（COP 21）及相關活動，會議期間與美國務院
及能源部等部會官員舉行雙邊會談。

9、落實雙邊特權豁免協定：美國務院繼上（103）
年 12 月全面換發我國駐美員眷之身分卡、免稅卡
及駕照後，嗣將我國納入其「國務院車輛計畫」
（Diplomatic Motor Vehicle Program）， 本 年 2 月
11 日起換發我國駐美各處及人員車輛車牌，使我
國享有與各國駐美使領館幾乎完全相同之特權待
遇。

10、臺美於 5 月 12 日至 13 日共同舉辦「亞太地區新世
代電力會議」，除臺美兩方人員外，計有越南、柬
埔寨、菲律賓、寮國、東帝汶、巴布亞紐幾內亞
等東南亞國家再生能源主政官員及業界代表 33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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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美國 APEC 資深官員王曉岷 (Robert WANG)
亦以主講人身分來華訪問。本會議甚為成功，並彰
顯臺美透過雙邊合作可對區域及多邊做出貢獻。

11、我國與美國國會關係－重要友我事蹟：
(1) 邀訪：本年來訪我國之美國聯邦參、眾議員共

計 17 人次，國會議員助理團共 13 團，國會議
員選區主任團 1 團。

(2) 高層訪問：馬總統於「久揚專案」過境美國
期間，與聯邦參議院多數黨黨鞭柯寧（John 
CORNYN, R-TX）及聯邦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主
席羅伊斯（Ed ROYCE, R-CA）等 26 位聯邦參、
眾議員以晉見餐敘、會晤或電話致意等方式互
動。另首次有 2 位聯邦眾議員專程前往波士頓
機場迎接馬總統。

(3)「臺灣關係法」立法 36 週年國會紀念活動：聯
邦參議院代議長海契（Orrin HATCH, R-UT）
及 聯 邦 眾 議 院 議 長 貝 納（John BOEHNER, 
R-OH）等 32 位聯邦參、眾議員，分別以致函
馬總統、發表國會演說或國會聲明、網路推文
方式紀念「臺灣關係法」立法 36 週年。 

(4) 支持強化臺美經貿關係：
A、聯邦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羅伊斯 3 月中

旬率美國國會議員團訪問我國晉見馬總統
及進行其他官式拜會時，均曾公開表達支
持我國參與「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
第二輪談判。

B、我國「農產品貿易友好訪問團」9 月 16 日
出席於美國國會山莊舉行的農產品採購意
向書簽署儀式暨酒會，聯邦參議院撥款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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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主席柯克蘭（Thad COCHRAN, R-MS）、
財 政 委 員 會 民 主 黨 首 席 議 員 魏 登（Ron 
WYDEN, D-OR）及聯邦眾議院歲計委員
會貿易小組民主黨首席議員藍格（Charles 
RANGEL, D-NY）等 9 位聯邦參議員、8 位
聯邦眾議員與會見證，肯定臺美經貿關係。

(5) 支持臺美安全關係及美對臺軍售：
A、聯邦眾議院「監督暨政府改革委員會」國

家安全小組副主席羅素（Steve RUSSELL, 
R-OK）8 月 24 日至 30 日訪問我國，並於
出席「臺、美、日三邊安全對話」研討會
時表示，美國國會支持自由地區人民，如
臺灣及美國之亞太區域盟友獲得自衛能力
之態度堅定不移。

B、 聯 邦 參 議 院 軍 事 委 員 會 主 席 馬 侃 (John 
MCCAIN, R-AZ) 與外交委員會民主黨首席
議員卡登（Ben CARDIN, D-MD）11 月 19
日聯名致函歐巴馬總統，支持美國對我國
軍售。

C、聯邦參、眾議院 11 月分別通過「2016 會計
年度國防授權法」（2016 NDAA），內容
包括授權美國邀請我國在內等國相關部會
人員參與美方南海交流訓練計畫，以提升
南海相關各國之海事安全及海上領域意識。

(6) 支持我國加入「國際刑警組織」（INTERPOL）
 ：聯邦眾議院 11 月 2 日以 392 票贊成、無人

反對之壓倒性票數，通過眾院第 1853 號法案，
支持我國以觀察員身分參與「國際刑警組織」
（INTERP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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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紀念抗戰勝利 70 週年：
A、駐美國代表處代表沈呂巡 4 月 15 日受邀

出席美國「國會杜立德金質獎章典禮」
（Congressional Gold Medal Ceremony in 
Honor of the Doolittle Tokyo Raiders）， 係
唯一受邀出席觀禮之外國使節。

B、聯邦眾議員金恩（Steve KING, R-IA）9 月
1 日訪問我國出席紀念抗戰勝利暨臺灣光復
70 週年相關活動，表達對臺美長久堅定盟
誼及二次大戰期間共同浴血奮戰之支持。

 C、聯邦眾議員法蘭珂（Lois FRANKEL, D-FL）
與杜伊奇（Ted DEUTCH, D-FL）10 月 9 日
赴聯邦眾議院議場發表演說，表揚我國前
駐哥倫比亞大使何鳳山於二戰時任駐維也
納總領事期間核發簽證拯救猶太人之事蹟，
並祝賀我國 104 年國慶。

(8) 祝賀我國建國 104 週年：駐美國代表處 10 月 7
 日於雙橡園舉辦國慶酒會，聯邦參議員曼欽

（Joe MANCHIN, D-WV）及聯邦眾議院外交
委員會主席羅伊斯等 14 位聯邦眾議員出席，
15 位聯邦參議員、32 位聯邦眾議員發表賀函、
賀狀或國會聲明表達祝賀。

12、我國與美國民間紀念二戰勝利 70 週年：
(1) 9 月 2 日駐美國代表處代表沈呂巡應邀出席「二

戰紀念碑之友」（Friends of the National World 
War II Memorial) 組織與美內政部國家公園管
理處於華府二戰紀念碑舉辦之紀念「對日戰
爭勝利日」70 週年典禮（The Commemoration 
Ceremony of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V-J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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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9 月 9 日適逢日本向我國投降 70 週年紀念日，
華盛頓時報刊出駐美國代表處代表沈呂巡紀念
抗戰勝利 70 週年專文。

（二）經貿、科技與衛生合作關係：
1、臺美經貿關係：

(1) 美 國 商 務 部 3 月 23 日 及 24 日 於 華 府 舉 行
「2015 選擇美國投資論壇」（2015 SelectUSA 
Investment Summit），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
協會董事長梁國新率臺灣企業領袖訪問團我
國 65 家企業 88 位業者與會，為最大外國代
表團之一。美國商務部副部長安德魯（Bruce 
ANDREWS）出席駐美國代表處舉辦之代表
團歡迎晚宴並致詞。我國於 3 月 23 日與美
國企業界舉行首屆「臺美企業論壇」（US-
Taiwan Business Forum），邀請財星 500 大企
業及產業協會高階主管出席，美國務院亞太
助卿羅素 (Daniel RUSSEL) 亦與會致詞；美國
貿易緊急委員會（ECAT ）總裁柯恩（Calman 
COHEN，兼任美國商界支持 TPP 聯盟協調
人）於會中表示，美國業界強力支持臺灣加入
TPP。

(2) 美國服務業聯盟（CSI）總裁歐蓋爾（Peter 
ALLGEIER，曾擔任美代理貿易代表及美國駐
WTO 大使）、美國貿易緊急委員會（ECTA）
總裁柯恩及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SIS）資深
顧問古德曼（Matthew GOODMAN）、美國全
國商會（US Chamber of Commerce）大中華地
區執行長王傑（Jeremie WATERMAN）等人於
5 月 30 日至 6 月 6 日訪問我國，與國內相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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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高階主管就 TPP 政策議題舉行閉門座談，並
出席經濟部召開之「臺灣與 TPP：產業合作、
機會與挑戰」研討會。

(3) 103 年美方派團來華實地訪察免簽證計畫
(VWP) 執行情形，經各部會通力合作，圓滿完
成。6 月 15 日美國在臺協會臺北辦事處 (AIT/T)
處長梅健華 (Kin MOY) 正式函知我方，續獲指
定為美國之 VWP 成員國。

(4) 駐美國代表處成立「臺灣圓桌會」（Taiwan 
Roundtable）美商聯誼機制，分於 6 月 30 日及
10 月 8 日舉辦兩場座談暨餐會。活動參與人
士包括全國性產業協會總裁、財星 500 百大企
業高階主管，主題包括 TPP 談判進展、美業界
對我國加入 TPP 之建議及臺美產業鏈合作關係
等。

(5)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前副主任委員王政騰 9 月率
我國內大宗穀物進口業者組成「2015 年農產品
貿易友好訪問團」訪問美國，9 月 16 日在美
國國會山莊與美方業者舉行採購意向書簽署儀
式，採購穀物價值約 30 億 3 千萬美元。訪團
訪美期間拜會聯邦參議院農業委員會主席羅伯
斯（Pat ROBERTS, R-KS）及參院財政委員會
民主黨首席議員魏登等 12 位聯邦參議員及 8
位聯邦眾議員。

(6) 我國與美國召開第 9 屆貿易暨投資架構協定
（TIFA）會議：第 9 屆臺美 TIFA 會議 10 月
1 日在臺北舉行，由經濟部政務次長卓士昭及
美國貿易代表署（USTR）副貿易代表何禮曼
(Robert HOLLEYMAN) 主持。何禮曼 (Rob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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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LEYMAN) 表示，TIFA 係臺美重要貿易對
話機制，美方盼透過該機制處理雙方關切經貿
議題；渠歡迎我相關部會進行的自由化落差檢
視工作，以期強化雙邊經貿關係。本次會議雙
方就關切之經貿議題交換意見並達致多項重要
成果，為我推動參與 TPP 營造有利氛圍。

(7) 我國與美國舉辦首屆「數位經濟論壇」（Digital 
Economy Forum）：首屆臺美「數位經濟論壇」
12 月 2 日於臺北舉行，由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
會主任委員杜紫軍與美國國務卿科技顧問特瑞
肯（Vaughan TUREKIAN）率雙方跨部會代表
團與會，駐美國代表處及美國在臺協會並於會
後共同發表臺美「數位經濟論壇」結論聯合聲
明。

2、臺美科技合作：
(1) 高層科技官員互訪：

A、交通部民用航空局副局長李萬里等 9 人 4 月
7 日至 8 日參加美國聯邦航空總署（FAA）
「2015 年飛航標準會議」（2015 AMERCA 
Flight Standards Meeting），民航局副局長
李萬里獲 FAA 頒贈「亞太地區飛航安全貢
獻獎」。

B、行政院科技會報執行秘書鐘嘉德 4 月 11 日
至 19 日率經濟部技術處、科技部、新世
代通訊技術推進辦公室、工研院及資策會
近 20 人赴美國訪問，針對「新世代通訊」
（B4G/5G）、「 先 進 製 造 」 與「 智 慧 照
明」等領域，參訪 Intel、Sprint、密西根大
學、福特全球總部、DM3D 公司、美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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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標準與技術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 NIST）等，並見
證工研院量測中心與 NIST 量測實驗室感測
科學部門簽署合作意向書。

C、美國環保署代理助理署長西田珍（Jane 
NISHIDA）4 月 20 日至 24 日率第九分署長
布魯門菲（Jared BLUMENFELD）訪問我
國，參加我國環保署「國際環境夥伴計畫」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Partnership, 
IEP）成立一週年活動，拜會環保署署長魏
國彥及外交部政務次長高振群。

D、行政院政務委員顏鴻森 6 月 15 日至 16
日率團約 120 餘人訪問美國，出席費城
2015 年「 生 技 大 會 」（BIO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並舉行臺美生技商機論壇，
另於華府召開區域生技領域學人座談會。

E、「第二期能源國家型科技計畫」（National 
Energy Program-Phase II）主持人臺灣大學
教授李世光等 7 人 5 月 1 日參加 2015 年美
國科學促進會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AAAS) 科 技 論
壇。李教授應邀進行專題演講，與世界各
國主管科技政策官員分享我國科技創新之
努力及成果，此次係我國首次獲邀至該大
會演講。

F、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計畫主任法騰（David 
FOUNTAIN）等 5 位計畫主任於 5 月 29 日
至 6 月 2 日率團 65 人訪問我國，參加在臺
北召開之「地球科學」、「光電」及「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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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雨量及氣候」等三場臺美雙邊科技研討
會。

G、環保署署長魏國彥於 8 月 10 日至 12 日率團
訪問華府，與美國環保署署長麥卡馨（Gina 
MCCARTHY）於美國環保署內共同召開第
一屆「國際環境夥伴會議」，並出席「城
市清潔空氣夥伴會議」相關活動。

H、 美 國 核 能 管 制 委 員 會 專 家 華 生（Bruce 
WATSON） 及 歐 李 寇 斯 基（Rob 
ORLIKOWSKI）8 月 26 日至 27 日訪問我
國，出席核能電廠除役法規及管制研討會。

I、 美國國家核子安全總署（ NNSA ）緊急應
變國際合作處專家團 8 人 10 月 5 日至 8
日訪問我國，舉辦 2017 年世大運「大型
活動輻射恐怖攻擊保安應變訓練課程」
（I-RAPTER-MPE）。

 J、第 31 屆臺美民用核能合作會議 12 月 8 日至   
9 日在臺北舉行，美國國務院、能源部、核
能管制委員會、太平洋西北國家實驗室、
拉斯維加斯遙控偵測實驗室等人員訪問我
國並出席該會議。

(2) 臺美簽署重要科技協定：
A、駐美國代表處與美國在臺協會 3 月 17 日簽

署「臺美大氣監測、清潔能源暨環境科學
技術合作協議」第 1 號執行辦法。我方執
行單位為環保署，美方執行單位為美國能
源部。

B、駐美國代表處與美國在臺協會 4 月 24 日簽
署「癌症研究合作備忘錄」。我方執行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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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為中央研究院，美方執行單位為美國國
家衛生研究院癌症研究所。

C、駐美國代表處與美國在臺協會 7 月 28 日簽
署「臺美氣象先進資料同化與預報模式系
統發展技術合作協議」第 12 號執行辦法。
我方執行單位為交通部中央氣象局，美方
執行單位為美國大學大氣科學研究聯盟。

D、駐美國代表處與美國在臺協會 8 月 7 日簽
署「臺美氣象預報系統發展技術合作協議」
第 27 號執行辦法。我方執行單位為交通部
中央氣象局，美方執行單位為美國國家海
洋暨大氣總署。

E、駐美國代表處與美國在臺協會 9 月 24 日簽
署「臺美環境保護技術合作協定」第 11 號
執行辦法。我方執行單位為環保署，美方
執行單位為美國環保署。

F、科技部與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 12 月 7 日簽
署「國際研究教育夥伴計畫」意向書。

G、駐美代表處與美國在臺協會 12 月 16 日簽
署「臺美核能和平利用合作協定相關行政
協議」。我方執行單位為行政院原子能委
員會，美方執行單位為美國能源部國家核
子安全總署。

(3) 臺美科技合作及人才培育計畫：
A、「 國 際 環 境 夥 伴 計 畫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Partnership, IEP)：駐美國代
表處代表沈呂巡及美國環保署代理助理署
長 西 田 珍 (Jane NISHIDA)3 月 13 日 出 席
IEP 項下「臺美生態學校夥伴計畫」（U.S.-



中華民國 104 年外交年鑑

- 256 -

Taiwan Eco-Campus Partnership）啟動儀式。
B、美國研究生「暑期至東亞及太平洋地區國家

研習計畫」（East Asia and Pacific Summer 
Institutes, EAPSI）：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
之 EAPSI 計畫於每年暑假期間選送美國自
然科學、工程及社會科學領域研究生來我
國訪問研習，本年 6 月底選送 22 位美國研
究生訪問我國。

C、「國際研究教育夥伴計畫」（Partnerships 
for International Research and Education, 
PIRE)：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 7 月 31 日審
定補助我國之 2 項計畫，此為我國首度參
與該計畫。

D、「科技候鳥計畫」：科技部於暑期舉辦海
外臺裔青年返國參訪及研習計畫，本年大
華府地區計有 24 位青年錄取。

3、臺美衛生合作：
(1) 我國高層衛生官員訪問：

 A、衛生福利部部長蔣丙煌 8 月 22 日至 27 日
率團訪問美國北卡羅萊納州，並出席「2015
年中高階衛生福利行政人員工作坊暨臺美
衛生福利圓桌會議」。

B、衛生福利部次長林奏延 12 月 2 日至 9 日率
團訪問美國西雅圖、舊金山與聖地牙哥等
地，出席健康政策說明會。

(2) 臺 美「 全 球 合 作 暨 訓 練 架 構 」（Global 
Cooperation and Training Framework, GCTF）項
下衛生合作：

A、我國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3 月 17 日至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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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在臺南市舉辦「伊波拉防疫訓練中心」
訓練營，美方 2 名伊波拉防疫專家訪問我
國擔任講師。東南亞 6 國 16 名專業醫療人
員參訓。

B、我國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8 月 12 日至 14
日在臺南市舉辦「中東呼吸症候群冠狀病
毒（MERS）檢驗診斷國際研習營」。美國
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專家 4 人訪問我國並
擔任講師。來自亞太與東南亞 9 國 17 名病
毒檢驗專業人員參訓。

C、我國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12 月 7 日至 8
日在臺南市舉辦「登革熱國際研討會暨國
際諮詢專家會議」。來自亞太與東南亞 10
國環保及衛生官員與會。

(3) 新北市八仙塵爆事件：7 月 17 日適逢馬總統
「久揚專案」出訪友邦之回程過境洛杉磯，美
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燒燙傷中心主任密爾納
（Stephen MILNER）等一行 6 人獲邀搭乘總統
專機前來我國協助醫療照護、技術交流事宜。
駐美國代表處代表沈呂巡 10 月 7 日於雙橡園
國慶酒會中特別頒贈感謝狀及轉贈衛生福利部
部長蔣丙煌之感謝函予密爾納主任等人。

（三）教育及公眾外交關係：
1、督導學術交流基金會在臺執行傅爾布萊特計畫（The 

Fulbright Program）：
(1) 2015-2016 學年度共計 51 位臺灣獲獎學人赴美

深造或協助華語教學，另有 102 位美籍學人來
臺進修、研究或擔任英語教學助理。

(2) 美國國務院教育暨文化事務局學術計畫執行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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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克萊文 (Marianne CRAVEN) 於 3 月 15 日至
22 日訪華，出席「2014-2015 傅爾布萊特年度
研究會議」。

2、推展對美華語教學：
（1）遴選教育部華語文獎學金得獎學生 123 人赴我

國研習。
（2）教育部選派華語教師 3 人至 3 所美國大專學院

任教。
（3）與美國天主教大學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北卡羅萊納大學教堂山校區（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
華府中文學校聯誼會等校合辦 7 場華語文能力
測驗。

3、推動在美臺灣研究：
（1）與喬治梅森大學（George Mason University）

及北卡羅萊納大學教堂山校區合辦教育部臺灣
研究計畫。

（2）辦理外交部臺灣獎助金計畫，維州里奇蒙大學
（University of Richmond）教授王維正、瑞德
福大學（Radford University）副教授傅亦平獲
選赴我國進行研究。

4、公眾外交及文化活動：
（1）紀念抗戰勝利 70 週年：促成「美國之音」

（Voice of America）製作「穿越 1945」（Journey 
1945: China's  Path to the Victory）紀錄片、「空
軍時報」（Air Force Times）、「華盛頓時報」
（The Washington Times）、「國防新聞網」
（Real Clear Defense）等美媒報導紀念抗戰勝
利 70 週年相關活動或專訪駐美國代表處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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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等。
（2）軟性活動文宣工作：促成「華府電影節」第 29

屆影展 4 月間播放我國片「共犯」；「點名」
（Roll Call）日報報導華府龍舟賽；「點名」
日報、轄內美食部落格「Johnna Knows Good 
Food」、「 華 府 外 交 官 」（The Washington 
Diplomat）月刊報導雙橡園台灣美食晚宴活動；
「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美
國廣播公司」電視臺華府分臺（ABC7）、「巴
爾的摩太陽報」（The Baltimore Sun）報導雙
橡園感謝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燒燙傷中心赴臺協
助八仙塵爆案醫療團隊記者會；「哥倫比亞廣
播公司」電視臺華府分臺（WUSA9）新聞網
站、「華府頭條新聞廣播電臺」（WTOP）報
導我國感謝維州費爾法克斯郡（Fairfax）警消
隊當年 921 赴我國救災午宴；「外交郵袋」
（Diplomatic Pouch）、「歷史新聞網」（History 
News Network）、「華府外交官」報導雙橡園
國慶酒會。

（四）我國與美國地方關係：
1、簽署駕照互相承認協議：駐美各處本年與西維吉尼

亞州、奧勒岡州、南卡羅萊納州、亞利桑那州、阿
拉巴馬州、賓州及波多黎各自由邦等州簽署駕照相
互承認協議，至本年底計已有 15 州與我國簽署駕
照相互承認協議。

2、國慶祝賀：本年國慶期間，全美計有 37 州表達祝
賀之意，賓州、紐澤西、南卡羅萊納、阿肯色、亞
利桑那、猶他與愛達荷州等 17 州宣佈 10 月 10 日
為該州「中華民國日」或「臺灣友誼日」；其餘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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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則以發表文告或賀函方式祝賀。全美郡市部份，
計有首府華盛頓特區、紐約市、洛杉磯市、休士頓
市、邁阿密市、丹佛市及檀香山市等 90 個郡市公
開祝賀中華民國國慶，其中 56 郡市宣佈 10 月 10
日為「中華民國日」或「臺灣友誼日」，其餘郡市
則以文告或賀函祝賀我國國慶。

3、通過友我決議案：本年全美計有 34 州及 1 屬地 ( 關
島 ) 之州議會通過友我決議案，多重申臺美姊妹州
情誼、強化臺美經貿關係及支持我國有意義參與國
際組織等。

（五）政要互訪：
1、我國赴訪者：總統府資政袁健生、總統府秘書長楊

進添、立法委員林郁方、立法委員陳唐山、立法委
員詹凱臣、立法委員林岱樺、立法委員王育敏、國
家安全會議諮詢委員王郁琦、國家安全會議諮詢委
員楊念祖、行政院政務委員顏鴻森、經濟部部長鄧
振中、衛生福利部部長蔣丙煌、環境保護署署長魏
國彥、文化部部長洪孟啟、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主任
委員夏立言、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主任委員
董翔龍、外交部政務次長高振群、令狐榮達、國防
部副部長陳永康、國防部副部長劉震武、衛生福利
部次長林奏延、科技部次長錢宗良、國防部參謀總
長嚴德發、海軍司令李喜明、法務部調查局局長汪
忠一、中央研究院副院長陳建仁、國史館館長呂芳
上、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董事長梁國新。

2、美國來訪者：美國貿易代表署副貿易代表何禮曼
（Robert HOLLEYMAN）、國務院經濟暨商業事
務助卿芮福金（Charles H. RIVKIN）、財政部代
理次長魯斯佛德（Matthew RUTHERFORD）、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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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卿科技顧問特瑞肯（Vanghan TUREKIAN）、
國 務 院 海 洋 及 漁 業 事 務 副 助 卿 波 頓（David 
BALTON）、國務院亞太局公共事務及公眾外交副
助理國務卿道格拉斯（Walter DOUGLAS）、國務
院亞太經濟合作（APEC）資深官員王曉岷（Robert 
WANG）、馬志修（Mat MATTHEWS）、商務部
國家海洋及大氣總署（NOAA）國際漁業事務副助
理部長史密斯（Russell SMITH）、環保署代理助
理署長西田珍（Jane NISHIDA）、共和黨全國委員
會主席蒲博思（Reince PRIEBUS）、美前副總統奎
爾 (Dan QUAYLE)、美國在臺協會（AIT）主席薄
瑞光（Raymond BURGHARDT）、聯邦參議院軍
事委員會「陸空小組」主席卡頓（Tom COTTON, 
R-AR）、聯邦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羅伊斯（Ed 
ROYCE, R-CA）、聯邦眾議員撥款委員會民主黨
首 席 議 員 蘿 伊（Nita LOWEY, D-NY）、 聯 邦 眾
議院共和黨政策委員會主席梅瑟（Luke MESSER, 
R-IN）、聯邦眾議院程序委員會主席賽軒（Pete 
SESSIONS, R-TX）、聯邦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亞太
小組主席邵建隆（Matt SALMON, R-AZ）、聯邦
眾議員貝拉（Ami BERA, D-CA）、霍汀（George 
HOLDING, R-NC）、 強 森（Eddie Bernice 
JOHNSON, D-TX）、 法 蘭 珂（Lois FRANKEL, 
D-FL）、 威 爾 森（Frederica WILSON, D-FL）、
葛 麗 森（Michelle Lujan GRISHAM, D-NM）、 普
萊絲凱（Stacey PLASKETT, D-VI）、羅素（Steve 
RUSSELL, R-OK）、金恩（Steve KING, R-IA）、
柏達悠 (Madeleine BORDALLO, D-GU)、全美州務
卿協會會長馬歇爾（Elaine MARSHALL）、全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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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檢察長訪華團 (NAAG)、中大西洋州議會領袖訪
華團。

（六）我國對美國學術工作概況：
1、我政府持續加強與美重要智庫及大學等學術機構之

合作與互動，加強洽邀具代表性及發展潛力之學者
訪華，厚植美國政策研究界對我之瞭解與支持，進
而對美行政部門發揮影響力。

2、我政府亦賡續籌組負責外交、國防及兩岸事務等相
關卸任官員或專家學者團訪美進行對話與交流，增
進我國與美國意見領袖及未來政要之關係。

3、目前與我政府有合作計畫之美國智庫及大學甚多，
合作項目包括政策研究計畫、國際學術研討會、訪
問學者計畫及培訓我相關官員等。

4、交流互訪：
（1）我國訪美者：「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3 月

24 日舉辦題為「臺灣在亞太地區之經濟角色」
研討會，邀請外貿協會董事長梁國新發表專題
演講、前經濟部部長陳瑞隆與談；「布魯金斯
研究院」7 月 13 日舉行「兩岸關係之回顧暨展
望」研討會，邀請陸委會主委夏立言及 AIT 主
席薄瑞光大使分別發表專題演講，淡江大學國
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助理教授黃介正、臺北大
學教授吳秀光獲邀參與小組座談；「傳統基金
會」10 月 2 日舉辦「臺灣在臺海」研討會，邀
請師範大學政治研究所教授王冠雄與會。

（2）美國來訪者 ：「傳統基金會」與我「中華民國
 高 等 政 策 研 究 協 會 」 於 8 月 25 日 在 臺 北

合 辦「2015 年 臺 美 日 三 邊 安 全 對 話 研 討
會」，邀請美前副國務卿史坦伯格（James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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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INBERG） 擔 任 主 講、「 傳 統 基 金 會 」
亞洲研究中心主任羅門（Walter LOHMAN）
主 持，「 傳 統 基 金 會 」 資 深 研 究 員 成 斌
（Dean CHENG）、「 國 土 安 全 研 究 暨 分
析 學 會 」（HSSAI） 區 域 主 任 坎 尼 斯 基
（Daniel KANIEWSKI）及卡圖研究所（Cato 
Institute）貿易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艾肯森（Dan 
IKENSON）擔任講者；「2015 年東亞海域和
平論壇」8 月 5 日在臺北舉行，邀請「新美
國安全中心」（CNAS）資深研究員柯布蘭
（Robert KAPLAN）進行專題演講、「太平
洋戰略研究所」（PSI）所長費學禮（Richard 
FISHER）、美國「國家亞洲研究局」（NBR）
資 深 副 會 長 甘 浩 森（Roy KAMPHAUSEN）
與 談； 美 前 副 國 務 卿 阿 米 塔 吉（Richard 
ARMITAGE） 率「2049 計 畫 研 究 所 」 訪 問
團、美前貿易談判代表白茜芙大使（Charlene 
BARSHEFSKY）率「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
（CSIS）訪問團、美國前駐北京大使洪博培
（Jon HUNTSMAN, Jr.）率「大西洋理事會」
（Atlantic Council）訪問團、美前國防部政策
次長傅洛依（Michèle FLOURNOY）率 CNAS
「下一世代國安領袖」訪問團、「布魯金斯研
究院」東亞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卜睿哲（Richard 
BUSH）及「史汀生中心」（Stimson Center）
東亞計畫主任容安瀾（Alan ROMBERG）等相
繼訪問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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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地區
外交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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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加拿大代表處代表令狐榮達與訪問渥太華之中華民國 104 年國際青年
大使合照 (9 月 15 日 )

駐加拿大代表處代表令狐榮達榮升中華民國外交部政務次長離任茶會
(9 月 19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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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加拿大代表處代理館長林明誠與加國聯邦參眾議員等政要於 104 年國
慶酒會切蛋糕慶祝中華民國生日快樂 (10 月 8 日 )

駐多倫多辦事處處長吳榮泉與加拿大聯邦參眾議員、安省省議員、多倫
多警界、學界等貴賓上臺共同切蛋糕歡慶中華民國國慶（10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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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多倫多辦事處處長吳榮泉夫婦與「104 年國慶文化訪問團」明華
園 首 席 臺 柱 孫 翠 鳳、Renison University College 校 長 弗 萊 徹 (Wendy 
FLETCHER)、滑鐵盧地區主席塞林 (Ken SEILING)、Kitchner 市議員辛
格 (Paul SINGH) 等嘉賓合影（10 月 7 日）

駐溫哥華辦事處舉辦中華民國 104 年國慶酒會 (10 月 9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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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溫哥華辦事處處長莊恒盛 ( 左 4) 代頒贈旅加國軍英雄「中華民國抗戰
勝利紀念章」(10 月 17 日 )

駐紐約辦事處處長章文樑（中）代表中華民國 ( 臺灣 ) 交通部與美國賓
州賓州交通廳廳長理察絲 (Leslie RICHARDS 左一 ) 簽署駕照相互承認互
惠協定，並由賓州州務卿寇特斯 (Pedro CORTES 右一 ) 見證 (10 月 27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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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紐約辦事處處長章文樑 ( 右一 ) 與紐約市長白斯豪 (Bill de BLASIO, 中 )
會晤 (12 月 10 日 )

駐紐約辦事處處長章文樑偕員於國慶酒會與當地政要一同舉杯致意
(10 月 9 日 )



中華民國 104 年外交年鑑

- 272 -

駐丹佛辦事處開幕酒會 (5 月 29 日 )

僑務委員會委員長陳士魁訪問丹佛，僑界與科羅拉多州州參議會議長卡
德曼 (Bill CADMAN) 等人歡迎合影 (8 月 26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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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休士頓辦事處處長黃敏境夫婦於參加休士頓牛仔節遊行，帶領我遊行
隊伍於馬車上揮舞中華民國國旗向觀賞遊行之民眾致意 (2 月 28 日 )

駐休士頓辦事處處長黃敏境於赴密西西比州州眾議會發表演說，接受
並感謝該州參、眾兩院共同通過友我之決議案，並呼籲該州支持及力
促美國與我簽署自由貿易協定（FTA）及支持我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協定
（TPP）(3 月 26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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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休士頓辦事處處長黃敏境夫婦出席長榮航空直飛往返臺北及休士頓航
線首航典禮，包含聯邦眾議員費倫侯 (Blake FARENTHOLD, R-TX)、德
州州眾議員吳元之 (Gene WU ,D-TX) 及米勒 (Rick MILLER ,R-TX) 等美
國主流社會及我僑領共約 400 餘人共同觀禮 (6 月 19 日 )

駐 休 士 頓 辦 事 處 處 長 黃 敏 境 赴 陳 納 德 將 軍 出 生 地 德 州 康 默 斯 市
(Commerce) 出席德州農工大學康默斯校區與德州歷史協會、康默斯市政
府及康默斯商會共同舉辦之陳納德將軍出生地中文紀念碑揭碑儀式並致
獻我國旗花圈。圖為陳納德將軍孫女嘉蘭惠 ( Nell CALLOWAY) 於紀念
碑（中、英文各一，中文之紀念碑為正體中文在上、簡體中文在下）及
我致贈之國旗花圈前合影 (10 月 14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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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檀香山辦事處處長周民淦拜會夏威夷州州長伊芸 (David IGE) 合影
(7 月 29 日 )

駐檀香山辦事處處長周民淦與夏威夷州州長伊芸 (David IGE) 於夏威夷州
璽前合影 (7 月 29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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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總統率領「久揚專案」訪團抵達波士頓羅根國際機場，「美國在臺協
會」(AIT) 理事主席薄瑞光 (Raymond F. BURGHARDT) 登機迎接馬總統
(7 月 11 日 )

馬總統率領「久揚專案」訪團抵達波士頓，受到僑民熱烈歡迎 (7 月 11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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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舊金山辦事處處長馬鐘麟赴加州議會見證臺灣週儀式 (7 月 9 日 )

駐舊金山辦事處處長馬鍾麟親臨主持猶他臺灣之夜活動，並與州長赫柏
特 (Gary H.HERBERT) 代表等人共切蛋糕 (8 月 4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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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農訪團黃豆玉米分團在明尼蘇達州簽署採購議向書，該州州長戴頓
(Mark DAYTON) 及駐芝加哥辦事處處長何震寰見證 (9 月 21 日 )

駐芝加哥辦事處處長何震寰與當地政要、僑領參加慶祝我國 104 年國慶
華埠花車遊行 (10 月 10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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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大拿州州長布拉克 (Stephen  BULLOCK) 訪華晉見馬總統 (10 月 25 日 )

蒙大拿州州長布拉克 (Stephen  BULLOCK) 率經貿團來訪 (10 月 25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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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邁阿密辦事處處長王贊禹 ( 左 ) 代表中華民國 ( 臺灣 ) 交通部於波多黎
各國務院與波多黎各自治邦交通廳長托瑞斯 (Miguel TORRES, 右 ) 簽訂
「駕照互惠協定」並由波邦副邦務卿龔薩雷茲 (Javier GONZÁLEZ) 見證
(10 月 19 日 )

馬總統「久揚專案」過境洛杉磯於洋基航空博物館與前飛虎隊隊員合影
(7 月 17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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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島議會副議長科魯茲 (Benjamin CRUZ, 左 2) 偕同該議會參議員於駐關
島辦事處舉辦之 104 年國慶酒會中頒贈決議文予駐關島辦事處處長胡琪
斌 (10 月 8 日 )

關島總督卡佛 (Eddie CALVO) 伉儷 ( 左 2 及右 2)、副總督提諾瑞歐 (Ray 
TENORIO, 左 1)、關島議會副議長科魯茲 (Benjamin CRUZ, 右 1) 與駐關
島辦事處處長胡琪斌夫婦共同於駐關島辦事處舉辦之 104 年國慶酒會祝
酒 (10 月 8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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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亞特蘭大辦事處處長戴輝源與美國阿拉巴馬州執法署 (Alabama Law 
Enforcement Agency, ALEA) 署長寇黎爾 (Spencer COLLIER) 於阿州州政
府大樓簽署「中華民國 ( 臺灣 ) 交通部與阿拉巴馬州執法署有關駕照相
互承認瞭解備忘錄」，並由副州長艾薇 (Kay IVEY) 見證 (10 月 16 日 )

馬總統「久揚專案」首度過境波士頓訪問華埠，獲僑胞熱情歡迎
(7 月 11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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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美國代表處代表沈呂巡出席華府二戰紀念碑「對日戰爭勝利日」70 週
年典禮 (9 月 2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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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項  我國與拉丁美洲
及加勒比海地區國家關係 

壹、前言
在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 33 國中，我國與瓜地馬拉、薩

爾瓦多、宏都拉斯、尼加拉瓜、巴拿馬、巴拉圭、多明尼加、海地、

貝里斯、聖露西亞、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聖文森等 12 國維

持外交關係，在宏都拉斯汕埠及巴拉圭東方巿設有總領事館。我

國在墨西哥、哥倫比亞、厄瓜多、秘魯、巴西、阿根廷及智利等

7 個無邦交國設有代表處；另我在巴西之聖保羅設有辦事處。墨

西哥、阿根廷、智利、巴西及秘魯等在華設有商務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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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駐館正式運作。貝里斯於 81 年 9 月 21 日在華
設立大使館。兩國關係友好穩定。

( 二 ) 經貿關係：104 年雙邊貿易額為 1,303 萬美元，其中我
國進口 63 萬美元，出口 1,240 萬美元。我國廠商在貝
投資共十餘家，投資金額總計約 1,500 萬美元。

( 三 ) 雙邊合作計畫：
1、基礎建設 : 104 年我與貝里斯合作進行 : (1) 貝里斯

南部公路 14 哩 Dump 至貝瓜邊境 Jalate 路段升級
計畫；(2) 貝國四號公路 San Ignacio/Santa Elena 雙
子城路段繞道計畫；(3) 貝里斯市南區袪貧第二期
計畫。

2、資通訊計畫：協助貝國建置「中央資通訊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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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O），建立電子化政府、政府網頁及無線網
路系統，同時辦理各項資通訊講習與訓練，培植資
通訊人才。現並執行「海關便捷化及貨物進出口許
可系統整合」計畫，並積極推動「交通監理及犯罪
防制系統整合」新計畫，有效提升貝國資通訊能力
建構。

3、水產養殖計畫：興建中央農場育苗中心，預期於 5
年內魚苗產年產量將自 20 萬尾增至 1 百萬尾規模，
並協助貝國利用玉米及漁產次料等生產替代飼料提
升貝國吳郭魚產量及建構行銷機制。

4、柑橘黃龍病防治計畫：重新於隔離地區設置大面積
(100 公頃以上 ) 之專業區，配合健康種苗、媒介昆
蟲防治及移除病株等三大黃龍病防治重點的整體性
應用，以拯救貝國柑橘產業。

5、醫療衛生合作：國合會及亞東紀念醫院應貝國衛生
部所請，於 102 年 8 月及 103 年 4 月，兩度組團赴
貝國考察醫療衛生環境及需求，協助改善醫衛水
準，並積極推動「腎臟病防制能力建構計畫」，期
能透過雙邊合作改善貝國整體醫療環境。在經過臺
貝兩國政府積極鍥而不捨地持續努力下，兩國訂於
105 年 2 月上旬在貝京分別簽署臺貝「公衛醫療技
術合作協定」（效期 5 年）及臺貝「慢性腎衰竭防
治體系建構計畫」（效期 3 年），有效協助提升貝
國整體醫療環境及醫護人員素質。

6、羊隻品種改良計畫：我國駐貝里斯大使何登煌與貝
里斯副總理兼農業、漁業、森林、環境暨永續發展
部部長維加 (Gasper VEGA) 於 104 年 12 月 2 日代
表兩國政府於首都貝爾墨潘市簽署「中華民國政府
與貝里斯政府間羊隻品種改良計畫合作協定」，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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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定為期 3 年，作為擴建及改善貝里斯中央農場國
家種羊中心設施，並引進優良種羊，以更新種源及
增加產量，包含建立選種登記與追蹤制度，提升貝
里斯中央農場國家種羊中心技術人員及羊農之繁養
殖技術，促進羊隻生產力及整體養羊產業之發展。

7、與「泛美發展基金會」(PADF) 簽署「臺灣與泛美
發展基金會災害援助及重建基金」合作計畫，自
104 年 5 月起，至 105 年 5 月底止，在貝里斯執行
「活力海岸社區 : 貝里斯社區災害準備及氣候變遷
應變計畫」。

( 四 ) 文教關係：
1、獎學金計畫：我國分別於 91 年及 93 年設立「國合

會獎學金」及「臺灣獎學金」，提供貝國學生來臺
攻讀各領域學士及碩、博士學位。至 104 年止計有
284 名貝國學子在臺灣高等學府攻讀學位，迄今已
有百餘位受獎生完成學業返貝。此外我國平均每年
提供約 20 人名額供貝國中高層官員赴臺參與各短
期訓練或研討會。

2、藝文交流：
（1）於農曆春節期間在貝里斯市辦理「2015 年臺灣

文化節」系列活動，包括 2 月 13 日至 18 日書
畫展、2 月 14 日臺灣電影欣賞及 3 月 7 日臺灣
美食園遊會等，分別吸引數百甚至上千名貝國
民眾踴躍出席參與，成果豐碩。

（2）續於 5 月份，贊助貝里斯歷史文化院（NICH）
4 萬餘美元經費，以補助旅貝美術志工老師許
維萱女士賡續辦理貝里斯「小學美術教育訓練
計畫」第 2 階段計畫，以有效培育貝國美術人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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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月 1 日至 5 日，我國「國際青年大使交流訪
問團」乙行 20 人赴貝里斯訪問，期間分別晉
見貝國總督楊可為、拜會外長艾林頓及青年體
育部長朗斯沃等貝國高層政要，並在貝國最大
城市貝里斯市正式演出，成果豐碩。

3、貝國總督楊可為本年 5 月訪問我國，5 月 14 日在
外交部舉行新書發表會，向國人介紹渠所著 7 篇貝
國民俗故事集「滿滿的帕塔奇籃」中譯本在我國發
行消息。

4、 貝 國 能 源 科 技 暨 公 共 事 業 部 部 長 葛 蘭 特 (Joy 
GRANT) 5 月訪問我國，與外交部部長林永樂簽署
「2015 年中華民國 ( 臺灣 ) 援貝太陽能路燈計畫」，
我國贊助貝國在貝里斯市治安不佳社區及部分照明
不佳路段裝設太陽能路燈改善照明，凸顯貝我友好
關係並提倡清潔能源。

5、我國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貸款協助貝里斯市歷史建
築「文化之家」及週遭整建工程計畫於 4 月 8 日正
式啟動，該計畫係本館與貝國觀光文化部、歷史文
化院、貝里斯政府合作進行，整建範圍包括市中心
區、前總督府等區域。

6、觀光交流：駐貝里斯大使館與中美洲經貿辦事處、
貝里斯駐華大使館及貝里斯觀光局合作，安排
「2015 中美洲觀光產業商機考察團」旅行業者、
「旅人誌」記者相繼於 9 月來貝參訪，協助貝里斯
在東亞地區推廣觀光。「旅人誌」於 12 月號以貝
里斯為題刊載 40 頁封面故事。

7、貝國婦幼特使芭珞 (Kim Simplis BARROW) 於 7 月
訪問我國，獲周大觀文教基金會頒贈「全球熱愛生
命獎」，表彰伊多年來致力慈善公益事業之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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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 人道援助：
1、亞東紀念醫院本年 9 月上旬，派遣 3 名醫護人員協

助貝國 KHMH 醫院訓練小兒加護病房專業人員。
2、亞東紀念醫院配合本年本館辦理國慶酒會之機，

於 10 月 3 日至 9 日由該院副院長張淑雯率團乙行
6 人，前來貝國進行義診善舉。義診團義診項目包
含眼科、腎臟內科及耳鼻喉科，在貝國義診期間，
共計進行眼科門診 90 人次及白內障病患開刀 17 人
次、腎臟內科門診 35 人次、耳鼻喉科門診 91 人次，
整體成果豐碩，甚獲貝國各界人士好評 ; 貝國巴洛
總理並於出席本館於 10 月 8 日晚間舉辦國慶酒會
致詞時，公開對於乙行義舉表示讚揚與感謝之意。

3、透過行政院衛福部「醫療器材援助平臺計畫」
(GMISS) 募得醫療器材一批，於本年 10 月 22 日舉
行公開儀式捐贈貝國 KHMH 醫院。GMISS 嗣並派
遣三位專家赴貝訓練該院醫護人員使用我捐贈之醫
療設備。

4、應貝國婦幼特使巴洛總理夫人芭珞 (Kim Simplis 
BARROW) 之請，我國捐款資助「貝里斯關懷中
心」進行「社區殘障兒童復健計畫」，12 月 1 日
舉行公開捐贈儀式，由駐貝里斯大使何登煌代表捐
贈，巴洛總理夫人芭珞親自接收，經媒體顯著報導
彰顯我國義舉。

5、 應巴洛總理夫人芭珞 (Kim Simplis BARROW) 之
請，我國捐款資助貝里斯 KHMH 醫院新建早產兒
加護病房醫療器材，12 月 1 日舉行公開捐贈儀式，
由駐貝里斯大使何登煌代表捐贈，巴洛總理夫人芭
珞親自接收。

6、 贊助巴洛總理夫人芭珞 (Kim Simplis BARROW) 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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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年曆，以募集「關懷中心」資金。
7、駐貝里斯大使何登煌代表「幫幫忙基金會 (Simply 

Help Foundation)」 捐 贈 貝 國 Special Olympics 
Committee、Corozal South West、 貝 里 斯 市
Freetown、Orange Walk Central 等 社 區、Sister 
Cecilia Home for the Elderly 老人之家愛心貨櫃物
資。

( 六 ) 政要互訪：
1、監察院院長張博雅、委員江綺雯於 11 月 12 日至

14 日訪問貝里斯，與貝國監察使簽署「中華民國
監察院與貝里斯監察使公署合作協定」，為貝我雙
邊關係開啟新合作領域

2、 貝 里 斯 國 會 眾 議 院 議 長 裴 瑞 菲 德 (Michael 
PEYREFITTE) 偕國會秘書室主任韋伯斯特 (Eddie 
WEBSTER) 於 4 月訪問我國。

3、貝里斯總督楊可為 (Sir Colville YOUNG) 偕能源
科技部長葛蘭特 (Joy GRANT)、次長楊可林 (Dr. 
Colin YOUNG)、 貝 里 斯 大 學 校 長 史 勒 學 (Alan 
SLUSHER) 於 5 月訪問我國。

4、貝國總理夫人兼任婦幼特使芭珞 (Kim Simplis 
BARROW) 偕員於 7 月訪問我國

  二、我國與多明尼加關係
（一） 一般關係：我國於 30 年 4 月 9 日與多明尼加建交，32

年 7 月 12 日在多明尼加設立公使館，由駐古巴公使兼
任，33 年 4 月 20 日正式開館，46 年 8 月 20 日升格為
大使館。多明尼加於 35 年 10 月設立駐華公使館，42
年 3 月 8 日來臺北復館，首位駐華大使於 46 年 6 月 8
日呈遞國書。

（二） 經貿關係：



第二章 對外關係

- 291 -

1. 雙邊貿易概況：104 年雙邊貿易額為 1 億 3,624.7 萬美
元，其中我國對多國出口 1 億 641.1 萬美元；自多國
進口 2,983.6 萬美元。

2. 投資：56 家臺商在多國投資，投資總額約 1 億 6,800 
萬美元。

（三） 文教關係：
1. 目前國合會派遣 1 名中文教師於多京自治大學、多國

外交部外交學院及觀光部任教，104 年多國有 4 名及 5
名學生分別申獲外交部臺灣獎學金及財團法人國際合
作發展基金會高等人力培訓外籍生獎學金在我國就讀
大學、研究所或學習中文。

2. 我國畫家暨雕刻家大師吳炫三應多明尼加國立藝術宮
之邀，於 103 年 11 月 19 日至 104 年 1 月 18 日赴多參
展，促進兩國文化交流，該展獲多國文化部頒贈年度
最佳展覽獎項。

（四） 政要互訪：
1. 我國赴訪者： 總統馬英九、中央選舉委員會主任委員

劉義周。
2. 多 明 尼 加 來 訪 者： 參 議 院 議 長 黎 莎 朵 (Cristina 

LIZARDO) 率 團、 外 交 部 長 納 巴 羅 (Andrés 
NAVARRO) 夫 婦、 總 統 府 行 政 部 長 貝 拉 達 (José 
Ramón PERALTA)、中央選舉委員會主任委員羅薩里
歐 (Roberto ROSARIO)。 

（五）僑情：現有臺僑約 1 千人，粵籍僑胞約 2 萬 1 千人及
大陸新移民約 1 千人。主要僑團有多明尼加臺灣商會、
旅多華僑總會、旅多至德堂、旅多三益堂、旅多七姓
宗親會、多明尼加洪門致公總堂、旅多華僑青年會、
多明尼加中華總商會及慈濟基金會多明尼加聯絡處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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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技術合作：104 年 6 月起執行「多明尼加竹產業發展
計畫」。104 年 12 月兩國簽署「多明尼加溫室栽培蔬
菜健康管理與產品安全檢測計畫」合作協定。

（七）雙邊合作：104 年度臺多兩國在雙邊合作架構下，分
與多總統府、第ㄧ夫人辦公室、工商部、職訓局等部
會及機構共同推動涵蓋職訓、社會治安、商貿發展及
社會福利等領域之大、中、小型計畫 28 項，主要為 (1)
特殊兒童整合照顧中心計畫；(2) 設置中小企業輔導
中心計畫；(3)911 全國急難暨治安回應系統計畫；(4)
Juan Bosch 市職訓中心、耆英中心及身障人士照顧中
心計畫；(5) 航站監視系統計畫；(6) 外交部太陽能板
發電計畫；(7) 華語教育推廣計畫；(8) 製鞋針車種子
師資培訓計畫。

三、我國與薩爾瓦多關係

（一）一般關係：我國於 30 年 4 月 9 日與薩爾瓦多建交，同

日派駐巴拿馬公使兼任駐薩爾瓦多公使，46 年 7 月 17
日設「駐薩爾瓦多共和國公使館」，50 年 6 月 1 日升
格為大使館。薩爾瓦多首任駐華大使係由駐日本大使
兼任，並於 52 年 5 月 31 日呈遞國書，66 年 9 月 16
日首位駐華專使呈遞國書。

（二）經貿關係：104 年雙邊貿易總額為 1 億 3,234 萬美元，
我國進口 3,335 萬美元，出口 9,899 萬美元。我國在薩
投資件數約 48 件，投資總額約 7,150 萬美元。臺薩自
由貿易協定於 97 年生效迄今已 8 年，雙方並於 11 月
9 日召開第一屆臺薩 FTA 執行委員會。

（三）文教關係：
1、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自 103 年 9 月派遣 2

位專業華語教師赴薩國服務，伊等分別於薩國外交
學院、國立薩爾瓦多大學、中美洲科技專科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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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cisco Gavidia 大學及華人中心等機構教授華
文。

2、104 年薩國計有 8 名青年學子領取外交部臺灣獎學
金生及 14 名領取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獎
學金生前來我國就學深造。

3、104 年 5 月我國優質電視偶像劇「犀利人妻」在薩
爾瓦多電視臺首播。

4、104 年 7 月至 9 月辦理 3 場「光影敘事攝影展」、
8 月辦理 2 場「我國書法家張炳煌老師赴薩書法示
範活動」、9 月辦理我國國際青年大使團訪薩及演
出活動。

（四）政要互訪：
1、我國赴訪者：外交部長林永樂、國家安全局局長楊

國強、經濟部次長卓士昭、國防大學校長鄭德美、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副人事長張念中。

2、薩爾瓦多來訪者：副總統歐帝茲（Oscar ORTIZ）、
外 交 部 次 長 米 蘭 達（Jaime MIRANDA）、 金 融
監督管理總局長貝多摩（Ricardo PERDOMO）、
文化局長里瓦斯（Ramón RIVAS）、經濟部次長
芭雷拉（Merlin BARRERA）與次長蘿德里蓋絲
（Luz Estrella RODRIGUEZ）、國會副議長吉哈諾
（Norman QUIJANO）率國會跨黨派議員團。

（五）技術合作：104 年在薩國執行「加強中美洲農牧保健
組織 (OIRSA) 轄區柑橘黃龍病 (HLB) 防治及落實病蟲
害綜合管理計畫」、「一鄉一特產 (OTOP) 計畫」、「強
化鄉鎮家庭式水產養殖中心計畫」、「建立中美洲區
域海水養殖發展計畫」、「薩爾瓦多熱帶蔬果健康種
苗繁殖中心計畫」、「薩爾瓦多農民組織運銷能力提
升計畫」及「運用遙測及地理資訊系統合作計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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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項計畫。
（六）僑情：旅薩僑胞（含華裔）約 2500 人，其中約 400 人

來自臺灣，旅薩五大僑團組織有華僑總會、中華文化
協會、中華總商會、臺灣商會及中薩文化協會等，另
前三者合組「旅薩華僑聯合總會華人中心」。

四、我國與瓜地馬拉關係

（一）一般關係：我國於 22 年 6 月 15 日與瓜地馬拉建交，

旋在瓜京設置總領事館，43 年 12 月 22 日改設公使館，
49 年 9 月 22 日升格為大使館。62 年 2 月 14 日起派駐
技術團，89 年 10 月 18 日起派駐中美洲投資貿易服務
團。瓜國於 43 年 12 月 22 日設立駐華公使館，49 年 9
月 1 日升格為大使館。

（二）經貿關係︰
1、雙邊貿易：104年我對瓜國出口為1億7,958萬美元，

進口為 6,239 萬美元。
2、雙邊投資︰我廠商於瓜國投資案件約計 68 家，投

資金額計 4 億 1,593 萬美元。
3、104 年度瓜商赴臺參加外貿協會各項展覽及赴臺參

加研習班計 42 人。
4、104 年度我商來瓜國商務考察人數計 95 人。

（三）文教關係：
1、我國提供瓜國「臺灣獎學金」9 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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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4 名。

2、 續贊助瓜國國立聖卡洛斯大學外語學院開設中文班
課程一年，及實施我國合會華語教師來瓜國進行中
文教學計畫，協助瓜京中華民國小學教育發展計
畫。

3、9 月 1 日至 5 日青年大使訪問團一行 20 人於瓜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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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交流參訪。
4、12 月 3 日駐瓜地馬拉大使賴建中與瓜國教育部次

長塞固拉 (Evelyn DE SEGURA) 共同主持「中華民
國第 46 屆世界兒童畫展」瓜國得獎學生頒獎典禮。

5、我國片「等一個人咖啡」參加瓜國 ICARO 中美洲
影展。

（四）政要互訪： 
1、我國赴訪者：國防部長高廣圻訪團等 6 員 (3 月 19

日至 21 日 )、國防大學校長鄭德美上將訪團等 4 員
(9 月 19 日至 23 日 ) 、外交部政務次長柯森耀應邀
赴瓜參加「中美洲統合體 (SICA) 第一屆會員國外
長與觀察員國家部長級對話工作會議」(6 月 24 日
至 26 日 ) 、外交部部長林永樂率團訪瓜 (12 月 14
日至 17 日 )。

2、瓜地馬拉來訪者：中美洲統合體中美洲災難預防
中 心 (SICA-CEPREDENAC) 輪 值 主 席 馬 多 納 多
(Alejandro MALDONADO) 率 薩、 宏 及 巴 拿 馬 等
國最高災防首長訪問我國 (1 月 18 日至 23 日 ) 、
中美洲議會議長巴達雷斯 (Armando BARDALES)
夫婦訪團 (5 月 10 日至 15 日 ) 、瓜國總統府公民
服務局長凱西亞 (Patricia GARCIA FUTCH) (7 月
25 日至 31 日 ) 、瓜國司法機構暨最高法院院長
巴基阿斯 (Josué BAQUIAX) 夫婦 (10 月 6 日至 10
日 ) 、瓜國第一夫人法雅妮 (Ana Violeta FAGIANI 
ENRIQUEZ DE MALDONADO) (11 月 1 日至 6 日 ) 
、瓜國副總統傅恩德斯 (Alfonso FUENTES SORIA)
伉儷率團訪問我國 (12 月 26 日至 30 日 )。

（五）技術合作：
1、我國派駐瓜國技術合作迄今 43 年，計有木瓜外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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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產養殖生產技術改進、竹栽培及竹利用發展、農
產品加工技術改進 ( 指導外銷作物發展 ) 等計畫，
並開設蔬菜產銷班、吳郭魚養殖訓練課程、高冷蔬
菜觀摩研習班及竹工藝計畫班等產銷及訓練講習
班，除有效改善瓜國農畜產品品質外，進一步提升
瓜國農畜產品生產力。

2、我國在瓜國派駐有中美洲投資貿易服務團，除協助
瓜國降低數位落差外，更輔導瓜國中小企業提升產
品設計與產銷能力。

3、 為配合政府援外政策，落實「技術合作模式變革」，
並以「計畫導向」為依歸，自本年初原駐瓜地馬拉
技術團及中美洲投資貿易服務團已開始著手進行相
關新興計畫合作意向書之洽商，包含「瓜地馬拉微
中小企業營運輔導功能提升計畫」、「瓜地馬拉農
企業營運輔導功能提升計畫」及「瓜地馬拉財政部
電子數位簽章管理系統計畫」，嗣分別於 8 月 15
日及 10 月 27 日簽暑「瓜地馬拉微中小企業營運輔
導功能提升計畫」及「瓜地馬拉農企業營運輔導功
能提升計畫」等兩項計畫行動方案，以期相關產業
由早期技術導向模式提升為產業商業化及工業化階
段；進一步致力於建構瓜國政府推動產業規劃能
力，提升產業生產、加工、市場行銷及技術研發，
進而帶動整體經濟發展。

（六）雙邊合作：
1、基礎建設合作：

(1)12 月 15 日外交部部長林永樂與瓜國總統馬多納
多 (Alejandro MALDONADO) 及交通部長柯拉
多（Victor CORADO）等共同主持「CA9 號北
向公路從瓜地馬拉市到蘭丘段間之第三分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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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那拉德至蘭丘間（第 57.0 公里至第 84.45 公
里）道路興建工程計畫」之象徵性動土儀式。

2、文化體育合作：
(1) 12 月 22 日我國捐贈瓜國候任第一夫人瑪洛晶

(Patricia MARROQUIN DE MORALES) 玩具，
以慰問住院之貧童；另捐贈足球乙批，以鼓勵
青少年戶外活動。

(2) 9 月 28 日我國與瓜國教育部共同簽署推廣華語
教學備忘錄。。

3、軍事合作：
(1) 3 月 19 至 21 日「宏升專案」我國防部部長

高廣圻訪問瓜國，期間拜會國防部長羅培茲
(Manuel Augusto LÓPEZ AMBROCIO) 中 將，
並接受贈勳「重要官員國鳥勳章 (Grado de 
Gran Oficial de la Orden del Quetzal)」，表彰對
維持兩國友好邦誼貢獻。。

(2) 9 月 19 日至 23 日「遠朋專案」我國防大學
校長鄭德美上將訪問瓜國，期間拜會瓜國國
防 部 長 曼 西 亞 (Williams Agberto MANSILLA 
FERNÁNDEZ) 中將、參謀總長索沙 (Alfredo 
SOSA DÍAZ) 將軍及國軍高等教育指揮部校長
烏里薩 (Rony Arturo URÍZAR GONZÁLEZ) 將
軍，瞭解瓜國軍隊及軍事教育現況等，同時接
受國防部長曼西亞致贈「陸軍十字勳章 (Cruz 
de las Fuerzas de Tierra)」，表彰對鞏固兩國軍
誼的努力。

(3) 5 月 17 日至 22 日瓜國參謀本部情報次長葛拉
馬霍 (Fidel GRAMAJO GONZÁLEZ) 上校等 3
員來臺參加「臺、瓜第 9 屆情報交換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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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拜訪我參謀本部情報次長室、國防大學、
陸海空三軍官校等，了解我國軍事現況及進
展，並接受贈勳「四等雲麾勳章」，表彰在強
化兩國軍誼及情報交換的績效。

(4) 5 月及 10 月瓜國分別指派中央區域指揮部指
揮 官 艾 爾 瓦 拉 多 (Jorge Eduardo ALVARADO 
GONZÁLEZ) 將軍等 6 名高階幹部，前往我國
復興崗接受第十屆遠朋複訓及將官班隊。

4、醫療衛生合作：
(1) 舉行我國與瓜國第一夫人辦公室 (SOSEP) 第五

階段 15 場義診。
(2) 3 月 14 日至 22 日邀請北美洲臺灣人醫師協會

來瓜義診。
5、經貿合作：

(1) 3 月 9 日至 12 日中美洲經貿辦事處率領「2015
年中美洲咖啡產業商機考察團」一行 29 人訪
瓜考察。

(2) 3 月 15 日至 17 日外貿協會副董事長單驥率領
「2015 年中南美洲利基產業拓銷團」一行 60
人訪瓜並辦理貿洽會。

(3) 4 月 5 日至 11 日經濟部邀請瓜國經濟部中小企
業次長西佛利多 ‧ 李 (Sigfrido LEE) 夫婦來臺
參訪。

(4) 6 月 24 至 27 日瓜出口業者協會率 7 家來臺參
加「2015 年臺北國際食品展」及採購。

(5) 8 月 21 日舉辦「臺商座談會」，共吸引近 50
名臺商參加。

(6) 9 月 16 至 18 日中美洲經貿辦事處率領之「2015
經貿商機考察團」來瓜考察，該團計 3 家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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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5 人來瓜訪問
(7) 11 月 6 至 9 日瓜國 4 家廠商來臺參加「臺北國

際旅展」。
(8) 10 月 15 日至 18 日外貿協會組團參加「2015

瓜地馬拉五金暨建材展」，我國計有 22 家廠
商參加。

(9) 11 月 13 日至 16 日瓜國廠商來臺參加「2015 國
際茗茶、咖啡暨美酒展」計 7 家瓜商來臺參展。

(10) 10 月 13 日贊助瓜國商業總會辦理第 10 屆婦女
領袖大會。

(11) 12 月 8 日舉辦「如何與臺灣做生意座談會」。
6、司法合作：

(1) 贊助瓜地馬拉和平暨民主基金會（ASOPAZ）
「憲法與我」師資培訓第三階段計畫。

(2) 資助瓜地馬拉公民基金會（FUNDACIVICA）
「公民養成第三階段計畫」。

7、其他：
(1) 7 月 14 日捐贈瓜國總統府公民服務局建置人力

資源評量綜合系統。
(2) 我國與瓜國於 2 月簽署「有關移民事務與防制

人口販運合作協定」，並於6月15日正式生效。
(3) 8 月 26 日贊助第一夫人辦公室為家境清寒年長

者成立之「我的黃金歲月」老人活動中心。
( 七 ) 僑情：

1、旅瓜華僑（含華裔）約 17,050 人。1981 年起由臺
灣陸續抵瓜設籍者約有 600 餘人，多從事進口批發
零售業。

2、僑團組織︰計有華僑總會、臺灣商會、臺灣工商會、
華人國際獅子會、新一代華人獅子會、中瓜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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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商會、世界廣東同鄉會瓜地馬拉分會、全僑民
主和平聯盟瓜地馬拉支盟、慈濟基金會瓜地馬拉聯
絡處等。各僑團在元旦、春節、孔子誕辰、雙十國
慶、端午、中秋等節日均舉辦慶祝活動。

( 八 ) 人道援助 : 
1、慈濟基金會瓜國聯絡處分赴瓜國內地 Sololá 省及瓜

地馬拉省 San José Pinula 市等地辦理義診、發放學
童文具或老人物資等活動。

2、我國人道援助瓜國 2015 年旱災。
3、我國人道援助瓜國 Cambray II 土石流天災。

五、我國與海地關係

（一）一般關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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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任大使
高士銘於 55 年 10 月 24 日呈遞到任國書。海地首任駐
華大使係由駐日本大使兼任，於 69 年 4 月 8 日呈遞國
書，70 年 8 月 16 日海地代辦抵臺北設館。

（二）經貿關係：104 年我國對海地出口約 2,538 萬美元，自
海地進口約 194 萬美元。

（三）文教關係：
1、104 年有海地學生 80 餘人在我國留學，另有 17 人

赴華參加短期研習班。
2、104 年 9 月我國派遣華文教師至海地聖母大學、聖

路易高中、經濟及商業高等學院及外交學院授課。
（四）政要互訪：

1、「久揚專案」總統馬英九率團訪問海地。
2、海地來訪者：海地外交部長布迪士（Pierre-Duly 

BRUTUS）夫婦、海地樞機主教朗格羅 (Chib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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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LOIS)、 海 地 教 育 部 職 訓 國 務 秘 書 古 格
(Marina GOURGUE)。

（五）技術合作：
1、「Les Cayes 河谷雜糧作物發展計畫」
2、「強化稻種生產能力計畫」

( 六 ) 雙邊合作：
1、「最高法院辦公大樓重建工程計畫」
2、「國道 2 號第 44 號叉路口至 Côtes-de-Fer 第 1 段

道路 (12 公里 ) 整修工程計畫」
( 七 ) 醫衛合作：

1、協助海地地震災後重建－「臺灣健康促進中心計
畫」。

2、透過衛福部「醫療器材援助平臺計畫（GMISS）」
捐贈海地衛生部二手 X 光巡迴車乙部及電動病床
乙批。

3、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於 104 年 11 月 8 日至
13 日派員訪海，召開「海地―臺灣外傷醫學研討
會」與並與海地衛生部簽署合作協議，與海地 Bon 
Repos 醫院建立醫衛夥伴關係。

 ( 八 ) 人道援助：
援贈海地食米 4,400 公噸，其中 2,400 公噸係與慈善組
織 FFP (Food for the Poor) 合作，由 FFP 提供運費及協
助發放。

 六、我國與宏都拉斯關係

（一）一般關係：我國與宏都拉斯自 30 年建立外交關係迄

104 年長達 74 年，雙方高層互訪頻仍並簽有自由貿易、
農漁、電力技術合作、投資保障、審計合作、志工、
新聞、文化交流等協定。我國除逐年提供各項雙邊合
作計畫外，並經常舉辦醫療團義診、捐贈物資等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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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助並派遣電力團、柑橘黃龍病防治及馬鈴薯健康種
苗計畫等多項合作計畫經理駐宏服務；宏方則長期在
世界衛生組織、國際民航組織（ICAO）及聯合國氣候
變化綱要公約（UNFCCC）大會等各重要國際場合為
我國執言並堅定支持我國參與各國際組織。

（二）經貿關係：外交部及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已連
續 17 年組團赴宏舉辦「中華民國宏都拉斯商展」，
以協助我國廠商擴展當地市場， 104 年我國與宏國
雙邊貿易總額達 1 億 2,104 萬美元，較 103 年成長約
9.1％；其中我國出口達 9,180 萬美元，較 103 年成長
23.32％，進口 2,924 萬美元，較 103 年減少 51.57％。

（三）技術合作：我國長期協助宏國農漁牧發展、技術輔導
及轉移，除引進吳郭魚、海蝦及豬隻養殖推廣技術外，
另包括東方蔬菜、稻米、蘭花、印度棗及芭樂之種植。
目前尚在執行中之計畫包括「馬鈴薯健康種薯繁殖計
畫」及本年 10 月 15 日與宏國簽署效期 3 年之「中華
民國政府與宏都拉斯共和國政府間執行宏都拉斯酪梨
健康種苗繁殖計畫瞭解備忘錄」，另為開拓合作範疇
並創造全面技合效益，臺宏刻正積極推動簽署「箱網
養殖」計畫。

（四）文教關係：104 年我國提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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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項計畫計 40 名宏國優秀青年學子來華就學。自 94
年迄今，計有逾 300 名宏籍學生領取獎學金或自費在
臺灣攻讀學位及研習華語。

（五）政要互訪：
1、我國赴訪者：國防部部長高廣圻、國防大學校長鄭

德美上將。
2、宏都拉斯來訪者：總統葉南德茲（Juan Orlan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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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NÁNDEZ）伉儷、副總統阿瓦雷茲（Ricardo 
ÁLVAREZ）伉儷、外交部部長柯拉雷斯（Arturo 
CORRALES）、 國 防 部 部 長 雷 耶 斯（Samuel 
REYES）、 經 濟 發 展 部 部 長 李 維 拉（Alden 
RIVERA）、基礎建設暨公共工程部部長歐多涅斯
（Roberto ORDÓÑEZ）、能源、天然資源、環境暨
礦業部部長格達美（José Antonio GALDAMES）、
外交部次長歐邱阿（Roberto OCHOA）、宏京市長
阿斯夫拉（Nasry Juan ASFURA）、總統胞兄兼首
席政治顧問葉男德茲（Marco HERNÁNDEZ）、國
會副議長馬丁內茲（Miguel Edgardo MARTÍNEZ）
及國會外交委員會主席巴姿（Waldina PAZ）。 

（六）雙邊合作：本年度內計辦理「UH1H 直升機協助宏國
維安及人道救援」、與阿瓦雷茲副總統夫人梅希雅
（Lucrecia MEJÍA de ÁLVAREZ）辦理「提升與擴建
San Felipe 公立綜合醫院婦產科診所硬體設施計畫」、
與副總統葛芭拉（Rossana GUEVARA）辦理「邱祿德
卡省哥爾布斯市多功能技能訓練班計畫」、第一夫人
葉安娜（Ana GARCÍA de HERNÁNDEZ）請辦之「擴
大一鄉一特產計畫」及「兒童心臟手術醫療義診團計
畫」和「San Felipe 公立綜合醫院內科診所改建計畫」
及「照亮宏國偏遠內地學生計畫」、與天然資源暨環
保部辦理「發電機設備計畫」、與燒燙傷兒童基金會
辦理「醫療救援計畫」、與第 10 電視臺及論壇報（La 
Tribuna）合辦「捐贈教室計畫」、捐贈天使谷市乙部
救護車、協助樂團參加臺北國際爵士樂節計畫、協助
檢察總署推動「法醫鑑定學刊計畫」、國會議長夫人
辦理「2015 年微笑描繪計畫－發送貧童玩具活動」、
宏京市政府「2015 年一快樂兒童一玩具計畫」與「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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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天花板及地板計畫」、贊助前鋒報（El Heraldo）自
行車賽與紀錄片影展、協助高等審計法院推動「審計
系統能力建構計畫」，以及協助人權、司法、內政暨
地方政府部「運用射頻科技強化公文與檔卷管理計畫」
等各類有利宏國國計民生福祉之 20 餘項合作計畫，執
行績效良好，宏國朝野政要及人民亦經常在各種場合
公開感謝我國，對宣傳我國人道援助正面形象及鞏固
臺宏邦誼助益頗着。

（七）僑情：旅居宏都拉斯僑民估計有 6 千餘人，臺僑約 40
多人，絕大多數均為晚近大陸移民，主要僑團有華僑
總會及華裔協會。

七、我國與尼加拉瓜關係

（一）一般關係：我國於 19 年 5 月設「駐尼加拉瓜共和國總

領事館」，由駐巴拿馬公使館兼管，21 年 6 月 14 日
設專館，並更名為「駐馬拿瓜總領事館」，44 年 5 月
18 日兩國建交，總領事館改為公使館，51 年 9 月 20
日升格為大使館，74 年 12 月 7 日中止外交關係，79
年 11 月 5 日復交，我國於同年 11 月 13 日恢復設館。
尼國於 49 年派任首位駐華兼任公使，並於 55 年升格
為駐華兼任大使；79 年復交後，尼國首任駐華大使於
80 年 4 月抵任。

（二）經貿關係：
1、我國與尼國自由貿易協定於 97 年元月 1 日生效， 

104 年雙邊貿易總額達 1 億 2,143 萬美元，其中我
國出口金額為 3,331 萬美元，進口金額為 8,812 萬
美元。我商在尼累計投資件數 40 件，累計投資金
額達 1 億 3,392 萬美元，為尼國創造約 6,750 人之
就業機會。

2、104 年「尼加拉瓜中華民國商展」共 26 家臺灣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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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參展，並設立「臺灣之友」專區，邀請包括尼國
工商部會及重要產業公會等 29 個機構及單位參展，
現場交易 225 萬美元及後續 1 年內有效商機 580 萬
美元以上，3 天吸引近 5,000 人次到場觀展。本次
商展結合尼國紅十字會結盟共同辦理慈善捐血活
動，簽約儀式獲 VOS TV 實況轉播及 20 餘家新聞
媒體採訪，傳播效果顯著。商展期間計有 336 人次
捐血及募得 10,050 尼幣善款，展現我國支持社會
公益之形象。

3、駐館籌組臺北國際食品展尼加拉瓜代表團、協助
「2015 臺北國際茶展、酒及咖啡展」尼國參展團，
2015 中美洲咖啡產業商機考察團及中美洲觀光旅
遊業考察團訪尼，促進兩國經貿交流。

（三）文教關係：
1、獎學金：104 年尼國獎學金生計有外交部臺灣獎學

金生 13 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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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17 名（其中 1
名為義守大學醫學專班）。駐館並舉辦「留臺校友
就業媒合會」。

2、學術交流：我國在尼國派有 2 名專業華語教師、10
名志工從事英語及電腦教學、推動環保及公衛等服
務。

3、文化活動交流：我國原住民詩人瓦歷斯諾幹赴尼參
加第 11 屆「格瑞納達國際詩會」、我國電視偶像
劇「犀利人妻」於尼國 VOS TV 播映及在尼京「聖
多多明哥」購物中心影城舉行首集特映會、「光影 
· 敘事－臺灣女性攝影家作品展」分別在尼國國會
及魯本達里歐國家劇院展出、我國紀錄片「看見臺
灣」應邀以觀摩影片參加中美洲國際影展、國際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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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大使交流訪問團在尼京皇家廣場國際會議中心公
演、於天主教大學舉辦「光點計畫」－臺灣文化週
活動、駐館舉辦「書法講座」、「華語文演講暨朗
誦比賽」、「華語文能力測驗」。

（四）政要互訪：
1、我國赴訪者：「久揚專案」馬英九總統率團；法務

部調查局長汪忠一、審計部審計長林慶隆、國防部
情報次長張延廷。

2、尼加拉瓜來訪者：尼國三軍參謀總長莫希嘉中將（
 Oscar  Salvador MOJICA  OBREGÓN）夫婦、中美
 洲 議 會 副 議 長 達 爾 甸 西 亞 (Orlando José 

TARDENCILLA) 及主席團執行秘書沙蘭德斯 (Luís 
Antonio SARANTES MARÍN)。

（五）雙邊合作：
1、在「加強兩國邦誼及合作瞭解備忘錄」架構下，

104 年我國與尼國副總統辦公室、外交部、家庭經
濟部、三軍總司令部、警察總署、家庭部、衛生部、
教育部、馬納瓜市政府等機關進行 22 項合作計畫，
內容涵蓋社福、衛生、糧食安全、農業、微中小型
企業發展、教育及政府部會職能強化等計畫。

2、我國派紅菜豆專家團、灌溉系統專家團。
（六）技術合作：

1、2 月 10 日尼國國會通過「中華民國政府與尼加拉
瓜政府間技術合作框架協定」，2 月 13 日起正式
生效。

2、10 月 15 日及 12 月 31 日駐尼大使莊哲銘代表我國
政府與尼政府分別簽署「尼加拉瓜稻種研究發展與
生產推廣計畫執行辦法」及「尼加拉瓜竹栽培及竹
工藝生產效率提升計畫執行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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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月 23 日駐尼大使莊哲銘代表我國政府與尼政府
簽署「中華民國政府與尼加拉瓜政府間衛星影像及
地理資訊系統技術合作協定第一號修正案」，由我
國協助尼國兩大湖、火山及保護區等地之影像監測
以及人員培訓。

（七）人道援助：
1、捐贈尼國國家災害防治署 (SINAPRED) 1,400 公噸

白米協助減輕聖嬰現象旱情衝擊。
2、華碩文教基金會中南美洲代表趙國良分別捐贈

尼 京 Zacarías Guerra 育 幼 院 及 基 督 教 Reverendo 
Boanerges Aragon Noli 學校電腦以成立數位教室。

3、臺灣家扶基金會和加拿大家扶基金會與尼「地方
永續發展協會」  (INSFOP) 合作修建桑定諾小學校
舍。

（八）僑情：
1、旅尼臺灣商會選出 2015-2017 年會長陳煜佳、副會

長蔡朝仁。
2、尼國中華會館「中尼學校」新校舍落成，開辦小學

一、二年級課程。
八、我國與巴拿馬關係

（一）一般關係：我國於 1909 年在巴京設立總領事館，11 年

1 月 20 日升格為公使館，43 年 5 月 1 日再升格為大使
館。巴拿馬於 22 年 6 月在我國設立公使館，43 年 5
月 1 日升格為大使館。

（二）經貿關係：
1、雙邊貿易 :104 年臺巴雙邊貿易額 1 億 7,318 萬美元，

我國對巴出口 1 億 4,368 萬美元，自巴進口 2,950
萬美元，我國享有貿易順差 1 億 1,418 萬美元。

2、雙邊投資 : 我商赴巴投資累計件數 83 件，累計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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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約 16 億 3,389 萬美元，主要投資業別為運輸倉
儲、製造業、金融保險、批發零售等。同期間巴對
我投資件數 68 件，金額達 8 億 7,369 萬美元。

3、年度重要經貿交流 :
(1) 3 月 11 日 至 14 日 第 33 屆 巴 拿 馬 國 際 商 展

(Expocomer 2015) 我國共有 43 家廠商參展，使
用 52 個攤位。

(2) 6 月 18 日至 20 日巴拿馬國際汽車零配件展
(Latin Auto Part Expo ) 於巴京舉行，我國計有
40 家廠商組團參展。

(3) 3 月 12 日至 14 日經濟部國際合作處處長童益
民率「2015 年巴拉圭、巴拿馬及巴西經貿投資
訪問團」一行 28 人訪巴，拜會商工部高階官
員，並於該部舉辦簡報說明會。

(4) 6 月 23 日至 27 日巴國商工部外貿次長龔薩雷
斯 (Néstor GONZÁLEZ) 訪問我國，擔任臺北
國際食品展開幕典禮剪綵貴賓，並拜會經濟
部、外貿協會及參訪長榮海運等廠商。

(5) 中美洲經貿辦事處籌組「中美洲咖啡產業商機
考察團」(3 月 ) 與「中美洲觀光產業商機考察
團」(9 月 ) 赴巴國考察商機。 

（三）文教關係：
1、我國提供巴拿馬臺灣獎學金學生 16 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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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金計畫」4 名碩士暨 4 名學士學生來我國就學；
另 3 名巴國政府官員及國立大學教授獲我國獎學金
攻讀「淡江大學亞洲研究所數位學習碩士專班」遠
距課程。巴國則提供我國 12 名學生獎學金赴巴拿
馬研修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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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月 17 日至 31 日於中巴文化中心辦理「臺灣．畫
境」照片展；6 月 15 日至 8 月 6 日辦理「犀利人
妻」優質偶像劇於巴國第 11 頻道「國家電視臺」
（SERTV）播映案；9 月 5 日至 9 日「國際青年大
使拉美二團」赴巴訪演；10 月 15 日至 30 日於巴
京市府川堂舉辦「光影．敘事」攝影展，由我國駐
巴大使劉德立主持開幕酒會。

（四）政要互訪：
1、我國赴訪者：前副總統呂秀蓮於 7 月 2 日訪巴。
2、巴拿馬來訪者：巴拿馬衛生部長德廉德斯（Javier 

TERRIENTES）夫婦、內政部長恩利格斯（Milton 
HENRÍQUEZ）夫婦、總統府部次長阿羅斯梅南
（Augusto AROSEMENA）夫婦、巴國商工部外貿
次長龔薩雷斯（Néstor GONZÁLEZ）、海事署署
長巴拉卡特（Jorge BARAKAT PITTY）及總統府金
融分析中心主任貝丹寇（Alexis BETHANCOURT）
等政要訪問我國。

（五）技術合作：目前國合會在巴國派有 2 名專業華語文教
師（分別在國立巴拿馬大學以及國立巴拿馬科技大學
任教）、8 位志工（在各非政府組織分別從事護理、
英語教學、電腦資訊教學、通訊傳播分析等志工服務）
及 1 位志工協調人。

（六）僑情： 華僑赴巴始於 1850 年代，現旅巴華僑約  15  萬
 人，佔巴國總人口 5%，其中 99% 為粵籍；華裔巴人

約 5 萬人；臺僑約 300 人。
（七）雙邊合作：係於臺巴 「 政府間 2014-2019 年雙邊合作

瞭解備忘錄」基礎上，配合巴國總統瓦雷拉 2014-2019
年之施政優先計畫，推動有助提升巴國民生福祉之教
育、基礎衛生、社區安全、醫療、防治青少年犯罪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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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領域等計畫，包括 : 提供全國 39 所公立學校校車；
興建 / 擴建巴京地區 7 間幼兒園；為 Coclé 省之 Natá 市、
牛口省之 Changuinola 市及西巴拿馬省 La Chorrera 市
居民興建飲用水系統；提供邊境防衛局 16 輛警用摩托
車維護社區治安；提供全國各地醫療院所 44 輛救護車；
興建 38 座多功能及足球運動場；協助偏鄉地區居民社
會發展，提升生活品質；提供全國市鎮政府 33 輛垃圾
車及強化 La Villa 流域水質監測系統等。前述各項計
畫係由巴國各相關部會 / 機構負責執行，我方在符合
政府援外相關規定前提下，依循巴國預算法將援款存
入巴國庫，嗣按巴國相關行政程序撥款。

（八）人道援助：
1、我國於 6 月間捐助巴國第一夫人辦公室協助巴拿馬

省 Madugandi 原住民保護區遭大火吞噬 85% 建築
之 Aguas Claras 村，修建輸水系統、整建學校餐廳、
籃球場、興建校舍圍牆及婦女手工藝暨文化中心，
使其順利推動災後重建工作。

2、幫幫忙基金會 (Simply Help Foundation) 於 9 月間贈
交一個貨櫃之女鞋、男士襯衫、兒童玩具、餐盤組
及醫療用靠枕等各式生活用品予第一夫人辦公室，
供其分贈巴國偏鄉居民生活所需。

九、我國與巴拉圭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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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設立之「駐
史托斯納爾市（Puerto Presidente Stroessner）總領事館」
於 78 年 2 月更名為「駐東方市（Ciudad del Este）總
領事館」。101 年 11 月 20 日起我國護照赴巴拉圭落
地簽證待遇正式生效。我國現任駐巴拉圭大使為俞大
㵢；駐東方市總領事為溫曜禎；巴拉圭駐華大使為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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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紹（Marcial BOBADILLA）。
（二）經貿關係：

1、雙邊貿易：本年雙邊貿易總額為 6,019 萬美元，我
國出口 3,122 萬美元，進口 2,897 萬美元。

2、經濟部國合處處長童益民於 3 月間率團訪問巴拉
圭，以拓展雙邊經貿關係。

3、巴拉圭工商部工業次長史塔克（Oscar STARK）於
6 月間率企業代表團訪問我國，協助巴國產品輸銷
我國及亞太市場。

4、7 月份 22 家我國廠商組團赴巴參加「2015 年巴拉
圭農牧工商展」。

（三）文教暨體育關係：
1、104 年我國提供巴拉圭臺灣獎學金學生 14 名、華

語文獎學金 6 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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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3 名碩士及
1 名學士後醫學系學生來我國就學；另 3 名巴拉圭
政府官員獲我國獎學金攻讀「淡江大學亞洲研究所
數位學習碩士專班」遠距課程。

2、我國籌組「104 年度國際青年大使交流訪問團」共
20 人赴巴拉圭訪問交流；巴拉圭教育部教育行政
次長梅洛（Myrian MELLO）及天主教大學校長韋
拉斯格斯 (Narciso VELÁZQUEZ) 訪問我國並進行
學術交流。

3、6 月 2 日至 26 日在巴拉圭亞松森市及東方市各辦
理「光影·敘事」女性攝影展；11 月 2 日至 10 日在
巴拉圭國家文化中心舉辦理「臺灣書院文化光點計
畫—臺灣之美 / 東方彩墨展」。

（四）政要互訪
1、我國赴訪者：僑委會委員長陳士魁、客家委員會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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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委范佐銘、國合會秘書長施文斌、立法院外交暨
國防委員會召集委員邱志偉及立法委員陳唐山。

2、巴拉圭來訪者：副總統艾法拉（Juan AFARA）、
內政部部長德瓦加司（Francisco DE VARGAS）、
國防部部長索多（Bernardino SOTO）、眾議院議
長韋拉斯格斯（Hugo VELÁZQUEZ）、參議院外
交委員會暨友華委員會主席柏佳都（Víctor Alcides 
BOGADO）、參議員聖塔克魯斯（Pedro SANTA 
CRUZ）、 顧 幸 琦（Mirta GUSINKY） 暨 波 貝 達
（José Manuel BOBEDA）、眾議員凱西列斯（Mario 
CÁCERES）、 眾 議 員 佛 羅 廉 汀（Agustín Amado 
FLORENTÍN）、 杜 朗（Dany DURAND）、 拉 雷
（Luis Alberto LARRÉ）暨阿瓦羅斯（Jorge Ramón 
ÁVALOS）、 工 商 部 工 業 次 長 史 塔 克（Oscar 
STARK）、 教 育 部 教 育 行 政 次 長 梅 洛（Myrian 
MELLO）及科技發展園區（PTI）執行長佩拉爾達
(María Teresa PERALTA)。

（五）技術合作：104 年我國與巴國進行中之農業技術合作
包括「淡水白鯧魚苗繁殖計畫」、「蘭花產業發展及
組織培養種苗繁殖計畫」及「飼料生產計畫」；另新
增合作計畫「中華民國與巴拉圭共和國政府間醫療資
訊管理效能提升計畫」於本年 12 月 30 日簽署並生效，
效期四年。

（六） 僑情：旅居巴拉圭僑胞大多數來自臺灣（約 4,500 人），
以經商為主，或設立公司、開設店面，或從事進口及
批貨，亦有少數開設小型工廠或從事餐飲業、旅行業
及文教業。旅巴僑民依個人職業、志趣、理念或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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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僑心外，亦經常進行慈善賑濟活動，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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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巴國主流社會各界好評與讚賞，對提升僑民地位，
促進臺巴兩國友好關係貢獻良多，績效顯著。

（七）雙邊合作：
 為配合巴拉圭總統卡提斯（Horacio CARTES）政府彌

貧優先施政方針，兩國 2013-2018 年之雙邊合作款用
於執行「興建平民住宅計畫」，目標係在巴全國興建
4,500 戶平民住宅，並於各住宅區內鋪設道路、架設自
來水及供電系統、整建地方學校、社區中心、衛生所
及綠地等；另為協助弱勢婦女，平民住宅將優先以單
親婦女家庭為受益對象。此計畫分別提供 22,500 直接
及 45,000 間接就業機會，上年共完成 1,226 戶（超逾
原訂之 1,196 戶）住宅及社區基礎建設之興建，本年
則興建 9 社區共 883 戶住宅。

（八）人道援助：
1、高雄長庚醫院院長陳肇隆一行於 2 月訪問巴拉圭進

行醫學交流；另國泰綜合醫院由該院院長林志明率
團於 5 月訪問巴拉圭進行人工膝關節置換義診手
術。

2、我國捐助巴國衛生部水患災民急需藥品及地方醫院
醫療設備等。

3、104 年 12 月，巴拉圭遭多場暴風雨襲擊，巴拉圭
河上漲至 7.2 公尺，超過 103 年冬季水患之最高水
位，巴國總統卡提斯（Horacio CARTES）宣布－
「全國 7 省暨首都亞松森（7+1）處於緊急狀態」，
我政府即資助巴政府因應水患災情人道援助款以協
助救災。

4、與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巴拉圭分會合作赴亞松森
「警察總部聖方濟養老院」協建食堂暨修繕交誼廳
及「Juan Pablo II 愛滋兒童之家」捐贈物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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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我國與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關係

（一）一般關係：我國於 72 年 10 月 9 日與聖克里斯多福及

尼維斯 ( 簡稱「克國」) 建交，73 年 8 月 5 日在克國
設立大使館，嗣克國於 97 年 1 月 28 日在我國設立大
使館。94 年「翔峰專案」前總統陳水扁率團訪問克國，
102 年 8 月「賀誼專案」總統馬英九率團訪問，與克
國總理道格拉斯 (Denzil DOUGLAS) 分別代表臺克兩
國簽署「聯合公報」及「引渡條約」。

  ( 二 ) 簽署雙邊協定：兩國定於 105 年 6 月 10 日由駐聖克里
斯多福及尼維斯大使丘高偉與克國外交部長布蘭特利
(Mark BRANTLEY) 分別代表兩國政府簽署「中華民
國政府與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聯邦政府雙邊合作協
定」。

 （三）經貿與技術合作：
1、經貿關係：104 年雙邊貿易總額為 181.3 萬美元，

其中我國出口 176.1 萬美元，進口 5.2 萬美元。
2、經貿交流：我商宣德能源科技公司總經理巨克堅於

6 月 30 日會晤克國總理哈里斯 (Timothy HARRIS)
及能源部官員等，以爭取商機。我商光駿營造工程
公司爭取獲得承建克國科技部資通訊中心（ICT）
整修工程。克國工商總會會長霍布森 (Damion 
HOBSON) 及秘書長約翰 (Brenda JOHN) 將籌組各
產業領袖考察團於 105 年初訪問我國並考察工商環
境案。

3、技術合作：104 年 7 月兩國合作之「蔬果雜糧作物
品質與產安全改進計畫」所屬「農藥殘毒檢驗實驗
室」及「土壤肥力分析實驗室」竣工啟用； 12 月
兩國簽署「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食品加工商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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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專家派遣計畫」，我國協助克國食品加工產業
導入新科技及新行銷觀念。

  ( 四 ) 雙邊合作計畫：104 年我國與克國共同推動多項雙邊合
作計畫，包括興建克國第二座 50 萬瓦太陽能電廠案、
協助克國整修政府大樓、補助克國警方舉辦「第 30 屆
加勒比海警察總監協會」大會、更新「華納公園體育
館」設備案、贊助克國財政部舉辦第 45 屆加勒比海開
發銀行董事會文化之夜活動、協助克國綠化太陽能電
廠周邊景觀、協助克國政府聘請外國專家提升警力、
援助克國醫療專用資訊設備、資助克國幫助學童計畫
清寒獎學金及援贈維安及禮賓專用車輛案等。

（五）文教關係：
1、協助克國優秀青年學生 13 名申獲我國獎學金來臺

就讀大學及研習中文。
2、辦理「育才計畫」提供克國各級學校 170 名優秀學

生獎學金。
3、辦理 104 年「國際青年大使交流計畫」—美加 ( 勒

比海 ) 團抵克進行文化交流。
4、辦理臺灣電影欣賞活動，增進克國學子對臺灣電影

之認識，促進兩國文化交流。
（ 六 ） 人 道 援 助： 協 助「 幫 幫 忙 基 金 會 」(Simply Help 

Foundation) 捐助慈善愛心物資予克國 身心障礙者。
（七）政要互訪

1、101 年至 104 年我國赴訪者：總統馬英九、國家安
全會議秘書長袁健生、外交部部長林永樂、衛生福
利部部長邱文達、國安局局長蔡得勝、總統府副秘
書長羅智強、外交部政務次長柯森耀、立法委員廖
正井、馬文君、陳淑慧、經濟部次長卓士昭等。

2、104 年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來訪者：克國總理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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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斯 (Timothy HARRIS)、副總理兼教育文化部長
李察斯 (Shawn RICHARDS) 及外交部長布蘭特利
(Mark BRANTLEY) 夫婦。

  十一、我國與聖露西亞關係

（一）一般關係：我國於 73 年 5 月 7 日與聖露西亞建交，同

年 6 月 7 日設置大使館，86 年 8 月 29 日中止外交關
係，96 年 4 月 30 日復交。現任總理為查士納 (Allen 
CHASTANET) 。目前兩國簽有農技合作協定、派遣志
工協定及資訊通信技術合作協定，露國並於 104 年 6
月設立駐華大使館。

（二）經貿、農業、文教、醫療合作關係：
1、經貿交流：

(1)2 月 3 日至 4 日美國紐澤西州臺灣商會代表
團訪露考察商務，期間拜會商務部長希波莉
(Emma HIPPOLYTE)、覲見總督露薏絲 (Dame 
Pearlette LOUISY) 並與露國商會及中小企業負
責人舉行座談會。 

(2) 4 月 27 日至 5 月 1 日美國佛羅里達州臺灣廠
商聯誼會許照惠博士一行來訪與露國投資處及
露商格利 (Rudy GURLEY) 考察工廠設施。

(3) 11 月 27 日至 29 日駐館與露國商務部合辦第八
屆臺灣 - 聖露西亞貿易夥伴展，我國內共有 6
家廠商參展。

2、農業：104 年駐聖露西亞技術團推動香蕉葉斑病防
治、果蔬示範推廣及淡水魚蝦綜合發展各項講習共
11 個場次。

3、文教：
(1) 104 年我國提供露國學生「臺灣獎學金」9 名，

「國合會獎學金」5 名，「義守大學學士後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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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學生醫學專班獎學金」5 名，目前約有 68 名
學生在華就學。

(2) 約有 13 名露國官員赴華參加各項職 ( 專 ) 業訓
練。

(3)  9 月 5 日至 9 日我「國際青年大使訪問團」訪
露，傳達「青年有愛，全球關懷」精神並推廣
木球運動， 9 月 7 日晚間在聖露西亞國家文化
中心舉行文化表演，精彩演出，獲觀眾熱烈回
響。

（三）人道援助： 
1、104 年彰化基督教醫院派遣乙梯次醫療志工 6 人到

露國聖茱德醫院 (St. Jude Hospital) 服務，聖茱德醫
院亦派 2 梯次，共 8 名醫護人員到我國受訓 1 個月。

2、8 月 20 日露國總理安東尼 (Kenny ANTHONY) 及社
會發展部長道森 (Harold DALSAN) 於總理府代表
接受「幫幫忙基金會」（Simply Help Foundation）
轉贈 362 箱慈善物資，關懷嘉惠露國弱勢民眾。

3、12 月 8 日露國總理安東尼親自代表弱勢兒童接
受「 好 心 人 基 金 會 」（Care to Help Charitable 
Association）捐贈 38 箱玩具與兒童書。

（四）聖露西亞政要來華訪問：
1、2 月 7 日至 13 日外交部長包提斯 (Alva BAPTISTE)

訪問我國。
2、6 月 1 日至 5 日總理安東尼 (Kenny ANTHONY) 偕

外交部長包提斯 (Alva BAPTISTE)、外交部次長
艾曼紐 (Hubert EMMANUEL)、總理府次長黃凱玫
(Cadelia AMEROSE)、露國駐聯合國常任代表倫芭
利 (Menissa RAMBALLY) 及露國駐聯合國代表團
特別顧問狄巴 (Aziz DEBBAGH) 訪問我國，並於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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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4 日為露國駐華大使館舉行揭幕儀式。
3、9 月 14 日 至 18 日 內 閣 秘 書 長 孟 卓 普 (Darrel 

MONTROPE) 夫婦訪問我國。
4、10 月 1 日至 30 日露國交通部次長吉恩 (Allison 

JEAN) 參加第 127 期「基礎建設發展與規劃」研習
班。

5、10 月 7 日 至 11 日 教 育 部 長 路 易 士 (Robert 
LewisLEWIS) 伉儷訪問我國並參加國慶慶賀活動。

十二、我國與聖文森國關係

 （一）一般關係：我國與聖文森國於 70 年 8 月 15 日建交，

駐聖國大使館於 72 年 3 月 24 日正式運作。目前兩國
簽有引渡條約、農技合作協定、友好條約、派遣志工
協定、投資相互促進暨保護協定、資訊通信技術合作
協定、有關洗錢及資助恐怖分子相關金融情報交換合
作協定、衛生領域瞭解備忘錄及育才計畫瞭解備忘錄
等。

（二）技術合作：駐聖國技術團協助聖國農民執行種苗生產、
蔬菜栽培及農產運銷計畫，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
金會派駐計畫經理執行資訊通信技術合作等計畫。另
彰化基督教醫院於 5 月 23 日至 6 月 14 日及 11 月 15
日至 12 月 5 日派遣醫療志工團兩梯次至聖國協助辦理
醫療合作。

（三）文教關係：我提供聖國學生臺灣獎學金 11 名、財團法
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獎學金 6 名，駐館並與聖國教
育部合作辦理「育才計畫」獎學金，獎助全國各級學
校 416 位優秀清寒學子。聖國官員亦陸續應邀來我國
參加各項訓練及講習課程。另我國際青年大使團 9 月
9 日至 13 日訪聖表演獲滿堂彩，期間除獲總理龔薩福 
(Ralph E. GONSALVES) 接見外，總理夫婦並主動邀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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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員至私人別墅參觀。
( 四）政要互訪：外交部次長威廉斯 (Nathaniel WILLIAMS)

及檢察總長瓊摩根 (Judith JONES-MORGAN) 分別率團
訪問我國，拜會我政府機關及參訪經濟教育文化機構。

  十三、我國與阿根廷關係

( 一 ) 一般關係：我國與阿根廷於 34 年 5 月 30 日建交， 61
年 2 月 19 日中止外交關係，同年 8 月 10 日關閉大使館；
62 年 1 月 6 日設立「駐阿根廷臺灣商務辦事處」，85
年 1 月 26 日更名為「駐阿根廷臺北商務文化辦事處」。
81 年 7 月 9 日「阿根廷商務文化辦事處」在臺北市成
立。

( 二 ) 經貿關係：104 年雙邊貿易總額為 4 億 2,790 萬美元，
阿根廷為我國在南美第 5 大貿易夥伴國，其中我國自
阿根廷進口 1 億 509 萬美元；我國對阿根廷出口 3 億
2,281 萬美元。

( 三 ) 文教關係：
1、駐阿根廷代表處與阿根廷花果山劇場共同辦理「美

猴王大戰白骨娘娘」布袋戲公演。
2、贊助第 13 屆布宜諾斯艾利斯探戈選拔賽。
3、配合阿根廷舉辦「第 2 屆泛美盃國際太極拳錦標

賽」，邀請專程來阿參加是項錦標賽之大師吳榮輝
老師、陳羅克老師，與中華武術國際誠明總會阿根
廷分會師生們於阿根廷首都 Barranca 公園進行國際
太極拳交流活動。

4、國際扶輪社臺籍總會長黃其光夫婦 3 月初訪問阿根
廷。

5、臺灣藝術家陳羅克訪阿彩繪阿根廷探戈街，並舉辦
「藝術觀光講座」。

6、辦理畫荷大師許忠英「五月荷香」畫展，並於阿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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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立居禮夫人癌症病院、義大利醫院 San Justo 分
院急診中心及阿根廷佛光山彩繪牆面，另赴國立裝
飾博物館進行水墨示範講座、前往僑校指導美術教
學。

7、參加「拉丁美洲永續發展論壇」，並以「臺灣與世
界分享：太陽能及資源回收」為題簡介臺灣現況。

8、泰雅風情舞蹈團團長古秋妹於 9 月間加入文化部光
點計畫在阿實施計畫，示範並教導民俗及原住民舞
蹈，並與旅阿臺籍男高音蕭家一夫婦、花果山布袋
戲團共同於郵艇俱樂部及國慶酒會分別演出。

9、辦理阿籍藝術家維爾吉利 (Marta VIRGILI)「文化
之間」國畫成果作品展。

10、辦理「東方藝術與茶香之緣」文化活動，內容包括
臺灣旅阿著名藝術家周欣璇油畫展、臺灣畫荷大師
許忠英水彩畫展、臺灣知名合格陸羽茶師及品茗達
人白老師之茶道表演。

11、辦理「光耀扶輪」攝影展，展出阿根廷攝影聯盟傑
出攝影家鄭乃豪 (Leandro CHENG) 所攝 31 幀活動
照片。

12、辦理阿國媒體專訪我國單車環遊世界騎士吳時暢。
13、在拉丁美洲藝術博物館 (MALBA) 為旅阿僑胞著名

男高音蕭家一與鋼琴家許瓊文舉辦「兩個世界的音
樂」演唱會。

14、駐阿根廷代表黃聯昇以「當代臺灣，其與大陸及阿
根廷關係」為題，向阿國薩爾瓦多大學社會科學學
院國際關係系所學生發表專題演講。

15、駐阿根廷代表處與新興中文學校合作辦理為期兩週
之「臺灣文化週」活動，包括書法、民俗舞蹈、茶
道及布袋戲等，旨在縮短阿根廷與台灣間之地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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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距離，增進阿根廷民眾對於臺灣傳統文化藝術之
廣泛認識。

16、駐阿根廷代表處與旅阿臺商會辦理「中南美洲臺灣
美食巡迴講座」。

17、以「活力臺灣」為題辦理系列國慶慶祝活動。
18、捐贈書籍予阿根廷薩爾瓦多大學，響應聯合國教科

文組織「國際東西文化互相鑑賞研究計畫」，並持
續加強推動阿根廷學子對臺灣各方面及亞太發展之
廣泛認識。

19、捐贈 100 多部 16 釐米國語劇情電影 ( 附西班牙語
字幕 ) 予布市拉丁美洲藝術博物館，藉以保存臺灣
珍貴電影資產並推動電影文化。

20、駐阿根廷代表黃聯昇出席阿國國家美術館 (Museo 
Nacional de Bellas Artes) 展覽廳舉行「國畫大師張
大千在阿根廷 Mendoza 的日子」研究發表會。

21、駐阿根廷代表處與僑界慈善宗教團體訪視「晨曦之
家」(Hogar el Alba) 孤兒院孩童及年終暨耶誕關懷
送禮。

22、資助阿國「公民基金會」會長杜瓦爾 (Martín Arias 
DUVAL)( 身兼阿國國家移民局局長 ) 主持之「Villa 
París 社會暨文化活動中心」修繕工程，並援贈該
基金會兒童體育服裝與玩具。

23、資助阿根廷國會榮譽顧問卡里佐 (Raúl CARRIZO)
「環保行動數位電影院」計畫。

24、 結合僑界與阿根廷 Tigre 市共同辦理擴大慶祝端午
節臺阿文化饗宴－龍虎舟競賽活動。

25、 辦理監察院院長張博雅率團赴訪烏拉圭出席「第
20 屆伊比利美洲監察使年會」事宜。

26、援贈烏拉圭前眾議員 Gustavo Espinosa「台灣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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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與共存」網頁文宣計畫。
( 四 ) 阿 根 廷 來 訪 者： La Rioja 省 長 赫 雷 拉  (Luis Beder 

Herrera)、國會議員卡瑞歐 (Elisa Carrió)、阿根廷工業
總會秘書長曼迪古倫 (José Ignacio de Mendiguren)( 身
兼國家眾議員 )、烏拉圭護民官署主席 谷恩澤 (Mirtha 
Guianze)。

( 五 ) 僑情：臺灣僑民約 1 萬餘人，泰半旅居首都，餘則散
居布宜諾斯省等各內地省份。有 20 個以上僑團及宗教
慈善團體。

 十四、我國與巴西關係

( 一 ) 一般關係：2 年 4 月 8 日巴西承認我國，63 年 8 月 15
日中止兩國外交關係，64 年 7 月 14 日在聖保羅市設
置「駐巴西遠東貿易中心」，69 年 2 月 15 日更名為「駐
巴西臺北商務中心」，81 年 1 月 10 日我在巴西新都
巴西利亞設立「駐巴西經濟文化辦事處」，同時原在
聖保羅及里約熱內盧設立之中心及分中心，分別更名
為「駐聖保羅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及「駐里約熱內
盧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91 年 12 月 20 日「駐里約
熱內盧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關閉。79 年 3 月 27 日「巴
西商務辦事處」在臺北市成立。

( 二 ) 經貿關係：104 年雙邊貿易總額為 30 億 5,758 萬美元。
我國出 口 11 億 6,527 萬美元，進口 18 億 9,231 萬美元。

( 三 ) 文 教 科 技 關 係 ：  Goiás  州 天 主 教 大 學 (Pontifícia   
Universidade Católica de Goiás) 國際關係系副教授博
里 昂 (Leandro BORGES) 獲「 臺 灣 獎 助 金 」(Taiwan 
Fellowship) 以訪問學人身份赴臺研究。

( 四 ) 僑 情：旅居巴西華僑約 7 萬餘人，多集中於聖保羅地
區，里約次之。第 2 代華僑多已融入當地主流社會。
僑務委員會在聖保羅地區籌建有「聖保羅華僑文教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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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中心」。
十五、我國與智利關係

（一）一般關係：我國於 4 年 2 月 18 日與智利建交，60 年 1
月 5 日中止外交關係。64 年 9 月 30 日我於智京設立
「駐智利遠東商務辦事處」，79 年 12 月 22 日更名為
「駐智利臺北商務辦事處」，81 年 6 月 26 日易名「駐
智利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78 年 9 月 22 日「智利
駐華商務辦事處」在臺北市設立。101 年 1 月 1 日起
智利予我國人申請觀光簽證免收簽證費待遇。

（二）經貿關係：104 年雙邊貿易總額為 18 億 400 萬美元，
我國出口 2 億 9,400 萬美元，進口 15 億 1,000 萬美元。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共籌組「2015 年
拉丁美洲利基產業拓銷團」及「2015 年扣件業赴拉丁
美洲拓銷團」2 團訪智拓銷，並組團來智利參加「2015
年智利節能展」。

（三）文教、科技合作關係：
1、104 年計有 17 名學員來我國參加專業講習，2 名教

授申獲台灣獎助金，以及 1 名數位碩士班獎學金。
2、本年 9 月至 12 月駐智利代表處先後在智利首都

地 區 之 Peñalolén、Independencia、Puente Alto 及
Providencia 等四個市政府之市政大廳及文化中心舉
行我國女性攝影家之「光影 · 敘事」作品展，觀賞
人數近萬名，有助增進智利人士對我國瞭解。

3、捐贈首都地區貝納羅仁（Peñalolén）市政府、聖拉
蒙（San Ramón）市及森林（El Bosque）市之社區
居民管理委員會，以及瓦地維亞（Valdivia）市老
人社區聯盟我國產電腦設備一批。

4、捐贈遭受 8.4 強震侵襲之科今波（Coquimbo）市災
民賑災物資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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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捐贈國立智利大學巴洛 ˙ 路科 ˙ 達德烏（Barros 
Luco Trudeau）附屬醫院醫療器材一批。

6、捐贈林納雷斯（Linares）市 4 所公立幼稚園教學設
備一批。

7、 資 助 聖 卡 洛 斯 莫 羅 美 歐（Parroquia San Carlos 
Borromeo）教堂重建計畫。

（四）僑情：旅智臺僑約 1,500 人，多數定居於智京聖地牙
哥（Santiago）市及北部意基給（Iquique）市。

十六、我國與哥倫比亞關係

（一）一般關係：我國於 36 年 5 月 8 日設立公使館，11 月 6
日正式運作，50 年 4 月 6 日升格為大使館；61 年 3 月
28 日設立「駐巴蘭幾亞領事館」，5 月 20 日對外運作，
68 年 11 月 19 日升格為總領事館。69 年 2 月 8 日我國
與哥國斷交，同年 6 月 14 日設立「駐哥倫比亞遠東商
務辦事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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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更名為「駐哥倫比亞臺北商務辦事處」及「駐哥倫
比亞臺北商務辦事處巴蘭幾亞分處」。80 年 7 月 1 日
「駐哥倫比亞臺北商務辦事處巴蘭幾亞分處」關閉。
82 年 5 月 7 日哥國貿易推廣局在我國設立商務辦事處，
91 年 12 月因預算經費不足關閉運作。 

（二）經貿關係：
1、雙邊貿易：本年雙邊貿易總額為 4 億 4,972 萬美元，

我國對哥國出口額 3 億 7,127 萬美元，自哥國進口
額 7,845 萬美元。

2、經貿交流：
（1）辦理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貿訪團及參展

團，本年計 4 團 92 家次約 100 人，安排貿易
洽談會、首次參加哥倫比亞醫療科技展及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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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商及公會建立產品行銷管道。
（2）哥倫比亞廠商參觀我國「體育用品展」、「工

具機展」、「照明科技展」、「電腦展」、「汽
機車零配件展」及「扣件展」等。

（三）我國赴訪者：中央銀行副總裁嚴宗大率團出席本年在
哥倫比亞第二大城 Medellín 市舉行之中美洲銀行第 55
屆理事年會、環保署資源回收管理基金管理委員會副
執行秘書鄭祖壽一行 7 人參加由我國、美國及哥倫比
亞三國合辦在哥倫比亞首都波哥大市舉行之「第 5 屆
國際電子廢棄物回收管理夥伴會議」。

（四）人道救助：執行小額援助計畫包括捐贈 Nariño 省
Pupiales 市酪農協會牛奶冷藏櫃、捐助哥京波哥大市
社區整體營造計畫、捐贈 Sucre 省 Ovejas 市貧困居民
縮短數位落差之電腦教室硬體設備、捐贈 Antioquia 省
Itagui 市 María Madre 教堂中途之家學生電腦設備、捐
贈 Boyacá 省 La Victoria 市偏鄉學童平板電腦暨相關教
學軟體，以及捐贈各省貧苦學童聖誕禮物。

（五）參與國際組織：11 月 18 日哥國參議院環境委員會通過
支持我國以觀察員身分參與「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
約」UNFCCC 建議案。

（六）文化交流：透過辦理攝影展、參加波哥大國際影展、
洽播偶像電視劇、大學學術講座、臺灣獎學金座談會
及美食展等活動，密集向哥國各界宣揚我國軟實力。

十七、我國與厄瓜多關係
（一）一般關係：我國於 60 年 11 月 17 日與厄瓜多中止外交

關係，63 年 10 月 17 日於惠夜基（Guayaquil）市設立

「駐厄瓜多惠夜基臺灣領務代理處」，66 年 4 月 12
日於厄京設立「中華民國駐厄瓜多商務處」。「駐厄

瓜多惠夜基臺灣領務代理處」於 66 年 5 月 1 日更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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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駐厄瓜多商務處惠夜基分處」，嗣於 87 年

10 月 31 日關閉。厄瓜多於 72 年 3 月 25 日在我國設

立商務處，77 年 7 月關閉。

（二）經貿關係：
1、104 年雙邊貿易總額約為 1 億 6,698 萬美元，我國

進口 580 萬美元，出口 1 億 6,118 萬美元。
2、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組團赴厄瓜多

參加 7 月 2 日至 4 日在基多市舉辦之「2015 國際
鞋類及組件展」；參加 3 月 18 日至 20 日在基多市
舉辦之「國際紡織、機械及材料展」。

3、厄瓜多皮欽查省中小企業商會紡織分會於 10 月組
團訪問我國參觀「臺北魅力展」。

（三）技術合作：我國於 67 年成立駐厄技術團，嗣為落實「推
動技術合作轉型」，該團業務及合作計畫於 102 年 12
月 31 日結束。103 年起採行計畫經理人新制與厄國洽
商技術合作。

（四）文教關係：
1、學術交流：

(1) 厄國各 3 名學生分別獲教育部臺灣獎學金及華
語文獎學金。

(2) 駐厄瓜多代表處應邀參加國立理工大學舉辦的
獎學金暨留學展。

(3) 臺北科技大學與厄國軍事大學於 11 月 10 日簽
署合作協議；淡江大學美洲研究所與厄國國際
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於 10 月 30 日簽署合作
意向書。

(4) 駐厄瓜多代表處於 6 月 19 日捐贈舊港市政府
及曼塔市政府電腦設備，協助執行縮短數位落
差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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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理事長王鍾渝、淡江大
學外語學院院長陳小雀、美洲研究所所長宮國
威應厄國國際大學國關中心邀請於 10 月 29 日
至 30 日發表經貿專題演講。

(6) 駐厄瓜多代表處於 10 月 3 日舉辦「104 年海外
漢字文化節－話劇創意比賽」，提供厄國學習
華語學生參賽及觀摩之機會。

2、文化交流：
(1) 厄國學童透過駐厄瓜多代表處報名參加我國

「第 46 屆世界兒童畫展」，共 37 位獲獎，計
2 名銅牌及 35 名佳作。

(2) 駐 厄 瓜 多 代 表 處 與 厄 瓜 多 全 國 性 電 視 臺
GAMATV 建立文宣策略聯盟，於播映我國優
質偶像劇「犀利人妻」期間，提供廣告時段免
費傳播我國軟實力形象廣告及活動快報，提升
我國能見度。

(3) 我國「國際青年大使交流計畫」拉美一團於 9
月 14 日至 18 日赴厄瓜多訪演，成果豐碩。

(4) 我國女性攝影家作品巡迴特展「光影 ‧ 敘事」
於 10 月 10 日至 11 月 8 日厄京城市博物館隆
重展出。

(5)「中南美洲地區臺灣美食巡迴講座」兩位我國
名廚李坤昌及楊垂勳於 9 月 21 日至 25 日赴厄
瓜多訪問，期間在厄瓜多廚藝協會附屬廚藝學
校向 40 位師生進行廚藝教學及連續兩天在厄
京知名國際旅館 Swissotel 示範道地臺灣料理，
贏得一致好評。

(6) 為紀念我國抗戰勝利 70 周年，駐厄瓜多代表
處於 12 月 1 日至 6 日舉辦「臺灣電影綻放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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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多」活動，進一步建立厄國各界友我情誼。
（五）僑情：旅厄臺僑近千人，共成立 14 個僑團，主要僑居

地為基多市（約有 30 戶），惠夜基市（一百餘戶）和
馬恰拉市（約 30 戶）。

  十八、我國與墨西哥關係：

 ( 一 ) 一般關係：我國與墨西哥於 60 年 11 月 16 日中止外

交關係，78 年 4 月 19 日我在墨首都設置「遠東貿易
服務中心駐墨西哥辦事處」，82 年 7 月 14 日更名為
「駐墨西哥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墨西哥負責對外
貿易投資事務之國營外貿銀行於 79 年 6 月以墨西哥
駐華商務辦事處 (Mexican Trade Services) 名義在華設
處。墨國政府為加強與我發展經貿及文化關係，自 80
年 6 月起在華設立墨西哥商務簽證文件暨文化辦事處
（Oficina de Enlace de México en Taiwán），並直接核
發簽證，為墨國在華之官方代表機構。另 86 年墨國經
濟部成立「墨西哥貿易投資局」（ProMéxico）取代遭
裁撤之原墨國外貿銀行辦事處，並由該局續指派商務
代表主持墨西哥商務辦事處業務。此外，墨美邊境之
下加州市因與我國經貿投資關係密切，亦於 100 年 9
月，經我政府同意在臺設立下加州政府駐全亞洲之代
表處。墨國自 99 年 5 月 1 日起實施凡持有效美國簽證，
或歐盟、英國、日本等三國永久居留證之外籍人士（包
括我國人）可免簽入境墨國，使我國人來墨方便許多；
惟自我國於 2012 年 11 月 1 日獲美國免簽證待遇後，
如未持有傳統有效美簽之我國民僅憑 ESTA 旅行許可
已無法免簽入境墨國，須另外申辦赴墨簽證。

  ( 二 ) 經貿交流：
1、4 月 20 日 APEC 企業諮詢委員會 (ABAC) 我國代

表國泰金控副總經理孫至德一行赴墨參加 AB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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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
2、9 月 27 日駐墨西哥代表廖世傑在墨西哥市商會 

(CANACO) 就臺墨經貿關係、臺灣創新產業發展、
TPP、雙邊合作商機、青創輔導發展經驗等主題發
表演講。

3、10 月 5 日至 10 日我國參加墨國經濟部舉辦之「2015
年青創企業家週」展覽活動，其間經濟部中小企業
處及中小企業信保基金專家分別就我國中小企業發
展經驗及信保制度發表演講。

4、11 月 12 日駐墨西哥代表廖世傑主持 2015 年墨西
哥臺灣精品展開幕儀式，並接受記者採訪。

  ( 三 ) 人道救助：
捐助柯立馬 (Colima) 州「兒童收容中心擴充設備計
畫」、捐助天主教 Acapulco 教區總主教提洽之「輔導
社會邊緣青年重返社會計畫」、捐贈全國教育訓練委
員會「數位學習教室合作計畫」、捐贈墨西哥家庭整
合發展機構「安養中心躺椅、輪椅暨復健設備計畫」。

  ( 四 ) 政要互訪：
1、我國赴訪者：立法院外交委員會委員邱志偉及委員

陳唐山、僑務委員會委員長陳士魁、僑務委員會副
委員長呂元榮、臺灣民主基金會副執行長蔡瑋率觀
選團一行四人、民主進步黨國際事務部主任黃志芳
一行三人。

2、墨西哥來訪者：柯阿韋拉 (Coahuila) 州州長莫瑞
拉 (Rubén MOREIRA)、 參 議 員 桂 爾 雅 (Lorena 
CUÉLLAR)女士偕夫婿、參議院副議長桑契斯 (Luis 
SÁNCHEZ) 及眾議院副議長波拉紐斯 (Edmundo 
Javier BOLAÑOS)。

  ( 五 ) 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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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月 14 日駐墨西哥代表廖世傑赴「國立墨西哥自
治大學」以「今日臺灣及臺墨現況」（Taiwán Hoy 
y Su Relacíon con México）為題演發表演說。

2、5 月 13 日駐墨西哥代表廖世傑赴布埃普拉 (Puebla)
州 立 綜 合 科 技 大 學（Universidad Politécnica de 
Puebla）以「創新臺灣及臺墨現況」（Taiwán, un 
Socio de Creatividad e Innovación y su Relación con 
México）為題發表演說。

3、7 月 10 日 駐 墨 西 哥 代 表 廖 世 傑 於 瓜 納 華 多
(Guanajuato) 州首府瓜納華多 (Guanajuato) 市與市
長古提瑞茲 (Luis Fernando GUTIÉRREZ) 及聯邦眾
議院副議長阿羅育 (Francisco ARROYO) 舉行「臺
灣廣場」命名及揭牌儀式。

4、9 月 1 日至 5 日國際青年大使拉美一團乙行 20 人
訪墨。

5、10 月 24 日本處於墨京「藝術家公園」舉辦「第二
屆臺灣文化週」。

6、駐墨西哥代表廖世傑赴「希道格 (Hidalgo) 州立
自 治 大 學（Universidad Autonóma Del Estado de 
Hidalgo）以「臺灣教育之創意與創新」為題發表
演說。

7、11 月 18 日於墨西哥國立綜合科技大學舉辦第二場
「光影 · 敘事照片展」，同日駐墨西哥代表廖世傑
並於該校經貿管理學院以「臺灣教育之創意與創
新」為題發表演說。

  十九、我國與秘魯關係

( 一 ) 雙邊關係：我國與秘魯於 1875 年 12 月 11 日簽訂友好

條約後即互派使設舘。60 年 11 月 2 日我國與秘魯斷
交。67 年 1 月 1 日我國於利馬設立「駐秘魯遠東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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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77 年 8 月間秘魯在我國設立「太平洋盆地貿
易推廣暨諮詢辦事處」，惟次年關閉。83 年 5 月間秘
魯在我國設立「秘魯駐臺北商務辦事處」。兩國審計
機關於 79 年間簽訂「中秘 ( 魯 ) 審計合作協定」。秘
魯自 84 年起予我國人觀光免簽入境 90 日待遇，我國
於 105 年 1 月 12 日起將秘魯列為首階段開放以商務或
觀光為由赴臺可申辦電子簽證之國家。

( 二 ) 經貿關係：104 年我國與秘魯雙邊貿易總額為 4 億 7,102
萬美元，我國對秘魯出口 2 億 5,613 萬美元，進口 2
億 1,489 萬美元。

( 三 ) 文教、科技合作關係：
1、至 104 年秘魯學生共計 83 人獲發教育部臺灣獎學

金或華語獎學金赴臺就讀。另取得國際合作發展基
金會獎學金赴臺就學者為 15 人。

2、國立政治大學與秘魯國立 San Marcos 大學簽有交
換學生協議，自 97 年起每年有 1-3 位政大學生至
秘魯研讀 6-12 個月，San Marco 大學則透過「臺灣
獎學金」之徵選，推薦學生前往政大研讀。

3、我國「國際青年大使訪問團」連續四年訪秘，分別
與秘魯太平洋大學及利馬商會學院進行座談，並於
秘魯國家高等研究院及國家圖書館演藝廳進行兩場
大型表演。

4、我國自 93 年起在亞太經濟合作論壇 (APEC) 架構
下推動縮短數位落差 (ADOC) 計畫，截至 103 年
12 月我國提供資訊設備在秘國已設立 14 個數位學
習及電子商務中心，協助逾 12 萬名以上秘國民眾
接受資訊訓練。

5、援贈秘魯聖馬丁省偏遠地區 Juan Velasco Alvarado
小學電腦設備，協助縮短數位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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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援贈秘魯利馬區 Villa El Salvador 聖卡門學校電腦
設備，協助縮短數位落差。

7、資助 Cajamarca 省 José Gálvez Egúsquiza 學校及聖
羅莎學校成立電腦教室，協助縮短數位落差。

8、資助 Tacna 省 Gregorio Albarracín 小學汰換電腦教
室設備，協助縮短數位落差。

9、協助 Tumbes 省偏遠小學添置樂器。
10、資助利馬省 CETI Anahuasi 中學成立電腦教室，協

助縮短數位落差
11、協助秘魯社福團體「自由世界協會」(Mundo Libre)

更新電腦教室設備，推廣數位課程。
  ( 四 ) 其他：華人移民秘魯始於 1849 年，目前華裔人口逾百

萬，惟臺僑僅約 3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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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
地區外交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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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哥倫比亞代表湯繼仁與哥國參議院第一副議長歐索麗 (Nidia OSORIO)
在哥國會大廳主持「光影 ‧ 敘事」女性攝影展開幕式 ((8 月 25 日 )

我中央銀行副總裁嚴宗大出席哥倫比亞 Medellin 市舉行之中美洲銀行第
55 屆理事年會 (4 月 23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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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捐贈哥倫比亞 Antioquia 省 Itagui 市 Maria+Madre 教堂中途之家學生
電腦設備

我國捐贈哥倫比亞偏鄉貧苦學童聖誕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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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 墨 西 哥 代 表 廖 世 傑 於 瓜 納 華 多 (Guanajuato) 州 首 府 瓜 納 華 多
(Guanajuato) 市與市長古提瑞茲 (Luis Fernando GUTIÉRREZ) 及聯邦眾議
院副議長阿羅育 (Francisco ARROYO) 舉行「臺灣廣場」命名及揭牌儀式
(7 月 10 日 )

駐墨西哥代表廖世傑於 2015 年墨西哥臺灣精品展開幕現場與墨國公協會
領袖及臺商企業代表合影 (11 月 12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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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多明尼加大使侯平福陪同高雄長庚醫院院長陳肇隆晉見多明尼加總統
梅迪納 (Danilo MEDINA)( 2 月 17 日 )

駐多明尼加大使湯繼仁拜會多國第一夫人蒙媞亞 (Cándida MONTILLA 
DE MEDINA) ( 12 月 1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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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統 馬 英 九 與 訪 問 我 國 之 宏 都 拉 斯 總 統 葉 南 德 茲 (Juan Orlando 
HERNÁNDEZ) 簽署聯合聲明

國防部部長高廣圻訪問宏都拉斯並與宏國總統葉南德茲 (Juan Orlando 
HERNÁNDEZ) 共同主持我國贈交直昇機予宏國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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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巴拉圭大使俞大    晉見巴國總統卡提斯（Horacio CARTES，左三），
總統府秘書長駱貝斯（Juan Carlos LÓPEZ MOREIRA，左二）及政治顧
問費拉爾帝佳（Darío FILÁRTIGA，左一）陪同在座 (11 月 25 日 )

 駐巴拉圭大使俞大   與巴國衛生部部長巴利歐斯（Antonio BARRIOS）
簽署兩國「醫療資訊管理效能提升計畫」(12 月 30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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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東方市總領事溫曜禎與華人慈善基金會會長宋永金等人赴巴拉圭伊泰
布阿省拜會省長南丁 (Luis GNETING) 共同捐贈賑災用品情形

駐東方市總領事溫曜禎與華人慈善基金會會長宋永金等人赴巴拉圭伊泰
布阿省拜會省長南丁 (Luis GNETING) 共同捐贈賑災用品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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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巴拿馬大使劉德立與巴國總統瓦雷拉 (Juan Carlos VARELA) 出席長榮
箇郎貨櫃碼頭竣工啟用典禮 (12 月 16 日 )

駐巴拿馬大使劉德立赴外交部拜會副總統兼外長聖瑪若 (Isabel DE 
SAINT MALO DE ALVARADO) (11 月 23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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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洲暨巴拿馬第 50 屆年會暨第 43 次懇親大會在宏都拉斯汕埠市舉行

駐 汕 埠 總 領 事 詹 昭 明 ( 左 一 )、 宏 國 副 總 統 暨 總 統 指 定 代 理 人 艾
蕾 拉 (Lorena HERRERA, 右 二 ) 暨 夫 婿 艾 納 摩 拉 多 (Miguel Angel 
ENAMORADO, 左二 ) 及駐汕埠副總領事錢莉珣 ( 右一 ) 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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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巴西代表蔡孟宏 ( 左 ) 於巴西利亞日報 (Jornal Brasília) 報社接受「巴
西利亞日報」執行總編輯莫拉 (Marcelo MOURA, 中 ) 及國際版主編諾布
雷 (Ricardo NOBRE, 右 ) 專訪 ( 2 月 10 日 )

駐巴西代表蔡孟宏 ( 右 ) 接受巴西亞馬遜州首府瑪瑙斯市 (Manaus)
「評論報」(A Crítica) 專訪，並與「評論報」總裁卡爾德拉羅 (Dissica 
CALDERARO, 左 ) 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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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聖保羅辦事處慶祝中華民國 104 年國慶酒會

歡迎中華民國代表團參加 2015 巴西聖保羅國際技能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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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智利代表處代表王明文主持慶祝 104 年中華民國國慶酒會

駐智利代表處代表王明文主持在智利獨立市（Independencia）市立圖書
館舉辦臺灣女性攝影家「光影·敘事」作品展之開幕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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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智利代表王明文代表我國政府捐贈林納雷斯市 4 所公立幼稚園教學設
備，眾議員古迪耶雷斯（Romilio GUTIÉRREZ, 左一）、林納雷斯市市
長仁德利亞（Rolando RENTERÍA, 右一 )

駐智利代表王明文 ( 右二 ) 與智利大學校長米瓦第（Ennio VIVALDI, 左
二）簽署我國政府援贈該校附屬醫院醫療器材之捐贈議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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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智利代表王明文赴 Coquimbo 地震災區發放賑災物資，眾議員沃克
（Matías WLAKER）（左一）

駐智利代表王明文 ( 左一 ) 應邀參加智利首都地區獨立市 Dr. Carlos Lorca 
Tobar 廣場落成啟用典禮，獨立市巿長杜蘭（Gonzalo DURÁN）（左二）、
智利大學校長米瓦第（Ennio VIVALDI）（右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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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瓜地馬拉大使賴建中 ( 中後 ) 與瓜國候任第一夫人瑪洛晶 (Patricia 
MARROQUIN DE MORALES, 中前 ) 共同發送聖誕節玩具

駐瓜地馬拉大使賴建中（右二）與瓜國農業部長馬爾庫奇（Sebastián 
MARCUCCI, 右三）簽署我援助瓜國 2015 年旱災合作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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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瓜地馬拉大使賴建中（中立者）與瓜國總統馬多納多（Alejandro 
MALDONADO, 左 一 ） 及 第 一 夫 人 法 雅 妮（Ana Violeta FAGIANI 
ENRÍQUEZ DE MALDONADO, 右一）出席瓜總統伉儷主持之土石流災
後重建受災戶首批住屋落成贈交儀式

瓜地馬拉總統馬多納多（Alejandro MALDONADO, 右三）與外交部部長
林永樂（左四）及駐瓜地馬拉大使賴建中（左三）共同主持 CA-9 號公
路第三階段拓寬工程象徵性動土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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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大使丘高偉（左）歡迎克國總理哈里斯
（Timothy HARRIS, 右）出席我國 104 年國慶酒會

駐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大使丘高偉（左）代表我國與克國政府代表農
業部長漢密爾頓（Eugene HAMILTON, 右）共同簽署「聖克里斯多福及
尼維斯食品加工商業化發展專家派遣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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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大使丘高偉（左）與克國總理哈里斯（Timothy 
HARRIS, 右）共同主持我提供國安部維安暨禮賓車輛合作款贈交儀式

駐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大使丘高偉（左 2）、克國總理哈里斯（Timothy 
HARRIS, 中）及克國內閣多位部長歡迎我國際青年大使訪問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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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大使丘高偉（中）、克國總督西頓（Tapley 
SEATON, 左 5） 及 克 國 副 總 理 兼 教 育 文 化 部 長 李 察 斯（Shawn 
RICHARDS, 左 4）歡迎我國際青年大使訪問團

駐聖文森大使葛葆萱與聖文森總理龔薩福 (Ralph E. GONSALVES) 假聖
國總理府內閣會議室簽署臺聖農業技術合作協定 (8 月 7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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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青年大使美加團應聖文森總理龔薩福 (Ralph E. GONSALVES) 邀請
至其私人別墅作客 (9 月 12 日 )

副總統吳敦義在總統府款宴薩爾瓦多副總統歐帝茲 (Oscar ORTIZ)
(9 月 8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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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部長林永樂在薩爾瓦多首都聖薩爾瓦多市出席「民主社群」第 8
屆部長級會議開幕式 (7 月 23 日 )

審計部審計長林慶隆由駐尼加拉瓜大使莊哲銘陪同拜會尼加拉瓜總統奧
德嘉（Daniel ORTEGA）(8 月 11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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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統 馬 英 九 在 尼 加 拉 瓜 總 統 府 與 尼 加 拉 瓜 總 統 奧 德 嘉（Daniel 
ORTEGA）進行元首會談 (7 月 15 日 )

國際青年大使團由駐尼加拉瓜大使莊哲銘陪同拜會尼加拉瓜副總統阿耶
斯雷門斯（Moisés Omar HALLESLVENS, 中）(9 月 7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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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尼加拉瓜大使莊哲銘與尼加拉瓜外長桑多士（Samuel SANTOS）在尼
加拉瓜外交部簽署合作記事錄 (12 月 11 日 )

駐尼加拉瓜大使莊哲銘在尼國總統府向尼加拉瓜總統奧德嘉（Daniel 
ORTEGA）呈遞到任國書 (7 月 7 日 )



中華民國 104 年外交年鑑

- 358 -

駐尼加拉瓜大使莊哲銘在尼京洲際飯店主持中華民國 104 年國慶酒會，
尼加拉瓜副總統阿耶斯雷門斯（Moisés Omar HALLESLVENS, 右二）及
外長桑多士（Samuel SANTOS, 右一）出席 (10 月 10 日 )

駐尼加拉瓜大使莊哲銘在尼京皇冠廣場國際會議中心與尼加拉瓜副總
統阿耶斯雷門斯（Moisés Omar HALLESLVENS, 右三）及外長桑多士
（Samuel SANTOS, 右二）、工商部長索羅薩諾（Orlando SOLÓRZANO,
右一）、國防部長芮茲（Martha Elena RUIZ SEVILLA, 左一）等為 104
年中華民國商展揭幕剪綵 (10 月 29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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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 貝 里 斯 大 使 何 登 煌（ 前 排 左 三 ）、 貝 國 外 長 艾 林 頓（Wilfred 
ELRINGTON, 前排左四）及貝國教育部助理次長巴布（Carol BABB, 前
排左二）等貴賓，於出席獎學金行前說明會時，與所有獲獎學生合影留
念 (8 月 8 日 )

駐貝里斯大使可登煌年前往貝京 Belmopan「中央資訊科技辦公室」
（CITO） 將 ISO 27001 證 書 頒 贈 予 貝 國 財 政 部 次 長 維 特 (Joseph 
WAIGHT)(8 月 24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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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貝里斯大使館舉行慶祝我國建國 104 年國慶酒會，由大使何登煌主持
， 貝 國 總 理 巴 洛（Dean BARROW, 右 二 ）、 外 長 艾 林 頓（Wilfred 
ELRINGTON, 右一）均親臨祝賀，並重申臺貝兩國邦誼永固 (10 月 8 日 )

監察院院長張博雅與貝國監察使阿爾蘇 (Lionel ARZU, 左二 ) 簽署「中華
民國監察院與貝里斯監察使公署合作協定」(11 月 12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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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貝里斯大使何登煌將我捐助關懷中心「社區復健計畫」贈款公開轉交
貝里斯總理夫人芭珞 (Kim Simplis BARROW)(12 月 1 日 )

貝里斯副總理兼農業、漁業、森林、環境暨永續發展部部長維加 (Gaspar 
VEGA, 左）與駐貝里斯大使何登煌（右）在貝京共同簽署「中華民國政
府與貝里斯政府間羊隻品種改良計畫合作協定」(12 月 2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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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東紀念醫院副院長張淑雯（左二）在貝里斯市 KHMH 醫院進行眼科
義診門診情形 (10 月 5 日 )

駐阿根廷代表處聯合旅阿僑胞為布宜諾斯艾利斯省水災災民募集物資，
由駐阿根廷代表黃聯昇轉交布省社會發展廳廳長阿帕里西奧 (Eduardo 
APARIC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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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厄瓜多代表謝妙宏主持「光影 ‧ 敘事」臺灣女性攝影家作品展開幕儀
式 (10 月 14 日 )

駐厄瓜多代表謝妙宏及 GAMATV 總經理阿拉貢 (Ulises ALARCÓN) 簽署
「犀利人妻」播映合約書 (8 月 18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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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 聖 露 西 亞 大 使 牟 華 瑋 ( 右 二 ) 偕 同 好 心 人 基 金 會（Care to Help 
Charitable Association）會長翁雁天 ( 右一 ) 同赴聖露西亞總理官邸，捐
贈 38 箱玩具與兒童書，由聖國總理安東尼（Kenny ANTHONY, 左二 ) 親
自代表弱勢兒童接受

駐 聖 露 西 亞 大 使 牟 華 瑋 ( 左 二 )、 露 國 總 督 露 薏 絲 (Dame Pearlette 
LOUISY, 右二 )、代總理皮耶 (Philip J PIERRE, 右一 ) 及商務部長希波莉
(Emma HIPPOLYTE, 左一 ) 共同為第八屆「臺灣 - 聖露西亞貿易夥伴展」
開幕典禮剪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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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 秘 魯 代 表 吳 進 木 與 秘 魯 國 家 競 爭 防 衛 及 智 慧 財 產 權 保 護 機 構
（INDECOPI）主席塔沙諾 (Hebert TASSANO) 簽署臺秘 PKI 合作備忘錄
(1 月 14 日 )

駐聖露西亞大使牟華瑋向聖國總督露薏絲 (Dame_Pearlette_LOUISY) 呈
遞到任國書 (10 月 22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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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青年大使團一行 20 人訪問秘魯 (9 月 14 日至 19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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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參加國際組織、會議與活動

壹、推動參與聯合國體系
自從 60 年聯合國大會通過第 2758 號決議後，我國即無法以

正式身分參與聯合國及其專門機構所主導之各項會議、機制和公

約，惟歷經多年之奮鬥經營，國內之政治經濟及社會各方面均有

長足發展，使國人對拓展國際活動空間及積極參與國際事務更為

重視。基於參與聯合國為全體國人共同之期望，政府爰自 82 年

起正式推動參與聯合國案。

至 96 年止，政府推案多以臺灣人民在聯合國之代表權及參

與權為標的。惟衡諸國際情勢，參與聯合國並非一蹴可及；97 年

5 月起，政府採行理性、務實之推案訴求，爭取有意義參與聯合

國專門機構及功能性組織，此項訴求獲得美國、歐盟國家及日本

等國際社會主要成員之支持。

政府經審慎評估及考量 98 年 5 月我國首度獲邀以觀察員身

分參加第 62 屆「世界衛生大會」(WHA)，相應調整參與聯合國

體系之推案策略，並於98年9月宣布以「國際民航組織」（ICAO）

及「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為優先推動參與之

目標，該年友邦政府首長或代表在聯大總辯論為我執言，友邦駐

聯合國代表也聯名分別致函 ICAO 會員國及 UNFCCC 締約方駐

聯合國代表團，表達支持我國成為該組織 / 機制觀察員之立場。

104 年我國衛生福利部部長第 7 度獲邀以觀察員身分率團出

席 WHA。此外，繼 102 年我交通部民航局獲邀出席 ICAO 大會

以來，國際間支持我國參與 ICAO 之力量持續擴增，104 年共有

巴拉圭參眾議院通過友我聲明、巴西聯邦眾議院外交暨國防委員

會、愛爾蘭參議院、比利時眾議院通過友我決議、美國 24 州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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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議會通過共 35 個友我決議及聲明，德國及葡萄牙議會亦為我

致函 ICAO，支持我國擴大參與 ICAO。

104 年 9 月 15 日至 10 月 6 日之第 70 屆聯合國大會召開期間，

16 位友邦元首或代表為我國發聲，籲請國際社會支持我國擴大參

與聯合國體系，包括 ICAO、WHO 及 UNFCCC 之正當訴求，並

肯定我國對全球發展議題作出之貢獻。104 年 12 月之 UNFCCC
第 21 次締約方大會期間，計有 19 國友邦以致函或執言之方式助

我。

政府將秉持務實、專業、有貢獻之原則，持續爭取國際社會

支持我參與聯合國相關專門機構及機制。

貳、推動參與世界衛生組織
「世界衛生組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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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聯合國大會於 60 年 10 月通過

第 2758 號決議案後，WHO 之決策機構「世界衛生大會」（WHA）

隨之於 61 年 5 月通過第 25.1 號決議案，排除我國之參與資格。

我國衛生官員自彼時起無法參與 WHO 有關全球醫療、衛生政策

之討論，與 WHO 技術部門之正常聯繫管道亦隨之中斷。為改善

此情況，政府自 86 年起推動爭取成為 WHA 觀察員。

經過連續 12 年之積極推動，國際社會已充分瞭解並認同我

國參與 WHO 之必要性，終於促成 WHO 於 98 年元月將我國納入

「國際衛生條例」（IHR）運作機制，WHO 幹事長陳馮富珍並於

4 月 28 日致函行政院衛生署前署長葉金川，邀請我國以「中華臺

北」（Chinese Taipei）名稱及觀察員身分出席第 62 屆 WHA。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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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我國自 61 年以來，首次派團出席 WHO 活動，美國、日本及歐

盟（輪值主席國捷克代表發言）出席 WHA 代表團團長均於全會

中發言歡迎我國代表團與會。

104 年 4 月間，WHO 陳馮幹事長致函邀請衛生福利部部長

率團以觀察員身分出席第 68 屆 WHA，此為我國連續第 7 年受邀

與會。會議期間，我團積極參與議事討論，我國醫衛實力備獲肯

定。104 年除有 9 個友邦於 WHA 全會及委員會中為我執言外，

美國衛生部部長波維爾 (Sylvia M. BURWELL) 亦循例為我案致函

WHO 秘書長，重申美國支持我國擴大參與 WHO 之立場；另美

國國務院於 WHA 會前向國會提交之報告中，明確支持我國推動

參與 WHO 之優先目標，並表示 WHO 內外通訊均應以 Taiwan 或

「WHA 模式」下之「中華臺北」(Chinese Taipei) 稱我。

我國將持續與 WHO 交涉，表達我國不接受其以不當名稱稱

我國之嚴正立場，另將繼續善用出席 WHA 之機會，掌握國際衛

生議題發展之脈動，積極建立衛生專業領域國際網絡及回饋國際

社會，爭取國際支持，共同促請 WHO 納我擴大參與該組織會議、

活動與機制。

參、參與聯合國以外之政府間國際組織
除推動參與聯合國之工作外，我國政府亦積極運用政、經及

科技實力，以靈活務實之作法，鞏固我國已加入之各國際組織之

關係，維護我國會籍地位與權益。對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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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取參與其活動之機會。

104 年我國在 37 個政府間國際組織或其下屬機構擁有會籍，

包括「亞太經濟合作」(APEC)、「世界貿易組織」（WTO）、「亞

洲選舉官署協會」（AAEA）、「亞非農村發展組織」（AAR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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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貿易組織法律諮詢中心」（ACWL）、「亞洲開發銀行」

（ADB）、「亞太農業研究機構聯盟」（APAARI）、「亞太防

制洗錢組織」（APG）、「亞太法定計量論壇」（APLMF）、

「亞洲生產力組織」（APO）、「亞太區追討犯罪所得機構網絡」

（ARIN-AP）、「亞洲醫療器材法規調和會」(AHWP）、「亞

蔬－世界蔬菜中心」（AVRDC- The World Vegetable Center）、

「世界選舉機關協會」(A-WEB)、「中美洲銀行」（CABEI）、

「南方黑鮪保育委員會延伸委員會」（Extended Commission, 
CCSBT）、「國際衛星輔助搜救組織」（COSPAS-SARSAT）、

「艾格蒙聯盟」（EG）、「亞太糧食肥料技術中心」（FFTC/
ASPAC）、「國際保險監理官協會」（IAIS）、「美洲熱帶鮪魚

委員會」（IATTC）、「國際政府資訊科技理事會」（ICA）、「國

際棉業諮詢委員會」（ICAC）、「國際競爭網絡」（ICN）、「審

計監理機關國際論壇」（IFIAR）、「國際證券管理機構組織」

（IOSCO）、「國際種子檢查協會」（ISTA）、「北太平洋鮪類

及似鮪類國際科學委員會」（ISC）、「北太平洋漁業委員會」

（NPFC）、「世界動物衛生組織」（OIE）、「東南亞國家中央

銀行總裁聯合會」（SEACEN）、「亞洲稅務行政暨研究組織」

（SGATAR）、「南太平洋區域漁業管理組織」（SPRFMO）、

「標準與貿易發展機構」（STD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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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關務組織」（WCO）下屬之「關稅估價技術

委員會」（Technical Committee on Customs Valuation）以及「中

西太平洋漁業委員會」（WCPFC）等政府間國際組織。

另我國以觀察員等地位參與 21 個政府間國際組織或其下屬

機構，包括「中美洲軍事會議」（CFAC）、「國際度量衡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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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PM）、「歐洲復興開發銀行」（EBRD）、「糧食援助委員會」

(FAC）、「中美洲暨加勒比海盆地國會議長論壇」（FOPREL）、

「全球生物多樣性資訊機構」（GBIF）、「國際民航組織大會」

（Assembly of ICAO）、「國際大西洋鮪類資源保育委員會」

（ICCAT）、「美洲開發銀行」（IDB）、「國際穀物理事會」

（IGC）、「國際再生能源組織」（IRENA）、「國際間鑽石

原石進出口認證標準機制」（KP）、「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ECD ）下屬之「競爭委員會」（Competition Committee）、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 ）下屬之「鋼鐵委員會」（Steel 
Committee）、「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 ）下屬之「漁

業委員會」（Fisheries Committee ）、「國際法定計量組織」

（OIML）、「中美洲議會」（PARLACEN）、「太平洋島國論壇」

(PIF)、「中美洲統合體」（SIC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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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世界衛生大會」(WHA)。茲將我

國參與政府間國際組織之重要進展略述於後：

一、亞太經濟合作（APEC）：
( 一 ) 我國於 80 年加入「亞太經濟合作」（APEC），目前

APEC 共有 21 個會員，係亞太區域最重要的經貿合作
論壇，旨在透過「貿易暨投資自由化」、「商業便捷化」
及「經濟暨技術合作」，推動區域經濟整合，達成促
進亞太地區經濟成長與永續發展，以及共享繁榮之目
標。

( 二 ) 104 年前副總統蕭萬長代表馬總統出席 11 月在菲律賓
馬尼拉舉行之第 23 屆 APEC 經濟領袖會議 (AELM)，
與會期間除與美國、日本、新加坡之領袖 ( 代表 ) 進行
雙邊會談外，並與相關會員領袖包括美國總統歐巴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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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總統艾奎諾、澳洲總理譚伯、馬來西亞總理納
吉、巴紐總理歐奈爾、加拿大總理杜魯道、墨西哥總
統裴尼亞、紐西蘭總理凱伊、韓國大統領朴槿惠、秘
魯總統烏馬拉及越南國家主席張晉創進行場邊晤談與
互動，說明我政府相關政策與表達爭取加入區域經濟
整合機制之決心，並就我與相關國家之雙邊經貿關係
交換意見，爭取各會員對我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協定」
(TPP) 及「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 之支持。

( 三 ) 104 年我國出席近 200 場 APEC 會議與活動，與會人
數逾 600 人次，包括 1 場經濟領袖會議、部長級年會、
14 場專業部長會議及高階會議（包括電信、貿易、人
力建構、結構改革、財政、衛生與經濟、災害管理、
科學與技術、婦女與經濟、中小企業、糧食安全與藍
色經濟、交通、能源及林業）、7 場資深官員會議、
各工作小組或次級論壇會議與研討會、4 場「APEC 企
業諮詢委員會」會議以及「APEC 企業領袖高峰會」。
同年我國在臺舉辦共計 28 場 APEC 會議及活動，涵蓋
中小企業、能源、衛生、能力建構、女性與經濟發展
及海洋資源保育等領域，使各會員進一步瞭解我國推
動各專業議題領域之努力與成果，展現我國在 APEC
之積極參與及實質貢獻。

二、亞洲開發銀行（ADB）：

亞洲開發銀行成立於 55 年，總部設於菲律賓首都馬尼拉，

我為創始會員之一，目前有 67 個會員。我國與韓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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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我國自 72 年起成為亞銀之亞洲開發基金

（ADF）捐助國。

三、美洲開發銀行（I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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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於 48 年，總部設於美國華府，旨在提供貸款及技術
協助予美洲地區之會員國政府機構或其私人企業，以促進
區域內會員國之經社發展。IDB 自 80 年邀我國以觀察員

身分出席該行理事會年會起，政府每年皆組團參加該行年
會，並積極尋求深化我與 IDB 之合作。另我國財團法人
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與 IDB 所屬「多邊投資基金」(MIF)
共 同 設 有「 金 融 機 構 發 展 基 金 」(Specialized Financial 
Intermediate Development Fund)，協助 IDB 若干會員國執
行專業微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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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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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個會員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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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經貿組織。OECD 下轄 200 多個專業委員會及工作小
組，規模龐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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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MEs）之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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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個會員及
36 個受援國。我國於 80 年在歐銀設立技術合作基金，與
歐銀合作協助其受援國經社發展，歐銀每年亦邀我國以特

別觀察員身分參加該行理事會年會及相關活動。104 年我
國邀請歐銀總裁查卡巴提 (Suma CHAKRABARTI) 偕員訪
華、基礎建設總處 (MEI) 總處長邁爾 (Thomas MAIER)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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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華舉辦商機說明會，亦透過歐銀陸續邀請土耳其、哈薩
克、白俄羅斯、羅馬尼亞等歐銀受援國業者籌組商機媒合
團訪華，藉此與我國資通訊、國道電子收費等領域業者建
立夥伴關係，累積我國業者爭取國際商機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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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個會員國，包括瓜地馬拉、薩爾瓦多、宏都拉斯、
尼加拉瓜與哥斯大黎加 5 個創始會員國，以及我國、墨西
哥、阿根廷、哥倫比亞、西班牙、多明尼加、巴拿馬 7 個
區域外會員國。102 年我國順利參與 CABEI 增資案，本
年我國續維持為持股最多之區域外會員國，有助鞏固我會

員地位，強化同為 CABEI 會員友邦之邦誼，並擴大區域
影響力。

七、泛美發展基金會（PADF）：
我國與「美洲國家組織」（OAS）所屬「泛美發展基金
會」合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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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PADF Disaster Assistance and 
Reconstruction Fund），協助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進
行災害防治，迄 104 年於海地東南部邊境、宏都拉斯首都、
聖文森及貝里斯進行 4 項災害防治計畫。

八、亞太防制洗錢組織（APG）：

該組織為亞太地區防制洗錢犯罪之多邊機制，秘書處設於

澳大利亞雪梨，目前有 41 個會員。為深化參與 APG，我

國自 100 年起與 APG 進行兩年期合作計畫，協助其提升

太平洋島國相關能力建構訓練，執行成效良好，104 年進



第二章 對外關係

- 375 -

行第 3 次兩年期捐助。104 年 3 月 23 至 26 日 APG 秘書

長胡克 (Gordon HOOK) 應邀訪問我國，就風險評估、打

擊恐怖主義，及執行目標性金融制裁進行專題演說，並就

我國將於 107 年期間接受 APG 第三輪相互評鑑提供指導，

以提升我國評等。

九、艾格蒙聯盟（EG）：

84 年在比利時成立，旨在提供會員國間防制跨國洗錢犯
罪之相互合作與資訊交換平臺，其秘書處設於加拿大多倫
多，目前有 151 個會員。我國法務部調查局洗錢防制處
（Anti-Money Laundering Division, AMLD）於 87 年加入
該聯盟。EG 第 23 屆年會於 104 年 6 月 7 日至 12 日在巴
貝多橋鎮舉行，法務部調查局與外交部共同組團與會，我
均藉此平臺推動與其他會員國簽署雙邊防制洗錢合作協定
或備忘錄，迄 104 年已與 38 個國家（地區）簽署。

十、區域漁業管理組織：

我國遠洋漁業居全球翹楚，作業漁場遍佈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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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onal Fisheries 
Management Organizations, RFMOs）之公約協商談判。迄
104 年底為止，我國已成功加入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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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ended Commission）、
「中西太平洋漁業委員會」（WCPFC）、「美洲熱帶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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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委員會」（IATTC）、「南太平洋區域漁業管理組織」
（SPRFMO）及「北太平洋漁業委員會」（NPFC）之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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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政府續爭取深化參與各洋區區域漁業
管理組織，與全球各國共同致力於促進海洋漁業資源之養
護與永續發展，並鞏固我國會籍權益。

十一、國際刑警組織 (INTERPOL)：
基於維護國境安全以增進人民福祉之需要，及盼能與國際

社會合作，以因應日益猖獗之跨國犯罪及國際恐怖主義等

共同迫切課題，我國積極推動參與 INTERPOL。104 年 4
月 16 日美國聯邦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亞太小組主席邵建隆

（Matt SALMON, R-AZ）等提出眾院第 1853 號法案，支

持我國以觀察員身分參與 INTERPOL，11 月 2 日獲眾院

以 392:0 通過；參議院外委會亞太小組主席加德納 (Cory 
GARDNER, R-CO) 等 亦 於 12 月 18 日 相 應 提 出 參 院 第

2426 號法案支持我國以觀察員身分參與 INTERPOL。

十二、世界貿易組織 (WTO)：
( 一 ) 參與 WTO 第 10 屆部長會議 (MC10)：我國由經濟部

部長鄧振中 偕相關部會同仁共同參與 12 月 15 日至 18
日 WTO 於肯亞奈洛比召開第 10 屆部長會議。本次會
議就農業及低度開發國家發展議題等達致共識。我國
常駐 WTO 代表團持續積極參與多邊談判，以維護我
國經貿權益。

( 二 ) 完成「 資訊科技協定 」 擴大談判 (ITA expansion)：該
項複邊談判自 101 年啟始，歷經 3 年，終在本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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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日 WTO 第 10 屆部長會議期間完成談判，有助我國
資通訊業者降低出口關稅成本。此外，我國在 WTO
場域下已參與並完成修正「政府採購協定（GPA）」，
另刻正積極參與「服務貿易協定（TiSA）」及「環境
商品協定（EGA）」等複邊談判，藉此持續參與國際
經貿整合，爭取國際市場。

( 三 ) 邀請 WTO 官員訪問我國並共同辦理相關活動：我國
邀請 WTO 入會處處長奧薩魁 (Chiedu OSAKWE) 及技
術暨訓練處處長池蕾拉 (Bridget CHILALA) 等人訪問
我國各 5 日。此外，鑒於 WTO 建立於 84 年 1 月 1 日，
迄本年已成立 20 週年，我國特別舉辦「WTO 二十週
年：回顧與展望」國際研討會及相關系列活動，包括
與 WTO 合辦貿易便捷化國家級研討會、服務業國家
級研討會及動植物防疫檢疫國家級研討會等，持續深
化與 WTO 之合作。

  (四 )我國駐團同仁獲選擔任 「  進口簽證委員會 (Committee 
on Import Licensing)」主席：本年我國駐團同仁獲選擔
任「進口簽證委員會」主席，係我國自 102 年起連續
第三年獲選擔任相關委員會主席，顯見我國相關專業
頗獲肯定。另我國駐團賴大使已持續擔任「新入會員
集團」(RAMs) 協調人。我國將持續培植國際經貿人
才，爭取擔任 WTO 重要職位，以開拓我國國際能見
度。

( 五 ) 運用 WTO 場合宣介我國援助成果：我國藉由 WTO 每
兩年舉行一次之「全球貿易援助檢視會議」( Global 
Review of Aid for Trade)，宣介我國援助成效。本年舉
辦第 5 屆貿易援助會議時，我國於會外舉行援外成果
說明會，邀請宏都拉斯駐 WTO 大使卡斯提洛 (Dacio 
CASTILLO) 擔任主持，與談人包括中美洲經濟整合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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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處秘書長維加拉 (Carmen Gisela VERGARA)、史瓦
濟蘭駐 WTO 大使桂布 (Njabuliso Busisiwe GWEBU)、
國際世界展望會處長格溫 (Beris GWYNNE) 等，頗具
文宣效果。另我國與 WTO 秘書處簽署為期三年之備
忘錄 (MOU)，自 103 年至 105 年每年捐助 WTO 週邊
組織之「標準與貿易發展機構基金」(STDF)，以強化
開發中國家執行動植物防疫檢疫措施 (SPS) 之能力，
藉以深化國際參與。

十三、跨太平洋夥伴協定 (TPP)：
( 一 ) TPP 已於 105 年 2 月 4 日完成簽署，惟需 12 個成員國

完成國會批准程序後，協定始能生效，嗣開放新成員
加入。依據協定條文，TPP 協定生效約需 2 年。

( 二 ) 在 TPP 生效前，相關行政部門已積極推動談判準備，
包括進  行經貿法規體制盤點。外交部協助營造友我外
在氛圍，刻正推動工作，包括 (1) 責成我國駐 TPP 相
關館處蒐報 TPP 成員國會批准進程，以掌握我國推案
時機；(2) 持續說明我國加入第二輪談判意願；(3) 促
洽我國與 TPP 成員國啟動雙邊 ECA 談判或其他堆積
木協定等，以實質推展我國加入 TPP 之進程。

肆、參與非政府間國際組織會議與活動現況

一、協助國內非政府組織參與或舉辦國際會議及活動：
外交部協助民間團體從事國際參與事務，係依據外交部
「補助民間團體從事國際交流及活動要點」，以經費補助
方式展現政府對民間團體從事國際交流活動之具體支持，
並相互合作促成渠等與政府建構緊密夥伴關係，提昇我國
際參與之成效，展現我國軟實力，提升國際能見度。104



第二章 對外關係

- 379 -

年外交部非政府組織國際事務會依據該要點，受理國內民
間團體從事國際活動補助申請案件共 851 件，其中酌予經
費補助 729 件。外交部除補助經費外，另亦積極輔導及協
助我非政府組織（NGO）進行國際連結與合作，重要案例
分述如下：

( 一 ) 協助我 NGO 參與國際重要會議或活動： 
1、 協助「財團法人臺北市婦女救援社會福利事業基金

會」於 3 月間赴美國華府出席「第 7 屆美國衛生與
家庭暴力雙年會」。

2、 協助「財團法人羅慧夫顱顏基金會」於 3 月間出席
「第 7 屆巴基斯坦國際唇顎裂醫療學術研討會」。

3、 協助「亞洲健康識能學會」於 5 月間赴瑞士日內瓦
參加「2015 年日內瓦全球健康識能論壇」。

4、 協助「中華民國女法官協會」於 5 月間派員赴菲律
賓出席「2015 年國際女法官協會最高行政會暨理
事會會議」及「2015 年國際女法官協會亞太區域
會議」。

5、 協助「財團法人臺灣紅絲帶基金會」於 5 月間赴日
本東京參加「2015 看見臺灣的彩虹―臺日同志發
聲計畫」。

6、 協助「財團法人董氏基金會」於 3 月間赴日本東京
出席「女性心理健康第六屆世界研討會」。

7、 協助「社團法人中華社會福利聯合勸募協會」於 5
月間赴荷蘭出席「國際聯勸領袖論壇」。

8、 協助「臺北市迎新會」於5月間赴英國倫敦出席「國
際迎新總會國際理事會議」。

9、 協助「中華民國婦女協會」於 5 月間赴土耳其出席
「國際婦女理事會第 34 屆大會」。

10、協助「財團法人公益平臺文化基金會」等 9 位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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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O 團體代表於 6 月間赴美國華府參加「美國國
際志工行動協會」（American Council for Volunteer 
International Action，簡稱 InterAction）2015年年會。

11、 協助「社團法人國際生命線臺灣總會」於 6 月間赴
加拿大蒙特婁參加「國際自殺防治協會第 28 屆世
界年會」。

12、 協助「國際青年商會中華民國總會」於 6 月間赴馬
來西亞亞庇參加「2015 年 JCI 馬來西亞沙巴亞庇
亞太大會」。

13、 協助「國際扶輪臺灣總會」於 6 月間赴巴西聖保羅
參加「2015 年聖保羅國際扶輪世界年會」。

14、 協助「國際同濟會臺灣總會」於 6 月間赴美國參加
「國際同濟會 2015 世界年會」。

15、 協助「臺灣展翅協會」於 6 月間赴荷蘭海牙出席
「INHOPE 國際檢舉熱線聯盟會員大會國際參與方
案」。

16、 協助「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於 6 月
間赴義大利米蘭出席「第 8 屆社會企業世界論壇」
（Social Enterprise World Forum）。

17、 協助「社團法人臺灣廚師聯盟」於 7 月間組團赴美
國奧蘭多參加「美國廚藝聯盟（ACF）2015 年會」。

18、 協助「中華國家競爭力研究學會」於 7 月間派員赴
新加坡參加「2015 年第 6 屆新加坡國際風險評估
與掃描論壇」。

19、 協助「中華創新發明學會」於 7 月間組團赴日本參
加「2015 第 29 屆日本東京創新天才發明展」。

20、 協助「中國行政學會」於 7 月間組團赴法國巴黎出
席「2015 年國際行政學校暨機構聯合會年會暨理
事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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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協助「中華臺北特奧會代表團」於 7 月間赴洛杉磯
參加「2015 年夏季世界特殊奧林匹克運動會」。

22、 協助「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於 7 月間赴
葡萄牙里斯本出席「第 14 屆長者及傷殘人士交通
及運輸服務國際大會」。

23、 協助「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於 7 月間赴
泰國出席「國際工作組織亞洲區會研討會議」。

24、 協助「財團法人陽光社會福利基金會」於 7 月間赴
美國華府出席「2015 年國際心理腫瘤醫學會國際
研討會」。

25、 協助「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聽障聯盟」於 7 月間赴土
耳其出席「世界聾人聯合會第 17 屆世界大會」。

26、 協助「臺灣醫學生聯合會」於 8 月間組團赴馬其頓
參加「第 64 屆世界醫學生聯盟八月大會」。

27、 協助「臺灣資訊整合協會」於 8 月間赴美國達拉斯
參加「2015 世界盃電腦應用技能競賽」全球總決
賽。

28、 協助「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學會」於 8 月間組團赴新
加坡參加「第 20 屆亞澳醫事放射師學術大會」。

29、 協助「中華國際人權促進會」於 8 月間赴美國紐約
參加「第 12 屆國際青少年人權高峰會」。

30、 輔導及協助「中華民國退伍軍人協會」高仲源理事
長於 8 月間赴波蘭索波特（Sopot）參加世界退伍
軍人聯合會（World Veterans Federation, WVF）第
28 屆代表大會，高仲源並當選該會亞洲太平洋常
務理事會（SCAP）主席，並兼任 WVF 副總會長
（Vice President）。

31、 協助「國際乾洗協會中華民國總會」於 9 月間赴日
本大阪參加「2015 IDC 國際洗染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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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協助「世界自由民主聯盟中華民國總會」秘書長葛
永光教授於 9 月間赴奧地利及瑞典研究「國際監察
組織（International Ombudsman Institute, IOI）」，
及赴美國華府出席喬治華盛頓大學主辦之研討會。

33、 協助「中華民國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於 9 月間赴
瑞典出席「第 6 屆國際家庭照顧者研討會」。

34、 協助「國際外科學會世界總會」、「國際外科學會
印尼總會」、「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及印尼
「Pattimura University 附設醫院」於 10 月間簽署醫
療合作 MOU。

35、 協助「臺灣展翅協會」於 11 月間赴葡萄牙出席
「2015 Inhope 國際檢舉熱線聯盟里斯本會員大
會」。

36、 協助「財團法人天主教善牧社會福利基金會」於
11 月間赴義大利出席教廷宗座社會科學院舉辦「以
愛戰勝恐懼、貪婪及奴役：青年投身人口販運防制
國際研討會」。

37、 協助「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於 12
月間於「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 
COP21) 氣候世代會場舉辦周邊會議。

( 二 ) 爭取及協助我 NGO 在臺舉辦國際會議或活動
1、 協助中華民國自由車協會在臺舉辦「2015 年國際

自由車環臺公路大賽」，該活動係國際自由車總會
認可之賽事，亦是亞奧運積分賽暨奧運資格賽活
動。

2、 協助世界自由民主聯盟中華民國總會於 1 月在臺北
市舉辦「2015 年世界自由日慶祝大會―公民社會
與民主治理」。

3、 協助臺灣女醫師協會於 4 月間在臺北舉辦「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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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太平洋區世界女醫師大會」。
4、 協助「國際蘭馨交流協會中華民國總會」於 4 月間

在臺舉辦「2015 臺灣專區年會」。
5、 協助「臺灣社會福利學會」於 5 月間在臺舉辦「從

社會福利觀點看全球風險、國家治理與在地照顧學
術研討會」。

6、 協助「財團法人喜憨兒社會福利基金會」於 6 月間
在臺舉辦「喜憨兒基金會 20 週年慶祝大會暨身心
障礙者醫療與照顧國際研討會」。

7、 協 助 接 待 國 際 扶 輪（Rotary International） 甄 選
「2021/2022 國際扶輪世界年會」主辦城市之評選
委員一行 6 人評審團主席為國際扶輪理事圖曼干
(Guiller TUMANGAN），說明我國在年會期間將
提供之簽證及國際宣傳協助。國際扶輪並已宣布
「2021 國際扶輪世界年會」由臺北市擔任主辦城
市。

8、 成功協助「社團法人中國工程師學會」於 7 月間在
臺舉辦「亞洲及太平洋工程師組職聯盟（FEIAP）
第 3 屆國際研討會暨第 23 次大會」。

9、 協助「臺灣年輕藥師協會」於8月間在臺舉辦「2015
年亞洲年輕藥事人力論壇」。

10、 協助「地方民代公益論壇」於 8 月間在臺舉辦
「2015 年全球民代公益論壇」，邀請「歐洲區
域立法議會聯合會」（CALRE）主席卡他尼歐
(Raffaele CATTANEO, 義大利 Lombardia 區議會主
席）、「日本地方議員聯盟」會長松田良昭（神奈
川縣議會議長）及「菲律賓議員聯盟」（PCL）主
席克魯茲費南德茲 (Maybelyn Rose DE LA CRUZ-
FERNANDEZ) 等各國議會聯合會領袖訪問我國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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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11、 協助接待臺灣民主基金會於 8 月間辦理「2015

亞洲青年領袖民主研習營」27 位青年領袖訪華
拜會行程。協助「國際透明組織（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亞 太 區 主 任 普 利 帕 特 (Srirak 
PLIPAT) 於 8 月間訪問我國。

12、 協助「臺北市航空貨運承攬商業同業公會」於 9 月
間在臺辦理「第 42 屆亞太區航空貨運公會及協會
聯合會行政協調會議」。

13、 協助「國際木球總會」於 10 月間在臺舉辦「第 4
屆使節盃木球聯誼賽」，邀請各國駐華使節與代表
與會。協助臺北市廣告代理商業同業公會於 11 月
間在臺舉辦「2015 亞洲廣告會議」。

14、 協助「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於 10
月間在臺舉辦「亞洲女孩人權研討會」。

15、 協助「財團法人臺北市賽珍珠基金會」於 10 月
間 赴 菲 律 賓 參 加「Asia-Pacific Financial Inclusion 
Summit 2015」。

16、 協助「臺北 101 工商婦女企業管理協會」於 10 月
間赴突尼西亞參與「世界女企業家協會 2015 World 
Committee」。

17、 協助「臺灣展翅協會」於 11 月間在臺舉辦「網路
兒少性剝削國際研討會」。

18、 協助財團法人臺北市婦女救援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於 11 月間舉辦「親密關係暴力預防國際研討會」。

二、協助國內非政府組織參與國際合作及國際人道援助

( 一 ) 國際合作案：

1、 協助「國際外科學會中華民國總會」與「國際外科
學會」合作在芝加哥醫學博物館設置臺灣醫學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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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2、 協助國際非政府組織「幫幫忙基金會」及我「財團

法人福智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辦理愛心物資
運送至索羅門群島、馬紹爾群島、諾魯、吐瓦魯及
吉里巴斯。

3、 協助「普賢教育基金會」與「阿彌陀佛關懷協會非
洲執行委員會」共同辦理「海外正體中文教學」國
際合作案。

4、 協助「奧比斯防盲救盲基金會」辦理「印度西孟加
拉邦兒童防盲全面計畫」。

5、 協助「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與「國際反
地雷組織暨集束彈藥聯盟」合作辦理「終結亞太地
區地雷之害計畫」。

6、 協助非政府國際組織「糧食濟貧組織」及我「財團
法人福智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於友邦聖露
西亞執行「St. Lucia Islandwide Schools Initiative 計
畫」。

( 二 ) 協助國內非政府組織從事國際人道關懷與救助：
1、 協助「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辦理

「亞洲女孩人權聯盟」及「亞洲婦女安置網路」等
兩項三年計畫。

2、 協助尼泊爾進行震後救災及重建工作：震災後協調
華航客機載運我國民眾捐獻物資赴災區馳援，並協
助「靈鷲山慈善基金會」、「國際佛光會」、「中
華民國紅十字會」辦理對尼捐贈儀式。

3、 依據「勸募活動財務使用計畫―外交部辦理尼泊爾
地震賑災善款使用計畫」協助「臺灣海外援助發展
聯盟」辦理尼泊爾震災後重建「社區發展中心旗艦
型計畫」及「山區醫療站功能提升及醫療照護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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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另協助國合會與「國際關懷協會尼泊爾分會」
及「世界展望會尼泊爾分會」等 INGO 合作，辦理
「尼泊爾廓爾喀縣（Gotkha）糧食安全及生計支援
計畫」及「衛生站重建計畫」。

4、 協助「財團法人臺灣世界展望會」辦理「資助兒童
計畫」。

5、 協助「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及「路竹會」
與「日本醫師會」簽署「臺日雙方同意於災害發生
時相互派遣醫師與醫療系統救援協定」。

6、 協助「財團法人聯新文教基金會」於 5 月赴尼泊爾
進行緊急人道醫療救援義診服務。

7、 協助中國醫藥大學於 6 月 28 日至 9 月 27 日赴馬來
西亞中部及北部辦理巡迴義診活動。

8、 協助中國醫藥大學於 7 月赴泰北、緬甸及寮國辦理
「三國演義」國際醫療志工服務隊義診活動。

9、 協助臺北醫學大學 7 月赴史瓦濟蘭辦理「2015 暑
期史瓦濟蘭王國服務隊」義診服務。

10、 協助「社團法人高雄市夢想城市發展協會」於 7 月
赴印度新德里、加爾各答及西姆拉等地區提供當地
貧民及華僑義診服務。

11、 協助「財團法人福智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於
7 月赴蒙古進行義診。

12、 協助「屏東醫療財團法人屏東基督教醫院」於 7 月
31 日至 8 月 16 日偕高雄醫學大學、義大醫院、林
口長庚紀念醫院及高雄長庚醫院之醫療人士赴印尼
義診。

13、 協助中國醫藥大學於 8 月赴越南辦理義診志工服務
活動。

14、 協助「財團法人中華基督教路加傳道會」所屬中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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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醫服務團於 8 月赴緬甸臘戍地區進行義診。
15、 協助「靈鷲山慈善基金會」與「臺灣健康服務協會」

於 8 月共組醫療團赴緬甸馳援洪澇災民。
16、 協助「靈鷲山慈善基金會」與「臺灣健康服務協會」

共組「醫療二團」於 10 月赴尼泊爾加德滿都提供
地震災民後續醫療照護。

17、 協助「財團法人羅慧夫顱顏基金會」於 12 月與柬
埔寨金邊國家兒童醫院共同合作「唇顎裂義診行
動」，並舉辦顱顏醫療研討會。

三、辦理 NGO 國際事務人才培訓
為積極培育我 NGO 參與國際事務人才，外交部積極辦理
各項 NGO 國際人才培訓計畫，104 年共計培訓 2,038 人，
重要培訓計畫辦理情形如后：
1、甄選 NGO 重要幹部 10 名組成 NGO 代表團，赴美參

加「美國國際志工行動協會」（American Council for 
Voluntary International Action, 簡稱 InterAction）年會。

2、 選 送 9 名 國 內 NGO 幹 部 赴 海 外 國 際 非 政 府 組 織
（INGO）實習，參與學員赴海外 INGO 實習地點包括：
馬 來 西 亞「World Scout Organization Movement」、
哥 斯 大 黎 加「 國 際 地 球 憲 章 」（Earth Charter 
International, ECI）、 緬 甸「 蒙 恩 之 家 」（House of 
Grace）、 義 大 利「International Links and Services for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gencies」等，議題包括
人權、人道援助、環保及永續發展等聯合國後 2015 年
永續發展目標（SDGs）所關注之領域。

3、 配合教育部青年發展署辦理「一日首長體驗見習計
畫」，共計 14 名學員參加，以利伊等瞭解外交部對
政府推動青年國際參與之用心及瞭解外交部協助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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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O 及我與 INGO 之合作方式。
4、 「國際青年大使 WHA 觀察團」共計 5 名學員參加，

該團於 5 月赴瑞士日內瓦實地觀察世界衛生大會相關
會議及活動。

5、 國際青年大使人才培訓計畫之校園宣導、前訓、集訓、
海外表演、成果發表會等活動，結合我國永續、環保、
慈善等永續發展議題並宣導 NGO 相關事務，對象有我
國大專校園學生、青年大使、家長及社會人士等，合
計超過 2,0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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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條約協定及法律事務

壹、我國與各國簽訂條約與協定情形
104 年間，我國政府分別與秘魯、芬蘭、布吉納法索、列支

敦斯登、瓜地馬拉、斯洛伐克、以色列、越南、宏都拉斯、奈及

利亞、諾魯、約旦、英屬耿西島、韓國、哥倫比亞、賴比瑞亞、

南非、聖文森、澳大利亞、波蘭、史瓦濟蘭、尼加拉瓜、美國、

菲律賓、薩爾瓦多、宏都拉斯、巴拿馬、日本、貝里斯、印度、

多明尼加及捷克等 32 國及國際稻米研究所、APEC 等 2 個國際組

織簽訂各類協定共計 40 件，範圍包括農林漁牧、技術合作、智

慧財產、租稅、洗錢防制、移民事務、能源、工業、經貿、投資、

教育文化、度假打工、外交領事、交通運輸、科技合作、標準、

關務及司法等合作項目。

貳、條約協定及涉外法律之研究諮詢
應外交部各司、處及有關單位之請求，就有關問題及重大案

件研提法律意見，本年共計 1,025 件。

參、受理委辦涉外法律事務
一、受理國內法院及其他機關委託送達訴訟文書或在外國調查

證據；受理外國法院及其他司法機關擬在我國調查證據或
送達訴訟文書案件。本年辦理我各級法院、其他機關囑託
送達訴訟文書、在外國調查證據事項及外國法院委託我司
法機關之司法互助事項，計約 12,000 件。

二、依據國籍法、國籍法施行細則暨國籍變更申請程序之規
定，本年協助處理旅外國人申請喪失國籍案、撤銷喪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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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案及受理取得或歸化國籍文件查證等約 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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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處理訴願事件。

外交部條約法律司司長兼任訴願會主任委員，本年共有委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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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委員由外交部司處長兼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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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館處不予簽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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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計 149 件，均由外交部訴願會報請行政

院核處。

伍、推動環境外交
外交部條約法律司於 96 年成立「環境永續外交小組」，以

協調國內相關機關與外交部相關單位，共同推動參與「聯合國氣

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等國際環境公約及組織。該小

組功能定位於環境外交政策規畫、外交部內外協調及資源整合運

用，並以積極參與國際環境議題為發展重點，期能達成策略目標

如次：一、掌握國際趨勢並防範可能之國際制裁；二、加強國際

多邊參與；三、促進與友邦之雙邊關係。101 年組織改造後，該

小組已更名為「國際環境公約科」，其策略目標增加第四點，推

動再生能源與環境議題之國際合作並拓銷相關海外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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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國際傳播、公眾外交及國際文教

第一項 國際傳播推動

壹、當前國際傳播工作的目標與主軸
國際傳播工作旨在配合國家總體外交，宣揚我國重大政策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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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傳播工作目標，不僅要讓世界看見

臺灣，更要讓世界深入瞭解臺灣、肯定臺灣。

當前國際文宣主軸除延續過去強調我國民主自由與經濟發展

之成就外，將更加著重宣揚「活路外交」及「兩岸和解」政策內

涵，並積極運用臺灣經貿及文化實力，在國際社會上形塑臺灣為

「和平締造者」、「人道援助者」、「文化交流推動者」、「新

科技及商機創造者」以及「中華文化領航者」，以彰顯我國為國

際社會不可或缺之夥伴關係及角色。

貳、本年國際文宣工作之具體作為

一、辦理國際媒體晉訪及晉見總統案
( 一 ) 安排美國「華爾街日報」、英國「國家廣播公司」、

英國「湯森路透社」及美國「彭博新聞社」等國際知
名媒體晉訪總統，獲刊專文報導 28 篇次。

( 二 ) 籌辦美國「洛杉磯時報」、「麥克拉齊報團」及加拿
大「環球郵報」等 3 位駐亞洲特派員組團訪華並晉見
總統，獲刊報導 13 篇。

二、辦理總統出訪及活動文宣
( 一 ) 配合總統出訪中南美洲友邦辦理國際文宣作業，計獲

全球媒體報導 221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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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辦理總統與史丹福大學學者及歐洲議會視訊會議，計
獲國際媒體報導 30 篇。

( 三 ) 配合在新加坡舉行之「兩岸領導人會面」辦理國際文
宣工作，受理 36 家國際媒體之 81 名記者報名採訪，
並派員赴新加坡辦理媒體接待工作，共有來自全球
193 家計 621 名記者至現場採訪，獲刊報導 1,227 篇。

三、辦理國際輿情蒐報及外館投書

每日蒐報國際媒體對我國各議題之報導，全年計有 1 萬

6,544篇，其中「兩岸領導人會面」之相關媒體報導計1,329
篇。另針對政府政策或不利於我國之負面報導，隨時指示
外館投書駁斥，計獲刊 169 篇。

四、辦理我國參加「世界衛生大會」（WHA）國際文宣案
配合我國參加「世界衛生大會」(WHA)，洽獲國際媒體刊
登衛福部部長蔣丙煌專文及相關報導計 74 篇。

五、辦理我國參與「亞太經濟合作」（APEC）年會國際文宣案

配合「亞太經濟合作」（APEC）年會 11 月 13 日至 19 日

在菲律賓馬尼拉舉行，辦理各項文宣作為，包括以臺灣
尖端企業對全球經濟貢獻為題製作平面廣告在 Bloomberg 
Businessweek 2016 特刊及「菲律賓每日詢問者報」、「馬
尼拉公報」2 家主流菲報刊登、拍攝 30 秒英文版廣告片
於美國 CNBC Asia 頻道託播，並加製印尼、越、泰、日、
法、西、德、俄等 8 國語言字幕以國家形象廣告形式提供
外館推廣運用、籌組國際媒體記者訪華團、製作書法家朱
振南惠賜「廣結善緣」四字墨寶為扇面標語之摺扇文宣
品、辦理國內赴菲採訪記者新聞服務及舉辦 4 場領袖代表
中外記者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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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辦理推動參與「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 
  國際文宣案

配合「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11 月 30
日至 12 月 12 日在法國首都巴黎舉行第 21 屆締約方大會
（COP21），請外館洽刊環保署署長魏國彥專文，以我國
協助友邦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興建太陽能電廠、Ubike
及 Gogoro 等綠能交通工具、寶特瓶與咖啡渣回收再利用
技術為主題拍攝 3 部文宣短片；且首度於「巴黎大皇宮」
以互動式數位遊戲方式舉辦文宣活動，及以咖啡紗紡織品
為活動贈品，展現我國先進之環保技術。

七、配合我國第 14 任總統副總統選舉辦理國際媒體接待事宜
建置總統大選專屬網站及國際媒體記者報名網站，並設置
國際媒體工作室，供國際記者發稿之用，計受理 128 家國
際媒體共 383 名自費訪華之記者申請採訪證，以及中央選
舉委員會核發之計票中心採訪證。外交部並安排國際媒體
記者報名參加民進黨及親民黨辦理之國際記者會、委請
「臺北國際社區廣播電臺」（ICRT）辦理之選前座談會，
及與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合辦之開票說明會等
活動。

參、 加強國際媒體記者邀訪，落實國際媒體駐華 
 記者服務

一、規劃我國參與國際組織、重要政經活動及觀光文化等邀訪
主題，籌組國際媒體記者團來訪與報導，以增加我國在國
際媒體之露出，如：籌組「採訪我政經發展之日語記者
團」、「採訪我國慶記者團」、「採訪我軟實力之東南亞
記者團」及「東南亞國家參訪我經貿實力之記者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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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個國際媒體記者團，計邀得 203 名國際記者訪華。另
邀請「泰國民族電視臺」、「義大利國營電視臺」及「泰
越印三國電視臺」等 8 個電視隊來華拍攝，以及「德國商
報」駐北京特派員等自費來華採訪。全年計邀 253 名國際
媒體記者，撰刊報導 296 篇。

二、安排國際媒體駐華記者參訪「沱江艦與磐石艦成軍典禮」、
「屏東農業生技園區」、「新竹湖口基地國防戰力展示活
動」等，獲刊報導 72 篇。

三、辦理「總統與台灣外籍記者聯誼會（TFCC）演講及座談」
及「總統與日本媒體駐華記者茶敘」，計獲報導 33 篇。

肆、推動軟實力國際文宣
運用民主、自由、人權、藝術、文化等「軟實力」成果，透

過傳播力量強化國際社會認同，形塑國家形象，爭取國際輿論認

同之文化外交，近年已蔚為風潮，外交部透過安排國內藝文團體

赴國外巡演、邀訪國際媒體記者推廣我國軟實力、辦理臺灣電影

展及照片展、外文刊物撰編相關報導、與國際知名電視頻道合製

紀錄片等方式，積極辦理軟實力國際傳播工作。

一、安排國立臺灣戲曲學院「臺灣特技團」赴越南、泰國、馬
來西亞及印尼 4 國演出 8 場，吸引各界約 5,000 餘人出席
觀賞，獲國際媒體報導 69 篇。

二、在北美、歐洲、亞太、拉美地區等 24 國、27 館處辦理「光
影 ‧ 敘事―臺灣女性攝影家作品海外巡迴展」計 36 場，
獲逾百篇媒體報導。

三、與「國家地理頻道」合作策製「綻放真臺灣―臺灣魚之島」
及「偉大工程巡禮：數位金礦」等 5 部國情紀錄片，在全
球 41 個主要國家播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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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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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展單位合作辦理國片欣賞活動，共計於 31 個外館辦理
202 場電影活動。

伍、強化文宣品質量及運用成效
為進行國際傳播，外交部針對全球各主要語區讀者的特性，

發行不同語版刊物，為外國讀者瞭解我國的重要媒介。

一、編印定期刊物及網路電子報
發行英文及日文《今日臺灣》電子日報、法文《臺灣快
訊》電子日報、西文《臺灣新聞》電子日報、德文及俄文
電子報，與英文《臺灣評論》月刊、法文及西文《臺灣評
論》雙月刊、中英《臺灣光華雜誌》、中日《臺灣光華雜
誌》電子雜誌、《臺灣光華雜誌》東南亞語文版（印尼文、
越文、泰文）等 9 種語版 5 種定期刊物，報導我國政治、
外交、經濟、社會及文化發展等現況及趨勢，取材多元，
各語版刊物及電子報配合我國外交政策立場、重大文宣議
題等撰刊 7,227 篇報導，獲國際相關新聞網連結或轉載計
11,806 篇次。

二、編印不定期文宣品
配合政府政策製作英、法、西、德、俄、日、阿、葡 8 語
版「中華民國一瞥」（The Republic of China at a Glance）
小冊及國情系列海報、直立式背板、國慶禮品（蝴蝶及寺
廟紙雕）、「南海和平計畫」摺頁（中英）、「活路外交」
摺頁（中英）、「紀念抗戰勝利暨台灣光復七十週年的深
層意義」摺頁（中、英）及文宣品。

陸、 配合潮流，研發創新文宣
一、策製西語版優質電視偶像劇「犀利人妻」在拉美地區及美

國等 14 國 19 家西語電視臺播出，獲國際媒體報導逾百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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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為順應網路影音傳播影響力日增趨勢，104 年 7 月外交部
於 YouTube 網站建置「潮臺灣」（Trending Taiwan）影音
頻道，並製作展現國家軟實力之 16 部英文國情影音短片、
5 部「中華民國抗戰勝利 70 週年」英語短片及 6 部「醫
療外交」系列英語短片。此外，並規劃舉辦三波短片徵選
比賽，邀請國人投稿參與國際宣傳，發揮全民外交力量。
自開辦各項競賽活動至 12 月 31 日，頻道影片總數逾 100
部，瀏覽次數突破 47 萬人次，訂閱人數超過 1,300 人。

三、配合最新網站技術及設計趨勢，重新建置我國 112 個駐外
單位聯合網站、政府英文入口網站、臺灣光華雜誌多語版
網站及外交部各語版期刊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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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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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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任外交部發言人，代表
外交部對外發言及回應記者詢問。

二、強化國人對我國外交事務之瞭解與支持，依議題屬性適時
發布聲明、新聞稿及新聞參考資料。本年外交部共計發布
中英文聲明 2 篇、中英文新聞稿 387 篇，中英文新聞參考
資料 86 篇。

三、定期舉行「例行新聞說明會」，邀請單位主管向媒體進行
業務報告，並回應所轄區域事務相關提問；另針對重要及
突發之時事議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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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舉行單
位主管「例行新聞說明會」計 88 場，另針對我涉外政策
及新聞事件召開之記者會或安排媒體採訪達 109 場。

四、協助總統府、行政院等高層及外交部就重大政策或特定議
題之立場，透過「國際媒體單一回應窗口」向國際媒體、
各國政學界及重要聯繫對象及時闡釋或澄清我政府立場與
施政作為。

五、每日彙蒐與外交施政有關之輿情，適時就重大外交相關事
件撰擬輿情分析報告，做為訂定外交政策及說明政府立場
之參考。

六、設計及維運外交部對外網站，以多元親民風格，提供即時、
全面、正確之資訊，輔助政策宣導，發揮公眾外交平臺之
功效。

七、針對我國當前外交政策重大議題（促進與各國實質交流、
擴大國際參與、爭取在東海及南海議題之國際發聲權及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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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度、參與國際人道援助及災害救援、增進旅外國人福祉
及協助青年與國際接軌等）研擬對外說明文稿及部次長演
講稿，並適時製作相關議題文宣影片，多方闡述政府推動
活路外交之意義、具體作為與成果，增進國際社會及全體
國人對我外交政策之認同與支持。

貳、 加強外交部網路資訊服務功能及寄送國際文 
 宣品

一、持續維運及提升外交部全球資訊網、臺灣青年 Fun 眼世界
等網站各項功能，並整合對外網路文宣，以即時有效宣揚
我政策立場。

二、運用本部各項文宣短片強化本部網路影音服務，充實本部
YouTube 專屬頻道、Flickr 網路相簿之內容，以增進民眾
瞭解與支持各項外交施政。

三、編印「外交部聲明及公報彙編」及「外交部通訊」等刊物，
除供外交部與駐外各館處參用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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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
藏。

四、建置「部長電子信箱」，做為民眾詢問涉外事務相關問題
之窗口，本年共接獲並處理 1,876 封電子郵件。

五、每日剪輯國內輿情，摘譯重要國際電訊並掃描建檔，供外
交部及駐外同仁下載參用。

六、寄發文宣書刊、政府重要法令、施政措施及文宣短片等資
料予各駐外館處參考運用，採購視聽器材、書籍、影片、
網路資訊、中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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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共寄發國際文宣資料 22,830 份及光碟 1,338 片。

七、採購或訂閱國內外書報雜誌及網路「中央社中、英文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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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檢索資料庫」，供外交部及駐外館處同仁參考，並將
有關外交施政或外交議題相關報導及專文分送國際人士研
參。

參、其他公眾外交計畫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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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為連續第 14
年舉辦，計有全國 113 所高中報名參賽，前 3 名優勝隊伍
分別為國立武陵高級中學、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及桃園
市復旦高級中學，外交部與教育部共同規劃上述優勝隊伍
出國參訪交流。

二、配合文化部推動海外設置「臺灣書院」據點及聯絡點計畫，
迄本年已促成在紐約、洛杉磯及休士頓設置實體書院，並
在 64 國設立 213 個聯絡點。

三、青年度假打工計畫自 93 年開始推動以來，迄已與紐西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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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地利及捷克等 14
國簽署度假打工協議，甚受國內青年歡迎與喜愛，累計已
逾 19 萬名我國青年參與。其中以赴澳、日、紐三國度假
打工人數最多。為有效應處度假打工青年逐年增加衍生之
相關問題，外交部於 103 年 6 月起邀集勞動部、教育部、
衛福部、交通部、法務部、僑委會、經濟部、農委會及金
管會等部會建立「青年度假打工跨部會協調會議」機制及
建立聯繫窗口，至本年底已召開 8 次會議，共同研議妥處
度假打工相關議題，包括：建立出國登錄、急難救助及申
訴機制，透過拍攝宣導短片、製作文宣摺頁及於北、中、
南三區舉辦兩梯次 6 場次宣導會，協助青年建立度假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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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觀念及確保自身權益之應有認知。
四、接待學校及民間團體參訪外交部，介紹我外交政策及施政

成果，以增進國人對外交現況之瞭解。本年共接待僑委會
「2015 海外專業青年研習會」、「2015 國際傑青外交經
貿創意高峰會」訪團、新加坡管理大學法學院、臺灣各大
學及軍事院校、海外僑務榮譽職人員及僑社領導人、非政
府組織等國內外訪團、機關、學校，計 63 場次 2,684 人。

五、為協助青年朋友積極參與國際事務，外交部建置「臺灣青
年 Fun 眼世界」網站，設置「文化交流」、「臺灣行腳」、
「度假打工」、「國際活動」、「獎助學金」及「能力補給」
等 6 單元，另建立「外交小尖兵」、「國際青年大使」、
「國際青年臺灣研習營」及「青年度假打工」主題網站，
搭建臺灣青年與國際接軌網路平臺，有助青年拓展國際視
野，並達成提升自我價值與競爭力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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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國際文教交流活動

壹、政府間簽訂之教育合作備忘錄
為加強與各國教育交流關係，以推動實質合作計畫，教育部

積極與外國各級政府簽訂教育合作協定或備忘錄，據以作為雙方
各項交流合作之依據，並以引進英語師資或選派華語教師等。目
前教育部已與美國各州（印第安那、密西根、愛荷華、俄亥俄、
阿肯色、內華達、緬因、馬里蘭、科羅拉多、維吉尼亞、華盛頓、
夏威夷及奧克拉荷馬等 13 個州）、巴拉圭、尼加拉瓜、英國、
法國、俄羅斯、德國、梵蒂岡、比利時、奧地利、約旦、以色列、
帛琉、澳大利亞、印尼、越南、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及蒙古
簽有教育合作協定或瞭解備忘錄且持續執行中。

貳、臺灣研究全球布局
為加強國際社會認識及瞭解臺灣，教育部近年積極推動海外

臺灣研究，擇定於世界知名大學成立「臺灣研究講座」，教授及
研究有關臺灣文學、語文、政治、經濟及社會等主題。

計畫內容包括：開設「臺灣研究」相關課程、邀請「臺灣研究」
短期客座教授、設置臺灣研究碩、博士生論文獎學金及購贈臺灣
研究相關圖書等。

至 104 年計有英國、德國、奧地利、荷蘭、義大利、比利時、
美國、加拿大、日本、韓國、以色列、印度、越南、香港及澳大
利亞等 15 國 / 地區 31 所學校執行 32 項計畫，詳如下表：

     
 

1 
 

  2011-2016 
2   2012-2016 

3 
 

  
 2015-2017 

4   2015-2018 
5    2011-2015 
6    2013-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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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014-2015 

8    2015-2018 

 

9 

 

  2015-2018 

10   2012-2016 

11   2013-2018 

12   2013-2018 

13   2013-2018 

14   2013-2016 

15   2014-2017 

16   2014-2017 

17   2014-2019 

18   2013-2016 

19   2015-2018 

20   2015-2018 

21 

 

  2011-2016 
22   2013-2016 

23   2015-2018 

 

24 
 

  2015-2016 
25   2015-2018 

26    2015-2018 

27    201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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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為加速推動並鼓勵國內公私立大專校院與教育部認可之外
國大學及學術單位進行以臺灣研究為主旨之學術合作與交流，教
育部訂有「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推動臺灣研究國際合作計畫實施
要點」，鼓勵國內大學校院與世界知名學府辦理臺灣研究國際合
作計畫。

104 年補助計畫如下：

上述 32 項與國外一流大學合作辦理之「臺灣研究講座」及 4
項國內大專校院校際臺灣研究國際合作計畫已奠定國際高等學府
研究臺灣之基礎，整體績效卓著。對於推廣學術外交，更有莫大
助益。未來教育部除續於知名大學設置「臺灣研究講座」外，擬
更積極深化及廣化「臺灣研究」的國際學術能量，以達成全球布
局。

     

28  :
 

2015-2018 

29   —
 2014-2017 

30  
 

 
2015-2018 

31    2015-2016 

32 
 
   2013-2016 

 

  

 NCHU-HU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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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國際教育交流合作
茲就 104 年與各國進行教育交流合作辦理情形扼述如后：
一、與美國及加拿大教育合作：

( 一 ) 積極支持傅爾布萊特學術交換計畫：致力推動我國與
美國學者互訪、交換研究、進修、講學及提供留美資
訊服務，104 年共有 102 位美籍學人前來臺灣交換；
另有本國籍學人 45 位至美國著名學府進修研究。

( 二 ) 由教育部邀集國內 11 所大學共 21 名代表於 104 年 10
月 2 日與頂尖之休士頓大學（University of Houston）
合辦高等教育論壇，3 日在休士頓市舉辦「2015 鮭魚
返鄉美國西部臺灣教育展」，該展由銘傳大學（美國
臺灣教育中心承辦學校）國際長劉國偉、我校國際事
務人員及駐休士頓辦事處教育組人員參與。在各方積
極協助下，本屆活動利用當地華文電視媒體、報紙和
廣播電臺進行宣傳，約 800 人次到場參觀，獲得當地
華裔子弟及家長之熱烈迴響。

( 三 ) 辦理臺加雙邊教育工作會議，與加拿大駐臺北貿易辦
事處就雙邊各級教育合作項目交換意見並推動雙邊交
流。

二、與歐盟國家教育合作：

( 一 ) 為提升我國在國際關係上之能見度，奠定「臺灣研究」

在國際間學術研究主體地位，民國 95 年起於英國劍橋
大學、倫敦大學亞非學院、荷蘭萊頓大學、德國杜賓
根大學、海德堡大學、奧地利維也納大學、義大利羅
馬第三大學及荷語魯汶大學等校設置臺灣研究講座及
臺語等相關課程，並持續推動中。

( 二 ) 分別辦理臺法及臺英雙邊教育工作會議，與法國在臺
協會及英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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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會就雙邊各級教育合作項目交換意見並推動雙邊交
流。

( 三 ) 教育部主辦首屆「臺奧高等教育論壇」，以「高等技
職教育新哲學：落實學用合一、提升學生全球移動力」
為主軸，奧地利聯邦科學研究部及奧地利專業高等學
院率團來臺促進雙方具體國際合作交流。雙方就縮短
學用落差以及如何加強學生適應全球化環境之能力相
互分享學習，奧地利 2 所專業高等學院（茵斯布魯克
管理專業高等學院及薩爾茲堡專業高等學院）並與國
內 6 所大專院校簽署合作備忘錄。

( 四 ) 與匈牙利合作辦理首次 2015 年臺匈高等教育圓桌會
議，104 年 9 月 30 日於國立清華大學名人堂舉行，匈
方在匈牙利大學聯合會的統籌下，由該聯合會會長暨
佩奇大學校長 JózsefBódis 率領包括佩奇大學、賽蓋德
大學、布達佩斯科技與經濟大學、潘諾尼亞大學、布
達佩斯商業學校等共 6 所著名國立大學校長及副校長
與會。本次會議臺、匈雙方共計約有 75 人 ( 臺方 68 人，
匈方 7 人 )，45 校 ( 臺方 39 校，匈方 5 校 ) 參與，期
透過首屆臺匈圓桌會議，建立臺灣與匈牙利學術合作
機會。會議主題包含高等教育招生理念、策略與作法
及提升雙方大學實質合作：學生交換、共同研究、雙
聯 / 雙學位。未來雙方將定期於臺灣及匈牙利輪流召
開此會議，以促進雙方更多的學術交流與互動。

( 五 ) 教育部部長吳思華於 104 年 7 月 16 日赴法加強臺法
教育文化交流合作。除與法國教育部國務員 ( 部長銜 )
進行正式會談外，同時分別與法國高等教育暨研究司、
初等暨中等教育總司、國民教育總督學處及國際教育
中心等核心官員深入對話，實際就雙方重要教育議題
充分交換意見。此行法方對臺灣教育發展現況投以高



中華民國 104 年外交年鑑

- 406 -

度關注，雙方就諸多合作議題達成高度共識，顯見長
久以來的互信基礎及交流合作的成熟。

( 六 ) 教育部部長吳思華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司長楊敏玲的
陪同下，於 8 月 29 日至 9 月 1 日至德國柏林進行各項
公務訪視，期間拜會柏林國家圖書館、德國聯邦教育
與研究部常務次長舒特博士 (Dr. Georg SCHUETTE)、
國會、夫朗和斐 (Fraunhofer) 研究院製造設備與生產技
術研究所（IPK）等單位，並與德方 KMK 主席代表副
秘書長瑪塔 (Heidi WEIDENBACH-MATTAR) 簽署臺
德加強教育合作意向書，這是臺德官方首次簽約，深
具意義。

教育部部長吳思華（中）與法國高等教育暨研究事務國務卿曼東 (Thierry MANDON, 左
五）及相關業務官員於會談後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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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部長吳思華 ( 前排左 2)、駐德國代表處代表陳華玉 ( 前排左 1)、教育部
國際司司長楊敏玲 ( 後排右 4) 暨駐德代表處同仁，德國各邦文教廳長會議秘書處
副 秘 書 長 瑪 塔 (Heidi WEIDENBACH-MATTAR, 前 排 右 2)、 教 育 交 流 處 長 部 特 格 
(Gottfried BOETTGER, 前排右 1) 暨該處同仁及德籍學者共同見證臺德教育交流里程碑

三、與亞太國家交流：
( 一 ) 協助日本早稻田大學辦理臺灣研究計畫，自 92 年至今

業辦理 4 期，計畫內容包括臺灣專題研討、臺灣議題
講座及出版刊物等。

( 二 ) 與越南合作辦理 2015 年臺越教育論壇，於 104 年 3 月
20 日在越南河內舉行，教育部部長吳思華應邀率團赴
越南河內與會，親自見證雙方駐外代表完成簽署「臺
越教育合作協定」。本次雙方各有 30 餘所學校合計
150 餘人與會，我方代表團 33 所大學共 75 人參加。
並於河內人文社會科學大學校園舉行「2015 年臺灣高
等教育展」，提供最新留學資訊，吸引眾多越南學生
前來參觀。



中華民國 104 年外交年鑑

- 408 -

教育部部長吳思華（後排左四）在論壇會場見證臺越雙方駐外代表簽署
「臺越教育合作協定」合作協定」

教育部部長吳思華（照片中央鼓掌者）主持「2015 年臺灣高等教育展」
開展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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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104 年 8 月 26 日在日本大阪市舉行第 3 屆臺北 - 大阪
高等教育會議，臺方計 14 人赴日與會，雙方人員共計
80 人共襄盛舉。會中達成諸多深化雙方教育合作之共
識，並確定第 4 屆會議將於 2017 年在臺北舉行。

( 四 ) 104 年 10 月 28 日於國立中山大學舉行 2015 臺灣紐西
蘭大學校長論壇，我方 45 校 65 人與會，紐方 3 校 5
人與會，雙方共計 70 人參與。雙方決議 2017 年續辦
第 4 次論壇，並將在下次論壇召開前，針對雙方共同
關注議題，推動實質合作，以為下次論壇基礎。

「2015 年臺灣 - 紐西蘭大學校長會議」於國立中山大學合照 ( 前排右 6 為教育部政務
次長林思伶 )



中華民國 104 年外交年鑑

- 410 -

( 五 ) 與泰國合作辦理臺泰高等教育論壇，104 年 11 月 24
日於泰國華欣市舉行「2015  年臺泰高等教育論壇」，
泰國近年教育政策著重於提升技職教育，並將於未來
15 年間提供技術人員與技職畢業生近 300 億泰銖獎學
金，鼓勵共 1 萬 1,500 名技職學生在國內外學習。我
國於今年 8 月正式列為泰國 7 個技職教育領域合作國
家之一，對此，本次論壇雙方討論「臺泰菁英 600 計
畫」及「臺泰創新創業育成計畫（UBI Project）」執
行模式，以合作培訓技職師資及促進產學合作為目標。

2015 臺泰高等教育論壇，教育部政務次長林思伶 ( 右 ) 與泰國前教育部長魏契特 (Wichit 
SRISA-AN, 左 ) 互贈禮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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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 辦理臺日雙邊教育工作會議，與日本交流協會就雙邊
各級教育合作項目交換意見並推動雙邊交流。

四、國際教育校際合作：
有鑒於國際學術交流日益頻繁，為有效掌握國內大專院校
與外國學校或學術機構簽署教育學術交流合作合約情形，
教育部於 95 年建置完成「國內大專院校學術交流調查系
統」，截至目前計有 171 所國內學校 ( 含一般大專院校及
軍警院校等 ) 與 1,178 所國外學校建立合作關係，並簽訂
14,296 件學術交流合約。
教育部 104 年補助國際學術教育交流活動 111 件，其中 40
件為學校補助案、21 件設立有案之民間學術機構或教育
事務之法人團體補助案及 4 件駐外機構薦送補助案，補助
金額共新臺幣 577 萬 2,027 元。

肆、參與國際文教組織活動
104 年教育部參與國際文教組織活動如下：

一、 5 月派員赴菲律賓長灘島參加第「第 37 次 APEC 人力資
源發展工作小組會議及教育發展分組會議」，並在會中發
表我國近期推動的各項重大教育改革事項，包含「第二期
技職教育再造計畫」、「高等教育創新轉型方案」、「提
升青年學生全球移動力計畫」，以及「偏鄉教育與翻轉
教育」4 項，獲得菲律賓、俄羅斯、美國、馬來西亞 4 個
會員體的善意回應與肯定，會中並發表我國於 103 年所提
出「亞太經濟合作會議區域內永續執行之跨境實習模組研
究」計畫之執行進度，並報告我國 104 年新提出「青年水
資源永續教育暨 APEC 區域發展中心」計畫案，總
計獲 11 個會員體支持該提案。

二、9 月辦理 APEC「契合式產業學院之產學合作模式－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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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臺北之護理照護、工程領域及餐旅管理課程設計典範實
務為例」工作坊，計有來自 10 個會員體之 17 位代表與會，
旨於展示中華臺北在護理照護、工程領域及餐旅管理等領
域所設計之產業導向技職教育與訓練課程，藉此縮短學用
落差，以培育真正符合企業需求之人才。

三、支持美國力推之「APEC 獎學金」倡議，並於 105 年設置
「教育部亞太經濟合作獎學金」，暫定每年提供 10 個名
額予在國外大學就讀之博士生或博士後研究人員，且申請
時未持有我護照之 APEC 會員體人士，以吸引更多 APEC
會員體學生來我國進行短期研究，同時鼓勵我國學生踴躍
申請各國提供之獎學金。 

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副司長藍先茜 ( 左三 ) 及科長曾競 ( 右二 ) 在 APEC 會場與
APEC HRDWG 主導成員（Lead Shepherd）俄羅斯籍伊瓦涅茨 (Sergey IVANETS, 中 )
博士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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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國自 100 年起擔任「亞太大學交流會 (UMAP)」國際
秘書處，為期 5 年，由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司長楊
敏玲擔任秘書長。「2015 年亞太大學交流會第一次理
事會」於 104 年 4 月 20 日至 23 日假馬來西亞國民大學
(UniversitiKebangsaan Malaysia, UKM) 舉 行， 共 有 來 自
日本、韓國、菲律賓、泰國、馬來西亞及臺灣等亞太地
區 6 國 35 名教育官員及教育學者與會。UMAP2015 年第
2 次理事會於 104 年 9 月 9 日至 10 日於臺北舉行，參與
各國理事代表達 47 人，會中遴選出日本東洋大學 (Toyo 
University) 自 105 年起接任國際秘書處；理事會並一致通
過任命 UMAP 國際秘書處秘書長楊敏玲為新任 UMAP 大
使 (UMAP Ambassador)。會中亦通過由臺灣提出之新短期
交換案迷你亞洲計畫 (Mini-Asia Program)，自 105 年夏天
施行，學生可以在暑期 1 個月中，選擇至 3 個不同 UMAP
組織內國家進行交換，以同時體驗不同國家風俗民情與文
化。「104 年 UMAP 國際研討會」於 104 年 9 月 10 日於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梁國樹國際會議廳舉行，主題
為：「跨境高等教育中的學生移動計畫（Student Mobility 
Scheme in Cross-border Higher Education）」，包含來自澳
洲、美國、日本、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南韓、香港
及臺灣官方代表等 98 所國內外大學 164 人參加。此外，
積極推廣 USCO(UMAP Student Connection Online) 交換學
生計畫，我國自 100 年起成立「UMAP 臺灣交換學生獎學
金」，獎助臺灣及外國學生依照 USCO 交換期程，赴外
國 / 臺灣 UMAP 會員校進行 1 至 2 個學期交換，104 年有
11 名學生獲獎；另執行「UMAP 超短期交換學生獎學金
(UMAP Super-short Term Exchange Student Scholarship)」，
104 年 117 名學生成功交換，成果斐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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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亞太大學交流會 2015 年第 2 次理事會全體人員合照

出席亞太大學交流會 2015 年國際研討會全體人員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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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輔導外國學生來臺留學
一、 教育部自 93 學年度起與外交部、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 現為科技部 ) 等部會共同設置跨部會「臺灣獎學金」，
鼓勵優秀外國學生來臺攻讀正式學位，104 學年教育部核
配 64 個我駐外館處 292 個臺灣獎學金新生名額，並補助
93 所大專校院設置外國學生獎學金，吸引優秀外國青年
來臺就讀。另為推廣正體華語及我國文化，於 94 年起設
置「教育部華語文獎學金」，以鼓勵外國人士來臺研習華
語文，104 年核配 363 個一年期名額。

104 年 5 月 8 日馬總統出席 2015 臺華獎歡送會與貴賓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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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 5 月 8 日馬總統出席 2015 臺華獎歡送會致詞

二、 建置臺灣獎學金計畫資訊平臺提供駐外館處、國內大學校
院國際事務人員登錄填報資料及受獎生線上問卷、統計資
料查詢。並建置全國大專校院外國學生資料管理資訊系
統，協助各校建立完整且即時正確之外國學生資料，掌握
外國學生最新動態資訊，進行相關統計與分析，與內政部
移民署以電子通報獲知學生異動情形，有效掌握外國學生
在臺情形。自 99 年起推動「友善臺灣―境外學生接待家
庭計畫」，營造在臺留學友善環境，至 104 年累計完成授
證之接待家庭戶數已超過 2,986 戶、境外生及接待家庭之
媒合數達 2,326 組，104 年 12 月 9 日舉辦接待家庭計畫 6
週年成果記者會。

三、 教育部持續推動擴大招收外國學生來臺留學政策，補助財
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FICHET）推廣「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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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 12 月 9 日教育部接待家庭計畫 6 週年成果記者會與會人員合影

臺 灣 」（Study in Taiwan, http://www.studyintaiwan.org/）
網站、提供我國 130 所學校、2,000 多個學程或系所、200
餘種各校獎學金資訊（均有獨立網頁）、編印來臺攻讀學
位及華語等重要文宣、製作微電影及持續推廣 SIT 社群網
路等對外宣傳來臺求學，並自 95 年起推動設置「臺灣教
育中心」，於海外舉辦臺灣高等教育展及辦理華語教學活
動，擴大行銷留學臺灣。自 96 年起補助大專校院於境外
設立臺灣教育中心，104 年持續補助國立臺灣科技大學等
8 校於美國、泰國、馬來西亞、印尼、蒙古、日本等 8 國
設立 9 所臺灣教育中心，以推展華語文教育市場、開設華
語課程，宣傳留學臺灣，招收境外學生。另補助國立清華
大學於印度設立臺灣華語教育中心，負責選送華語教師赴
印度大學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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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 8 月 14 日教育部政務次長林思伶於馬來西亞臺灣高等教育展開
幕典禮致詞

教育部政務次長林思伶（左二）104 年 8 月 15 日接受星洲日報、南洋商
報記者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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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推動高等教育輸出計畫，提升臺灣高等教育國際能見度：
補助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 (FICHET) 協同國
內大學校院參加亞洲 (APAIE)、歐洲 (EAIE)、美洲教育者
年會（NAFSA）及全美外語協會年會（ACTFL）；97 年
起推動「東南亞菁英來臺留學計畫」（ESIT），與越南、
印尼及泰國簽訂高階人才培育合作備忘錄或協定，協助其
獲官方獎學金之大學講師或政府官員來臺攻讀碩、博士學
位或受訓，迄 104 年累計有 844 位東南亞菁英來臺。菁英
來臺留學計畫辦公室邀集國內大專校院組成聯盟學校，
共同宣傳及行銷我國優質高等教育，並成立平臺（http://
www.esit.org.tw/）供東南亞菁英及外國學生線上申請來臺
求學。

馬來西亞星洲日報 104 年 8 月 17 日報導我國教育部政務次長林思伶受
訪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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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教育部執行行政院 100 年核定之「高等教育輸出—擴大
招收境外學生行動計畫」，104 年境外學生總人數達 11
萬 0,182 人， 較 103 年 的 9 萬 3,645 人 增 加 1 萬 6,537
人，成長率為 17.66%，占所有大專校院在學學生人數達
8.27%，成長率及相對我國學生比率均有提升，顯示我國
高等教育輸出及擴大招收境外學生政策及措施已有成效。
此外，104 年大專校院境外學生當中，來臺攻讀學位的有
46,523 人，占 42.22%，較 103 年度的 40,078 人增加 6,445
人，成長率為 16.08%，更較 101 年學位生 28,696 人增加
17,827 人，3 年間成長超過 6 成（62.12%）。

六、 全球大學優秀青年跨境實習已朝東亞滙聚，為鼓勵國內
辦學績優大學積極發展具市場性之複合式學習方案，爭

教育部部長吳思華及我國出席貴賓代表於 104 年 3 月 20 日至 21 日臺越高等教育論壇
合影（越南河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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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更多先進國家或新興市場國家優秀青年來臺實習，自
104 年起試辦「優秀外國青年來臺蹲點計畫」（Taiwan 
Experience Education Program，簡稱 TEEP）。計有臺灣大
學、清華大學、交通大學、中山大學、政治大學等 5 所頂
尖大學，及南臺科技大學、銘傳大學等 2 所教學卓越大學
提出計畫，計畫領域包含：生態資源、國際經營管理、英
語教學、亞際跨文化研究、資通訊 (ICT)、精密製造。其
中參與臺灣大學「自然藏寶圖」、南臺科技大學「澳遊古
都」、中山大學「顧問諮詢專案」及政治大學「偏鄉教育－
在地連線  實習的外籍青年，多主動於臉書或部落格分享
在臺實習成果，同時也獲國內媒體爭相報導（聯合報 / 天
下 / 新浪網 / 自由時報）。多數外籍青年紛紛均示回國完
成學業後，將來臺繼續攻讀碩博士學位或工作。

陸、公 ( 自 ) 費留學輔導
 一、教育部 104 年於臺北、臺中、高雄 3 地各辦理 1 場留遊學

宣導說明會並持續更新留學資訊網站、彙整海外留學安全
資訊，長期對各地民眾與學生提供多元完整之留學資訊。

  二、教育部駐境外教育機構協助轄區各校我留學生同學會舉辦
新生接待會、國際日及各校同學會會長聯繫會議等活動。

三、教育部委請臺北市立圖書館及高雄市立圖書館辦理留學輔
導、留學講座及留學新生座談會，提供留學生資訊服務。

四、教育部為提供有意出國留學者更便捷正確且豐富的留遊學
資訊，建置「海外留遊學資訊萬花筒」，網址為：https:// 
www.studyabroad.moe.gov.tw/studyabroadinfo/，提供留遊學
定型化契約範本、消費糾紛案例及相關資訊，整合國內學
子赴海外留遊學宣導之資訊平臺，並持續擴充及更新網站
內容，便利國內外學術機構及留遊學生上網查詢各國留學
訊息。此外，學術交流基金會網站及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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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司網站，亦提供出國留學與獎學金相關訊息。
五、為提供國人出國留學選校及供學歷認定之參考，教育部請

各駐外館處蒐集當地國政府權責機關或專業認可之大專校
院名冊陳報本部，彙集納入「外國大學校院參考名冊」
系統平臺，請參閱該系統平臺網頁 ( http://www.fsedu.moe.
gov.tw/home.aspx )。

六、辦理公費留學考試甄選：教育部辦理公費留學考試、留學
獎學金甄試、教育部與世界百大學校合作設置獎學金 ( 共
資共名獎學金 )、尖端科技人才培育獎學金、補助國內大
專校院選送學生赴國外大學研修 ( 學海飛颺、學海惜珠 )
或至國外企業、機構實習 ( 學海築夢 )，以鼓勵學生出國

104 年 11 月 21 日教育部國際司教育參事遲耀宗於臺北場留遊學宣導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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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學、研修或實習。104 年公費留學考試錄取 100 名，留
學獎學金甄試錄取 173 名，本部與世界百大學校合作設置
獎學金 ( 共資共名獎學金 ) 錄取 29 人，尖端科技人才培育
獎學金錄取 30 人，補助大專校院在校生出國研修或實習
共計 1,622 名。

104 年 3 月 30 日舉辦教育部 103 年公費留學考試錄取生研習會

104 年 4 月 9 日教育部學海計畫成果發表暨受獎生心得分享記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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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爭取國外政府或機關贈送我國留學生獎學金：104 年度俄
羅斯（獨立國協）19 名、韓國 11 名、巴拿馬 12 名、約
旦 3 名、捷克 18 名，共計 63 名。

 出國留學簽證人數如表 1 所示：

表 1：94 -103 年我國學生赴主要留學國家簽證人數統計表

21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5,525 16,451 14,916 19,402 15,594 15,890 16,023 15,219 14,563 14,135

 9,248 9,653 7,132 5,885 3,895 3,610 4,446 3,378 3,367 3,826

 2,679 2,862 2,570 2,370 4,176 3,633 3,149 3,198 2,553 5,237

 1,748 2,108 2,424 2,638 3,143 3,253 2,825 2,810 3,140 3,885

 2,140 1,997 3,984 3,266 2,320 2,814 912 826 1,771 1,109

 600 690 723 983 882 935 814 955 1,064

 475 512 606 558 646 702 636 512 787 901 

 498 538 618 596 469 379 743 250 553 540 

 1,145 2,360 2,018 2,102 2,504 2,665 2,798 2,509 3,321 3,726

 34,058 37,171 34,991 37,800 33,629 33,881 32,346 28,702 31,010 34,423

78

103  

84 45  

413 453 273 201 426

109 155 84 4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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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邀請及接待重要國際文教人士訪問我國
( 一 ) 美洲：

1. 辛辛那提大學副校長達文波特 (Beverly DAVENPORT)
 等一行 4 人
2. 美國關島副總督提諾瑞歐 (Ray TENORIO) 等一行 2 人
3. 美國國務院教育及文化事務局學術計畫主任克瑞溫
 (Marianne CRAVEN) 等一行 3 人
4. 加州州立大學富爾頓校區助理副校長米勒
 (Kari Knutson MILLER)
5. 104 年度美國國會助理訪華團格拉西 (Jason GRASSIE)
 等一行 9 人
6. 全美州務卿協會訪華團馬歇爾 (Elaine MARSHALL) 團長
 等一行 12 人
7. 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校長魏斯 (Phyllis WISE) 等一行 2 人
8. 美國中大西洋州議會領袖訪華團麥利 (Timothy MILEY)
 等一行 11 人
9. 美國聖路易華盛頓大學副校長沃特希 (James WERTSH)
 等一行 2 人
10. 美國密西根州教育委員會副教育委員烏爾布里希
 (Cansandra E. ULBRICH)
11. 104 年度美國中西部政治領袖訪華團索德斯 (Steven SODDERS)
 等一行 12 人
12. 美國國際教育委員會會長 戴維森 (Dan E. DAVIDSON)
 等一行 2 人
13. 美國維吉尼亞州教育廳副廳長豪恩 (John William HAUN)
14. 美國舊金山圖書館館長赫雷拉 (Luis HERRERA) 等一行 2 人
15. 美國聖母大學教務長布里希 (Thomas G. BURISH) 等一行 5 人
16. 美國蒙大拿州州長訪華團布拉克 (Stephen BULLOCK) 等一行

2 人
17. 美 國 UCLA 全 球 教 育 課 程 副 院 長 托 瑞 斯 (Carlos Alber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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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RRES)
18. 美國印第安納州 Jay 郡學區長朗各 (Timothy LONG)  
19. 美國馬里蘭大學服務學習專家霍博西 (Barbara JOBOCY)
 等一行 2 人
20. 世界青年聯盟會長龐佩拉達 (Lord POMPERADA)
21. 美國羅徹斯特理工學院副校長漢夫諾 (Jeremy HAEFNER)
 等一行 3 人
22. 全美世界事務訪華團會長克利福德 (Bill CLIFFORD)
 等一行 9 人
23. 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校長卡素 (Jamie CASSELS)
24. 多倫多教育局局長 關月娜 (Donna QUAN)
25. 加拿大卑詩省國際教育協會執行長馬丁 (Randall MARTIN)
26. 巴西國會參議員霍夫曼 (Gleisi Helena HOFFMANN)
27. 多明尼加參議院議長梨莎朵 (Cristina Lizardo MEZQUITA)
 等一行 12 人
28. 海地教育部職訓國務秘書古格 ( Marina GOURGUE)

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副總理兼教育部部長里查茲 (Shawn RICHARDS)
拜會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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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行 3 人
29. 巴拉圭教育部次長梅洛 (Myrian MELLO) 等一行 5 人
30. 巴拉圭共和國天主教大學校長費雷拉
 (Narciso Velazquez FERREIRA)
31. 聖露西亞教育部部長路易斯 (Robert LEWIS)
32. 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副總理兼教育部部長
 里查茲 (Shawn RICHARDS) 等一行 4 人

( 二 ) 歐洲：
1. 巴黎高等師範學院國際長旺德夫爾 (Isabelle de VENDEUVR)

等一行 2 人
2. 國際志願服務協調委員會主席德里基安妮
 (Matina DELIGIANNI) 等一行 2 人
3. 法國教育部巴黎區尹文英督學
4. 法國法蘭西科學院士暨動手作協會創辦人蓋雷 (Yves QUERE)
 等一行 2 人

教育部部長吳思華接見法國法蘭西科學院蓋雷 (ves QUERE) 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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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德國萊比錫大學校長舒金 (Beate A. SCHÚCKING)
6. 德國柏林藝術大學校長雷納 (Martin RENNERT)
7. 德國聯邦勞動與社會部政務次長柯勒梅 (Anette KRAMME) 等

一行 3 人
8. 德國 TU9 總校長普洛梅爾 (Hans Jurgen PROMEL)
 等一行 2 人
9. 英國牛津大學副校長羅林斯 (Nick RAWLINS) 等一行 2 人
10. 華沙經濟大學校長歐斯達斯基 (Piotr OSTAZEWSKI)
 等一行 2 人
11. 荷蘭萊登大學校長斯多克 (Carel STOLKER) 等一行 3 人
12. 荷蘭眾議院資深議員范博梅爾 (Harry VAN BOMMEL)
13. 波蘭眾議院副議長饒吉謝弗斯卡 (Elzbieta RADZISZEWSKA)

等一行 6 人
14. 葡萄牙國會議員伯帝斯塔 (Abel BAPTISTA) 等一行 5 人
15. 阿爾巴尼亞國會議員訪華團穆斯塔法 (Besnik MUSTAFAJ) 等

一行 7 人
16. 歐盟執委會人力資源及安全總署職業生涯司司長
 萊維賽亞 (Christian LEVASSEUR)
17. 歐盟文教處總署多元文化暨創新處政策
 官員比卡特 (Hughes BECQUART)
18. 歐盟官員臺灣研究研討會及華語文短期研習團一行 34 人
19. 匈牙利國會副議長尤克伯 (István JAKAB) 等一行 5 人
20. 匈牙利臺匈論壇貴賓一行 7 人
21. 瑞典研究理事會主席史塔斯特羅姆 (Sven STAFSTROM)
22. 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教授奇納帕 (Vinayagum CHINAPAH)
23. 奧地利高等教育參訪團一行 16 人
24. 奧地利格拉茲教育大學教授豪斯伯格
 (Baerabel HAUSBERGER) 等一行 2 人
25. 巴伐利亞邦中小學國際事務司司長錫姆斯 (Andrea SIEMS)
 等一行 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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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地利高等教育參訪團各大學校長及副校長參觀捷安特自行車工廠

26. 比利時根特大學校長帕愛普 (Anne De PAEPE) 等一行 6 人
27. 匈牙利大學校長聯合會國際事務處主秘茱莉亞
 (Morován JÚLIA) 等一行 2 人
28. 歐洲議會友臺小組前副主席安芮琪娜 (Laima ANDRIKIENE)
29. 立陶宛 Kazimieras Simonavicius 大學校長
 奧古斯丁納提斯 (Arūnas AUGUSTINAITIS) 等一行 2 人

( 三 ) 亞洲：

1. 日本福岡工業大學校長下村輝夫等一行 5 人

2. 日本國立東京藝術大學校長宮田亮平等一行 4 人

3. 日本德島縣教育委員會佐野義行教育長等一行 3 人

4. 2015 年日本教師中華民國訪問研習團岩野伸哉等一行 30 人

5. 日本名古屋產業大學校長伊藤雅一等一行 2 人

6. 日本福島縣畠利行副知事等一行 5 人

7. 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會理事長安藤裕康

8. 日本廣島縣尾道市平谷市長等一行 3 人

9. 日本「大學經營研究會」訪華團本間政雄會長等一行 18 人

10. 韓國韓南大學講座教授史泰爾斯 (John W. STI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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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韓國國立光州大學師範學院教育系教授任年基

12. 韓國漢陽大學校長李永茂等一行 4 人

13. 尼泊爾國會議員訪臺團特貝 (Bhupendra THEBE) 等一行 7
人

14. 印尼高中校長團楊果奮校長等一行 20 人

15. 印尼高中校長訪華團葉秀娟團長等一行 26 人

16. 俄羅斯薩馬拉省教育與科技部副部長

 寇勒斯奈柯弗 (Nadezhda KOLESNIKOVAL) 等一行 2 人

17. 世界留臺校友會聯誼總會趙達衡總會長等一行 3 人

18. 臺灣各大學香港校友會總會李偉庭榮譽會長等一行 4 人

19. 寮國在臺海外僑生聯合總會黃植生會長等一行 2 人

20. 吉爾吉斯國會副議長馬梅羅娃 (Bodosh MAMYROVA)
 等一行 3 人

21. 馬來西亞留臺校友會李子松會長等一行 65 人

22. 馬來西亞婦女、家庭及社會發展部周美芬副部長

教育部常務次長林騰蛟接見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會理事長安藤裕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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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緬甸仰光大學校長翁杜 (Aung THU) 等一行 3 人

24. 泰國皇家 Phetchaburi 師範大學校長柯林甘

 (Niwat KLINNGAM) 等一行 56 人

25. 越南海防大學校長范文疆等一行 2 人

( 四 ) 其他區域：

1. 澳洲西雪梨大學常務助理副校長藍易振等一行 36 人

2. 澳洲西雪梨大學校長格洛弗 (Barney GLOVER) 等一行 5
人

3. 澳洲聯邦國會議員訪華團史東 (Sharman Nancy STONE)
 等一行 4 人

4. 史瓦濟蘭王子德拉米尼 (Buhlebenkhosi DLAMINI)
 等一行 3 人

5. 史瓦濟蘭教育訓練部秘書長穆爾 (Patrick MUIR) 等一行 6
人

6. 世界同窗活動各國使節等一行 10 人

捌、推動海外華語文教學：
為掌握我國優異的華語文教學環境及師資培訓品質利基，

教育部整合跨部會資源，統籌規劃國際華語文教育策略，提出邁

向華語文教育產業輸出大國 8 年計畫 (102-109 年 )，結合華語系

所及華語教育產業等相關資源，加強宣傳與推展各項方案，並透

過打造華語師資培育基地、進行華語文實體及數位教材之虛實整

合，及以「從生活中學華語」、「策劃大型華語展演活動」、「創

造華語文創空間」及「參與大型國際華語行銷活動」等 4 大推動

策略，打造臺灣成為學習華語文聖地，吸引外國人士來臺學習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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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

一、打造華語師資培育基地：104 年選送 111 名華語教師赴 16
國知名大學任教，並補助國內大學校院具華語文教學專長
學生 76 人赴美國等 9 國進 華語教學實習。補助 9 所大專
校院及機構辦理選送華語教師赴國外任教新機制，擴大開
發法國等 8 國華語教師需求。此外，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認
證考試計有 1,514 人報名，263 人取得證書。

二、提升華語文教育機構量能：104 年首次試辦華語文教育機
構評鑑計畫，計 14 所大專校院附設華語中心參與，評鑑
結果為 10 所通過、4 所有條件通過。另為協助各華語中
心提升招收國際華語研習生能量，充實並購置圖書及軟體
設備，已補助 15 個華語中心績效獎勵金。

三、開拓海外華語文學習市場：104 年共核定 9 個策略團隊執
行華語文教育輸出計畫，開拓 8 個國家、19 個城市之華
語文學習市場。

四、推廣專業華語文能力測驗：104 年共於 25 國辦理華語文
能力測驗及兒童華語文能力測驗，國內外報考測驗達 3 萬
7,035 人次。

五、建立應用語料庫及標準體系：104 年完成書面語有 6,000
萬字、口語 660 萬字、雙語平行語料 300 萬字、中介語料
42 萬字，並建置各級漢字 1,800 個、詞語 6,700 個。

六、開發華語文實體及數位教材：進行「新版實用視聽華語」
教材編修，並補助 2 所大專校院及僑務委員會辦理線上華
語學習計畫、2 所大專校院及 2 所民間團體辦理教材數位
化計畫。

七、推動學華語到臺灣：104 年補助來自美國等 10 國，共 14
團 262 名教師外國華語文教師，及 12 團 244 名外國學生
來臺學習華語文。提供 50 個國家華語文獎學金，計 734
名學生獲獎來臺研習華語，並邀請洛杉磯公共電視臺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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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臺美姐妹關係聯盟（Taiwan-United States Sister Relations Alliance，TUSA）大使暑
期華語研習團結業式

南加州華語教師研習團，拍攝我國華語學習與大型節慶活
動等教育文化紀錄片。補助 15 名歐盟官員來臺研習華語，
經由學習華語加強對我國認識，進而強化臺歐盟關係。此
外，結合 2 個民間團體合作辦理「華文朗讀節」及「走讀
城市學華語」計畫，並與美國國際教育委員會 (ACIE) 簽
訂教育合作備忘錄，共同推動為期 3 年的「新一代美國學
生赴臺學習華語及文化計畫」，預估選送 160 名美國學生
來臺學習華語。

八、鼓勵海外臺灣學校開辦華語文推廣班：為善用海外臺灣學
校之師資及設備，教育部近年均補助印尼雅加達臺灣學
校、泗水臺灣學校、馬來西亞吉隆坡臺灣學校及越南胡志
明市臺灣學校於當地開辦華語文班，吸引當地人學習華語
文，104 年共補助 4 所臺灣學校舉辦 32 個華語文推廣班，
吸引逾 300 位當地人士到校學習華語，不僅有效突顯臺灣
學校特色，也使臺灣學校成為當地正體華語文教育推展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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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政務次長林思伶（中）見證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司長楊敏玲
（ 右 ） 與 美 國 國 際 教 育 委 員 會（American Councils for International 
Education，簡稱 ACIE）主席戴維森 (Dan E. DVAIDSON, 左）簽署「新
一代美國學生赴臺學習華語及文化計畫」備忘錄

我方與美國國際教育委員會及現場佳賓於簽署儀式後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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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國會外交活動

壹、國會外交之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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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採「活路外交」策略，經由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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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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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配合相

關單位協助立法委員從事國會外交工作。

貳、中外國會議員互訪概況
本年外交部安排立法委員及監察委員出訪達 31 團逾 106 人

次，對增進我國與各國實質關係極有助益。

本年各國前來我國參訪之國會議員人數共計 481 位：

一、亞太地區：134 位。
二、亞非地區：  81 位。
三、歐洲地區：177 位。
四、北美地區：  28 位。
五、拉美地區：  61 位。

參、中外國會聯誼組織與活動

一、亞太地區
（ 一 ） 澳 大 利 亞 - 臺 灣 國 會 友 好 小 組（Australia-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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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liamentary Friendship Group）：81 年 3 月成立，目
前成員 120 餘名，會長為眾議員耶斯（Christopher L. 
｀Chris´ HAYES）。

（二）印度國會議員友臺小組（Indian Parliamentarians for 
Friendship with Taiwan）：94 年 4 月 20 日成立，約 90
位國會議員參加。

 立法院「中華民國與印度國會議員友好協會」：101
年 4 月 20 日成立，會員 66 位，會長為委員盧秀燕。

 立法院「臺灣與印度國會議員友好協會」：103 年 4
月 15 日成立，會員 24 位，會長為委員陳節如。

 立法院「臺灣與南亞國家國會議員友好協會」：102
年 10 月 25 日成立，會員 21 位，會長為委員邱志偉。

（三）印尼國會友臺小組 （  Indonesia - Taiwan  Friendship 
Association）：95 年 11 月 14 日成立，國會第一委員
會納蘇提翁（Ade Daud Iswandi NASUTION）擔任主
席。
立法院「中華民國 - 印尼國會議員交流聯誼會」：101
年 4 月 10 日成立，會員 48 位，會長為會長為委員廖
正井。

（四）日本：
1、日華議員懇談會：前身為日本自民黨友我議員於

62 年 1 月成立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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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任會長為眾議員平沼赳夫，成員 286 人。

2、促進日本臺灣經濟文化交流年輕議員之會：自民黨
青壯派國會議員於 95 年 4 月 26 日成立，簡稱「日
臺年輕議連」，現任會長為眾議員岸信夫，成員
8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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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立法院「臺日交流聯誼會」：於 101 年 3 月 22 日
成立，現任會長為委員李鴻鈞，會員 77 人。

4、立法院「臺灣與日本國會議員友好協會」：101 年
4 月 20 日成立，會員 24 位，會長為委員姚文智。

（五）大韓民國韓臺國會議員親善協會：85 年成立，現有會
員 10 餘人，會長為議員趙慶泰。

 立法院「中華民國與韓國國會議員友好協會」：101
年 11 月 6 日成立，會員 38 位，會長為委員林德福。

 立法院「臺灣與韓國國會議員友好協會」：101 年 9
月 18 日成立，會員 19 位，會長為委員陳歐珀。

（六）菲律賓臺灣之友（Friends of Taiwan）聯誼會：98 年 3
月 4 日成立，副議長辛松（Eric SINGSON）擔任會長。
立法院「中華民國與菲律賓國會議員友好協會」：101
年 4 月 13 日成立，會員 50 位，會長為委員徐少萍。

（七）立法院「中華民國與越南國會議員友好協會」：101 年
4 月 13 日成立，會員 55 位，會長為委員王進士。

（八）立法院「中華民國與泰國國會議員友好協會」：101 年
4 月 13 日成立，會員 60 位，會長為委員丁守中。
立法院「臺灣與泰國國會議員友好協會」：101 年 6
月 4 日成立，會員 36 位，會長為委員趙天麟。

（九）立法院「中華民國與南太平洋地區交流聯誼會」：101
年 6 月 14 日成立，會員 50 位，會長為委員陳超明。

（十）立法院「臺灣與東協國會議員友好協會」：101 年 9 月
18 日成立。

（十一）立法院「中華民國與新加坡國會議員友好協會」：101
年 5 月 4 日成立，會員 70 位，會長為委員江啟臣。

（十二）立法院「中華民國與馬來西亞國會議員友好協會」：   
101 年 4 月 13 日成立，會員 52 位，會長為委員徐少萍。

（十三）立法院「中華民國 - 帛琉國會議員友好協會」：1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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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5 日成立，會員 44 位，會長為委員林滄敏。
（十四）立法院「中華民國與寮國國會議員友好協會」：101 

年 4 月 13 日成立，會員 52 位，會長為委員蔡錦隆。
（十五）立法院「中華民國與緬甸國會議員友好協會」：101 

年 4 月 13 日成立，會員 47 位，會長為委員張慶忠。
立法院「臺灣與緬甸國會議員友好協會」：102 年 4
月 19 日成立，會員 24 位，會長為委員陳歐珀。

（十六）立法院「中華民國與汶萊國會議員友好協會」：101 
年 4 月 13 日成立，會員 12 位，會長為委員楊應雄。

（十七）立法院「中華民國與澳洲、紐西蘭國會議員友好協會」：
                101 年 4 月 13 日成立，會員 58 位，會長為委員丁守中。
（十八）立法院「中華民國與柬埔寨國會議員友好協會」：101

年 5 月 22 日成立，會員 37 位，會長為委員林滄敏。
 ( 十九 ) 立法院「臺灣與尼泊爾國會議員友好協會」：104 年 1

月 13 日成立，會員 25 位，會長為委員陳歐珀。
( 二十 ) 立法院「臺灣與大洋洲國會議員友好協會」：102 年 1

月 11 日成立，會員 23 位，會長為委員許智傑。

二、亞非地區 
（一）以色列國會友臺小組 （ Israel  -  Taiwan   Friendship 

Association）：92 年 6 月 14 日成立，成員 20 餘人，
主席為夏伊（Nachman SHAI）。
立法院「中華民國與以色列國會議員友好協會」：101
年 5 月 25 日成立，會員 46 位，會長為委員林郁方。

（二）俄羅斯國會友臺小組（ Russian Parliamentary  Group  of 
the State Duma for the Relations with Taiwan）：2004 年
11 月 24 日成立，目前成員超過 50 人，主席為杰林斯
基（Yan ZELINSKIY）。
立法院「中華民國 - 俄羅斯國會議員友好協會」：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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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3 月 30 日成立，會員 54 位，會長為委員潘維剛。
立法院「臺灣與俄羅斯國會議員友好協會」：101 年 4
月 20 日成立，會員 26 位，會長為委員尤美女。

（三）蒙古國會「蒙古 - 臺灣聯誼會」 ﹝ Mongolia -Taiwan 
Club of the Great State Khural（Parliament）  of 
Mongolia﹞：99 年 5 月成立，會員 12 人，會長為副議
長曹格（TSOG Log）。

（四）聖多美普林西比國會友臺小組（Groupo Parlamentar de 
Amizade São Tomé e Príncipe-Taiwan）：95 年 9 月 5 日
成立，成員 5 人。

（ 五 ） 布 吉 納 法 索 國 會 友 華 小 組  〔  Groupe d´amité  
Parlementaire Burkina Faso/République de Chine
（Taïwan）〕：103 年 2 月 3 日成立，成員 24 人，主
席桂瑪（Giséle GUIGMA）。 

（六）史瓦濟蘭 — 臺灣國會聯誼會 （ Swaziland - Taiwan 
Parliament Members Association）：96年10月4日成立，
主席為德魯齊（Mduluzi DLAMINI）（兼觀光暨環境
事務部部長）。
立法院「中華民國與史瓦濟蘭國會議員友好協會」
﹝R.O.C. (Taiwan)-Swaziland Inter-Parliamentary Amity 
Association﹞：103 年 1 月 22 日成立，成員 43 人，會
長為委員李桐豪。

（七）奈及利亞國會友臺小組 （ Nigeria - Taiwan  Friendship 
Group）：102 年 11 月成立，成員 14 人，主席為歐納
沃（Mohammed Ogoshi ONAWO）。

( 八 ) 立法院「中華民國 - 奈及利亞國會議員交流聯誼會」：
102 年 3 月 22 日成立，會員 44 位，會長為委員廖正井。

三、歐洲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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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歐 洲 議 會 友 臺 小 組（European Parliament-Taiwan 
Friendship Group）：80 年 6 月 12 日 成 立， 主 席 為
譚 諾 克 （Timothy Charles Ayrton TANNOCK， 英 國
籍 ）， 副 主 席 3 人 分 別 為 安 芮 琪 娜（Laima Lijcija 
ANDRIKIENE，立陶宛籍）、克雷索 -多福勒（Wolfgang 
KREISSL-DÖRFLER，德國籍）及范巴倫（Hans van 
BAALEN，荷蘭籍），成員逾百人。
立法院「中華民國與歐洲議會議員友好協會」：101
年 4 月 20 日成立，會員 66 位，會長為委員呂學樟。
立法院「臺灣與歐洲議會議員友好協會」：101 年 4
月 20 日成立，會員 22 位，會長為委員尤美女。

（二）奧地利 — 臺灣友好小組 （  Österreich - Taiwan Fre-
undschaft Gruppe）：90 年 5 月 成 立， 目 前 成 員 19
人，召集人為外交委員會委員葛羅斯魯克（Wolfgang 
GROβRUCK）。
立法院「中華民國與奧地利國會議員友好協會」：101
年 4 月 13 日成立，會員 60 位，會長為委員丁守中。

（三）比利時臺灣之友國會議員聯誼會 （  Cercle   de Parlem-
entaires-Amis de Taiwan）：82 年 12 月成立，現有成
員 35 人。
立法院「臺灣與比利時國會議員友好協會」：101 年 5
月 8 日成立，會員 19 位，會長為委員邱志偉。

（四）捷克國會眾議院友臺小組（ Czech  Republic - Taiwan 
Friendship Group）：83 年 2 月 10 日成立，現有成員
18 人，主席為班達（Marek BENDA）。
捷克參議院友臺小組（Taiwan Friendship Group）：
100 年 3 月成立，現有成員 12 人，現任共同主席為副
議長皮哈特（Petr PITHART）及立法暨憲法委員會主
席安特勒（Miroslav ANT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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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丹麥國會友臺協會（ Danish  Parliamentary  Association  
for Friendship with Taiwan）：93 年 4 月 27 日 成 立，
目前約有 80 名成員，主席為柯佛（Jeppe Sebastian 
KOTOD）。

（六）愛沙尼亞國會友臺小組 （  Estonia  -  Taiwan Support 
Group）： 92 年 9 月 8 日成立，目前成員 11 人，主席
為韓森（Margus HANSON）。

（七）芬蘭國會友臺小組 （ Taiwan   Friendship  of   Finnish 
Parliament）：93 年 6 月 11 日成立。目前成員有 30 人，
主席薇卡珮萊（Mirja VEHKAPERÄ）。

（八）法國國會友臺小組：
1、參議院：參議院與中華民國 - 臺灣資訊交流小組

（Groupe d´Informations et d´échanges Sénat-
République de Chine, Taiwan）：73 年 12 月 5 日
成立，目前成員 35 人，主席為塔斯卡（Catherine 
TASCA）。

2、國民議會：國民議會臺灣事務研究小組（Groupe 
d´Etude à Vocation Internationale sur les Problèmes 
liés à Taiwan）：78 年 5 月 19 日成立，主席為博賀
德（François BROTTES）。

3、立法院「中華民國 - 法國國會議員友好協會」：
101 年 3 月 30 日成立，會員人數 42 位，會長為委
員潘維剛。

（九）德國柏林  —  臺北國會友好小組 （ Parlamentarischer 
Freundkreis Berlin-Taipeh）：前身為 81 年 2 月 29 日成
立之「波昂 - 臺北國會友好小組」， 88 年 10 月 4 日
德國遷都柏林，同年 11 月 29 日改為現名。目前成員
有 58 人，主席為魏爾胥（Klaus-Peter WILLSCH）。
立法院「中華民國與德國國會議員友好協會」：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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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6 月 10 日成立，會員 61 位，會長為委員邱文彥。
（十）匈牙利國會臺匈友好協會（Hungary-Taiwan Friendship 

Association）：95 年 10 月 11 日成立，目前成員 50 餘
人，主席為艾克許（József ÉKES）。

（十一）愛爾蘭—臺灣國會友誼協會（Ireland-Taiwan Parliame-
ntary Friendship Society）：91 年 1 月 31 日 成
立， 現 有 成 員 約 50 人， 主 席 為 馬 基 尼 士（John 
McGUINNESS）。

（十二）義大利國會友臺小組（ Gruppo  Informale Interparlame-
ntare di Amicizia fra Italia e la Repubblica di Cina）：83
年 6 月成立，現有成員約 83 人，主席為馬蘭（Lucio 
MALAN）。

 立法院「中華民國 - 義大利國會議員友好協會」：101
年 4 月 27 日成立，會員 59 位，會長為委員楊麗環。

（十三）拉脫維亞國會友臺小組 （Group for Interparliamentary 
Relations with Taiwan）：85 年 3 月 14 日 成 立，
目 前 成 員 22 人， 主 席 為 拉 可 夫 斯 基（Ainars 
LATKOVSKIS）。

（十四）立陶宛國會友臺小組（Group for the Interparliamentary 
Relations with Taiwan）：86 年 3 月 成 立， 目
前 成 員 33 人， 主 席 為 史 帝 朋 納 維 斯（Gintaras 
STEPONAVI IUS）。

（十五）挪威國會友臺小組 （ Taiwan  Group  in the Norwegian 
Parliament）：84 年 6 月成立，目前成員 40 餘人，召
集人為海樂蘭（Trond HELLELAND）。

（十六）波蘭國會友臺小組 （ Polish - Taiwanese Parliamentarians 
Group）：86 年 7 月 17 日成立，現有成員 77 位，眾議
院國防委員會主席倪秀斯基（Stefan NIESIO OWSKI）
擔任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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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葡萄牙友臺小組（Grupo de Amizade Portugal-Taiwan）
 ：93 年 4 月 1 日成立，成員 45 人，主席為國會外交

委員會歐卡娜（Carina OLIVEIRA）。
（十八）斯洛伐克國會友臺小組（Slovask-Taiwanese Parliament-

arian Friendship Group）：94 年 12 月 14 日成立，成員
17 名，主席為史蒂芬涅茲（Ivan ŠTEFANEC）。

（十九）臺斯（洛維尼亞）友好協會（Slovenia-Taiwan Friend-
ship Association）：86 年 10 月成立，現任主席為斯
洛維尼亞民主黨副主席暨歐洲議會議員布瑞（Michal 
｀Miha´ BREJC）。

（二十）西班牙 - 中華民國 （ 臺灣 ） 國會議員友好協會
[Asociación de Amistad Hispano-Taiwanesa（República 
de China）]：97 年 11 月 19 日成立，目前成員 66 人，
會長為巴紐（Francisco VAÑÓ Ferre）。

（廿一）瑞（典）臺國會議員協會（Swedish-Taiwanese Parliam-
entarian Association）：86 年 11 月 26 日 成 立， 目
前 成 員 38 人， 會 長 為 賽 柏（Anna Ester Caroline 
SZYBER）。

（廿二）臺瑞（士）國會友臺小組（Groupe Suisse-Taiwan de l´
 Assemblée Fédérale）：瑞國會友臺小組（Le Groupe 

Parlementaire Pour l´Amitié entre la Suisse et la 
République de Chine）於 84 年 1 月中成立，90 年 10 月
3 日改組並更改為現名。目前小組成員 26 人，主席為
上院外交委員會成員貝博納（Didier BERBERAT）。

（廿三）英國國會臺英國會小組 （ British - Taiwanese All-Party 
Parliamentary Group）：目前小組成員 108 人，上議院
議員福克納勳爵（Lord FAULKNER）及史蒂爾勳爵
（Lord STEEL）擔任共同主席。
立法院「臺灣與英國國會議員交流協會」：101 年 4



中華民國 104 年外交年鑑

- 444 -

月 6 日成立，會員 66 位，會長為委員張嘉郡。
（廿四）臺保 （保加利亞）國會友誼小組（Bulgaria-Taiwan Pa-
 rliamentarian Friendship Group）：100 年 3 月 成

立， 成 員 24 名， 主 席 為 邱 凱 基（Dimitar Iordanov 
CHUKARSKY）。

（廿五）臺盧（盧森堡）國會友臺小組（ Luxembourg -Taiwan 
Pa-rliamentarian Friendship Group）：100 年 1 月成立，
成員逾 20 人，超過全體議員之三分之ㄧ，聯絡人為布
菈瑟（Anne BRASSEUR）。

（廿六）立法院「中華民國 - 北歐五國國會議員友好協會」：
101 年 4 月 27 日成立，會員 51 位，會長為委員楊麗環。

（廿七）立法院「中華民國與波蘭、匈牙利、捷克和斯洛伐克
國會議員友好協會」：101 年 4 月 19 日成立，會員 62
位，會長為委員林郁方。

（廿八）立法院 「 中華民國與波羅的海三國（立陶宛、愛沙亞
 、拉脫維亞）國會議員友好協會」：101年5月8日成立，

會員 34 位，會長為委員邱志偉。
（廿九）立法院「臺灣與東南歐國會議員友好協會」：101 年

10 月 30 日成立，會員 31 位，會長為委員邱志偉。

四、北美地區

（一）加拿大：

1、 加（ 拿 大 ） 臺 國 會 議 員 友 好 協 會（Canada-Taiwan 
Parliamentary Friendship Group）：81 年 12 月 成 立，
現任會長為魏子安（John WESTON），成員 46 名，
惟迄 102 年成員已達 59 名。

2、 加（ 拿 大 ） 臺 國 會 議 員 友 好 協 會（Canada-Taiwan 
Parliamentary Friendship Group） 會 長 魏 子 安（John 
WESTON）眾議員於 102 年 4 月 6 日至 12 日率團訪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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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年共計 25 位國會參眾議員訪華。
立法院「中華民國 - 加拿大國會議員友好協會」：102
年 4 月 10 日成立，會員 43 位，會長為委員林滄敏。

（二）美國：
1、 聯 邦 眾 議 院「 國 會 臺 灣 連 線 」（Congressional 

Taiwan Caucus）：91 年 4 月 9 日成立。現有成員
145 人，4 位共同主席為席瑞斯（Albio SIRES）、
康納利（Gerald E. ｀Gerry´ CONNOLLY）、迪馬
里（Mario Rafael  DIAZ-BALART Caballero）及卡
特（John Rice CARTER）。

2、聯邦參議院臺灣連線：92 年 9 月 17 日成立，成員
27 人，兩位共同主席為殷霍夫（James Mountain 
｀Jim´ INHOFE） 及 孟 南 德 茲（Robert ｀Bob´ 
MENENDEZ）。

3、立法院「臺美國會議員聯誼會」：101 年 3 月 15
日完成改組成立，會員 46 位，會長為委員林郁方。

4、立法院「臺灣與美國國會議員友好協會」：101 年   
 4 月 20 日成立，會員 20 位，會長為委員邱志偉。

5、美聯邦參、眾兩院外交委員會主席孟南德茲 (Robert 
MENENDEZ) 參議員及羅伊斯 (Ed ROYCE) 眾議員
均於 102 年訪華，合計 102 年共有 4 位聯邦參議員
及 18 位 (19 人次 ) 聯邦眾議員訪華。

6、「臺美國會議員聯誼會」會長委員林郁方 102 年 7
月 4 日至 14 日率副會長委員陳唐山等 8 名委員赴
美國華府、紐約及舊金山等地訪問。

五、拉美地區

（一）中美洲議會（Parlamento Centroamericano）：立法院於

88 年 5 月以永久觀察員之身分加入中美洲議會。
（二）中美洲暨加勒比海盆地國家國會議長論壇（Foro de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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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identes y Presidentas de Poderes Legislativos de 
Centroamerica y la Cuenca del Caribe, FOPREL）：88
年 12 月 12 日通過我立法院院長為永久觀察員。

（三）臺多 （明尼加） 國會友好委員會 （ AsociaciónInter 
parlamentaria República Dominicana-República de 
China）：90 年 8 月成立，成員 8 人，現任主席為隸屬
革命黨 (PRD, Partido Revolucionario Dominicano) 議員
岡薩雷茲 (Virgilio Manuel GONZÁLEZ)。

（四）臺瓜（地馬拉）國會友好聯誼會 [Asociación de Amistad 
Parlamentaria entre Guatemala y la República de China
（Taiwán）]：80 年 7 月 3 日成立，現任會長為前國會
議長阿萊霍斯（José Roberto ALEJOS Cámbara）。

（五）尼加拉瓜 ― 中華民國（ 臺灣 ）國會友好小組 [Grupo 
Parlamentario de Amistad de Nicaragua-República de 
China （Taiwán）]：101 年 8 月 16 日 成 立， 成 員 9
人，由執政之桑定黨國會副黨鞭費格洛阿 (José Santos 
FIGUEROA Aguilar) 擔任主席。

（六）臺巴（ 拿馬 ）國會友好小組（ Grupo  de Amistad Inter-
parlamentaria Chino-Panameño）：依據巴國立法議會
與我立法院於 86 年 2 月 3 日簽署之「臺巴國會雙邊委
員會宣言」及於 5 月 20 日簽署之「臺巴國會雙邊委員
會章程」。現有成員 14 位，主席為瓦雅莉諾（Marilyn 
VALLARINO de Sellhorn）。

（七）巴拉圭參議院友華委員會：於 102 年 12 月 10 日以第
203 號決議文通過該院成立「友華委員會」，目前成
員 12 人。由第二副議長柏佳都 (Victor BOGADO，前
曾任眾院議長 ) 擔任會長，副主席 3 名分別由參議院
藍黨黨鞭 Blanca FONSECA、前總統盧戈 (Fernando 
LUGO) 及前參議長奧維多 (Jorge OVIEDO Matto) 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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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八）巴西國會臺巴小組（Grupo Parlamentar Brasil-Taiwán）
 ：89 年 2 月於參議院成立，同年 5 月亦於眾議院成立。

95年國會改選，將兩院成員整合為一，現有成員50人，
主席為參議員郝彼（Valdir RAUPP de Matos）。

（九）臺智（利）國會工作小組（Grupo de Trabajo Chileno-
Taiwanés）： 眾 議 員 沙 拉 貝 里（Felipe SALABERRY 
Soto）於 91 年 10 月 1 日成立，現有成員 10 餘人。

（十）哥倫比亞國會友臺協會 （ Sociedad Colombiana Parla-
mentaria de Amigos de R.O.C., Taiwán）：92 年 5 月 13
日成立，現有 11 名國會議員及 9 名前國會議員，會長
為參議員克羅帕朵夫斯基（Jairo Raúl CLOPATOFSKY 
Ghisays）。

（十一）秘（魯）臺友好聯盟（Liga de Amistad Perú-Taiwán）：
 現任會長羅布列斯（Daniel ROBLES López）於 96 年

9 月 18 日推動成立，目前成員有 39 名國會議員。
（十二）立法院「中華民國 - 中南美洲各國國會議員友好協會」
 ：101年3月30日成立，會員54位，會長為委員潘維剛。
（十三）立法院「臺灣與南美洲國會議員友好協會」：102 年

11 月 15 日成立，會員 26 位，會長為委員姚文智。
（十四）立法院「臺灣與加勒比海國會議員友好協會」：101 年

10 月 30 日成立，會員 30 位，會長為委員邱志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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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國際合作與經貿活動

壹、本年我國持續參與世界貿易組織（WTO） 
      事務之工作及成果

一、出席 WTO 第 10 屆部長會議：WTO 第 10 屆部長會議於
本年 12 月 15 日至 19 日在肯亞首都奈洛比 (Nairobi) 舉行，
經濟部部長鄧振中及我國常駐 WTO 代表團常任代表賴幸
媛大使率團出席，我國積極參與之「資訊科技協定擴大」
談判 (ITA expansion) 於 12 月 16 日完成談判，有助我國廠
商創造海外商機。

二、積極參與 WTO 杜哈回合談判工作：我國常駐 WTO 代表
團以「新入會國家集團」(RAMs) 協調人身分積極參與杜
哈回合談判工作，我國領導 RAMs 集團成員與其他會員共
同促成本年 12 月 19 日 WTO 第 10 屆部長會議宣言，其
中納入給予依據 WTO 協定第 12 條規定加入 WTO 之會員
( 即 RAMs 會員 ) 彈性待遇，內容顧及 RAMs 集團成員之
談判利益，成功捍衛我國及 RAMs 成員在杜哈回合談判期
間之各項權益。

三、積極參與 WTO 第 5 屆貿易援助全球檢視會議：本年 7 月
1 日我國常駐 WTO 代表團在 WTO 第 5 屆貿易援助全球
檢視會議期間舉辦周邊活動，以研討會之形式分享我國
在非洲、拉丁美洲及南太平洋等區域之貿易援助工作，
我國常駐 WTO 代表團常任代表賴幸媛大使出席主持該研
討會，我國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派員說明我國對外貿易
援助工作情形，中美洲經濟統合體秘書長維加拉 (Carmen 
VERGARA)、史瓦濟蘭大使桂布 (Njabuliso GWEBU)、宏
都拉斯大使卡斯蒂洛 (Dacio CASTILLO) 及世界展望會日
內瓦分會主任葛溫 (Beris GWYNNE) 亦出席分享貿易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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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經驗，與會者對我國貿易援助工作十分肯定，頗具文
宣效果。

四、 運用入會諮商爭取我國權益：我國積極參與新申請入會國
入會工作小組會議，在我國常駐 WTO 代表團常任代表賴
幸媛大使見證下，我國於本年 7 月 27 日與賴比瑞亞簽署
入會雙邊議定書，爭取賴國開放市場；賴比瑞亞並於雙邊
議定書中承諾給予我國國民落地簽證待遇。賴比瑞亞入會
案已於同年 12 月 16 日 WTO 第 10 屆部長會議期間獲採
認 。

五、參與 WTO 成立 20 周年慶祝活動：外交部與經濟部委
託中華經濟研究院於本年 8 月在我國舉辦「WTO 成立
20 周年國際研討會」，WTO 秘書長阿茲維多 (Roberto 
AZEVÊDO) 以「WTO 二十年之成就與挑戰」為題，以錄
影方式在會中致詞，表達對我國舉辦該研討會之重視。
WTO 入會處亦將我國入會經驗納入其出版「WTO 入會
與多邊貿易：個案研究與課題」專書內容，廣宣我國入會
決策過程及經貿自由化政策，該專書已於同年 9 月出版發
行。

六、 積極參與 WTO 各項會議並爭取擔任委員會主席：我國常
駐 WTO 代表團積極參與 WTO 各項會議，並爭取同仁擔
任各委員會主席，例如我國常駐 WTO 代表團常任代表
賴幸媛大使擔任 WTO 法律諮詢中心 (Advisory Centre on 
WTO Law, ACWL) 管理委員會委員、駐團同仁擔任 WTO
進口簽審委員會及民用航空器委員會主席，以提升我國在
WTO 之參與程度。

七、 加強與 WTO 秘書處技術合作關係：WTO 秘書處分別在
本年 7 月與我國合辦「食品安全檢驗與動植物防疫檢疫協
定」研討會、8 月舉辦「貿易便捷化協定」研討會、9 月
舉辦「服務貿易」研討會，WTO 秘書處均指派專家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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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講授相關課程，我國產官學界人士共同參加，有效提升
我國各界對 WTO 相關協定內容之瞭解。

貳、 我國國際合作發展宗旨、變革及其策略
一、 宗旨：我國國際合作發展工作之宗旨即在推廣我國經社發

展成功經驗，整合政府與民間資源，提升國際合作層次，
建立多元援外體系，協助友邦及友好開發中國家加速經社
發展，積極回饋國際社會，敦睦各國邦誼，並促進國際合
作，發揮人道關懷精神，並落實永續化、民間化的國際合
作發展成效。

二、 變革：我政府於 97 年推動「活路外交」政策，提出援外
工作「目的要正當」、「程序要合法」及「執行要有效」
新思維，外交部於 97 年時就我國援外工作進行全面檢討，
嗣更依前述檢討結果並參酌國際援外作法及國際組織相關
倡議，撰擬我國首部援外政策白皮書，並於 98 年 5 月 7
日公布。99 年 5 月立法院三讀通過「國際合作發展法」，
更明確界定國際合作發展事務之內涵、目標以及作業原
則。

三、 策略：「進步夥伴，永續發展」係我國援外政策之主軸，
爰我國國際合作發展策略係依前述理念，透過雙邊、多邊
暨參與國際組織援助等多元合作夥伴，由政府、非政府組
織及民間共同推動，以援助計畫落地生根、普及民間、永
續發展為努力目標。

參、 我國國際合作發展執行方式
一、 技術合作：至本年底止，外交部委託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

展基金會（以下簡稱國合會）派赴海外之駐外技術團、醫
療團、投資貿易團等共計 14 團，與 1 個辦事處，以及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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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專案計畫，分布於亞太、亞西、非洲、加勒比海、中美
洲及南美洲地區共 32 國，實派駐外技術人員共計 153 人，
執行包括農企業、畜牧、園藝、漁業、技職教育、華語教
學、資通訊、工業、貿易投資及公衛醫療等合作計畫。此
外，國合會亦派遣中小企業和經貿專家及志工赴海外從事
中、短期指導或顧問等服務，並邀請友好開發中國家人員
來我國接受教育訓練、參加研習班，及大學、碩博士獎學
金學程，藉此協助夥伴國家培育人才。

二、 有償援助：國際開發合作指援助國將資金、貨物、或技術
轉移給受惠國，除前述技術合作之無償工具，尚有以資本
援助（Capital Assistance）之有償工具，主要係透過投資
及融資等方式，協助受援國進行公共工程、社會發展、農
業發展及私人部門發展等計畫。

三、 國際急難暨人道援助：本年國合會與美慈組織 (Mercy 
Corps) 合作辦理「北約旦水井修復計畫」；與台灣世界展
望會 (World Vision Taiwan) 合作辦理「菲律賓海燕颱風災
後復甦方案―健康中心重建計畫」及「索羅門洪災衛生計
畫」；與世界展望會尼泊爾分會 (World Vision International 
Nepal) 合作辦理「尼泊爾衛生站重建計畫」；與國際關懷
協會尼泊爾分會 (CARE Nepal) 合作辦理「尼泊爾廓爾克
縣糧食安全及生計支援計畫」；另與吐瓦魯國家災害管理
辦 公 室 (National Disaster Management Office and National 
Disaster Committee) 合作辦理「吐瓦魯帕瑪風災用水安全
恢復計畫」。

四、 外交替代役：本年度國合會派遣 77 名役男，役男專長包
含農園藝、水產養殖、畜牧、植物病理、昆蟲等農林漁
類；醫學、牙醫、醫檢、公共衛生等公衛醫療學類；西語、
法語等外語學類；經濟、企管、資管、觀光等管理學類。
役男在國內統一完成 6 週的專業訓練後，於 11 月上旬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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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派往我國駐亞太、中南美洲、加勒比海、非洲等地區共
20 個國家的 13 個技術團、醫療團及 18 個專案計畫服務。

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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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交部於 85 年 7 月 1 日正式捐助成立財團法人國際合作
發展基金會。99年5月立法院三讀通過「國際合作發展法」
（以下簡稱國合法），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亦因為「國合
法」之頒布，法定成為我國主管機關或其他政府機關得優
先委託辦理國際合作發展事務之專業機構。
國合會之成立，除將整合資源外，並冀能以其財團法人型
態，靈活運用諸如貸款、投資、捐贈、國際技術合作及人
力培訓等方式，充分發揮其職掌、落實國際合作計畫之成
效，並促使國際合作計畫與國內產業緊密結合、經貿與外
交相互支援，進而達成藉國際合作發展外交，以外交回饋
經貿之良性互動。

二、 國合會執行業務現況簡介
( 一 ) 技術合作：

1. 駐外技術人員（含駐外技術團及專案計畫）：我國
對推動國際合作事務向來不遺餘力，自 48 年首先
在越南成立農業技術團以來，前後曾與 80 餘個國
家合作，派遣技術團共達 108 個，派遣人員累計達
13,031 人次。迄本年底，共有駐外技術團、醫療團、
投資貿易團計 14 個，辦事處 1 個及 43 項專案計畫，
分布於亞太、亞西、非洲、加勒比海、中美洲及南
美洲地區之 32 國，實派專業夥伴 153 人，執行包
括農企業、畜牧、園藝、漁業、技職教育、華語教
學、資通訊、工業、貿易投資及公衛醫療等合作計
畫，詳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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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9 0 1 2 0 12 39 38 

 4 0 0 0 4 0 4 9 9 

 4 2 1 0 6 0 9 28 27 

 5 1 0 0 10 0 11 25 25 

 6 1 0 0 16 0 17 32 32 

 2 0 0 0 4 1 5 7 7 

 

(

) 
 

0 0 0 1 0 1 15 15 

  32 13 1 1 43 1 59 155 153 

2. 駐外技術團及專案計畫工作概況：我國技術團在友
好國家除依據協定內容訂定工作計畫外，應駐在國
政府之請求，計畫類型並涵括農企業、畜牧、園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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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業、技職教育、資通訊、工業、貿易投資及醫療
服務等，項目繁多，盼於有限之人力及物力條件下
克盡所能，全力以赴。此外，本年國合會工作重點
除持續執行運用自有資金與外交部委辦的計畫外，
亦進行 13 項新興計畫的準備工作。

 在進行友邦人才能力建構方面，布吉納法索職業訓
練技術協助計畫 (2013-2016) 為提供布吉納法索工
業發展所需基礎技術人才，以利布國由第一級產業
為主之經濟體過渡至具備基礎民生工業之開發中國
家，推動布國建構分布全國之 13 所區級職訓中心
及 3 所高職，依布國各地區之經濟活動特色及產業
發展潛能，設計各中心之職訓課程，並捐贈所需教
學機械設備等，以培養基礎技術人才，另選定該國
之金亞雷及卜卜市分別建置國家級及工業級示範職
訓中心，其功能係作為全國職訓師之培訓基地及中
高階技術人才養成，此外亦規劃教材法譯、技能檢
定及證照系統，期由技術輔導、法規及人才養成三
管齊下，有效提升布國職訓量能。

 另為協助夥伴國與世界接軌，導入國際資訊安全標
準，聖露西亞「2010 年人口與住戶普查報告」統
計資料顯示，其網路普及率僅約 43%，並集中於
較具發展規模城市，長期造成「城鄉數位落差大」
及「家庭網路普及率低」問題，國合會協助露國發
展「無線區域網路（WLAN）」，規劃連結至各鄉
鎮社區公共區域（包含政府單位、學校、偏鄉地區
等），使一般民眾、觀光客及商務旅客在此公共區
域內使用免費或低價無線區域網路。除可提升網路
普及率，更可激勵政府及企業在此公共建設上提供
多元化之創新應用服務，並規劃「資訊安全與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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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控」及「能力建構與創新運用」，擴展更多教育
與觀光便民化服務。

 此外，亦於中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亞太及非洲
地區，配合我國外交政策在友邦或友好國家推行飼
料廠規劃、企業輔導、職業訓練、再生能源、資通
訊、地理資訊系統應用、蔬菜產銷、水產養殖、稻
作、雜糧作物、植物保育、病害防治、農藥殘留檢
測、食品加工、畜牧及營養提升等多項新興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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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本年 12 月底，國合會派駐之技術團、計畫經
理人及工作計畫表臚列如後：

3. 駐外技術人員在職訓練：為協助新派任團長暨計畫
經理熟悉國合會業務方向及培訓管理職能，辦理
「104 年度新派任團長暨計畫經理訓練」，技術團
團長及計畫經理計 5 人接受相關訓練。5 天課程中，
教導業務管理、領導統御、人事規章及作業系統等
事項，俾利渠等於受訓後將課程所學運用在政策宣
導、落實執行及人員督導等業務範疇；另為精進駐
外團員專業技術能力俾利業務推動，本年度共安排
20 位駐外技術人員接受專業訓練。

( 二 ) 國際教育訓練
1. 專案研習班：國合會於本年度辦理友邦及友好國家

政府官員及技術人員專業研習班 16 班次，計有 60
國、372 名友邦及友好開發中國家學員受惠。本年
度研習班包括「中小企業發展研習班」、「水資源
管理研習班」、「組織培養與健康種苗繁殖技術研
習班 ( 產銷議題 )」、「稻種管理研習班」、「農
民組織與農村發展研習班」、「疾病管制與預防
研習班」、「農業發展策略研習班」、「ICT 台灣
研習營 - 電子商務應用研習班」、「綠色能源發展
研習班」、「臺灣非營利組織與社會企業發展研
習班」，及「服務業 ( 觀光業 ) 發展策略研習班」
等 11 項全球性班別；針對拉美區域友邦需求，開
設包括「農民組織與農村發展研習班」、「中小
企業發展研習班」，及「電子商務應用研習班」等
3 項西語專班；另針對東協國家經貿發展、與我國
經貿合作往來密切之現況開設「中小企業發展研習
班」，以促進我國與東協國家商機合作之機會。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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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為配合臺緬技術合作業務之需求，國合會亦客
製化辦理「緬甸綜合農業研習班」。本年度總計辦
理 16 項研習班。

2. 高等教育：為因應友邦及友好國家日益提升之高等
人才需求，國合會自 87 年起辦理「國際高等人力
培訓外籍生獎學金計畫」，本年度持續與國內 21
所大學合作辦理 34 項學 / 碩 / 博士學位學程，學程
領域包括農業、理工、公衛醫療、商管及其他等五
大類別。本計畫執行迄今已有 1,536 名外籍生受惠，
現有來自 38 個國家共 525 位外籍生在臺進修（含
本年 9 月入學之 201 名新生）。

3. 多明尼加密集華語專班 : 國合會「多明尼加密集華
語專班計畫  係以提供獎學金方式，辦理為期一年
之密集華語訓練課程，以協助友邦多明尼加培訓華
語專業人才。本計畫與輔仁大學合作，委由輔大語
言中心辦理密集華語課程，並配合專人管理、學習
輔導、定期監督及學習考核等制度，期盼於一年內
提升多明尼加學生華語文能力，並於期末達到我國
華語文測驗進階級 (TOCFL Level 3) 以上程度，俾
利其未來從事涉華事務及職涯發展，本計畫業於本
年結束。

4. 推動華語文教育：因應全球掀起之華語文學習熱
潮、促進友邦及友好國家人士認識臺灣文化社會，
增進與我國之文化交流，進而發揚正體中文之影響
力，並使華語文教師提供之華語文教育內容更為均
質且專業化，國合會自 103 年度起辦理「友邦及友
好國家專業華語教師派遣案」，本年度已派遣 16
名華語教師分赴尼加拉瓜、薩爾瓦多、巴拉圭、巴
拿馬、聖文森、索羅門群島、帛琉、約旦、土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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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明尼加、海地及瓜地馬拉等國服務。
5. 技職訓練計畫：為協助太平洋友邦青年培養專業技

術能力，增加就業機會與職涯發展，本年度國合會
與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合作辦理「太平
洋島國青年技職訓練計畫」，計有來自太平洋友
邦 ( 吉里巴斯、馬紹爾群島、諾魯、帛琉、索羅門
群島及吐瓦魯 ) 六國共 30 位青年來我國接受為期 4
個月之「電機實務」、「汽車修護」、及「木工實
務」等 3 項技術性訓練班之訓練課程。

( 三 ) 國際公衛醫療計畫
1. 「臺布醫療合作計畫」: 本計畫係由駐布吉納法索

醫療團與布方合作，藉由臨床技術交流與轉移，協
助布國公衛醫療服務體系強化相關能力並提升機構
之功能，計畫內容旨在提高古都古地區病患接受專
科診療服務之覆蓋率、降低計畫區內城鄉之醫療差
距、降低服務區內住院病患死亡率等，並藉由基層
衛生站醫務管理訓練班、基層助產士在職訓練班提
升基層醫療照護品質。本年累計提供醫療診療服務
7,644 人次、巡迴駐診 36 場（服務 5,024 人次）、
衛教推廣 60 場（推廣對象 5,792 人次）。另完成
辦理助產士訓練班訓練 284 人次、醫務管理訓練班
訓練 262 人次，並提供全國地區醫院巡迴保修 22
場及完成辦理醫工訓練班訓練 24 人次。

2. 「友好國家醫事人員訓練計畫」：本計畫係遴選友
邦具發展潛力之各類醫事人員來我國，學習我國
醫療照護系統之實際運作方式。本年共有來自 13
國、32 名醫療專業人員赴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臺北慈濟醫院、
臺北榮民總醫院、國泰綜合醫院、馬偕紀念醫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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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家醫療相關機構，接受為期 1 至 3 個月的臨床
專業訓練。

3. 「南部非洲移動族群中愛滋病、肺結核、高血壓病
患管理提升計畫」：本計畫係與挪威國際路加組織
合作，由該組織與南部非洲地區 2 國衛生部共同擇
定具指標性之醫院，並應用符合世界衛生組織規範
之健康資訊系統強化模組，以強化各政府及醫院對
移動族群中愛滋病、肺結核、高血壓病患之追蹤效
能，進而降低失聯率及提高病患存活率。本年累計
已完成馬拉威 Mzuzu 中央醫院及 Rumphi 縣立醫院
導入 PACS 之工作，且完成 42,000 份衛教單張印
製與發送作業；共計 6 位南部非洲區域組織及國家
衛生主管機構人員來我國進行參訪、16 位人員來
我國參加「系統軟體開發、維護與障礙排除」訓練
班與「系統硬體操作、維護與障礙排除」訓練，並
於馬國當地訓練 61 位系統使用者。另已完成馬拉
威移動族群橫斷式流行病學調查研究報告及區域內
移動病患健康照護之倡議文件各乙份，並於馬拉威
辦理 1 場次區域研討論壇。

4. 「聖多美普林西比腸道寄生蟲防治計畫」：本計畫
係針對聖國學童及家戶推行腸道寄生蟲防治計畫，
透過篩檢人員能力建構、學校與社區衛生教育推
廣、建立寄生蟲感染個案通報系統及產出流行病學
報告等方式，提升聖國寄生蟲防治能力，進而降低
該國學童腸道寄生蟲感染情形。另本年度業於 12
月 15 日正式派員赴聖國啟動計畫。

( 四 ) 海外服務工作團：本年度共計派遣 35 名長期及專案志
工分赴尼加拉瓜、巴拿馬、聖露西亞、泰國、帛琉、
索羅門群島、吐瓦魯、聖多美普林西比、史瓦濟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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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個友邦或友好國家服務，全年度海外服務人數共計
64 人次。志工從事一般教學（英文、資訊等）、翻譯、
農業、公衛護理、環境保護、觀光、計畫管理及電腦
資訊等服務項目。

( 五 ) 投資及融資計畫 : 本年度著重在運用我國發展優勢，
做法上強調彈性與更包容性之思考，配合夥伴國國家
發展政策回應所需推動發展計畫，並透過投資融資工
具，協助夥伴國提供更靈活之金融服務。例如：在農
業領域，針對區域發展需求發掘具潛力之金融服務相
關案件；在環境保護領域，則結合我國節能、太陽能
光電與廢棄物處理等技術強項，規劃適合友邦之計畫。
由於我國援外資源有限，爰亦謀求與國際機構如歐洲
復興開發銀行、中美洲經濟整合銀行等接軌，辦理合
作融資或投資計畫。截至本年底，國合會累積已簽約
之貸款計畫共 85 件、已簽約投資計畫共 14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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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
國際合作與經貿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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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巴拿馬華語教師林佳瑩（LIN, JIA-YNG）與學生用紙卡進行華語教學

駐聖露西亞志工陳怡中（CHEN, YI-CHUNG）協助服務單位聖露西亞國
家信託進行環境保護宣導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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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好國家醫事人員訓練計畫」參訓學員於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檢驗
科學習

國合會顧問陳獻 (CHEN, SHINNE) 與 SWADE 工作人員就烏蘇杜河取水
口工程現況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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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里斯水產養殖計畫」技師郭子豪 (KUO,TZU-HAO) 向民眾介紹如何
養殖吳郭魚

「巴拉圭淡水白鯧魚苗繁養殖計畫」替代役男方品仁（FANG,PIN-JEN）
協助本計畫推廣戶淡水白鯧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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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合會於薩爾瓦多執行「薩爾瓦多一鄉一特產 ( 袖珍陶 ) 計畫」，協助
該國發展地方特色產業

「布吉納法索職業訓練技術協助計畫」學員正在學習汽車修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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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合會與索羅門群島森林部共同合作推行「索羅門群島資源植物調查暨
植物誌編纂計畫」，提升索國保存植物自然資源的能力並於索國發現新
物種

「國際高等人力培訓外籍生獎學金計畫」學生於屏東科技大學學習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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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 9 月 10 日駐杜拜辦事處處長馬超遠於杜拜購物中心 Star Atrium 廳
參加台灣精品展開幕剪綵儀式（由左至右為杜拜華僑聯誼會會長韓志華、
駐沙烏地阿拉伯代表處經濟組秘書黃志富、駐杜拜辦事處處長馬超遠、
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杜拜台灣貿易中心主任張世朋、杜拜台商聯
誼會會長韓學斌夫婦、僑務委員會僑務促進委員曹金珠）

104 年 12 月 6 日於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拉斯海瑪（Ras Al-Khaimah）邦自
由貿易區，楊處長拜會主席卡西米 (Sheikh Ahmed Al-QASIMI)，雙方就
加強合作及吸引台商至 RAK 自由貿易區投資事項交換意見。（由左至
右為駐杜拜辦事處處長楊司恭、拉斯海瑪（Ras Al-Khaimah）邦自由貿
易區主席卡西米 (Sheikh Ahmed Al-QASI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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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 7 月 1 日於 WTO 秘書處，我常駐 WTO 代表團在 WTO 第 5 屆貿
易援助全球檢視會議期間舉辦周邊活動 - 貿易援助研討會 ( 由左至右依
序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副處長柳世紘、史瓦濟蘭大使桂布 (Njabuliso 
GWEBU)、我常駐 WTO 代表團常任代表賴幸媛大使、宏都拉斯大使卡
斯蒂洛 (Dacio CASTILLO)、中美洲經濟統合體秘書長維加拉 (Carmen 
VERGARA)、世界展望會日內瓦分會主任葛溫 (Beris GWYNNE)

「扣件業南美洲拓銷團」及「哥倫比亞降稅商機拓銷團」兩團赴哥國拓
展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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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領事事務

第一節 前言

外交部領事事務局（以下簡稱領務局）為一隸屬外交部之機

關，主要業務包括（1）核發中華民國護照（2）外國護照簽證（3）

文件證明（4）提供出國旅遊資訊及旅外國人急難救助相關服務，

是外交部為民服務的窗口，主管業務攸關民眾權益，並且與國家

安全、國際經貿、教育文化、入出國、外僑管理、外籍勞工、外

籍配偶、衛生防疫、役政、戶政及僑務等各項業務均有密切關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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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

服務，以落實政府「廉政」、「專業」、「效能」、「關懷」之

施政目標。

第二節 組織與服務分工

領務局現設有四個組：
護照行政組―負責國人護照行政業務，包括護照法規之研擬及解釋，

護照之採購、規劃與設計，以及護照不法案件之查察。

簽證組―負責外國護照之外交、禮遇、居留及停留簽證業務。

文件證明組―負責文件證明業務、旅外國人急難救助之規劃及綜整。

護照製發服務組―受理我國護照之申請核發與護照各項加簽業務。

四個室：

秘書室、主計室、人事室、政風室―負責一般行政業務。

三個任務小組：

國會聯絡組—負責國會協調聯繫及服務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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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小組—負責綜理規劃全局之電腦與資訊業務。

法制小組—負責領務法規之研修、制訂與解釋，辦理民眾陳情訴願及

訴訟案件。
五個辦事處：

在臺灣桃園國際機場設有辦事處，專門辦理外籍人士落地簽證業
務及旅外國人急難救助聯繫。另設中部、南部、東部辦事處及雲
嘉南辦事處，該四個辦事處除提供護照、簽證、文件證明等領務
服務外，並負責協助地方政府及團體處理涉外之相關事務。

第三節 業務概況與具體成效

第一項 護照業務

壹、繼續實施「首次申請護照親辦」措施
一、為提昇我國護照公信力，避免護照遭不法人士冒辦，保障

個人資料安全，並爭取更多國家給予國人免簽證待遇，外
交部自 100 年 7 月 1 日起全面實施「首次申請護照親辦」
措施，亦即首次申請普通護照民眾須親至領務局或外交部
四個辦事處辦理；倘不便親自前往，則須先至任一戶政事
務所填妥普通護照申請書並作人別確認後，再併同申請護
照應備文件委託旅行業者、親屬或同事續代前往上述申辦
地點申請護照。

二、具體成效：
104 年民眾至全國 318 個戶政事務所辦理人別確認數量
計 426,315 件，而親赴領務局及各辦事處申辦護照者計
579,406 件，親辦案件共計 1,005,721 件，佔總申請件數
2,002,130 件之 5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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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修正護照條例及其子法規
一、近年來護照犯罪樣式及手法不斷翻新，已非現行相關罰則

所能規範，且在國外之護照不法行為依我國刑法及護照條
例規定無法處罰，亟須增訂相關罰則；另須放寬遺失護照
補發及汙損換發護照效期及未成年人得自行申辦護照之年
齡限制等。外交部爰擬具護照條例修正草案，於 102 年 1
月 17 日呈報行政院，行政院於 102 年 5 月 27 日函請立法
院審議，經立法院於 104 年 5 月 22 日三讀通過，並經總
統於 104 年 6 月 10 日明令公布。

二、配合護照條例之修正，外交部於本年 12 月 30 日修正發布
護照條例施行細則、中華民國普通護照規費收費標準、入
國證明書核發作業要點、加持第二本普通護照核發作業要
點、申請加持第二本普通護照送件須知等 5 個子法規，另
於同日依該條例之授權訂定發布護照申請及核發辦法、尚
未履行兵役義務男子申辦護照及僑居身分加簽限制辦法、
護照保管及銷毀辦法等 3 個子法規，並於呈報行政院後，
併護照條例自 10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前揭規定放寬接近
役齡男子、役男、遺失補發、污損換發護照效期，每年總
計約有 14 萬餘人受惠。

參、協助新北市政府及彰化縣政府推動「護照親 
      辦一處收件全程服務便民措施」

經外交部全力協助，新北市政府自 103 年 4 月 1 日起及彰化

縣政府自同年 7 月 1 日起對在轄內戶政事務所辦理首次申請護照

「人別確認」民眾，比照旅行業者試辦提供代收、代送及代領護

照服務。由於實施以來運作順暢，成效良好，外交部業分別公告

同意新北市政府自 103 年 10 月 1 日起及彰化縣政府自本年 1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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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起常態性辦理。

肆、業務統計數量
一、本年國內及駐外館處核發護照共計 2,045,196 本，含國內

核發普通護照計 1,991,561 本，外交、G 類及公務護照計
1,568 本，駐外館處核發普通護照計 52,067 本，國內辦理
護照加簽計 7,424 件及駐外館處簽發計 5,555 件。

二、本年領務局於國內受理速件處理服務計 141,992 件，另該
局與中華郵政公司合作推動以快遞方式提供代領及代送護
照之服務，本年代領代送計 77,680 本。

第二項 簽證業務

壹、統計資料
本年核發簽證量國內（含領務局及外交部中、南、東部、

雲嘉南辦事處）計 23,060 件；駐外館處計 530,378 件；共計

553,438 件。

貳、定期檢討外籍旅客來我國免簽證及落地簽證 
      適用國家

一、我國開放實施免簽證及落地簽證，主要考量因素：
（一）考量國家安全：審酌外國護照之核發、防偽機制及偽

變造情形，外國人歸化該國之規定，及評估該國國民
是否可能利用免簽證非法滯留我國之風險等。

（二）政務及雙邊關係考量：是否符合我國家利益。
（三）配合國家政策：例如提振觀光、營造國際友善投資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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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等。
（四）預期經濟效益：是否為我國觀光及商務客之來源國。

二、外交部適時檢討免簽證及落地簽證政策：
（一）放寬簽證措施：古巴自特定國家改列得依一般簽證審

查原則辦理之國家，得依其來臺事由，檢具應備文件
直接向我駐外館處提出簽證申請。

（二） 觀宏專案：自104年11月1日起針對印度、印尼、泰國、
菲律賓及越南等國試辦「東南亞國家優質團體旅客來
臺觀光簽證作業規範」（簡稱「觀宏專案」），試辦
期間免收簽證費，105 年將續試辦一年，並視執行成
效決定是否延長辦理。

（三）創業家簽證：為打造臺灣成為「亞太創新創業中心」，
並達成臺灣在國際創新創業價值鏈關鍵角色之施政目
標，外交部配合行政院「推動創業家簽證」政策，自
104 年 7 月 1 日起開辦創業家投資居留簽證，受理外
國人士以「單一窗口，一次作業」申請「創業家簽證」。

參、爭取各國改善對我國人簽證待遇
（一）具體成效：在積極推動各國提升我國國民簽證待遇方

面，截至 104 年底止，我國人得以免簽證或落地簽證
等簽證便利措施前往的國家及地區數目已增加為 158
個。

（二）104 年予我國人免（落）簽或其他相當便利簽證措施
之國家（或地區）:

1、予我國人落地簽證：伊朗 (Iran)、亞美尼亞 (Armenia)、
索馬利蘭 (Somaliland)、哈薩克 (Kazakhstan)、塔吉克
(Tajikistan)、賴比瑞亞 (Liberia)、吉布地 (Djibouti)、
衣索比亞 (Ethiopia)、黎巴嫩 (Lebanon)、茅利塔尼亞



中華民國 104 年外交年鑑

- 486 -

(Mauritania) 等國。
2、 予 我 國 人 電 子 簽 證： 緬 甸 (Myanmar)、 菲 律 賓

(Philippines)、印度 (India)、卡達 (Qatar)、象牙海岸
(Cote d´Ivoire)、加彭 (Gabon)、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UAE)、尚比亞 (Zambia) 等國。

（三）104 年度簡化及改善我國人簽證申請手續之國家：
1、104 年 1 月起，史瓦濟蘭予我國人免簽證由停留 30 天

延長至 90 天。
2、104 年 3 月 26 日起，巴西政府對我國人赴巴西短期商

務簽證效期由 90 天延長為 3 年，停留時間仍維持每次
最長 90 天，一年內最多不得超過 180 天。

3、104 年 9 月 15 日起，馬來西亞予我國人免簽證待遇由
15 天延長為 30 天。

4、104 年 10 月 8 日起，印尼予我國人之簽證待遇由落地
簽證改為免簽證。

肆、持續推動 APEC 商務旅行卡計畫
為提昇我國際商務競爭力，便利我國內符合資格之商務人士

拓展商機，外交部於本年已數度函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符合推薦

資格之我國重要工商團體及我在加入 ABTC 計畫各經濟體之館處

加強推廣。本年之核准量為 2,377 張，相較 103 年增加 22％。外

交部將持續加強推廣，以擴大我國參與 ABTC 計畫之效益，並提

昇我國廠商之國際競爭力，進而促進我與亞太地區國家之實質經

貿往來。

伍、實施外籍配偶結婚面談「單一窗口、包裹處 
      理」，加強外籍配偶之簽證審核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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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現行跨國婚姻審查實施逐案面談機制及加強境內外聯繫查
察已獲成效，並有效在境外過濾假結婚及遏阻人口販運，
目前已擴大對於奈及利亞等特定國家人士與國人結婚案件
實施面談。

二、外交部將持續改進外籍配偶結婚面談作業，客觀合理審查
跨國婚姻案件，賡續加強教育訓練，提高面談之技巧及品
質，確保民眾應有權益。

三、為建立外交部及駐外館處辦理外國人與我國國民結婚申請
來臺面談處理原則，以維護國境安全、防制人口販運、防
範外國人假藉依親名義來臺從事與原申請簽證目的不符之
活動，並兼顧我國國民與外籍配偶之家庭團聚及共同生活
權，外交部曾於 94 年訂定「駐外館處辦理外籍配偶面談
應注意事項手冊」，復於 99 年訂定「外交部及駐外館處
辦理外國人與我國國民結婚申請依親面談作業要點」，規
範面談作業程序、應備文件、面談人員注意事項及保密義
務、訪察依據、對於婚姻真實性無虞者免予面談之裁量基
準及救濟途徑等，以協助面談人員認定及行使裁量權。

四、精進國人與外配面談作業：自 102 年起針對派至東南亞館
處辦理領務之人員，除須參加外交部領務課程講習外，另
安排面談實務訓練，以降低誤判比率及縮小各館處面談拒
件落差情形，並對各館處面談業務之特性加強認識。另於 
104 年辦理駐東南亞館處領務巡迴講習，與相關同仁交換
依親簽證面談實務經驗及意見交流，藉以掌握與瞭解各館
面談執行狀況，並據以檢討及改善。

五、加強外籍配偶入國前輔導：94 年 10 月起，配合內政部「外
籍配偶照顧輔導基金」專案，由駐泰國、印尼、菲律賓及
越南等外館開辦境外輔導工作，對於已通過結婚面談之外
籍配偶實施入國前輔導，以團體講習及個別諮商方式向外
籍配偶說明我國國情、文化風俗、移民法令及相關權利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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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資訊，並分送相關宣導資料，期縮短外籍配偶來臺後之
適應期。

第三項 文件證明業務

壹、統計資料
本年領務局及外交部中部、南部、東部、雲嘉南四個辦事處

共辦理文件證明 128,892 件，駐外館處辦理 306,990 件，國內外

共計 435,882 件。

貳、建立民眾查詢管道
為增進民眾申辦文件證明便利及資訊透明，領務局資訊網站

提供文件證明法規、文件證明問題解答以及相關申請表格下載供

民眾參考運用。另自 104 年 5 月 1 日起，提供民眾查詢領務局及

外交部中部、南部、東部、雲嘉南四辦事處申辦文件證明案件之

辦理進度。

參、同意獲授權之駐華機構辦理文件證明
無邦交國家駐華機構倘為其國家授權並獲我國同意，則可在

我國內為其本國與我國間使用之文書辦理文件證明業務，簡化文

件證明程序。目前獲授權且經我同意在我國辦理文件證明之駐華

代表機構國家計有印尼、菲律賓、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越

南、緬甸、印度、韓國、日本、澳大利亞、斐濟、阿曼、沙烏地

阿拉伯、土耳其、以色列、約旦、俄羅斯、蒙古、南非、美國、

加拿大、法國、比利時、捷克、斯洛伐克、荷蘭、西班牙、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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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匈牙利、波蘭、義大利、奧地利、芬蘭、玻利維亞、阿根廷、

巴西、秘魯、墨西哥 40 國。

第四項 國會聯絡業務

本年領務局受理民意代表選民服務案件共計 2,067 件，其中

多為關切國人與外籍人士結婚面談案 ( 約 67.05%)、外籍人士申

辦簽證案 ( 約 10.89%)；另有國人護照提辦 ( 約 11.08%)，外國學

歷及各項文件證明 ( 約 3.87%) 案件。

第五項 急難救助

壹、發揮「外交部緊急聯絡中心」功能
外交部在臺灣桃園國際機場辦事處設置「外交部緊急聯絡

中心」，作為外交部協調處理旅外國人急難救助業務之單一窗

口，設置簡明易記的國內免付費「旅外國人緊急服務專線」電話

0800-085-095[ 諧音「您幫我、您救我」，海外付費撥（當地國國

際碼）+886-800-085-095]；並設置「旅外國人急難救助免付費專

線」電話 800-0885-0885（諧音「您幫幫我、您幫幫我」），惟因

電信技術限制，目前僅適用由 20 個國家免費直撥回國聯繫，此

一機制在實質上加強了政府照顧旅外國人安全之服務工作。本年

「外交部緊急聯絡中心」共接聽民眾請求協助及詢問電話 77,562
通，協助處理緊急案件 3,651 件。

貳、落實「境外救援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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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及時提供國人旅外急難救助服務，我國所有駐外館處皆設

有 24 小時急難救助專線電話，作為通報及聯絡處理之機制。本

年駐外館處處理急難救助事件共 6,020 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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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難借款及其他行

政協助等共 6,527 人次。

參、更新「國外旅遊警示分級表」
98 年 7 月 8 日修正公布「外交部發布國外旅遊警示參考資訊

指導原則」，按世界各國或地區旅遊風險程度分級列表，以「紅

色（不宜前往）、橙色（避免非必要旅行）、黃色（特別注意旅

遊安全並檢討應否前往）、灰色（提醒注意）」警示等級發出警

示。一旦海外發生可能危及國人旅遊安全的重大事件，即在領務

局網站發布警訊並通報相關單位及新聞媒體周知國人，本年計發

布海外旅遊警訊最新消息 111 則，更新各國旅遊警示分級表 395
則及各國旅遊資訊 636 次。

肆、提供國人旅外資料登錄系統
鑒於國人赴國外旅遊逐年增加，海外急難救助之需要亦年有

增加，為有效掌握國人旅外動態資料，俾利我駐外人員能及時提

供必要之援助，領務局除在網站上設置「旅外國人動態登錄網頁」

外，自 98 年 1 月 1 日起旅行業者亦可將出團人員登錄於「旅行

團動態登錄」網頁。旅行團或國人登錄之時程及基本資料將自動

傳送至相關駐外館處，當發生天災、動亂、急難事件或有協尋請

求時，外交部或駐外館處能據以立即聯繫國人或旅行業者提供協

助，或儘速通知在臺家屬。本年計有 37,789 人次及 319 團次上網

登錄旅外停留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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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提供旅外緊急聯絡資訊
領務局每年均印製「中華民國駐外館處緊急聯絡資訊摺頁」、

「出國旅行安全實用手冊」、「旅外國人急難救助卡」等文宣品，

免費提供國內相關機關、單位及旅行業者，並分送民眾取閱參用。

前述文宣品，領務局均定期檢審更新，以提供民眾正確資訊。另

為便利民眾使用電子載具閱讀，本年更發行「出國旅行安全實用

手冊」電子書供民眾下載。

陸、視需要啟動「旅外國人平安留言板」
100 年 5 月 31 日於領務局全球資訊網 www.boca.gov.tw 建置

「旅外國人平安留言板」，遇國外發生重大災害時，提供旅外國

人及其國內親友上網互報平安、尋人，或通報災情及政府相關撤

離、安置措施資訊。102 年 4 月因應南北韓情勢緊張及 8 月肯亞

機場大火及 103 年 5 月因應越南暴動，均曾開放。最近一次使用

為 104 年 11 月因應法國巴黎恐攻案件，開放為國人上網留言報

平安。

柒、提供「旅外安全手機簡訊」服務
國人凡持具國際漫遊功能之手機出國旅遊（大陸地區及港澳

除外），首次開機即能收到外交部緊急聯絡中心電話號碼之免費

簡訊，獲各界好評。本年計發送 3,615,035 通。

捌、提供旅外國人旅外急難救助服務多元管道
一、領務局自 100 年 9 月起規劃開發 Android 及 iOS 版本之「旅

外救助指南」（Travel Emergency Guidance）智慧型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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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程式（APP），並自 101 年 2 月 29 日起陸續上架於
Google Play 及 App Store 平台，提供民眾免費下載使用。
出國旅遊之民眾只要下載安裝該局 APP，如同帶了一位
行動秘書，並能結合智慧型手機之適地性服務（Location-
Based Service），隨時隨地瀏覽前往國家之基本資料、旅
遊警示、遺失護照處理程序、簽證，以及我駐外館處緊急
聯絡電話號碼等資訊，截至本年底下載次數已接近 17 萬
次，並曾獲媒體評選為政府十大熱門 App。

二、本局於 104 年 5 月成立 LINE@ 官方帳號、發送最新國外
旅遊警示及旅遊安全資訊以利民眾隨時掌握海外安全情
勢。該帳號另可查詢駐外館處緊急聯絡資料，於聊天室內
輸入國家或城市之中文或英文名稱，系統將立即回傳當地
外館通訊資料，倘國人在國外遭遇急難時，可藉由該管道
快速尋求必要協助。

三、宣傳短片 : 本部於本年彙整駐外館處相關急難救助案例及
經驗，製作「旅外交通安全」、「出國有保障、急難少煩
惱」2 部旅外安全宣導短片，提醒民眾海外駕車應遵守當
地交通規則，另也促使國人注意出遊前應針對個人情況及
需求，預先做好合適的保險規劃，減輕旅遊突發風險帶來
之沉重負擔。

玖、旅外安全宣導活動
一、旅展活動 :104 年計參與 5 場旅展活動，據主辦單位統計

合計參觀人次達百萬人以上，宣傳效果良好。旅展期間，
本局攤位活動內容豐富，除發送旅外安全文宣手冊、推廣
本局 LINE@ 官方帳號、旅外救助指南 APP 及推廣出國
登錄等服務措施外，同時舉辦來賓有獎徵答，民眾反應熱
絡。此外，本局於「2015 台北國際旅展」場次更盛大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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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抽獎活動，民眾參與踴躍。
二、春節活動 : 鑒於每年春節期間為國人出國旅行旺季，為使

民眾更瞭解旅外安全重要性，本局近年於每年春節前夕均
在中央聯合辦公大樓 1 樓服務大廳，舉辦旅外安全宣導活
動，增加與民務互動。活動現場除鼓勵民眾下載本局「旅
外救助指南」APP 及加入領務局 LINE@ 好友外，並同時
舉辦「元寶刮刮樂」，營造歡樂氣氛，寓教於樂。
  

第四節 強化服務與教育訓練

第一項 強化服務

壹、 首創政府機關提供民眾得使用信用卡，輕鬆 
 繳付領務規費

鑒於信用卡漸為民眾普遍使用之電子支付工具，領務局為便

利民眾及旅行社等代辦業者申辦護照、簽證及文件證明之繳費，

自 103 年起研議開辦並多方協調金管會、財政部、聯合信用卡處

理中心及參加之 24 家銀行，終於本年 4 月 8 日正式開辦。平均

每月刷卡金額均達 1 千萬元以上，開辦首 (4) 月刷卡金額即佔總

比利之 9.75%，續攀升至同年 12 月之 17.09%( 該月刷卡金額高達

1 千 9 百餘萬元 )，成功達成外交部以創新改革強化便民服務之重

大效益。

    該項創舉於本年民眾對外交部施政滿意度之民意調查中，

民眾對該項服務之滿意度達 88.5%，僅次於可以免簽證前往歐美

日韓及澳紐等國之 88.7%，高居第二；同年領務局有關領務施政

業務滿意度問卷調查中，受訪民眾對該項服務更有高達 98% 之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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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度。

貳、 設置領務資訊服務網站
為提高領務服務效率及品質，領務局於 86 年 11 月 8 日建

置「外交部領事事務局全球資訊網」，網址為 http：//www.boca.
gov.tw，提供辦理護照、簽證及文件證明等各項業務之資訊及說

明；另可下載列印該局各項領務業務申請表格，及利用電子郵件

洽詢各項領務資訊。此外，為便利外籍人士及對中文較生疏之僑

民瞭解我國護照、簽證及文件證明等申請規定，領務局亦提供英

文網頁，民眾可連結上述網址，再點選英文網頁即可於線上查閱

相關資訊。

參、發行領務資訊相關文宣品
鑒於國人出國旅遊日增，領務局每年均印製「中華民國駐外

館處緊急聯絡電話資訊摺頁」、「旅外國人急難救助卡」、「出

國旅行安全實用手冊」、「國人赴澳洲打工度假注意事項」、「國

人申請赴日打工度假簽證 Q&A」等文宣品，供國內相關機關、

單位、旅行業者及民眾免費取閱參用。前述文宣品內容，領務局

均責成專人定期更新，以提供民眾正確資訊。另為使國人進退有

序、合乎儀節，外交部特編印「有禮走天下―國際禮儀手冊」分

送民眾參考。

肆、提供體貼之服務
為提昇便民服務品質，領務局積極落實「尊民為客」之服務

概念，於領務局領務大廳推行走動式服務。領務大廳內之服務志

工及替代役男均能主動引導並協助民眾，分發申請書表及提供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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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服務，各級主管亦不時機動性巡視櫃檯業務，適時為民眾解決

問題；另為體貼關懷老弱婦孺及身心障礙人士，局內亦設有「愛

心櫃檯」及輪椅，主動安排上述人士優先服務。

伍、網路預約申辦護照服務
   為提供民眾申辦護照多元管道，提昇服務效能，方便民眾

安排申辦護照日期及減少現場等候時間，領務局自 102 年 12 月

27 日起開辦網路預約申辦護照服務，民眾可上網預約未來兩週

內擬申辦時段，並於該局網站 (http://boca.gov.tw) 填表後，依所

預約之時段攜應備文件及國民身分證至該局互動式公共事務機 
(KIOSK) 報到，將身分證套印於護照申請書後即可臨櫃辦理。該

服務自開辦以來，已免除預約民眾排隊影印及黏貼國民身分證等

手續，並縮短申辦護照之等候時間，大幅提升民眾對護照申辦流

程現代化之觀感。另外交部中部、南部、東部及雲嘉南四個辦事

處於103年8月29日全面實施網路預約申辦護照，擴大為民服務。

經統計本年有高達 80,014 人次登錄使用網路預約申辦系統。

陸、行動領務服務
自 98 年 1 月 1 日起擴大辦理駐外館處「行動領務計畫」，

提供海外僑民走動式領務服務。本年共計辦理 384 場次，受理諮

詢及申辦護照、簽證、文件驗證及各類加簽等領務案 11,561 件，

服務 22,470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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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教育訓練

領務局護照、簽證及文件證明等業務多係第一線為民服務工

作，攸關政府形象甚鉅。為使同仁提供民眾高效率及高品質的服

務，本局除經常派員參加各項訓練講習、不定時舉辦主管會報、

針對與民眾的溝通技巧及應對禮儀等為民服務工作交換經驗、擬

具創新作法外，本年更在該局辦理各項專業及為民服務訓練共計

9 場次。另為提昇同仁性別敏感度及落實性別平等之能力，計舉

辦 12 場「性別主流化」課程；依環境教育法規定實施，培養同

仁環境永續觀念，計舉辦 19 場環境教育課程，配合推動組織學

習，辦理公務員專書導讀會、專書閱讀心得寫作比賽等推廣活動；

並自建數位學習網站，建置護照、簽證、文件證明及為民服務等

課程，供辦理領務同仁上網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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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外交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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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外交行政

第一節　人事管理

壹、 前言
外交部現有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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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東太平洋司、亞

西及非洲司、歐洲司、北美司、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司、條約法

律司、國際組織司、國際合作及經濟事務司、國際傳播司、研究

設計會；6 個輔助單位：禮賓處、秘書處、人事處、政風處、主

計處、資訊及電務處；3 個常設性任務編組：公眾外交協調會、

非政府組織國際事務會、國會事務辦公室；另有 5 個臨時性任務

編組：機要事務辦公室、中部辦事處、南部辦事處、東部辦事處、

雲嘉南辦事處；2 個所屬機關（構）：領事事務局、外交及國際

事務學院；及 1 個指揮監督機關：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1 個行

政委託單位：亞東關係協會等（詳見後附之外交部國內單位組織

及業務職掌，與外交部及所屬機關（構）組織架構圖）。

外交部另依據 101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之「駐外機構組織通則」

（組織改造前係依據「駐外使領館組織條例」及「外交部駐外代

表機構組織規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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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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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退休、撫卹、人事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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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係以外交領事人員三等特考為主，49

年以前外交人員係經由考試院舉辦之高等考試外交官領事官考試

進用；49 年以後，為配合考用合一，貫徹即考即用原則，改由考

試院每年舉辦特種考試外交領事人員乙等考試；自 85 年 1 月 17
日「公務人員考試法」修正公布後，外交領事人員乙等特考改稱

為三等特考。自 49 年起至 104 年止，該項考試共舉辦 57 次，報

名人數共 27,775 人，到考人數共 19,319 人，錄取人數 1,844 人，

平均錄取率約為 9.55%。又外交部歷年來因業務需要，曾分別於

57 年、62 年、67 年、70 年及 75 年洽請考選部舉辦外交領事人

員甲等特考，合計錄取 20 人。甲等特考於 84 年 1 月 13 日公務

人員考試法修正後廢除。

外交領事人員三等特考應考資格及考試科目自 103 年起實施

新制，報考資格為：中華民國國民年齡在十八歲以上，四十五歲

以下（男性應考人須服畢兵役或經核准免服兵役或現正服役中，

始得報考），具有下列各款資格之一，於報名期間前三年內曾通

過英語檢定測驗，英文組成績達歐洲語言學習教學評量共同參考

架構 (CEFR)B2 以上、其他語組 (CEFR)B1 以上，持有合格有效

之成績證明 ( 含聽說讀寫 ) 者：

一、 公立或立案之私立獨立學院以上學校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
定之國外獨立學院以上學校各院、系、組、所、學位學程
畢業得有證書。

二、 經高等考試或相當高等考試之特種考試及格。
三、 經普通考試或相當普通考試之特種考試及格滿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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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項考試分二試舉行。第一試：語文科目包括國文（作文、
公文與測驗）、外國文（含新聞書信撰寫與編譯）；專業
科目包括綜合法政知識 ( 包括中華民國憲法、兩岸關係、
比較政府與政治 )、國際法 ( 含國際公法與國際私法 )、國
際關係與近代外交史、國際經濟及國際傳播等 5 科。第二
試：口試，併採集體口試與外語個別口試。

參、外交人員之任用及遷調
經外交領事人員三等（原乙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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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丙等）特考及格

者，初任人員以委任第三職等職務任用。經外交行政人員五等（原

丁等）特考及格者，初任人員以委任第一職等職務任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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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後，可調任駐外單

位服務，在外館服務 5 至 6 年左右，即依規定調返部內。外交人

員內外互調，104 年共外調 139 人次，調部 126 人次，外館互調

48 人次，合計 313 人次。此外，為暢通人事升遷管道，鼓勵人員

士氣，外交部均依規定，以公平、公正、客觀之態度，辦理部內

及駐外人員之升遷考核。

肆、整合外交資源，拓展外交據點
拓展我國國際關係為我當前外交工作之目標，外交部除積極

開拓外交據點外，並定期檢討既有館處功能，以期運用有限資源，

發揮最大效能。總計至 104 年底，在與我國有邦交之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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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國中，設有 56 個代表處（含利比亞），1 個代表團及 38 個辦事

處（含泗水、香港及澳門），合計駐外單位共 119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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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外交人事法制
一、 修訂「外交部駐外人員輪調作業要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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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畫，外交部於 88 年 11 月、91 年 9 月、93 年 12 月、99
年 1 月、102 年 11 月及 103 年 7 月六度修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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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駐外人員輪調以在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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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滿調回本部服
務，且近二次駐外期間原則至少須於Ｃ、Ｄ、Ｅ級駐外機
構服務 2 至 3 年，並於每次辦理輪調作業時，通盤調查符
合輪調資格同仁之輪調意願，執行情況尚稱順利。

二、 訂定「駐外館處危機處理作業綱領」：為使我駐外機構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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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緊急應變計畫」，自 92 年起移由研究設計委員會視情
況針對緊急應變計畫相關規定進行增修，每年定期由各地
域司通電各館適時修訂各該館計畫內容。

三、 訂定「外交部選送中、高級同仁出國進修實施計畫」：為
提昇外交領事人員專業素養、培養優秀外交人才，外交部
於 92 年 9 月 19 日訂定「外交部選送中、高級同仁出國進
修實施計畫」，以做為薦送同仁進修之法源依據，另為提
昇同仁進修成效，並使出國進修更為多元且具彈性，先後
於 95 年、98 年、99 年及 100 年加以修訂，除刪除本計畫
原列之年齡及性別限制外，另提供多元進修項目，以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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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進修人員之甄選程序改擇優選派方式辦理，進修人員年
終考績則單獨列冊計算甲等比例，成績、考核及表現將
列入日後優先升遷及派用之重要參據，以落實「考訓用合
一、為用而訓」之原則。

四、 「外交部專業獎章頒給辦法」：85 年 2 月 14 日訂定發
布，凡符合該辦法第 2 條所列情形之一者，皆可由外交部
頒給或照章請頒「外交獎章」。104 年頒發「睦誼外交獎
章」予駐臺北越南經濟文化辦事處代表裴仲雲 (BUI Trong 
Van)、馬來西亞綠野集團創辦人李金友 (LEE Kim Yew)、
泰國 - 台灣國合之友會會長安南博士 (Ananta DALODOM) 
、沙烏地阿拉伯基礎工業集團公司肥料事業部副總經
理巴卡 (Abdullah Ali AL-BAKR)、沙烏地阿拉伯基礎工
業集團公司下轄 SAFCO 肥料公司總經理賈霸 (Ahmed 
M. AL-JABR)、美國在臺協會臺北辦事處副處長酈英傑
(Brent CHRISTENSEN)、巴西駐臺北商務辦事處主任達安
(Sérgio TAAM)、德國國會臺北 - 柏林友好小組主席魏爾胥
(Klaus-Peter WILLSCH)、馬來西亞友誼及貿易中心代表楊
德勝 (Datuk YONG Teck Shing)、糧食濟貧組織總裁馬夫
德 (Robin G. MAHFOOD)、駐臺北以色列經濟文化辦事處
代表何璽夢 (Simona HALPERIN)、馬紹爾群島共和國執政
聯盟主席卡布瓦 (Iroij Michael KABUA)、西班牙－中華民
國（臺灣）國會議員友好協會會長巴紐 (Francisco VAÑÓ 
FERRE)、 加 拿 大 駐 臺 北 貿 易 辦 事 處 馬 凱 琳 (Kathleen 
Eleanor MACKAY)、阿根廷商務文化辦事處代表培尼亞
(Juan PEÑA)、義大利 - 臺灣國會友好協會主席馬朗 (Lucio 
MALAN) 參議員、沙烏地阿拉伯基礎工業公司前副總經
理雪雅比 (Fahad AL-SHEAIBI)、僑務顧問張世勳 (Jackson 
CHANG)。

五、 組織改造—新機關組織架構已自 101 年 9 月 1 日正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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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配合行政院組織及業務調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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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駐
外機構組織通則」分別奉總統 100 年 11 月 14 日華總一義
字第 10000252441 號令修正及 101 年 2 月 3 日華總一義字
第 10100022891 號令制定，並於 101 年 9 月 1 日正式施行。
外交部復依據通則授權，協調各派員駐外機關訂定「駐外
機構編制表」、「駐外機構編組表」、「駐外機構統一指
揮辦法」，以完備我政府駐外機構及人力配置之整體規
劃。

六、 駐外機構統一指揮：依據「駐外機構組織通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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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
含辦理共同性業務及其他交辦事項；倘遇有不適任人員，
經館長報經外交部核轉原派機關調整其職務時，原派機關
應於三個月內完成檢討所屬人員之職務調整事宜。「駐外
機構統一指揮辦法」並參酌外交領事人員任用條例規定，
明定各機關駐外人員一次駐外以不逾六年為原則，最長不
得超過九年。另外交部以外機關駐外人員之待遇福利事項
（如駐外人員川裝費、房補費），改依原派機關駐外編制
表所置駐外職務等級辦理；未訂有駐外編制表之機關，則
另訂職級對照表據以辦理。

七、 駐外人員返國述職：立法院於 85 年 6 月審查中央機關 86
年度預算時，曾針對行政院所屬各機關駐外人員返國述職
制度不一之情況作出附帶決議：責成外交部統一協調。外
交部為根本解決各機關返國述職標準不一之情況，乃邀集
經濟部等 16 個派員駐外機關共同研商，訂定「駐外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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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國述職辦法」，於 87 年 1 月呈報行政院核定，同年 2
月 19 日實施。其後派員駐外機關一體適用上開辦法，原
各機關自訂之駐外人員返國述職規定則配合修正或停止適
用。嗣為配合行政程序法相關規定，於 91 年 2 月 1 日報
請行政院修訂上開辦法為「駐外人員返國述職要點」，於
102 年 8 月 27 日經行政院核定修正上開要點部分規定。
外交部 104 年度辦理非主管人員集體返國述職計 30 人，
另於同年辦理館長集體返國述職計 20 人。

陸、外交領事人員待遇、福利、保險、退休照護 
      及外交志工、外交替代役男 

一、 外交領事人員之待遇：依據公務人員俸給法、公務人員加給給
與辦法及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等相關法規，外交領事
人員在國內服務期間，核支本俸（年功俸）、外交領事人員專
業加給、擔任主管人員另核支主管職務加給。派赴國外工作期
間待遇項目包括本俸（年功俸）、地域加給及各項補助（包括
醫療保險補助、房租補助、子女教育補助及眷屬補助），擔任
館長並得支領館長職務加給。

二、 福利及服務：外交部輔導部內社團舉辦各類活動，目前共有 18
個社團，包括：國畫社、書法社、籃球社、桌球社、網球社、
羽球社、保齡球社、登山健行社、舞蹈社、國際英語演講會、
高爾夫聯誼會、手創社、養身功社、福音社、慢速壘球社、游
泳社、魔法 (MOFA) 志工社及橋藝社等，各社團均有定期活動，
對同仁公餘身心調劑頗有助益。

三、 醫療保險：

（一）全民健康保險：國內全民健康保險於 84 年 3 月 1 日開
辦，保險對象倘發生疾病、傷害或生育等事實時，給
予門診或住院診療服務，參加保險對象包括專任有給
之公務人員及其眷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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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駐外人員醫療保險：為保障駐外人員之生命、身體及
健康，訂有「駐外機構辦理員眷醫療保險作業要點」。
目前駐外人員在有醫療保險之地區，得為其本人及隨
其於駐在地受其撫養之配偶及直系親屬辦理醫療保
險。但子女以未滿 24 歲在學未婚者或因身心障礙而無
謀生能力者為限。

四、 退休同仁照護：外交部人員退休（職）時，均致贈紀念禮
品，以示嘉慰。另每年三節（春節、端午節及中秋節），
具函慰問，並酌贈禮金。退休人員如遇有疾病或亡故者，
亦隨時派員探問協助就醫或協助喪祭。

五、 駐外同仁眷屬照護：駐外同仁配偶常隨行派至國外，實為協助
我推動外交工作之延伸，雖未具公務人員之身分，仍常須配合
外交工作陪同進行官式拜會、公務酬酢、轄區訪問等工作，為
提高派駐兵災戰亂地區同仁工作士氣，在工作之餘無後顧之
憂，與眷屬盡心盡力在駐地推動我外交工作，爰訂頒「駐外人
員眷屬因兵災戰亂傷殘死亡慰問金發給要點」，以提供駐外眷
屬合理之保障，該要點並自民國 93 年 12 月 30 日起施行。

六、 外交志工：外交志工依據其協助之業務內容分為 3 類，第 1 類
為外交部部內靜態行政業務之內勤外交志工，第 2 類為從事國
賓、外賓接待等動態工作之外勤外交志工，第 3 類係由國際合
作發展基金會辦理，安排有志從事志願服務且能力適當之人
士，前往夥伴國家從事醫療照護、電腦資訊、農業發展、文化
交流、環境保護及教學等工作之海外志工，期能透過以上各類
外交志工團之推動，積極落實「志工臺灣」精神，協助外交工
作順利推展。
目前外交部志工主要服務項目為外語翻譯、訪賓接待、櫃檯諮
詢引導、協辦活動、資料編纂登錄、檔卷整理及其他適合志工
服務之工作項目。每位志工皆經外交部各需求單位依業務性質
逐一面談遴選，並於接受內政部規定之志工基礎訓練及外交部
特殊訓練課程後，始成為正式外交志工。志工服務期間除協助
一般行政工作外，並應外交部各單位邀請參與各項部內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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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外交部為感謝志工服務之辛勞與貢獻，除於年節致贈禮品，
亦於歲末年終之際舉辦感恩茶會，並不定期公開表揚資深、績
優之志工，志工與外交部同仁互動頻繁，成效良好。另外交部
為配合臺北賓館開放參觀，招募臺北賓館志工乙批，並分組輪
流於每次開放時服勤，負責協助參觀導引、導覽及參觀秩序之
維護，對於提高臺北賓館開放之成效具有相當貢獻。

七、 外交替代役（國內服勤）役男：為擴大國內青年國際視野，善
用民間力量拓展國際活動空間，外交部自 90 年起經奉行政院核
定實施外交替代役，召募役男赴海外服勤，迄今已召募 15 屆
計 1,172 名役男，有效分擔駐外技術 ( 醫療 ) 團及計畫經理工作，
深受我友邦歡迎及讚許 ( 詳見第二章「對外關係」第六節「國
際技術合作與經貿活動」)。93 年起增加選派役男在部內服勤，
迄今已邁入第 12 年，外交替代役（國內服勤）役男除協助部
內各單位從事訪賓接待、蒐集國際輿情、建立資料庫、電腦網
頁及一般行政工作外，皆不定期協助參與各單位舉辦之慈善活
動，至各社區協助環境清掃、關懷及陪伴長者，發揮役男關懷
人群、服務社會的精神，成效良好，深獲外交部各單位及社會
各界好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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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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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踪辦理及分行事項。

五、部長、次長交辦及指示宣達事項。

亞東 

太平洋

司

一、對日本、韓國及北韓等國事務。 

二、對泰國、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尼、汶萊、越南、寮國、柬 

    埔寨、緬甸及東帝汶等國事務。 

三、對澳大利亞、紐西蘭、斐濟、東加、諾魯、吐瓦魯、巴布亞紐幾內亞 

    、索羅門群島、西薩摩亞、萬那杜、吉里巴斯、馬紹爾群島、帛琉及 

    其他太平洋諸島國事務。 

四、對孟加拉、不丹、尼泊爾、斯里蘭卡、印度、馬爾地夫等國及香港、 

    澳門地區事務。 

五、對亞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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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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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塞拜然等獨立國家國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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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共和國、史瓦濟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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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科技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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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有關北美地區事項。 

拉丁 

美洲 

及 

加勒 

比海 

司

一、對墨西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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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巴拿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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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巴哈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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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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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中南美洲、加勒比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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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其他有關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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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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媒體駐華記者之新聞服務及訪華記者之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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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禮、國書、領事證書、勳章、國際慶弔之規劃、督導、協調及執行 

    。 

三、外國駐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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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救援之協調及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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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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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外交部國際組織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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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駐外機構資訊應用服務策略之規劃 

、協調推動及管理。 

三、 外交部、外交部所屬機關（構）與駐外機構資通安全之規劃、推動及 

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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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文宣資料製作及推廣。

四、網路文宣業務。

五、 資料翻譯及傳譯業務。 

非政府

組織 

國際 

事務 

會

一、協助推動國內機關與非政府國際組織之聯繫與關係事項。

二、協助非政府組織參與國際組織或出席國際會議與活動，及在臺辦理國

際性會議。

三、協助非政府組織從事國際人道援助規劃及推動事項。

四、協助建構非政府組織參與國際事務能力。

五、提供非政組織國際參與之交流與聯繫平臺。

六、其他有關非政府組織之推動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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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案及委員巡查外交部及所

屬機關（構）事宜。

六、協處各類急難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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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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駐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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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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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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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指揮監督機關

單位 職                   掌 

北美 

事務 

協調 

委員會 

有關辦理維持並推展中華民國與美利堅合眾國間之各種關係。

外交部行政委託單位

單位 職                   掌 

亞東 

關係 

協會 

一、 關於維護我國旅日本僑民之權益事項。

二、 關於便利兩國人民之旅行往來事項。 

三、 關於與日本各界自由民主人士之聯繫事項。 

四、 關於維持中日雙方經濟貿易及技術合作等有關事項。 

五、 關於輔導中日雙方之文化交流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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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外交領事人員講習

所」（簡稱外講所）。成立初期，主要辦理外交領事人員職前講

習與語文訓練，近年來不斷提升培訓能量、擴大業務範疇，除辦

理職前講習外，並增設外交部在職人員各項專業研討及各類外語

研習，另擴大辦理跨部會涉外事務專業講習及國內其他機構派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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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國內外智庫及研究機構之合作交

流，以及外交政策、國際現勢與區域議題之研析工作。

貳、培訓課程種類
外交學院成立後，持續擴大並精進各項培訓課程，104 年經

辦之重點訓練課程如下：

一、職前教育講習：新進外交領事人員專業講習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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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加強新進人員專業知能，並於分發至各單位後即可投入
工作，自 1 月 12 日至 7 月 11 日辦理「第 48 期外交領事
人員、第 12 期外交行政人員及僑務委員會僑務人員專業
講習班」，外交領事人員及僑務人員受訓 6 個月、外交行
政人員 4 個月，進行包括教育及實務訓練之職前講習，其
間並分發至外交部各單位進行實務訓練，計有 52 名學員
參訓，47 名結訓。

二、第 48 期外交領事人員密集英語班 
外交學院於新進外交領事人員職前受訓期間安排「第 48
期外交領事人員密集英語班」，自 104 年 1 月 19 日至 6
月 24 日辦理密集英語訓練，參訓人數為 52 人，上課時數
為 90 小時。課程內容包含口筆譯實務、英語專題討論、
英語專題報告、英文模擬會議；課程主題涵括我國外交政
策、我國際參與現況、國際政治現勢等。主由外交部資深
人員及相關領域之學者專家擔任講座，並以小組上課、進
行議題討論及情境模擬等為主要授課方式，對學員語言能
力及專業知能之提升頗具助益。

三、在職人員專業講習
（一）新近調部人員講習班：104 年計辦理 2 梯次，上半年

於 3 月 9 日至 19 日辦竣，計有 48 位人員參與 13 小時
之課程；下半年於 8 月 24 至 31 日辦理，計有 51 位人
員參與 15 小時之課程。課程內容包含當前國家安全政
策、兩岸關係發展、我國經貿政策、東南亞區域經濟
整合趨勢、南海議題、網路發展趨勢、人事業務及內
部控制等，期協助渠等於返國後儘速瞭解國內政、經、
社會現況及政府施政理念，達到提升工作效率之目標。

（二）「行政院所屬各機關儲備及外派駐外人員行前講習
班」：外交學院配合政府政策、我國當前外交局勢及
駐外工作需要，為行政院所屬各機關儲備及外派駐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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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安排駐外工作及生活所需具備知能之各類課程，
並依外派地域別分組安排與相關地域司進行政務座
談。另由事務單位依業務情況及實際需要為外交部人
員安排實習。104 年上半年課程為 5 月 11 日至 15 日、
下半年課程為 11 月 9 日至 13 日，參訓學員分別為 111
名及 90 名。

（三）「中階主管職前座談會」及「中階主管培訓班」：分
別於 2 月 11 日及 7 月 13 日至 9 月 5 日辦理，分別有
20 位科組長及 8 名符合晉升科長資格人員參訓，有助
提升外交部中階人員領導統御、團隊合作、情緒及績
效管理之知能。

 ( 四 )「中階主管班」：於 7 月 13 日至 24 日辦理，總授課時
數為 16 小時，計有 31 位科組長參訓，有助提升外交
部中階人員領導統御、溝通及危機管理之知能。

（五）新任館長及外派人員「特殊語文訓練」：為加強外交
部外派特殊語言地區國家之館長及館員之駐地語言能
力，外交學院依外派人員實際業務需要開辦相關語言
班及駐地歷史、文化及風俗民情等課程。104 年辦理
德語、越南語、印尼 / 馬來語、泰語、菲律賓語及葡
萄牙語各等級共 10 個班別，共計 41 人參加。

（六）駐外館長返國述職班：104 年駐外館長集體返國述職
研習共辦理 2 梯次。第 1 梯次於 5 月 11 日至 16 日辦理，
第 2 梯次於 8 月 17 日至 22 日辦理，均各有 10 位館長
參加。館長返國述職期間安排晉見總統、行政院長，
拜會立法院長，並與外交部部次長及相關單位就外交
業務進行意見交流。另就我國家安全政策、大陸政策
與兩岸關係、經濟發展策略、加入「區域全面經濟夥
伴」(RCEP) 及「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文化政策、
內部管理與人際溝通等主題與相關部會首長或學者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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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座談，及參觀我重要創新產業等，期使述職館長深
入瞭解政府政策及社會脈動，及國內產業發展現況，
以利返回駐地後能具體提升我與相關駐在國之關係，
並協助推展國際經貿。

 ( 七 ) 增進我政府各涉外事務機關人員之東南亞語文能力：為
加強培育我對東南亞地區工作人員之語文能力，外交
學院於 104 年上、下半年針對我政府各涉外事務機關
人員辦理 2 梯次夜間語文課程，每週在外交學院上課
乙次，每次 3 小時，實施總時數 36 小時。上半年開設
越南語班、印尼語 / 馬來語及泰語 3 個初級班，共有
14 個機關 51 人參訓；下半年開設越南語及泰語 4 個
初級班，共有 14 個機關 50 人參訓。

（八）中階主管班及中階主管培訓班回流教育課程：為強化
外交學院辦理外交人員專業培訓成效追蹤機制，精進
各項教育訓練內容，以符各層級人員需要，於 104 年
4 月 24 日舉辦 103 年「中階主管班」及「中階主管培
訓班」回流教育半天之課程，包括「業務溝通與情緒
管理」及業務座談，共調訓 25 位在職人員參訓，實際
參訓人數為 21 人。

 ( 九 ) 高階主管班及高階主管培育班：為強化外交部高階人員
之領導與管理知能，於 9 月 21 日至 10 月 19 日分別辦
理「高階主管班」及「高階主管培育班」各 13.5 及 12
小時課程，課程內容包括組織管理的實務與智慧、與
網民共舞、溝通的藝術、創新思維、中國大陸再興與
二十一世紀全球秩序重組、政策行銷的實務經驗、活
路外交之機會及威脅面論壇、發現與因應問題部屬、
副主管角色座談及公眾表達與溝通等課程，參訓人員
分別為簡任 12 職等以上單位主管及資深人員 10 位、
以及簡任 10 至 11 職等單位副主管及資深人員 20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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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 增進在職人員之外國語文能力：為增強行政院所屬各
機關涉外事務人員之外語能力，積極培訓我國涉外事
務人才，外交學院開辦各級英語、日語、法語及西班
牙語等夜間語文班。104 年度於上、下半年各開辦一
次，每次為期 12 週，完成研習人數共達 384 人次；除
行政院相關涉外事務機關人員外，總統府、立法院、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及臺北市與新北
市政府所屬人員亦報名參加。

四、其他專業講習
（一）國際經貿談判與訴訟人才培用班：外交學院於 104 年

3 月 12 日至 6 月 11 日辦理第一階段「104 年行政院國
際經貿談判與訴訟人才培用班」高階班國內課程 251
小時，12 月 3 日至 105 年 1 月 29 日辦理第二階段國
內課程 168 小時課程，計有行政院各機關簡任 10 至
12 職等人員 14 名參訓。政府高層對本培用班甚為重
視，如馬總統曾於 3 月 12 日蒞臨外交學院主持高階
班及初階班聯合開訓典禮，行政院張副院長善政則於
105 年 1 月 19 日蒞臨外交學院主持結訓典禮並致詞。

（二）跨領域駐外人員培訓班：跨領域「東南亞事務專班」
每年辦理 2 梯次，104 年上半年於 5 月 15 日至 20 日
辦理，計有 31 人參訓，24 人結訓；下半年於 11 月 13
日至 18 日辦理，計有 31 人參訓，30 人結訓。11 月
17 日至 27 日辦理跨領域「環境資源及能源」課程計
30 小時課程，計有 6 機關 39 名參訓；104 年 11 月 4
日至 105 年 1 月 19 日辦理跨領域「英文逐步口譯」課
程，課程時數 36 小時，參訓人數 10 人。

（三）性別主流化專題講座：依據「外交部 103 至 106 年推
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104 年「性別主流化」課
程訓練分別以「專班」、「研討會」及「隨班」方式，



中華民國 104 年外交年鑑

- 522 -

延聘專家學者多人，辦理相關課程。104 年開設一系
列共 13 場次，參訓總人數達 903 人次。

 ( 四 ) 內部控制及內部稽核教育訓練：104 年全年共辦理 19
場次本部各作業項目座談會及 2 次內部控制及內部稽
核課程，共有 697 人次參訓。

五、國際交流
（一）與學院智庫合作及國際交流：104 年外交學院曾分別

接待來訪之聖露西亞外交、國際貿易暨民航部長包提
斯閣下 (H.E. Alva BAPTISTE)、聖文森外交、外貿、
商業及資訊科技部次長威廉斯 (Nathaniel WILLIAMS)
一行、海地外長布迪士 (S.E.M. Pierre-Duly BRUTUS)
伉儷一行、聖多美普林西比外長賀姆斯 (S.E.Manuel 
Salvador dos RAMOS) 一行等高階外交官員，另曾接待
布吉納法索外交國際高等研究院 (INHEI) 院長宮秉內
(Didace Zidahon GAMPINE) 一行，及日本「北海道大
學公共政策研究所」師生 15 人等外國外交學院及大學
訪團。

 ( 二 ) 參訪考察：1. 外交學院梁副院長英斌率員於 104 年 8 月
31 日至 9 月 4 日前往美國夏威夷出席「太平洋島國青
年領袖培訓計畫」(Pacific Islands Leadership Program 
with Taiwan, PILP) 開訓儀式，訪問期間除與 PILP 學
員交流座談、簡報我國段課程外，並與美國「東西中
心」（EWC）人員研商相關課程內容。2. 外交學院
史院長亞平率員於 104 年 9 月 29 日至 10 月 7 日期間
訪問愛爾蘭及挪威，期間曾拜會愛爾蘭國立大學總校
長曼寧 (Maurice MANNING)、高教署署長波倫 (Tom 
BOLAND) 及挪威「奧斯陸和平研究所」學界領袖湯
尼森 (Dr. Stein TONNESSON)，與渠等就推動雙邊學術
合作交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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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外交學院委託中華民國國際關係學會於 104 年 5 月 28
日在國立政治大學舉辦「日本新防衛政策與東亞情勢」
國際研討會，包括日本、韓國及我國多位學者曾發表
論文，與會人士約 150 至 200 人，出席踴躍。

( 四 ) 外交學院與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等機構於
104 年 12 月 8 日合辦「第 32 屆華歐學術會議—歐洲
與東亞的發展：對臺灣與歐洲關係的意義 (Europe and 
East Asia: Implications for Taiwan-European Relations)」
國際會議，與會貴賓包括國內外官員、專家學者，以
及友好國家斯洛伐克、匈牙利、波蘭、英國、法國、
義大利、盧森堡、德國、荷蘭、歐盟、澳大利亞及新
加坡等國駐華代表等逾 80 人，場面熱烈。

（五）駐華官員暨眷屬華語班：第 16 期華語班課程於 104
年 3 月 9 日至 5 月 28 日辦理，計有來自 24 國共計 62
位學員報名參加。第 17 期華語班於 9 月 7 日至 11 月
26 日開課，計有 35 國 75 名學員報名參加。全年共計
137 人參加。

 （六）友好國家外交人員華語班 (MPT)：104 年有 3 個友好
國家之 4 名外交人員來華參訓。

六、其他業務及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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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學院自 94 年起開辦「全
民外交研習營」，每年在北、中、南、東及外島等各
縣市，針對地方政府公務員、企業界、非政府組織等
社會菁英人士或團體，辦理「社會菁英班」。同時，
針對大專院校、高中 ( 職 ) 和國中生，開辦「青年班」。
透過多元化的課程設計，提升國人參與國際事務之興
趣與能力，及匯聚我國對外工作之能量。本計畫開辦
以來，總參與人次逾 2 萬人，滿意度平均高達 90%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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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絕大多數學員均表示願再次參加，成效良好。104
年全民外交研習營辦理要點如后：
1. 於全國北、中、南、東部地區計辦理 37 場次活動，

包括菁英班 (2 梯次 ) ( 針對社團領袖及企業負責
人 )、主題班 (4 梯次 ) ( 針對經貿、觀光等之從業
人士 ) 及青年班 (30 梯次，包括大學、高中及國中
學生 ) 及 1 場青年外交論壇。辦理總時數 107 小時，
共有 6,967 人次參加。

2. 課程內容規劃包括：我國外交政策 ( 含外交業務及
工作經驗分享 )、全球經貿情勢及國際參與 ( 含我
參與 TPP 及 RCEP ﹚、國際禮儀、NGO 與國際合
作援助以及領務為民服務等相關課程。

3. 本案曾安排外交部相關單位主管或高階人員、其他
單位人員及學者專家授課，也安排外交部科長級人
員赴國中及高中校園，向青年學子宣介國際現勢、
我外交政策、領務服務及青年度假打工等，有助於
國人瞭解我國外交政策及處境，與政府進行雙向溝
通，有助提升國人參與國際事務之熱情與能力，支
持並參與外交及國際事務。

（二）外交政策研究：
1. 外交學院資深人員擁有豐富涉外經驗，且專精嫻熟

於國際重要議題。外交學院另即時針對國家重要議
題辦理閉門座談會，除邀請國內重要智庫學者專家
針對當前國家重要議題發表論文外，並安排資深人
員參與會談，雙方就重要論點交換意見，密切融合
理論與實務，104 年總計辦理 19 場閉門會議。

2. 外交學院除積極辦理閉門座談會及撰擬研究報告
外，另與國內相關大學、學者及智庫等以策略聯盟
方式合辦 10 餘場座談會等，邀請學者專家提出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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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或相關觀察，並與包括外交部等單位人員進行討
論，以擴大政策研究之廣度，並供未來外交施政之
參考。

（三）與國外智庫合作計畫：
1. 外交學院與美國夏威夷智庫「東西中心」於 101 年 12

月 13 日簽署瞭解備忘錄共同辦理「太平洋島國青年領
袖培訓計畫 (PILP)」，藉與美方合作，除可促進太平
洋島國地區發展，強化臺美實質夥伴關係外，並可與
太平洋島國分享我國在政治、經濟、環保、教育等領
域之成功發展經驗，為我國、美國與太平洋島國間之
三邊合作關係建立良好典範。 

2. 本計畫於 102 年開辦第一期，有 20 位學員參訓，103
年有 26 位學員，104 年有 25 位學員參訓，迄今已有
71 位太平洋各島國各界精英受訓，105 年將賡續辦理，
預計招收 25 位太平洋島國各界菁英。值得一提者，本
計畫於第一年之申請者為 53 人，第二年 68 人，第三
年 87 人，每年呈現 25% 以上之成長，成效卓著。本
計畫對協助相關島國培訓未來領袖甚具實質意義，並
可望成為太平洋島國地區具代表性之領袖培訓計畫之
一。

（四）外交替代役役男勤前訓練：為協助替代役男瞭解服勤
單位之工作性質、環境及工作倫理，提升渠等對外交
替代役之使命感，以及對新環境之調適能力，104 年
各開辦上述勤前專業訓練班 2 梯次。

（五）外交志工職前教育訓練：104 年針對外交部各單位遴
選之 19 名志工人員提供相關教育訓練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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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檔案資訊及電務管理

壹、前言
外交部資訊及電務處職掌外交部及駐外館處檔案管理、外交

史料彙編、資通安全、電腦資訊、機密文書傳輸與保密通訊裝備

管理等業務。

貳、檔案管理
一、檔案保管：外交部檔案庫房保管所屬各單位已歸檔檔案共

131,623 冊及條約約本 2,495 件。
二、檔案移轉與寄存情形： 
（一）國史館：外交部於 91 年「檔案法」實施前，陸續清理

屆滿保存年限之檔案 39,816 冊，移轉國史館典藏。
（二）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檔案法」實施後，外

交部將屆期檔案送交檔案管理局審核，經鑑定後審選
移轉為國家檔案者計 18,093 案。

（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外交部先後於 96 年及 103
年共計寄存 51,452 冊檔案至中研院近史所。

（四）國立故宮博物院：外交部先後於 89 年、99 年及 102 年
分 3 批與故宮簽署三項寄存協議書，共寄存 1,490 件
條約協定及界圖，其中包括 174 件前清時期條約、702
件民國時期條約、406 件疆界圖及 208 件租界圖。

參、外交史料運用
一、編印外交年鑑：外交部自 77 年起開始按年編印外交年鑑，

詳述各該年度之外交工作，並自 86 年起將外交年鑑內容
數位化上載外交部網站 (www.mofa.gov.tw) 以便利民眾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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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
二、編印外交檔案叢書及展出：
（一）界務類：第一期於 90 年出版，編纂有關中國東北、中

蘇關係及新疆等界務資料共4冊。第二期於94年出版，
編纂有關西藏及西南為主題之 2 冊叢書。

（二）史料類：
1、外交部於 100 年時與國立故宮博物院合作策劃「百

年傳承 走出活路 - 中華民國外交史料特展」，俾朝
野各界及國人瞭解中華民國外交發展史上力爭自由
平等的奮鬥歷程，並配合該展於 100 年 10 月出版
「百年傳承 走出活路」圖錄。

2、外交部於 103 年與內政部、國防部、文化部文化資
產局、國史館、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國家發展委員
會檔案管理局、高雄市政府、中央研究院及國父紀
念館等機關合辦「中華民國南疆史料特展」，有系
統地向國人介紹百年來政府維護南海諸島主權的各
項具體作為，及各部會近年推動南海相關事務之成
果。

( 三 ) 政務類：外交部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簽約合作
編纂第一期「陳大使雄飛口述外交史」，預計於完成
後出版。

三、掃描條約協定並建置上網：為利各界透過史料認識我外交
工作歷程，外交部逐年整理具代表性之條約協定，並陸續
與國立故宮博物院合作進行史料影像掃描，目前已完成
174 件前清條約之數位掃描且均上傳至「中華民國外交部
保存之前清條約協定」數位典藏網站 (http://npmhost.npm.
gov.tw/tts/npmkm2/10010o.html)，外界可全影像瀏覽前揭
條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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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資訊管理
一、強化資訊基礎設備之改善：
（一）外交部為提供更佳的對外服務品質，賡續提升網際網

路專線速率，並架構多重資安防護設備確保資通訊安
全。

（二）持續維護及強化資訊機房門禁、消防、不斷電系統及
環控警示系統等設施，重要資訊資料定期異地備份，
並建置重要資訊系統即時備援設備及異地備援規劃與
委外建置。

（三）致力維護網路安全及管制不明來源之設備上網，限制
未經授權登記之電腦連結上網。

（四）配合外交部及駐外機構資訊安全強化計畫，建置駐外
館處與國內「跨國骨幹網路」，導入網域管理系統及
網路電話，持續並進行流量監控，提升駐外機構防火
牆安全防護功能。

（五）持續完成實體主機移轉至新式虛擬主機上運行，節約
資訊機房整體用電及老舊硬體維護成本。

（六）配合政府推動提供民眾免費無線上網服務，已於外交
部一樓會客室建置 iTaiwan 無線上網環境，便利洽公
民眾。

（七）配合政府推動無線上網服務，已於外交部現有「跨國
骨幹網際網路」下，建置之外交部內無線網路系統。

二、資訊應用系統開發設計：
（一）為提升辦公室業務自動化效率，推動外交部資訊系統

順利移轉，經積極開發「外交部公文線上簽核系統」
及「外交服務網」，繼 101 年完成公文線上簽核系統
上線後，104 年完成數位檔案管理系統上線，符合檔
案法之規定，進行歸檔、掃描、調卷、數位封裝等作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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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遵照行政院推動辦公室自動化、加速文書減量及表單
電子化流程，以提昇行政效能，有效縮短行政作業流
程。

（三）配合檔案管理局整體進程，完成原電子公文交換系統
electronic data interchange, EDI）升級為 eClient 公文系
統作業。

（四）持續強化外交部電子郵件系統之防駭措施。
（五）建置「外交服務網」做為本部內外網之入口網，導入

單一簽入，持續增加既有業務系統整合，提供一站式
服務，使外交部與駐外館處人員透過此入口網進行內
部行政公務作業。

（六）外交部各單位依其業務特性與需要，將常用之業務功
能電子化，可進行主管、部屬或同仁相互間之電子檔
案傳遞，線上傳閱追蹤管理。

（七）發展主計系統、薪資系統、數位人事神經系統、條約
協定查詢系統、預算系統、資安稽核系統，並續推動
各項線上資訊系統如：訪賓系統、駐外機構會計系統、
新事務表單簽核系統之規劃應用，減少人工作業時間。

三、資訊安全與維護：
（一）外交部資訊及電務處每年均視各駐外館處之實際需求，

採分區輪流方式派員前往進行資安稽核並提供相關資
訊技術諮詢及服務。104 年度計前往駐加拿大代表處、
駐溫哥華辦事處、駐多倫多辦事處、駐亞特蘭大辦事
處、駐西雅圖辦事處、駐英國代表處、駐帛琉大使館、
駐布里斯本辦事處、駐巴布亞紐幾內亞代表處、駐斐
濟代表處、駐舊金山辦事處、駐教廷大使館、駐義大
利代表處、駐歐盟兼駐比利時代表處、駐匈牙利代表
處、駐釜山辦事處、駐札幌辦事處、駐大阪辦事處、
駐橫濱辦事處、駐福岡辦事處、駐那霸辦事處、駐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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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門群島大使館、駐諾魯大使館、駐紐西蘭代表處、
及駐奧克蘭辦事處等 25 館處完成相關作業。

（二）鑒於網路駭客手法日益創新，為避免同仁不慎開啟來
源不明或與公務無關之電子郵件，導致上網電腦遭駭
並危及公務資料外洩情事，年內每月進行 2 次電子郵
件社交工程演練測試，以加強部內、外同仁辨識惡意
郵件能力及培養運用電子郵件之良好習慣。

（三）委外建置「資通安全監控服務」強化本部資安防護能
力，防範駭客入侵。

（四）外交部網際網路禁止使用點對點通訊軟體，並過濾色
情、賭博等不當網站，強化資訊安全。

（五）定期舉行資安通識教育訓練課程，且將課程之影音檔
及簡報資料 PDF 檔放置於外網「外交服務網」供部內、
外同仁線上學習，以加強同仁資安觀念。

（六）外交部資訊及電務處每年均遵照行政院規定進行內部
資安稽核，由政風處監辦，以確保同仁遵循「外交部
資通安全作業規則」使用電腦，杜絕可能之人為疏失。

（七）各駐外館處依據「駐外機構資通安全作業規則」成立
「資通安全會報」，由館長（或副館長）擔任召集人
定期集會，向同仁宣達資安相關規定及近期通電、通
函或案例。

( 八 ) 駐外機構同仁每月須辦理 1 次資安自我稽核，並由館
長指派主事級以上之同仁擔任資安官，專責進行資安
稽核複查，嗣上網填報稽核結果，以供備查。

( 九 ) 定期舉行個人資料保護法講習，以宣導同仁個資保護
觀念。

伍、資料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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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政院於 104 年 4 月 7 日函請各部會設立「政府資料開放
諮詢小組」並擬定資料開放行動策略，外交部於 104 年 7
月初完成撰擬「外交部資料開放行動策略計畫」草案，並
於 8 月 6 日推動設立外交部資料開放諮詢小組。該小組召
集人為外交部資訊長，另由外交部資訊及電務處、公眾外
交協調會、條約法律司、主計處、國際傳播司、非政府組
織國際事務會及領事事務局等 7 個單位主管擔任機關代
表，並聘請民間代表 4 人。

二、外交部於 104 年 9 月 3 日辦理本部資料開放諮詢小組第 1
次會議，請各單位執行資料盤點作業，並審核通過外交部
資料開放行動策略計畫，各單位據以配合推動政府資料開
放。

三、外交部於 104 年 11 月 13 日辦理資料開放行銷座談會，邀
請國家發展委員會資訊管理處簡處長宏偉及民間自由軟體
程式設計師唐鳳就資料開放相關議題進行專題演講，並與
外交部同仁就如何推動資料開放及行銷交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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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設計業務

壹、前  言
外交部研究設計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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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及管考年度施政方針、

中程與年度施政計畫、先期計畫審議及中長程個案計畫，另辦理

兩岸相關業務、國防外交對話、國際戰略安全對話及國際反恐等

業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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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亦

進行民意調查之蒐集、規劃與推動及出版品管考等業務。

貳、研設會一年來業務推行概況及成果：
一、政策規劃
（一） 分別定期撰擬外交部向立法院外交業務報告與向監察

院外交情勢報告。
（二） 外交政策規劃與相關政策宣導：持續推動及宣揚「活

路外交」、「東海和平倡議」與「南海和平倡議」等
政策。
1、 本年 4 月至 6 月間辦理「2015 外交列車」，安排

於 10 餘所大專院校舉辦演講會，與青年學子及各
界人士就活路外交之成果與展望面對面說明及溝
通。

2、 本年 8 月 5 日在臺北舉行「2015 年東亞海域和平
論壇」，論壇就「東亞海域情勢的演變及其影響」、
「『東海和平倡議』三年來的成效與影響」、「『南
海和平倡議』之意涵及展望」進行討論外，另適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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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70 周年；爰議程亦以「紀念二
戰結束 70 周年；共建東亞『和平與合作之海』」
為題舉行圓桌討論，展望建構東亞海域成為和平與
合作之海之意義及其具體可行之道。

（三） 撰擬專題研析報告或委託專題研究：外交部除請同仁
自作專題研析報告外，另亦委請國內學術機構、學者
專家以撰寫研究報告或舉辦研討會之方式，針對當前
重要國際問題及外交事務進行專題研究與討論，並提
出評估意見及具體建議，以供研擬外交政策之參考。

（四） 補助學術界辦理專題研討會：補助國內外學術機構及
智庫辦理有關外交、安全、政經、兩岸關係等議題的
研討會或研究，並將研討會論文集或研究報告，作為
外交工作之參考。

（五） 推動我學者赴海外從事學術外交：為鼓勵我國內學者
赴國外就當前外交重要議題進行研究，以供外交施政
參考，藉以拓展國際學術交流，厚植國際學界友我力
量，外交部自 99 年起補助學者專家出國「駐點研究」，
本年補助學者分赴美國、日本、印度、新加坡、越南
及德國之學術機構進行駐點研究。

二、施政計畫及管考：
（一） 擬定年度施政方針及施政計畫：審酌當前主客觀環境

情勢，研訂年度施政方針及施政計畫，並就外交部年
度施政計畫及個案計畫進行管考及評核，本年度外交
部施政績效獲行政院評定為「績效良好機關」；另辦
理外交部各單位及駐外館處年度團體績效評鑑。

（二） 辦理「國家發展計畫」：擔任該計畫第八節「友善國際」
主政機關，擬定「擴大參與」及「人道援助」兩項施
政主軸，並辦理上年度「國家發展計畫」之執行檢討。

（三） 辦理總統指示及部長指示外交工作之落實與追蹤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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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每月定期管制並呈報有關總統指示及部長指示事
項執行情形。

（四） 辦理政府出版品、公務出國報告及文書流程管理作業。
三、專案規劃：
（一） 辦理「臺灣獎學金」業務：外交部自 93 年起設立「臺

灣獎學金」，提供友邦優秀學生來臺留學，以增進渠
等對我國民情風俗及政經發展瞭解，厚植友我力量，
本年共計有 735 位友邦學生在我國攻讀學位，另有
108 位友邦學生在「義大專班」就讀學士後醫學學程。

（二） 辦理「臺灣獎助金」：外交部自 99 年起設立「臺灣獎
助金」，獎勵外國學人來臺進行有關臺灣、兩岸關係、
中國大陸、亞太區域、漢學研究等社會科學及人文領
域議題之研究，本年共計錄取 104 名學人。

（三） 辦理「留臺校友會」業務：外交部自 99 年起通電我
駐外館處於駐在地輔導成立「留臺校友會」（Taiwan 
Alumni Association, TAA），邀請曾獲我政府獎學（助）
金來華留學、研習人士加入，並參與該會所舉辦之各
項活動，以賡續增進雙方之聯繫及情誼，厚植及深化
友我人脈關係，廣佈並凝聚國際間支持我國之聯絡網
及向心力。至本年底全球共有 65 館處成立 TAA。

（四） 推動公眾外交相關事務，增進各界對外交及國際事務
之認識。例如辦理「國際情勢分析講座」及協辦科技
部「候鳥計畫」等。

（五） 辦理外交部性別平等之統合協調業務，包括「外交部
性別平等專案小組」委員會議等。外交部配合「104
年行政院所屬機關推動性別平等業務輔導考核」計畫，
外交部實地考核於本年 10 月 30 日執行完竣並獲考核
委員對本部推動性平工作均給予高度肯定，外交部獲
行政院評定甲等，將於 105 年獲頒金馨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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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辦理「外交部推動青年國際參與專案小組」業務，並
規劃及辦理外交部「民國 103 年國際青年大使交流計
畫」團員回娘家活動、外交部「國際青年大使大會師」
專案及籌組外交部「國際青年大使 WHA 觀察團」。
外交部「國際青年大使 WHA 觀察團」由歷年來曾參
加過外交部「國際青年大使交流計畫」成員中甄選出
5位團員，該團並於本年5月6日在臺北賓館舉辦之「國
際青年大使大會師」活動中接受馬總統授旗，於 5 月
14 日至 24 日赴瑞士日內瓦地區觀察本年「世界衛生
大會」（WHA）、委員會以及國際非政府組織（INGO）
舉辦之周邊會議等。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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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研析、政軍兵推、外交國防兩部交流及相關主管業務
協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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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依據外交戰略之優先考量，積極推動與美、日、歐、
亞太等區域主要國家進行雙邊及多邊戰略安全對話。

（三） 二軌交流與合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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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籌組訪團赴主要國家向其政、學界重要人士說明我政
府相關政策，爭取國際瞭解與支持。

（五） 辦理世界各國家與地區予我國人免（落地）簽或簽證
便利待遇案，迄本年年底止，已有 161 個國家或地區
予我國人免（落地）簽及電子簽等簽證便利待遇。

（六） 辦理兩岸兩會第 11 次高層會談駐華使節及代表說明會
等兩岸相關業務。

參、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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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設會將賡續依據政府外交施政理念，就外交政策目標，

針對主客觀環境變化，擬定中程及年度施政計畫，加強外交事務

之研究設計功能，期與外交部各單位及駐外館處共同努力達成目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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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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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之出納與保管；三、外交部及

駐外機構財產採購及維護與管理等。

貳、秘書處各科之職掌
一、文書科：
（一）文件總收文、總發文及傳遞，辦理外交部與國內外各

機關、團體或個人間之文件往來業務。
（二）公務郵件與郵袋之傳遞：外交部及政府各級機關與駐

外機構間往來公文及寄送之公務用品，均以外交或公
務郵袋遞送。

1、  依據維也納外交公約之規定，外交郵袋享有免驗待
遇，故本部對於外交郵袋作業管制十分嚴格，並訂
有「外交部外交及公務郵袋作業要點」以為規範。

2、 外交及公務郵袋之國際寄遞方式包含空運 (Air 
Cargo)、國際快遞公司、航機 ( 機長 ) 便帶等。國
內寄遞方式包含經由行政院公文交換中心交換及郵
局投遞等。

（三）印信典守：掌管外交部駐外 22 個大使館、2 個總領事
館及本部共 25 枚印信，並負責駐外各館處公務章之申
領、換發、補發、繳銷等業務。

二、出納科：
（一）根據外交部主計處編製之各式傳票辦理各項收付款及

繳庫事宜，並據此編製各式相關報表。
（二）辦理外交部及駐外館處同仁薪津、各項獎金、加班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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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津貼等之發放收回作業，並依法辦理薪資各項代
扣項目扣款結報事宜。

（三）辦理各機關隨文致外交部之現金、票據、有價證券及
採購得標廠商履約保證金、保固金等之收取及保管。

（四）開立外交部自行收納統一收據及普通收據、辦理各類
所得登錄及製發扣繳憑單、各類保險繳費證明單等。

（五）保管及支付外交部零用金，並編製相關報表。
三、庶務科：
（一）同仁調動、進修、返國述職、返國宣誓及公務出國之

機票採購程序審核、代訂旅館及辦理綜合保險。
（二）駐外機構館舍及館長職務宿舍購置（建）、租賃及維

護管理；駐外機構公務車輛換（新）購及管理；駐外
機構財產管理；以上所涉各項預算編列與執行。

（三） 境外國有財產管理。
四、管理科：
（一）外交部所屬各辦公房舍、各宿舍之登錄管理、調配、

維修、整建及環境維護等事項。
（二）臺北賓館及使館專區大樓設備之管理、維修。
（三）宴會場地之籌辦（含總統就職慶祝酒會、外交部大樓

國慶彩牌及燈飾等）、各型會議及集會場地之準備（含
迎送國賓軍禮臺之搭建、臺北賓館開放參觀活動）及
博愛特區及重要路段懸掛來訪友邦國旗事宜。

（四）外交部環境教育、節能減碳、綠色採購等環保業務。
（五）執行外交部工程施工查核小組業務，定期查核外交部

國內、外營建工程之品質、進度及工安等。
（六）辦理外交部國有財產增減、管理、彙整與盤點及對所

屬機關財產業務之定期查核。
五、採購科：
（一）採用主管機關訂頒各項範本，訂定招標文件、訂定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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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開標決標、簽訂契約、收受與發還押標金、履約
保證金、保固金及協辦廠商履約、驗收事項。

（二）辦理廠商對招標、審標、決標、不良廠商之異議及申
訴處理，及履約爭議處理之事宜。

（三）備辦禮品以贈送訪問我國外賓及辦理首長出訪致贈禮
品之採購業務。

（四）推動與執行電子化採購（包含電子領標投標）。
（五）逐案核准、通案核准外交部所屬機關（構）所辦理須

報上級機關核准、核定、同意備查之採購案件。
（六）提供外交部各單位及各駐外館處有關採購法規之法令

諮詢及執行採購事宜之意見。
（七）為協助部內同仁建立採購概念及業務運用，辦理採購

法教育訓練講習；104 年共計辦理 2 場訓練講習，參
與人次共 129 人。

（八）辦理 10 萬元以下小額採購之購置及核銷事宜，共同供
應契約相關事宜。

（九）採購法相關綜合業務，包括法令研修、相關文件之訂
定及修正。

六、勤務科：
（一）車輛調度與管理：禮車、公務車、行李車之調派及協調，

以及車輛租賃、保險與理賠、保養與維修、變賣與報
廢等事宜。

（二）駕駛之管理、考核與進用。
（三）外交部駐警隊督導及管理事宜。
（四）外交部桃園國際機場第一及第二航廈貴賓室借用、管

理及維護事宜。

參、年度工作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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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節能減碳執行成效
（一）用電部分：有效運用中央空調及多聯變頻空調之啟動

時機，達節能減碳與節省公帑雙重效益。
（二）用水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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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登錄用水
度數，確實控管用水情形。

（三）用油部分：力行公務派車共乘、怠速熄火、汰換老舊
大排氣量公務車等措施。

二、綠色採購：本年綠色採購達成率 89.42％。
三、總收文共 68,534 件，總發文 45,861 件。
四、「郵務管理系統」於 6 月 1 日起上線並於 12 月 17 日修正

「外交部外交及公務郵袋作業要點」，據以洽成我國海關
對於外交部以快遞方式寄送之文件及包裹，予以免驗免稅
通關。

五、核發機票 2,914 張，核發因公赴國外出差人員綜合保險
2,149 人次，外賓團體旅行平安保險 280 團 1,881 人次。

六、駐外館處汰換公務車輛計 38 輛、1 輛公務機車及新購公
務車 2 輛。

七、協辦外交部宴會 621 場次、臺北賓館宴會 34 場次。
八、辦理臺北賓館開放參觀活動 62 場次，參觀人數約 26,135 

人。
九、安排會議及集會場地 1,988 次。
十、本年因應外賓訪華及公務車調派情形：禮車 319 次，公務

車 9,069 次，行李車 1,792 次。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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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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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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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完成辦公大樓、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外交部領事事務局、
外交及國際事務學院、北投檔庫及部次長職務宿舍火險及
地震險之簽約，建築物公共安全及消防安全檢查暨水塔清
潔等工作。

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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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擴增「網路版境外財產管理系統」之館宿舍管理及公務車
管理兩項功能提升境外財產之便利及效率。

十六、辦理「104 年度委託代購公務國際機票及提供相關服務」
採購案計價及比價方式，有效節省公帑。

十七、完成駐歐盟兼駐比利時代表處館舍購置案，以及駐堪薩斯
辦事處搬遷至科羅拉多州丹佛市，並更名為駐丹佛辦事
處。

十八、完成使館特區駐華使節住宅大樓 2、3 樓窗戶整修，改善
駐華使節居住品質。

十九、開發完成「外交部視窗版薪資管理系統」並全面上線使用，
大幅提升薪資作業效率，亦達資源共享之效。

二十、完成本部代辦政府各機關「因公赴國外出差或返國述職人
員綜合保險」保險規格變更（區分為「一般險」及「申根
險」）及採購招標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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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外交大事日誌
104.1.1
○臺奧避免雙重課稅及防杜逃稅協定正式實施。

○臺匈度假打工協議正式實施。

○聖保羅僑界於華僑網球協會舉行 104 年元旦升旗典禮。

104.1.2
○臺英國會小組共同主席史蒂爾勳爵（Lord STEEL）、副主

席郝威爾女爵（Baroness HOWELLS）、戴維斯勳爵（Lord 
DAVIES）及李納德勳爵（Lord RENNARD）夫婦訪問我國7天。

104.1.3
○駐紐約辦事處處長章文樑應邀出席在紐約市布朗士區舉辦「三

王節 (Three Kings Event)」慶祝活動。

104.1.4
○ 1 月 4 日至 8 日臺北「天使美術館」館長賴麗純一行 4 人應阿

曼宮廷事務部皇家藝術學會赴阿曼訪問。

104.1.5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國際事務中心許院長世明與杜拜 INDEX

集團主席薩拉姆尼 (Abdul SALAM Al MADANI) 簽署醫療合作

協議成為策略夥伴，將促進中東、北非、印度等地醫療管理及

推廣我國際醫療觀光。

○芬蘭國會議員薩西 (Kimo SASI) 一行 6 人應邀訪問我國 5 天。

104.1.6
○印度商工部次長肯特 (Amitabh KANT) 率團訪問我國，出席「第

8 屆臺印度經濟諮商會議」。

○ 義 大 利「 國 會 友 協 」 副 主 席 葛 裴 帝 (Guido GALPERTI) 率

同 黨 之 狄 邁 優（Marco DIMAIO） 眾 議 員 及 杜 納 帝（Marco 
DONATI）於 1 月 6 日至 9 日首度訪問我國。

10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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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 7 日 至 9 日「 愛 丁 堡 皇 家 科 學 院 」(Royal Society of 
Edinburgh) 於該院與我科技部合辦「臺英感測器及影像科技應

用研討會」(Sensors and Imaging and their Applications including 
Medical Areas)。

104.1.8
○馬紹爾群島共和國外長迪布倫 (Tony DEBRUM) 於 1 月 8 日

致函「國際再生能源組織 (IRENA)」主席岸田文雄 (Fumio 
KISHIDA) 支持中華民國以觀察員身分加入該組織。

104.1.9
○駐巴拉圭大使劉德立應巴拉圭文化部部長高莎拉諾（Mabel 

CAUSARANO）之邀，赴 Cordillera 省政府 Caacupé 市出席運

用我合作款購置電腦資訊、多媒體、圖書、冷氣及辦公櫥櫃所

設置之省府附設文化中心開幕啟用儀式。

104.1.10
○愛爾蘭國會友臺小組主席馬基尼士（John MCGUINNESS）眾

議員、眾議員巴特摩（Jerry BUTTIMER）、眾議員斐若勒（Alan 
FARRELL）、眾議員歐康諾（Mary Mitchell O´CONNOR）、

參議員貝睿（Tom BARRY）訪問我國 6 天。

104.1.11
○行政院政務委員杜紫軍及經濟部政務次長卓士昭率團訪問印

度，參加印度「古吉拉特州投資高峰會」(Gujarat Summit)，並

會晤印度高層首長。

104.1.12
○前中央大學校長、臺灣大學電機系教授羅仁權訪問俄國。

○駐挪威代表程其蘅到職。

○宏國國會外交委員會主席巴姿（Waldina PAZ）率團訪華 5 日。

104.1.14
○駐英國代表劉志攻應威爾斯政府邀請赴威爾斯首府卡地夫市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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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3 日。

○美國財政部代理次長魯瑟福（Matthew RUTHERFORD）訪問

我國 2 日。

○國家發展委員會前主任委員管中閔赴美參加「2015 希望全球論

壇（HOPE Global Forum 2015）」。

○駐秘魯代表吳進木與秘魯國家競爭防衛及智慧財產權保護機構

（INDECOPI）主席塔沙諾 (Hebert TASSANO) 簽署臺秘 PKI
合作備忘錄。

104.1.15
○駐紐約辦事處以「臺灣之重要性」為題與外交政策菁英合辦演

講會。

104.1.16.
○馬總統接見 2014 年諾貝爾和平獎印度得主沙提雅提 (Kailash 

SATYARTHI) 夫婦。

○駐芬蘭代表林錦蓮偕員拜會芬蘭內政部警政司國際事務處，進

洽雙邊領務業務合作事宜。

○駐法國代表呂慶龍應法國參議員兼米盧斯 (MULHOUSE) 城郊

共同體主席博克樂 (Jean-Marie BOCKEL）邀請，前往拜會市

長侯德內（Jean ROTTNER）、工商會、上阿爾薩斯大學並參

訪文教設施，中午與博克樂參議員餐會，並接受法國廣播電臺

專訪。

○英國不管部部長夏普斯（Grant SHAPPS）訪問我國 4 天。

○駐紐約辦事處舉辦之「2015 臺灣學人影展」盛大開幕。

○駐厄瓜多代表謝妙宏抵任。

104.1.17
○工業技術研究院與經濟部能源局一行 3 人參加阿布達比第 5 屆

「國際再生能源組織」（IRENA）會員大會及第 8 屆「世界未

來能源高峰論壇」（WF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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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聯邦眾議員谷蘿渥（Nina GREWAL） 暨夫婿、聯邦眾

議員克萊瑞（Ryan CLEARY）、聯邦眾議員芭比漾（ Annick 
PAPILLON）、聯邦眾議員巴洛（John BARLOW）夫婦、聯邦

眾議員葉迪加（David YURDIGA）夫婦一行訪問我國 7 日。

104.1.18
○莫斯科臺北經濟文化協調委員會主席羅伯夫 (Oleg LOBOV) 一

行 3 人訪問我國。

○關島副總督 Ray TENORIO 於 1 月 18 日至 23 日赴華出席「2015
年世界自由日慶祝活動」，訪問我國 5 日。

○中美洲區域災難預防中心（CEPREDENAC）主席馬多納多

（Alejandro MALDONADO）一行 11 人訪問我國 6 日。

104.1.19
○駐索羅門群島大使于德勝應邀出席索國「2015 法律年」啟動儀

式，並分別與最高法院院長帕默 (Albert PALMER)、檢察總長、

外交團成員等握敘。

104.1.21
○臺奧青年度假打工聯合聲明正式生效。

○德國國會議員兼世盟德國分會主席費雪 (Axel FISCHER) 訪問

我國 5 天。

104.1.22
○美國國務院主管海洋及漁業事務副助卿大衛·波頓（David 

BALTON）與商務部國家海洋及大氣總署（NOAA）國際漁業

事務副助理部長羅素·史密斯（Russell SMITH）訪問我國 4 日。

104.1.23
○蒙古國會友臺小組議員 UYANGA Gantumur 及蒙古國家通訊社

社長 BAATARKHUYAG Avia 夫婦在臺參加「2015 年世界自由

日慶祝大會」活動。

○比利時聯邦眾議員簡森斯（Dirk JANSSENS）訪問我國出席「世



第五章 外交大事日誌

- 551 -

界自由日」活動。

○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衛生部舉辦 JNF 醫院電子化系統啟用儀

式，葉專案經理及黃專案經理代表駐館出席。

104.1.24
○立法委員邱志偉及陳唐山等 2 人訪問智利及墨西哥 8 天。

○越南交通部副部長阮紅場 (Nguyen Hong Truong）於 1 月 24 日

至 26 日率團訪臺，實地觀測越南未來的 ETC-RFID 收費站系

統。

104.1.25
 ○吐瓦魯總理索本嘉（Enele Sosene SPOAGA）伉儷、教育部長   

 曼尼（Fauoa MAANI）夫婦及國會議員馬努耶（Satini Tulaga  
 MANUELLA） 夫婦本日抵華訪問 5 天。

○英國運輸部副部長克蕾茉（Baroness KRAMER）率團訪問我國

3 天。

104.1.26
○立法院洪副院長秀柱及立法委員詹凱臣等 2 人訪問日本 4 天。

○韓國對外經濟政策研究院院長李一衡一行訪問我國 3 天。

○布吉納法索外交國際高等研究院（IHNEI）院長宮秉內（Didace 
Zidahon GAMPINE） 及 秘 書 長 龍 波（Boulmonli Léonard 
LOMPO）2 人訪問我國 5 天。

○阿根廷 La Rioja 省省長艾德拉 (Luis Beder HERRERA) 乙行 6
人訪華。

104.1.27
○駐索羅門群島大使于德勝與索國鄉村發展部長沙力阿科瑪

(Freda Tuki SORIACOMUA) 共同主持我捐贈索國「一學童一盞

燈」計畫典禮。

○駐索羅門群島大使于德勝應邀參加索國蘇嘉瓦瑞 (Manasseh 
SOGAVARE) 總理主持之「國家發展計畫」發表會活動，並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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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閣官員及各界人士握敘。

○我國與芬蘭簽署「臺芬關於涉及洗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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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法院外交暨國防委員會召集委員邱志偉及立法委員陳唐山一

行 3 人訪問巴拉圭 3 天。

104.1.28
○立法委員楊應雄、江啟臣及李桐豪等 3 人訪問越南 4 天。

○交通部次長范植谷率團赴芬蘭訪問。

○ 駐 英 國 代 表 劉 志 攻 應 英 國 會 下 議 員 惠 海 瑟（Heather 
WHEELER）邀請赴英格蘭德比郡（Derbyshire）訪問 2 日。

104.1.29
○交通部次長范植谷一行 7 人訪問俄國。

○駐布吉納法索大使沈真宏主持「華語文推廣中心」新址開幕典

禮致詞。

○駐法國代表呂慶龍出席 2015 安古蘭 (Angoulême) 漫畫節臺灣館

開幕式並致詞。

○ 1 月 29 日至 1 月 31 日山口縣美祢市村田弘司市長率團訪問南

投縣長。

104.1.31
○駐帛琉大使曾厚仁安排帛琉主要媒體參訪臺帛雙邊畜產及水產

計畫。

○監察委員包宗和訪問越南 7 天。

○美國國務院 APEC 資深官員王曉岷（Robert WANG）訪問我國

2 日。

104.2.1
○立法委員姚文智、尤美女及陳節如等 3 人訪問秘魯及阿根廷 12

天。

10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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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院委員包宗和一行赴奧地利訪問，期間拜會奧國監察史兼

國際監察組織 (IOI) 秘書長科歐特 (Günther KRÄUTER)。
104.2.2
○立法委員鄭天財、廖國棟、簡東明及孔文吉等 4 人訪問越南 4

天。

○約旦眾議院助理議長雅莎 (Najah AZZEH) 率團訪問我國 3 天。

○行政院院長毛治國致希臘新任總理齊普拉斯 (Alexis TSIPRAS) 
賀函。

○巴拿馬衛生部長德廉德斯（Francisco Javier TERRIENTES）夫

婦訪問我國 5 日。

○立法院廖國棟、孔文吉、簡東明及鄭天財等委員於 2 月 2~6 日

訪越。

104.2.3
○捷克國會眾議院副議長卡斯狄克 (Petr GAZDIK) 率領跨黨派眾

議員柯斯庫巴 (Ji i KOSKUBA) 、永內克 (Ji i JUNEK)、史坦

尤拉 (Zbyněk STANJURA)、眾議院友臺小組主席班達 (Marek 
BENDA) 一行訪問我國 5 天。

○ 2 月 3 日至 4 日美國紐澤西州臺灣商會代表團訪露考察商務，

期間拜會商務部長希波莉 (Emma HIPPOLYTE)、覲見總督露薏

絲 (Dame Pearlette Louisy) 並與露國商會及中小企業負責人舉

行座談會。

○ 2 月 3 日至 7 日立法院「臺灣與南美洲國會議員友好協會」訪

問團訪秘魯。

104.2.4
○駐歐盟兼駐比利時代表處在歐洲議會議員聯誼廳舉辦第八屆歐

洲議會友臺小組成立暨慶祝農曆新年酒會。

○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執行長朱雲漢教授訪問比利時出席

該會委託荷語魯汶大學舉辦之「漢學再省思工作坊」國際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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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

○駐美國代表處代表沈呂巡出席「全美祈禱早餐會」（National 
Prayer Breakfast）。

104.2.5
○駐帛琉大使曾厚仁安排參議院訪團參觀我駐帛技術團及畜產計

畫。

○ 2 月 5 日至 11 日「2015 年札幌雪祭」，我國連續四年提供大

型冰雕作品，今年展出「行天宮」大型冰雕，並於會場旁設置

攤位，場內播放「食在臺灣」等多種宣傳短片，並發送觀光文

宣資料、觀光月曆等禮品。

104.2.6
○ 2 月 6 日至 8 日熊本市長大西一史率團訪問高雄市。

○ 駐拉脫維亞代表處接受觀光局委託參加「第 22 屆波羅的海旅

展」(2015 BALTTOUR)。
104.2.7
○ 2 月 7 日至 13 日聖露西亞外交部長包提斯 (Alva BAPTISTE) 

訪華。

104.2.8
○美國在臺協會（AIT）執行理事唐若文（Joe DONOVAN）訪問

我國 7 日。 
104.2.9
○經濟部部長鄧振中率團訪問美國 4 日，拜會美國貿易代表署、

國務院、商務部、國際貿易委員會等部門、聯邦參議院共和

黨黨鞭暨財政委員會國際貿易小組主席柯寧（John CORNYN, 
R-TX）、參議院農業委員會商品市場貿易暨風險管理小組

主 席 博 茲 曼（John BOOZMAN, R-AR）、 參 議 員 曼 欽（Joe 
MANCHIN, D-WV）、聯邦眾議院外委會主席羅伊斯（Ed 
ROYCE, R-CA）、眾議院「國會臺灣連線」共同主席哈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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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gg HARPER, R-MS）、眾議院歲計委員會貿易小組主席

提貝里（Pat TIBERI, R-OH）等。

○ 宏 國 總 統 胞 兄 兼 首 席 政 治 顧 問 葉 男 德 茲（Marco 
HERNÁNDEZ）夫婦訪華 5 日。

○駐巴拿馬大使周麟與巴外交部政務次長殷卡比耶 (Luis Miguel 
Hincapié) 分別代表臺巴兩國政府於巴外交部簽署臺巴雙邊合作

計畫「全國教育中心交通車計畫」及「市鎮政府汲取垃圾設備

計畫」之捐贈紀事錄。

104.2.10
○第 13 屆外交小尖兵優勝隊伍乙行 17 人 2 月 10 日至 12 日赴墨

爾本，參訪維多利亞州議會並與當地高中生交流。

○紐西蘭首都威靈頓市長 Celia WADE-BROWN 訪問臺北市，並

與柯文哲市長簽署建立夥伴城市關係合作備忘錄，Celia 市長

並以貴賓身分參加 2015 年臺北國際書展開幕及紐西蘭主題國

館相關活動。

○外交部部長林永樂率團訪問布吉納法索，期間由我駐布吉納法

索大使沈真宏陪同，先後晉見過渡總統兼外長卡方多 (Michel 
KAFANDO) 及總理兼國防部長席達 (Yacouba I. ZIDA)，並拜會

國家過渡委員會主席席爾 (Chériff SY) 及外交部權理部長奈比

業 (Moussa B. NEBIE)。
○尼加拉瓜國會通過「中華民國政府與尼加拉瓜政府間技術合作

框架協定」。

○駐巴拉圭大使劉德立與巴拉圭農牧部部長賈狄尼（Jorge 
GATTINI）共同簽署「巴拉圭蘭花產業發展及組織培養種苗繁

殖計畫書」。

104.2.11
○我國桌球隊一行 20 人抵達科威特參加「2015 年科威特桌球公

開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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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沙（波蘭）貿易辦事處代表魏馬克（Marek WEJTKO）與我

駐波蘭代表江國強先後於上（104）年 2 月 11 日及 3 月 5 日代

表兩國政府簽署「駐華沙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與駐臺北華沙貿

易辦事處間空運協定」。

○高雄巿政府蔬果推廣團訪問巴林促銷水果。

104.2.12
○總統府資政、中華民國童軍文教基金會董事長趙守博獲印度總

統慕克吉 (Pranab MUKHERJEE) 頒授童軍最高榮譽銀象獎。

○我國駐聖多美普林西比大使何建功於 2 月 12 日向總統賓多

(Manuel Pinto da COSTA) 呈遞到任國書。

○客家委員會副主委范佐銘暨所率之「2015 南美洲客家藝文巡演

團」一行 38 人訪問巴拉圭 3 天。

104.2.13
○駐帛琉大使曾厚仁與帛琉衛生部長倪爾莽 (Gregorio Ngirmang)

共同舉行記者會，感謝新光醫院減免 8 歲貧困重症女童麥可思

(Calyn MAX) 之 20% 轉診醫療費用。

○駐海地大使黃再求主持海地留臺校友會第二次大會。

104.2.16
○駐布吉納法索大使沈真宏與布國環境暨漁業資源部環境暨漁業

資源部長技術顧問巴杜 (Bouma BADO) 共同主持塑膠垃圾回收

及處理設備捐贈儀式。

104.2.17
○駐多明尼加大使侯平福陪同高雄長庚醫院陳院長肇隆晉見多明

尼加總統梅迪納 (Danilo MEDINA)。
○瓜、我兩國簽署「有關移民事務與防制人口販運合作協定」並

於同年 6 月 15 日正式生效。

○駐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大使曹立傑會見來館拜會之克國新任

總理哈里斯 (Timothy HAR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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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 17 日晚曹大使主持駐館團因應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在

野團結陣線 (TU) 勝選執政新局會議。

○ 2 月 17 日「2015 年泛美客家懇親大會」在聖保羅市舉行。

104.2.19
○駐布吉納法索大使沈真宏與布國總理席達（Yacouba Issac 

ZIDA）共同主持卜卜市手工藝村奠基典禮。

○駐捷克代表處參加「布拉格國際旅遊展」，由於適逢農曆春節，

展館貼春聯、掛燈籠，吸引觀展者爭賭。

○高雄長庚醫院院長陳肇隆一行 3 人訪問巴拉圭 4 天。

104.2.20
○國民黨蔣榮譽副主席孝嚴訪問新加坡 4 日。

104.2.22
○駐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大使曹立傑夫婦代表我政府應邀出席

新任總理哈里斯 (Timothy HARRIS) 領導新政府 ( 內閣 ) 宣誓就

職儀式並向渠等申賀。

104.2.23
○駐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大使曹立傑會見來館拜會之新任外長

布蘭特利 (Mark BRANTLEY) 聽取渠重申與我堅定邦誼及肯定

友好合作關係。

104.2.24
○移民署莫署長天虎訪問新加坡 4 日。

○臺灣路竹會義診團於 2 月 24 至 3 月 5 日赴聖多美普林西比辦

理義診活動。

104.2.25
○ 2 月 25 日，中研院副院長王瑜率奈米科技訪團訪以參加希伯

來大學奈米科技中心舉辦之奈米科技研討會。

○ 2 月 25 日至 28 日臺灣廠商參加 2015 巴林國際園藝展。

104.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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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 26 日至 27 日科技部與義大利國家研究中心在羅馬舉行「臺

義智慧城市研討會」，成果豐碩。

104.2.27
○ 2 月 27 日高雄市長吳宏謀副市長等一行拜會熊本縣蒲島郁夫

知事、熊本市大西一史市長。

104.2.28
○韓國慶南大學校長朴在圭一行訪問我國 5 天。

○駐休士頓辦事處黃總領事敏境夫婦於 104 年 2 月 28 日參加休

士頓牛仔節遊行，帶領我遊行隊伍於馬車上揮舞中華民國國旗

向觀賞遊行之民眾致意。

104.3.1
○內政部警政署蔡副署長俊章及資訊室廖主任美鈴一行出席杜拜

第 10 屆警察實務研討會。

104.3.2
○俄羅斯杜馬國會工業委員會國會議員奧梅利琴科 (Valery 

OMELCHENKO) 偕 Finval 機械集團副總裁斯梅塔娜 (Vladimir 
SMETANA) 訪問我國。

○奧地利國會友臺小組主席艾蒙 (Werner AMON)、卡斯博克

(Andreas F. KARLSBÖCK) 及哈克 (Elisabeth HAKEL) 等 3 位國

會議員訪問我國 4 天。

104.3.3
○我國奧委會林主席鴻道率領該會張副主席煥禎、黃執行委員志

雄、陳秘書長國儀、沈副秘書長依婷、及李組長玉芳一行 6 人

來科威特訪問 2 天。

○歐洲議會議員貝爾德（Bastiaan BELDER）訪問我國 4 天。

○駐法國代表呂慶龍在代表處主持慶祝簽署臺法農業合作協議

及進洽支持我與歐盟簽署「雙邊投資協議」(BIA) 聯合酒會，

邀請法國國民議會友臺小組主席博賀德 (François BROT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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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友我議員及助理、農業部食品總署副總署長安戈 (Jean-Luc 
ANGOT)、該總署歐洲暨國際衛生事務署副署長杜普 (Jean-
Philippe DOP) 與來自該部相關部門及經濟部國稅署官員及多位

來自法國豬肉公會、蔬果公會及鵝鴨肝醬公會與廠商代表總計

約 30 餘人前來參加，胡正浩公使及相關同仁在場。

○ 3 月 3 日「蘇格蘭議會友臺小組」(Scottish Parliament Cross-
Party Group on Taiwan) 舉行本年第 1 次例行會議，邀請「蘇格

蘭觀光局」(Visit Scotland) 政府及國會事務經理湯普森 (Leon 
THOMPSON) 就臺蘇觀光暨經貿交流展望進行說明。

○駐巴拉圭大使劉德立與巴拉圭住居部部長努內絲（Soledad 
NÚÑEZ）赴距離巴京亞松森 300 公里處之 Caazapá 省 San Juan 
Nepomuceno 市 Tava Joaju 社區共同為我上（103）年援助巴拉

圭「我的家園（Che Tapyi）－興建平民住宅計畫」編號第 5 項

工程之 107 戶社區住宅主持啟用儀式。

104.3.4
○韓國會議員洪日杓、余尚奎、金東完、閔炫珠一行訪問我國 3

天。

○馬總統暨吳副總統於本日接見菲律賓前總統羅慕斯

○我國經濟部國貿局及經貿談判代表辦公室派員赴土耳其出席手

機防衛案公聽會。

104.3.5
○立法委員蕭美琴訪問日本 3 天。

○ 3 月 5 日駐帛琉大使曾厚仁安排眾議院訪團參觀我駐帛技術團

及畜產計畫。

○駐索羅門大使于德勝與索國農牧部長阿瓜 (Augustine AUGA) 共

同主持技術團新種豬命名典禮。

○駐拉脫維亞代表處與立陶宛威爾紐斯市藝術村「河岸共和國」

辦理中文正體字憲法揭幕活動。



中華民國 104 年外交年鑑

- 560 -

○華沙（波蘭）貿易辦事處代表魏馬克（Marek WEJIKO）與我

駐波蘭代表江國強先後於上（104）年 2 月 11 日及 3 月 5 日代

表兩國政府簽署「駐華沙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與駐臺北華沙貿

易辦事處間空運協定」。

○ 3 月 5 日 吳 大 使 進 木 接 受 秘 魯 外 交 雜 誌（Revista VIP 
Diplomatica Empresarial）頒贈「2015 年秘魯金星獎」(Premio 
Golden Star Awards-Peru)

○ 3 月 5 日至 11 日紐西蘭毛利族資深媒體人福克斯 (Derek Tinia 
Fox) 應邀訪臺。

104.3.6
○內政部警政署副署長蔡俊章應英國投資暨貿易署邀請率團赴英

國訪問 8 日。

○ 3 月 6 日至 9 日熊本市觀光文化交流局西島徹郎局長率團訪問

高雄市。

104.3.8
○韓國貿易投資振興院理事長金喆壽一行訪問我國 87 天。

○我國僑務委員會委員長陳士魁訪問胡志明市。

○哥倫比亞眾議院第一副議長托雷斯夫婦 (Efraín TORRES) 訪問

我國 5 日。

○ 3 月 8 日至 11 日印尼工業部長沙勒（Saleh HUSIN）共 45 人

訪華。

○ 3 月 8 日至 11 日印尼投資協調委員會（BKPM）主席法蘭基

（Franky SIBARANI）率團訪華。

104.3.9
○韓國會議員金光琳、李珍福、姜錫勳一行訪問我國 4 天。

○ 比 利 時 聯 邦 眾 議 員 勒 克 斯（Peter LUYKX）、 德 勝（Roel 
DESEYN）、 弗 拉 奧（Jean-Jacques FLAHAUX）、 特 普

（Alain TOP）、魏孟瀾（Brecht VERMEULEN）聯邦參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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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斯特貝克（Olivier DESTREBECQ）、范艾斯柏（Jan VAN 
ESBROECK）、一行訪問我國 5 天。

○駐加拿大代表處籌組北美及加拿大商前來渥京進行「叩門之

旅」，安排訪團與「加臺國會友協」餐敘、與國會議員領袖座

談、參加本處舉辦「臺灣之夜」、拜會加國外交貿易部及與「加

拿大企業經理人協會」座談等，計有包括 3 位部長在內共 23
位跨黨派參眾議員出席，就 ADTA-FIPA-ECA-TPP 路徑圖深入

交換意見。

○駐丹佛辦事處處長楊巨中應邀列席科州州議會，見證科州州參

眾議會決議歡迎我方於丹佛市設處及期盼加強雙方未來合作之

聯合聲明。

○中美洲經貿辦事處率領「2015 年中美洲咖啡產業商機考察團」

一行 29 人訪瓜考察。

104.3.10
○行政院「醫管服務專案辦公室」率團訪問約旦 5 天並參加「臺

約醫療合作研討會」。

○我國攝影藝術家李佳佑首度於莫斯科國立東方藝術美術館舉辦

「罔兩」攝影作品展。

○駐美國代表處代表沈呂巡出席「泛美發展基金會」（PADF）

舉辦我國政府捐贈 12.5 萬美元協助拉美國家對抗伊波拉疫情儀

式。

○輔仁大學副校長周善行一行訪海推動與海地聖母大學建教合

作。

○ 3 月 10 日至 11 日駐拉脫維亞代表葛光越出席立陶宛國會世界

民主論壇舉辦恢復建國 25 周年研討會。

104.3.11
○臺北醫學大學校長閻雲率團赴汶萊訪問，洽談癌症醫學教育合

作及臺灣各大學學歷在汶認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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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總領事超遠應邀出席杜拜移民局舉辦之「2015 未來邊界」

（2015 Future of Borders）國際會議活動。

○駐日內瓦辦事處於 3 月 11 日為雲門舞集「屋漏痕」歐洲巡演

首站日內瓦舉辦酒會。

104.3.12
○國立金門大學黃奇校長赴北海道與北海道大學公共政策大學院

簽署學術教育交流協定。

○第 5 屆臺泰農業合作會議於 3 月 12 日在台北舉行。

○歐洲議會通過「歐盟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年度報告」決議案，

重視東亞區域安全，肯定兩岸關係發展。

104.3.13
○駐紐約辦事處舉行「檢視行動綱領及聯合國大會第 23 屆特別

會議結論執行情形對落實性別平等及婦女賦權之挑戰」國際研

討會。

○美國聯邦眾議院外委會主席羅伊斯（Ed ROYCE, R-CA）夫婦、

撥款委員會民主黨首席議員蘿伊（Nita LOWEY, D-NY）及夫

婿、共和黨政策委員會主席梅瑟（Luke MESSER, R-IN）夫婦、

程序委員會主席賽軒（Pete SESSIONS, R-TX）夫婦、外委會

亞太小組主席邵建隆（Matt SALMON, R-AZ）、霍汀（George 
HOLDING, R-NC）、聯邦眾議員貝納（Ami BERA, D-CA）訪

問我國 3 日。

○我國成立之「國際環境夥伴計畫」（IEP）旗下「臺美生態學

校夥伴計畫」（U.S.-Taiwan Eco-Campus Partnership）於美國北

切維蔡司小學（North Chevy Chase Elementary School）首度舉

行啟動典禮，駐美國代表處代表沈呂巡及美國環保署首席副助

理署長西田珍（Jane NISHIDA）出席。

○蔣經國學術交流基金會執行長陳純一赴奧地利訪問 3 天。

104.3.14



第五章 外交大事日誌

- 563 -

○聖文森外交部常務次長威廉姆斯 (Nathaniel WILLIAMS) 率團啟

程訪問我國 6 天。

○3月14日至19日愛爾蘭國會參議院多數黨領袖康明斯（Maurice 
CUMMINS）、參議員萊登 (Terry LEYDEN)、參議員歐布萊恩

(Darragh O´BRIEN)、參議員亨莉 (Imelda HENRY)、參議員希

金斯 (Lorraine HIGGINS) 訪問我國 6 天。

○ 3 月 14 日至 22 日邀請北美洲臺灣人醫師協會來瓜義診。

104.3.15
○外貿協會單副董事長驥率領「2015 年中南美洲利基產業拓銷

團」一行 60 人訪瓜並辦理貿洽會。

104.3.16
○加拿大安大略省省議會領袖訪華團保守黨省議員哈里斯

（Michael HARRIS）、 沃 克（Bill WALKER）、 瑪 拖（Gila 
MARTOW）及新民主黨安省副黨魁哈力瓦（Jagmeet Singh 
DHALIWAL）等一行訪問我國 6 日，強化臺加交流互動。

○中國輸出入銀行與巴拉圭 Amambay 暨 Continental 兩銀行簽約

轉融資貸款協議，由輸銀總經理林水永分別與 Amambay 銀行

總裁及 Continental 銀行董事簽署，巴拉圭工商部工業次長史塔

克（Oscar STARK）代表巴政府出席見證。

○外交部領務局龔局長中誠於 3 月 16~18 日率團來越領務巡迴講

習，並與越南外交部領務局局長阮友壯等人舉行年度雙邊領務

會談。

3 月 17 日

○美國國務院亞太局臺灣協調處處長康晟如（Chris CASTRO）訪

問我國 4 日。

○駐美國代表處與美國在臺協會簽署「臺美大氣監測、清潔能

源暨環境科學技術合作協議第 1 號執行辦法」（Implementing 
Arrangements No. 1 to the Agreement between TECRO and AIT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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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ical Cooperation in Atmospheric Monitoring, Clean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

○我國政府宣佈成立「伊波拉防疫訓練中心」，並在臺南開辦

首梯訓練課程，兩名美方伊波拉防疫專家柯湯瑪士（Thomas 
KERKERING）、巴娜希（Nahid BHADELIA）訪問我國擔任

講師，菲律賓、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及越南等東南亞國家

16 名專業醫療工作人員參訓。

104.3.18
○ 阿 拉 伯 聯 合 大 公 國 衛 生 部 助 理 次 長 蘭 德 (Hussain Abdul 

RAHMAN Al RAND) 應我衛生福利部之邀訪華。

○ 歐 洲 復 興 開 發 銀 行（EBRD） 總 裁 查 卡 巴 提（Suma 
CHAKRARABARTI）訪問我國 2 日。

104.3.19
○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董事長梁國新率團訪問美國 7

天，出席美國商務部「2015 選擇美國投資高峰論壇」（2015 
SelectUSA Investment Summit），並拜會國務院及商務部等行

政部門、聯邦參議員李麥可（Mike LEE, R-UT）、卡西迪（Bill 
CASSIDY, R-LA）、戴恩斯（Steve DAINES, R-MT）、聯邦眾

議院外委會亞太小組主席邵建隆（Matt SALMON, R-TX）、貿

易小組主席珀德（Ted POE, R-TX）、交通暨基礎建設委員會

海岸巡防及海運小組首席議員加拉曼帝（John GARAMENDI, 
D-CA）等。

○海地外交部長布迪士 (Pierre-Duly BRUTUS) 率團訪華問我國。

○駐聖文森大使葛葆萱陪同宣德能源公司總經理巨克堅拜會總理

龔薩福 (Ralph E. Gonsalves) 商談協助聖國建立太陽能發電廠

事。

○巴拿馬內政部長恩利格斯（Milton HENRIQUEZ）夫婦訪問我

國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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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19 日至 21 日我國防部長高廣圻先生「宏升專案」訪

問 瓜 國 期 間 拜 會 國 防 部 長 羅 培 茲 (Manuel Augusto LÓPEZ 
AMBROCIO) 中將，

 並接受贈勳「重要官員國鳥勳章 (Grado de Gran Oficial de la 
Orden del Quetzal)」，表彰對維持華、瓜兩國友好邦誼貢獻。

104.3.20
○駐巴拉圭大使劉德立應巴拉圭總統卡提斯（Horacio CARTES）

之邀，搭乘特別禮遇安排之總統 2 號專機赴 San Pedro 省

Capiibary 市 就 我 上（103） 年 援 助 巴 國「 我 的 家 園（Che 
Tapyi）－興建平民住宅計畫」之「1 de Marzo」社區 102 戶住

宅共同主持落成啟用典禮。 
104.3.21
○駐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新任大使丘高偉抵任，本館全體同仁

前往接機，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文官長兼外交部次長紐頓

(Elvis NEWTON) 代表克國總理及外交部長歡迎丘大使抵克履

新。

○教育部部長吳思華率 30 所臺灣公私立大學於 3 月 21~22 日來

越參加「2015 越南 - 臺灣高等教育展」，並與越南教育部長范

武論 (Pham Vu Luan) 舉行臺越教育合作會談。

○ 3 月 21 日至 24 日「2015 年中南美洲利基產業拓銷團」訪秘魯。

104.3.22
○ 3 月 22 日至 3 月 24 日日本熊本縣知事蒲島郁夫率團訪問高雄

市，並拜會巿長陳菊。

104.3.23
○教育部部長吳思華訪問越南胡志明市。

○俄羅斯薩瑪拉省政府教育暨科學廳副廳長科列斯尼科娃

(NadezhdaKOLESNIKOVA) 一行 12 人應桃園縣政府邀請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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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

○科技部政務次長林一平赴德國訪問 4 天。

○總統馬英九致希臘新任總統帕夫羅普羅斯 (H. E. Prokopis 
PAVLOPOULOS) 賀函。

○我國 65 家企業、88 位業者組團訪問華府，參加美國商務部

「2015 年選擇美國投資高峰論壇」(2015 SelectUSA Investment 
Summit)。

○前國防部副部長林中斌教授、淡江大學副校長戴萬欽教授及外

交部研究設計委員會主任介文汲於 3 月 23 至 26 日訪波出席駐

波蘭代表處與「波蘭國際關係研究院」（PISM）合辦之東亞

安全國際研討會。

104.3.24
○印度資通訊部次長夏爾瑪 (R. S. SHARMA) 訪華。

○馬總統英九訪問新加坡 1 日（弔唁李光耀建國總理）。

○ 3 月 24 日駐法蘭克福處長黃瑞坤拜會萊茵法爾茲邦議會議長

梅特斯 (Joachim MERTES)。
○ 3 月 24 日我國雲門舞集於德國達姆城 (Darmstadt) 演出。

○駐巴拿馬大使周麟應巴國總統瓦雷拉 (Juan Carlos VARELA)
邀請，出席「全國教育中心交通車計畫」- 捐贈第一輛校車予

Herrera 省之 Hipólito Tello 公立學校儀式。

○ 駐 巴 拉 圭 大 使 劉 德 立 續 應 巴 拉 圭 總 統 卡 提 斯（Horacio 
CARTES）之邀赴 Itapúa 省 Obligado 市就我上（103）年援助

巴國「我的家園（Che Tapyi）－興建平民住宅計畫」編號第 6
項工程「Milagros I」社區之 80 戶住宅共同主持落成啟用典禮。

○義大利前外長特爾吉（Giulio TERZI）偕前生產活動部副部長、

經濟發展部次長，現任「開創未來暨形塑義大利」基金會董事

長烏爾索（Adolfo URSO）於 3 月 24 日至 27 日訪問我國華。

104.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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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索羅門群島大使于德勝參加索國國會開議活動，與卡布依總

督 (Frank KABUI)、蘇嘉瓦瑞 (Manasseh SOGAVARE) 總理等政

要握敘。

○中華創新發明學會理事長吳國俊率 37 人代表團參加「2015 第

18 屆莫斯科阿基米德國際發明展暨發明競賽」。

○ 3 月 25 日上午駐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大使丘高偉赴克國總

督府向總督勞倫斯 (Edmund LAWRENCE) 呈遞到任國書，11
時拜會總理哈里斯 (Timothy HARRIS)。

104.3.26
○臺東縣長黃健庭率團於本年 3 月參加紐西蘭懷卡多熱氣球

節（2015 Balloons over Waikato Festival） 活 動， 漢 米 爾 頓

（Hamilton）市長哈達克 (Julie HARDAKER) 在該項活動開幕

式中歡迎黃縣長及陪同與會之駐奧克蘭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

長周中興及紐西蘭中華陽光聯誼會會長楊琦光

○駐法國代表呂慶龍致函「國際標準期刊號」（ISSN）國際中心

主任貝凱特 (Gaelle BEQUET) 洽請更正 ISSN 網頁不當稱我事。                                                
○駐亞特蘭大辦事處處長戴輝源與美國南卡羅萊納州車輛監理

總 局 (Department of Motor Vehicles,DMV) 局 長 思 維 多 (Kevin 
SHWEDO) 簽署「南卡羅萊納州車輛監理局與中華民國 ( 臺灣 )
交通部有關駕照互換瞭解備忘錄」。

○駐休士頓辦事處處長黃敏境於 3 月 26 日赴密西西比州州眾議

會發表演說，接受並感謝該州參、眾兩院共同通過友我之決議

案，並呼籲該州支持及力促美國與我簽署自由貿易協定（FTA）

及支持我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

○紐澤西州眾議會通過友我決議案，加強與臺灣雙邊關係。

○駐巴拉圭大使劉德立應邀與巴拉圭工商部部長雷依德（Gustavo 
LEITE）出席巴國 Frutika 公司輸銷臺灣有機果汁啟運典禮。

104.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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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27 日銘傳大學訪團在蒙與 Otgontenger 大學聯合舉辦「2015
年第 8 屆臺蒙華語文教學國際論壇暨第 5 屆華語演講比賽」。

○駐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大使丘高偉拜會克國外交部長 Mark 
BRANTLEY 並遞交到任國書副本。

○ 3 月 27 日至 28 日科技部政務次長林一平赴奧地利訪問 2 天，

期間與奧地利研究推廣總署 (FFG) 簽署「臺奧科技合作備忘

錄」。

○ 3 月 27 日至 4 月 2 日德國黑森邦議會議員提比 (Ismail TIPI) 一

行 7 人訪問我國 7 日。

104.3.28
○第 23 屆世界童軍大露營中華民國代表團李耀淳副總領隊等一

行參加代表團參加在日本山口縣舉行之會議。

104.3.29
○臺東縣黃縣長健庭訪問新加坡 3 日。

○連前副總統戰、蕭前副總統萬長、行政院郝前院長柏村、行政

院蘇前院長貞昌訪問新加坡 1 日（弔唁李光耀建國總理）。

○薩爾瓦多金融監督管理局總局長貝多摩 (Ricardo  PERDOMO)
夫婦  訪問我國 6 天。

104.3.30
○ 丹 麥 國 會 友 臺 小 組 副 主 席 自 由 黨 議 員 勞 瑞 森（Karsten 

LAURITZEN）率團訪問我國 5 天。

○僑務委員會副委員長呂元榮赴荷蘭訪視僑團。

104.3.31 
○交通部次長吳盟分一行訪韓出席陽明海運新船命名典禮。

○伊斯坦堡―臺北直飛航線正式啟航。

104.4.1
○駐英國代表劉志攻應英國會下議員斯圖（Iain STEWART）邀請

赴米爾頓肯恩斯市（Milton KEYNES）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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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4.2
○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總理哈里斯 (Timothy HARRIS) 來館拜

會大使丘高偉研商要案。

○駐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大使丘高偉與克國助理警察總監揆理

(Ian QUEELEY) 共同主持我贊助舉辦加勒比海警察總監聯誼會

第 30 屆大會合作款贈交儀式。

104.4.3
○高雄市長陳菊率市議會團訪問日本熊本市議會。

○ 4 月 3-5 日世界臺灣商會聯合總會假巴西聖保羅希爾頓飯店

Hilton São Paulo Morumbi 舉行第 21 屆第 2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計有世界各地臺商代表及國內外貴賓 700 餘人與會。

104.4.4
○駐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大使丘高偉拜會克國前總理 Denzil 

DOUGLAS。

○中華民國舉重協會一行 15 人抵秘魯參加「2015 年世界青少年

舉重錦標賽」

104.4.5
○ 4 月 5 日至 11 日經濟部邀請瓜國經濟部中小企業次長李

(Sigfrido LEE) 賢伉儷赴臺參訪。

104.4.6
○立法院院長王金平率同委員李鴻鈞、徐少萍、詹凱臣、陳碧涵、

吳育仁、李貴敏、張嘉郡、陳唐山、許添財、陳其邁、邱議瑩、

裝瑞雄、周倪安及陳怡潔等 15 人赴日本考察核災區食品安全 3
天。

○交通部民航局副局長李萬里一行 9 人訪問華府 6 日，參加美

國聯邦航空總署（FAA）「2015 年飛航標準會議」（2015 
AMERCA Flight Standards Meeting）。

10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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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7 日蒙古財政部訪團來華考察我國稅務制度。

104.4.8
○ 4 月 8 日至 12 日印尼投資協調委員會（BKPM）主席法蘭基

（Franky SIBARANI）率團訪華。

○臺中市市長林佳龍、臺北市副市長周麗芳、新北市副市長陳

伸賢、臺南市副市長顏純左、高雄市副市長吳宏謀及屏東縣

縣長潘孟安率團訪韓出席「國際地方政府環境倡議委員會」

（ICLEI）2015 世界大會。

○立法委員邱志偉訪問索羅門群島 6 天。

○駐索羅門公使王華榮陪同我國中小企業總會國際關係總召洪慶

忠拜會索羅門蘇嘉瓦瑞 (Manasseh SOGAVARE) 總理，就促進

臺索雙邊經貿與投資交換意見。

○駐英國代表劉志攻應英國會下議員亞當斯（Nigel ADAMS）邀

請赴英格蘭約克郡（Yorkshire）訪問 2 日。

○駐巴拉圭大使劉德立與巴拉圭農牧部部長賈狄尼（Jorge 
GATTINI）共同主持我與巴國「淡水白鯧魚苗繁養殖計畫」在

位於 Cordillera 省 Eusebio Ayala 市農牧部養魚中心之正式啟動

儀式。

○僑委會委員長陳士魁一行 2 人訪問巴拉圭 3 天。

○ 4 月 8 日至 10 日前副總統秀蓮赴阿根廷訪問。

104.4.9
○ 4 月 9 日蒙古國家通訊社與我國中央通訊社在蒙簽署合作備忘

錄。

○ 加 拿 大 聯 邦 參 議 員 暨 政 府 參 院 副 領 袖 馬 妍 兒（ Yonah 
MARTIN）暨夫婿、聯邦參議員肯尼（ Colin KENNY）夫婦、

聯邦參議員戴伊（ Joseph A.DAY）夫婦、聯邦參議員南茹絲

（ Nancy RUTH）暨伴侶及聯邦參議員卜萊特（Donald Neil 
PLETT）夫婦一行訪問我國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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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4.10
○國家圖書館館長曾淑賢館長與匈牙利國家圖書館館長杜斯卡

(László TÜSKE) 館長共同簽署合作協議。

○美國聯邦參議院代議長海契（Orrin HATCH, R-UT）及眾議院

議長貝納（John BOEHNER, R-OH）等合計 32 位聯邦參、眾議

員以致函總統馬英九、發表國會演說、國會聲明、網路推文等

方式紀念「臺灣關係法」立法 36 週年。

○駐海地大使黃再求代表政府捐贈海地西部省衛生局小巴兩輛。

○駐巴拉圭大使劉德立與巴拉圭住居部部長努內絲（Soledad 
NÚÑEZ）驅車前往來回車程 3 小時之 Paraguarí 省 Ybytimi 市

就我上（103）年援助巴國「我的家園（Che Tapyi）－興建平

民住宅計畫」編號第 8 項 70 戶住宅暨社區主持落成啟用典禮。

○ 4 月 10 日至 14 日呂前副總統秀蓮訪秘魯。

104.4.11
○行政院科技會報執行秘書鐘嘉德率團 20 人訪問美國 9 日。

104.4.12
○美國民主黨州主席協會（ASDC）由民主黨紐澤西州主席庫瑞

（John CURRIE）率團訪問我國 5 日。

○美國肯塔基州州長畢雪 (Steven BESHEAR) 伉儷率團訪問我國

4 日。

104.4.13
○金大中和平中心理事長丁世鉉副一行訪問我國 4 天。

104.4.14
○經濟部次長楊偉甫率團訪韓出席第七屆「世界水論壇」（World 

Water Forum 7，WWF7）。

○長庚紀念醫院骨科部教授主任謝邦鑫及聯合骨科器材股份有限

公司林執行長廷生等人應希臘美國商會會長安納斯塔索普羅

斯 (Simos ANASTASOPOULOS) 邀請訪希參加骨科國際醫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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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駐匈牙利代表陶文隆偕員出席波士尼亞及赫塞哥維納 ( 以下

簡稱波赫 )Mostar 國際商展活動，並於商展活動上與波赫聯

邦總統薩瓦拉 (Marinko CAVARA)、國家主席科維奇 (Dragan 
COVIC)、輪值主席伊凡尼克 (Mladen IVANIC) 互動。陶大使並

代表我國於開幕式致詞。

○美國國務院反擴散處處長潘蜜拉•德罕（Pamela K. DURHAM）

率團訪問我國，並出席第 9 次臺美出口管制會談（Gameplan）。

○4月14日駐墨西哥代表廖世傑赴「國立墨西哥自治大學」以「今

日臺灣及臺墨現況」（Taiwán Hoy y Su Relacíon con México）

為題演發表演說。

104.4.15
○駐奧地利代表陳連軍在「斯國國立民族博物館（Slovenia 

Ethnical Museum）」主持「臺灣文化月開幕典禮」及當晚「臺

灣美食饗宴」等活動。

○ 4 月 15 日義大利眾議院通過「臺義避免雙重課稅協定」法案，

完成立法程序，係首度由義外交及財政兩部聯合提案，並在國

會通過之臺義雙邊關係重大立法，該法並經義總統批准後，以

官方公報對外公告。

○駐美國代表處代表沈呂巡應邀出席美國「聯邦國會杜立德金質

獎 章 典 禮 」（Congressional Gold Medal Ceremony in Honor of 
the Doolittle Tokyo Raiders）。

○駐聖文森大使葛葆萱應邀出席我援聖文森建設Vermont-Francois
大橋通車典禮。

104.4.16
○希臘國會議員齊拉斯 (Konstandinos TSIARAS)、潘那約托普

羅斯 (Nikolaos PANAGIOTOPOULOS)、卡薩皮迪斯 (Georgios 
KASAPIDIS) 及查拉科普羅斯 (Maximos CHARAKOPOUL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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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人應邀訪華 5 天。

○ 駐 智 利 代 表 處 代 表 我 政 府 資 助 智 利 首 都 地 區 獨 立

（Independencia）市政府之廣場美化計畫。

104.4.17
○駐巴拉圭大使劉德立赴巴拉圭衛生部以公開儀式捐交我國援

助採購緊急醫療設備之人道援助款，由衛生部部長巴利歐斯

（Antonio BARRIOS）代表接受。

○ 4 月 17 日至 20 日北海道廳率道內企業及觀光團體訪華參加「第

一屆日本觀光、文化、商品展 in 臺灣 ~TOUCH THE JAPAN」

活動，響應我國觀光物產展活動及宣銷道產物品，增進北海道

與臺灣農業交流。

104.4.19
○駐匈牙利代表陶文隆赴波士尼亞及赫塞哥維納北方多馬那斯

(Domaljevac) 市，參加我協助重建之供水系統啟用典禮。

○全美州務卿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ecretaries of State）
訪華團訪問我國 7 日。

○貝里斯眾議院議長裴瑞菲德（Michael PEYREFITTE）訪問我

國 5 日。

○巴拿馬總統府部次長阿羅斯梅南（Augusto AROSEMENA）夫

婦訪問我國 5 日。

○國合會秘書長施文斌一行 4 人訪問巴拉圭 4 天。

104.4.20
○我國海軍敦睦艦隊赴索羅門訪問，索國副總理艾德 (Douglas 

ETE)、國會議長納熙 (Ajilon NASIU) 等政要及外交使節等蒞臨

歡迎儀式及歡迎酒會，嗣于大使德勝偕敦睦艦隊林支隊長育斌

少將等幹部拜會蘇嘉瓦瑞 (Manasseh SOGAVARE) 總理。

○ 4 月 20 日，駐以色列代表處季代表韻聲與以色列駐華代表何

璽夢 (Simona HALPERIN) 在臺北共同簽署「臺以工業研發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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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R&D agreement)]
○臺德法協主席郭鐵洋 (Dr. Jan GROTHERR) 一行 10 人應司法院

邀請訪問我國。

○美環保署代理助理署長西田珍（Jane NISHIDA）率團訪問我國

5 日，並參加我國環保署成立之全球環境夥伴計畫（IEP）一週

年活動。

○宏國國會副議長馬丁內茲（Miguel Edgardo MARTÍNEZ）率團

訪華 5 日。

○ APEC 企業諮詢委員會 (ABAC) 我國代表團孫副總至德一行赴

墨參加 ABAC 會議。

104.04.21
○美國紐約州參、眾議會分別通過友我決議案，及舉辦「臺灣傳

統日（Taiwan Heritage Day）」慶祝活動，深化紐約州與臺灣

雙邊關係。

104.4.22
○ 4 月 22 日至 4 月 25 日日本熊本縣八代市中村博生市長率市議

會及國際港灣振興課人員訪問基隆市長林右昌及基隆港，洽談

締結友好協議事宜。

104.4.23.
○駐印度代表田中光與世盟總會長饒穎奇赴尼泊爾參加世盟捐贈

之校舍剪綵典禮。

○駐斯洛伐克代表處張代表雲屏於斯國外交部亞太司長托瑪希克

(Marian TOMASIK) 司長見證下完成臺斯科技合作協定異地簽

暑儀式。

○ 104.4.24
○我國駐聖多美普林西比大使何建功與聖國經濟部部長費南德斯

(Agostinho FERNANDES) 於 4 月 24 日代表兩國政府簽署「2015
年雙邊合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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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美國代表處與美國在臺協會簽署「癌症研究合作備忘錄」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Regarding Scientific Exchange 
Activities in Clinical Proteomics Cancer Research）。

○駐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大使丘高偉主持我捐贈克國交通警察

隊資訊設備儀式。

104.4.25.
○尼泊爾發生 7.9 級大地震，駐印度代表處田中光大使於加德滿

都洽公，地震發生後為與尼國高層聯繫我政府捐款賑災物資及

協助處理國人返國事宜，停留至 5 月 14 日返回駐地。

○馬紹爾群島共和國財政部長亞丁 (Jack ADING) 伉儷一行 5 人應

中華民國政府邀請於 4 月 25 日至 29 日訪華。

○ 4 月 25 日至 30 日阿曼政府工業區發展暨管理委員會 (PEIE) 執

行長 Hilal Al Hasani 率團訪華，並與我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及國

立海洋大學簽署漁業合作備忘錄 (MOU)。
104.4.26 
○ 4 月 26 日，臺以商會籌組之我國訪團抵以參加 2015 年以色列

農業科技展。

○ 美 國 共 和 黨 全 國 委 員 會（RNC） 秘 書 長 赫 蘇 西（Susie 
HUDSON）率團訪問我國 7 日。

○全美世界事務協會（WACA）訪華團訪問我國 7 日。

○宏京市長阿斯夫拉（Nasry Juan HERNÁNDEZ）夫婦率團訪華

5 日。

○我國敦睦艦隊於 4 月 26 日至 28 日訪問諾魯。

○我勞動部部長陳雄文於 4 月 26 至 29 日率團訪越，除拜會越南

副總理黃忠海 (Hoang Trung HAI) 外，並與越南社會勞動榮軍

部部長范氏海傳 (Pham Thi Hai TRUYNH) 舉行兩國勞動部長會

議。

104.0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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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國會議員米勒 (Carsten MÜLLER)、巴哈曼 (Heinz-Joachim 
BARCHMANN)、 史 坦 (Peter STEIN)、 斯 坦 格 曼 (Albert 
STEGEMANN) 訪問我國 5 天。

○駐英國代表劉志攻應英國會下議員賀本（Steven HEPBURN）

邀請赴英格蘭泰恩 - 威爾郡（Tyne-Wear）訪問 3 日。

○美國前貿易代表白倩芙（Charlene BARSHEFSKY）大使率「戰

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SIS）訪華團訪問我國 6 日。

○駐丹佛辦事處正式設處。

○ 尼 加 拉 瓜 三 軍 參 謀 總 長 莫 希 嘉（Oscar Salvador MOJICA 
Obregón）夫婦一行訪華 5 天。

○美國佛羅里達州臺灣廠商聯誼會許照惠博士乙行於 4 月 27 日

至 5 月 1 日訪聖露西亞與露國投資處及露商 Rudy Gurley 考察

工廠設施。

104.4.28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楊珍妮局長訪問印度並出席「第 1 屆臺印度

貿易工作小組會議」及「第 8 屆臺印度經濟諮商會議第 1 次檢

視會議」。

104.4.29
○ 4 月 29 日「 印 尼 臺 灣 經 濟 交 流 協 會 」（Indonesia Taiwan 

Business Council；ITBC）正式成立，建立雙邊廠商及政府間之

商務、投資交流平臺，及與印尼商工總會（KADIN）等機構建

立正式溝通管道。駐印尼代表張良任及 KADIN 總主席蘇立斯

托（Suryo B. SULISTYO）等約 200 人出席成立大會。協會由

印尼 Jababeka 集團董事長許龍川 (Setyono Djuandi DARMONO)
擔任主席。

104.4.30
○經濟部政務次長卓士昭率團訪問加拿大，與加國外貿部主管亞

洲事務之仲副部長葛瑞格森 (Susan GREGSON) 共同主持「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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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屆臺加雙邊經貿諮商會議」。

○ 4 月 30 日至 5 月 7 日中華民國手球協會王文霖校長率中華台

北女子沙灘手球代表隊一行 12 人赴阿曼參加 2015 年第 5 屆亞

洲沙灘手球錦標賽。

104.5.1
○捷克維索茨那 (Vysocina) 省省長別侯內克 (Jiri BEBOUNEK) 一

行 4 人訪問我國。

○我國留學德國青年指揮家莊東杰先生於丹麥主辦之 2015 年

Malko 國際青年指揮大賽中，自 317 名參賽者脫穎而出，榮獲

首獎，並獲丹麥女王王夫親自頒獎。

104.5.2
○ 5 月 2 日至 3 日交通部觀光局駐新加坡辦事處謝長明主任率台

灣觀光促銷團赴阿曼訪問 2 天，並辦理旅遊展。

104.5.3
○歐洲議會友臺小組主席朗根（Werner LANGEN）、議員羅培茲

（Fernando LOPEZ AGUILAR）及議員納基（József NAGY）

訪問我國 6 天。

○臺灣大學副國際長吳俊輝教授等人來智出席「阿塔卡瑪大型毫

米及次毫米波陣列（ALMA）」計畫之相關會議。

○西班牙經濟競爭部國際貿易暨投資總司助理副總司長羅德里格

茲 (Regina Sancha RODRIGUEZ) 訪問我國 6 天。

○西班牙外交部北美亞太暨太平洋總司資深官員馮塞嘉 (Luis 
Fonseca SÁNCHEZ) 訪問我國 6 天。

104.5.4
○駐索羅門大使于德勝應邀參加天主教聖若望鮑思高神父 (Fr. 

John BOSCO)200 週年誕辰紀念，與蘇嘉瓦瑞總理 (Manasseh 
SOGAVARE) 等政要握敘。

○布吉納法索國家過渡委員會主席席爾（Chériff SY）儷率團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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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我國 5 天。

○薩爾瓦多總統府文化局局長里瓦斯 (Ramón RIVAS) 一行訪問我

國 6 天。

104.5.5
○我國勞動部常務次長郭芳煜率團抵達巴布亞紐幾內亞參加「亞

太經合會（APEC）第 2 屆人力建構高階政策對話」。

○文化部許次長秋煌於 5 月 5 日至 13 日訪義大利並參加第 56 屆

威尼斯美術雙年展。

○ 5 月 5 日至 14 日我國新北市職業學校訪團與德國北萊茵西法

倫邦學校交流。

104.5.6
○ 5 月 6 日 104 年中華民國海軍敦睦支隊抵達帛琉。帛琉副總統

貝爾斯（Antonio BELLS ）於碼頭主持歡迎儀式並登艦參觀。

○國家安全會議諮詢委員王郁琦赴英國訪問 4 日。

○臺灣傳統週訪演團在芝加哥演出。

○駐海地大使黃再求代表政府捐贈 1 千盞太陽能燈具，海方由財

經部「社會及經濟協助基金會」(FAES) 執行長 (Léon Ronsard 
SAINT-CYR) 代表受贈。

○駐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大使丘高偉拜會克國衛生暨農業部長

漢密爾頓 (Eugene HAMILTON) 洽助我參與第 68 屆 WHA 等案。

○駐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大使丘高偉拜會克國副總理兼體育部

長里查茲 (Shawn RICHARDS) 洽談我協助克國政府更新「華納

公園體育館」設備案。

○駐巴拉圭大使劉德立與巴拉圭眾議院議長韋拉斯格斯（Hugo 
VELÁZQUEZ）共同簽署我偶像劇「犀利人妻」播映協定。

104.5.7
○ 5 月 7 日臺東縣卑南鄉許文獻鄉長等一行拜會大分縣觀光經濟

部大野光章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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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7 日佐賀市長秀島敏行率團拜會臺東縣長黃健庭。

○ 5 月 7 日宮崎縣廳總合政策部交通課野口和彥課長拜會我交通

部觀光局。

○ 5 月 7 日駐帛琉大使曾厚仁偕 104 年中華民國海軍敦睦支隊支

隊長林育斌少將及支隊幹部晉謁帛琉總統雷蒙傑索（Tommy E.  
   REMENGESAU）。同日晚間我於海軍昆明軍艦甲板舉辦「敦

睦之夜」晚會。

○駐捷克代表處於 5 月份每週四在布爾諾藝術電影院放映 1 部反

映臺灣社會發展情況之電影，包含「流浪神狗人」、「停車」、

「眼淚」及「九降風」等。

○國際經濟合作協會組團赴荷蘭參加「第 21 屆臺荷經濟合作會

議」。

104.5.8
○駐巴拉圭大使劉德立應駐巴拉圭使節團團長教廷駐巴大使阿里

歐蒂 (Eliseo Antonio ARIOTTI) 之請小額援贈本館所屬堂區 San 
José 教堂，該堂區本堂神父索沙 (Mario SOSA) 來館接受該筆

贈款。

○ 5 月 8 日 104 年中華民國海軍敦睦支隊離帛。

○駐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大使丘高偉應邀赴克國國家發展基金

(FND) 出席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 克國分會所舉辦氣候

變遷青年大使計畫啟動儀式。

○ 德 國 柏 林 邦 司 法 廳 副 廳 長 史 特 拉 斯 邁 爾 (Alexander 
STRASSMEIR) 訪問我國 5 天。

104.5.9
○國泰綜合醫院人工膝關節置換手術醫療團一行 9 人訪問巴拉圭

14 天。

104.5.10
○美國在臺協會（AIT）主席薄瑞光（Raymond BURGHAR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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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我國 6 日。

○美國在臺協會理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等國際研究院

（SAIS）兼任教授卜道維（David BROWN）訪問我國 7 日。

○駐秘魯代表吳進木主持援贈秘魯國安局特勤處電腦設備儀式。

○貝里斯總督楊可為 (Colville YOUNG) 偕能源科技部長葛蘭 (Joy 
GRANT)、次長楊可林 (Colin YOUNG)、貝里斯大學校長史勒

學 (Alan SLUSHER) 一行 5 人 5 月 10 日至 15 日訪問我國 6 天。

○ 中 美 洲 議 會（PARLACEN） 議 長 巴 達 雷 斯（Armando 
BARDALES）一行 17 人訪問我國 6 日。

104.5.11
○駐杜拜總領事馬超遠出席於杜拜舉辦第一屆「世界自由貿易區

組織大會」開幕式並陪同我代表團（由經濟部加工出口區、臺

灣港務公司、桃園機場公司及外交部所組成）參與研討會及參

訪活動。

○美國國務院 APEC 資深官員王曉岷（Robert WANG）訪問我國

並出席臺美「亞太地區新世代電力會議」（Conference on Next 
Generation Power in Asia）。

○貝里斯楊可為總督 (Sir Colville Young) 偕能源科技部長葛蘭 (Joy 
Grant)、次長楊可林 (Dr. Colin Young)、貝里斯大學校長史勒學

(Allen Slusher) 乙行 4 人 5 月 11 日至 15 日訪問我國 5 天。

○宏國能源、天然資源、環境暨礦業部部長格達美（José Antonio 
GALDAMES）夫婦訪華 5 日。

○駐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大使丘高偉應邀出席「加勒比海警察

總監協會」第 30 屆大會開幕典禮。

○駐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大使丘高偉與克國副總理兼教育體育

文化部長李查爾 (Shawn RICHARDS) 在本館會議室共同主持我

政府贊助克國更新「華納公園體育館」設備經費捐贈儀式。

○ 「臺瑞 ( 典 ) 國會議員協會」成員普拉絲 (Maria PLASS)、烏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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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莉 (Boriana ÅBERG)、艾絲普倫 (Lena ASPLUND) 及歐爾菘

(Lotta OLSSON)、歐德松 (Erik OTTOSON) 等 5 位國會議員訪

問我國 5 天。

○文化部許次長秋煌於 5 月 11 至 15 日訪義。

104.5.13
○索羅門衛生部長卡圖余 (Tautai KAITU'U) 於本年世界衛生組織

大會執言助我。

○國際工程院臺灣分會理事長張國鎮、「唐獎」基金會執行長陳

振川、秘書長曾惠斌、潤弘工程協理王端禎訪問俄國，出席國

際工程院主席團會議。

○俄羅斯國會上院議員切爾尼申科 (Igor CHERNYSHENKO)、季

諾夫 (Rafail ZINUROV)、圖拉霍諾夫 (Arnold TULOKHONOV)
及日里亞科夫 (Stepan ZHIRYAKOV) 等 4 人訪問我國。

○駐英國代表劉志攻率團赴喬治亞提比里斯出席歐洲復興開發銀

行（EBRD）理事會第 24 屆年會。

○ 5 月 13 日「蘇格蘭議會友臺小組」(Scottish Parliament Cross-
Party Group on Taiwan) 舉行本年第 2 次例行會議，邀請愛丁

堡 Heriot-Watt 大學資訊科技系助理教授陳雲鶴 (Jessica Chen-
Burger) 說明該校透過歐盟與我國專家合作推動海洋環境保育

情形；另邀請「永豐金證券歐洲分公司」(SinoPac Securities 
Europe Ltd.) 總經理李瑞蘭說明外資在我國投資情形。

○駐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大使丘高偉與克國檢察總長暨科技部

長拜倫 (Vincent BYRON) 共同主持國合會資訊暨通信科技計畫

軟體設計培訓班結訓儀式。

○駐墨西哥代表廖世傑赴布埃普拉 (Puebla) 州立綜合科技大學

（Universidad Politécnica de Puebla）以「創新臺灣及臺墨現況」

（Taiwán, un Socio de Creatividad e Innovación y su Relación con  
México）為題發表演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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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5.14
○駐捷克代表處參加「布拉格國際書展」，以臺捷文學交流為主

題並舉辦「捷譯臺灣文學作品朗讀會」。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署長邱淑媞率團赴英國訪問 3 日。

○中華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副理事長簡漢生率領經貿團一行 27
人於 5 月 14 日至 19 日訪葡。

104.5.15
○立法委員蘇清泉及周倪安等 2 人赴瑞士日內瓦出席第 68 屆

WHA 會議 8 天。

104.5.16
○立法委員詹凱臣及陳唐山等 2 人訪問德國 6 天。

○ 美 國「2015 年 中 大 西 洋 州 議 會 領 袖 」（2015 Mid-Atlantic 
Legislative Leaders）訪華團訪問我國 7 日。

○海地樞機主教朗格羅 (Chibly LANGLOIS) 一行訪問我國。

○駐巴拉圭大使劉德立應巴拉圭鄉村協會（Asociación Rural del 
Paraguay, ARP）主席魯伊茲 (Germán RUÍZ) 暨其夫人該協會社

會行動委員會主席尤蘭達 (María YOLANDA) 女士之請，捐助

Caaguazú 省 Kambay 地區急需幫助之 11 個印地安部落共約 250
戶家庭採購食物之小額贈款，並於本日偕同抵達巴拉圭進行人

工膝關節置換手術之國泰綜合醫院醫療團一行趨車赴當地舉辦

捐贈儀式。

104.5.17
○馬總統以軍禮歡迎史王訪華。

○世盟中華民國總會總會長饒穎奇赴德國訪問 4 天。

○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召集委員詹凱臣及委員陳唐山赴德國

訪問 4 天。

○美國大西洋理事會（The Atlantic Council）理事主席洪博培（Jon 
M. HUNTSMAN, Jr.）大使率團訪問我國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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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利前眾議員沙拉貝里（Felipe SALABERRY）赴德國柏林參

加「2015 年世亞盟年會」。

○ 瓜 國 參 謀 本 部 情 報 次 長 葛 拉 馬 霍 (Fidel GRAMAJO 
GONZÁLEZ) 上校等 3 員，於 5 月 17 日至 22 日赴臺參加「華、

瓜第 9 屆情報交換會議」，期間拜訪我參謀本部情報次長室、

國防大學、陸海空三軍官校等，了解我國軍事現況及進展，並

接受贈勳「四等雲麾勳章」，表彰在強化兩國軍誼及情報交換

的績效。

○加拿大卑詩省大溫哥華管理局理事會主席穆爾 (Greg MOORE，

高貴林港市市長 ) 於 5 月 17 日至 22 日，率卑詩省大溫哥華都

會區市長訪華團，團員包括副主席雷建華 (Raymond LOUIE，

溫哥華市代理市長 )、理事佛羅斯 (Jack FROESE，蘭里行政區

市長 )、理事穆沙託 (Darrell MUSSATO，北溫哥華市市長 )、
理事克雷 (Mike CLAY，滿地寶市市長 ) 及局長梅森 (Carol 
MASON) 等訪問我國六日，強化臺加交流互動。

104.5.18
○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施秘書長文斌率團出席我國與美

慈組織 (Mercy Corps) 合作之約旦水井修復計畫竣工（啟用）

典禮。

○ 5 月 18 日臺灣口腔照護協會會長邱耀章醫師乙行 4 人赴蒙，

推展臺蒙醫療合作及培訓蒙古種子牙醫師。

○外貿協會率 8 家廠商來沙參加「2015 沙烏地國際醫療展」。

○駐布吉納法索大使沈真宏代表我政府捐贈布國政府 11 萬歐元對

抗禽流感，布國動物資源部部長魯安巴 (Jean Paul ROUAMBA)
代表接受。

○教育部次長林思伶率師鐸獎受獎教師團赴英國訪問 8 日

○巴西參議院第二副議長賈希雅 (Teresita GARCIA) 及參議院經

濟委員會副主席蘇娃蕾絲 (Olga SUAREZ) 訪華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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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經濟競爭部工業技術發展中心（CDTI）對外科技行動處

處長索圖 (Luis González SOUTO) 於 5 月 18 日至 19 日訪問我

國 2 天。

○衛生福利部部長蔣丙煌於 5 月 18 日至 26 日率團出席瑞士日內

瓦第 68 屆世界衛生大會 (WHA) 會，並於 5 月 20 日於全會中

就本屆會議主題進行演講，與各國分享我國醫衛成就與經驗。

○駐西雅圖辦事處與西雅圖影展合辦「2015 年臺灣電影週活

動」，播映「山靈」、「軍中樂園」、「行動代號 -- 孫中山」、

「共犯」等四部電影，中外人士踴躍前往觀賞，頗受好評。

104.5.19
○英國會跨黨派廢除死刑小組主席史登女爵（Baroness STERN） 

及該小組副主席兼臺英國會小組共同主席福克納勳爵（Lord 
FAULKNER）訪問我國 5 日。

104.5.20
○高雄海洋大學副校長張順雄一行 13 人訪問俄國，與俄羅斯南

聯邦大學共同舉行 2015 PHENMA 會議。 
○外交部長林永樂 ( 左 ) 晉見史王。

○行政院衛生福利部部長蔣炳煌一行訪問歐盟及比利時 4 天。

○美國康乃狄克州州眾議會通過祝賀「臺康姊妹州締盟 16 週年」

友我決議案。

○駐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大使丘高偉出席第 45 屆加勒比海開

發銀行理事會年會開幕儀式。

○駐尼加拉瓜大使莊哲銘見證尼加拉瓜科技大學（UCYT）與「中

美洲經濟整合銀行」(CABEI) 簽署參加我「國合會」透過該銀

行推動之「技職教育優惠助學貸款基金」計畫協議。

○駐秘魯代表吳進木在 Inca Garcilaso de la Vega 大學演講臺灣發

展經驗。

104.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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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衛生福利部部長蔣丙煌拜會比利時農業部門、衛生部

門、食品安全管理部門及歐盟執委會衛生暨食品安全總署。

○行政院衛生福利部部長蔣丙煌一行訪問歐盟及比利時 4 天。

104.5.22
○總統府資政袁健生及僑務委員會委員長陳士魁赴英國訪問 3

日。

○巴拉圭國防部部長索多（Bernardino SOTO）夫婦一行 3 人訪問

我國 6 天。

104.5.23
○立法委員吳育仁及許添財等 2 人赴新加坡參加 WTO-TFCTN 國

會議員國際貿易研討會 6 日。

○外貿協會籌組「2015 年中東主力市場拓銷團」訪沙，並分別於

沙京利雅德、東部省商會及該商會朱拜爾分會舉辦三場貿易洽

談會。

○我國網球選手詹皓晴女士於德國紐倫堡參加網球比賽勇奪雙打

冠軍。

○彰化基督教醫院本年度第一批醫療團抵聖文森義診三週。

○經濟部部長鄧振中於 APEC 貿易部長會議期間與美貿易代表署

（USTR）副貿易代表麥克·龐克（Michael PUNKE）大使、代

理副貿易代表溫蒂·卡勒（Wendy CUTLER）等進行雙邊會談。

104.5.24
○僑務委員會委員長陳士魁訪問加拿大多倫多 3 日，宣慰僑胞。

104.5.25
○僑務委員會委員長陳士魁訪問加拿大蒙特婁 2 日。

○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副執行秘書黃彥男率團訪問加拿大渥太

華出席「第三屆世界資料公開研討會」（3rd International Open 
Data Conference）。

○美國聯邦理事會前主席柏南奇（Ben BERNANKE）率團訪問我



中華民國 104 年外交年鑑

- 586 -

國 2 日。

○駐美國代表處與華府榮光聯誼會共同參加美國退伍軍人中心

（American Veterans Center）主辦之「國殤日大遊行」（National 
Memorial Day Parade），駐美國代表處代表沈呂巡夫婦受邀觀

禮。

○智利執政左派聯盟 5 位眾議員希梅內斯（Tucapel JIMÉNEZ）、

奧斯（Pepe AUTH）、坎伯斯（Cristián CAMPOS）、畢羅斯

基（Jaime PILOWSKY）及阿娃蕾斯（Jenny ALVAREZ）訪問

我國 5 天。

○交通部政務次長曾大仁於 5 月 25~29 日率團訪越，與「越南交

通部」副部長阮紅場（NGUYEN  Hong Truong）等人工作會談。

104.5.26
○駐尼加拉瓜大使莊哲銘與尼加拉瓜三軍總司令阿比列斯 (Julio 

César AVILES) 上將共同簽署「2015 年尼國軍隊制服計畫」捐

贈記事錄。

○ 「2015 年新北歐利基產業拓銷團」於 5 月 26 日至 28 日赴瑞典

斯德哥爾摩訪問拓銷商品。

○土耳其國會議員托普拉克 (Binnaz TOPRAK) 於 5 月 26 日至 30
日訪臺，拜會立法院、行政院性別平等委員會及世界自由民主

聯盟中華民國總會等。

104.5.27
○「韓臺國會議員親善協會」會長趙慶泰議員及鄭美京議員一行

訪問我國 4 天。

○ 5 月 27 日第 14 屆臺蒙經濟聯席會議在臺北舉行。

○我國原住民歐開合唱團受邀於愛沙尼亞塔林東方音樂節

(Oriental Music Festival) 演出

○駐英國代表劉志攻應臺英國會小組共同主席福克納勳爵（Lord 
FAULKNER） 之 邀 出 席 國 會 開 議 大 典（State Opening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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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liament），聽取英國女王伊莉莎白二世於上議院發表「女

王演說」。

○教廷萬民福音部秘書長韓大輝總主教（Archbishop Savio Tai-Fai 
HON）訪問我國，參加天主教輔仁大學建校 90 週年紀念活動。

○駐貝里斯大使何使登煌 5 月 27 日代表政府，於公開儀式將我

與貝 2015 年雙邊合作贈款親交巴洛總理代表貝國政府收受。

○僑務委員會委員長陳士魁於 5 月 27 日至 30 日，訪問加拿大大

溫哥華地區 4 日，宣慰僑胞。

104.5.28
○歐洲議會友臺小組榮譽主席蕾汀（Viviane REDING）訪問我國

3 天。

○德國國會友臺小組主席魏爾胥 (Klaus-Peter WILLSCH)、柯彭

(Jens KOEPPEN)、魏柯萊 (Andrea WICKLEIN)、史桃荷 (Carola 
STAUCHE)、柯玫爾 (Marina KERMER)、赫樂 (Uda HELLER) 
訪問我國 5 天。

○駐芝加哥辦事處處長何震寰應邀見證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長宣

布當日為該市「新北市日」。

○駐尼加拉瓜大使莊哲銘與尼加拉瓜微額低利貸款計畫執行長柯

雷雅（Leonor COREA）簽署「2015 年微額低利貸款計畫」捐

贈記事錄。

○駐巴拉圭大使劉德立與巴拉圭財政部部長貝尼亞（Santiago 
PEÑA）暨住居部部長努內絲（Soledad NÚÑEZ）代表兩國

政府簽署我國援助巴政府興建平民住宅計畫本年第 1 期合作

款之捐贈議事錄，儀式在巴國總統府由總統卡提斯（Horacio 
CARTES）親自主持。

104.5.29
○我國電機電子公會郭理事長臺強率團乙行 30 餘人來土商貿交

流，成功搭建雙邊經貿對話，具指標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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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丹佛辦事處舉辦開幕酒會。

○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地球科學部計畫主任大衛·法騰

（David FOUNTAIN）等 65 人訪團訪問我國 5 日，並參加臺美

雙邊科技研討會。

○駐尼加拉瓜大使莊哲銘主持我國援助尼加拉瓜興建之乳製品、

疏果及種子冷凍庫啟用剪綵儀式。

○外貿協會「2015 年中東主力巿場拓銷團」於 5 月 29 日至 6 月

1 日訪問巴林。

104.5.30
○美產業協會及智庫專家顧德曼（Matthew GOODMAN）率團訪

問我國 8 日。

104.5.31
○美國務院經濟暨商業事務助卿芮福金 (Charles RIVKIN) 訪問我

國 3 天，出席臺北國際電腦展 (COMPUTEX TAIPEI) 並宣布成

立臺美「數位經濟論壇」(Digital Economy Forum)。
104.6.1
○農委會國際處處長陳建彬率團赴荷蘭參加「第 16 屆臺荷農業

合作會議」。

○臺美雙方於臺北賓館簽署「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GCTF) 瞭

解備忘錄。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署長郭旭崧赴美洽談雙邊合作計畫。

○ 6 月 1 日至 5 日聖露西亞總理安東尼偕外交部長包提斯、外

交部次長艾曼紐 (Hubert EMMANUEL)、總理府次長黃凱玫

(Cadelia AMBROSE)、露國駐聯合國常任代表倫芭利 (Menissa 
RAMBALLY) 大使及露國駐聯合國代表團特別顧問狄巴 (Aziz 
Debbagh) 大使訪華，並於 6 月 4 日為在華設立之大使館舉行揭

幕儀式。

10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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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外貿協會籌組之「104 年中東主力市場拓銷團」一行 21 人

訪問科威特並舉行貿易洽談會。

○歐洲議會友臺小組主席朗根（Werner LANGEN）代表友臺小組

發表聲明，高度歡迎馬總統「南海和平倡議」。

○ 6 月 2 日至 6 日經濟部部部長鄧振中訪問法國。

○駐芝加哥辦事處處長何震寰應邀參加在印第安納州舉辦之國際

同濟會一百周年年會並致詞。

○駐巴拉圭大使劉德立赴巴拉圭國家文化中心主持我女性攝影家

「光影 ‧ 敘事」作品展開幕式。

104.6.3
○總統馬英九與美國史丹福大學 (Stanford University) 舉行視訊會

議。

○駐紐約辦事處配合辦理「馬總統視訊會議」研討會，探討臺美

夥伴關係

○駐關島辦事處與關島大學於 6 月 3 日在該校商務及公共行政學

院大樓共同舉辦「馬總統與史丹福大學視訊會議」同步收視及

座談會。

○智利眾議員法力亞斯（Ramón FARIAS ）及巴洛斯（Ramón 
BARROS ）訪問我國 3 天。

○交通部常務次長吳盟分訪問新加坡 4 日。

○駐索羅門群島大使于德勝與索羅門農牧部長阿瓜 (Augustine 
AUGA) 主持麻來塔省農業綜合訓練中心破土典禮儀式。

104.6.4
○莫斯科市立師範大學副校長格瑞希康 (Vadim GRISHIKUN) 一

行 2 人訪問我國。

○駐希臘代表張國葆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雷埃夫斯港分會」

（Club for UNESCO of Piraeus and Islands）邀請主持獲第五屆

「陽明海運國際青少年繪畫比賽」希臘獲獎生頒獎典禮暨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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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工作坊」年中結業展。

○法務部調查局局長汪忠一一行訪問尼加拉瓜 3 天。

○駐巴拿馬大使周麟代表中華民國政府贈交巴拿馬第 5 屆國際花

卉展贊助款，由該展覽秘書長諾薇 (Olga Hincapié de NOVEY)
及巴拿馬園藝俱樂部聯盟主席芮嘉 (Vilma de la Guardia de 
RICHA) 代表接受。

○駐巴拉圭大使劉德立夫婦率我旅巴僑領、婦聯會巴拉圭分會會

員及本館館員赴「警察總部聖方濟養老院」就我應院方之請所

興建之食堂舉辦啟用儀式。

104.6.5
○印度 Telangana 州資通訊科技及電子部部長雷歐 (K. T. Rama 

RAO) 國參觀臺北國際電腦展。

○駐法國公使胡正浩赴 Nantes 陪同臺北市副市長周麗芳及市府代

表團出席 Velocity 2015 開幕及臺北市政府主辦 2016 年 Velocity
盛會交接典禮，並代表呂慶龍代表向 Nantes 市長羅蘭 (Johanna 
ROLLAND) 及前市長暨前總理艾羅爾特 (Jean-Marc AYRAULT)
致意。

○巴拉圭內政部部長德瓦加司（Francisco DE VARGAS）夫婦訪

問我國 5 天。

○國際扶輪社總會長黃其光至巴西聖保羅參加世界國際扶輪社大

會。

104.6.6
○馬紹爾群島共和國總統助理部長海尼 (Wilbur HEINE )、資源暨

發展部長柯內利奧斯 (Michael KONELIOS )、及交通部長海尼

(Thomas HEINE )  一行 5 人應中華民國政府邀請於 6 月 6 日至

10 日訪華問我國。

○諾魯司法部長兼財政部長亞丁（David ADEANG）率司法部次

長艾幾米亞 (Lionel AINGIMEA) 訪華，與內政部長陳威仁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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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事務與防制人口販運合作」備忘錄。

○ 6 月 6 日上午駐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大使丘高偉與克國總理

哈里斯 (Timothy HARRIS) 共同主持政府大樓整修案合作款贈

交儀式。

○ 6 月 6 日至 9 日國際扶輪社世界總會在巴西聖保羅召開年會，

國內計有數百名扶輪社友前來與會。

104.6.7
○ 6 月 7 日，第二屆臺以生命科學研討會在臺拉維夫舉行，以國

科技部、我中研院翁啟惠院長、臺大校長楊泮池、北醫大校長

閻雲等人率團參加。

○交通部常務次長范植谷率 50 人訪問團訪問美國 3 日，並出席匹

茲堡「2015 年國際橋樑會議」（International Bridge Conference 
2015）。

104.6.8
○科威特國家科學研究院 (KISR) 國際合作執行長阿瓦迪 (Dr.

Nader Al-AWADI) 率團一行 7 人訪臺 5 天參加第五屆臺科先進

科技研討會。

○ 6 月 8 日駐法蘭克福辦事處受邀參加德國內政部辦理之預防犯

罪大會。

○駐匈牙利代表陶文隆前往匈牙利國會副議長列薩克 (Sándor 
LEZSÁK) 國會辦公室，致贈列薩克副議長我國 1956 年聲援匈

牙利革命相關報導。

○國家安全會議邱諮詢委員坤玄抵匈牙利訪問 3 天。

○ 6 月 8 日至 11 日我國各地方縣市代表團赴德國波昂參加全球

地方城市氣候變遷論壇。

104.6.9
○ 駐 土 耳 其 代 表 鄭 泰 祥 與 土 耳 其 貿 易 辦 事 處 艾 瑞 康 (Ismet 

ERIKAN) 代表在土京安卡拉分別代表雙邊政府簽署「臺土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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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管理合作議定書」，為兩國災害合作領域奠定基礎。

○駐丹佛辦事處舉辦放映總統馬英九與美國史丹佛大學視訊會議

及研討會。

○駐尼加拉瓜大使莊哲銘與尼加拉瓜警察總監格拉內拉（Aminta 
GRANERA）共同簽署「2015 年國家警察制服計畫」捐贈記事

錄。

○聖多美普林西比國會議長狄歐古（José DIOGO）伉儷率國會議

員賽塔（Bilaine de CEITA）、喬馬度（Jorge AMADO）、葛度

(Danilson Cotú) 及議長秘書蕾拉（Edna FERREIRA）與安全官

賴扎如（Vítor  LÁZARO）於 6 月 9 至 13 日訪華。

104.6.10
○經濟部次長卓士昭訪問波蘭 2 天，並出席第 5 屆臺波次長級經

貿諮商會議。

○ 6 月 10 日至 12 日印尼國家科學院（LIPI）主席伊士干達

（Iskandar ZULKARNAIN）應我國科技部邀請訪華。

○ 6 月 10 日至 14 日臺南應用科技大學師生 65 人團體在駐札幌

辦事處、觀光局及臺灣觀光協會協助下，連續第 13 次赴北海

道參加「札幌 YOSAKOI SORAN 祭」。

104.6.11
○經濟部政務次長卓士昭訪問捷克 3 天。

○我國綠黨共同召集人李根政率團於 6 月 11 日至 15 日來紐西蘭

威靈頓出席亞太綠人聯盟大會。

104.6.12
○駐日本代表處臺灣文化中心開幕儀式。

○雲門舞集應莫斯科契訶夫國際戲劇藝術節邀請，先後於

Voronezh 州及莫斯科市演出「稻禾」舞劇。

104.6.13
○駐胡志明市經濟文化辦事處舉辦新建館舍落成啟用典禮。



第五章 外交大事日誌

- 593 -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委曾銘宗率團赴英國訪問 7 日。

○法務部部長羅瑩雪率團赴美國加州聖地牙哥出席「全美州檢察

長協會」（NAAG）夏季會。

104.6.14
○我常駐世界貿易組織代表團在 WTO 成立 20 周年之開放日活

動，於現場擺設攤位，成功宣傳我國文化與美食。

○駐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大使丘高偉應邀參加克國執政「團結

聯盟」成員「人民行動黨」50 週年黨代表年會，期間會晤該黨

黨魁、克國副總理李查爾 (Shawn RICHARDS) 、副黨魁暨農業

部長漢彌爾頓 (Eugene HAMILTON )、公共建設部長利柏德 (Ian 
LIBURD) 及國貿暨觀光部長格蘭特 (Lindsay GRANT) 等政要。

○ 6 月 14 日至 16 日總統府江資政丙坤率團抵達雅加達出席「第

20 屆臺印尼經濟合作會議」。

○ 6 月 14 日至 16 日臺灣納智捷汽車公司經理楊偉廷及甯智偉 2
人赴阿曼訪問 3 天。

104.6.15
○駐韓國代表石定與韓國駐華代表趙百相在臺北簽署「臺韓專利

審查高速公路備忘錄」及「臺韓有關工業財產資料交換及優先

權文件電子交換備忘錄」。

○歐洲經貿辦事處發布聲明，對我國立法院通過「溫室氣體減量

暨管理法」表示歡迎。

○ 芬 蘭 工 業 技 術 研 究 院（VTT ） 副 院 長 沙 林 能 (Mikko 
SALIIINEN) 訪問我國，與我國簽署智慧家庭電能管理技術開

發及示範系統建置合作 MOU。

○原住民族委員會主任委員林江義率領 7 位原住民鄉鎮長訪問加

拿大多倫多、渥太華、沙士卡奇灣市、卡加利及溫哥華等地 8
日。

○行政院政務委員顏鴻森率 120 人訪問團訪問美國 4 日，參加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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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2015 年「生技大會」（BIO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技監葉明功等 30 餘人訪團訪問華

府 4 天，並出席美國藥物資訊協會（DIA）第 51 屆年度大會。

○駐巴拉圭大使劉德立陪同巴拉圭華人慈善基金會會長宋永金一

行前往巴拉圭副總統艾法拉（Juan AFARA）辦公室，出席該

基金會捐贈 50 臺輪椅、2 臺保溫箱及 2 部豆漿機等物資贈交儀

式。

104.6.16
○ 6 月 16 日我證券櫃臺買賣中心與阿曼政府資本市場管理委員

會 (Capital Market Authority, CMA) 在倫敦簽署顧問合約。

○科技部部長徐爵民赴美加州舊金山矽谷主持「臺灣創新創業中

心啟動儀式」。

○日本熊本縣知事蒲島郁夫率團訪問外交部亞東關係協會。

○ 6 月 16 日至 18 日「熊本縣議會熊本臺灣交流促進會」會長藤

川隆夫率議員連盟成員訪問外交部亞東關係協會及高雄市議

會。

104.6.18
○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董事長梁國新出席俄羅斯聖彼得堡

國際經濟論壇。 
○朱處長拜會德國什霍邦議會議長席勒 (Klaus SCHLIE)。 
○駐秘魯代表吳進木在 Simon Bolivar 大學演講臺灣發展經驗。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主任委員林江義於 6 月 18 日至 22 日，

率領該會經濟發展處處長王美蘋、南投縣仁愛鄉鄉長孔文博、

屏東縣來義鄉鄉長竇望義、獅子鄉鄉長孔朝、臺東縣關山鎮鎮

長戴文達、池上鄉鄉長張堯城、延平鄉鄉長胡榮典及花蓮縣豐

濱鄉鄉長劉靜芳等人，訪問加拿大沙士卡其灣省沙士卡通市、

亞伯達省卡加利市及卑詩省溫哥華市等地考察原民事務及推展

臺加原民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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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6.19
○我國諾貝爾物理獎得主 - 前中央研究院院長李遠哲院士訪問俄

國，出席諾貝爾得獎者科技論壇。

○立法委員潘維剛、丁守中、蔣乃辛、陳鎮湘、李貴敏及邱文彥

等 6 人訪問法國及俄國 8 日。

○駐休士頓辦事處處長黃敏境夫婦於 104 年 6 月 19 日出席長榮

航空直飛往返臺北及休士頓航線首航典禮，包含聯邦眾議員費

倫侯（Blake FARENTHOLD, R-TX）、德州州眾議員吳元之

(Gene WU ,D-TX) 及米勒 (Rick MILLER,R-TX) 等美國主流社

會及我僑領共約 400 餘人共同觀禮。

○美國聯邦眾議員費倫侯（Blake  FARENTHOLD, R-TX）出席長

榮航空「臺北 - 休士頓」直飛客運航線首航典禮。

○駐厄瓜多代表處捐贈舊港市政府及曼塔市政府電腦設備，協助

執行縮短數位落差計畫。

○駐巴拿馬大使周麟代表中華民國政府於巴外交部資助巴拿馬

省 Madugandi 原住民保護區遭祝融之 Aguas Claras 村災後重

建，由巴國第一夫人辦公室社會計畫主任維菈斯奎絲 (Milagros   
VELÁSQUEZ ) 代表接受，外交部多邊事務暨合作次長納瓦蘿

(María Luisa NAVARRO ) 在場觀禮。

104.6.20
○我竹藝專家陳靖賦及駐厄瓜多爾技術團團長翁振源至巴西協助

發展竹工藝。

○我國陸軍軍官學校代表團一行 8 人訪問巴拉圭參加 Mariscal 
Francisco Solano López 陸軍官校百年校慶活動 5 天。

○ 6 月 20 日至 27 日立法院國會友好小組主席潘維剛委員率

團訪法，並於 6 月 22 日拜會友臺小組主席布羅特 (François 
BROTTES) 並在國民議會舉行「臺灣茶道 - 茶與花的對話」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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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6.21
○我國「太平洋友我國家醫療合作計畫」行動醫療團（彰化基督

教醫院承辦）第 1 團抵達巴布亞紐幾內亞與萊城安高紀念醫院

及摩士比港總醫院進行醫療合作。

○榮民總醫院核醫部主任王世禎一行 5 人赴俄羅斯 Burnazyan 聯

邦醫學生物物理中心專案訓練實習，建立核災應變及緊急醫療

照護之交流管道。

○駐希臘代表張國葆應邀轄訪希臘科札尼（Kozani）省並出席地

方政府舉辦歡迎臺商「肯園香氣私塾」公司訪團交流餐會。

104.6.22
○ 6 月 22 日基隆市長林右昌率基隆市議會訪問熊本縣八代市。

○ 6 月 22 日 駐帛琉大使曾厚仁晉見帛國總統雷蒙傑索（Tommy E. 
  REMENGESAU），洽談我低利貸款協助農戶發展畜產之構想。

○我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與巴布亞紐幾內亞漁業局在臺北

簽署「漁業合作備忘錄」。

○我國駐巴布亞紐幾內亞技術團與巴布亞紐幾內亞農牧部及國家

農業研究所簽署為期 6 年之「農民培訓合作備忘錄」。

○布吉納法索過渡政府總理兼國防部長席達（Yacouba Isaac 
ZIDA）率團訪問我國 5 天。

○經濟部能源局局長林全能率團赴英國訪問 8 日

○巴拉圭工商部工業次長史塔克（Oscar STARK）率企業代表團

參加「2015 年臺北國際食品展」訪問我國 7 天。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謝校長謝顒丞與土耳其國立安卡拉大學、哈

傑德沛 (Hacettepe) 大學及建築師錫南 (Mimar SINAN ) 藝術大

學等 3 校校長簽署雙邊學術合作協議。

104.6.23
○監察委員蔡培村及陳小紅等 2 人訪問越南 5 日。

○立法院「中華民國與俄羅斯國會議員友好協會」會長潘維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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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12 人訪問俄國。

○西希臘大區亞托羅阿卡納尼亞 (Aitoloakarnania) 省訪團乙參加

「臺北國際食品展」。

○駐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大使丘高偉接見比利時駐牙買加兼任

駐克國大使賽弗蘭 (Guy SEVRIN) ，克國外交部禮賓官多克里

(Nerys DOCKERY) 陪同。

○內政部移民署署長莫天虎一行於 6 月 23~25 日訪越，拜會越南

公安部對外局及出入境管理局，就臺越移民事務合作協定執行

情形進行座談。

○義大利「國會友協」副主席葛裴帝 (Guido GALPERTI )、羅曼

尼尼 (Giuseppe ROMANINI ) 及布爾奇 (Enrico BORGHI ) 等 3
位眾議員於 6 月 23 日至 25 日訪華。

○民主社群（Community of Democracies）秘書長雷斯娜大使

（Amb. Maria LEISSNER）大使偕資深顧問 Matyas EORSI 於 6
月 23 至 26 日訪華。

○國立故宮博物院馮院長明珠於 6 月 23 至 29 日訪義，洽請義國

會盡速通過「外國文物借展免扣押」法案。

104.6.24
○我國監察院監察委員蔡培村、陳小紅訪問越南胡志明市。

○駐法國代表呂慶龍清晨 6 時 47 分接受法國文化廣播電臺

（France Culture）「國際挑戰」(Les Enjeux Internationaux）專

題記者 Thierry GARCIN 現場直播專訪，為時 12 分鐘。

○「愛丁堡國際電影節」(Edinburgh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透 過「 愛 丁 堡 大 學 臺 灣 文 化 光 點 計 畫 」(Spotlight Taiwan,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邀請我國電影「軍中樂園」參展，並

於 6 月 24 日及 25 日於影展中播映。

○瓜出口業者協會率 7 家業者於 6 月 24 日至 27 日赴華參加「2015 
年臺北國際食品展」及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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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6.25
○○我國衛生福利部醫療評估團抵達巴布亞紐幾內亞評估我國

所派行動醫療團成效，並與該國衛生部常務次長卡茲 (Pascoe 
KASE) 交換意見。

○我國移民署署長莫天虎率團訪問胡志明市。

○ 6 月 25 日我國科技部與蒙古教育、文化暨科學部科技基金會

簽訂本年度雙方會談紀要及下 (2016) 年度之合作計畫瞭解備忘

錄。

○ 6 月 25 日「第 5 屆臺義經貿諮商會議」在臺北舉行，義方經

濟發展部貿易政策總司長 A. Teti 率官方及 20 家重要企業代表

團與會，成果豐碩。

○ 駐 尼 加 拉 瓜 大 使 莊 哲 銘 與 尼 加 拉 瓜 外 長 桑 多 士 (Samuel 
SANTOS) 共同簽署「2015 年外交部強化計畫」捐贈記事錄。

○行政院馮政務委員燕本 (104) 年 6 月 25 日至 7 月 4 日赴義大利

參加「2015 社會企業世界論壇」。

104.6.26
○屏東縣潘縣長孟安訪問新加坡 5 日。

○駐布吉納法索醫療團與布國衛生部長吉關美德 (Amédéé Prosper 
DJIGUEMDE) 主持該部與中華民國之共同舉辦之第七屆「基層

衛生站護理長醫務管理訓練班」結業典禮。

○美國康乃狄克州州眾議會副議長模里斯 (Bruce MORRIS) 拜會

駐紐約辦事處處長文樑並頒贈該州「祝賀臺康姊妹州締盟 16
週年」決議文。

○我國「第 16 屆世界警察消防運動會」（WPFG）43 人代表團

訪問華府 10 天。

○駐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大使丘高偉與克國副總理兼教育文化

部長李查爾 (Shawn RICHARDS) 在 Caribbean Cinemas 共同主

持本館與克國教育部合辦之臺灣電影欣賞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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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秘魯代表吳進木主持 Lambayequ 省 Hernando Perez Fernandez
學校電腦教室啟用儀式。

104.6.27
○美國中西部州議會領袖訪華團一行 8 人訪問我國。

○奧地利僑界舉辦紀念抗戰勝利 70 週年活動。

○駐秘魯代表吳進木主持秘魯留臺校友會辦理之「臺灣與秘魯經

貿交流研討會」。

104.6.28
○ 6 月 28 日至 7 月 1 日印尼投資協調委員會（BKPM）主席法蘭

基（Franky SIBARANI）率團訪華。

○前中央研究院院長李遠哲訪問捷克 4 天。

○李代表澄然赴瑞典東南部哥特蘭島 Visby 市參加「瑞典政治週」

(Almedalen)。
○立法院副秘書長王全忠率團訪問華府 5 日。

○關島議會議長旺帕 (Judith WON PAT) 率領關島及北馬利安那群

島邦議會領袖一行 7 人於 6 月 28 日至 7 月 4 日訪問我國 6 日。

104.6.29
○德國柏林邦議會議員勇克 (Robbin JUHNKE)、梅策 (Heiko 

MELZER) 及瑞斯滿 (Sven RISSMANN) 訪問我國 5 天。

○經濟發展部部長李維拉（Alden RIVERA）夫婦訪華 5 日。

○美聯邦眾議員強森（Eddie Bernice JOHNSON, D-TX）訪問我國

7 日。

○文化部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王主任逸群訪問智利 5 天。

○駐海地大使黃再求代表「幫幫忙基金會」轉贈海地社會部愛心

物資乙批。

104.6.30
○僑務委員會視察蔡應雪率領國內各大學代表乙行赴汶萊訪問，

於汶萊中華中學及馬來奕中華中學舉辦招生宣導會，有近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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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學生與會。

○ 駐 芝 加 哥 辦 事 處 處 長 何 震 寰 應 邀 參 加 國 際 扶 輪 社 我 國

籍 之 總 社 長 黃 其 光 與 斯 里 蘭 卡 籍 新 任 總 社 長 拉 文 德 蘭

(K.R.RAVINDRAN) 之交接典禮。

○駐巴拿馬大使周麟應巴國總統瓦雷拉 (Juan Carlos VARELA) 邀

請出席臺巴雙邊合作計畫之「牛口省箇郎島醫院興建計畫」頒

布執行令儀式。

104.7.1
○菲律賓政府透過馬尼拉經濟文化辦事處（MECO）提供給臺灣

旅客的電子旅遊憑證（Electronic Travel Authority, ETA），7 月

1 日起全面實施。

○我常駐世界貿易組織代表團在 WTO 第 5 屆貿易援助全球檢視

會議期間舉辦周邊活動研討會，分享我國在非洲、拉丁美洲及

南太平洋等區域之貿易援助工作。

○我國青年音樂家曾宇謙奪得第 15 屆柴可夫斯基音樂大賽小提

琴組最高獎 - 銀獎 ( 金獎從缺 )。
○○駐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大使丘高偉接見克國新任駐聯合國

常任代表大使康多爾 (Sam CONDOR)。
104.7.2
○駐以色列代表處洽獲以色列 Ramat Gan 市同意與我國桃園市締

結姊妹市，正式締盟時間另定。

○ 駐釜山辦事處長唐殿文赴光州世界大學運動會選手村出席我代

表隊入村儀式，與選手村長林德鎬教授、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

育總會會長江漢聲及我代表隊成員合影留念，並一同為代表隊

加油打氣。

○駐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大使丘高偉前往聖馬丁轄訪。當

晚丘大使邀請荷屬聖馬丁觀光暨經濟部部長康納爾 (Claret 
CONNOR) 與該部顧問詹姆士 (Jean JAMES) 餐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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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前副總統秀蓮於訪問巴拿馬。

104.7.3
○ 7 月 3 日熊本縣副知事村田信一率阿蘇熊本空港國際線振興協

議會成員訪問高雄市。

○國立成功大學博物館在捷克布拉格城市博物館舉辦「看見臺

灣」(IC Taiwan) 巡迴展首站，駐捷克代表處舉辦開幕典禮及酒

會。

○駐巴拉圭大使館響應葡萄牙駐巴拉圭名譽領事巴金斯基 (Raúl 
BAGINSKI)發起之「關照Nuestra Señora de la Asunción養老院」

活動，由大使劉德立捐贈毛毯 30 條。

104.7.4
○交通部部長陳建宇一行 14 人 7 月 4 日赴荷蘭訪問 2 天。

○農委會陳主委保基 7 月 4 日至 6 日訪義及參訪米蘭世博等相關

單位，具體促進雙邊關係。

○ 7 月 4 日至 8 日交通部部長陳建宇訪法。

○ 7 月 6 日至 9 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主任委員陳保基訪法。

○ 7 月 4 日至 12 日文化部部長洪孟啟訪法，並於 7 月 6 日與法

蘭西學院終身秘書達爾柯斯 (Xavier DARCOS) 及法蘭西人文

政治科學院副主席吉洛姆 (Gilbert GUILLAUME) 共同主持臺法

文化獎，呂慶龍代表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主任委員陳保基均出

席。

104.7.5
○法務部羅部長瑩雪一行訪問歐盟、比利時及盧森堡 7 天。

○文化部部長洪孟啟夫婦一行 5 人赴荷蘭訪問。

○司法院副院長蘇永欽赴奧地利訪問 4 天，期間拜會奧地利憲法

法院副院長比爾萊 (Brigitte BIERLEIN) 女士。

○駐巴拉圭大使劉德立赴亞松森高爾夫球俱樂部參加「慶祝中華

民國與巴拉圭共和國建交 58 週年 2015 年大使盃高爾夫球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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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主持升旗典禮。

○貝里斯總理夫人兼婦幼特使芭珞女士 (Kim Simplis BARROW)
偕女兒及助理 7 月 5 日至 10 日訪問我國。

104.7.6
○貝里斯總理夫人兼婦幼特使芭珞女士 (Kim Simplis BARROW)

偕女兒及助理 7 月 6 日至 11 日訪問我國。

○為宣揚中華民國政府贊助「海倫凱勒基金會」在布吉納法索推

行援助計畫成果，駐紐約辦事處舉辦捐款公開捐贈儀式。

○ 7 月 6 日至 9 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主任委員陳保基訪法。

○ 7 月 6 日中華民國國民外交協會臺南市會代表團成員乙行 14
人抵蒙參加 2015 年國際國民外交協會亞洲年會。

○ 7 月 6 日至 10 日立法院國民黨團廖委員國棟參訪團訪問北海

道，參訪富良野及登別等地。

104.7.7
○駐尼加拉瓜大使莊哲銘向尼加拉瓜奧德嘉總統呈遞到任國書。

○外交部高政務次長振群率團赴索國訪問及慶賀索國獨立 37 週

年。

○駐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大使丘高偉應邀出席「聯合國教科文

組織」(UNESCO) 克國分會舉辦「跨越補償 - 強化加勒比海區

域奴隸之路計畫」研討會。

○交通部部長陳建宇赴德國訪問 4 天。

104.7.8
○立法委員李桐豪訪問印尼 3 天。

○ 7 月 8 日我國臺大醫院與蒙古國家婦幼保健中心、國家第二綜

合醫院及國家第三綜合醫院就「NTNU-HOPE 臺蒙國際醫療交

流計畫」舉行簽約儀式。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主任委員陳保基一行訪問歐盟及比利時 4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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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院蘇副院長永欽一行 2 人抵匈牙利訪問 4 天。

104.7.9
○立法委員趙天麟訪問澳洲及索羅門群島 10 天。

○法務部部長羅瑩雪一行 4 人赴荷蘭訪問 3 天。

○交通部部長陳建宇及駐德國代表陳華玉見證臺鐵與德鐵 (DB)
簽署合作備忘錄。

○外交部政務次長柯森耀過境訪問葡萄牙。

○美國加州議會參、眾兩會 2015 年 7 月 9 日無異議通過第 56 號

決議案，重申加州與臺灣友好情誼，並將每年 5 月第一週訂為

「臺灣週」，州議會並於當日邀請駐舊金山臺北經濟文化辦事

處馬鍾麟處長前往議會見證，同時歡迎馬處長到任。

○外交部政務次長柯森耀於 7 月 9 至 12 日訪聖，出席聖多美普

林西比 40 周年獨立紀念日活動。

104.7.10
○臺灣民主基金會執行長黃德福一行 4 人訪問俄國，參加「臺灣

民主期刊」與「卡內基莫斯科中心」聯合舉辦之「比較中亞、

高加索與巴爾幹地區的政治動態」學術論文研討會。

○國立成功大學在捷克孟德爾博物館舉辦「看見臺灣」(I C 
Taiwan) 巡迴展第 2 站，駐捷克代表處特邀臺北絲竹樂團在開

幕典禮演出。

○駐墨西哥代表廖世傑於瓜納華多 (Guanajuato) 州首府瓜納華多

(Guanajuato) 市與市長古提瑞茲 (Luis Fernando GUTIÉRREZ) 及

聯邦眾議院副議長阿羅育 (Francisco ARROYO) 舉行「台灣廣

場」命名及揭牌儀式。

104.7.11
○ 7 月 11 日至 18 日總統馬英九率「久揚專案」訪團訪問多明尼

加、海地及尼加拉瓜，並於過境美國波士頓及洛杉磯期間，與

聯邦參議院多數黨黨鞭柯寧（John CORNYN, R-TX）、聯邦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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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羅伊斯（Ed ROYCE, R-CA）等 26 位聯邦

參、眾議員以晉見餐敘、會晤或電話致意方式互動。

○立法委員呂學樟、李貴敏、詹凱臣及王育敏等 4 人陪同馬總統

出訪 ( 久揚專案 )8 日。

○總統馬英九率領「久揚專案」訪團過境美國波士頓，期間在哈

佛大學教職員俱樂部舉行歡迎午餐會及閉門座談會，並出席波

士頓僑界歡迎晚宴。

○司法院蘇永欽副院長於 7 月 11 至 15 日訪波。

104.7.12
○駐巴拉圭大使劉德立夫婦參加紀念臺巴建交 58 週年祈福彌撒。

○教育部次長林思伶偕體育署署長何卓飛一行訪韓出席「2015 年

光州世大運」。

○臺北市長柯文哲率團赴韓考察及出席「2015 年光州世大運」等

相關活動。

104.7.13
○「第 12 屆臺澳農業合作會議」在臺北舉行。

○僑務委員會副委員長信世昌至墨爾本訪問僑社 2 天。

○駐布吉納法索大使沈真宏與布國青年職訓暨就業部長鄧貝萊

(Salifou DEMBELE) 在金亞雷 (ZINIARE) 示範職訓中心共同主

持布國訓練師第一屆師資精進班開訓典禮。

○駐捷克代表陸小榮抵捷履新。

○駐法國代表呂慶龍離任。

○駐丹佛辦事處處長楊巨中參加美國中西部州議會年會。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主任委員夏立言訪問美國。

○臺北市議會副議長陳錦祥於 7 月 13 日至 18 日率訪問團赴挪威

訪問。

104.7.14
○「第 19 屆臺澳經濟諮商會議」於 7 月 14 日至 15 日在臺北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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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希臘代表張國葆偕經濟組王耀輝組長出席希臘企業聯盟舉行

之亞洲市場商業機會說明會，就我國投資環境及經貿發展情形

作簡報，並當面請該聯盟國際委員會主席拉維達斯 (Athanase 
LAVIDAS) 等支持洽簽臺歐盟經濟合作協定及雙邊投資協定。

○捐贈瓜國總統府公民服務局建置人力資源評量綜合系統。

○「久揚專案」馬英九總統率團訪問海地，與海地總統馬德立

（Michel Joseph MARTELLY）共同主持我援建最高法院大樓

落成典禮。

○駐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大使丘高偉赴克國尼維斯島拜會尼島

行政首長阿莫里 (Vance AMORY)。
104.7.15
○立法院趙委員天麟赴索國考察我國與索國醫療合作成果，于大

使德勝陪同參訪及拜會活動。

○駐巴拉圭大使劉德立代表捐贈巴拉圭軍方我衛生福利部「醫療

器材援助平臺計畫」（GMISS）之二手醫療器材乙批，巴國總

統卡提斯（Horacio CARTES）親臨觀禮。

○總統馬英九率團訪問尼加拉瓜 2 天。

○ 7 月 15 日至 22 日教育部部長吳思華訪法。

○駐英國代表處於英國國會舉辦歡迎英國國會新科議員酒會。

○司法院副院長蘇永欽訪赴德國訪問 4 天。

104.7.17
○總統馬英九「久揚專案」過境美國洛杉磯於洋基航空博物館與

前飛虎隊隊員見面合影。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燒燙傷中心團隊搭乘「久揚專案」專機前來

我國協助八仙塵爆事件傷患之醫療照護事宜。

○駐巴拉圭大使劉德立代表政府捐交巴拉圭衛生部 12 具心電圖

儀，由衛生部部長巴利歐斯（Antonio BARRIOS）代表接受。

○駐巴拉圭大使劉德立夫婦晚間主持 2015 年「巴拉圭農牧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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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展」（EXPO）中華民國館開幕酒會。

○ 7 月 17 日「名寄日臺親善協會」成立，係北海道內第 17 個日

臺親善團體。

○南非執政黨「非洲民族議會」(ANC) 內規委員會黨鞭庫努

(Nthabiseng Pauline KHUNOU) 率領國會議員訪華團乙行 8 人訪

華。

○ 7 月 17 日至 22 日法國參議院友臺小組主席暨前國防部長李查

爾 (Alain RICHARD) 率團共 4 人訪問我國。

104.7.18
○駐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大使丘高偉出席克國工商總會年度餐

會，並代表接受該會頒贈本館年度貢獻獎牌，由克國總理哈里

斯 (Timothy HARRIS) 代表頒發。

104.7.19
○馬紹爾群島共和國執政聯盟主席、資深參議員卡布瓦 (Michael 

KABUA) 一行 4 人應中華民國政府邀請於 7 月 19 日至 23 日訪

華。

○第 26 屆生物奧林匹亞競賽於丹麥歐胡斯大學順利舉辦完畢，

我國代表團四位國手共獲得三金一銀佳績，團體排名世界第

五。

○臺北市第一女中樂儀旗隊赴奧地利訪問，並在維也納市政廳廣

場 (Rathausplatz) 演出。

○ 歐 洲 議 會 運 輸 暨 觀 光 委 員 會 副 主 席 柯 赫（Dieter-Lebrecht 
KOCH）、 議 員 塔 哈 貝 拉（Marc TARABELLA）、 議 員 那

特（Javier NART）、 議 員 舒 茲（Sven SCHULZE）、 議 員

史蒂芬尼茲（Ivan      ŠTEFANEC）及議員沈斐爾得（Adam 
SZEJNFELD）訪問我國 6 天。

○臺北市青少年民俗運動訪問團在芝加哥公演。

○美國前副總統奎爾（James Danforth Quayle）率團訪問我國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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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19 日至 31 日我國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赴德國訪問青年公

務人員協會。

104.7.20
○科技部政務次長錢宗良於新德里出席「第 8 屆臺印度次長級科

技聯席會議」，並拜會印度科技部長瓦德漢 (Harsh VARDHAN) 
。

○監察院院長張博雅訪問日本東京 3 日。

○國安會蘇諮詢委員蘅訪問新加坡 6 日。

○駐東方市總領事溫曜禎會同巴拉圭華人慈善基金會會長宋永

金、副會長張鳳琴、監事長郭鳳文及秘書長趙慎傑等人攜前述

賑災用品赴伊泰布阿省府 Encarnación 市，並與該省省長南丁

(Luis GNETING) 共同主持捐贈儀式。

104.7.21
○駐美國代表處代表沈呂巡代表我交通部與西維吉尼亞州交通廳

車輛管理局局長派翠夏·禮德（Patricia S. REED）簽署「中華民

國 ( 臺灣 ) 交通部與美國西維吉尼亞州駕照相互承認互惠協定」

（Agreement in the Mutual Recognition of Driver's License between 
the R.O.C. (Taiwan) and the West Virginia）。

○ 7 月 21 日至 23 日佐賀縣副知事副島良彥率團拜會外交部亞東

關係協會。

104.7.23
○駐法國代表張銘忠到任履新。

○外交部長林永樂赴薩出席「民主社群」第 8 屆部長級會議。

104.7.24
○行政院僑務委員會委員長陳士魁、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主任委員

夏立言、監察院監察委員劉德勳及外交部常務次長史亞平等人

訪問希臘出席「第 41 屆歐洲華僑團體聯誼會年會」。

○印度商工部產業政策及推廣部門司長辛格 (Shailendra SIN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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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團訪問我國及出席「第 8 屆臺印度經濟諮商會議第 2 次檢視

會議」。

○ 7 月 24 日 駐帛琉大使曾厚仁出席我援建之帛琉最高法院新大

樓落成剪綵典禮。

○ 總 統 葉 南 德 茲（ Juan  Orlando  HERNÁNDEZ ） 伉 儷 率 團

訪 華 進 行 國 是 訪 問 2 日， 外 交 部 部 長 柯 拉 雷 斯（Arturo 
CORRALES）、經濟發展部部長里維拉（Alden RIVERA）、

基礎建設暨公共工程部部長歐多涅斯（Roberto ORDÓÑEZ）、

外交部次長歐邱阿（Roberto OCHOA）陪同。

104.7.25
○彰化縣縣長魏明谷率農業團赴汶萊訪問，參加「2015 臺灣農產

品節」活動，促銷我國農產品。

○我國立法院立法委員楊瓊瓔訪問越南胡志明市。

○臺英國會小組共同主席伊凡斯（Nigel EVANS）率領下議員顏

敏 時（Sir David AMESS）、 桂 恩 安（Andrew GWYNNE）、

賀 本（Stephen HEPBURN）、 盧 卡 斯（Ian LUCAS）、 馬 錫

斯（Mark MENZIES）、墨黎斯（David MORRIS）、茉雪萊

（Sheryll MURRAY）、裴斯禮（Ian PAISLEY）、溥查德（Mark 
PRICHARD）、 羅 伯 森（Laurence ROBERTSON） 及 史 定 勝

（Andrew STEPHENSON）等訪問我國 7 日。

○立法委員詹凱臣、陳鎮湘、江啟臣及邱志偉等一行 4 人訪問關

島 6 日。

○我「臺灣國際教育資源網」赴巴西利亞參加「世界國際教育資

源網」大會。

104.7.26
○駐帛琉大使曾厚仁全家應邀赴帛國總統雷蒙傑索（Tommy E. 

Remengesau, Jr.）位於 Ngaraard 之宅府作客，與當地政要親切

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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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召集委員詹凱臣一行 8 人於 7 月

26 日至 30 日訪問關島 4 日，並參加關島臺商會成立大會。

○外交部長賀姆斯 (Manuel Salvador dos RAMOS) 伉儷偕政策司

長烏必諾（Urbino BOTELHO）及三等秘書薇拉諾瓦 (Manuela 
VILA NOVA）於 7 月 26 至 31 日訪華。

104.7.27
○在我常駐世界貿易組織代表團常任代表賴幸媛大使見證下，我

國與賴比瑞亞簽署入會雙邊議定書，賴比瑞亞並同意於雙邊議

定書中承諾給予我國國民落地簽證待遇。

○粘總領事陪同臺北市議會吳議長碧珠訪日團乙行參訪橫濱市

議會。西班牙眾議院殘障政策委員會召集人巴紐（Francisco 
VAÑÓ FERRE）、 外 交 委 員 會 委 員 古 提 雷 茲（Antonio 
GUTIÉRREZ MOLINA）、建設委員會召集人阿亞拉（Andrés 
José AYALA SÁNCHEZ）、參議院外交委員會委員布爾果斯

（Tomás Pedro BURGOS BETETA）、眾議院經濟競爭委員會

委員亞勞武賀（Rogelio ARAUJO GIL）、外交委員會副召集人

蜜葛蕾絲（María Aránzazu MIGUÉLEZ PARIENTE）及外交委

員會第一書記龔黛（Gema CONDE MARTINEZ）等 7 位國會

議員訪問我國 5 天。

104.7.28
○我技職專家王宣勝博士率隊參加巴西國際技職比賽。

○駐尼加拉瓜大使莊哲銘與尼京馬納瓜市長托雷絲（Daysi 
TORRES）共同簽署「國家災後重建計畫 -2014 年 3 項子計畫」

捐贈記事錄。

○駐沙烏地阿拉伯代表林進忠離任返國。

○駐美國代表處與美國在臺協會簽署「臺美氣象先進資料同

化與預報模式系統發展技術合作協議第 12 號執行辦法」

（Implementing Agreement No. 12, Consultancy Services fo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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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hancement of the CWB Regional NWP System to the Agreement 
for Technical Cooperation associated with Establishment of 
Advanced Data Assimilation and Modeling Systems）。

○ 7 月 28 日至 8 月 8 日約 1200 餘名中華民國童軍代表團參加在

山口縣舉行之第 23 屆世界童軍大露營。

104.7.29
○行政院政務委員蔡玉玲率團赴美考察協助青年創業及鼓勵創新

之環境與機制，並出席麻省理工學院（MIT）舉辦之創業研討

發表會展、拜會 MIT 協助我方規劃青年創業園區計畫之教授，

及與當地臺裔創業家座談。

○駐檀香山辦事處處長周民淦拜會夏威夷州州長伊芸 (David 
IGE)。

○駐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大使丘高偉與克國農業暨衛生部長漢

彌爾頓 (Eugene HAMILTON) 共同主持兩國合作之「蔬果雜糧

作物品質與產安全改進計畫」所屬「農藥殘毒檢驗實驗室」及

「土壤肥力分析實驗室」剪綵啟用典禮。

○紐西蘭亞洲基金會邀請中華經濟研究院王健全副院長於 7 月 29
日至 31 日來紐訪問，分別在奧克蘭、威靈頓舉辦兩場臺灣研

討會，另 31 日上午在亞洲基金會總部辦理產官學圓桌座談，

邀請18位代表出席討論強化臺紐經貿關係後續推動工作方向。

104.7.30
○立法委員姚文智、陳節如及尤美女等 3 人訪問日本關西地區 4

日。

104.7.31
○我國僑務委員會副委員長信世昌參加於底特律舉行之全美中文

學校聯合總會年會。

○紐約州眾議員來處拜會本處章處長文樑，加強臺灣與紐約州雙

邊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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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索羅門大使于德勝主持「國際高等人力培訓外籍生獎學金計

畫」索國受獎生受獎典禮。

○立法委員陳明文偕嘉義縣長張花冠赴德國訪問 2 天。

104.8.1
○汶萊大學教育系首度聘用之我國籍講座劍橋大學博士李慧娟女

士抵達汶萊大學。

○紐西蘭毛利黨共同黨魁福克斯 (Marama FOX) 一行 2 人於 8 月

1 日至 6 日應邀來臺訪問。

○坎城影展最佳導演侯孝賢之「刺客聶隱娘」影片獲邀於 8 月 1
日至 14 日至「紐西蘭國際電影節」放映，駐處於首映日辦理

酒會廣邀貴賓欣賞。

104.8.2
○立法委員邱文彥、許添財及李桐豪等 3 人赴馬紹爾群島參加亞

洲太平洋國會議員聯合會 (APPU)8 天。

○立法委員陳歐珀訪問胡志明市。

○立法委員陳明文及嘉義縣縣長張花冠赴漢堡訪問。

104.8.3
○駐巴拿馬大使周麟應巴國總統瓦雷拉 (Juan Carlos VARELA)

邀請，出席「全國教育中心交通車計畫」捐贈巴拿馬省 San 
Miguelito 市 6 所公立學校校車儀式。

○ 8 月 3 日行政院農委會農糧署李蒼郎署長率團訪問福岡縣農林

水產局等。

○澳大利亞塔斯馬尼亞州警政及緊急應變廳長海丁 (Hon. Rene 
HIDDING) 乙行訪問我國 5 天。

○ 8 月 3 日至 7 日內政部移民署長莫天虎訪印尼參加第 3 屆「臺、

印尼移民事務會議」。在莫天虎署長與印尼代理移民總局長卡

布爾（Kabul PRIYONO）見證下，由駐印尼代表處代表張良任

與印尼駐臺代表艾立富（Arief FADILLAH）共同簽署議事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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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雙方在移民事務、防制人口販運及人蛇偷渡方面之合作架

構。

104.8.4
○中華民國立法院邱委員文彥等一行 9 人於 8 月 4 日至 7 日間前

來馬紹爾群島共和國出席「亞太國會議員聯合會 (APPU)」第

79 屆理事會及第 45 屆年會。

○斐濟太陽報報導臺灣行動醫療團在斐濟義診逾千人。

○歐洲議會保守黨團副主席范歐登（Geoffrey VAN ORDEN）訪

問我國 3 天出席「2015 年東亞海域和平論壇」。

○為慶祝臺灣省與美國猶他州締盟姊妹情誼 35 週年，駐舊金山

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在 2015 年 8 月 4 日於猶他州首府鹽湖城

辦理 Taiwan Night 活動，由處長馬鍾麟親臨主持，並與州長代

表等人共切蛋糕。

104.8.5
○立法委員陳節如、尤美女及徐少萍等 3 人訪問奧地利、匈牙利

及捷克 12 天。

○中華青少年女子排球隊抵秘魯參加「2015 年世界杯青少年女子

排球賽」。

104.8.6
○韓國仁川市市長劉正福一行訪問我國 2 天。

○駐索羅門大使于德勝與索國教育部次長羅迪 (Franco RODIE) 共

同主持「臺灣獎學金」索國受獎生證書頒發典禮。

○審計部審計長林慶隆一行訪問尼加拉瓜 8 天。

○駐聖文森大使葛葆萱主持 2015 年臺灣獎學金頒獎典禮，總

理 龔 薩 福 (Ralph E. GONSALVES) 及 副 總 理 米 蓋 兒 (Girlyn 
MIGUEL ) 均出席致詞。

○駐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大使丘高偉主持 2015 年獎學金

受獎生頒獎晚會，共有包括克國副總理兼教育部長里查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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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wn RICHARDS)、尼島行政首長兼勞工部長艾默里 (Vance 
AMORY)、農業部長漢密爾頓 (Eugene HAMILTON)、國合之

友、克國獎學金受獎生及家長等 70 餘人出席。

○立法委員尤美女、陳節如及徐少萍赴奧地利訪問 5 天，期間會

晤阿蒙 (Werner AMON) 及卡司博克 (Andreas F. KARLSBÖCK)
等國會議員。

○ 8 月 6 日至 11 日司法院陳大法官新民拜會拿坡里上訴法院及

義大利憲法法院，雙方就司法制度及運作充分交換意見。

104.8.7
○布國高等國際關係研究所 (INHEI)( 相當於我國的外交學院 ) 舉

行第 4 屆結業典禮，由外交部長尼比 (Moussa B. Nébié) 親自主

持，駐布吉納法索大使館沈真宏大使受邀為特別貴賓。

○ 8 月 7 日我國展覽暨會議商業同業公會與義大利展覽公會簽署

合作備忘錄。

○駐美國代表處與美國在臺協會簽署「臺美氣象預報系統發展技

術合作協議第 27 號執行辦法」（Implementing Arrangement No. 
27, Development of a Hazardous Weather Monitoring and Forecast 
System Pursuant to the Agreement for Technical Cooperation in 
Meteorology and Forecast Systems Development）。

○駐聖文森大使葛葆萱與聖國總理龔薩福 (Ralph E. Gonsalves) 簽

署臺聖農業技術合作協定。

104.8.8
○印度宣布予我國民眾電子觀光簽證待遇。

○駐希臘代表張國葆主持高雄「臺灣合唱團」在雅典舉辦演唱會

之開幕式，希臘各界人士及我旅希僑胞共約 120 人出席。

○經濟部政務次長卓士昭率領「2015 年經濟部美加招商」赴美國

及加拿大訪問。

○駐巴拉圭大使館舉辦「臺巴友好合作協會」、巴拉圭「國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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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會」暨「留臺校友會」本年度臺巴技術合作參訪活動，前往

參觀我合作計畫之「花卉中心」及「養魚中心」，巴拉圭農牧

部部長賈狄尼（Jorge GATTINI）亦應邀出席。

○駐阿根廷大使黃聯昇與阿國公民基金會會長杜瓦爾 (Martín 
Arias DUVAL)( 時任阿國國家移民局局長 ) 共同主持「Villa 
París 社會暨文化活動中心」修繕竣工落成典禮。

○波蘭眾議院副議長饒吉謝芙絲卡（El bieta RADZISZEWSKA）

率國會友臺小組眾議員安仁（Pawe  ARNDT）、饒茨基（Józef 
RACKI）及參議員克羅茨（Izabela KLOC）、杜夫翰（Robert 
DOWHAN），以及眾議院國際事務局專員賈加尼希（Micha  
GARGANISZ）於 8 月 8 至 13 日訪問我國。

○ 8 月 8 日至 15 日邀請抗戰時期對我有功義商約翰拉貝後人訪

問我國參加紀念活動。

104.8.9
○立法委員陳唐山、林郁方、詹凱臣、王育敏等一行 4 人訪問美

國 6 日。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署長魏國彥率團訪問華府 6 天，與美國環境

保護署召開第一屆「國際環境夥伴會議」（IEP）及「城市清

潔空氣夥伴計畫」（CCAP）。

○宏國國防部長雷耶斯（Samuel REYES）率團訪華 5 日

○ 8 月 9 日至 11 日熊本縣議員高野洋介率縣廳職員拜會外交部

亞東關係協會。

○ 8 月 9 日至 11 日熊本縣八代市長中村博生率團訪問基隆港，

正式簽訂友好交流備忘錄。

104.8.10
○駐布吉納法索大使沈真宏代表我國政府捐贈布國獨立選舉委員

會 (CENI) 300 臺電腦，由主席克雷 (Me Barthélémy KERE) 代

表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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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立法委員尤美女、陳節如及徐少萍抵匈牙利訪問 4 天。

○駐英國代表劉志攻經蘇格蘭愛丁堡市府安排赴愛丁堡市訪問 3
日。

○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樂旗隊應邀首次在美國職棒大聯盟球

隊—芝加哥白襪隊球場演奏美國國歌。

104.8.11
○美國聯邦參議員卡頓（Tom COTTON, R-AR）訪問我國 4 天。

○中華民國原住民族委員會指派蔡教授中涵等傳統領袖一行 3 人

於 8 月 11 日至 14 日來馬紹爾群島共和國參加第二 屆「太平洋

島國傳統領袖高峰會 (PITLS)」，我國亦於會中獲全體與會成

員原則同意邀請成為峰會理事會之觀察員。

○駐奧地利代表處教育組代表我教育部與維也納大學副校長魏格

納 (Susanne WEIGELIN-SCHWIEDRZIK) 簽署 3 年期臺灣研究

計畫合作協議。

○中華民國原住民族委員會指派蔡教授中涵等傳統領袖一行 3 人

於 8 月 11 日至 14 日來馬紹爾群島共國參加第二屆「太平洋島

國傳統領袖高峰會 (PITLS)」，我國亦於會中獲全體與會成員

原則同意邀請成為峰會理事會之觀察員。

104.8.12
○經濟部政務次長卓士昭率領「經濟部美加招商團」訪問加拿大

3 日，期間將與 Pharmascience 製藥公司、Sidense 半導體企業

簽署投資意向書，並見證經濟部生技小組與加拿大全國醫療器

材商品化中心簽署臺加醫療器材合作備忘錄。

○「2015 聖保羅國際技能競賽」開幕，王處長啟文偕駐地僑領出

席臺灣館揭幕儀式，並為參加技能競賽我國選手加油、打氣。

104.8.13
○駐巴拉圭大使劉德立捐贈 12 臺電腦設備予巴拉圭衛生部，由

衛生部部長巴利歐斯（Antonio BARRIOS）偕相關主管代表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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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前蘇聯航空志願隊後人「俄『中』友好協會」副主席、莫斯科

退伍軍人協會國際關係委員會主席歐帕索夫 (Evgeny OPASOV)
及建築鑑定師梅地夫 (Andrey MATVEEV) 訪問我國，參加抗戰

勝利 70 周年紀念活動並出席「紀念抗戰 70 周年空軍紀錄片」

首映會。

○立法委員陳節如、尤美女訪問捷克 5 天。

○ 8 月 13 日至 21 日阿曼 Sohar 體育會 (Sohar Sports Club) 排球隊

一行 20 人赴臺參加亞洲盃排球賽。

104.8.14
○駐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大使丘高偉與農業部長漢彌爾頓

(Eugene HAMILTON) 共同主持農業合作計畫堆肥示範觀摩會，

嗣陪同 H 部長轉赴計畫新實驗室參觀。

104.8.15
○駐巴西代表處捐贈我國知名藝術家李審女士之「耶穌基督木箔

聖像」予「博愛聖殿」(Templo da Boa Vontade)。
○ 8 月 15 日 帛琉眾議員訪華團抵臺。

○諾魯身心障礙團於本年 8 月 15 日訪華。

○駐拉脫維亞代表處參加里加建城 815 週年慶祝活動，邀請捏麵

人大師蘇逸民獻藝。

104.8.16
○我國籌組高階文官領導發展訓練班赴芬蘭進行海外課程及參訪

芬蘭公私部門，為期 2 週。

○立法委員陳節如及尤美女率領育成合唱團、臺北正心箏樂團、

臺灣客家山歌團、桃園絲竹室內樂團及臺北 YMCA 聖樂合唱

團於捷克布拉格 Kostel sv. Jilji 大教堂演出。

○美國勞工聯盟副理事長維拉斯格（Baldemar VELASQUEZ ）率

團訪問我國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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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利眾議員佛羅雷斯（Iván FLORES）應邀赴臺參加「第 5 期

外交遠朋進階西語班」。

○厄瓜多「創造機會黨」(CREO) 國會議員薩爾加多 (Diego 
SALGADO) 訪問我國 10 天。

○ 8 月 16 日至 20 日，以色列國會司法法律委員會主席希羅米安

思凱 (Nissan SHLOMIANSKY) 、教育文化暨體育委員會主席瑪

吉 (Yakov MARGI) , 以及梅瑟思 (Menachem Eliezer MOSES)、
班楚爾 (Yoav BEN-TSUR) 等四位議員訪華。

104.8.17
○駐巴拉圭大使劉德立應巴拉圭副總統艾法拉（Juan AFARA）之

邀赴 Concepción 省 Concepción 市，與巴國總統卡提斯（Horacio 
CARTES）共同主持我上（103）年援助巴國「我的家園（Che 
Tapyi）－興建平民住宅計畫」中位於編號第 4 項 81 戶 Niño 
Salvador del Mundo 社區暨住宅落成啟用典禮。

○ 駐 尼 加 拉 瓜 大 使 莊 哲 銘 與 尼 加 拉 瓜 外 長 桑 多 士 (Samuel 
SANTOS) 共同簽署外長會議外交部強化案捐贈記事錄。

○美國聯邦眾議員法蘭珂（Lois FRANKEL, D-FL）、聯邦眾議

員威爾森（Frederica WILSON, D-FL）、聯邦眾議員葛麗森

（Michelle Lujan GRISHAM, D-NM）、聯邦眾議員普萊絲凱

（Stacey PLASKETT, D-VI）訪問我國 7 日。

○呂前副總統秀蓮於本日接受菲律賓大學邀請於該校演講 , 駐菲

律賓代表處並安排菲國商業鏡報專訪呂前副總統。

104.8.18
○科技部次長錢宗良率團訪問加拿大 3 日出席第 18 屆諮詢指導

會議及合作會議。

○ 8 月 18 日至 22 日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總理哈里斯（Timothy 
HARRIS）率團訪問我國 5 日。

○警政署陳署長國恩訪問新加坡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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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府蘇資政起訪問新加坡 6 日。

○澳大利亞首都特區議長敦內 (Vicki DUNNE)率團訪問我國5天。

104.8.19
○駐巴拉圭大使劉德立再應巴拉圭副總統艾法拉（Juan AFARA）

之 邀 共 赴 Boquerón 省 Lomas Plata 市， 與 巴 國 總 統 卡 提 斯

（Horacio CARTES）共同主持我上（103）年援助巴國「我

的 家 園（Che Tapyi） － 興 建 平 民 住 宅 計 畫 」 編 號 第 10 項

「Nazareth」及第 11 項「Campo Alegre」印地安住宅暨鄰近之

Mariscal Estigarribia 市 Campo Alegre 兩印地安社區共 300 戶住

宅落成啟用典禮。

○ 8 月 19 日至 8 月 22 日中華民國水上救生協會國家代表隊參加

在宮崎縣舉辦之「2015 三洋盃海浪救生錦標賽」。

○ 8 月 19 日至 8 月 22 日福岡縣臺灣友好議員連盟會長加地邦雄

議員率團拜會臺中市林佳龍市長及臺中市議會林士昌議長。

104.8.20
○臺中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委員馬耀 . 谷木乙行本年

8 月 20 日由駐奧克蘭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周中興陪同前

往紐西蘭羅托魯阿（Rotorua）參訪並拜會市長查德威克 (Steve 
CHADWICK)，該市市長特召集市府幹部與我團乙行在市府大

廳共舞。

○ 駐 智 利 代 表 處 代 表 我 政 府 捐 贈 智 利 首 都 地 區 貝 納 羅 仁

（Peñalolén）市政府電腦設備一批。

○「幫幫忙基金會」（SimplyHelp Foundation）轉贈 362 箱慈善

物資，關懷弱勢，嘉惠露國民眾。聖露西亞總理安東尼及社會

發展部長道森 (Harold DALSAN) 於總理府代表接受。

104.8.21
○ 8 月 21 日 衛福部訪視團及新光醫院行動醫療團訪帛。

○「中華民國臺灣土耳其經貿協會」在臺北正式成立，東元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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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會長茂雄擔任首任理事長。

○巴拉圭參議院外交委員會暨友華委員會主席柏佳都（Víctor 
Alcides BOGADO）一行 4 人訪問我國 5 天。

○駐紐約辦事處與皇后區植物園再度攜手合作舉辦第二屆臺灣蘭

花展。

104.8.22
○8月22日至26日法國參議院友臺小組副主席柏克爾 (Jean-Marie 

BOCKEL) 率團共 6 人 ( 包括 2 名國民議會議員及 2 名參議員 )
訪問我國。

○衛生福利部部長蔣丙煌率團赴美國北卡羅萊納州出席「104 年

中高階衛生福利行政人員工作坊暨臺美衛生福利圓桌會議」。

○我國僑務委員會委員長陳士魁在芝加哥參加北美舜裔篤親總公

所懇親大會

○俄羅斯、塔吉克、吉爾吉斯、亞美尼亞、亞塞拜然、喬治亞等

6 國 18 名來自政府部門、國會、媒體及非政府組織的優秀傑出

青年參加外交部「國際青年菁英領袖研習班」。

○臺中市原民會主任委員馬耀．谷木於 8 月 22 日至 24 日率團訪

問紐西蘭威靈頓。

○ 8 月 22 日至 25 日行政院農委會漁業署「漁訓貳號」停泊長崎

港進行訓練。

○ 8 月 22 日至 29 日臺灣路竹會義診團乙行 29 人赴蒙義診

104.8.23
○中華青少棒代表隊於密西根州泰勒市贏得世界少棒聯盟次青少

棒世界錦標賽總冠軍。

○美國羅德島州商務廳廳長普萊爾（Stetan PRYOR）率團訪問我

國 3 日。

○中華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非洲事務主任委員洪慶忠率經貿訪

問團於 8 月 23 日至 28 日訪聖，出席「第 2 屆臺聖經濟聯席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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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 8 月 23 日至 29 日國立東華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系主任陳怡嘉

博士，及能源技術中心研究員張文曲博士 2 人應邀赴阿曼國立

蘇丹喀布斯大學主持「再生能源研習班」。

104.8.24
○美國聯邦眾議員羅素（Steve RUSSELL, R-OK）訪問我國 7 天。

○駐尼加拉瓜大使莊哲銘與尼加拉瓜家庭部部長拉米雷絲

（Marcia RAMIREZ）共同簽署「兒童發展中心合作計畫」捐

贈記事錄。

○我國國家圖書館與捷克科學院東方研究所合辦「臺灣漢學講

座」，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所所長胡曉真蒞臨演講，駐捷克代

表陸小榮應邀致詞。

○匈牙利國會副議長尤克伯 (István JAKAB) 率友臺小組議員丹柯

(Béla DANKÓ)、議員費儀齊 (Imre VEJKEY)、議員賀瓦 (István 
HORVÁTH)、議員佛杜爾 (Gábor FODOR Ph.D.) 與友臺小組秘

書長尤哈斯 (István JUHASZ) 夫婦一行 7 人訪問我國 6 天。

○科威特青年胡貝達 (Ms. Sarah Al HUBAIDAH) 及塔瓦加利德

(Mr. Yousef Al TAWAJERID) 赴臺參加 104 年度「亞西國家青年

臺灣文化研習營」活動。

○第17屆臺泰勞務諮商會議於8月24日至26日在泰國曼谷舉行。

○ 8 月 24 日至 27 日印尼勞動部長哈尼夫（Muhammad Hanif 
DHAKIRI）訪華。

104.8.25
○美國前副國務卿史坦伯格（James B. STEINBERG）訪問我國。

○臺紐經濟合作協定 (ANZTEC) 前紐方主談人芬尼 (Charles 
FINNY) 應邀來臺出席 2015 年臺美日三邊安全對話研討會，並

擔任「跨太平洋夥伴協定之展望－第二輪談判之潛在成員國」

議題引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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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25 日臺中市政府觀光局長陳盛山率團訪問大分縣政府，

簽署觀光交流備忘錄。

○ 印 度「 中 國 分 析 及 策 略 中 心 」(Center for China Analysis & 
Strategy) 主席雷納德 (Jayadeva RANADE) 訪問我國，參加「第

5 屆臺美日三邊安全對話研討會」。

○監察院副院長孫大川及監察委員江明蒼赴蒙古參加亞太人權論

壇 6 天。

104.8.26
○贊助第一夫人辦公室為家境清寒年長者成立之「我的黃金歲

月」老人活動中心。

○臺灣師範大學校長張國恩率團偕宏碁創辦人、禾詒公司董事長

邰中和及有訊科技副董事長蕭蕃訪問俄國。

○科羅拉多州大丹佛地區各僑團聯合舉辦歡迎僑務委員會委員長

陳士魁訪科羅拉多州之全僑公宴。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臺灣特技團於 8 月 26~28 日來越巡演，本處

盛大舉辦歡迎酒會，並安排與河內藝術學院合作在越南國家歌

舞音樂劇院演出。

104.8.27
○駐海地大使黃再求主持 2015 年海地臺灣獎學金生歡送會。

○澳洲聯邦國會參眾兩院「外交、國防及貿易聯席委員會」外交

小組主席史東 (Sharman STONE) 等 4 位國會議員於訪問我國 5
天。

○中美洲暨巴拿馬中華、華僑總會第 50 屆年會暨第 43 次懇親

大會於 104 年 8 月 27 日至 29 日在宏都拉斯汕埠市 HOTEL 
COPANTL 隆重舉行，由詹總領事昭明代表我國駐宏都拉斯共

和國郭大使永樑擔任大會主人，宏國副總統暨總統指定代理人

赫雷拉 (Lorena HERRERA)、僑委會副委員長呂元榮、中美洲

暨巴拿馬中華總會暨華僑總會聯合總會會長章辭修、大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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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伯雄 (Mario Raul HUNG PACHECO) 及中美洲暨巴拿馬各國

會長暨相關僑領均出席大會，另宏北蘇拉河谷平原區部長級代

表阿雅拉 (Leonel AYALA)、哥德斯省省長威拉昌平托 (Wiladina 
CHANG DE PINTO) 等重要貴賓亦應邀與會。H 副總統於致詞

中強調臺宏兩國邦誼深厚，宏國長期接受我政府與民間在各項

合作計畫之協助，對該國經濟發展卓有貢獻，普獲朝野各界之

感念。呂副委員長元榮致詞時呼籲中美洲暨巴拿馬各國華僑

( 中華 ) 總會持續維持團結之悠久傳統，推動我與各國政、經、

文化及教育等各方面之交流。

○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秘書長施文斌於 8 月 27 日至 30 日訪聖多

美普林西比。

○ 8 月 27 日至 30 日教育部政務次長林思伶率我國 35 校代表團

參加 2015 年雅加達臺灣高等教育展。

104.8.28
○我國臺中市市長林佳龍訪問胡志明市。

○ 8 月 28 日我國考試院赴德國訪問考察人事制度及文官培訓體

系。

○考試委員黃錦堂、蔡良文、楊雅惠赴德國訪問 4 天。

○ 8 月 28 日至 10 日 20 日我國國家圖書館與拉脫維亞國家圖書

館共同在拉國國圖舉辦「文明之印記」中國古籍及臺灣古地圖

特展。

104.8.29
○臺灣特技團赴胡志明市訪演。

○教育部長吳思華赴德國訪問 3 天。

○中華民國童軍文教基金會趙守博董事長 ( 總統府資政 ) 於 8
月 29 日至 9 月 2 日訪問斐濟，會晤斐濟童軍總會長南德 (Mr.
Abhay NAND) 進行童軍交流。

104.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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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主辦之「104 年行政院國際經貿談判與訴

訟人才培用班初階班」抵達墨爾本研習至 9 月 25 日。

○ 8 月 30 日我國兩位漁業養殖專家胡益源及李林翰應阿曼政府

之聘赴阿曼協助石斑魚養殖計畫。

○美國前總統羅斯福之孫大衛·羅斯福（David ROOSEVELT）闔

府、美國前總統杜魯門長孫克里夫頓·杜魯門丹尼爾（Clifton 
TRUMAN DANIEL）父子及美國前總統艾森豪孫女瑪莉·艾
森豪（Mary Jean EISENHOWER）等一行 7 人訪問我國並參

加我「抗戰勝利暨臺灣光復 70 週年」（The 70th Anniversary 
of ROC´s Victory in War of Resistance and Taiwan´s 
Retrocession）紀念活動。

○ 駐 巴 拉 圭 大 使 劉 德 立 獲 巴 拉 圭 中 央 省 省 長 蘭 索 尼 (Blas 
LANZONI) 及該省議會主席貝克 (Jorge Enrique BECKER) 頒贈

感謝獎章乙座。

○義大利「國會友協」主席馬朗（Lucio MALAN ）參議員於 8
月 30 日至 9 月 2 日訪華。

○ 8 月 30 日至 9 月 2 日經濟部政務次長卓士昭率「104 年印尼經

貿團」訪問印尼主持「四合一貿訪團」貿洽會開幕典禮、「我

出口商與印尼主要進口商檢討會議」及「臺灣 - 印尼商機交流

會」等活動，見證我華冠通訊股份有限公司與印尼 Tiphone 公

司及我中鋼公司與印尼 Artha Graha Peduli 公司共同簽署合作備

忘錄等。

104.8.31
○諾魯國會議長史可迪（Ludwig SCOTTY）伉儷、工商部長

庫克（Aaron COOK）夫婦、磷礦基金部長柏尼克（Shadlog 
BERNICKE）於 8 月 31 日訪華。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局長辛在勤一行訪韓。

○我國駐巴布亞紐幾內亞代表邱太欽代表政府捐贈「潔淨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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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太陽能路燈，由巴布亞紐幾內亞青年暨社區發展部長

Delilah GORE 代表接受。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組成之「臺灣特技團」於 8 月 31 日在泰國

曼谷演出。

○國家發展委員會黃副主任委員萬翔由駐奧克蘭臺北經濟文化辦

事處處長周中興陪同，於本年 8 月 31 日率團拜會紐西蘭羅託魯

阿（Rotorua）市政府，由市長查德威克 (Steve CHADWICK)、
副市長（兼市議員）唐諾森 (Dave DONALDSON) 親自向簡報

市政發展概況。

○交通部政務次長曾大仁率團出席在愛爾蘭舉行之「國際橋樑收

費道路協會」(IBTTA) 年會，並接受高速公路電子收費首獎。

○德國國會基民 / 基社聯盟黨團副主席兼臺德經濟合作會議德方

主席傅格斯 (Michael FUCHS) 訪問我國 5 天。

○駐巴拉圭大使劉德立獲巴拉圭外交部部長羅依沙卡（Eladio 
LOIZAGA）頒授象徵駐巴拉圭使節最高榮譽之「國家懋績大

十字勳章」乙座，巴國總統卡提斯（Horacio CARTES）亦蒞臨

觀禮。

○8月31日至9月3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委員翁柏宗率團訪蒙，

與蒙方相關單位就資通訊科技及傳媒合作議題進行交流。

104.9.1
○立法委員詹凱臣、楊應雄、鄭汝芬、李桐豪及陳唐山等 5 人訪

問丹麥、瑞典及挪威 8 天。 
○ 教育部長吳思華與各邦文教廳長聯席會（KMK）秘書長馬他

(Heidi WEIDENBACH-MATTAR) 簽署加強臺德教育合作意向

書。

○ 美國聯邦眾議員金恩（Steve KING, R-IA）訪問我國 4 日。

○ 駐阿根廷代表處聯合旅阿僑胞捐贈賑災物資予布宜諾斯艾利

斯省水災災民，由該省社會發展廳廳長阿派瑞西歐 (Eduar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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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ARICIO) 代表接受。

○ 9 月 1 日至 3 日中央標檢局訪團等一行 13 人赴芬蘭訪問，與芬

蘭工業研究院簽署智能電網合作備忘錄。

○ 9 月 1 日至 5 日國際青年大使拉美一團乙行 20 人訪墨西哥。

○ 9 月 1 日至 6 日外交部「國際青年大使歐非一團」赴蘇格蘭訪

問並於 9 月 2 日在愛丁堡知名古蹟教堂 Canongate Kirk 進行中

華及臺灣文化展演。  
104.9.2
○ 駐印度代表處舉辦「臺灣之夜」活動，印度政要及各界人士約

650 人參加。

○ 德國經濟部次長馬赫尼希 (Matthias MACHNIG) 訪問我國 2 天。

○ 駐英國代表劉志攻應英國會下議員裴斯禮（Ian PAISLEY）邀

請赴北愛爾蘭訪問 3 日

○ 駐美國代表處代表沈呂巡出席「二戰紀念碑之友」（Friends 
of the WWII Memorial）組織與美國內政部國家公園管理處於

華府二戰紀念碑舉辦之紀念「對日戰爭勝利日」70 週年典禮

（The Commemoration Ceremony of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V-J 
Day）。

○ 駐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大使丘高偉主持「國際青年大使交流

計畫」訪問團歡迎餐會

○ 駐巴拉圭大使劉德立獲巴拉圭奧委會主席培瑞斯（Camilo 
PÉREZ）頒授感謝牌乙面。

○ 「第 20 屆臺澳能礦諮商會議」於 9 月 2 日至 3 日在澳洲達爾

文舉行。

○ 總統府資政趙守博 9 月 2 日至 5 日至墨爾本主持亞太童軍會議。

○ 國立政治大學校長周行一率團於 9 月 2 日至 8 日至墨爾本參加

第九屆政大校友會世界嘉年華會。

10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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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法委員尤美女一行訪問韓國 5 天。

○ 交通部政務次長曾大仁率團赴英國訪問 3 日。

○ 駐拉脫維亞代表葛光越出席愛沙尼亞塔圖大學正體中文班教學

成果發表會。

○ 智利外交部對外推廣局長拜伊瓦（Roberto PAIVA）乙行 3 人訪

問我國 3 天。

○ 駐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大使丘高偉陪同我 104 年國際青年大

使訪問團一行搭乘渡輪前往克國尼維斯島拜會尼島行政首長兼

聯邦勞工部長 Vance AMORY，並於當晚在我援建之尼島表演

藝術中心 (NEPAC) 演出。

○ 駐 尼 加 拉 瓜 大 使 莊 哲 銘 與 尼 加 拉 瓜 天 然 災 害 防 治 署

（SINAPRED）署長岡薩雷斯（Guillermo GONZALEZ）共同

簽署我國 1,400 噸人道援米捐贈記事錄。

○ 中華民國 104 年國際青年大使亞太一團於 9 月 3 日至 7 日赴紐

京威靈頓訪問並舉行 1 場大型公演。

104.9.4
○ 「第 29 屆臺澳經濟聯席會議」在澳洲達爾文舉行。

○ 衛生福利部林政務次長奏延乙行 9 月 4 日至 6 日至墨爾本參訪

醫療機關。

○ 中美同盟抗戰歲月 - 美國國家檔案館圖片展在紐約開幕。

○駐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大使丘高偉陪同我 104 年國際青年大

使訪問團一行搭乘渡輪返回聖啟茨島，嗣拜會克國副總理暨教

育文化部長李查爾 (Shawn RICHARDS) ，當晚在東加勒比海銀

行總部大禮堂演出。

○ 駐巴拉圭大使劉德立獲巴拉圭「留臺校友會」會長伊貝

尼 茲 (José Luís IBÁÑEZ) 及 秘 書 長 馬 丁 尼 茲 (Marya Jossé 
MARTÍNEZ) 等人頒授感謝獎牌乙面。

10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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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5 日「2015 年第 7 屆蒙古臺灣教育展」在烏蘭巴托市揭幕。

○ 法務部調查局局長汪忠一率團赴英國訪問出席「第 33 屆劍橋

國際經濟犯罪研討會」。

○ 9 月 5 日至 9 日我「國際青年大使訪問團」訪露，傳達「青年

有愛，  全球關懷」精神並推廣木球運動， 9 月 7 日晚間在聖

露西亞國家文化中心舉行文化表演，精彩演出，獲觀眾熱烈回

響。

104.9.6
○ 駐奧克蘭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所規劃之「光影 . 敘事 - 臺灣

女性攝影家作品海外巡迴展」於本年 9 月假紐西蘭北島「旺

加瑞藝術博物館」 (Whangarei Art Museum) 與「荷蘭 Hendrik 
KERSTENS 及 Erwin OLAF 攝影家作品展」舉行聯展，開幕

式於 9 月 6 日由旺加瑞市長麥 (Sheryl MAI) 親自主持，駐奧克

蘭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周中興及荷蘭駐紐西蘭公使後利希

(Stefan HULISZ) 應邀致詞。

○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署長郭旭崧一行訪問韓國 2 天。

○ 立法委員詹凱臣、陳唐山、楊應雄、李桐豪與鄭汝芬赴丹麥訪

問 3 天。

○ 9 月 6 日至 9 日「國際青年大使交流計畫」訪團一行 20 人赴阿

曼訪問。

104.9.7
○ 我國青年大使團一行 20 人赴索羅門訪演及青年交流，駐索羅

門大使于德勝與索國埃特副總理 (Douglas ETE) 共同主持「臺

灣文化日」暨該團公演活動，逾 3,000 人到場觀賞。

○ 駐清奈辦事處處長李朝成率我國青年大使亞太二團拜會「印度

理工學院馬德拉斯分校」（IIT-M）。

○ 勞動部率全國模範勞工參訪日本福岡縣政府勞動委員會。

○ 國策顧問黃正勝率「慶祝中華民國 104 年國慶文化訪問團大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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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地區巡迴訪演團」於 9 月 7 日至 9 日至墨爾本訪演。

○ 經濟部部長鄧振中率團訪問澳洲 3 天。

○ 僑務委員會副委員長信世昌訪問新加坡 5 日。

○ 外交部國際青年大使團赴愛爾蘭訪演。

○ 駐巴拉圭大使劉德立與巴拉圭衛生部部長巴利歐斯（Antonio 
BARRIOS）共同主持巴衛生部所屬之 Santa Teresita 老人院開

幕啟用儀式，並捐贈 10 公斤洗衣機乙臺；繼前往衛生部共同

主持由我「財團法人普賢教育基金會」所捐贈該部所屬 52 處

地區醫療院所第二批 230 臺輪椅之贈交儀式；嗣劉大使獲巴利

歐斯衛生部長頒贈感謝牌乙面。

○ 奈國國家科學與工程設施署（National Agency for Science & 
Engineering Infrastructure, NASENI）署長村奈 (Mohammed Sani   
HARUNA) 偕該署司長道達 (Mohammed DAUDA) 兩人於 9 月

7 日至 11 日訪華。

104.9.8
○ 104 年國際青年大使交流計畫亞太二團訪問胡志明市及訪演。

○ 駐巴拉圭大使劉德立獲巴拉圭農牧部部長賈狄尼（Jorge 
GATTINI）頒授感謝狀乙紙。

○ 駐巴拉圭大使劉德立獲巴拉圭亞松森市前市長沙馬涅戈

（Arnaldo SAMANIEGO）頒授感謝狀乙紙。

○ 薩爾瓦多副總統歐帝茲 (Oscar ORTIZ) 一行來華訪問 5 天。

104.9.9
○ 環保署署長魏國彥赴德國訪問 2 天。

○ 駐法國代表張銘忠晚間應邀出席在巴黎大皇宮 (Grand Palais) 舉

辦之第二屆「巴黎精緻工藝博覽會」(Salon Révélations) 開幕儀

式， 並在我國展區歡迎法國總理華樂斯 (Manuel VALLS) 蒞臨

參觀及介紹展品。

○ 國家安全會議諮詢委員邱坤玄率團赴英國訪問 7 日，應邀於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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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王家三軍聯合研究所（Royal United Services Institute）以「兩

岸和解：臺灣對東亞和平、安全與穩定之貢獻」為題發表演講。

○ 我國國際青年大使團訪問芝加哥。

○ 適逢日本向我國投降 70 週年紀念日，華盛頓時報刊出駐美國

代表處代表沈呂巡紀念抗戰勝利 70 週年專文。

○ 駐尼加拉瓜大使莊哲銘與尼加拉瓜副總統阿耶斯雷門斯

（Moisés Omar HALLESLEVENS）共同主持 2015 年副總統辦

公室社福計畫捐贈儀式。

○ 駐尼加拉瓜大使莊哲銘與尼加拉瓜家庭經濟部部長鍾瑪麗

（María Auxiliadora CHIONG）共同簽署「2015 年國家糧農計

畫」捐贈記事錄。

○ 駐巴拉圭大使劉德立獲巴拉圭國防部部長索多（Bernardino 
SOTO）頒授「軍事懋績大文官級勳章」乙座。

○ 本年「國際青年大使」拉美二團一行 20 人訪問巴拉圭 6 天。

○ 我國際青年大使團抵聖文森訪問三天，與聖國舞蹈團體聯合演

出，並與聖國青年代表進行對話。

○ 9 月 9 日至 13 日外交部國際青年大使團赴葡訪演交流。

104.9.10
○ 吐瓦魯內政部長蘇阿里奇（Namoliki Sualiki NEEMIA）夫婦、

國會議員戴伊歐（Samuelu Penitala TEO）夫婦及國會議員蒲肯

娜（Puakena BOREHAM）偕夫婿本日抵華訪問 6 天。

○ 駐杜拜辦事處長馬超遠於杜拜購物中心 Star Atrium 廳參加臺灣

精品展開幕剪綵儀式。

○ 國策研究院院長田弘茂率團訪問英國 4 日，並與倫敦大學亞非

學院（SOAS）「台灣研究計畫」合辦「2015 亞太安全論壇」。

○ 9 月 10 日上午駐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大使丘高偉應邀出席

克國總督習頓 (Sir Tapley SEATON) 正式任命典禮。

○ 駐巴拉圭大使劉德立赴巴拉圭國會接受巴拉圭眾議院議長韋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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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格斯（Hugo VELÁZQUEZ）親贈感謝牌及紀念品；繼接受

巴拉圭國會暨參議院議長阿布鐸（Mario ABDO BENÍTEZ）頒

授之褒揚銅牌乙面。

○ 駐巴拉圭大使劉德立獲巴拉圭三軍總司令嘉爾西提（Luis 
GARCETE）頒授「軍事懋績大十字勳章」乙座。

○ 9 月 10 日至 12 日山口縣村岡嗣政知事率團在臺北主持山口物

產推廣會並拜會外交部亞東關係協會。

○ 9 月 10 日至 12 日行政院環保署署長魏國彥一行 6 人訪法。

○ 9 月 10 日至 13 日山口縣「日臺友好促進山口縣議會議員連盟」

會長柳居俊學率團訪華。

○ 外交部國際青年大使團於 9 月 10 日至 15 日訪波，以「青年有

愛，全球關懷」為主軸在波蘭華沙 Sluzewski 文化中心演出。

104.9.11
○ 「104 年國際青年大使交流計畫」亞太一團訪問澳洲 4 天。

○ 法國新任駐臺代表紀博偉 (Benoit GUIDEE) 抵任。

○ 駐巴拉圭大使劉德立夫婦藉本年「國際青年大使」抵達巴拉圭

赴「警察總部聖方濟養老院」進行人道慈善關懷演出之際，率

我旅巴僑領、婦聯會巴拉圭分會會員及本館館員就我應院方所

請修繕之交誼廳舉辦啟用典禮。

○ 駐巴拉圭大使劉德立獲巴拉圭國立亞松森大學校長貝拉達

（Froilán Enrique PERALTA）頒贈感謝銅牌乙面。

○ 駐海地大使黃再求與海地農業部長朵欣 (Fresner DORCIN) 共同

主持「Les Cayes 河谷雜糧作物發展計畫」及「強化稻種生產

能力計畫」兩國農業合作成果說明會。

104.9.12
○ 駐阿根廷代表處與布省 Tigre 市政府合辦文化饗宴－龍虎舟競

賽，係南美洲第一個辦理是項活動的國家。

104.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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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統府資政江宜樺訪問捷克 5 天。

○ 「路竹會」義診團抵達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義診團於 9 月

14 至 17 日在聖啟茨島、18 至 21 日在尼維斯島義診，當晚駐

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大使丘高偉主持克國僑界歡迎路竹會義

診團來訪餐會。

○巴拿馬海事署署長巴拉卡特（Jorge BARAKAT  Pitty）偕航運

司司長索洛薩諾 (Fernando Solórzano) 訪華 3 日。

○ 巴拉圭眾議院議長韋拉斯格斯（Hugo VELÁZQUEZ）夫婦一

行 8 人訪問我國 5 天。

○ 我國國防大學校長鄭德美上將赴宏訪問 4 日。

○ 外交部國際青年大使團於 9 月 13 至 17 日訪聖多美普林西比，

於聖國國會展演廳等地演出。

104.9.14
○監察委員陳慶財、李月德、楊美玲、章仁香、仉桂美、方萬富

及江明蒼等 7 人訪問日本 5 天。

○ 日本福岡縣政府勞動委員會訪問高雄市政府勞動局。

○ 駐法國代表張銘忠主持代表處舉辦之法國第五電視臺 (France 
5) 製播「移動食堂」臺灣專輯紀錄片放映會，代表處各組重要

業務聯繫對象共 25 位應邀出席，節目主持人區耶隆 (Gregory 
CUILLERON) 及擔任嚮導之高雄餐旅大學助理教授陳千浩亦到

場與來賓互動。

○ 駐奧地利代表陳連軍與克羅埃西亞札格雷布大學 (University 
Zagreb) 政治學院院長考斯 - 斯坦尼斯 (Lidija KOS-STANISIC)
簽署學術合作協議。

○ 財政部政務次長張璠一行於 9 月 14 日至 16 日訪越，除拜會越

南中央銀行副總裁阮金英 (NGUYEN Kim Anh)，並與越南財政

部副部長杜黃英俊 (DO Hoang Anh Tuan) 舉行「臺越雙邊財政

部次長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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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14 日 至 18 日 聖 露 西 亞 內 閣 秘 書 長 孟 卓 普 (Darrel 
MONTROPE) 伉儷訪華。

○ 臺紐 ANZTEC 第二屆 SPS 聯合執行委員會議於 9 月 14 日在奧

克蘭舉行，並於 15 日至 18 日舉行檢疫措施交流研習會，我農

委會防檢局與衛福部食品藥物管理署派員來紐與會。

○ 我國「國際青年大使交流計畫」拉美一團於 9 月 14 日至 18 日

赴厄瓜多訪演，成果豐碩。

○ 9 月 14 日至 19 日國際青年大使團一行 20 人訪秘魯。

○ 9 月 14 日至 19 日「監察院專案研究調查團」陳委員慶財等一

行 7 人赴北海道進行「農地污染防治檢討」及「臺鐵行車安全

與事故防止機制探討」兩專案調查研究，拜會北海道農業及鐵

路相關單位。

104.09.15
○ 駐印度代表處田中光大使出席於新德里舉行之斯里蘭卡新任總

理維克勒馬辛哈 (Rani WICKREMESINGHE) 歡迎會。

○昆州議會友臺小組成立。

○ 經濟部次長沈榮津赴德國訪問 2 天。

○ 國家安全會議諮詢委員楊念祖應邀訪問加拿大一周，期間於蒙

特婁麥基爾大學（McGill University）及渥太華大學（University 
of Ottawa）針對抗戰勝利 70 週年及我國在西太平洋之和平與

安全角色發表專題演講。

○ 駐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大使丘高偉應邀出席克國慶祝獨立建

國紀念之總理講座。

○ 我國 104 年國際青年大使團一行 20 人於 9 月 15 日至 20 日訪

問關島 5 日，進行正式參訪、表演、座談、拜會慈善組織以及

接受媒體專訪等活動。

104.9.16
○ 2015 青年大使亞太二團訪帛琉，展開為期四天訪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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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16 日正新輪胎廠駐杜拜分公司總經理賴光毅赴阿訪問 2
天。

○ 我國「2015 年農產品貿易友好訪問團」（2015 Agricultural 
Trade Goodwill Mission）於美國會山莊舉行採購意向書簽署儀

式暨酒會，美聯邦參議院撥款委員會主席泰德•柯克蘭（Thad 
COCHRAN, R-MS）、聯邦眾議院歲計委員會貿易小組民主黨

首席議員藍格（Charles RANGEL, D-NY）等 9 位參議員及 8
位眾議員出席。

○ 我國農訪團黃豆玉米分團訪問美國中西部愛荷華、伊利諾、明

尼蘇達等三州。

○ 美國威斯康辛州副州長克里芬曲 (Rebecca KLEEFISCH) 應邀率

團訪問我國。

○駐巴拉圭大使劉德立與巴拉圭農牧部部長賈狄尼（Jorge 
GATTINI） 暨 國 立 亞 松 森 大 學 副 校 長 阿 馬 里 亞 (Andrés 
AMARILLA) 共同主持我「巴拉圭飼料生產計畫」之飼料工廠

啟用儀式，巴拉圭總統卡提斯（Horacio CARTES）及副總統艾

法拉（Juan AFARA）亦應邀蒞臨剪綵並參觀工廠生產設施。

○ 駐巴拿馬大使周麟代表中華民國政府與巴副總統兼外長聖瑪若

(Isabel de Saint Malo de Alvarado) 於巴外交部共同簽署臺巴雙邊

合作 8 項計畫捐贈紀事錄。

○ 駐希臘代表張國葆應邀轄訪希臘科札尼（KOZANI）省出席西

馬其頓大區工、商暨農業展開幕式並致辭，另捐贈當地 3 所特

教學校資訊視聽設備。

○ 9 月 16 日至 17 日經濟部次長沈榮津率領「2015 年歐洲招商團」

赴芬蘭招商。

○ 9 月 16 日至 18 日中美洲經貿辦事處率領之「2014 經貿商機考

察團」來瓜考察，該團計 3 家廠商共 5 人來瓜訪問。

104.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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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駐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大使丘高偉陪同路竹會劉會長啟群前

往克國 ZIZ 國家廣電公司接受專訪。

○ 我「2015 年農產品貿易赴美友好訪問團」之「小麥」分團於本

年 9 月 17 日至 19 日訪問堪薩斯州。

○ 我國財政部吳當次長傑訪問胡志明市。

○ 我奧克蘭臺灣商會及奧克蘭臺灣青年商會於奧克蘭 ANZ 銀行

總部舉行「臺紐食品貿易商業論壇」，計有 150 人參與，紐西

蘭前貿易部長苟夫 (Phil GOFF) 國會議員亦應邀出席，紐西蘭

初級產業部及我農委會防檢局同仁亦參加本項論壇。

○ 駐韓國代表石定與韓國駐華代表趙百相在臺北簽署空運協定修

訂文件。

○ 我國代表隊參加於德國慕尼黑舉行之「2015 世界點心大師賽」

獲頒第一名殊榮。

○ 拉脫維亞國家圖書館「東亞研究圖書室」之「臺灣漢學資源

中 心 」（Taiwan Resources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簡 稱

TRCCS）開幕。

104.9.18
○ 9 月 18 日 駐帛琉大使曾厚仁陪同自然資源部長森格堡 (Umiich 

SENGEBAU) 視察雙邊水產養殖場。

○ 臺英國會小組共同主席福克納勳爵（Lord FAULKNER）、

杜 拉 奇 亞 勳 爵（Lord DHOLAKIA）、 葛 克 特 勳 爵（Lord 
GROCOTT）、拉納勳爵（Lord RANA）、柯爾克路尼勳爵 (Lord 
KILCLOONEY)、下議員霍奇珊（Sharon HODGSON）及唐麗

蘭（Michelle DONELAN）訪問我國 7 日。

○ 駐丹佛辦事處處長楊巨中在堪薩斯州首府 Topeka 市共同簽署

我農訪團與堪州之雙邊農業採購意向書 (Letter of Intent)。
○ 駐紐約辦事處與聯合國代表團共同舉辦「共同永續發展：

全 球 承 諾 與 行 動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or All: Glob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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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itment and Action) 國際研討會。

○ 臺灣高等法院院長石木欽赴漢堡訪問 4 天。

○ 北馬利安納群島邦在參議會議場領袖帕拉西歐斯 (Arnold 
PALACIOS) 及眾議會副議長逖馬潘 (Rafael DEMAPAN) 提案

下，兩會分別於 9 月 18 日及 9 月 30 日通過第 18-15 號及第

19-31 號決議案，祝賀我國 104 年國慶、讚揚我國已獲得 140
國家及地區免簽證待遇、歡迎我國旅客前往北馬利安納觀光、

支持馬總統提出之東海和平倡議及南海和平倡議、支持我國參

與 ICAO、UNFCCC 等國際組織、支持我加入 TPP 及支持臺美

洽簽 BIA 等，並親自出席駐關島辦事處舉辦之國慶酒會及頒贈

該決議文。

104.9.19
○ 駐胡志明市處長梁光中出席 2015 年臺越經貿發展論壇。

○ 9 月 19 日至 23 日我國防大學校長鄭德美上將「遠朋專案」

訪問瓜國，期間拜會瓜國國防部長曼西亞 (Williams Agberto 
MANSILLA FERNÁNDEZ) 中將、參謀總長索沙 (Alfredo SOSA 
DÍAZ) 將軍及國軍高等教育指揮部校長烏里薩 (Rony Arturo 
URÍZAR GONZÁLEZ) 將軍，瞭解瓜國軍隊及軍事教育現況

等，同時接受曼部長致贈「陸軍十字勳章 (Cruz de las Fuerzas 
de Tierra)」，表彰對鞏固兩國軍誼的努力。

○ 9 月 19 日至 25 日考試院院長伍錦霖偕考選部部長邱華君一行

訪問法國，期間於 9 月 22 日赴比利時參訪。

104.9.20
○ 9 月 20 日高雄市大樹區黃傳殷區長訪問北海道，與大樹町正式

締結姊妹友好協定，建立實質友好關係。

○ 經濟部沈次長榮津率團赴瑞典出席「第 31 屆臺瑞典民間經濟

合作會議」。

○ 9 月 20 日至 23 日科技部科教及國際合作司司長周倩乙行 1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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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奧地利訪問 4 天，期間參訪奧國科技研究總署 (FFG)、汽車

工業園區及里歐本 (Leoben) 大學等。

104.9.21
○ 加拿大多倫多教育局局長關月娜（Donna QUAN）訪問我國 6

日。

○ 海地教育部職訓國務秘書古格 (Marina GOURGUE) 一行三人訪

問我國。

○ 財政部次長許虞哲訪問波蘭 6 天，並出席第 4 屆臺波次長級關

務合作會議。

104.9.22
○ 考試院院長伍錦霖一行訪問歐盟及比利時。

○ 駐海地大使黃再求與海地衛生部長吉洛姆 (Florence Duperval 
GUILLAUME) 共同主持由我國援建杜菲斯內 (Dufresnay) 健康

中心破土儀式。

104.9.23
○ 舉辦國片「聶隱娘」越南胡志明市首映會。

○ 科技部次長林一平率團訪問俄國，與俄羅斯「科學基金會」執

行長赫魯諾夫 (Alexander KHLUNOV) 簽署科技合作協議。

○ 駐英國代表劉志攻應英國利物浦市府邀請赴該市訪問 3 日。

○ 我國國家圖書館與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合作設立加拿大第一個

「臺灣漢學資源中心」，展現臺灣推廣漢學的成果。

○ 9 月 23 日至 26 日土耳其宗教基金會特派員來臺捐贈我中國回

教協會 5 頭宰牲牛，並實地考察瞭解我國穆斯林現況，作為未

來合作參考。

104.9.24
○ 第四屆臺芬經濟合作會議在芬蘭赫爾辛基召開。

○ 經駐館安排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附設醫院所籌組行動醫療醫

診團乙行 6 人赴索國服務，為期 3 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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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駐美國代表處與美國在臺協會簽署「臺美環境保護技術合作協

定第 11 號執行辦法」（Implementing Arrangement No. 11 to the 
Agreement between TECRO and AIT for Technical Cooperation in 
the Field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 駐智利代表處代表我政府捐贈瓦地維亞（Valdivia）市老人社

區聯盟電腦設備一批。

○ 9 月 24 日至 27 日中華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經貿訪問團赴挪

威訪問並與挪威奧斯陸商會 (Oslo Chamber of Commerce) 合辦

「第三屆臺挪經濟合作會議」，會後簽署「聯合聲明」。

○ 監察院訴願委員會委員葛永光赴奧地利訪問 4 天，期間拜會奧

國監察史費特包 (Peter FICHTENBAUER)。
104.9.25
○ 「中國回教協會」朝覲團團長馬景仁出席沙國國宴。

○ 駐馬來西亞代表處觀光組副主任陳憶婷等人赴汶萊訪問，參加

「2015 汶萊旅展」及舉辦「臺灣觀光說明會」暨記者會，推展

臺灣觀光。

104.9.26
○ 聖文森檢察總長 (Judith Jones-Morgan) 率團訪華六天。

○ 駐奧克蘭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於本年 9 月假「紐西蘭北島佛光

山」舉辦「向抗戰英雄致敬 - 紀念抗戰勝利暨臺灣光復 70 週

年史料特展」，9 月 26 日開幕式中「佛光緣美術館」館長滿信

法師、駐奧克蘭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周中興及紐西蘭榮光

會會長王振民分別致詞。

104.9.27
○ 我國明華園歌仔戲團組成之國慶文化訪演團於芝加哥演出。

○ 巴拉圭天主教大學校長維拉茲克茲 (Narciso VELÁZQUEZ) 訪

問我國 7 天。

○ 駐墨西哥代表廖世傑在墨西哥市商會 (CANACO) 就台墨經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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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臺灣創新產業發展、TPP、雙邊合作商機、我對青創輔

導發展經驗等主題發表演講。

○ 歐洲議會議員畢爾佳（Boles aw G.PIECHA）、議員杜爾曼（Jørn 
DOHRMANN）、 議 員 溫 絲 妮（Jadwiga WI NIEWSKA）、

議 員 捷 薩 克（Edward CZESAK） 及 議 員 巴 夏 爾（Amjad 
BASHIR）訪問我國 6 天。

○ 9 月 27 日至 10 日 1 日阿根廷公民聯盟 (Coalición Cívica, ARI, 
Afirmación por una República Igualitaria)國家眾議員凱里奧 (Elisa 
María Avelina CARRIÓU) 應邀訪華。

104.9.28
○ 駐秘魯代表吳進木在 San Martin de Porres 大學「國際關係研究

中心」演講，分享我國政、經、社會及教育發展現況。

○ 我與瓜國教育部共同簽署推廣華語教學備忘錄。

○ 駐西雅圖辦事處處長金星與美國奧勒岡州運輸廳監理處處長麥

克雷倫 (Thomas MCCLELLAN)，在奧州首府 Salem 簽署「臺

灣奧勒岡州駕照相互承認互惠協定」。

○ 駐希臘代表張國葆應邀轄訪西希臘大區亞托羅阿卡納尼亞

(Aitoloakarnania) 省納福帕克托斯 (Nafpaktos) 市，捐贈當地第

一高級中學我國產 ASUS 筆記型電腦 10 部。

○ 駐 希 臘 代 表 處 應「 國 際 斯 巴 達 超 級 馬 拉 松 賽 協 會 」

（International Spartathlon Association）邀請派員出席本年「斯

巴達超級馬拉松賽」閉幕典禮為我國完賽選手羅維銘頒獎。

○ 9 月 28 日至 30 日全球論壇在芬蘭 Oulu 市召開，由我駐歐盟兼

駐比利時代表處科技組參事廖峻德代表參加。

104.9.29
○ 9 月 29 日駐義大利代表處假羅馬第三大學會議廳辦理馬總統與

歐洲議會議員視訊會議同步收視座談會。

○ 行政院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署長邱淑媞拜會歐盟執委會衛生



第五章 外交大事日誌

- 639 -

暨食品安全總署及歐盟執委會資訊網絡暨科技總署。

○ 馬總統應歐洲議會友臺小組主席朗根（Werner LANGEN）邀請

與歐洲議會議員進行視訊會議並發表專題演講。

○ 駐英國代表處與英國王家三軍聯合國防研究所（Royal United 
Services Institute）合辦馬總統與歐洲議會議員視訊會議同步收

視座談會。

○ 總統馬英九與歐洲議會議員舉行視訊會議，駐法國代表處同步

舉行視訊會議座談會，駐法國代表張銘忠擔任主席，「華人

世界」(Monde Chinois) 季刊主編兼巴黎天主教大學教授林科

(Emmanuel LINCOT) 擔任座談會主持人，歐洲議會議員普魯斯

特 (Franck PROUST) 及法國長期關注兩岸關係之智庫學者專家

與媒體記者等約 20 餘人出席。

○ 駐尼加拉瓜大使莊哲銘與尼加拉瓜衛生部部長卡斯楚（Sonia 
CASTRO González）共同簽署「2015 年優先供應醫療用品予全

國衛生服務網絡計畫」捐贈記事錄。

○ 9 月 29 日至 10 月 3 日「2015 年印尼投資考察團」赴雅加達及

泗水考察訪問，參觀雅加達之 Jababeka、Artha Industrial Hill 工

業區，以及泗水之 JIIPE、Maspion 及 Ngoro 等工業區，並與雅

加達及泗水臺灣工商聯誼會會員廠商舉行座談。

104.9.30
○ 馬紹爾群島共和國總統羅亞克 (Christopher LOEAK) 在第 70 屆

聯合國大會總辯論公開發言支持我有意義參與 WHO、ICAO 及

UNFCCC 等聯合國專門性組織及歡迎我在兩岸關係發展上成為

區域和平締造者之努力。

○ 第一屆臺匈高等教育圓桌會議在國立清華大學舉辦。

○ 外交部次長史亞平訪問愛爾蘭 2 天

○行政院衛福部國民健康署署長邱淑媞率團赴奧地利訪問 3 天。

104.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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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文化表演團受邀訪問帛琉，於帛國獨立紀念日活動表演。

○ 考試院委員周萬來、謝秀能、浦忠成、王亞男、周玉山、馮正

民、周志龍、張素瓊等訪問新加坡 3 日。

○ 我國資策會杜主任順榮率領資訊醫療團一行 5 人來科威特訪問

並與 KISR 共同舉行資訊醫療研討會。

○ 海地總統馬德立（Michel Joseph MARTELLY）於第 70 屆聯合

國大會總辯論中為我執言。

○ 第 9 屆臺美「貿易暨投資架構協定」（TIFA）會議在我國舉行，

由經濟部政務次長卓士昭及美國貿易代表署（USTR）副貿易

代表何禮曼（Robert HOLLEYMAN）大使主持會議。

○ 駐瑞典代表處假斯德哥爾摩 Sheraton Hotel 辦理馬總統與歐洲

議會議員視訊會議研討會。

○ 10 月 1 日至 30 日聖露西亞交通部次長琴 (Mrs. Allison JEAN)
參加第 127 期「基礎建設發展與規劃」研習班。

104.10.2
○索羅門群島總理蘇嘉瓦瑞 (Manasseh SOGAVARE ) 在聯合國大

會大力為我執言，籲請聯合國支持我國擴大有意義參與。

○ 加彭共和國駐法國總領事孔比拉 (Jean-Louis KOMBILA) 向

代表處確認，該國政府給予我國人電子簽證待遇，並已通知

IATA。

○ 駐希臘代表處舉辦馬總統與歐洲議會議員視訊會議錄影收視座

談會，邀請希臘智庫學者及媒體人士參加。

○ 貝里斯外交部艾林頓部長 10 月 2 日代表貝國於聯合國第 70 屆

大會總辯論發表演說為我有力執言。

○ 外交部常務次長史亞平偕赴挪威訪問。

○ 紐西蘭工黨資深國會議員馬胡塔 (Nanania MAHUTA) 一行 5 人

應邀訪問我國。

104.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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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代傳奇劇場」創辦人吳興國訪問俄國，於聖彼得堡演出

改編莎翁之創作「李爾在此」，並出席莫斯科 M.S. Schepkin 
Higher Theatre School「東西戲劇交流座談會」。

○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委員陳憶寧赴美參加在美國華盛頓特區舉

行之「國際傳播協會（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Communications, 
IIC）管制者論壇及年會」，並參訪媒體機構。

○ 駐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大使丘高偉與克國農業暨衛生部長

漢彌爾頓 (Eugene HAMILTON) 共同主持聖啟茨生態公園為

慶祝我國慶舉行之南瓜節活動暨克國藝術家里查茲 (Dennis 
RICHARDS) 畫展開幕儀式。

104.10.4
○ 臺灣新竹教區李克勉主教來梵出席第 14 屆世界主教會議。

○ 10 月 4 日財團法人臺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蒙古分事務所舉

辦「寒冬送暖」活動。

○ 駐沙烏地阿拉伯代表馬超遠赴沙履新。

○ 10 月 4 日至 9 日經濟部次長沈榮津訪問法國並出席波爾多「第

22 屆智慧運輸系統世界大會」(ITS World Congress) 頒獎典禮。

104.10.5
○監察委員尹祚芊訪問奧地利 14 天。

○ 國策顧問吳英毅率「104 年國慶文化訪問團」訪問加拿大多倫

多 5 天，訪團分別在安大略省滑鐵盧及多倫多兩地演出，增進

文化交流。      
○ 駐丹佛辦事處處長楊巨中赴科羅拉多州首府丹佛市市議會接受

該市致賀我國國慶之聲明。

○ 巴拉圭總統卡提斯（Horacio CARTES）主持我國援助巴拉圭

政府興建平民住宅計畫本年第 2 期合作款之捐贈議事錄簽署儀

式，該議事錄係由駐巴拉圭大使劉德立與巴拉圭住居部部長努

內絲（Soledad NÚÑEZ）共同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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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拉圭副總統艾法拉（Juan AFARA）夫婦一行 9 人訪問我國

並出席國慶大典 5 天。

○ 10 月 5 日至 10 日我國參加墨國經濟部舉辦之「2015 年青創企

業家週」展覽活動，其間我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及中小企業信保

基金專家分別就我國中小企業發展經驗及我信保制度發表演

講。

104.10.6 
○ 索羅門群島總督卡布依 (Frank KABUI) 伉儷來華出席國慶活

動。

○ 印度資通訊部助理次長庫瑪 (Ajay KUMAR) 率印度聯邦政府及

各州政府官員與企業代表 90 餘人訪問我國，並配合「臺北國

際電子產業科技展」舉辦印度投資環境與商機說明會。

○ 駐墨爾本辦事處舉辦「慶祝中華民國 104 年國慶酒會」。

○ 日本橫濱地區舉辦慶祝雙十國慶酒會。

○ 基隆市長林右昌率團參訪日本長崎港進行港灣交流。

○ 駐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大使丘高偉與克國衛生部長漢彌爾頓

(Eugene HAMILTON) 在克國 Joseph N France 總醫院共同主持

我臺商嘜德公司援贈輪椅轉交儀式。

○ 教 廷 駐 巴 拉 圭 大 使 暨 外 交 團 團 長 阿 廖 蒂 (Eliseo Antonio 
ARIOTTI) 在其大使館舉行外交團歡送駐巴拉圭大使劉德立夫

婦酒會。

○ 巴拉圭總統卡提斯（Horacio CARTES）之摯友前參議員加萊利

諾 (Víctor GALEANO) 夫婦晚間在其寓所設宴為駐巴拉圭大使

劉德立夫婦餞行，並特邀卡提斯總統及巴拉圭眾議院議長韋拉

斯格斯（Hugo VELÁZQUEZ）夫婦共聚一堂。

○ 駐海地大使黃再求代表政府捐贈海地政府骨科器材乙批，海方

由衛生部長吉庸 (Florence Duperval GUILLAUME) 代表受贈。

○ 臺西簽署完成通航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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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駐捷克代表處於希爾頓飯店舉行慶祝中華民國 104 年國慶酒

會。

○ 駐瑞典代表處於 Grand Hotel 宴客廳舉行國慶酒會。

104.10.7
○ 駐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副總理兼教育部部長理查茲 (Shawn 

RICHARDS) 及外交部部長布蘭特利 (Mark BRANTLEY) 夫婦

訪問我國並出席國慶活動。

○ 宏國副總統阿瓦雷茲（Ricardo ÁLVAREZ）伉儷率團訪華 5 日。

○ 駐巴拉圭大使劉德立獲扶輪社巴拉圭 Lambaré 市分會致贈感謝

牌乙面。

○ 國立成功大學在捷克國家技術博物館舉辦「看見臺灣」(I C 
Taiwan) 展第 3 站，駐捷克代表處於開幕典禮邀請臺灣鋼琴家

黃時為與 4 名捷克提琴家，舉行臺捷古典音樂演奏會。

○ 華沙（波蘭）貿易辦事處代表梅西亞（Maciej Gaca）與我國

駐波蘭代表處代表陳銘政先後於上（104）年 10 月 7 日及本

（105）年 1 月 14 日代表兩國政府簽署「駐華沙臺北經濟文化

辦事處與駐臺北華沙貿易辦事處間藥品及醫療器材合作瞭解備

忘錄」。

○ 駐布吉納法索大使沈真宏主持我國 104 年國慶酒會，布國政府

指派司法暨人權部長韋德拉奧果 (Joséphine OUEDRAOGO) 代

表出席致詞，出席酒會人士包括布國政要、外交團、國際組織

及旅布國人約 400 位貴賓。

○ 駐韓國代表處假樂天飯店舉行國慶酒會，韓國前國務總理李洪

九、韓國國會議員趙慶泰、洪日杓、俞承希、金椿鎮、前外交

部長柳明桓、前統一部長朴在奎、丁世鉉、前青瓦臺政務首席

秘書官朴晙雨等多名政要出席。

○ 駐紐西蘭代表處舉辦國慶酒會。

○ 駐科威特代表處項大使夫婦假科威特 Regency 飯店舉行 1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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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慶酒會。

○ 駐美國代表處於雙橡園舉辦國慶酒會，美國聯邦參議員曼欽

（Joe MANCHIN, D-WV）及聯邦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羅伊

斯（Ed ROYCE, R-CA）等 14 位聯邦眾議員出席。

○ 關島議會在議長 Judith WON PAT 提案下，於 10 月 7 日正式通

過第 192-33 號決議案，祝賀我國 104 年國慶、重申關島與臺

北市姐妹市情誼、支持我國參與 ICAO、UNFCCC 等國際組織、

感謝我國各相關機構持續提供關島人道救助以及感謝我國僑社

對關島之長期貢獻等，並由副議長克魯茲 (Benjamin CRUZ) 代

表關島議會於駐關島辦事處舉辦之國慶酒會代表頒贈該決議

文。

○ 駐韓國代表處假樂天飯店舉行國慶酒會，韓國前國務總理李洪

九、韓國國會議員趙慶泰、洪日杓、俞承希、金椿鎮、前外交

部長柳明桓、前統一部長朴在奎、丁世鉉、前青瓦臺政務首席

秘書官朴晙雨等多名政要出席。

○ 10 月 7 日「蘇格蘭議會友臺小組」(Scottish Parliament Cross-
Party Group on Taiwan) 舉行本年第 3 次例行會議，邀請蘇格蘭

前首席部長麥克利甚 (Henry MCLEISH) 及蘇格蘭議會友臺小組

前主席麥奇 (Ian MCKEE) 擔任主要與談人，就「馬總統與歐洲

議會視訊會議」內容進行意見交流；另邀請蘇格蘭格拉斯哥視

覺藝術公司 Cryptic 簡介該公司與我國合作於本年 11 月在臺北

國家戲劇院及音樂廳演出資訊。

○ 10 月 7 日至 11 日蘇格蘭議會議員亨利 (Hugh HENRY) 及格蘭

(Rhoda GRANT) 來華訪問並參加中華民國 104 年國慶相關慶典

及活動。

○ 10 月 7 日至 11 日聖露西亞教育部長路易士 (Robert LEWIS) 伉

儷訪華，並參加國慶慶賀活動。

104.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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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駐澳大利亞代表處舉辦「慶祝 104 年中華民國國慶酒會。

○ 駐布里斯本處長賴維中夫婦與出席國慶酒會各界賓客大合照。

○ 印尼政府宣布予中華民國國民免簽證入境待遇。

○ 駐日本代表處舉辦 104 年國慶酒會。

○ 駐馬來西亞代表處舉辦國慶酒會，代表章計平夫婦與馬國首相

東亞特使張慶信、僑務委員李芳信、馬來西亞臺商總會輔導總

會長江文洲、僑務諮詢委員吳德芳、馬臺經貿協會會長陳榮立、

馬來西亞臺商總會總會長許正德、綠野集團創辦人李金友、僑

務委員陳富村、馬來西亞留臺校友會聯合總會總會長李子松、

馬來西亞華校董事聯合會總會主席劉利民、大馬旅遊促進局主

席黃珠強，共同切國慶蛋糕。

○ 駐帛琉大使館舉辦我慶祝 104 年國慶酒會，帛國政府政要踴躍

出席共襄盛舉。

○ 駐索羅門群島大使于德勝夫婦主持國慶酒會，總理蘇嘉瓦瑞

(Manasseh SOGAVARE) 及國會議長納熙 (Ajilon NASIU) 暨內

閣閣員、反對黨領袖等國會議員共約 350 貴賓出席。

○ 巴拉圭伊泰布省省長南丁（Luis GNEITING）暨該省議會議

長 Gustavo VILLAMAYOR 在 巴 拉 圭 總 統 卡 提 斯（Horacio 
CARTES）見證下，頒授劉大使「伊泰布榮譽省民」證書暨感

謝牌乙面。

○ 駐聖保羅辦事處處長王啟文主持 104 年國慶酒會，駐地官員、

民意代表及僑領約 250 人出席。

○ 美 國 共 和 黨 全 國 委 員 會（RNC） 主 席 蒲 博 思（Reince 
PRIEBUS）率團訪問我國 4 日。

○ 駐史瓦濟蘭大使館舉辦國慶酒會陳大使夫婦與史王代表

Lonkhokhela 親王 ( 中 ) 合切國慶蛋糕。

○ 舉辦「中華民國 104 年雙十國慶酒會」，南非國會議員康奴

(Nthabiseng P KHUNOU)、南非貿工部中小企業局主席茲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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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or ZWANE)、南非 Randburg 商會主席布萊克比爾德 (Linda 
BLACKBEARD)、南非軍工企業德內爾 (DENEL Dynamics) 公

司執行長莫那漢 (Tsepo MONAHENG)、南非前空軍將領厄普

(Dennis EARP)、僑務委員黃清男、僑務諮詢委員甘居正、豪登

省臺灣商會會長兼僑務顧問莊壯謀等均到場祝賀。

○ 駐匈牙利代表處假布達佩斯 Gundel 餐廳舉行民國 104 年國慶

酒會，計有匈牙利政、商、學、僑界、外交使節及媒體人士等

逾 270 名佳賓與會。

○ 駐芬蘭代表處辦理國慶酒會。

○ 駐捷克代表處與捷克智庫「國際事務協會」（AMO）就馬總

統與歐洲議會議員視訊會議舉行座談會。

○ 駐瑞士代表處假伯恩市區 Casino 文化表演廳，舉辦慶祝中華民

國 104 年國慶酒會暨國片「看見臺灣」電影放映會，由駐瑞士

劉大使邦治夫婦主持。

104.10.9
○ 韓國「韓臺國會議員親善協會」會長趙慶泰議員來華出席我國

慶活動。

○ 10 月 9 日駐法蘭克福辦事處辦理國慶酒會。

○ 駐希臘代表張國葆夫婦假雅典市 Hotel Grande Bretagne 主持國

慶酒會，希臘中央及地方政府官員暨國會議員、商務、文化、

媒體、僑、學界、駐希臘使節團等友我人士約 350 人出席。

○ 駐紐約辦事處舉辦慶祝中華民國 104 年國慶酒會，紐約州聯邦

眾議員藍格 (Charles RANGLE,D-NY) 等政要到場致賀，並頒贈

友我決議文。

○ 駐海地大使黃再求主持國慶酒會，海地總統馬德立 (Michel 
Joseph MARTELLY)、總理保羅 (Evans PAUL)、國會議長黎

榭 (Andris RICHE)、最高法院院長兼司法最高委員會主席康

大福 (Jules CANTAVE) 及外交部國務員史戴林 (Henri Rob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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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RLIN) 出席共襄盛舉。

○ 駐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大使丘高偉與克國司法通訊部長拜倫

(Vincent BYRON) 及公共建設部長利柏德 (Ian LIBURD) 共同主

持我協助整修資通訊中心合作款贈交儀式。駐秘魯代表吳進木

在聖馬丁國立大學演講，分享臺灣發展經驗。

○ 駐巴拿馬大使周麟離任。

104.10.10
○ 駐 秘 魯 代 表 吳 進 木 與 Moyobamba 市 長 吉 梅 內 斯 (Osvaldo 

JIMENES) 共同主持慶賀我國國慶儀式。

○ 駐巴拉圭大使劉德立夫婦離任赴巴拿馬履新。

○ 駐巴拿馬大使劉德立抵任。

○ 駐芝加哥辦事處參加芝加哥僑學各界聯合舉辦慶祝我國 104 年

國慶華埠花車遊行。

○ 美國聯邦眾議員柏達悠 (Madeleine BORDALLO, D-GU) 訪問我

國 5 日。

○ 駐希臘代表處執行經濟部攬才計畫，於雅典攬才展設攤招攬希

臘 專才赴臺工作。

○ 駐泰國代表處在曼谷凱悅大酒店由代表謝武樵主持中華民國

104 年國慶酒會，各國使節、泰國黨、政、軍、警高官要員暨

泰華各界僑領逾千人參與盛會。

○ 澳大利亞墨爾本僑界於市中心聯邦廣場 (Federation Square) 舉

行「2015 年墨爾本臺灣嘉年華會」。

104.10.11
○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皮瓦爾 (Michael S PIWOWAR) 委

員一行 4 人問我國 4 日，進行拜會並辦理區域交流訓練計畫。

○ 全美州檢察長協會（NAAG）訪問團訪問我國 7 日。

○ 國發會處長張惠娟及工研院主任杜紫宸等一行 10 人赴瑞典參

加基爾 GES2015 研討會 5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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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10.12
○ 駐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大使丘高偉與克國總理哈利斯

(Timothy HARRIS) 共同主持我協助克國提升警方能力及支持克

國因應氣候變遷之合作款聯合贈交儀式。

○ 捷克貿易工業部國際貿易暨歐盟事務次長巴托 (Vladimír 
BARTL) 率團訪問我國 3 天華。

○ 前監察院長錢復應邀來約出席約旦前王儲哈山親王主持之「亞

西暨北非論壇」（West Asia and North Africa Forum）；另一受

邀之「臺灣環境及資源經濟學會」蕭理事長代基與會發表專題。

○ 10 月 12 日至 14 日紐西蘭亞洲基金會與我國遠景基金會在紐

京威靈頓舉行二軌交流會議。

○臺大校長楊泮池一行 19 人赴漢堡訪問 4 天。

104.10.13
○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顧問 ( 外交部前無任所大使 )

吳運東一行 5 人訪問俄國，參加「2105 世界醫師會大會」並觀

摩籌劃接辦 2016 年大會事宜。

○ 國立體育大學校長高俊雄訪問俄國，與俄羅斯奧林匹克大學合

作交流。

○ 駐匈牙利代表陶文隆赴塞爾維亞前遭水災重創之利格 (Ljig)
市，出席我參與塞爾維亞馬爾他騎士團「完成災區兒童願望」

(Make a Wish) 共同捐贈儀式。

○ 駐德國代表處邀請德國聯邦藥品暨醫療器材署署長波以西 ( 
Karl BROICH) 於駐處完成與我國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藥品與醫療器材合作聯合宣言」之異地簽署。

○ 新任駐巴拉圭大使俞大    夫婦抵任。

○ 贊助瓜國商業總會辦理第 10 屆婦女領袖大會。

○ 10 月 13 日至 16 日我國回教協會張理事長明峻及本年朝覲團

馬團長景仁應邀赴土耳其出席「第一屆亞太國家伊斯蘭領袖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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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104.10.14
○ 駐索羅門群島大使于德勝出席索國 20 年發展計畫發表儀式，

並與總理蘇嘉瓦瑞 (Manasseh SOGAVARE) 握敘。

○ 駐法國代表張銘忠應邀赴參議院向友臺小組主席理查 (Alain 
RICHARD) 及 9 位參議員簡報我國參與 UNFCCC COP21 及推

動臺歐盟洽簽 BIA 訴求。

○ 歐盟執委會公布貿易及投資政策文件 (Trade for all: Towards a 
more responsible trade and investment policy)，將我列入未來投

資談判對象。

○ 駐休士頓辦事處處長黃敏境於 104 年 10 月 14 日赴陳納德將軍

出生地德州康默斯市 (Commerce) 出席德州農工大學康默斯校

區與德州歷史協會、康默斯市政府及康默斯商會共同舉辦之陳

納德將軍出生地中文紀念碑揭碑儀式並致獻我國旗花圈。

○ 厄瓜多「愛國社會黨」(PSP) 黨主席暨國會議員古迪耶雷

斯 (GilmarGUTIÉRREZ) 率該黨國會議員索羅爾薩諾 (César 
SOLÓRZANO) 訪問我國 5 天。

○ 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副總理兼教育部部長理查爾茲 (Shawn 
RICHARDS) 及外交部部長布蘭登利 (Mark BRANTLEY) 夫婦

結束訪華行程返抵克國，丘大使接機。

104.10.15
○ 駐巴拉圭大使俞大   向巴拉圭外交部部長羅依沙卡（Eladio 

LOIZAGA）呈遞到任國書副本。

○ 駐尼加拉瓜大使莊哲銘與尼加拉瓜外交部合作處長馬蓮可

（Arlette MARENCO Meza）及農牧科技署署長柯芮雅（María 
José COREA）簽署「尼加拉瓜稻種研究發展與生產推廣計畫」

執行辦法。

○ 10 月 15 日至 16 日台北市北投健康管理醫院蔡清標院長夫婦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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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赴阿曼訪問，並考察推動觀光醫療事。

○ 10 月 15 日至 18 日外貿協會組團參加「2015 瓜地馬拉五金暨

建材展」，我國計有 22 家廠商參加。

104.10.16
○ 駐亞特蘭大辦事處處長戴輝源與美國阿拉巴馬州執法署

(Alabama Law Enforcement Agency, ALEA) 署長寇黎爾 (Spencer 
COLLIER) 簽署「中華民國 ( 臺灣 ) 交通部與阿拉巴馬州執法

署有關駕照相互承認瞭解備忘錄」。

○ 駐智利代表處代表我政府捐贈智利科今波（Coquimbo）市之地

震災民賑災物資。

○ 駐芬蘭代表處協助臺商赴芬蘭參加「芬蘭健康美容時裝珠寶

展」及行銷產品事宜。

104.10.17
○ 納依夫阿拉伯安全大學應邀出席在臺北舉行之「2015 年區域安

全與跨境犯罪國際研討會」。

○ 10 月 17 日至 20 日日本宮崎縣副知事稻用博美率團訪問高雄市

政府及臺中市政府。

○ 10 月 17 日至 24 日我風浪板選手張浩赴阿曼參加 RS:X 型風浪

板世界錦標賽。

104.10.18
○ 10 月 18 日臺東縣黃縣長健庭一行 6 人出席以色列「第 30 屆國

際市長會議」。

○ 10月18日，經濟部政務次長卓士昭率團一行14人抵以參加「第

11屆臺以經技合作會議」；期間季代表及以國駐臺代表亞登 (Mr. 
Asher YARDEN) 共同簽署「臺以再生能源產業合作意向書」。

○ 我國「太平洋友我國家醫療合作計畫」行動醫療團（彰化基督

教醫院承辦）第 2 團抵達巴布亞紐幾內亞與萊城安高紀念醫院

進行醫療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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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18 日至 26 日文化部「臺灣光點計畫」資助之臺原偶戲團

應邀赴土耳其參加「第 18 屆伊斯坦堡國際偶戲節」並擔任主

題國家，另為敘利亞難民兒童義演。

104.10.19
○國安會諮詢委員楊念祖率團訪問澳洲 4 天。

○ 10 月 19 日駐邁阿密處長王贊禹代表政府與波多黎各副邦務卿

龔薩雷茲 (Javier GONZÁLED) 簽署「臺波相互承認駕照互惠協

定」。

○ 法務部蕭博士開平應邀來智出席第 3 屆「反核生化與恐怖攻擊

( 傷患 ) 處理暨國際研討會」。

○ 駐巴拉圭大使俞大   向巴拉圭總統卡提斯（Horacio CARTES）

呈遞到任國書及前任大使劉德立之離任國書。

○ 環保署符副署長樹強一行於 10 月 19 日至 21 日訪越，並分別

拜會越南自然資源環境部副部長陳紅河 (TRAN Hong Ha)、河

內國家大學 (VNU) 所屬自然科學大學校長阮文內 (NGUYEN 
Van Noi)。

104.10.20
○ 「看見臺灣」泰國特映會暨導演分享會在泰國曼谷舉辦。

○ 駐海地大使黃再求代表政府援贈海地政府 2,000 公噸白米，海

方由財經部「社會及經濟協助基金會」(FAES) 總經理聖西荷

（Léon Ronsard SAINT-CYR）代表受贈。

○ 德國聯邦勞動與社會部政務次長兼國會議員柯樂眉 (Anette 
KRAMME) 訪問我國 4 天。

104.10.21
○國防部情報次長張延廷少將一行訪問尼加拉瓜 5 天。財團法

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秘書長施文斌訪團乙行搭機赴索羅門

群島考察，駐索羅門群島大使于德勝陪同拜會總理蘇嘉瓦瑞

(Manasseh SOGAVARE ) 及農牧部長柯普 (Duddley KOPU) 等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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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 10 月 21 日至 22 日駐拉脫維亞代表處與立陶宛考納斯市

Vytautas Mongus 大學亞洲研究中心舉辦「區域轉換 – 歐盟與遠

東之經濟合作」研討會。

104.10.22
○ 10 月 22 日上午駐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大使丘高偉應克國財

政部邀請出席由總理兼財政部長 Timothy HARRIAS 主持之全

國經濟會議。

○ 我國捐贈貝里斯 KHMH 醫院醫療器材公開捐贈儀式 10 月

22 日上午於該院會議室舉行，何大使代表我國政府捐贈，由

KHMH 醫院院長柯葉 (Adrian COYE) 接受，貝國婦幼特使巴洛

總理夫人芭珞女士見證。

○ 駐巴拿馬大使劉德立及巴拿馬省長皮諾 (Rafael Pino-Pinto) 於巴

拿馬省政廳簽署我政府援贈該省偏鄉學校學生 20 部電腦捐贈

紀事錄。

104.10.23
○ 駐印度代表田中光偕館員與我觀光局副局長劉喜臨及中華經濟

研究院 WTO 及 RTA 中心副執行長李淳應邀出席印度 NGO 組

織 Climus 全球基金會舉辦之「臺印交流研討會」。

○ 巴拉圭教育部教育行政次長梅洛（Myrian MELLO）訪問我國

6 天。

○ 駐巴拿馬大使劉德立夫婦代表中華民國政府於巴國家腫瘤醫院

捐贈該院病友 150 頂假髮儀式，由巴第一夫人羅蕾娜 (Lorena 
Isabel Castillo de VARELA) 代表接受，巴衛生部長德廉德斯

(Francisco Javier TERRIENTES) 等人在場觀禮。

○ 駐尼加拉瓜大使莊哲銘與尼加拉瓜合作處長馬蓮可（Arlette 
MARENCO Meza）及國土監測局秘書長白朗哥（José Dolores 
BLANCO）簽署「臺尼政府間衛星影像及地理資訊系統技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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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協定第一號修正案」。

104.10.24
○ 10 月 24 日駐墨西哥代表處於墨京「藝術家公園」舉辦「第二

屆臺灣文化週」。

○ 10 月 24 日至 27 日阿曼宗教事務部出版委員會主委薩利米

(Abdulrahman Al SALIMI) 應邀訪華，參加「新絲路與亞歐互

動」國際研討會

104.10.25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主任委員陳保基率團抵達巴布亞紐幾內亞參

加「亞太經合會（APEC）第 3 屆森林部長會議」。

○ 我國考試院保訓會洪副處長淑姿應邀來科威特訪問 3 天。

○ 國防部副部長陳永康率團赴德國訪問 3 天。

○ 美國蒙大拿州州長布拉克 (Stephen  BULLOCK) 率經貿團來訪。

○ 10 月 25 日至 27 日外交部亞東關係協會李嘉進會長赴日參加

「高雄 - 熊本定期航班起行典禮」，並參訪日本長崎、佐賀及

福岡。

○ 國經協會訪團於 10 月 25 日 27 日訪問阿爾巴尼亞舉辦經貿說

明會及 B2B 會議。

○ 我科技部次長林一平一行於 10 月 25 日至 28 日訪越，並分別

拜會越南科技部部長阮君 (NGUYEN Quan)、副部長阮國慶

(NGUYEN Quoc Khanh)、越南社會科學翰林院 (VASS) 副院長

范文德 (Phan VAN Duc) 等人。

104.10.26
○ 中華航空公司 10 月 25 日開航臺北 - 墨爾本航線，10 月 26 日

於墨爾本舉辦開航酒會，駐澳大利亞代表李大維與駐墨爾本辦

事處處長翁瑛敏應邀出席。

○ 前蘇聯元帥崔可夫之孫 -「俄羅斯退伍軍人黨」中央委員會主

席團委員 Nikolai CHUIKOV 夫婦訪問我國，出席抗戰勝利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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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光復 70 周年紀念活動。

○ 駐歐盟兼駐比利時代表處與歐洲議會友臺小組合作，假法國史

特拉斯堡歐洲議會舉辦「抗戰勝利暨臺灣光復 70 週年紀念特

展」，為期四天。

○ 奈國中小企業發展署（Small & Medium Enterprises Development 
Agency of Nigeria, SMEDAN 署 長 馬 薩 里 (Bature Umar 
MASARI）偕該署司長范撒亞 (Olawale Tunde FASANYA) 兩人

於 10 月 26 日至 30 日訪華。

○ 紐西蘭國家黨資深國會議員麥克爾維 (Ian MCKELVIE) 一行 5
人應邀訪問我國。

104.10.27
○ 吉里巴斯農業部長鄺席瑞 (Tiarite KWONG)、駐吉里巴斯大使

李傳通與國合會秘書長施文斌共同主持首府新農場開幕式，新

農場預定開發 2 公頃，為舊農場大 8 倍。

○ 澳洲聯邦國會「友臺小組」主席麥瑟森 (Russell MATHESON) 
等 4 位國會議員訪問我國 5 天。。

○ 駐紐約辦事處處長章文樑與美國賓州交通廳廳長里查斯 (Leslie 
RICHARDS) 於賓州 Harrisburg 州政府大樓簽署「中華民國 ( 臺

灣 ) 交通部與美國賓州駕照相互承認互惠協定」

104.10.28
○ 捷克皮賽克民俗舞樂團應邀訪華，於捷克經濟文化辦事處舉辦

之捷克國慶酒會演出。

104.10.29
○ 第一屆臺灣紀錄片影展在布達佩斯舉行，匈牙利國會友臺小組

秘書長朱哈茲 (István JUHÁSZ) 蒞臨參加。

○ 駐希臘代表表張國葆主持在雅典「卡寇亞尼基金會」（Michael 
Cacoyannis Foundation）舉辦之「臺灣電影節」，播映 3 部

2013 年出品有關臺灣年輕世代之劇情片，希臘藝文界、政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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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使節團等友我人士約百人應邀出席首場映演會。

○ 10 月 29 日至 30 日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理事長王鍾渝、淡江

大學外語學院院長陳小雀、美洲研究所所長宮國威應厄國國際

大學國關中心邀請赴厄瓜多發表經貿專題演講。

○ 10 月 29 日至 31 日日本宮崎縣日向市市長黑木健二率市役所職

員及觀光協會人員訪華。

104.10.30
○ 韓國延世大學校長鄭甲泳一行訪問我國 4 天。

○ 科技部與蘇格蘭愛丁堡皇家科學院（Royal Society of Edinburgh, 
RSE）由駐英國代表劉志攻見證簽署科技合作備忘錄。

○ 駐巴拿馬大使劉德立向巴國總統瓦雷拉 (Juan Carlos VARELA)
呈遞到任國書。

104.10.31
○ 我國外貿協會籌組之 2015 年中東食品訪問團一行 20 人訪問科

威特並舉行貿易洽談會。

○ 索羅門群島衛生部長卡圖余 (Tautai Kaitu'u) 來華出席「2015 臺

灣全球健康論壇」活動。

○ 吐瓦魯衛生部長馬努業（Satini Tulaga MANUELLA）抵華出席

「2015 年臺灣全球健康論壇」。

○ 衛生部長桑朵絲 (Maria de Jesus Trovoada dos SANTOS) 偕辦公

室主任卡瓦流 (Leonel CARVALHO) 及中央醫院急診室電子醫

療負責人阿姬爾 (Amiée AGUIAR) 於 10 月 31 至 11 月 4 日訪

華參加「2015 臺灣全球健康論壇」。

○ 諾魯國會議員布爾曼（Cyril BURAMAN）於 10 月 31 日至 11
月 5 日訪華，參加「臺灣全球健康論壇」。

104.11.1
○ 11 月 1 日帛琉衛生部長倪爾莽 (Gregorio Ngirmang) 來華參加

「2015 臺灣 全球健康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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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大利亞新南威爾斯州政務次長庫賽克 (Catherine CUSACK)
訪問團一行 5 人訪華。

○ 經濟部次長楊偉甫率團訪美參加「第 28 屆臺美水資源技術

合 作 年 會 」（The 28th AIT-TECRO Water Resources Program 
Annual Review Meeting）。

○ 文化部舉辦之臺灣書院文化光點計畫－「臺灣之美－東方彩墨

展」之畫荷大師許忠英訪問巴拉圭 13 天。

○ 關島總督凱佛 (Eddie CALVO) 率領經貿訪華團一行 10 人於 11
月 1 日至 6 日訪問我國 5 日。

104.11.2
○ 印度國會議員海格 (Anant Kumar HEGDE) 及戴歐 (Arka Keshari 

DEO) 應邀抵華訪問 5 天。

○ 美國聯邦眾議院於以 392 票贊成、無人反對之壓倒性票數，通

過支持我國以觀察員身分參與「國際刑警組織」（INTERPOL）

之第 1853 號法案。

○ 駐巴拉圭大使俞大   與巴拉圭文化部部長高莎菈諾（Mabel 
CAUSARANO）及巴國家文化中心主任莫塞麗（Margarita 
MORSELLI）共同主持我臺灣書院文化光點計畫「臺灣之美－

東方彩墨展」開幕式。

○ 11 月 2 日至 5 日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署長魏國彥訪問法國，並於

11 月 4 日出席我方與法國國際關係研究院 (IFRI) 合辦 COP21
相關研討會並擔任主講人，說明立法院通過「溫室氣體減量及

管理法」、行政院通過「國家自定預期貢獻」(INDCs)，顯示

我國決心及具體目標。

○ 愛沙尼亞國會友臺小組議員鮑羅迪茲 (Deniss BORODITS)、柯

布 (Mihhail KORB)、拉東斯卡亞 (Viktoria LADONSKAJA)3 人

訪華 5 天。

○ 西班牙經濟競爭部創新暨競爭總司副總司長莫蘭諾 (J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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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uel Garrido MORENO) 訪問我國 5 天。

104.11.3
○ 「2015 年亞太地區國際青年菁英領袖研習班」印度學員赴臺參

訓。

○ 駐匈牙利代表陶文隆赴匈牙利國家博物館參加國際博物館影音

協會 (AVICOM) 舉辦之 2015 國際多媒體影音競賽頒獎典禮，

並代表我國故宮博物院領取該院獲頒之兩個金牌獎。

○ 「美臺商業協會」（USTBC）理事主席伍佛維茲（Paul D. 
WOLFOWITZ）大使率團訪問我國 3 天。

104.11.4
○ 馬爾他騎士團元首費斯汀大教長（Fra´ Matthew FESTING）

率團訪問我國 5 天，期間拜會馬總統並與馬總統相互贈勳。

○ 第 4 屆「臺愛 ( 沙尼亞 ) 經貿論壇」在臺北舉行。

○ 貝里斯國會大選 11 月 4 日舉行，國會眾議院全國 31 個議員席

次中，執政黨「聯合民主黨（UDP）」贏得過半之 19 席繼續

執政，黨魁巴洛（Dean Oliver Barrow）亦連任貝國總理。

○ 駐巴拉圭大使俞大   偕畫荷大師許忠英與美洲國家教科文組織

駐巴拉圭代表 Marien Peggy MARTINEZ 共同主持該組織巴拉

圭辦公中心荷花牆啟用儀式。

○ 駐美國代表處與美國在臺協會簽署「駐美國臺北經濟文化代表

處與美國在臺協會間遺失、失竊及註銷護照資訊分享協定」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for a Cooperative Program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Labor Relations Law and Procedures Between 
The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

○ 駐美國代表處與美國在台協會簽署「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

代表處與美國在台協會間遺失、失竊及註銷護照資訊分享

協 定 」（Agreement between the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中華民國 104 年外交年鑑

- 658 -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 for the Sharing of Information on Lost, Stolen, 
and Revoked Passports）。

104.11.5
○ 美國聯邦眾議院通過「2016 會計年度國防授權法」（2016 

NDAA），授權美國邀請包括臺灣在內等國家相關部會人員參

與美國南海交流訓練計畫。

○ 駐巴拉圭大使俞大   偕畫荷大師許忠英與天主教大學校長偉拉

斯格斯 (Narciso VELÁZQUEZ) 共同主持該校附設醫院荷花牆

啟用儀式。

104.11.6
○ 駐 帛 琉 大 使 曾 厚 仁 應 邀 出 席 已 故 參 議 員 柯 索 賴 (Kathy 

KESOLEI)  國葬儀式。

○ 駐索羅門大使于德勝代表轉致援贈索國社區發展等計畫款項，

由總理蘇嘉瓦瑞 (Manasseh SOGAVARE) 代表接受。

○ 陸委會夏主委立言、外交部史次長亞平訪問新加坡 2 日（馬習

會相關工作）。

○ 沙國農業部派員來華參加下半年度國土中心代辦三項訓練專

班。

○ 德國外交部副發言人費雪 (Sebastian FISCHER) 在聯邦新聞局

記者會就「兩岸領導人會面」（馬習會）表示歡迎。

○ 奧地利科學研究部大學事務國際司司長拉默瑟 (Christoph 
RAMOSER) 率領奧地利專業高等學院代表等人訪問我國 9 天，

並舉辦首屆臺奧高等技職教育論壇。

○ 11 月 6 日至 9 日瓜國 4 家廠商赴臺參加「臺北國際旅展」。

104.11.7
○ 美 國 聯 邦 眾 議 院 外 交 委 員 會 亞 太 小 組 主 席 邵 建 隆 (Matt 

SALMON, R-AZ) 訪問我國 7 天。



第五章 外交大事日誌

- 659 -

○ 馬總統英九、總統府曾秘書長永權、國安會高秘書長華柱、國

安會邱諮詢委員坤玄訪問新加坡 1 日（馬習會）。

○ 總統馬英九與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新加坡舉行歷史性

會晤，歐盟外交暨安全政策高級代表茉格里妮（Frederica 
MOGHERINI）發言人就「兩岸領導人會面」（馬習會）發布

歡迎聲明。

○ 法國外交暨國際發展部發言人就「兩岸領導人會面」（馬習會）

發布發布聲明表示歡迎。

104.11.8
○ 韓國世宗研究所理事長朴晙雨一行訪問我國 4 天。

○ 我國政府對於歐盟肯定兩岸領導人會面之聲明表示歡迎。

○ 比利時外交部就「兩岸領導人會面」（馬習會）於推特上

以官方立場表示歡迎，比國友臺小組共同主席勒克斯 (Peter 
LUYKX) 發表聲明支持，比國參議院議長德佛萊涅 (Christine 
DEFRAIGNE) 於推特上表示歡迎。

○ 11 月 8 日至 11 日監察院張院長博雅赴烏拉圭出席第 20 屆伊比

利美洲監察使年會。

104.11.9
○ 臺安醫院與帛琉國家醫院簽署醫療合作備忘錄。

○ 捷 克 參 議 院 首 席 副 議 長 舒 伯 卡（Premysl SOBOTKA）、

國家經濟農業暨交通委員會交通小組主席布拉茲基（Petr 
BRATSKY）、 區 域 發 展 常 設 委 員 會 副 主 席 霍 尼 克（Jan 
HORNIK）一行訪問我國 5 天。

○ 我國政府對於法國肯定兩岸領導人會面之聲明表示歡迎。

○ 經濟部次長卓士昭訪問薩國並參加第一屆臺薩宏 FTA 執行委員

會。

○ 11 月 9 日、10 日及 11 日駐印尼代表張良任舉辦三場說明會，

向各界說明「馬習會」重要意義。印尼外交部發言人阿爾瑪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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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Arrmanatha NASIR）嗣表示，若北京及臺北都願意，歡迎

兩岸領導人在雅加達舉行會談。

104.11.10
○ 中華經濟研究院梁董事長啟源 2 人應沙國阿布都拉國王原油研

究中心邀請訪沙三天。

○ 義大醫院與海地 NDPS 醫院簽署醫療合作協議，駐海地大使黃

再求與海地衛生部長吉洛姆 (Florence Duperval GUILLAUME)
共同見證。

104.11.11
○ 駐布吉納法索大使館沈真宏代表我政府致贈布國憲法委員會

（Conseil constitutionnel）國產桌上型電腦 25 臺，援贈典禮由

沈大使及布國憲法委員會主席坎布 (Kassoum KAMBOU) 共同

主持。

104.11.12
○駐布吉納法索大使館沈真宏代表我政府致贈布國調解使公署

（Médiateur du Faso）國產桌上型電腦 26 臺，典禮由沈大使及

布國調解使特拉奧雷 (Alima Déborah TRAORE) 女士共同主持。

○國家安全會議諮詢委員楊念祖率團赴英國訪問 2 日，參加我

與「英國王家三軍聯合國防研究所」（Royal United Services 
Institute）合辦之閉門圓桌會議。

○ 廖代表世傑主持 2015 年墨西哥臺灣精品展開幕儀式，並接受

記者採訪。

○ 監察院院長張博雅、委員江綺雯11月12日至14日訪問貝里斯， 
12 日與貝國監察使阿爾蘇 (Lionel ARZU) 簽署「中華民國監察

院與貝里斯監察使公署合作協定」。

○ 駐巴拿馬大使劉德立與巴京市長布蘭敦 (José Isabel BLANDÓN 
FIGUEROA) 於巴拿馬市政廳簽署中華民國政府資助該市修復

舊城區中國城牌樓之捐贈紀事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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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11.13
○ 駐捷克代表處與查理大學社會科學院合辦第 5 屆地緣政治國際

會議，陸小榮代表應邀於開幕致詞。

○ 晚間 21 時餘起巴黎第十及第十一區遭遇多起恐怖攻擊，代表

處同仁隨時提高警覺注意安全，同時與外交部歐洲司密切聯

繫，通報事件發展狀況，各相關組長隨即掌握旅居巴黎臺僑及

留學生人員安全。教育組迄翌日凌晨亦定時通報教育部有關掌

握旅法留學生動態情形。

○ 英國外交部對華事務司司長沃德（Gareth WARD）訪問我國。

○ 11 月 13 日至 16 日瓜國 7 家廠商赴臺參加「2015 國際茗茶、

咖啡暨美酒展」。

104.11.14
○ 美國進步中心（CAP）主席、聯邦參議院前多數黨領袖達修爾

（Tom DASCHLE, D-SD）率團訪問我國 5 日。

○ 新美國安全中心（CNAS）執行長、美國國防部前次長傅洛依

（Michele FLOURNOY）率「下一世代國安領袖」訪問團訪問

我國 7 日。

○清晨駐法國代表張銘忠成立巴黎恐怖攻擊事件代表處危機因應

小組，指派胡正浩公使擔任對外統一發言窗口，指示同仁定時

呈報恐怖攻擊相關輿情及政情研析報告，並更新領務局對外網

站有關法國旅遊安全警訊燈號資訊等，以及洽繫警局、醫院等，

以便瞭解有無我國人受傷遭難訊息。

○駐法蘭克福辦事處辦理抗戰紀念活動。

104.11.15
○ 俄羅斯科學院化學研究所 Elmira BADAMSHINA 訪問我國，與

臺塑公司進行陰離子加成聚合反應專題討論並指導奈米碳管製

作技術合作。

○ 薩爾瓦多國會副議長吉哈諾 (Norman QUIJANO) 一行訪問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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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天。

○ 11 月 15 日至 21 日駐印尼代表處籌組印尼校長訪問團 30 人來

華參訪 9 所我國大學院校。

104.11.16
○ 亞太經濟合作組織 (APEC) 領袖會議本日於馬尼拉陸續展開 ( 為

期一週 ) 代表我國參加之蕭領袖代表萬長夫婦等人於本日抵菲 ,
菲國總統府內閣部長阿爾門德拉斯 (Jose Rene D.ALMENDRAS)
及駐菲律賓代表林松煥皆親赴機場迎接。

○ 教育部次長林思伶訪問新加坡 3 日。

○ 我國著作權人協會陳理事長宗鑫率團一行 19 人來科威特參加

第 8 屆中東國際發明展。

○ 國家安全會議諮詢委員楊念祖赴德國訪問 3 天。

○ 駐法國代表處政務組組長曾水龍邀請茅利塔尼亞駐法大使館首

席參事工作餐敘，獲得確認我國人享有該國落地簽證待遇。

○ 僑務委員會委員長陳士魁訪問法國。

○ 彰化基督教醫院本年度第二批醫療團抵聖文森義診三週。

○ 11 月 16 日上午駐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大使丘高偉與克國副

總理兼教育部長里查爾 (Shawn Richards) 共同在克國教育部主

持我贊助克國 2015-2016 年度育才計畫案合作款贈交儀式。

○ 11 月 16 日至 19 日法務部廉政署署長賴哲雄率團赴紐京威靈頓

考察。

○ 巴伐利亞邦議會軍事政策工作小組基社黨籍議員海克（Juergen 
W. HEIKE）、 溫 特（Peter WINTER）、 修 若 德 玫（Tanja 
SCHORER-DREMEL） 及 社 民 黨 籍 議 員 岡 徹（Prof. Dr. Paul 
GANTZER）訪問我國 5 日。

○ 奈及利亞愛滋病防治署長伊杜庫 (John IDOKO) 偕該署資源動

員司長卡魯 (Josephine KALU) 於 11 月 16 日至 20 日訪臺。

104.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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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遠景基金會副執行長唐開太及董事郭武平等乙行抵印度訪問 6
天。

○ 駐海地大使黃再求代表政府捐贈十萬美元予天主教 Saint 
François de Sales 醫院購置醫療設備

○ 11 月 17 日至 19 日土耳其出口商協會 (TIM) 副會長巴克西奥格

 (Mustafa CAKRIKCIOGLU) 率團乙行 8 人赴臺與我國對外貿

易發展協會簽署合作備忘錄，拓展臺土經貿合作交流。

104.11.18
○馬紹爾群島共和國外長德布勒姆 (Tony DEBRUM) 於 11 月間

致函 UNFCCC 秘書處執行秘書菲格雷斯 (Christina FIGUERES)
支持我有意義參公約相關機制及成為官方觀察員。

○駐索羅門大使于德勝代表轉致援贈索國 Fakaloloma 衛生先導計

畫，由總理蘇嘉瓦瑞 (Manasseh SOGAVARE) 代表接受。

○ 駐秘魯代表吳進木應邀赴 Arequipa 參加秘魯太陽能暨環境協會

舉辦之「第 22 屆太陽能研討會」開幕典禮並致詞。

○ 駐墨西哥代表處於墨西哥國立綜合科技大學舉辦第二場「光影

敘事照片展」，同日駐墨西哥代表廖世傑並於該校經貿管理學

院以「臺灣教育之創意與創新」為題發表演說。

○ 哥倫比亞參議院環境委員會全體委員無異議通過支持我國以觀

察員身分參與「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 建議案。

104.11.19
○ 日本福岡市副市長中園正直率團訪問高雄市政府。

○ 臺灣「新興民主之挑戰與改變」研討會在布達佩斯中歐洲大學

舉行。

○ 駐阿根廷代表處與聖路易斯省聖路易斯市 (San Luis) 市簽署合

作意向書。

○ 駐智利代表處代表我政府捐贈國立智利大學巴洛 ˙ 路科 ˙ 達

德烏（Barros Luco Trudeau）附屬醫院醫療器材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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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11.20
○ 俄羅斯飛行控制技術科學專家太巴廚克 (Igor TABACHUK) 訪

問我國，出席臺灣資訊儲存技術協會與中央研究院應用科學中

心產業座談會。

○ 駐拉脫維亞代表處舉辦第 46 屆中華民國兒童畫展拉脫維亞得

獎生頒獎典禮。

○ 駐智利代表處代表我政府捐贈林納雷斯（Linares）市 4 所公立

幼稚園教學設備一批。11 月 20 日下午駐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

斯大使丘高偉與克國總理 Timothy HARRIS 共同主持我協助提

供國安部需用維安暨禮賓車輛案合作款贈交儀式。

○ 11 月 20 日下午駐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大使丘高偉與克國總

理哈里斯 (Timothy HARRIS) 共同主持我協助提供國安部需用

維安暨禮賓車輛案合作款贈交儀式。

104.11.21
○ 我國立臺灣大學國際長張淑英教授率領師生訪問團一行 17 人

訪問科威特。

○ 法國漢學研究學會、駐法國代表處、中法文教基金會合辦 2015
年漢學博士論文獎在法蘭西公學院 (Collège de France) 舉行頒

獎典禮。

○ 駐紐約辦事處章處長文樑出席慈善組織「幫幫忙基金會」

(SimplyHelp Foundation) 年度晚會，感謝該基金會從事國際人

道賑濟大愛善行。

○ 巴 拉 圭 科 技 發 展 園 區（PTI） 執 行 長 貝 拉 達 (María Teresa 
PERALTA) 一行 5 人訪問我國 9 天。

104.11.22
○ 11 月 22 日至 25 日日本經濟產業省北海道經濟產業局局長秋庭

英人偕旭川市副市長表憲章、旭川商工會議所專務理事松倉敏

郎等人訪華增進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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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11.23
○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署長邱淑媞一行訪問韓國 4 天。

○ 駐馬來西亞代表處大使章計平與中國信託金控最高顧問江丙

坤、中國信託金控獨立董事王鍾渝、中國信託銀行總經理陳佳

文、資深副總經理兼策略長施景富及吉隆坡辦事處首席代表陳

昶泓，共同主持中國信託銀行吉隆坡辦事處開幕儀式。

○ 駐秘魯代表吳進木在秘魯太平洋大學演講臺灣發展經驗。

104.11.24
○ 11 月 24 日至 26 日印尼經濟統籌部副部長艾迪（Edy Putra 

IRAWADY）等一行赴臺參訪觀摩我國工業區與科學園區建置

模式等。

104.11.25
○ 11 月 25 日阿曼國營煉油暨石油工業公司宣佈我國中鼎工程公

司與美國 Chicago Bridge ＆ Iron Co. 共同獲得蒸汽石油裂解裝

置設備 (Steam Cracker) 統包設計及採購工程案合約，總值 28
億美元。12 月 17 日我中鼎工程公司總經理楊宗興赴阿與阿曼

國營煉油暨石油工業公司 (ORPIC) 簽署上述工程標案合約。

○ 駐 法 國 代 表 張 銘 忠 與 自 然 科 學 院 院 長 麥 尼 埃 (Bernard 
MEUNIER) 及科技部司長陳于高在代表處展演廳共同主持臺法

科技獎獎金頒發典禮，嗣晚宴臺法科技獎雙方得獎人 ( 中研院

院士張亞中、教授孔貝斯科 Monique COMBESCOT)、自然科

學院院長、終身秘書及院士等人。

○ 駐拉脫維亞代表處在立陶宛國會大廈舉辦第 46 屆世界兒童畫

展立陶宛學童得獎頒獎典禮。

104.11.26
○ 總統府資政袁健生率團訪韓出席金泳三前大統領國葬。

○ 駐胡志明市辦事處處長梁光中應邀出席第 4 屆臺越觀光會議。

○ 駐法國代表張銘忠在代表處展演廳主持「大自然的守護者」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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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專輯紀錄片首映會（104 年 12 月起在法語電視網播映）及我

推動參與 UNFCCC 國際文宣「大皇宮 Solutions 21」記者會，

法國第一電視臺 Ushuaia 頻道總經理及 FCA 攝影公司總裁等人

出席共襄盛舉。

○ 駐智利代表處代表我政府捐贈首都地區聖拉蒙（San Ramón）

市及森林（El Bosque）市之社區居民管理委員會我國產電腦設

備一批。

○ 11 月 26 日至 28 日日本大分縣副知事太田豐彥率商工會議所連

合會拜會外交部亞東關係協會。

104.11.27
○ 新光醫院院長侯勝茂率團訪帛琉捐贈醫療器材，並另資助 10

萬美元協助帛國政府成立國家海洋保育區及對抗非傳染性疾病

（NCD）。

○ 駐印度代表田中光參加印度商工部主辦之「在印度製造」 (Make 
in India) 政策說明會，並會晤印度商工部次長 Amitabh Kant。

○ 教 廷 宗 座 家 庭 委 員 會 主 席 巴 力 亞（Archbishop Vincenzo 
PAGLIA）訪問我國 3 天並主持於新竹舉行之第 20 屆亞太區信

仰、生命及家庭國際會議。

○ 11 月 27 日至 31 日臺紐經濟合作協定 (ANZTEC) 全面檢視工作

小組會議、第二屆聯合委員會議及第 22 屆臺紐經貿諮商會議

在紐京威靈頓舉行，經濟部政務次長卓士昭率團出席。

104.11.28
○ 駐帛琉大使館派員出席帛琉 Peleliu 州感恩節慶祝活動並進行

WAKA WAKA 表演。

○ 11 月 28 日日本「白老愛努民族博物館」於高雄市原住民主題

公園舉辦「愛努博物館博覽會」，29 日與我國「臺灣原住民族

文化園區」締結姊妹友好協定。

104.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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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非最大在野黨「民主聯盟」(DA) 影子觀光部長弗斯 (James 
VOS) 率領國會議員訪華團乙行 6 人訪華。

○ 11 月 29 日至 12 月 3 日巴林商工總會主席莫依德夫婦 (Khalid 
ALMAOYED) 訪華。

104.11.30
○ 馬紹爾群島共和國總統羅亞克 (Christopher LOEAK) 於 11 月間

在 UNFCCC  COP21 元首會議中發言強調我國不應被排除於聯

合國體系之外，馬國支持我參與聯合國及其相關專門性組織，

尤其是參與 UNFCCC。

○ 布吉納法索「國家獨立選舉委員會」（CENI）公布 11 月 29 日

所舉行總統暨國會二合一選舉初步結果，「人民進步運動黨」

（MPP）總統候選人卡波雷（Roch Marc Christian KABORE）

贏得 53.49% 選票，得票率超過 50% 獲得當選。卡波雷曾於

2005 年國會議長任內應邀訪華。

○ 衛生福利部政務次長林奏延一行 3 人赴美國辦理健康產業發展

政策說明會。

○駐阿根廷代表處援贈阿國副總統米凱帝 (Gabriela MICHETTI)
主持之 SUMA 基金會「青年之家」(Casa Jóven) 計畫相關資訊

設備，獲 M 副總統於該基金會年度募款餐會親頒感謝狀予駐

處黃大使聯昇。

○ 駐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大使丘高偉應邀出席克國社會福利機

構 Ade's Place 身心障礙之家年度開放日活動開幕式。

104.12.1
○第 22 屆臺紐經貿諮商會議於 11 月 30 日在紐西蘭威靈頓舉行，

12 月 1 日在紐西蘭南島首邑基督城舉辦「臺灣商機圓桌論壇」，

邀請基督城市政府、紐聯邦政府所屬 Canterbury 地震復員署、

Canterbury 發展公司、Canterbury 商會、基督城國際機場、紐

西蘭潔淨能源系統、紐西蘭食品加工創新網絡等單位之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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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經濟部政務次長卓士昭座談，討論我國與紐西蘭南島之經貿

合作推動工作方向。

○ 12 月 1 日蘇格蘭議會議員格蘭 (Rhoda GRANT) 於議會提出

第 S4M-15020 號 動 議“Taiwan´s Meaningful Participation in 
UN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支持我國以

觀察員身分出席 UNFCCC 第 21 次締約方大會，該案並獲蘇

格蘭議會執政黨蘇格蘭民族黨吉柏森 (Kenneth GIBSON)、來

利 (Richard LYLE)、蘇格蘭工黨菲 (Mary FEE)、亨利 (Hugh 
HENRY)、麥克塔格特 (Anne MCTAGGART)、辛普森 (Richard 
SIMPSON)、莫瑞 (Elaine MURRAY)、及獨立議員芬妮 (John 
FINNIE) 跨黨派連署支持。 

○ 我國與加拿大安大略省 (Province of Ontario) 簽署之「免試相互

承認駕駛執照備忘錄」於本日生效。 
○ 湯大使繼仁拜駐多明尼加會多國第一夫人蒙媞亞 (Cándida 

MONTILLA DE MEDINA)。
○ 駐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大使丘高偉代表我政府與克國農業暨

衛生部長漢密爾頓 (Eugene HAMILTION) 共同簽署「聖克里斯

多福及尼維斯食品加工商業化發展專家派遣計畫」。

104.12.2
○ 駐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大使丘高偉赴尼島與尼島政府農業部

長傑佛斯 (Alexis JEFFERS) 共同主持「尼島蔬果安全檢驗計畫

農藥檢測實驗室」開幕儀式。 
○ 首屆臺美「數位經濟論壇」（Digital Economy Forum）在臺北

舉行，國家發展委員會主任委員杜紫軍與美國國務卿科技顧問

特瑞肯（Vaughan TUREKIAN）率團與會。 
○ 馬爾他騎士團元首費斯汀大教長（Matthew FESTING）頒贈該

團大綬大十字功績勳章（Grand Cross Pro Merito Melitensi）予

駐教廷大使王豫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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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駐慕尼黑辦事處處長張維達離任。

104.12.3
○ 第 21 屆臺菲部長級經濟合作會議於本日展開 ( 為期二日 )，經

濟部部長鄧振中及次長卓士昭皆先後出席本次會議。 
○ 駐布吉納法索大使館沈真宏與外交部秘書長派思果 (Jacob 

PASGO) 共同主持第 10 屆臺布合作混委會期中檢討會議。

○ 駐慕尼黑處長許聰明到職。

○ 駐英國代表劉志攻應英國會下議員賓耐恩（Andrew BINGHAM 
）邀請赴英格蘭北部高峰區（High Peak）訪問 2 日。 

○ 駐海地大使黃再求出席海地高等商業及經濟學院（IHECE）華

文課程開訓酒會及赴聖路易高中與華文課程學生座談。 
○ 駐智利代表處代表我政府資助聖卡洛斯莫羅美歐（Parroquia 

San CARLOS BORROMEO）教堂重建計畫。 
○ 加 拿 大 卑 詩 省 執 政 黨（ 卑 詩 自 由 黨 ） 省 議 員 馬 可 瑞

(Don MSRAE) 於 12 月 3 日 至 9 日， 偕 宋 士 威 (Jane 
THORNTHWAITE)、 百 立 卡 (Darryl PLECAS)、 艾 許 頓 (Dan 
ASHTON)、杭特 (Marvin HUNT) 及馬丁 (John MARTIN) 等 5
位省議員訪問我國七日，增進臺加交流互動。

○ 12 月 3 日至 12 日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署長魏國彥擔任行政院團

團長率團訪法出席 COP21 相關活動。 
104.12.4
○ 我國超馬選手陳彥博先生於 12 月 4 日至 8 日，赴布吉納法索

參加第 4 屆「非洲超馬賽」，以優異成績獲得冠軍。

○ 布國 Salankoloto 電臺頒贈駐布吉納法索大使館沈真宏「2015
年度風雲人物」，以表彰中華民國對布國發展的貢獻。

○立法委員邱文彥、田秋堇及賴振昌等 3 人赴法國巴黎參加

UNFCCC COP21 會議 8 天。

○ 英國智慧財產局國際事務部主任戴維森（Andrew DAVID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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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我國，與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召開第 6 次臺英智慧財產權會

議。

○ 12 月 4 日至 11 日立法委員邱文彥、田秋堇、賴振昌合組立法

院遊說團訪法，除在 COP21 會場與紐西蘭、德國、歐洲議會

議員等舉行雙邊會談，亦出席法國參議院友臺小組晚宴，並與

國民議會友臺小組主席及議員就「法國核能政策」、「核廢料

處理」及「能源轉型法」舉行座談，另出席友臺小組歡迎午宴。

104.12.5 
○ 我國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兩名專家應沙國邀請赴沙授課。 
○ 瑞典研究理事會 (Swedish Research Council) 主席史塔夫重 (Prof. 

Sven STAFSTRÖM) 訪問我國並與我中央研究院院長翁啟惠簽

屬學術合作備忘錄。

○ 監察院院長張博雅及監察委員江綺雯訪問烏拉圭及貝里斯 12
天。

104.12.6
○ 駐杜拜辦事處處長楊司恭於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拉斯海瑪（Ras 

AL-KHAIMAH）邦自由貿易區拜會主席阿哈瑪德親王 (Sheikh 
Ahmed Al QASIMI)，雙方就加強合作及吸引臺商至 RAK 自由

貿易區投資事項交換意見。 
104.12.7
○ 駐美國代表處經濟組秘書廖尉君擔任國際棉業諮詢委員會

（ICAC）常務委員會主席，主持在印度孟買舉行之 ICAC 第

74 屆年會。 
○ 諾魯總統瓦卡（Baron Divavesi WAQA）伉儷於本年 12 月 7 日

至 12 日來華訪問，與臺中榮民總醫院簽署效期 5 年之轉診。

104.12.8
○ 「好心人基金會」（Care to Help Charitable Association）捐贈

38 箱玩具與兒童書，由聖露西亞總理安東尼親自代表弱勢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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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

○ 12 月 8 日至 12 日我國 APEC 資深官員代表團參加「APEC 非

正式資深官員會議」。 
○ 12 月 8 日至 13 日法蘭西科學院院士暨法國「動手做（La 

Main à la Pâte）」協會創辦人克耶 (Yves QUERE) 及蘭諾 (Pierre 
LENAL) 訪問我國作專題演講，分享法國科學教育教學法及觀

點。 
104.12.9
○ 駐印度代表處與印度智庫 IDSA 合作舉辦「臺印關係 20 週年

回顧與展望」研討會。 
○ 國家發展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林桓、中央銀行副總裁楊金龍率團

訪韓 4 天。 
○ 第 27 屆「臺歐盟經貿諮商會議」在臺北舉行。 
○ 駐英國代表處舉辦英國國會議員聖誕餐會，計逾 50 位國會議

員出席。 
○ 駐捷克代表處與捷克總理府科技署合作辦理「臺捷應用研究研

討會」，我國工研院知識經濟及競爭力研究中心主任杜紫宸及

國家實驗院副院長闕志達出席。 
○ 駐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大使丘高偉應邀出席克國教育部辦理

2015 年育才計畫獎學金頒贈典禮。 
○ 駐巴拿馬大使劉德立代表中華民國政府與巴副總統兼外長聖瑪

若 (Isabel de Saint Malo de Alvarado) 於巴外交部簽署臺巴雙邊

合作計畫 -「巴衛生部汰換救護車計畫」及「Barú 市交通車購

置計畫」之捐贈紀事錄。 
○ 國家圖書館與比利時荷語魯汶大學圖書館簽署「中文古籍聯合

目錄合作協議」。 
○ 聖文森舉行大選，當晚大選初步結果揭曉後，葛大使葆萱親電

總理龔薩福 (Ralph E. GONSALVES) 祝賀勝選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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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駐芬蘭代表處辦理小聖誕茶會。 
104.12.10
○ 經濟部次長沈榮津率團訪問印度並出席「第 9 屆臺印度經濟諮

商會議」。

○ 駐印度代表田中光與印度―臺北協會會長趙志恆分別代表兩國

政府簽署「臺印中小企業合作備忘錄」。 
○ 駐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大使丘高偉與克國能源暨運輸部長共

同主持我援贈克國 50 萬瓦太陽能電廠案第三期及協助 RLB 國

際機場第二期升級工程案合作款聯合贈交儀式。 
○ 駐紐約辦事處處長章文樑與紐約市長白思豪 (Bill De BLASIO)

會晤。

○ 駐慕尼黑辦事處遷入新址。 
104.12.11
○國家圖書館與比利時根特大學文學院圖書館簽訂「臺灣漢學資

源中心」合作備忘錄，同時舉行臺灣漢學資源中心啟用典禮。

○駐史瓦濟蘭大使陳經銓代表政府與史國資訊、通訊暨技術部部

長恩曼達 (Dumisani NDLANGAMANDLA) 簽訂「中華民國政

府與史瓦濟蘭王國政府間資訊暨通訊技術合作協定」。 
○ 12 月 11 日上午駐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大使丘高偉應邀接受

克國尼維斯島媒體 A.D. Vantage 通訊公司負責人戴森特 (Almon 
DASENT) 採訪及錄製耶誕賀詞。

○ 12 月 11 日駐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大使丘高偉搭機飛抵瓜

地馬拉首都參加「第 15 屆駐拉丁美洲暨加勒比海邦交國使領

館及第 16 屆駐拉丁美洲無邦交國代表 ( 辦事 ) 處聯合區域會

報」。 
○ 駐 聖 文 森 大 使 葛 葆 萱 往 晤 新 任 總 理 龔 薩 福 (Ralph E. 

GONSALVES)，親遞馬總統及行政院毛院長賀函。 
○ 駐巴拉圭大使俞大   赴巴拉圭 Itapúa 省府所在地恩格納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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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carnación）市與該省省長南丁（Luis GNEITING）共同主

持我「淡水白鯧魚苗繁養殖計畫」甫成功培育之魚苗 2 萬尾贈

交儀式。

○ 駐 尼 加 拉 瓜 大 使 莊 哲 銘 與 尼 加 拉 瓜 外 長 桑 多 士（Samuel 
SANTOS）共同簽署「第 16 屆外長會議外交部強化案第二期

款」捐贈記事錄。

104.12.12
○索羅門蘇嘉瓦瑞 (Manasseh SOGAVARE) 總理於巴黎舉行之聯

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 21 次締約國大會活動期間聲助我國

我有意義的參與該組織。 
○ 帛琉女性政治領袖訪華團抵臺。 
○ 駐教廷大使王豫元離任。

○ 新任駐教廷大使李世明抵任。 
○ 援助阿根廷世界社會發展基金會「環保行動數位電影院」計畫。

104.12.13
○立法委員李桐豪及葉津鈴等 2 人赴肯亞參加 WTO 第 10 屆部長

會議 6 天。

○駐尼加拉瓜大使莊哲銘與尼京馬納瓜市長托雷絲（Daysi 
TORRES）共同簽署「臺尼雙邊合作 - 災後重建計畫 2015 年 3
項子計畫」贈交記事錄。 

104.12.14
○ 美白宮國安會前亞洲事務資深主任麥艾文（Evan MEDEIROS）

訪問我國並接受總統馬英九頒贈「特種大綬景星勳章」。

○ 科技部科教發展及國際合作司與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國際科學

及工程辦公室簽署「國際研究教育夥伴計畫」(Partnerships for 
International Research and Education) 科技合作意向書。 

○ 駐紐約辦事處處長章文樑應邀出席慈善組織「幫幫忙基金會」

捐贈薩爾瓦多愛心貨櫃儀式。 



中華民國 104 年外交年鑑

- 674 -

104.12.15
○ 駐印尼代表張良任代表我國政府捐贈 20 萬美元予印尼紅十

字會，協助印尼霾害災後重建事宜，副總統暨紅十字會會長

卡拉（Jusuf KALLA）出席見證，秘書長奇南夏（Ginandjar 
KARTASASMITA）代表接受善款。 

○ 外 交 部 部 長 林 永 樂 與 瓜 國 總 統 馬 多 納 多 (Alejandro 
MALDONADO) 及交通部長柯拉多（Victor CORADO）等共同

主持「CA9 號北向公路從瓜地馬拉市到蘭丘段間之第三分段 -
沙那拉德至蘭丘間（第 57.0 公里至第 84.45 公里）道路興建工

程計畫」之象徵性動土儀式。

○ 12 月 15 日至 18 日法國國民議會友臺小組副主席暨外交委員

會委員朗克勒 (François LONCLE) 與國防委員會委員希爾梅

(Francis HILLMEYER) 及經濟委員會委員塔迪 (Lionel TARDY)
議員訪問我國。

○ 12 月 15 日至 19 日經濟部部長鄧振中及我常駐世界貿易組織代

表團常任代表賴幸媛大使率團出席在肯亞首都奈洛比 (Nairobi)
舉行之 WTO 第 10 屆部長會議。 

104.12.16
○ 12 月 16 日，駐以色列代表處贊助猶太國家基金會（KKL，

Jewish National Fund）造林計畫，共在 Negev 沙漠地區種植

1,000 棵樹，熱心之僑胞社群也捐贈了 270 棵樹，該地區命名

為「臺灣森林」，響應全球對抗氣候變遷的呼籲。 
○ 美國行政部門就包含「派里級巡防艦」等金額約 18.3 億美元之

對臺軍售案正式通知國會。

○ 駐美國代表處與美國在臺協會簽署「臺美核能和平利用合作

協 定 相 關 行 政 協 議 」（Administrative Arrangement between 
TECRO and the AIT pursuant to the Agreement for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AIT and TECRO Concerning Peaceful Uses of Nucl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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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ergy）。 
○ 第 27 屆「臺歐盟非經貿諮商會議」在臺北舉行。 
○ 歐洲議會通過「歐盟 - 中國大陸關係報告」，肯定兩岸關係改

善、主張歐盟與臺灣展開雙邊投資協定談判，並呼應馬總統「南

海和平倡議」。 
○ 12 月 16 日至 18 日國家發展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林桓率團赴紐西

蘭威靈頓考察。 
○ 12 月 16 日至 19 日日本宮崎縣廳商工勞動觀光部觀光經濟交流

局局長武田宗仁率縣廳職員及 6 個宮崎民間團體訪華與我民間

團體進行交流並拜會外交部亞東關係協會。

○ 12 月 16 日至 12 月 19 日日本宮崎縣議會議長兼日臺友好議

員連盟會長星原透率團訪問外交部亞東關係協會及臺中市議

會。 
104.12.17
○ 財政部關務署署長莊水吉率團赴印度洽談臺印關務合作及洽簽

「AEO 優質企業行動計畫」。 
○ 駐奈及利亞代表處於 104 年 12 月 17 日捐贈奈國出口促進委員

會電腦教室設備，由該處趙代表家寶與該委員會執行長阿沃洛

沃 (Olusengum AWOLOWO) 共同主持捐贈儀式。 
○ 外交部長林永樂赴薩爾瓦多出席「中美洲統合體」會議。 
104.12.18
○ 韓國姜昌熙議員一行訪問我國 5 天。

○ 駐泗水辦事處舉辦揭牌儀式。 
○ 12 月 18 日 至 22 日 阿 曼 宗 教 部 部 長 顧 問 馬 馬 里 (Shaikh 

Mohammed Al MAMARI) 訪問我國，並參加阿曼宗教部舉辦之

「阿曼伊斯蘭教福音展」。

104.12.19
○ 駐秘魯代表吳進木主持秘魯國合之友會「臺灣環保成果議題研



中華民國 104 年外交年鑑

- 676 -

討會」。 
○ 駐蒙古代表處代表楊心怡離任。 
104.12.20
○ 12 月 20 日至 23 日阿曼全國商工總會總會長紀由美 (Said Al 

KIYUMI) 一行 2 人訪問我國。

104.12.21
○ 「駐泗水臺北經濟貿易辦事處」正式對外運作。 
○ 僑務委員會僑商處處長林瑞隆拜會月越南胡志明市臺商。 
104.12.22
○ 駐韓國代表石定與韓國駐華代表趙百相在臺北簽署「優質企業

計畫相互承認協議」。 
○ 駐帛琉大使曾厚仁受邀出席「水產與動物生產投資」貸款說明

會。 
○ 我 捐 贈 瓜 國 候 任 第 一 夫 人 瑪 蘿 姬 Patricia MARROQUI DE 

MORALES) 玩具，以慰問住院之貧童；另捐贈足球乙批，以

鼓勵青少年正常戶外活動。

104.12.23
○ 12 月 23 日駐蒙古新任代表黃國榮抵任。 
○ 駐聖文森大使葛葆萱往晤新任副總理兼外長史崔克 (Sir Louis 

STRAKER)，親遞外交部林部長賀函。 
○ 歐洲議會友臺小組主席朗根（Werner LANGEN）代表友臺小

組發表聲明，肯定中華民國政府對太平島之作為及南海和平倡

議。 
104.12.25
○ 12 月 25 日 黃 代 表 拜 會 蒙 古 國 家 通 訊 社 社 長 貝 塔 庫 揚

(BATAARKHUYAG Avia) 及 副 社 長 貝 特 柏 (BATBOLD 
Shoovdor)，討論雙邊媒體合作事宜。 

104.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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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26 日至 31 日，農委會家畜衛生試驗所防疫組鄭組長明珠

及夫婿祈偉廉教授（賞鳥專家）及陳燕萍研究員應臺拉維夫大

學動物系教授 Dr. Yossi Leshem 邀請訪問以國，與以色列農業

部及以色列國家公園管理局等相關獸醫防疫官員會談，並參訪

胡拉河谷、迦薩周邊養雞場、耶路撒冷與死海等地。

○ 12 月 26 日至 30 日，瓜地馬拉副總統傅恩德斯（Juan Alfonso 
FUENTES SORIA）伉儷率團訪問我國 5 日。

104.12.27
○ 考試院院長伍錦霖擔任總統特使過境巴黎，前往布吉納法索慶

賀新任總統卡波雷 (Roc Marc Christian KABORE) 就職 。

○ 12 月 27 日至 30 日印尼海外勞工安置保護局長瓦希德（Nusron 
WAHID）訪問我國。 

104.12.28
○ 駐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大使丘高偉與克國外交部長布蘭特利

(Mark BRANTLEY) 共同主持我國援贈 4 輛維安暨禮賓專用車

輛贈交儀式。 
○ 駐捷克代表陸小榮與捷克駐華代表易禮哲 (Václav JILEK) 於捷

克外交部共同簽署「臺捷青年度假打工備忘錄」。 
○ 駐韓國代表石定在首爾代表我立法院頒贈「國會外交榮譽獎

章」予「韓臺國會議員親善協會」會長趙慶泰議員。 
○ 12 月 28 日駐蒙古代表黃國榮拜會蒙古中央選舉委員會委員兼

秘書長 (BOLDSAIKHAN Tseden-Ish)，討論臺蒙中選會合作及

B 秘書長訪臺觀選事。 
○ 12 月 28 日至 29 日我國立彰化師大化學系教授林泱蔚及國立

臺東大學物系教授林自奮，應邀赴阿曼出席在國立蘇丹喀布

斯大學舉行之「第二屆海灣奈米科技論壇」，並發表專題演

講。 
104.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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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駐聖文森大使葛葆萱應邀出席聖國新國會就職典禮觀禮。 
○ 駐巴拉圭大使俞大   出席於巴拉圭總統府舉行之兩國雙邊合作

計畫「我的家園（Che Tapyi）－興建平民住宅計畫」本年第 3
期款捐贈暨合作議事錄簽署儀式，面交象徵性支票予巴拉圭總

統卡提斯（Horacio CARTES），並與相關部長簽署議事錄。

○ 駐巴拉圭大使俞大   與巴拉圭總統卡提斯（Horacio CARTES）

及巴拉圭財政部部長佩納（Santiago PEÑA）共同舉行我資助

巴國政府因應水患災情人道援助款贈交儀式，另與巴拉圭急難

部部長羅阿（Joaquín ROA）於 Granados Park 飯店共同簽署本

案議事錄。 
104.12.30
○ 12 月 30 日駐蒙古代表黃國榮拜會蒙古外交部鄰國司司長嘉納

巴紮爾 (JANABAZAR Tuvdendorj)，晤談臺蒙雙邊關係發展；

同日另拜會烏蘭巴托市副市長恩和曾格勒 (ENKHTSENGEL 
Tseyen) 及 蒙 古 TV5 電 視 臺 總 編 輯 達 姬 伊 瑪 (DAGIIMAA 
E)。 

○ 考試院長伍特使錦霖伉儷於 104 年 12 月 27 日 30 日率團，出

席布吉納法索新任總統卡波雷 (Roch M. C. KABORE) 就職典

禮。 
○ 駐 巴 拉 圭 大 使 俞 大   夫 婦 應 巴 拉 圭 參 議 員 卡 多 佐 (Enzo 

CARDOZO) 之請，赴巴國亞松森「Juan Pablo II 愛滋兒童之家」

捐贈慈善物資。

○ 駐巴拉圭大使俞大    與巴拉圭衛生部部長巴利歐斯（Antonio 
BARRIOS）簽署兩國「醫療資訊管理效能提升計畫」。 

○ 駐海地大使黃再求主持年終記者餐會。 
104.12.31
○ 巴布亞紐幾內亞政府在臺北設置商務代表處。 
○ 「臺義避免雙重課稅協定」經雙方代表處完成換文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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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任駐加拿大代表吳榮泉抵渥京就任。 
○ 駐尼加拉瓜大使莊哲銘與尼加拉瓜合作處長馬蓮可（Arlette 

MARENCO Meza）、 家 庭 經 濟 部 部 長 鍾 瑪 麗（María 
Auxiliadora CHIONG）及農牧科技署署長柯芮雅（María José 
COREA）簽署「尼加拉瓜竹栽培及竹工藝生產效率提升計畫」

執行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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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總統之外交言論摘錄
( 一 ) 談及政府外交政策與成果，總統表示，這些年來，政府以

務實精神為外交找活路，以「尊嚴、自主、務實、靈活」
的原則與世界各國交往，並建立深厚關係，目前給予我國
人免簽證或落地簽證待遇的國家與地區已從他上任前的
54 個增至目前的 140 個；此外，我國也與 13 個國家簽署
青年度假打工協定，讓臺灣與世界各地的青年能加速彼此
交流。在參與國際組織及活動方面，去年我國已 6 度派員
出席「世界衛生大會」（WHA），同時也開始參加「國
際民航組織」（ICAO）及「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UNFCCC）等活動，凡此均足證我國雖失去聯合國代表
權，但政府所採取的「活路外交」政策已展現成果，證明
「活路外交」就是「和平外交」。
　　總統強調，當我們的「活路外交」取代了「烽火外
交」，我對外關係與兩岸關係即形成「良性循環」，不再
是「惡性循環」。
　　總統也提到，他身為中華民國總統，希望我國能在國
際社會上扮演「和平締造者」角色，因此，政府在獲得臺
海和平後，亦開始在其他區域推展和平理念，例如 2012
年 8 月他提出《東海和平倡議》，呼籲各國依據國際法以
和平方式解決東海爭端；其後，於 2013 年 4 月與日本順
利簽署《臺日漁業協議》，解決兩國長達 40 年的漁業糾
紛，讓臺灣漁民能更自由地在這個區域捕獲包括黑鮪魚在
內的高品質魚種。此外，我國也根據「主權無法分割，資
源可以共享」的理念，與菲律賓達成三項海上執法共識，
解決兩國 30 多年來的漁業爭端。
　　總統指出，歐洲議會於 2013 年 3 月 14 日通過的《歐
盟－中國大陸關係報告》中呼應我方「東海和平倡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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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神，而去年 9 月「國際國民外交協會」（People to 
People International, PTPI）也因為我國對東海和平的貢獻，
頒贈他「艾森豪和平獎章」，凡此均顯示我政府推動區域
和平的努力已備受國際肯定。
　　對於我 22 個友邦多次在國際場合中為我國仗義執言，
總統也表達感謝之意，並強調我政府與人民均感念在心，
未來也盼持續與友邦增進情誼，以嘉惠雙方人民。
﹙摘錄自 3 月 12 日馬總統出席駐華使節、代表暨配偶「新
春聯歡晚會」致詞﹚

( 二 ) 針對我國與歐盟近年來的合作成果，總統表示，去年 9 月
與 11 月，我國先後開放西班牙豬肉與法國豬肉及禽肉進
口，並在去年 9 月與今年 3 月，分別與匈牙利和波蘭簽署
《農業合作備忘錄》與《臺波空運協定》。此外，我國去
年 11 月與奥地利所簽署的《青年度假打工聯合聲明》，
已自今（2015）年 1 月 26 日開始實施；與我國簽署《度
假打工計畫》的國家，已從他上任前 2007 年的 2 個，增
加為目前的 13 個。
　　總統強調，我國向來視推動貿易由自化及爭取國際經
貿結盟為重要施政目標，政府除陸續與中國大陸、日本、
紐西蘭及新加坡等主要貿易夥伴簽署經濟合作相關協議，
也與美國恢復《臺美貿易暨投資架構協定》（TIFA）諮商，
目前更積極爭取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及《區
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
　　總統憶及，早在 1992 年底，他到「北大西洋公約組
織」（NATO）位於比利時布魯塞爾的總部演講時，即曾
鼓勵歐洲廠商與臺灣廠商結成策略聯盟，進軍中國大陸廣
大的市場。此外，他在 2006 年以臺北市長身分到布魯塞
爾舉辦招商活動時，也再度倡議臺商與歐商攜手前進中國
大陸，共創新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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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統認為，如今兩岸關係已較 20 年前大幅改善，因
此再度籲請歐盟各會員國政府儘速採取具體行動，促請歐
盟執委會與我國啟動《投資保障協定》與《經濟合作協定》
的協商，以便與《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產
生加乘效果，共享兩岸和平紅利。
　　由於今年適逢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70 週年，以及中華
民國抗戰勝利暨臺灣光復 70 週年，總統也與在場貴賓分
享其觀點以及戰爭中重要的歷史時刻。
　　總統表示，牛津大學教授芮納 ‧ 米德（Rana Mitter）
在其所著的《被遺忘的盟友》一書中，描述二戰期間，我
國在武器裝備相對落後的情況下，牽制 80 萬現代化的日
軍。其中，英軍部隊於 1942 年在緬甸陷入日軍包圍的危
急時刻，我國劉放吾將軍率領新 38 師 113 團解救突圍，
並救出 500 名傳教士及記者，締造了「仁安羌大捷」，其
英勇表現受到我國、美國及英國政府的表彰。
　　總統說，二次世界大戰的慘烈戰況使歐洲各國痛定思
痛，澈底檢討，全力防杜歐陸再度陷入戰爭泥淖；德文
「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即反映德國坦然面對納粹
侵略罪行並深自反省的能力。而西德總理威利 ‧ 布蘭德
（Willy Brandt）在波蘭華沙猶太區起義紀念碑前敬獻花
圈後突然自發下跪、為納粹德國殺害死難者默哀的舉動，
更是二戰後德國與東歐各國改善關係的重要里程碑。歐洲
各國對於史實的認知與反省，相當值得我們參考借鏡。
　　總統並分享歐洲經驗對兩岸關係發展與我國施政方向
的啟發。以《兩德基礎關係條約》（Grundlagenvertrag）
為 例， 東 西 德 雖 承 認 對 方「 治 權 」（authority to 
govern），但仍以「統治高權」（Hoheitsgewalt）的概念
取代「主權」（sovereignty）。總統表示，兩德間所認同
的主張，對海峽兩岸關係的發展深具意義；目前兩岸即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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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互不承認主權，互不否認治權」的立場，雙邊關係得
以和平穩定發展。
　　總統進一步舉例，鑒於二次大戰後，法國與德國的留
學生交換計畫有效促進雙邊友誼，他於上任後也積極推
動開放中國大陸學生來臺相關政策。在臺陸生人數已由
2007 年的 823 人增至去年的 32,900 人，成長 40 倍，兩岸
年輕人因此得以透過交流減少誤解並建立友誼，是奠定兩
岸和平最有效的途徑。此外，他於 2012 年所提出的《東
海和平倡議》，也是受到歐洲北海經驗「主權無法分割、
資源可以共享」的啟發。我與日本因此在 2013 年簽署《臺
日漁業協議》，解決彼此長達 40 多年的漁業糾紛，不僅
增加漁民漁獲量，也有助促進區域的和平穩定。
　　展望未來，總統強調，我國與歐洲各國共享自由、民
主、人權、和平及法治等普世價值，希望日後能持續深化
彼此的瞭解與合作，讓雙方的友誼與交流再創新猷。
﹙摘錄自 5 月 14 日馬總統出席「2015 歐洲日晚宴」致詞﹚

( 三 ) 從我 2008 年上任以來，臺美雙方最高層恢復互信，過去
2 年雙方高層官員更是頻繁互訪。去年 4 月美國環保署麥
卡馨（Gina McCarthy）署長來華訪問，美國國務院經濟
及商業事務助理國務卿芮富金（Charles Rivkin）也正在我
國訪問，而我國則有多位部會首長先後訪問美國，因此臺
美雙方已具有互信的堅實基礎。
　　多年來美國一直忠實履行《臺灣關係法》及與 1982
年 817 公報有關的對我國 6 項保證。我就任 7 年以來，美
國對我國的軍售總額達到 183 億美元，是近 20 年最高的
金額，為前任政府的兩倍。
　　我國亦從美國國會獲得更多支持。上月美國會參、眾
兩院軍事委員會在審議「2016 會計年度國防授權法案」
（NDAA）時，都通過了強化臺美軍事交流的倡議，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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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我國參與「環太平洋軍演」（RIMPAC）及「紅旗」
演習等演訓，進一步提升臺美雙邊安全合作層級。
　　除了堅實的安全合作，臺美雙邊經貿關係在這幾年也
有重大進展。前（2013）年 3 月，在中斷 5 年後，臺美雙
方恢復 1994 年建立、促進貿易與投資事務會談的《貿易
暨投資架構協定》（TIFA）協商，並持續進行雙邊諮商，
先後召開了 12 次工作會議，獲得重要的進展。截至今年
3 月底，我國超越巴西和沙烏地阿拉伯，是美國第 10 大
貿易夥伴，而美國則是我國第 3 大貿易夥伴，名列中國大
陸和日本之後。
　　此外，美國在 2012 年 11 月，將臺灣納入免簽證計畫，
也證明是正確且大受歡迎的政策。在獲得免簽證待遇的
38 個國家中，臺灣是唯一與美國無正式邦交的國家。計
畫施行以來，臺灣造訪美國的人數成長約 20%。我們的國
人不只仰慕美國的歷史與生活方式，也是認真的血拼客，
對縮小貴我兩國間的貿易逆差，做了很大的貢獻。
　　綜合以上所有的發展，我們看到的是最高層互信的增
加，政治、經濟與安全合作更為緊密，顯示過去 7 年來的
臺美關係，可以說是《臺灣關係法》實施 36 年以來最好
的狀態。美國最近兩任國務卿柯琳頓（Hillary Clinton）與
凱瑞（John Kerry），都曾公開肯定「臺灣是美國重要的
安全與經濟夥伴」，他們的評論正是臺美當前雙邊關係最
為適切的總結。
﹙摘錄自 6 月 3 日馬總統與美國史丹福大學視訊會議﹚

( 四 ) 今天非常高興來到外交部，與各位一同回顧與前瞻 7 年來
中華民國推動「活路外交」的政策。回想上次在這裡與大
家談這個話題，是民國 97 年 8 月；我的心情與 7 年前完
全不同，這一次我心裡充滿感慨、感激與感動。
　　民國 97 年之前，兩岸關係長期對立緊張，在國際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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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挖邦交國；當時的政府推動「烽火外交」與外媒所說的
「支票簿外交」，使臺灣被視為「麻煩製造者」，我國在
國際社會的助力越來越少，不僅邦交國數減少、國際形象
也日趨負面， 兩岸關係與對外關係都陷入「惡性循環」。
「活路外交」﹙ viable diplomacy ﹚就是在這種環境中產
生的新外交政策。
　   「活路外交」就是以「務實、尊嚴、自主與靈活」為
原則，以專業與正派的態度辦外交，並以「92 共識」推
動兩岸和解，爭取兩岸關係的改善與國際空間的擴大。我
們以全新的思維，同時處理「兩岸」與「國際」這兩組關
係，找出新的運作模式。這種新模式一方面對兩岸有利，
另一方面也受到國際社會的歡迎，形成良性循環。「活路
外交」另一個重要的改變就是揚棄「烽火外交」或「支票
簿外交」；我們採取的是「正派外交」，強調「目的正當、
過程合法、執行有效」。7 年來，在國際社會我們從過去
所謂的「麻煩製造者」，成功轉變為世人稱道的「和平締
造者」，讓中華民國成為國際社會的資產，而不是負債。
7 年來，「活路外交」締造了不少具體成果。
　　前任政府執政 8 年期間，因為兩岸惡鬥，我國一共與
9 個邦交國斷交；如今，情況已經大幅改善。7 年多來，
我們與所有邦交國的關係都非常穩定，雖然有甘比亞片面
宣布斷交的遺憾，但這是甘國總統個人的決定，不是「活
路外交」造成的結果。我國與友邦的合作計畫，從 97 年
的 167 件大幅增加至 103 年的 480 件，增加了兩倍；各國
高層訪華團也絡繹不絕，我上任到現在已經接見的訪華
團，美國是 336 團，日本是 160 團，歐洲也有 155 團。我
上任到現在，一共出訪 10 次，走遍所有邦交國，有的還
去了兩次，親眼見證了正派外交的成果：我國與邦交國的
合作關係更為深遠廣闊，邦交國人民成為真正的受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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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的援外工作，也獲得國際社會的肯定。許多友邦也在
「世界衛生大會」（WHA）、聯合國大會總辯論及「聯
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UNFCCC ﹚的締約國大會高
階會議等國際場合為我們仗義執言，顯示邦誼穩固友好。
　　從 97 年起，我國連續 7 年出席睽違 38 年的「世界衛
生大會」﹙ WHA ﹚，這是我國自 60 年喪失聯合國代表
權後，第一次以適當名稱﹙ Chinese Taipei ﹚、正式身分
﹙ Official observer ﹚、官方代表﹙代表中華民國）、部
長頭銜﹙ Minister of Health）、平等待遇﹙所有會議皆可
參加﹚、直接聯絡﹙不需經過第三方﹚等方式參加聯合國
專門機構的會議，兼具實質與象徵意義。
　　我民航局長在 102 年也以「國際民航組織」（ICAO）
理事會主席「特邀貴賓」身分，出席睽違 42 年在加拿大
蒙特婁﹙舉辦﹚的 ICAO 大會。
　　此外，我國也在 99 年成功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
﹙ WTO ﹚架構下的《政府採購協定》﹙ GPA ﹚，為我國
廠商開啟了全球政府採購的龐大商機。
　　民國 77 年，全球給我國免簽、落地簽或簽證便利待
遇的國家與地區都沒有超過 54 個。民國 89 年是 54 個，
到了 97 年還是 54 個；我上任到現在，已經擴大到 142 個
﹙下﹙ 7 ﹚月 1 日起是 142 個﹚，增加了 88 個，占國人
常去國家的 98％以上。我國護照的好用，在全球名列前
20 幾名，國人在國際上走路有風。
　　在我上任之前，我國政府在外交上有一些冒進的作
法，對台美關係造成衝擊，因此恢復雙方的高層互信，就
成為我們對美關係的首要任務。
　　我們的原則很簡單：「誠信、低調、有原則、零意外」，
經過 7 年多的密切溝通，當前臺美高層互信已達到 30 多
年來最佳狀態。從民國 100 年以來，總統歐巴馬、國務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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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琳頓﹙ Hillary Clinton ﹚女士、現任國務卿凱瑞﹙ John 
Kerry ﹚，曾先後針對兩國關係發表正面論述，稱我國
是美國「重要的安全及經濟夥伴」（an important security 
and economic partner），而美國國務院亞太副助卿董雲裳
﹙ Susan Thornton ﹚最近更公開重申臺美間「全面、長久
且互惠」的夥伴關係，這不只是論述，也是事實。
　　而臺美關係的改善也跟兩岸關係發展密切相關。今年
以來，美國國務院亞太助卿羅素（Daniel Russel）以及副
助卿董雲裳都強調，臺美關係更趨密切，實在與兩岸關係
的穩定進展息息相關。
　　在這裡我也要再次說明，「活路外交」的成功與兩岸
關係的改善是相輔相成的。我從上任以來，始終堅持在中
華民國憲法架構下，維持臺海不統、不獨、不武」的現狀，
並在「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的基礎上推動兩岸和平發展。
對我們而言，「一中」當然是指「中華民國」，因此我們
不會推動「兩個中國」、「一中一臺」或「臺灣獨立」。
　　目前兩岸正處於隔海分治 66 年以來最為穩定與和平
的狀態，實踐已經證明，這是一條非常正確而且應該持續
下去的政策路線。
　　在這樣的良性循環之下，7 年來美方已對我出售超過
180 億美元軍備，這是以前的政府做不到的；我們在 101
年加入美國「免簽證計畫」﹙ VWP ﹚，是這項計畫中唯
一的非邦交國；102 年，臺美《貿易暨投資架構協定》
﹙ TIFA ﹚恢復對話；我國表達參與「跨太平洋夥伴協定」
﹙ TPP ﹚的意願，國務卿凱瑞也表示歡迎。
　　美國政府高級官員及國會議員來訪絡繹不絕，這幾年
包括環保署長麥卡馨（Gina McCarthy）、國務院經濟暨
商務事務局助理國務卿芮福金（Charles Rivkin），以及包
括美國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羅艾斯 (Ed Royce) 在內的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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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議員，也連續 3 年率團訪問我國。
　　我們可以很確定地說，目前的臺美關係處於兩國斷交
36 年以來最好的階段。不久前，國務院董雲裳副助卿也
這麼說。
　　過去 7 年間，我們與日本關係，也全面改善。臺日雙
方簽訂了 25 項協議，其包括《青年打工度假協議》、《臺
日投資協議》、《臺日漁業協議》、海關、電子商務、專
利及開放天空等。過去 60 年來，我們與日本簽了 58 項協
議，其中就有 43% 是過去 7 年所簽署的，具體反映了這
段時間臺日關係的緊密。
　　98 年我們新設了駐札幌辦事處；99 年，臺 松山與東
京羽田航線開航；100 年 3 月，日本東北大地震，我與內
人也親自上電視節目打電話，參與紅十字會的募款活動，
最後我國捐款總計 200 億日幣，世界第一，並超過其他
93 國總和。那一年，來臺參加建國一百年國慶的國會議
員達 67 人，是歷史新高，前首相麻生太郎，在餐會致詞
時還特別感謝內人與我電話募款。《臺日投資協議》與《開
放天空協議》，也都是在 100 年簽署。這些都是「臺日特
別夥伴關係」的具體展現；現階段的臺日關係，確實是兩
國斷交後 43 年來最佳時期。
　　我在 101 年 8 月曾經提出「東海和平倡議」，強調「主
權無法分割、資源可以共享」的理念，呼籲東海各方以和
平的方式依照國際法來解決爭端。而這項主張也在我國與
日本 102 年 4 月所簽署的「臺日漁業協議」當中具體落實，
解決了 40 年的漁業糾紛，做到「主權沒退步，漁權大進
步」。
　　延續「東海和平倡議」的成功經驗，我在上個月 26
日，正式提出「南海和平倡議」，希望緩和目前南海的緊
張情勢，和平解決南海爭議。美國國務院在這項倡議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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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也立即表示美國的讚賞。這個月 12 日，我也以中
華民國總統的身分，在美國《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發表關於「南海和平倡議」的專文。這些努力，
都是為了讓中華民國在國際上成功扮演「和平締造者」及
「負責任的利害關係者」的建設性角色。 希望全體外交
同仁，特別是駐外館處，加強向國際社會闡述「南海和平
倡議」的理念，希望大家把這項工作列為優先推動的目
標。
　　歐洲地區共 69 個國家、地區及海外屬地給我國免簽
證待遇，是 7 年來成長的主力。此外，過去 7 年，歐盟及
歐洲議會發布及通過的友我聲明及決議案計 25 案。而我
與英國於 102 年 10 月就「林克穎案」簽署的《臺英特別
引渡備忘錄》，是我國與無邦交國簽署引渡文件的首例。
過去 7 年來，我們也持續與東協國家洽簽雙邊協定，共新
增 17 件，並召開雙邊部長級會議。
　 　102 年，我國與紐西蘭簽署《臺紐經濟合作協定》
﹙ ANZTEC ﹚，也與新加坡簽署《臺星經濟夥伴協定》
﹙ ASTEP ﹚，這兩項協定非常重要，是我國推動雙邊自
由貿易協定的重要進展，因為這兩個國家不僅是已開發國
家、亞太國家，還是無邦交國家，都是突破過去困境的重
要里程碑，以上歐、亞地區的新發展，在我國外交史上，
也都是空前的。 
　　回顧過去 7 年，儘管面對許多困難與挑戰，我國「活
路外交」的成果仍然十分豐碩，除以上所說的之外，還有
許許多多的成就難以一一詳述。這幾年來，很多民眾肯定
政府爭取更多國家給我們免簽或落地簽待遇，讓國人出國
旅行更加便利。也有許多外國友人讚揚我國政府提出和平
倡議、積極參與人道援助的作為。聽到這些話，知道政府
的作為讓民眾有感，獲得民眾肯定，也讓臺灣在國際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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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更多尊重與尊嚴，我感到非常欣慰。
　　再次走進外交部，看到大家為國家、為人民打拚出這
麼多有感的外交成果，我的心中充滿了感激。我們一起奮
鬥了 7 年，共同見證國家在國際場域的改變，也非常瞭解
今天我到外交部來，就是要來向各位說聲「謝謝」，謝謝
你們日夜不懈的堅持與努力。
　　我也期許大家堅持既定政策，用心維護難得的成果，
讓「活路外交」能夠永續發展，繼續為我們開創新局，讓
中華民國在國際上永遠受人尊敬，讓人感動。謝謝大家！
﹙摘錄自 6 月 24 日馬總統視察外交部致詞﹚

( 五 ) 今年 7 月 7 日，我國外交部也發布了《中華民國對南海問
題之立場聲明》，表達「無論就歷史、地理及國際法而言，
南沙群島、西沙群島、中沙群島、東沙群島及其周遭海域
係屬中華民國固有領土及海域，中華民國享有國際法上的
權利，不容置疑。」但我國願意擱置主權爭議，與聲索各
方協商共同開發資源。
        另外，從歷史上來看，抗戰勝利後第二年，也就是
1946 年，我國即依 《日本降書》等相關國際法文件，收
回南海諸島礁的主權，並派遣海軍及內政部人員逐島進行
測繪及立碑等工作。其中「太平島」﹙ Itu Aba Island ﹚
是南沙群島最大的自然生成島嶼，也是唯一擁有淡水的島
嶼，日產淡水 65 公噸，可供洗滌及炊事之用，足以維持
人類居住並能維持其自身的經濟生活
，完全符合《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 121 條關於島嶼
（island）的要件，享有《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所規定的
海洋權利。近 60 年來，我國持續在「太平島」派駐人員，
也是中華民國在太平島及其周邊行使主權的明證。
        今天這場論壇正好在 8 月 5 日舉行，非常有意義，因
為今天是《中日和約》生效的 63 週年。1952 年 4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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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簽訂，8 月 5 日生效的中日和約，連同 1943 年《開羅
宣言》、1945 年 7 月《波茨坦公告》與同年 9 月《日本
降書》，共同構成了中華民國光復並接收臺灣的法律基
礎。而近日國內有關釣魚臺主權的爭論，其實在《中日和
約》當中，也可以找到解答。以下，就讓我就歷史、地理、
地質與國際法的角度，向各位簡報我國的立場。
        第一、在歷史方面，中國人最早發現並使用釣魚臺列
嶼，在 1403 年 ( 明朝永樂元年 )《順風相送》書中即有記
載；1562 年明朝更把釣魚臺列入東南海防系統。1683 年，
釣魚臺列嶼隨臺灣納入清朝版圖。
        從 1722 年到 1872 年，有許多官書都有「山後大洋北，
有山名釣魚臺，可泊大船十餘」這樣的記載，顯示當時清
廷早已經有效統治該地，有些記載還提到有水師巡邏，絕
非日本所稱的「無主地」。
        第二、在地理方面，釣魚臺列嶼距基隆 102 海里，距
那霸 230 海里。釣魚臺與臺灣屬同一季風走廊與黑潮路
線，從臺灣到釣魚臺既順風又順流，從琉球則逆風又逆
流，因此成為臺灣東北部漁民傳統魚場。即使在日據時
期，日本政府都將釣魚臺漁場劃歸臺灣，而非琉球。
        第三、在地質方面，釣魚臺列嶼處在東海大陸礁層邊
緣，是臺灣北部大屯山、觀音山脈延伸入海底的凸出部
分，與臺灣在地質上一脈相承，周邊水深在 200 公尺內，
但往南約 10 海里處，水深則突達 1,000 至 2,717 公尺，地
質學上稱為「沖繩海槽」﹙ Okinawa Trough ﹚，形成臺
灣與琉球的天然疆界。在明清兩朝間約 3、4 百年，均派
遣特使冊封琉球王，而每次冊封都會作成「使琉球錄」。
這些「使琉球錄」中記載，通過沖繩海槽後，即到達琉球
宮古島，進入琉球國界，而釣魚臺在這些文件中則被稱為
「中外之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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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在國際法方面，日本曾經聲稱釣魚臺是國際法
上的「無主地」，而他們是「先占」，但是事實上， 他
們是秘密兼併清朝已統治 200 多年的領土。早在 1683 年
臺灣成為清朝的一部分，釣魚臺也納入後來的噶瑪蘭廳。
        已經解密的日本《明治 18 年外交文書》顯示，1885
年沖繩縣令西村捨三奉命秘密到釣魚臺勘察，並設立日本
的國標。但西村在勘查以後回報：釣魚臺早由中國命名，
使用多年並見諸史冊，此史冊係指《中山傳信錄》，因此，
樹立國標恐未妥善。當年 9 月 6 日更有上海《申報》報導
「臺島警信」，指出日本可能占據釣魚臺而促清廷注意。
日本外務卿井上馨在考慮後決定暫緩樹立國標，以極密函
件《親展第三十八號》回覆西村，「當以俟諸他日為宜」，
並下令不公開此事，之後也沒再調查。
        1894年7月甲午戰爭爆發，清廷大敗，時機終於成熟。
日本在隔年 1 月以內閣決議秘密兼併釣魚臺，由於釣魚臺
既非無主地，當時兼併的公文亦未對外公開，外界及清廷
根本不知道，所以這個行動在國際法上是「自始無效」的。
        三個月後，1895 年 4 月，中日簽訂《馬關條約》，
第二條明定割讓「臺灣全島及所有附屬各島嶼」，釣魚臺
乃隨著臺灣歸屬日本，至 1900 年左右，日本將釣魚臺劃
入沖繩並更名「尖閣諸島」。《馬關條約》成為日本統治
臺灣及臺灣屬島釣魚臺 50 年唯一的法律依據。
        1941 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我國對日宣戰並廢止《馬
關條約》。1943 年中、美、英三國領袖公布《開羅宣言》，
明定「日本所竊取於中國之領土，例如東北四省、臺灣、
澎湖群島，歸還中華民國」。1945 年 7 月《波茨坦公告》
也規定：「開羅宣言之條件必須實施」，同年 9 月簽署的
《日本降書》中，日本更表明接受《波茨坦公告》。
        這三項歷史文件相互連結，並收入美、日政府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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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約彙編，即政府承認這些文件具有條約效力。更重要的
是，聯合國出版的《聯合國條約集》也收入《日本降書》，
證明此文件具國際法效力。
        抗戰勝利後國共內戰爆發，國共雙方都沒被邀請參加
舊金山和會，但 1951 年《舊金山和約》第 26 條特別授權
未參加和會的參戰國與日本另訂和約。1952 年 4 月 28 日
《舊金山和約》生效前，中華民國與日本在臺北簽訂《中
日和約》與《照會第一號》，做為《舊金山和約》的延伸，
並在同年 8 月 5 日生效。
       《中日和約》第二條規定日本放棄對臺灣及澎湖列島
主權；第四條日本承認馬關條約因戰爭結果而歸於無效；
第十條確認臺澎地區人民具有中華民國國籍。《照會第一
號》也確認臺灣、澎湖為中華民國領土。因此，釣魚臺列
嶼主權已經在 1945 年 10 月 25 日和臺灣一起歸還中華民
國，並經過 1952 年《中日和約》的確認。
        此外，1971 年 5 月美國與日本簽署《沖繩歸還條約》
前曾經照會我國，強調僅交還釣魚臺「行政權」給日本，
並非「主權」，此交還行動不影響我國對釣魚臺的主權立
場。
        1971 年 12 月我國政府將釣魚臺列嶼劃歸宜蘭縣頭城
鎮大溪里；1997 年 7 月李登輝總統為宣示主權，將釣魚
臺 6.1636 平方公里面積計入宜蘭全縣面積；1999 年李登
輝總統更將釣魚臺納入我國首度公布之領海系統之中。
        在已經有這麼多證據支持中華民國擁有臺灣和釣魚臺
主權的情況下，國內還有極少數人，只用片面的角度解讀
《舊金山和約》，並忽略其他鐵證如山的史實，硬要說臺
灣和釣魚臺的主權身分不明。我身為中華民國總統，是絕
對不能接受的，因此我也在今年 8 月 3 日投書《中國時
報》，說明我國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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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中華民國對日抗戰勝利，以及二次世界大戰結
束的 70 週年。在這個富有歷史意義的時刻，我希望各方
能認真回顧歷史，展望未來，珍惜東亞得來不易的和平與
繁榮。
        中華民國非常盼望能藉由創造東海和平的成功經驗，
持續實踐「東海和平倡議」，並且邀請各國支持「南海和
平倡議」，呼籲亞太各國以和平方式處理爭端，共同追求
區域永續的和平與繁榮。
﹙摘錄自8月5日馬總統出席「2015年東亞海域和平論壇」
致詞﹚

( 六 ) 臺灣與歐盟經貿關係十分緊密，歐盟為我國第 5 大貿易夥
伴，臺灣則為歐盟在亞洲第 7 大貿易夥伴及全球第 19 大
貿易夥伴，去年雙邊貿易總額達 509 億美元，較上年同期
增加 3.7%。歐盟同時為我國最大累計外資來源，到去年
底投資總額逾 330 億美元。
　　近年臺歐盟經貿投資往來熱絡，如德國默克集團
（Merck）於 2013 年在臺成立亞洲第一座新技術研發暨
應用中心；去年英商安謀國際科技（ARM）在臺設立亞
洲第一個 CPU 設計中心；臺灣也在今（2015）年 5 月正
式加入「企業歐洲網絡」（Enterprise Europe Network，
EEN），為臺歐中小企業結盟合作邁入新紀元。
　　我也要藉此機會感謝歐洲議會在 2013 年 10 月 9 日通
過《臺歐盟經貿關係決議案》，籲請歐盟執委會就《投資
保障及市場進入協定》與我國展開談判。歐盟與中國大陸
投資協定啟談已近兩年，策略上而言，現在就是歐盟與臺
灣平行啟動《雙邊投資協定》（BIA）談判的最佳時機。
　　我要藉此機會再度籲請歐盟儘速與我國啟談 BIA，以
便與《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產生加乘效果，
共享兩岸和平紅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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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上任以來，積極推動「活路外交」，穩定及強化我
與邦交國關係，提升與無邦交國家實質關係，並擴大國際
參與，讓國際社會認知臺灣為「負責任的利害關係者」，
也是「和平的締造者」與「人道援助提供者」。經過 7 年
來的努力，臺灣在國際參與已有具體成果，如 2009 年加
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政府採購協定》；並連
續 7 年獲「世界衛生組織」（WHO）邀請以觀察員身分
參加「世界衛生大會」（WHA）；2013 年我民航局長也
以特別貴賓身分獲邀出席「國際民航組織」（ICAO）第
38 屆大會。
　　臺灣雖非《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
的簽約國，仍於 2009 年主動提出溫室氣體排放減量承諾，
並推動《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立法，已在今年 6 月完
成立法，明訂我國 2050 年長期減量目標，以與世界各國
合作，共同因應氣候變遷。
　　我也要藉此機會感謝歐盟一向支持我有意義參與國際
組織，也希望歐洲議會能持續通過決議案支持我有意義參
與 UNFCCC、ICAO 及 WHO 等關乎全球性合作、因應全
球化的國際組織、公約或機制。
　　歐盟在過去 60 餘年間，化干戈為玉帛，積極促進歐
洲的和平、和解、民主與人權，因此於 2012 年獲得諾貝
爾和平獎的殊榮。我要在此公開說明，諾貝爾和平獎頒給
歐盟，可以說是實至名歸，我個人非常支持。
　　臺灣與歐盟共享自由、民主、法治、人權等普世價值，
我願與歐盟及其會員國共同努力，強化臺歐盟關係，使我
國與歐盟的夥伴關係更趨緊密堅實，臺灣也將繼續扮演和
平締造者的角色，與亞太國家共同維護區域和平及穩定。
﹙摘錄自 9 月 29 日馬總統與歐洲議會議員進行視訊會議﹚

( 七 ) 在國際關係方面，我們 7 年多來努力扮演「和平締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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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人道援助者」的角色，也開花結果。我們先後在 101
年與今年提出「東海和平倡議」與「南海和平倡議」，與
日本簽訂《臺日漁業協議》，有效解決 40 年的釣魚臺漁
業糾紛，達成「主權未讓步、漁權大進步」的目標；同時，
我們與菲律賓也達成海上和平執法、事前通報、儘速釋放
等共識。從海地到日本，從菲律賓到敘利亞、從西非到加
勒比海、從尼泊爾到薩爾瓦多，從伊拉克到瓜地馬拉，我
們提供各種救援物資、捐款或服務，哪裡有大災難，我們
的人道援助就送到哪裡，這都讓受惠國人民感念在心，也
讓國際社會刮目相看。
　　各位鄉親父老，7 年來國際環境變得友善，兩岸關係
的改善是主要因素，臺美關係的提升就是見證。兩岸之
間，不再進行惡性競爭，擺脫了「支票簿外交」等負面的
國際觀感。這是因為我們以創新的思維，同時處理「兩
岸」與「國際」這兩組關係，創造出了一套嶄新的「活路
外交」。兩岸關係越平穩，我們越有條件推動「目的正當、
過程合法、執行有效」的援外政策，受到國際社會的尊敬
與讚許也越多，這是一個互惠雙贏的良性循環。
　　我國已經連續 7 次以適當名稱、正式身分、部長層級、
平等待遇、直接聯絡等方式，參加睽違 38 年的「世界衛
生大會」；我們也參加了睽違 42 年的「國際民航組織」
大會，加入了世貿組織架構下的《政府採購協定》，這都
是過去未能做到的。民國 99 年，我們與大陸簽署了《兩
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100 年至今，我們與日本簽訂《投
資保障與促進協議》等 25 個協議；102 年 3 月，我國與
美國恢復在《貿易暨投資架構協定》之下的協商；7 月與
紐西蘭簽訂《臺紐經濟合作協定》，11月與新加坡簽訂《臺
星經濟夥伴協定》，這些發展，每一項都是突破。未來，
我們還要加入剛剛完成談判的《跨太平洋夥伴協定》，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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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加速參與區域經濟整合。
　　7 年來，中華民國的國際形象變好了，我國觀光客更
受到世界各國的歡迎。從民國 86 年到我上任前的 96 年，
全球只有 54 個國家與地區，給予我國人民免簽證、落地
簽證或簽證便利，而現在已經擴大到 153 個，增加了 99
個，這是空前的成長；境外旅客也更喜歡來臺灣，去年已
經達到 991 萬人，是我上任前的 2.6 倍，成長率全球第二，
創造超過 4,000 億臺幣的觀光收入。這些也是前所未有的。
七年前，兩岸關係與國際關係彼此原是惡性循環，我們把
它扭轉為良性循環！現在，臺灣多數人要維持的是什麼樣
的現狀？就是這個良性循環的「現狀」！
﹙摘錄自 10 月 10 日馬總統國慶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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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政院長外交言論摘錄
( 一 ) 固若磐石的國防戰力，不僅是維護國家主權及人民自由生

活  的重要基礎，更是兩岸關係朝正向發展的堅實後盾。
政府將持續推動國防轉型與兵力整建，積極研製及籌購重
要武器裝備；完備募兵制配套，吸引青年從軍；精進部隊
演訓，建立國防自主，以確保國家安全。 

在外交方面，政府將繼續鞏固邦誼及深化與無邦交國
家實質關係，並全力拓展國際空間及擴大國際參與。積極
爭取參與「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UNFCCC ﹚，
並強化我在「世界衛生組織」﹙ WHO ﹚及「國際民航組
織」﹙ ICAO ﹚等聯合國轄下專門機構的實質參與，提升
國際形象及能見度。 

臺灣是典型的海島型經濟，經濟自由化是我們不能
迴避的議題，臺灣不可能自我封閉。為了融入區域經濟整
合，創造參與「跨太平洋夥伴協定」﹙ TPP ﹚及「區域
全面經濟夥伴協定」﹙ RCEP ﹚的有利條件，政府將繼續
與重要貿易夥伴洽簽經濟合作協定﹙ ECA ﹚或自由貿易
協定﹙ FTA ﹚。 

在兩岸關係方面，過去 6 年多來，政府秉持「以臺灣
為主，對人民有利」的原則，推動兩岸制度化協商與各項
交流，迄今雙方已簽署多項協議與共識，涵蓋經貿合作、
打擊犯罪、食品安全，並實現兩岸行政事務首長互訪，以
推升兩岸的良性互動發展。未來兩岸間的互動，在不妨礙
協商談判進行的情形下，過程要儘可能透明；並在兼顧國
家整體利益、降低產業衝擊及公平分配等原則的目標下，
使中小企業及基層民眾獲得更多照顧；而對可能受到衝擊
的產業，也要儘可能做好事前因應的準備，以及事後彌補
與緩和的工作，讓國家與整體社會利益最大化，個人權益
衝擊最小化。為了面對全球化挑戰與區域經濟快速整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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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勢，避免臺灣的對外重大經濟關係停滯不前，亟需在經
濟自由化以及兩岸協商談判的互動原則與方式上建立共識
並確立相關規範，以作為施政依據。

    ﹙摘錄自 2 月 24 日毛院長立法院第 8 屆第 7 會期施政口頭報告﹚

( 二 )   1. 賡續推動活路外交、維護中華民國主權，提升我國際
地位， 深化我與邦交國關係，提升我與無邦交國家
實質關係，爭取國際社會支持，創造友我之國際環
境。 

2. 推動與主要貿 夥伴洽簽自由貿 協定﹙ FTA ﹚或經
濟合作協定﹙ ECA ﹚，積極爭取加入「跨太平洋
夥伴協定」﹙ TPP ﹚及「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
﹙ RCEP ﹚等區域經濟整合機制，

 強化我國全球貿 競爭力。 
3. 維護我國在已加入之國際組織會籍與權益，強化實

質參與；爭取參與「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 UNFCCC ﹚， 並 擴 大 參 與「 世 界 衛 生 組 織 」
﹙ WHO ﹚及「國際民航﹙ ICAO ﹚。

4. 結合政府與民間力量、資源與經驗，強化國際人道援
助及參與國際間重要非政府組織﹙ INGO ﹚活動，
扮演人道援助提供者角色。

5. 持續加強護照安全管理、積極爭取主要國家或地區予
我國人免簽證或提升簽證待遇，並加強旅外國人急
難救助措施。

6. 善用我經濟與文化領域軟實力，擴大公眾外交層面，
加強青年國際文化交流，推動我國青年與國際接軌，
爭取更多國家與我簽訂度假打工協議。

7. 掌握媒體傳播潮流，運用創意，持續強化國際文宣內
涵及作為，向國際社會傳達政府重要政策，並塑造
優質國家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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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錄自 3 月 26 日行政院第 3441 次會議通過之行政院
105 年度施政方針﹚

( 三 ) 精實的國防戰力，是確保臺海和平穩定的關鍵，更是國家
安全、社會安定的基石。我們將持續推動國防轉型，打造
現代化科技部隊，鞏固國防戰力；並完備募兵制配套，以
吸引青年從軍，使國家人力資源獲得更有效的運用。

在兩岸關係方面，政府秉持「以臺灣為主，對人民有
利」的原則，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推動制度化協商與
交流，過去 7 年多來雙方已簽署多項協議與共識，並實現
兩岸行政事務首長互訪。我們希望「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
訂定協議處理及監督條例」草案能儘速完成立法程序，以
回應各界對於兩岸協議監督法制化的訴求，並加速「海峽
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後續協商，健全兩岸
交流與經貿發展。

政府將繼續推動活路外交，積極拓展國際空間並擴大
國際參與。繼 102 年我與紐西蘭、新加坡簽署經濟合作協
定（ECA）後，政府將持續與重要貿易夥伴洽簽 ECA 或
自由貿易協定（FTA），創造參與「跨太平洋夥伴協定」
（TPP）及「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的有利
條件。這些貿易夥伴協定的協商與簽署，對我國未來出口
拓展與產業發展，具有決定性影響力。此外，目前國人
可享免簽及落地簽證便利待遇的國家及地區已增加為 148
個。在國際參與方面，今年將持續以觀察員身分參加世界
衛生大會（WHA），並將務實深化參與「世界貿易組織」
（WTO），積極爭取參與「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UNFCCC），並結合民間力量參與國際災害防治與人道
救援工作，以持續提升我國形象與國際地位。

      ﹙摘錄自 9 月 25 日毛院長立法院第 8 屆第 8 期施政口頭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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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外交部長外交言論摘錄
( 一 ) 當前外交政策與主要成果

 1. 強化與邦交國各項交流與合作
(1) 加強高層邀訪以深化邦誼

上年 10 月迄今，友邦元首及高層政要包括巴拉圭共和
國總統卡提斯（Horacio Cartes）、馬紹爾群島共和國
總統羅亞克（Christopher J. Loeak）伉儷、諾魯共和國
總統瓦卡（Baron Divavesi Waqa）伉儷、吐瓦魯國總
督依塔雷理（Iakoba Taeia Italeli）伉儷、宏都拉斯共
和國副總統艾蕾拉﹙ Lorena Enriqueta Herrera Estévez 
de Enamorada ﹚暨夫婿、吐瓦魯國總理索本嘉﹙ Enele 
Sosene Sopoaga ﹚伉儷、巴拿馬共和國第一夫人羅蕾
娜女士﹙ Lorena Castillo de Varela ﹚、尼加拉瓜共和
國國會議長努內斯﹙ Santos René Núñez Téllez ﹚、
瓜地馬拉共和國國會議長克雷斯伯﹙ Arístides Crespo 
Villegas ﹚、薩爾瓦多共和國馬丁內斯﹙ Hugo Roger 
Martínez Bonilla ﹚、聖文森外交、外貿、商業暨資訊
科技部長龔沙福﹙ Camillo M. Gonsalves ﹚伉儷、聖
露西亞外交、國際貿易暨民航部部長包提斯﹙ Alva 
Baptiste ﹚等相繼率團來訪，對增進相互瞭解及促進邦
誼甚具助益。

 (2) 援外工作制度化，嘉惠友邦人民
A. 本部賡續落實援外工作三原則：依據「目的正當、

過程合法、執行有效」之援外三原則及「巴黎援助
成效宣言」之理念，協助友邦民生基礎建設、國家
生存發展，改善當地醫衛教育水準及提升人民生活
品質。至本年 1 月止，我國派駐友邦之技術團、醫
療團、工業服務團及投資貿易團等共 16 團，派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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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 位專家、技術人員及計畫經理，執行包括農藝、
漁業、園藝、畜牧、手工藝、醫療、水利、農機、
交通、資通訊、工業服務及貿易投資等 89 項合作
計畫，分布於亞太、亞西、非洲、加勒比海、中美
洲及南美洲地區之 31 國，嘉惠友邦人民。

B. 提升透明度：本部另運用「政府開發援助﹙ ODA ﹚
資料庫」彙整全國援外統計資料，相關資料均通報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並刻撰擬「國
際合作發展事務 103 年度報告」，將於本年 4 月呈
報行政院轉送大院備查，進一步提升我援外工作透
明度。

(3) 與邦交國間之雙邊互動情形
A. 與亞太友邦整體互動情勢目前我與亞太友邦間雙邊

援助計畫以醫療合作、漁業合作、職業訓練、糧食
安全、潔淨能源及文化交流等 6 項領域之合作計畫
為主；太平洋 6 友邦向積極支持我參與「世界衛生
大會」﹙ WHA ﹚等國際組織。我與太平洋 6 友邦
之邦誼穩固，6 友邦總統、總理級政要皆曾於 103
年訪華，有助增進邦交國對我國近況之瞭解，並使
我邦交國更深入瞭解我國對邦交國援贈、援建之誠
意與努力。此外，我並與美國「東西中心」﹙ East-
West Center ﹚合辦「太平洋島國青年領袖培訓計
畫」﹙ PILP ﹚，規劃於 5 年內培訓 125 名太平洋
島國青年領袖之領導統御及政府治理才能，並促進
彼等對我政經發展之認識。上年計有來自 13 國 26
位學員參訓，此計畫為我國、美國與太平洋島國間
之三邊合作關係建立良好典範。

B. 與歐洲友邦整體互動情勢
a. 我與教廷建交迄今已 73 年，雙方關係持續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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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發展，我政要及教廷高階神職人員互訪密
切，本人於上年 10 月擔任總統特使出席先教
宗保祿六世列真福品典禮，獲教廷高度禮遇與
接待。

b. 我響應教宗慈愛呼籲，積極參加教廷舉辦之國
際活動，上年 10 月分別捐贈 10 萬歐元協助伊
拉克北部難民及捐贈 2 萬歐元協助西非伊波拉
疫情災民，持續增進與教廷之和平人道慈善夥
伴關係。馬總統並於本年 2 月致函教宗方濟各
﹙ Pope Francis ﹚，響應教宗「2015 年世界和
平日」文告，除說明中華民國身為國際社會一
份子，善盡「人道援助提供者」角色等多項努
力成果，並期盼與教廷及世人共同努力，早日
實現友愛與和平之大同世界。

C. 與拉美友邦整體互動情勢
我與拉美地區 12 友邦關係穩固友好，雙方高層互
訪頻繁。我國持續推動改善友邦交通、治安、農漁
業、醫療衛生、飲水、災害防治、觀光、職訓、綠
色能源等合作計畫，嘉惠此區域友邦民眾，受到友
邦朝野肯定。此外，我透過「合作混合委員會外長
會議」機制及「中美洲經濟整合銀行」體系，挹注
合作資源及融資，參與中美洲統合區域型計畫，成
果斐然。另我協助邦交國開拓臺灣及亞太市場，以
促進其經濟發展，並持續對友邦提供人道援助。未
來將持續推動與 12 友邦間之雙邊高層互訪，並洽
請友邦支持我參與國際組織及會議。
我加勒比海邦交國聖露西亞於本年 2 月宣布將在華
成立大使館，係聖露西亞在亞洲地區開設的第一個
大使館，外交部表示歡迎並將提供必要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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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與非洲友邦整體互動情勢
我在非洲計有布吉納法索、聖多美普林西比及史瓦
濟蘭等 3 友邦，我與此 3 國關係穩固，在政治、經
貿、科技、教育、文化及醫療衛生等方面之雙邊合
作及交流上，不斷深化與廣化，人員交流往來頻繁；
我持續提供各類獎學金，協助友邦培訓人才，3 友
邦亦堅定支持我參與聯合國專門機構並適時為我執
言。

2. 深化與無邦交國實質關係
(1) 與美國關係

A. 美國歐巴馬總統公開發表友我言論，並重申對我承
諾：

a. 美國總統歐巴馬於上年 11 月 12 日結束赴中國
大陸國是訪問之聯合記者會上表示，「美方將
信守以美『中』三公報及『臺灣關係法』為基
礎的『一個中國』政策，鼓勵海峽兩岸建立聯
繫、降低緊張，並於相互尊重及尊嚴之基礎上
推動合作，蓋此舉對兩岸、區域及美國均屬有
利」。

b. 歐巴馬總統繼於上年 11 月 15 日在澳洲昆士蘭
大學演講中公開盛讚我國民主發展，稱「日本、
臺灣及南韓均已建立生氣蓬勃之民主﹙ thriving 
democracies ﹚」。

B. 臺美於亞太經濟合作會議﹙ APEC ﹚場域進行雙
邊對話：美國務卿凱瑞﹙ John Kerry ﹚與我出席
APEC 領袖代表蕭前副總統萬長，於上年 11 月 8
日北京 APEC 部長級會議後舉行雙邊會談。美方並
由美國在臺協會臺北辦事處﹙ AIT/T ﹚於 11 月 14
日針對「蕭凱會」發表正面聲明，肯定臺美經貿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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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人民交流、重申美國對臺灣關係法之承諾及再
度歡迎我表達加入 TPP 之意願。

C. 臺美深化實質合作，美方公開視我為重要夥伴：
a. 美方公開肯定我共同防制伊波拉疫情之義舉：

臺美針對伊波拉疫情在醫療訓練及抗疫資訊上
保持密切交流。AIT/T處長馬啟思﹙Christopher 
Marut ﹚於我捐贈 10 萬件個人防疫裝備之捐贈
儀式上，公開發表聲明肯定我國義舉；我並於
上年 12 月 4 日捐贈 100 萬美元予美國「疾管
局基金會」﹙ CDC Foundation ﹚以共同防制
伊波拉疫情。

b. 美國務院亞太助卿﹙ Daniel Russel ﹚本年 1
月 13 日於紐約發表演說時，公開稱我為夥伴
﹙ parter ﹚，並指出臺灣係美國第 10 大貿易夥
伴，亦係一在美國安全支持下達致經濟繁榮之
絕佳典範﹙ great example ﹚。

D. 美國會通過友我法案，支持美對我軍售：
a. 美國聯邦參眾兩院通過「2014 年闡明臺灣關係

法及海軍艦艇移轉法案」：美國聯邦參議院於
上年 12 月 4 日晚間以「一致同意」方式通過
參院第 1683 號法案，同意授權美國總統移轉 4
艘派里級防艦予我國；眾議院於 12 月 11 日以
口頭無異議方式通過；嗣經美國歐巴馬總總於
12 月 18 日簽字成為美國法律。

b. 美聯邦參眾兩院通過「2015 會計年度國防授權
法案」，法案中並納入下列三項正面友我文字：
①重申「臺灣關係法」為臺美關係之基石；
②要求美國防部就臺灣自我防衛能力提交報

告，內容應包括中國大陸及臺灣在臺灣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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峽周圍區域之海面下及海面上作戰能力；
③申明美國應協助提升臺灣海軍之能力，且

應提供機會予中國大陸及臺灣參加 Pacific 
Partnership、Pacific Angel 及「環太平洋軍
演」﹙ RIMPAC ﹚等多邊演習中關於人道
援助及災難救濟之部份。
該法案係美國會首次立法支持我國參與有
關軍事安全之多邊機制，凸顯美國會對我
軍事安全議題之支持與重視已由雙邊拓展
至多邊領域。

E. 美公開歡迎我表達加入 TPP 之意願，並強調我在
美「向亞洲再平衡」政策之重要性：

a. 美國務卿凱瑞與我出席 APEC 年會蕭領袖代表
萬長於舉行雙邊會談期間曾表示樂見臺灣有意
加入 TPP。

b. 國務院經濟暨商業事務局首席副助卿唐偉康
﹙ Kurt Tong ﹚上年 11 月 22 日訪華演講時指
出，美國歡迎臺灣有意在未來擇時加入 TPP，
並盼就此與我共同研究。

c. 經全美各館處戮力推動，迄至本年 1 月計有 24
州、3 屬地之參、眾議會及中西部州議會年會
通過共 33 項 TPP 友我決議，有效營造我案友
我氛圍。

F. 新 版「 特 權、 免 稅 暨 豁 免 協 定 」 之 實 施： 臺
美 於 2013 年 簽 署 新 版「 特 權、 免 稅 暨 豁 免 協
定 」 ﹙ Agreement on Privileges, Exemptions and 
Immunities ﹚，為雙方派駐人員提供更合理且適當
之法律保障，我駐美國代表處及辦事處近期亦依據
前述協定獲美國務院核發新式車牌，此除有助於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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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強化我駐美各處及人員執行職務之功能，
亦有助於美國各地執法人員辨識。

G. 推動我與美國駕照相互承認：本部自 102 年起已洽
獲美國 9 州與我相互承認駕照，目前並積極推動美
其他各州與我簽署該協定，已提升國人赴美旅行便
利。

H. 美 國 政 要 訪 華 頻 密： 自 上 年 10 月 至 本 年 1 月
間 美 國 政 界 人 士 計 有 44 團 283 人 次 訪 華， 包
括美國聯邦眾議員國會臺灣連線共同主席迪馬
里 ﹙ Mario Diaz-Balartz ﹚、 美 國 前 勞 工 部 長
趙 小 蘭 ﹙ Elaine Chao ﹚、 路 易 斯 安 那 州 州 長
﹙ Piyush Bobby Jindal ﹚、 印 第 安 那 州 副 州 長
﹙ Sue Ellspermann ﹚、 夏 威 夷 州 州 長 艾 伯 康
﹙ Neil Abercrombie ﹚、國務院經濟暨商業事務局
首席副助卿唐偉康、美國國防部前政策次長傅洛
依﹙ Michele Flournoy ﹚及關島副總督提諾瑞歐
﹙ Ray Tenorio ﹚、美國國務院海洋及漁業事務副
助卿 David Balton 大使訪華團等。

(2) 與歐盟關係
我國採多面向、多層次與多管道策略深化及廣化與歐
盟及其會員國關係，雙方在制度化雙邊諮商﹙對話﹚
架構下進行各項合作，臺歐﹙盟﹚關係穩定提升。
A. 持續推動與歐盟洽簽雙邊投資協議﹙ BIA ﹚及經

濟合作協議﹙ ECA ﹚：
歐洲議會自 100 年起連續 3 年通過歐盟執行共同外
交暨安全政策﹙ CFSP ﹚年度報告決議案，支持臺
歐盟簽署 ECA，並於 102 年通過「臺歐盟經貿關
係」決議案，向歐盟執委會明確表達歐洲議會支持
歐盟儘速與我簽署 BIA。新屆歐盟執委會已於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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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 日上任，歐盟貿易執委 Cecil ia Malmström
曾公開對外表達與我簽 BIA 之立場，是歐盟迄今
最為明確之政策聲明。

B. 與歐盟及其會員國建立制度化雙邊諮商機制：
臺歐盟透過年度諮商機制討論經貿、國土安全、資
通安全、人權、教育、科技、核能及勞工等合作議
題。此外，我迄今已與諸多歐盟會員國建立制度化
高層及其會員國在各領域的實質合作關係。

C. 臺歐雙邊合作協議：﹙上年 7 月至本年 3 月間﹚
與歐盟簽署《臺歐盟外貿統計資料交換換文》；與
奧地利簽署《臺奧避免所得稅雙重課稅及防杜逃稅
協定》及《臺奧青年度假打工聯合聲明》；與匈牙
利簽署《臺匈農業合作瞭解備忘錄》；與法國簽署
《臺法農業合作協議》及《臺法經爭法適用瞭解備
忘錄》；與比利時簽署《臺比文官培訓暨研究瞭解
備忘錄》；與芬蘭簽署《臺芬工業技術合作備忘
錄》；與荷蘭、捷克及德國簽署《臺灣漢學資源中
心合作備忘錄》；與波蘭簽署《臺波青年文化與教
育交流計畫協定》及《駐華沙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與駐臺北華沙貿易辦事處間空運協定》。

D. 與歐洲重要國家關係摘要
a. 臺歐高層及重要人士互訪

上年 10 月至本年 1 月歐洲訪賓共 42 團 188 人
次。重要訪賓包括英國、法國、愛沙尼亞、波
蘭、拉脫維亞、愛爾蘭、丹麥、西班牙、義大
利、奧地利等國及歐洲議會之議員，以及英國、
瑞典、捷克、挪威、荷蘭、法國等國之黨政政
要。
我方高層及重要人士訪歐共 15 人次，包括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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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率特使團訪問教廷及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環保署、經濟部、法務部、教育部、文化部、
科技部等部會正副首長分赴英國、德國、比利
時、捷克、法國等出席重要之雙邊會談與國際
會議。

b. 英商林克穎案
英商林克穎案上年獲致重大具體進展，蘇格蘭
法庭於上年 6 月宣判，引渡林某符合 1998 年
「人權法」之保障規範，該判決經蘇格蘭司法
部長於 8 月 1 日批准。另英國王家高等法院於
上年 5 月召開本案民事訴訟庭訊，承認我國民
事判決並裁定林某須償付受害黃家新臺幣 908
餘萬元且立即生效；該裁決並適用於英國、歐
盟全體會員及盧加諾公約簽約國，為臺歐司法
互助合作奠定重要里程碑。林某已就蘇格蘭地
方法院引渡判決提出上訴，目前由蘇格蘭高等
法院審理中。

c. 擴大與歐洲國家簽署青年度假打工協議 
上年我擴大與匈牙利、斯洛伐克、波蘭及奧地
利 4 國簽署青年度假打工協議，迄今我與 13
國簽署，其中歐洲國家共 8 國，每年共提供
2,250 個名額供我國籍青年前往歐洲度假打工
的機會，有助我青年拓展國際視野與進行國際
交流。

d. 其他重要交流活動
①總統夫人出訪：總統夫人周美青女士於上

年 9 月擔任  我當代傳奇劇場榮譽團長及朱
宗慶打擊樂團榮譽首席率團赴法國及奧地
利進行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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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邀請唐獎得獎人挪威前總理訪華：上年 9
月我邀請挪威前總理布倫特蘭女士﹙ Gro 
Harlem Brundland ﹚偕夫婿訪華，馬總統親
自頒發「唐獎教育基金會」之首屆「永續
發展獎」。

③中東歐學人研習營：上年 12 月辦理「中東
歐在華學人臺灣研習營」，邀請 30 名中東
歐及巴爾幹國家學員參加，透過政經及文
化等參訪活動，厚植友我力量。

e. 歐洲國會議員來華出席世盟世界自由日活
動：法國國民議會友臺小組副主席龍克勒
﹙ Francois Loncle ﹚等來華出席本年 1 月在臺
北舉行之世盟世界自由日活動。

(3) 與日本關係
A. 簽署 4 項合作備忘錄：臺日於上年 11 月 20 日在臺

北簽署《臺日有關入出境管理事務及情資交換暨合
作瞭解備忘錄》、《臺日專利程序上微生物寄存相
互合作瞭解備忘錄》、《臺日核能管制資訊交流備
忘錄》及《臺日觀光事業發展加強合作備忘錄》等
4 項文件。

B. 我國參加上年 APEC 領袖代表蕭前副總統萬長，於
上年 11 月在北京與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舉行雙邊會
談。

C.「臺日漁業委員會」於本年 3 月舉行會議，修訂「臺
日漁業協議」適用海域漁船作業規則，就雙方漁民
關切的八重山群島以北倒三角形及特別合作海域內
的作業規則達成修正共識，進一步建立雙方漁業作
業秩序，共同維護海域資源。

D. 自上年 10 月至本年 1 月訪華之重要日本訪賓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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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內閣府特命擔當大臣蓮舫、前文部副大臣櫻田義
孝及參議員瀧波宏文、日本眾議員古屋圭司等 12
位眾議員；千葉縣知事﹙縣長﹚森田健作等。我訪
日政要：蕭前副總統及呂前副總統赴日參訪石垣
島、行政院江前院長夫人、公平交易委員會吳秀
明主任委員及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林江義主任委
員。

(4) 與其他亞太重要國家關係摘要
A. 印尼新任總統佐科威﹙ Joko Widodo ﹚於上年 10

月 20 日就職。本部業透過各方管道，加強我與印
尼在經貿、勞務等各領域連結，加強雙方實質合作
關係。

B. 上年 5 月 13 日起越南發生暴動事件，造成臺商財
物重大損失並威脅臺商安全，臺越雙方已就後續賠
償臺商損失事宜分於上年 6 月、7 月及 12 月進行
3 次跨部會工作小組協商會議，針對臺商訴求之進
展、落實執行及管考機制等訴求，越方多有正面回
應。後續並決議由駐越南代表處、越南計畫投資部
擔任窗口，定期追蹤管考。

C. 本部洽邀上年諾貝爾和平獎印度籍得主沙提雅提
﹙ Mr. Kailash Satyarthi ﹚夫婦乙行 5 人本年 1 月
來華訪問，訪華期間除晉見馬總統，拜會 大院副
院長洪秀柱及本人外，亦拜訪我社會福利團體分享
經驗。本人於晚宴時，公開宣布捐助美金 5 萬元予
沙提雅提先生所屬之非政府組織「拯救童年行動」
之短期專案「遭販運及脅迫童工照護計畫」，該計
畫旨在確保曾遭販運及脅迫之童工獲救者獲得立即
照護。

D. 上年 10 月至本年 2 月間曾簽署臺菲「促進貿易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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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數位內容產業合作」、「智慧學校顧問
服務合作」、「科技教育產品互為代理合作」等 4
項合作備忘錄，並舉辦「第 39 屆臺韓經濟聯席會
議」、「第 22 屆臺北首爾論壇」、「第 28 屆臺澳
經濟聯席會議」、臺澳能礦資源政策對話、「第 8
屆臺印尼勞工會議」、臺菲部長級經濟合作會議以
及「第 8 屆臺印度次長級經濟諮商會議」等。

E. 臺韓互訪上年高達 115 萬人次，首度突破 100 萬人，
創下歷史新高紀錄﹙國人訪韓 626,694 人，韓人訪
華 524,975 人﹚。

F.  上年10月至本年1月亞太訪賓共118批1,226人次，
包括新加坡、印度、馬來西亞、菲律賓、韓國、澳
大利亞等國國會議員及政要。
﹙摘錄自 3 月 16 日林部長立法院第 8 屆第 7 會期
外交業務報告）

  ( 二 ) 當前國際情勢概析
1. 南海議題牽動各國間之互動

南海情勢近期發展，風起雲湧。美國雖在主權議題上
不採取立場，惟強調保障，以及和平解決相關爭議的
重要性，並曾多次在此議題上公開表達關切。本年 5
月底美國防部長卡特（Ashton Carter）在新加坡出席香
格里拉對話時針對中國大陸提出嚴正關切，要求「立
即及永久停止填海造陸」，並表示「反對將任何爭議
島礁進一步軍事化」；美國務卿凱瑞（John Kerry）於
8 月初出席東協區域論壇及東協峰會外長會議之相關
場合時，亦多次陳述對陸方在南海相關島礁填海造陸
之關切。
    另常設仲裁法院就菲律賓片面提出的「南海仲裁案」
於本年 7 月 7 日至 13 日召開閉門聽審會，主要就常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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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法院對該案是否具有「管轄權」（jurisdiction）及
「可受理權」（admissibility）進行聽審，預定或可在
本年底前做出決定。由於本案仲裁結果與南海爭議的
發展有關，爰受到我國及國際社會之關注。

2. 區域各國關係
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刻正在美國進行首次國是訪
問，預訂於 25 日與美國總統歐巴馬進行雙邊會談，並
於當晚接受歐巴馬國宴款待。美、陸雙方高度重視此
次訪問，美國安顧問賴斯（Susan Rice）於 8 月底訪陸，
以磋商習氏訪美事宜，中共中央政法委書記孟建柱嗣
以習氏特使身分訪美，主就美各界高度關注之網路駭
客攻擊議題與美方先行討論。美、陸雙方雖嘗試為習
氏此行營造正面氣氛，並盼在「雙邊投資條約」（BIT）
及氣候變遷等議題上取得具體進展，惟雙方在網路安
全、南海、人民幣匯率及人權等議題上之分歧與交鋒，
仍係各界持續關切焦點所在。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於本年 4 月下旬赴美進行國是訪
問，成為第 1 位在美國國會參、眾兩院聯席會議發表
演說的日本首相。安倍此行並與美國總統歐巴馬簽署
新版《美日防衛合作指針》，進一步強化兩國在軍事
合作及安全議題上的同盟關係；美國亦期待日本未來
在全球維和任務，以及人道與災難救援等區域與全球
安全事務上，扮演更積極的角色。
 另習近平與安倍於 4 月出席在印尼舉行的「萬隆會
議」60 週年紀念活動期間曾進行雙邊會談，使日、陸
關係似出現緩和跡象。然而日本嗣後對南海議題表達
關切，併表示日本海上自衛對未來可能參與南海巡邏
任務，隨即引發中國大陸強烈反彈。此外，日本眾議
院及參議院分別於 7 月 16 日及 9 月 19 日通過新安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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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使日本進一步朝向未來或可能參與南海偵查與巡
邏任務，陸方更予強烈抨擊。近年來，中國大陸與日
本已因釣魚臺主權爭議、日相參拜「靖國神社」及陸
方劃設「東海防空識別區」而不睦，南海及日本新安
保法議題恐使雙方關係更添複雜。

3. 全球安全情勢
長期以來，伊朗核議題為中東地區一顆不定時炸彈，
以及伊朗與國際社會發展關係的主要障礙。本年 7 月
14 日聯合國 5 個常任理事國加德國（P5+1）與伊朗
在維也納就限制伊朗核子發展完成最後談判，宣布達
致「聯合全面行動計畫」（Joint Comprehensive Plan of 
Action, JCPOA）協議；伊朗重申放棄發展及擁有核武，
聯合國安理會及相關區域組織與國家則將停止對伊朗
的經濟與貿易制裁。此一歷史性協議獲得國際社會肯
定；我國政府也讚賞美國等 6 國為完成談判所做的努
力，並盼該協議得以儘速落實，俾有助於增進中東地
區的和平與穩定。
    「伊斯蘭國」（ISIS）持續進行恐攻，戰亂所及之
處已使得數百萬人民逃離家園成為難民，尤以同時受
到內戰及 ISIS 影響的敘利亞，情勢最為嚴峻。為逃避
戰亂而流離失所的難民不斷湧入歐洲，演變為嚴重的
人道救援問題，也促使歐盟加速討論如何因應難民問
題。惟由於歐洲各國經濟發展程度不一，難民問題將
牽動社會福利政策，各國政府均面臨強大之內部及外
部壓力。

4. 亞太區域經濟整合發展
中國大陸倡議成立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
（AIIB）協定簽署儀式於 6 月 29 日在北京舉行，57
個創始會員中迄有 51 個國家完成簽署，並預定於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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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正式運作。陸方推動 AIIB 有其不同面向之目標，包
括：以「一帶一路」形式，加強與沿線國家的經貿合作，
進而提升中國大陸在亞歐非區域的影響力和話語權；
向外輸出其基礎設施建設與過剩產能；隨著 AIIB 之未
來發展，使人民幣更加國際化等。為強化我國在跨區
經貿及金融之佈局，擴大國際參與，並為我商拓展龐
大商機，本部未來將與相關部會密切配合，堅持以可
接受的適當名稱、平等地位及尊嚴待遇為前提，爭取
成為 AIIB 會員。有關亞太區域經貿協定協商進程，各
方原期待「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之談判能在
本年 7 月底在夏威夷舉行的經貿部長會議完成，惟由
於主要國家包括美國、日本、紐西蘭、馬來西亞、澳
洲及加拿大等就乳製品
 市場進入及藥品專利保護實現等多項議題的談判難
以推進，而未竟其功。TPP 之 12 個成員國經貿部長雖
發表聯合聲明稱已取得重大進展，並有信心達成 TPP
協議；然而考量美國國會通過之「貿易促進授權法」
（TPA）要求美總統簽署貿易協定前 90 天必須通知國
會，而歐巴馬總統迄未向國會提出，因此在本年 11 月
18 日至 19 日的「亞太經濟合作」（APEC）領袖會議
期間簽署 TPP 的可能性已大幅降低。另加拿大訂於 10
月 19 日舉行聯邦議會眾議院選舉，而美國亦將逐漸進
入選舉熱季，均將影響 TPP 達成最終談判的進程。本
部除密切觀察 TPP 之發展外，並將持續向各成員國遊
說及表達我盼加入該協定之意願與決心，期未來能儘
速被納入 TPP 之第二輪談判。
 在「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之進
展方面，RCEP 迄已進行 9 回合之談判，第 3 次 RCE
部長級會議則於 8 月 24 日在吉隆坡舉行，據悉與會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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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就貨品貿易出價模式等章節達成較一致之立場，並
將爭取在本年底前完成實質談判，明年內則儘快解決
其他技術性問題。由於 RCEP 各成員國的條件差異程
度仍大，談判挑戰亦高，是否能如預期於本年底前完
成實質談判，允值持續密切觀察。
﹙摘錄自 9 月 23 日林部長立法院第 8 屆第 8 會期外交
業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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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外交部聲明摘錄
( 一 ) 外交部第 001 號聲明：

中華民國對南海問題之立場聲明關於邇來備受國際社會關
注之南海議題，中華民國外交部茲重申其主張如后：

1. 無論就歷史、地理及國際法而言，南沙群島、西沙群
島、中沙群島、東沙群島及其周遭海域屬中華民國
固有領土及海域，中華民國對該四群島及其海域享
有國際法上之權利，任何國家無論以任何理由或方
式予以主張或占據，中華民國政府一概不予承認。

2. 南海諸島係由我國最早發現、命名、使用並納入領
土版圖，日本於民國 27 年（1938 年）至民國 28 年
（1939  ）非法占據東沙、西沙與南沙諸群島，並於
民國 28 年（1939 年）3 月 30 日以臺灣總督府第 122
號告示將「新南群島」（即南沙群島之部分島嶼）
納入臺灣總督府管轄，編入高雄州高雄市。第二次
世界大戰結束後，中華民國政府於民國 35 年（1946
年）間收復東沙、西沙及南沙諸島，除於主要島嶼
上設立石碑並派軍駐守外，另亦於民國 36 年（1947
年）12 月公布新定南海諸島名稱及「南海諸島位置
圖」，明示中華民國領土及海域範圍。此外，民國
41 年（1952 年）4 月 28 日生效之《舊金山和約》及
同日簽署之《中日和約》及其他相關國際法律文件，
已確認原由日本占領的南海島礁均應回歸中華民國，
其後數十年間，中華民國擁有並有效管理南海諸島
的事實亦被外國政府及國際組織所承認。

3. 民國 45 年（1956 年），中華民國派軍駐守南沙群島
中面積最大（約 0.5 平方公里）之自然生成島嶼—太
平島，並於同年在該島設置南沙守備區。民國 7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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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年）2 月，中華民國行政院核定由高雄市政
府代管太平島，行政管轄屬高雄市旗津區。在過去
60 年間，中華民國軍民充分利用及開發太平島上之
天然資源，以便駐留該島完成其各自之任務。島上
除有出產地下水之水井及天然植被外，亦蘊含磷礦
及漁業資源，島上駐守人員更在該島種植蔬果及豢
養家禽家畜，以應生活所需。而為滿足其信仰需求，
當地駐守人員亦於民國 48 年（1959 年）興建觀音堂，
奉祀觀世音菩薩。因此，無論自法律、經濟及地理
之角度而言，太平島不僅符合《聯合國海洋法公約》
第 121 條關於島嶼之要件，並能維持人類居住及其
本身經濟生活，絕非岩礁。中華民國堅決捍衛太平
島為一島嶼之事實，任何國家企圖對此加以否定之
主張，均無法減損太平島之島嶼地位及其得依《聯
合國海洋法公約》所享有之海洋權利。

4. 自民國 97 年（2008 年）迄今，中華民國政府積極推
動南海和平用途，已獲致豐碩成果，為區域和平及
穩定做出重要貢獻，其重點包括：
˙ 民國 99 年（2010 年）7 月，內政部正式啟用「東沙
環礁國家公園」管理站，執行「東沙國際海洋研究
站計畫」，推動東沙成為國際海洋研究重鎮。

˙ 經濟部於民國 100 年（2011 年）陸續劃設東沙島周
邊與南沙太平島礦區，並初步完成地質探勘及海域
科學調查工作。

˙ 從民國 100 年（2011 年）起，由國防部與海岸巡防
署分別辦理「南沙研習營」與「東沙體驗營」，以
強化青年學子對南沙群島重要性之認知。

˙ 自民國 102 年（2013 年）11 月起，由交通部、國防
部與海巡署共同執行南沙太平島交通基礎整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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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 102 年 12 月，交通部建置完成南沙太平島之通
信網路，便捷國際人道援助之聯繫與緊急通信服務。

˙ 民國 103 年（2014 年）12 月，南沙太平島第二期太
陽能光電設備啟用，與民國 100 年建設完成之第一
期太陽能光電系統併聯運轉後，每年可供應 16％之
用電並減少排碳量約 128 公噸，打造太平島為低碳
島。

5. 中華民國為聯合國之創始會員國，雖於 1971 年失去
代表權，但正式國名 Republic of China 仍留存於《聯
合國憲章》第 23 條及第 110 條，且歷年均遵守《聯
合國憲章》及國際法規定之和平解決爭端及航行與
飛越自由原則。我國堅守太平島等島嶼多年，惟從
未為此與他國發生軍事衝突，亦未妨礙各國在該海、
空域之航行及飛越自由。

6. 中華民國政府呼籲南海周邊各國尊重《聯合國憲章》
及《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之原則與精神，自我克制，
維持南海區域和平穩定現狀，避免採取任何升高緊
張情勢之單邊措施。

7.中華民國政府秉持「主權在我、擱置爭議、和平互惠、
共同開發」之基本原則，願在平等協商之基礎上，
與相關國家共同促進南海區域之和平與穩定，並共
同保護及開發南海資源。

8. 任何有關太平島及其他南海島礁與海域之安排或協
議，倘未經中華民國政府參與協商並同意，對中華
民國均不具任何效力，中華民國政府亦均不予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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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我國與世界各國暨國際組織間簽署條約協定一覽表

國家或
組織 

簽約日期 條約名稱 外文名稱 

秘魯 2015/01/14 

駐秘魯臺北經濟文化

辦事處與秘魯國家競

爭防衛及智慧財產權

保護機構瞭解備忘錄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PERU 
AND THE NATIONAL INSTITUTE FOR THE DEFENSE OF
COMPETITION AND PRO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 PERU (FOR COOPERATION ON PUBLIC 
KEY INFRASTRACTURE) 

國際稻米研

究所

2015/01/26 
2015/01/23 

中華民國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及國際稻米研

究所農業技術合作瞭

解備忘錄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ON 
AGRICULTURAL TECHNICAL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COUNCIL OF AGRICULTUR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AND THE 
INTERNATIONAL RICE RESEARCH INSTITUTE 

芬蘭 2015/01/27 

中華民國法務部調查

局洗錢防制處與芬蘭

共和國金融情報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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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ANTI-MONEY LAUNDERING DIVISION, INVESTIGATION 
BUREAU, MINISTRY OF JUSTIC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AND THE FINANCIAL INTELLIGENCE UNIT, 
REPUBLIC OF FINLAND CONCERNING COOPERATION 
IN THE EXCHANGE OF FINANCIAL INTELLIGENCE 
RELATED TO MONEY LAUNDERING, ASSOCIATED 
PREDICATE OFFENCES AND TERRORISM FINANCING

布吉納法索 2015/01/28 

中華民國外交部外交

及國際事務學院與布

吉納法索外交國際高

等研究院協定

CONVENTION ENTRE L’INSTITUT DE LA DIPLOMATIE 
ET DES AFFAIRES INTERNATIONALES DU MINISTERE 
DES AFFAIRES ETRANGERES DE LA REPUBLIQUE DE 
CHINE (TAIWAN) ET L’INSTITUT DES HAUTES ETUDES 
INTERNATIONALES (INHEI) DU BURKINA FASO 

列支敦斯登 2015/01/28 

中華民國法務部調查

局洗錢防制處與列支

敦士登金融情報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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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ANTI-MONEY LAUNDERING DIVISION, INVESTIGATION 
BUREAU, MINISTRY OF JUSTIC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AND STABSSTELLE FINANCIAL 
INTELLIGENCE UNIT, LIECHTENSTEIN CONCERNING 
COOPERATION IN THE EXCHANGE OF FINANCIAL 



中華民國 104 年外交年鑑

- 724 -

國家或
組織 

簽約日期 條約名稱 外文名稱 

瞭解備忘錄 INTELLIGENCE RELATED TO MONEY LAUNDERING, 
ASSOCIATED PREDICATE OFFENCES AND 
TERRORISM FINANCING 

瓜地馬拉 2015/02/17 

中華民國內政部移民

署與瓜地馬拉共和國

內政部移民總局間有

關移民事務與防制人

口販運合作協定

AGREEMENT BETWEEN THE NATIONAL IMMIGRATION 
AGENCY OF THE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AND THE GENERAL 
DIRECTORATE FOR IMMIGRATION OF THE MINISTRY 
OF INTERIOR OF THE REPUBLIC OF GUATEMALA, 
CONCERNING COOPERATION IN IMMIGRATION 
AFFAIRS AND HUMAN TRAFFICKING PREVENTION 

斯洛伐克
2015/04/01 
2015/04/23 

駐斯洛伐克臺北代表

處與斯洛伐克經濟文

化辦事處科學及技術

協定

AGREEMENT BETWEEN THE TAIPEI 
REPRESENTATIVE OFFICE, BRATISLAVA AND THE 
SLOVAK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TAIPEI
IN THE FIELD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以色列 2015/04/20 

駐臺拉維夫臺北經濟

文化辦事處與駐臺北

以色列經濟文化辦事

處間工業研究及發展

雙邊合作協定

AGREEMENT BETWEEN THE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TEL AVIV AND THE ISRAEL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TAIPEI ON 
BILATERAL COOPERATION IN INDUSTRI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越南 2015/05/26 

駐越南臺北經濟文化

代表處與駐臺北越南

經濟文化辦事處交通

運輸合作瞭解備忘錄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ON 
FRAMEWORK OF TRANSPORT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HANOI, VIETNAM AND THE VIETNAM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TAIPEI 

宏都拉斯 2015/05/29 

中華民國政府與宏都

拉斯共和國政府間衛

星影像暨地理資訊系

統技術合作瞭解備忘

錄展延換文

LA PRÓRROGA DEL “MEMORÁNDUM DE 
ENTENDIMIENTO ENTRE EL GOBIERNO DE LA 
REPÚBLICA DE CHINA (TAIWÁN) Y EL GOBIERNO DE LA
REPÚBLICA DE HONDURAS SOBRE LA COOPERACIÓN 
EN MATERIA DE SENSORES REMOTOS (SR)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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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或
組織 

簽約日期 條約名稱 外文名稱 

SISTEMAS DE INFORMACIÓN GEOGRÁFICOS (SIG)” 

奈及利亞
2015/06/01 
2015/06/15 

標準檢驗局與奈及利

亞標準局瞭解備忘錄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BUREAU OF STANDARDS, METROLOGY AND 
INSPECTION (BSMI) AND STANDARDS ORGANISATION 
OF NIGERIA (SON) 

諾魯 2015/06/08 

中華民國內政部與諾

魯共和國司法及國境

管理部間有關移民事

務與防制人口販運合

作協定

AGREEMENT BETWEEN THE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AND 
THE MINISTRY OF JUSTICE AND BORDER CONTROL 
OF THE REPUBLIC OF NAURU CONCERNING 
COOPERATION IN IMMIGRATION AFFAIRS AND HUMAN 
TRAFFICKING PREVENTION 

約旦 2015/06/08 

中華民國 (台灣 )商務

辦事處與約旦投資委

員會間雙邊投資促進

合作瞭解備忘錄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COMMERCIAL OFFIC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AND THE JORDAN INVESTMENT 
COMMISSION ON BILATERAL INVESTMENT 
PROMOTION AND COOPERATION 

英屬耿西島 2015/06/11 

中華民國法務部調查

局洗錢防制處與耿西

邊境局金融調查中心

金融情資服務處關於

涉及洗錢及資助恐怖

主義資訊與金融情資

交換合作瞭解備忘錄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ANTI-MONEY LAUNDERING DIVISION, INVESTIGATION 
BUREAU, MINISTRY OF JUSTIC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AND THE FINANCIAL INTELLIGENCE 
SERVICE, FINANCIAL INVESTIGATION UNIT, 
GUERNSEY BORDER AGENCY CONCERNING 
INFORMATION AND FINANCIAL INTELLIGENCE 
EXCHANGE COOPERATION RELATED TO MONEY 
LAUNDERING AND TERRORISM FINANCING 

韓國 2015/06/15 

駐韓國臺北代表部及

駐臺北韓國代表部間

工業財產資料交換及

優先權文件電子交換

瞭解備忘錄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ON THE 
EXCHANGE OF INDUSTRIAL PROPERTY 
INFORMATION AND THE ELECTRONIC EXCHANGE OF 
PRIORITY DOCUMENTS BETWEEN THE TAIPEI 
MISSION IN KOREA AND THE KOREAN MISSION IN 
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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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或
組織 

簽約日期 條約名稱 外文名稱 

韓國 2015/06/15 

駐韓國臺北代表部及

駐臺北韓國代表部間

專利審查高速公路瞭

解備忘錄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ON THE PATENT
PROSECUTION HIGHWAY MOTTAINAI BETWEEN THE 
TAIPEI MISSION IN KOREA AND THE KOREAN MISSION 
IN TAIPEI 

哥倫比亞
2015/06/23 
2015/09/02 

臺灣公平交易委員會

與哥倫比亞共和國工

商總署關於競爭法適

用瞭解備忘錄

MEMORANDO DE ENTENDIMIENTO ENTRE LA 
COMISION DE COMERCIO JUSTO DE TAIWAN Y LA 
SUPERINTENDENCIA DE INDUSTRIA Y COMERCIO DE 
LA REPUBLICA DE COLOMBIA, EN RELACION CON LA 
APLICACION DE LEYES DE COMPETENCIA 

賴比瑞亞
2015/07/27 
2015/08/20 

臺灣、澎湖、金門、馬

祖個別關稅領域與賴

比瑞亞共和國就賴比

瑞亞共和國加入世界

貿易組織雙邊談判議

定書

PROTOCOL OF BILATERAL NEGOTIATIONS BETWEEN 
THE REPUBLIC OF LIBERIA AND THE SEPARATE 
CUSTOMS TERRITORY OF TAIWAN, PENGHU, KINMEN 
AND MATSU FOR THE ACCESSION OF THE REPUBLIC 
OF LIBERIA TO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南非
2015/08/01 
2015/10/15 

駐南非共和國臺北聯

絡代表處與駐臺北南

非聯絡辦事處司法合

作協議

ARRANGEMENT BETWEEN THE TAIPEI LIAISON 
OFFICE IN THE REPUBLIC OF SOUTH AFRICA AND THE 
SOUTH AFRICAN LIAISON OFFICE IN TAIPEI ON 
COOPERATION IN THE LEGAL FIELD 

聖文森 2015/08/07 

中華民國政府與聖文

森國政府間農業技術

合作協定

AGREEMENT ON AGRICULTURAL TECHNICAL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AND THE 
GOVERNMENT OF SAINT VINCENT AND THE 
GRENADINES 

澳大利亞 2015/09/02 

駐澳大利亞代表處與

澳洲辦事處間能礦領

域合作瞭解備忘錄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AUSTRALIA AND AUSTRALIAN OFFICE, TAIPEI ON 
COOPERATION WITHIN THE FIELDS OF ENERGY AND 
MINER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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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或
組織 

簽約日期 條約名稱 外文名稱 

亞太經濟合

作
2015/09/06 

中華臺北與亞太經濟

合作秘書處間有關捐

贈亞太經濟合作支援

基金及亞太經濟合作

政策支援小組瞭解備

忘錄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CHINESE TAIPEI AND THE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SECRETARIAT CONCERNING 
CONTRIBUTIONS TO THE APEC SUPPORT FUND AND 
APEC POLICY SUPPORT UNIT 

波蘭 2015/09/24 

臺灣海關與波蘭海關

間關於合作打擊關務

詐欺行為瞭解備忘錄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CUSTOMS SERVICE OF TAIWAN AND CUSTOMS 
SERVICE OF THE REPUBLIC OF POLAND FOR COMBAT
OF CUSTOMS FRAUD 

史瓦濟蘭 2015/10/15 

中華民國政府與史瓦

濟蘭王國政府間技職

教育及職業訓練合作

協定

AGREEMENT BETWEE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KINGDOM 
OF SWAZILAND ON COOPERATION IN TECHNICAL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尼加拉瓜 2015/10/23 

中華民國政府與尼加

拉瓜共和國政府間衛

星影像及地理資訊系

統技術合作協定第一

號修正

ENMIENDA NO.1 AL ACUERDO ENTRE EL GOBIERNO 
DE LA REPÚBLICA DE CHINA (TAIWÁN) Y EL GOBIERNO
DE LA REPÚBLICA DE NICARAGUA SOBRE LA 
COOPERACIÓN EN MATERIA DE SENSORAMIENTO 
REMOTO (SR) Y SISTEMAS DE INFORMACIÓN 
GEOGRÁFICOS (SIG) 

美國 2015/11/04 

駐美國臺北經濟文化

代表處與美國在臺協

會間遺失、失竊及註銷

護照資訊分享協定

AGREEMENT BETWEEN THE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 
FOR THE SHARING OF INFORMATION ON LOST, 
STOLEN, AND REVOKED PASSPORTS 

菲律賓 2015/11/05 

駐菲律賓臺北經濟文

化辦事處與馬尼拉經

濟文化辦事處間有關

促進漁業事務執法合

作協定

AGREEMENT CONCERNING THE FACILITATION OF 
COOPERATION ON LAW ENFORCEMENT IN FISHERIES 
MATTERS BETWEEN THE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THE PHILIPPINES AND THE 
MANILA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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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或
組織 

簽約日期 條約名稱 外文名稱 

薩爾瓦多、

宏都拉斯

           
          
          

2015/11/10 

中華民國與薩爾瓦多

共和國暨宏都拉斯共

和國自由貿易協定修

訂自由貿易協定中華

民國暨宏都拉斯共和

國代表名稱－臺薩宏

FTA 執委會第 5 號決議

文

DECISION N° 5-MODIFICATION OF THE 
REPRESENTATIVE MEMBE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AND THE REPUBLIC OF HONDURAS 
OF THE FREE TRADE AGREEMENT BETWEE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THE REPUBLIC OF EL 
SALVADOR AND THE REPUBLIC OF HONDURAS 

薩爾瓦多、

宏都拉斯
2015/11/10 

中華民國與薩爾瓦多

共和國暨宏都拉斯共

和國自由貿易協定修

訂自由貿易協定附件

3.04 有關精糖免關稅

配額－臺薩宏 FTA 執

委會第 6 號決議文

DECISION N° 6-MODIFICATION OF THE REFINED 
SUGAR QUOTA LIMIT OF ANNEX 3.04 OF THE FREE 
TRADE AGREEMENT BETWEE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THE REPUBLIC OF EL SALVADOR 
AND THE REPUBLIC OF HONDURAS 

薩爾瓦多、

宏都拉斯
2015/11/10 

中華民國與薩爾瓦多

共和國暨宏都拉斯共

和國自由貿易協定修

訂自由貿易協定附件

3.04 有關諾麗(NONI)產
品之關稅待遇－臺薩

宏 FTA執委會第 7號決

議文

DECISION N° 7-MODIFICATION PURSUANT TO THE 
TARIFF TREATMENT FOR NONI PRODUCTS OF ANNEX 
3.04 OF THE FREE TRADE AGREEMENT BETWEE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THE REPUBLIC OF EL 
SALVADOR AND THE REPUBLIC OF HONDURAS 

薩爾瓦多、

宏都拉斯
2015/11/10 

中華民國與薩爾瓦多

共和國暨宏都拉斯共

和國自由貿易協定修

訂自由貿易協定附件

3.04 有關發光二極體

(LED)產品之關稅待遇

－臺薩宏 FTA 執委會

第 8 號決議文

DECISION N° 8-MODIFICATION PURSUANT TO THE 
TARIFF TREATMENT FOR LIGHT-EMITTING DIODE 
(LED) PRODUCTS OF ANNEX 3.04 OF THE FREE 
TRADE AGREEMENT BETWEE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THE REPUBLIC OF EL SALVADOR AND 
THE REPUBLIC OF HONDURAS 

巴拿馬 2015/11/25 中華民國與巴拿馬共

和國關於洗錢及資助

AGREEMENT BETWEE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AND THE REPUBLIC OF PANAMA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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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或
組織 

簽約日期 條約名稱 外文名稱 

恐怖主義情資交換合

作協定

COOPERATION IN THE EXCHANGE OF INTELLIGENCE 
RELATED TO MONEY LAUNDERING AND TERRORISM 
FINANCING 

日本 2015/11/26 

亞東關係協會與公益

財團法人交流協會避

免所得稅雙重課稅及

防杜逃稅協定

AGREEMENT BETWEEN THE ASSOCIATION OF EAST 
ASIAN RELATIONS AND THE INTERCHANGE 
ASSOCIATION FOR THE AVOIDANCE OF DOUBLE 
TAXATION AND THE PREVENTION OF FISCAL EVASION 
WITH RESPECT TO TAXES ON INCOME 

日本 2015/11/26 

亞東關係協會與公益

財團法人交流協會間

關於競爭法適用瞭解

備忘錄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ASSOCIATION OF EAST ASIAN RELATIONS AND THE 
INTERCHANGE ASSOCIATION REGARDING THE 
APPLICATION OF COMPETITION LAWS 

日本 2015/11/26 
亞東關係協會與公益

財團法人交流協會間

強化災害防救業務交

流合作備忘錄

防災実務に係る交流及び協力の強化に関する亜

東関係協会と公益財団法人交流協会との間の覚

書

貝里斯 2015/12/02 

中華民國政府與貝里

斯政府間羊隻品種改

良計畫合作協定

AGREEMENT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AND THE 
GOVERNMENT OF BELIZE ON THE COOPERATION IN 
GENETIC IMPROVEMENT IN SHEEP AND GOAT 
PROJECT 

印度 2015/12/10 

駐印度台北經濟文化

中心與印度-台北協會

中小企業合作瞭解備

忘錄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CENTER IN INDIA 
AND THE INDIA-TAIPEI ASSOCIATION IN TAIPEI ON 
COOPERATION RELATING TO SMALL AND MEDIUM 
SIZED BUSINESSES 

史瓦濟蘭 2015/12/11 
中華民國政府與史瓦

濟蘭王國政府間資訊

暨通信技術合作協定

AGREEMENT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KINGDOM OF SWAZILAND ON 
COOPERATION IN INFORMA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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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或
組織 

簽約日期 條約名稱 外文名稱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 

多明尼加 2015/12/22 

中華民國政府與多明

尼加共和國政府間有

關多明尼加溫室栽培

蔬菜健康管理與產品

安全檢測計畫合作協

定

ACUERDO DE COOPERACIÓN ENTRE EL GOBIERNO 
DE LA REPÚBLICA DE CHINA (TAIWÁN) Y EL GOBIERNO
DE LA REPÚBLICA DOMINICANA, SOBRE EL 
PROYECTO PARA LA GESTIÓN DE SANIDAD DE LAS 
HORTALIZAS EN INVERNADEROS Y LA INSPECCIÓN 
DE SEGURIDAD DE LOS PRODUCTOS EN LA 
REPÚBLICA DOMINICANA 

捷克 2015/12/28 

駐捷克台北經濟文化

辦事處與駐台北捷克

經濟文化辦事處青年

度假打工備忘錄

MEMORANDUM BETWEEN THE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PRAGUE AND THE CZECH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TAIPEI ON THE 
YOUTH PROGRAM OF WORKING HOLIDAY 



附   錄  五、我國與世界各國暨國際組織間簽署條約協定一覽表

- 731 -



中華民國 104 年外交年鑑

- 732 -

六、我國參與之國際組織一覽表 

我為正式會員（Full Member）之政府間國際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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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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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糧食肥料 
技術中心 

Food and Fertilizer 
Technology Center for the 
Asian and Pacific Region 

FFTC/ 
ASPAC 1970 

8. 亞蔬─世界蔬 
菜中心 

AVRDC-The World Vegetable 
Center AVRDC 1971 

9. 國際證券管理 
機構組織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Securities Commis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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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gration CABEI 1992 

12. 國際衛星輔助 
搜救組織 

International Satellite System 
for Search & Rescue 

Cospas- 
Sarsat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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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東南亞國家中 
央銀行總裁聯 
合會 

Conference of Governors 
of South-East Asian Central 
Banks 

SEACEN 1992 

14. 國際保險監理 
官協會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Insurance Supervisors IAIS 1994 

15. 亞太法定計量 
論壇 

Asia-Pacific Legal Metrology 
Forum APLMF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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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防制 
洗錢組織 

Egmont Group EG 1998 

20. 亞太農業研究 
機構聯盟 

Asia-Pacific Association 
of Agricultural Research 
Institutions 

APAARI 1999 

21. 亞洲醫療器材 
法規調和會 

Asian Harmonization 
Working Party AHWP 1999 

22. 國際競爭網路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Network ICN 2002 

23. 
北太平洋鮪類 
及似鮪類國際 
科學委員會 

The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mmittee for Tuna and 
Tuna-like Species in the North 
Pacific Ocean 

 

ISC 2002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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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CCSBT 2002 

25. 世界貿易組織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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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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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CCV, 
WCO 2002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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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CRO, 
WCO 2002 

28. 世界貿易組織 
法律諮詢中心 

Advisory Centre on WTO 
Law ACWL 2004 

29. 中西太平洋漁 
業委員會 

Western and Central Pacific 
Fisheries Commission WCPFC 2004 

30. 審計監理機關 
國際論壇 

International Forum of 
Independent Audit Regulators IFIAR 2008 

31. 美洲熱帶鮪魚 
委員會 

Inter-American Tropical Tuna 
Commission IATTC 2010 

32. 標準與貿易發 
展機構 

Standards and Trade 
Development Facility STDF 2010 

33. 國際政府資訊 
科技理事會 

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ICA 2010 

34. 南太平洋區域 
漁業管理組織 

South Pacific Regional 
Fisheries M 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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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Agency 
Network of Asia/Pacific ARIN-

AP 
2014 

37. 北太平洋漁業 
委員會 

N o r t h P a c i f i c F i s h e r i e s 
Commission NPFC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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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其他身分參與之政府間國際組織及會議 

組織名稱 外文名稱 簡稱 加入時間 

1. 美洲開發銀行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IDB 1991 

2. 歐洲復興開發 
銀行 

European Bank fo 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EBRD 1991 

3. 太平洋島國論 
壇 

Pacific Islands Forum PIF 1993 

4. 
中美洲暨加勒 
比海盆地國會 
議長論壇 

Foro de Presidentes de 
Poderes Legislativos de 
Centroamerica y la Cuenca 
del Caribe 

FOPREL 1999 

5. 糧食援助委員 
會 

Food Aid Committee FAC 1995 

6. 國際穀物理事 
會 

International Grains Council IGC 1995 

7. 國際法定計量 
組織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Legal Metrology OIML 1997 

8. 中美洲議會 PARLAMENTO 
CENTROAMERICANO PARLACEN 1999 

9. 
國際大西洋鮪 
類資源保育委 
員會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Atlantic 
Tunas 

ICCAT 1999 

10. 中美洲統合體 Sistema de la Integracion 
Centroamericana SICA 2002 

11. 全球生物多樣 
性資訊機構 

Global Biodiversity 
Information Facility GBIF 2001 

12. 

經濟合作暨 
發展組織 
（ OECD ） 下 
屬「競爭委員 
會」 

Competition Committe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CC,OECD 2002 



中華民國 104 年外交年鑑

- 736 -

13. 國際度量衡大 
會 

Conférence Générale des 
Poids et Mesures CGPM 2002 

14. 
國際間鑽石原 
石進出口認證 
標準機制 

Kimberley Process KP 2003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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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 
OECD 2005 

16. 中美洲軍事會 
議 

Conferencia de las Fuerzas 
Armadas Centroamericanas CFAC 2005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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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C, 
OECD 2006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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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KCMC,
WCO 2006 

19. 世界衛生大會 
World Health Assembly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A 2009 

20. 國際再生能源 
組織 

International Renewable 
Energy Agency IRENA 2011 

21. 國際民航組織 
大會 

Assembly of the 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

Assembly 
of  ICAO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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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 104 年 1 月至 12 月 　　　單位：次

政 府 間 民 間 政 府 間 民 間

2891 131 2258 3 499
1367 92 1016 3 256

在我國地區舉行者 87 14 60 1 12

在其他亞太地區舉行者 1280 78 956 2 244

115 2 72 41

13 3 10

741 12 584 145

612 15 554 43

43 7 22 14　中南美地區

 總計

  亞太地區

　亞西地區

　非洲地區

　歐洲地區

　北美地區

                        參加國際會議、國際活動次數—地區別

地 區 別 總 計

國 際 會 議 國 際 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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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

組織
政府間 民間

合計 男 女 合計 男 女 合計 男 女 合計 男 女 合計 男 女 合計 男 女

2 2223 3,121 1,064 607 457 47,224 29,377 17,847 58 2165 131     1,057   601     456 2488 37921 24102 13819 3     7     6     1 499 9303 5275 4028

117 1,055 8 6 2 4,933 3,964 969 3 114 5         8          6         2 8612298211109347344649301

355 610 38 16 22 23,926 14,935 8,991 1 354 3         38        16       22 607 23926 14935 8991

271 97 64 42 22 695 310 385 15 256 19       64        42       22 2121137301338677

159 9 03 10 20 0201039951

128 30 5 3 2 63 30 33 128 1         5          3         2 29 63 30 33

173 50 053 188 162 0308011323180104274371

87 1 1 1 11178

117 141 057,2 1,190 1,560 9801926817159174165230164711

98 88 13 9 4 2,303 1,405 898 7 91 4         11        8         3 83 2303 1405 898 1     2     1     1

26 5 28 49 33 7131031616325462

55 9 8 7 1 12 11 1 1 54 2         8          7         1 7 12 11 1

38 5 25 44 8 74415411183

30 15 35 1 34 73 20 53 30 1         35        1         34 14 73 20 53

27 4 68 31 55 8181631733105372

2 145 157 854 503 351 3,352 1,929 1,423 22 123 88       849      498     351 66 3350 1927 1423 2     5     5 1 2 2

31 45 563 249 116 6119425635413

6 21 371 152 21 55203161721341026

55 7 51 5 10 01551755

1 29 051 26 124 1 29 150 26 124

69 311 1 1 687 522 165 1 68 1         1          1 310 687 522 165

122 20 66 36 30 1 347372239571121

107 405 060,7 4,271 2,789 97729324810787301232472701

6 7 38 19 19 76          38        19       19

單位：個、次、人

國際活動

間民間府政

次數

參加人數

次數

參加人數

民間

性質別
政府間參加人數

個數 次數

總  計

國際會議及活動

個數 個數 次數

參加人數

次數

參加人數

議會際國織組際國

政府間

農林漁牧類

宗教哲學類

總  計

科技類

醫藥衛生類

次數

其他類

工程類

工電技術類

電子機械類

礦業能源類

體育類

生態保育類

婦女類

法律警政類

工會類

交通觀光類

休閒娛樂類

商業金融財經類

童軍聯誼類

教育類

民間參加人數

研究發展管理類

新聞類

文化藝術類

性平

活動

社會福利類

國際

組織
政府間 民間

合計 男 女 合計 男 女 合計 男 女 合計 男 女 合計 男 女 合計 男 女

2 2223 3,121     1,064       607          457          47,224     29,377      17,847      58 2165 131 1,057 601 456 2488 37921 24102 13819 3 7 6 1 499 9303 5275 4028

117 1,055     8              6              2              4,933       3,964        969           3 114 5 8 6 2 8612298211109347344649301

355 610        38            16            22            23,926     14,935      8,991        1 354 3 38 16 22 607 23926 14935 8991

271 97          64            42            22            695          310           385           15 256 19 64 42 22 2121137301338677

159 9 03                10             20 0201039951

128 30          5              3              2              63            30             33 128 1 5 3 2 29 63 30 33

173 50 053            188           162 0308011323180104274371

87 1 1                1 11178

117 141 057,2         1,190        1,560 9801926817159174165230164711

98 88          13            9              4              2,303       1,405        898           7 91 4 11 8 3 83 2303 1405 898 1 2 1 1

26 5 28              49             33 7131031616325462

55 9            8              7              1              12            11             1               1 54 2 8 7 1 7 12 11 1

38 5 25              44             8 74415411183

30 15          35            1              34            73            20             53 30 1 35 1 34 14 73 20 53

27 4 68              31             55 8181631733105372

2 145 157        854          503          351          3,352       1,929        1,423        22 123 88 849 498 351 66 3350 1927 1423 2 5 5 1 2 2

31 45 563            249           116 6119425635413

6 21 371            152           21 55203161721341026

55 7 51              5               10 01551755

1 29 051            26             124           1 29 150 26 124

69 311        1              1              687          522           165           1 68 1 1 1 310 687 522 165

122 20 66              36             30             1 347372239571121

107 405 060,7         4,271        2,789 97729324810787301232472701

6 7            38            19            19 76   38 19 19

單位：個、次、人

國際活動

間民間府政

次數

參加人數

次數

參加人數

民間

性質別
政府間參加人數

個數 次數

總  計

國際會議及活動

個數 個數 次數

參加人數

次數

參加人數

議會際國織組際國

政府間

農林漁牧類

宗教哲學類

總  計

科技類

醫藥衛生類

次數

其他類

工程類

工電技術類

電子機械類

礦業能源類

體育類

生態保育類

婦女類

法律警政類

工會類

交通觀光類

休閒娛樂類

商業金融財經類

童軍聯誼類

教育類

民間參加人數

研究發展管理類

新聞類

文化藝術類

性平

活動

社會福利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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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

組織
政府間 民間

合計 男 女 合計 男 女 合計 男 女 合計 男 女 合計 男 女 合計 男 女

2 2223 3,121 1,064 607 457 47,224 29,377 17,847 58 2165 131     1,057   601     456 2488 37921 24102 13819 3     7     6     1 499 9303 5275 4028

117 1,055 8 6 2 4,933 3,964 969 3 114 5         8          6         2 8612298211109347344649301

355 610 38 16 22 23,926 14,935 8,991 1 354 3         38        16       22 607 23926 14935 8991

271 97 64 42 22 695 310 385 15 256 19       64        42       22 2121137301338677

159 9 03 10 20 0201039951

128 30 5 3 2 63 30 33 128 1         5          3         2 29 63 30 33

173 50 053 188 162 0308011323180104274371

87 1 1 1 11178

117 141 057,2 1,190 1,560 9801926817159174165230164711

98 88 13 9 4 2,303 1,405 898 7 91 4         11        8         3 83 2303 1405 898 1     2     1     1

26 5 28 49 33 7131031616325462

55 9 8 7 1 12 11 1 1 54 2         8          7         1 7 12 11 1

38 5 25 44 8 74415411183

30 15 35 1 34 73 20 53 30 1         35        1         34 14 73 20 53

27 4 68 31 55 8181631733105372

2 145 157 854 503 351 3,352 1,929 1,423 22 123 88       849      498     351 66 3350 1927 1423 2     5     5 1 2 2

31 45 563 249 116 6119425635413

6 21 371 152 21 55203161721341026

55 7 51 5 10 01551755

1 29 051 26 124 1 29 150 26 124

69 311 1 1 687 522 165 1 68 1         1          1 310 687 522 165

122 20 66 36 30 1 347372239571121

107 405 060,7 4,271 2,789 97729324810787301232472701

6 7 38 19 19 76          38        19       19

單位：個、次、人

國際活動

間民間府政

次數

參加人數

次數

參加人數

民間

性質別
政府間參加人數

個數 次數

總  計

國際會議及活動

個數 個數 次數

參加人數

次數

參加人數

議會際國織組際國

政府間

農林漁牧類

宗教哲學類

總  計

科技類

醫藥衛生類

次數

其他類

工程類

工電技術類

電子機械類

礦業能源類

體育類

生態保育類

婦女類

法律警政類

工會類

交通觀光類

休閒娛樂類

商業金融財經類

童軍聯誼類

教育類

民間參加人數

研究發展管理類

新聞類

文化藝術類

性平

活動

社會福利類

國際

組織
政府間 民間

合計 男 女 合計 男 女 合計 男 女 合計 男 女 合計 男 女 合計 男 女

2 2223 3,121     1,064       607          457          47,224     29,377      17,847      58 2165 131 1,057 601 456 2488 37921 24102 13819 3 7 6 1 499 9303 5275 4028

117 1,055     8              6              2              4,933       3,964        969           3 114 5 8 6 2 8612298211109347344649301

355 610        38            16            22            23,926     14,935      8,991        1 354 3 38 16 22 607 23926 14935 8991

271 97          64            42            22            695          310           385           15 256 19 64 42 22 2121137301338677

159 9 03                10             20 0201039951

128 30          5              3              2              63            30             33 128 1 5 3 2 29 63 30 33

173 50 053            188           162 0308011323180104274371

87 1 1                1 11178

117 141 057,2         1,190        1,560 9801926817159174165230164711

98 88          13            9              4              2,303       1,405        898           7 91 4 11 8 3 83 2303 1405 898 1 2 1 1

26 5 28              49             33 7131031616325462

55 9            8              7              1              12            11             1               1 54 2 8 7 1 7 12 11 1

38 5 25              44             8 74415411183

30 15          35            1              34            73            20             53 30 1 35 1 34 14 73 20 53

27 4 68              31             55 8181631733105372

2 145 157        854          503          351          3,352       1,929        1,423        22 123 88 849 498 351 66 3350 1927 1423 2 5 5 1 2 2

31 45 563            249           116 6119425635413

6 21 371            152           21 55203161721341026

55 7 51              5               10 01551755

1 29 051            26             124           1 29 150 26 124

69 311        1              1              687          522           165           1 68 1 1 1 310 687 522 165

122 20 66              36             30             1 347372239571121

107 405 060,7         4,271        2,789 97729324810787301232472701

6 7            38            19            19 76   38 19 19

單位：個、次、人

國際活動

間民間府政

次數

參加人數

次數

參加人數

民間

性質別
政府間參加人數

個數 次數

總  計

國際會議及活動

個數 個數 次數

參加人數

次數

參加人數

議會際國織組際國

政府間

農林漁牧類

宗教哲學類

總  計

科技類

醫藥衛生類

次數

其他類

工程類

工電技術類

電子機械類

礦業能源類

體育類

生態保育類

婦女類

法律警政類

工會類

交通觀光類

休閒娛樂類

商業金融財經類

童軍聯誼類

教育類

民間參加人數

研究發展管理類

新聞類

文化藝術類

性平

活動

社會福利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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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外交部各單位主管名錄 

外交部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部 長 林永樂

David Y. L. LIN 
（101/09/27 任） 

外交部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政務次長 令狐榮達

Bruce Jung-Da LINGHU 
（104/09/24 任） 

外交部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政務次長 侯清山

Javier Ching-shan HOU 
（104/12/28 任） 

外交部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常務次長 史亞平

Vanessa Y. P. SHIH 
（101/09/01 任） 

機要事務辦公室

Secretariat 
主任秘書 石瑞琦

Richard R. C. SHIH 
（103/01/14 任） 

亞東太平洋司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司  長 常以立

Elliott Y. L. CHARNG 
（103/07/17 任） 

亞西及非洲司

Department of West Asian and African Affairs 
司  長 陳俊賢

Antonio C. S. CHEN 
（104/09/16 任） 

歐洲司

Department of European Affairs 
司  長 高安

Anna A. KAO 
（104/07/22 任） 

北美司

Department of North American Affairs 
司  長 薛美瑜

Mei-Yu HSUEH 
（104/07/12 任）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司

Department of Latin American and Caribbean 
Affairs 

司  長 陳新東

Jaime H. T. CHEN 
（102/10/18 任） 

條約法律司

Department of Treaty and Legal Affairs 
司  長 申佩璜

Perry Pei-hwang SHEN 
（101/03/05 任） 

國際組織司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司  長 徐佩勇

Michael P. Y. HSU (琮茗)
（104/06/01 任） 

國際合作及經濟事務司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Economic Affairs 

司  長 曾永光

Michael Y. K. TSENG 
（104/09/29 任） 

國際傳播司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Services 
司  長 彭滂沱

Manferd PENG 
（103/02/10 任） 

研究設計會

Department of Policy Planning 
主  任 介文汲

Dale W. JIEH 
（103/02/13 任） 

禮賓處

Department of Protocol 
處  長 曾瑞利

Larry R. L. TSENG 
（103/01/14 任） 

秘書處

Department of General Affairs 
處  長 李芳成

Fang-cheng LEE 
（101/09/01 任） 

人事處

Department of Personnel 
處  長 郭素卿

Su-ching KUO 
（101/07/16 任） 

政風處

Department of Civil Service Ethics 
處  長 丁國耀

Kuo-Yao DING 
（104/01/29 任） 

主計處

Department of Budget, Accounting and Statistics 
處  長 張玉燕

Yu-yeh CHANG 
（102/01/01 任） 

資訊及電務處

Department of Archives,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nd Telecommunications 

處 長 李自正

Jackson T. C. LEE 
（103/04/21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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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約法律司

Department of Treaty and Legal Affairs 
司  長 申佩璜

Perry Pei-hwang SHEN 
（101/03/05 任） 

國際組織司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司  長 徐佩勇

Michael P. Y. HSU (琮茗)
（104/06/01 任） 

國際合作及經濟事務司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Economic Affairs 

司  長 曾永光

Michael Y. K. TSENG 
（104/09/29 任） 

國際傳播司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Services 
司  長 彭滂沱

Manferd PENG 
（103/02/10 任） 

研究設計會

Department of Policy Planning 
主  任 介文汲

Dale W. JIEH 
（103/02/13 任） 

禮賓處

Department of Protocol 
處  長 曾瑞利

Larry R. L. TSENG 
（103/01/14 任） 

秘書處

Department of General Affairs 
處  長 李芳成

Fang-cheng LEE 
（101/09/01 任） 

人事處

Department of Personnel 
處  長 郭素卿

Su-ching KUO 
（101/07/16 任） 

政風處

Department of Civil Service Ethics 
處  長 丁國耀

Kuo-Yao DING 
（104/01/29 任） 

主計處

Department of Budget, Accounting and Statistics 
處  長 張玉燕

Yu-yeh CHANG 
（102/01/01 任） 

資訊及電務處

Department of Archives,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nd Telecommunications 

處 長 李自正

Jackson T. C. LEE 
（103/04/21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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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東關係協會

Association of East Asian Relations 
會  長 李嘉進

Chia-chin LEE 
（102/05/24 任） 

公眾外交協調會

Public Diplomacy Coordination Council 
執 行 長 王珮玲

Eleanor P. WANG 
（104/07/22 任） 

非政府組織國際事務會

Department of NGO International Affairs 
執 行 長 周麟

Diego Lin CHOU 
（104/10/16 任） 

國會事務辦公室

The Office of Parliamentarian Affairs 
執 行 長 周唯中

Wei-Chung CHOU 
（104/02/15 任） 

中部辦事處

Central Taiwan Office 
處長 黃榮國

Alejandro R. K. HUANG 
（103/05/01 任） 

南部辦事處

Southern Taiwan Office 
處長 李南陽

David N. Y. LEE 
（104/04/17 任） 

東部辦事處

Eastern Taiwan Office 
處長 徐光普

Guang-Pu SHYU 
（104/07/17 任） 

雲嘉南辦事處

Southwestern Taiwan Office 
處長 江國強

Jack K. C. CHIANG 
（104/08/14 任） 

領事事務局

Bureau of Consular Affairs 
局  長 龔中誠

Chung-chen KUNG 
（102/09/18 任） 

外交及國際事務學院

Institute of Diplomacy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院  長

副 院 長

(常務次長兼) 
史亞平

Vanessa Yea-Ping SHIH 
（103/07/17 任） 
梁英斌

Benjamin LIANG 
(104/08/14 任)  

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

Coordination Council for North American Affairs
主任委員 張小月

Siao-Yue CHANG 
（104/01/03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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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東關係協會

Association of East Asian Relations 
會  長 李嘉進

Chia-chin LEE 
（102/05/24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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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中華民國駐外使領館名錄

駐吉里巴斯共和國大使館

Embass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Taiwan）, Tarawa, 
Republic of Kiribati 

大 使 李傳通

Donald Lee 
（104/05/14任） 

館 址 P.O. Box 104, Bairiki, Tarawa, Republic 
of Kiribati 

電 話 （002-686）225578 

E-Mail          kir@mof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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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文儀

Winston Wen-Yi CHEN 
（103/01/30任） 

館 址 A5-6 PII Apartment, Lojkar Village, Long 
Island, Majuro, Marshall Islands, 
MH96960 

電 話 （002-692）2474141~2 

E-Mail eoroc@ntamar.net

駐諾魯共和國大使館

Embass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Taiwan）, Yaren, 
Republic of Nauru 

大 使 周進發

Chin-fa CHOW 
（103/07/06任） 

館 址 1st Fl., Civic Centre, Aiwo District, Nauru

電 話 （002-674）5573333 

E-Mail          nru@mofa.gov.tw

駐帛琉共和國大使館

Embass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Taiwan）to the 
Republic of Palau 

大 使 曾厚仁

Harry H. J. TSENG 
（103/12/13任） 

館 址 3 F, Ben Franklin Building, Koror, Palau 

電 話 （002-680）4888150 

E-Mail roc.palau@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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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索羅門群島大使館

Embass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Taiwan）, Honiara, 
Solomon Islands 

大 使 于德勝

Victor Te-sun YU 
（103/01/13任） 

館 址 1st Floor, East Wing, Panatina Plaza, 
Honiara, Solomon Islands 

電 話 （002-677）38050 

E-Mail taiwanembassy04@gmail.com

駐吐瓦魯國大使館

Embass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Taiwan）, Funafuti, 
Tuvalu 

大 使 萬家興

Jason C. H. WAN 
（103/04/24任） 

館 址 Palagi Road, Fakaifou Funafuti, Tuvalu 

電 話 （002-688）20278 

E-Mail tuv@mofa.gov.tw 

駐布吉納法索大使館

Ambassade de la République 
de Chine（Taiwan）au Burkina 
Faso 

大 使 沈真宏

Cheng-hong SHEN 
（102/03/28任） 

館 址 2ème Etage de l'immeuble Henri VIMAL, 
Rue Pr. Joseph KI-ZERBO, Ouagadougou

電 話 （002-226）25316195 

E-Mail ambachine@fasonet.bf 

駐聖多美普林西比民主共和

國大使館

Embaixada da República da 
China（Taiwan）na República 
Democrática de São Tomé e 
Príncipe 

大 使 何建功

Jian-gueng HER 
（104/01/27任） 

館 址 Embaixada da República da China
（Taiwan）Praia Emilia No.170, São 
Tomé, República Democrática de São 
Tomé e Príncipe 

電 話 （002-239）2223529 

E-Mail taiwanstp@gmail.com 

駐索羅門群島大使館

Embass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Taiwan）, Honiara, 
Solomon Islands 

大 使 于德勝

Victor Te-sun YU 
（103/01/13任） 

館 址 1st Floor, East Wing, Panatina Plaza, 
Honiara, Solomon Islands 

電 話 （002-677）38050 

E-Mail taiwanembassy04@gmail.com

駐吐瓦魯國大使館

Embass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Taiwan）, Funafuti, 
Tuvalu 

大 使 萬家興

Jason C. H. WAN 
（103/04/24任） 

館 址 Palagi Road, Fakaifou Funafuti, Tuvalu 

電 話 （002-688）20278 

E-Mail tuv@mofa.gov.tw 

駐布吉納法索大使館

Ambassade de la République 
de Chine（Taiwan）au Burkina 
Faso 

大 使 沈真宏

Cheng-hong SHEN 
（102/03/28任） 

館 址 2ème Etage de l'immeuble Henri VIMAL, 
Rue Pr. Joseph KI-ZERBO, Ouagadougou

電 話 （002-226）25316195 

E-Mail ambachine@fasonet.bf 

駐聖多美普林西比民主共和

國大使館

Embaixada da República da 
China（Taiwan）na República 
Democrática de São Tomé e 
Príncipe 

大 使 何建功

Jian-gueng HER 
（104/01/27任） 

館 址 Embaixada da República da China
（Taiwan）Praia Emilia No.170, São 
Tomé, República Democrática de São 
Tomé e Príncipe 

電 話 （002-239）2223529 

E-Mail taiwanstp@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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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史瓦濟蘭王國大使館

Embass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Taiwan）, Mbabane, 
Kingdom of Swaziland 

大 使 陳經銓

Thomas J. C. CHEN 
（102/09/09任） 

館 址 Makhosikhosi Street, Mbabane, Kingdom 
of Swaziland 

電 話 （002-268）24044740~41 

E-Mail rocszembassy@gmail.com

駐教廷大使館

Embass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Taiwan）, to the Holy 
See 

大 使 李世明

Matthew S. LEE 
（104/12/12任） 

館 址 Via della Conciliazione 4/d, 00193, Roma, 
Italy 

電 話 （002-39-06）68136206 

E-Mail taiwan@embroc.it

駐貝里斯大使館

Embass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Taiwan）, Belize City, 
Belize 

大 使 何登煌

Benjamin HO  
（103/07/17任） 

館 址 No. 20 North Park Street, Belize City, 
Belize 

電 話 （002-501）2278744 

E-Mail embrocbz@gmail.com

駐多明尼加共和國大使館

Embass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Taiwan）, Santo 
Domingo, Dominican 
Republic 

大 使 湯繼仁

Ji-zen TANG 
（104/10/19任） 

館 址 Avenida Rómulo Betancourt No. 1360, 
Bella Vista, Santo Domingo, Rep. 
Dominicana 

電 話 （002-1-809）5086200、5086222 

E-Mail dom@mofa.gov.tw

駐史瓦濟蘭王國大使館

Embass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Taiwan）, Mbabane, 
Kingdom of Swaziland 

大 使 陳經銓

Thomas J. C. CHEN 
（102/09/09任） 

館 址 Makhosikhosi Street, Mbabane, Kingdom 
of Swaziland 

電 話 （002-268）24044740~41 

E-Mail rocszembassy@gmail.com

駐教廷大使館

Embass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Taiwan）, to the Holy 
See 

大 使 李世明

Matthew S. LEE 
（104/12/12任） 

館 址 Via della Conciliazione 4/d, 00193, Roma, 
Italy 

電 話 （002-39-06）68136206 

E-Mail taiwan@embroc.it

駐貝里斯大使館

Embass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Taiwan）, Belize City, 
Belize 

大 使 何登煌

Benjamin HO  
（103/07/17任） 

館 址 No. 20 North Park Street, Belize City, 
Belize 

電 話 （002-501）2278744 

E-Mail embrocbz@gmail.com

駐多明尼加共和國大使館

Embass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Taiwan）, Santo 
Domingo, Dominican 
Republic 

大 使 湯繼仁

Ji-zen TANG 
（104/10/19任） 

館 址 Avenida Rómulo Betancourt No. 1360, 
Bella Vista, Santo Domingo, Rep. 
Dominicana 

電 話 （002-1-809）5086200、5086222 

E-Mail dom@mof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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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薩爾瓦多共和國大使館

Emabss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Taiwan）, San 
Salvador, El Salvador, C.A. 

大 使 李新穎

Andrea S. Y. LEE 
（102/10/21任） 

館 址 Av. La Capilla 716, Col. San Benito, San 
Salvador, El Salvador, C.A. 

電 話 （002-503）2263-1330 

E-Mail sinoemb3@gmail.com

駐瓜地馬拉共和國大使館

Embass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Taiwan）, Guatemala 
City, Republic of Guatemala 

大 使 賴建中

John C. C. LAI 
（104/09/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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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bassy of the the Republic 
of China（Taiwan）in Haiti 

大 使 黃再求

Tsai-Chiu HWANG 
（103/02/06） 

館 址 22, Rue Lucien Hubert, Morne Calvaire 
Pétion-Ville, Haiti 

電 話 （002-509）46212635 

E-Mail hti@mofa.gov.com

駐宏都拉斯共和國大使館

Embass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Taiwan）, Tegucigalpa, 
Republic of Honduras 

特 任 大

使

郭永樑

Joseph Y. L. KUO 
（100/06/12任） 

館 址 Colonia Lomas del Guijarro, Calle 
Eucaliptos, No. 3750, Tegucigalpa, M. D. 
C. Honduras, C.A. 

電 話 （002-504）22395837 

E-Mail hnd@mofa.gov.tw

駐薩爾瓦多共和國大使館

Emabss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Taiwan）, San 
Salvador, El Salvador, C.A. 

大 使 李新穎

Andrea S. Y. LEE 
（102/10/21任） 

館 址 Av. La Capilla 716, Col. San Benito, San 
Salvador, El Salvador, C.A. 

電 話 （002-503）2263-1330 

E-Mail sinoemb3@gmail.com

駐瓜地馬拉共和國大使館

Embass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Taiwan）, Guatemala 
City, Republic of Guatemala 

大 使 賴建中

John C. C. LAI 
（104/09/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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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bassy of the the Republic 
of China（Taiwan）in Haiti 

大 使 黃再求

Tsai-Chiu HWANG 
（103/02/06） 

館 址 22, Rue Lucien Hubert, Morne Calvaire 
Pétion-Ville, Haiti 

電 話 （002-509）46212635 

E-Mail hti@mofa.gov.com

駐宏都拉斯共和國大使館

Embass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Taiwan）, Tegucigalpa, 
Republic of Honduras 

特 任 大

使

郭永樑

Joseph Y. L. KUO 
（100/06/12任） 

館 址 Colonia Lomas del Guijarro, Calle 
Eucaliptos, No. 3750, Tegucigalpa, M. D. 
C. Honduras, C.A. 

電 話 （002-504）22395837 

E-Mail hnd@mof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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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汕埠總領事館

Consulate-General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Taiwan）, 
San Pedro Sula, Honduras 

總領事 詹昭明

Marcos Chao-Ming CHAN 
（104/01/29任） 

館 址 Casa No. 16, 25 Calle, 21 y 23 Avenida, 
Col. El Pedregal, San Pedro Sula, 
Honduras 

電 話 （002-504）25661435、25660539 

E-Mail sap@mofa.gov.tw

駐尼加拉瓜共和國大使館

Embass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Taiwan) 

大 使 莊哲銘

Rolando CHUANG 
（103/12/16任） 

館 址 Km 4.5 Carretera Masaya, del restaurant 
Tip Top de Los Robles, 200m al Sur, 
Planes de Altamira Lotes #19 y 20, 
Managua, Nicaragua 

電 話 （002-505）22771333~4 

E-Mail nic@mofa.gov.tw

駐巴拿馬共和國大使館

Embass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Taiwan）, Panama City, 
Republic of Panama 

大 使 劉德立

Der-Li LIU 
（104/10/16任） 

館 址 Piso 10 Torre Banistmo,Avenida Samuel 
Lewis, Obarrio, Panamá, República de 
Panamá 

電 話 （002-507）2233424 

E-Mail embajadarepchina@gmail.com

駐巴拉圭共和國大使館

Embass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Taiwan）, Asunción, 
Republic of Paraguay 

大 使 俞大汪雷 
Alexander Tah-Ray YUI 
（104/10/06任） 

館 址 Avenida Mariscal López 1133 Asunción, 
Paraguay 

電 話 （002-595-21）213361 

E-Mail embrocpy@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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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東方市總領事館

Consulate-General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Taiwan）,
Eastern City, Republic of 
Paraguay

總領事 溫曜禎

Diego WEN 
（103/12/30任）

館 址 Avda. del Lago, Barrio Boquerón II, 
Ciudad del Este, Paraguay 

電 話 （002-595）61500329、61500150

E-Mail agt@mofa.gov.tw 

駐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大

使館

Embass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Taiwan）at St. Kitts 
and Nevi 

大 使 丘高偉

George Gow-wei CHIOU 
（104/3/16任）

館 址 P.O. Box 119 Taylor’s Range, Basseterre, 
St. Kitts, West Indies 

電 話 （002-1-869）4652421

E-Mail rocemb@sisterisles.kn 

駐聖露西亞大使館

Embass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Taiwan）in St. Lucia 

大 使 牟華瑋

Hua-wei MOU 
（104/9/26任）

館 址 Reduit Beach Ave., Rodney Bay, Gros 
Islet, St. Lucia 

電 話 （002-1-758）4528105

E-Mail luciaemb@gmail.com 

駐聖文森國大使館

Embass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Taiwan）, Kingstown, 
St. Vincent and the 
Grenadines 

大 使 葛葆萱

Baushuan GER 
（103/9/12任）

館 址 Murray’s Road, Kingstown, St. Vincent & 
the Grenadines, West Indies 

電 話 （002-1-784）4562431

E-Mail rocemsvg@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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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日本代表處（臺北駐日經

濟文化代表處）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Japa 

特任大使

（代表名

義對外）

沈斯淳

Ssu-Tsun SHEN 
（101/09/01任）

館 址 20-2, Shirokanedai 5-chome Minato-ku, 
Tokyo 108-0071, Japan 

電 話 （002-81-3）32807811

E-Mail vipass@roc-taiwan.org 

駐大阪辦事處（臺北駐大阪

經濟文化辦事處）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Osaka 

總領事

（處長名

義對外）

蔡明耀

Ming-yaw TSAI 
（102/09/11任）

館 址 4 Fl., Nichiei Building, 4-8, Tosabori 
1-chome, Nishi-ku, Osaka 550-0001, Japan

電 話 （002-81-6）64438481~7

E-Mail teco-osa@juno.ocn.ne.jp 

駐福岡辦事處（臺北駐大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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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戎義俊

Yee-jung RONG 
（102/03/28任）

館 址 No. 12-42, Sakurazaka 3-chome Chuoku, 
Fukuoka 810~0024, Japan 

電 話 （002-81-92）7342810~12

E-Mail teco.fkk@gmail.com 

駐橫濱辦事處（臺北駐日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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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粘信士

Shinn-shyh NIEN 
（102/12/05任）

館 址 2nd Flo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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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駐日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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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啟誠

Chii-cherng SU 
（102/12/05任）

館 址 6F, Alte Building, 3-15-9 Kumoji, Naha 
City, Okinawa 900-0015, Japan 

電 話 （002-81-98）8627008

E-Mail oka@mofa.gov.tw 

駐札幌辦事處（臺北駐日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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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桎宏

Jyh-hong CHEN 
（102/12/05任）

館 址 5F, Itou Bldg.1, Nishi 4 chyoume, Kita 4 
jyou, Sapporo City, Hokkadou ,060-0004, 
Japan 

電 話 （002-81-11）2222930

E-Mail spk@mofa.gov.tw 

駐韓國代表處（駐韓國臺北

代表部）

Taipei Mission in Korea, 
Seoul, Korea 

特任大使

（代表名

義對外）

石定

Ting Joseph SHIH 
（103/07/15任）

館 址 6F., Kwanghwamun Bldg., 211, Sejong-ro, 
Chongro-ku, Seoul, Korea 110-730 

電 話 （002-822）3992780

E-Mail kor@mofa.gov.tw 

駐釜山辦事處（駐韓國臺北

代表部釜山辦事處）

Taipei Mission in Korea, 
Busan Office 

總領事

（處長

名義對

外）

唐殿文

Diann-wen TANG 
（102/08/19任）

館 址 9F. Dongbang Bldg., 88 Jungang Road, 
Jung-Gu, Busan, Korea 600-717 

電 話 （002-82-51）4637965

E-Mail pus@mof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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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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清雄

Albert HUANG 
（101/09/01任）

館 址 No. 18, Simpang 80-11, Kampong 
Pengkalan Gadong, KM4, Jalan Gadong, 
BE3919, Brunei Darussalam 

電 話 （002-673）2455482,2455485

E-Mail twnrocbr@brunet.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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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良任

Liang-jen CHANG 
（103/01/22任）

館 址 17th F Gedung Artha Graha, J1. Jend. 
Sudirman Kav. 52-53, Jakarta, 12190, 
Indonesia

電 話 （002-62-21）5153939

E-Mail idn@teto.or.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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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館址

電話

E-Mail

蕭勝中 

Sheng-chung Hsiao 
(104/12/06任)

J1.Indragiri No.49,Surabaya 60241 
Indonesia
(002-62-31) 99014600
sub@tetos.or.id

駐馬來西亞代表處（駐馬來

西亞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Malaysia 

大使

（代表

名義對

外）

章計平

James Chi-Ping CHANG 
（104/09/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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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co@po.jaring.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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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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任大使

（代表名

義對外）

林松煥

Gary Song-huann LIN 
（103/09/23任）

館 址 41F, Tower 1, RCBC Plaza, 6819 Ayala 
Avenue, Makati City 1200, Metro Manila, 
Philippines 

電 話 （002-632）8876688

E-Mail phl@mofa.gov.tw 

駐新加坡代表處（駐新加坡

臺北代表處）

Taipei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Republic of Singapore 

特任大使

（代表名

義對外）

張大同

Ta-Tung CHANG 
（104/07/25任）

館 址 460 Alexandra Road, #23-00, PSA 
Building, Singapore 119963 

電 話 （002-65）65000100

E-Mail sgp@mofa.gov.tw 

駐泰國代表處（駐泰國臺北

經濟文化辦事處）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Thailand 

大使

（代表名

義對外）

謝武樵

Kelly W. HSIEH 
（104/07/12任）

館 址 20th Fl., Empire Tower, 195 South Sathorn 
Rd., Yannawa Bangkok 10120, Thailand 

電 話 （002-662）6700200~9

E-Mail tecocomu.th@gmail.com 

駐越南代表處（駐越南臺北

經濟文化辦事處）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Hanoi, 
Vietnam

大使

（代表名

義對外）

黃志鵬

Chih-peng HUANG 
（101/09/01任）

館 址 5th Floor, HITC Building, 239 Xuan Thuy 
Street, Cau Giay District, Hanoi, Vietnam 

電 話 （002-844）38335501

E-Mail tecohn@netnam.vn ; vn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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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任大使

（代表名

義對外）

林松煥

Gary Song-huann LIN 
（103/09/23任）

館 址 41F, Tower 1, RCBC Plaza, 6819 Ayala 
Avenue, Makati City 1200, Metro Manila, 
Philippines 

電 話 （002-632）8876688

E-Mail phl@mofa.gov.tw 

駐新加坡代表處（駐新加坡

臺北代表處）

Taipei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Republic of Singapore 

特任大使

（代表名

義對外）

張大同

Ta-Tung CHANG 
（104/07/25任）

館 址 460 Alexandra Road, #23-00, PSA 
Building, Singapore 119963 

電 話 （002-65）65000100

E-Mail sgp@mofa.gov.tw 

駐泰國代表處（駐泰國臺北

經濟文化辦事處）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Thailand 

大使

（代表名

義對外）

謝武樵

Kelly W. HSIEH 
（104/07/12任）

館 址 20th Fl., Empire Tower, 195 South Sathorn 
Rd., Yannawa Bangkok 10120, Thailand 

電 話 （002-662）6700200~9

E-Mail tecocomu.th@gmail.com 

駐越南代表處（駐越南臺北

經濟文化辦事處）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Hanoi, 
Vietnam

大使

（代表名

義對外）

黃志鵬

Chih-peng HUANG 
（101/09/01任）

館 址 5th Floor, HITC Building, 239 Xuan Thuy 
Street, Cau Giay District, Hanoi, Vietnam 

電 話 （002-844）38335501

E-Mail tecohn@netnam.vn ; vnm@mofa.gov.tw 



中華民國 104 年外交年鑑

- 754 -

駐胡志明市辦事處（駐胡志

明市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Ho Chi 
Minh City 

總領事

（處長名

義對外）

梁光中

Kuang-chung LIANG 
（103/11/24任）

館 址 19F. Flemington Tower, 182 Le Dai Hanh 
St., Dist. 11, HCMC Vietnam 

電 話 （002-848）38349160~5

E-Mail suggest@tecohcm.org.vn 

駐印度代表處（駐新德里臺

北經濟文化中心）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Center in New Delhi 

大使

（代表名

義對外）

田中光

Chung-kwang TIEN 
（102/01/21任）

館 址 34, Pashchimi Marg, Vasant Vihar, 
New Delhi 110057, India

電 話 （002-91-11）46077777

E-Mail ind@mofa.gov.tw 

香港事務局服務組（臺北經

濟文化辦事處服務組）

Chung Hwa Travel Service 
Hong Kong 

參事

(組長名

義對外)

黃鑫圳

Byron H. J. HUANG 
（102/01/09任）

館 址 40th Floor, Tower One, Lippo Centre, No. 
89 Queensway, Hong Kong 

電 話 （002-852）25301187

E-Mail hkg@mofa.gov.tw 

澳門事務處服務組（臺北經

濟文化辦事處服務組）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Center, Macau 

一等秘書

(組長名

義對外)

張鈞貽

Chun-yi CHANG 
（103/07/24任）

館 址 Al. Dr. Carlos d’Assumpção, No. 411-417, 
Edif. Dynasty Plaza, 6 Andar F-K, Macau 

電 話 （002-853）28306282、28306289

E-Mail tpemac@gmail.com 

駐胡志明市辦事處（駐胡志

明市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Ho Chi 
Minh City 

總領事

（處長名

義對外）

梁光中

Kuang-chung LIANG 
（103/11/24任）

館 址 19F. Flemington Tower, 182 Le Dai Hanh 
St., Dist. 11, HCMC Vietnam 

電 話 （002-848）38349160~5

E-Mail suggest@tecohcm.org.vn 

駐印度代表處（駐新德里臺

北經濟文化中心）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Center in New Delhi 

大使

（代表名

義對外）

田中光

Chung-kwang TIEN 
（102/01/21任）

館 址 34, Pashchimi Marg, Vasant Vihar, 
New Delhi 110057, India

電 話 （002-91-11）46077777

E-Mail ind@mofa.gov.tw 

香港事務局服務組（臺北經

濟文化辦事處服務組）

Chung Hwa Travel Service 
Hong Kong 

參事

(組長名

義對外)

黃鑫圳

Byron H. J. HUANG 
（102/01/09任）

館 址 40th Floor, Tower One, Lippo Centre, No. 
89 Queensway, Hong Kong 

電 話 （002-852）25301187

E-Mail hkg@mofa.gov.tw 

澳門事務處服務組（臺北經

濟文化辦事處服務組）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Center, Macau 

一等秘書

(組長名

義對外)

張鈞貽

Chun-yi CHANG 
（103/07/24任）

館 址 Al. Dr. Carlos d’Assumpção, No. 411-417, 
Edif. Dynasty Plaza, 6 Andar F-K, Macau 

電 話 （002-853）28306282、28306289

E-Mail tpemac@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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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澳大利亞代表處（駐澳大

利亞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Australia 

特任大使

（代表名

義對外）

李大維

David T. LEE 
（104/01/03任）

館 址 Unit 8, 40 Blackall Street, Barton, ACT 
2600, Australia 

電 話 （002-61-2）61202000

E-Mail aus@teco.org.au 

駐布里斯本辦事處（駐布里

斯本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Brisbane, 
Australia

總領事

（處長名

義對外）

賴維中

Ken Wei-Chung LAI 
（103/07/07任）

館 址 Level 34, Riparian Plaza, 71 Eagle Street, 
Brisbane, Queensland 4000, Australia 

電 話 （002-61-7）32295168

E-Mail tecobne@gmail.com 

駐墨爾本辦事處（駐墨爾本

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Melbourne, 
Australia

總領事

（處長名

義對外）

翁瑛敏

Ying-ming WONG 
（101/09/01任）

館 址 Level 46, 80 Collins Street, Melbourne, 
VIC 3000, Australia 

電 話 （002-61-3）96508611

E-Mail tecomel@gmail.com 

駐雪梨辦事處（駐雪梨臺北

經濟文化辦事處）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Sydney, 
Australia

總領事

（處長

名義對

外）

沈正宗

Cheng-tsung SHEN 
（103/07/02任）

館 址 Suite 1902, Level 19, MLC Centre, King 
St. Sydney, NSW 2000, Australia 

電 話 （002-61-2）92233233

E-Mail tecosydney@gmail.com 

駐澳大利亞代表處（駐澳大

利亞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Australia 

特任大使

（代表名

義對外）

李大維

David T. LEE 
（104/01/03任）

館 址 Unit 8, 40 Blackall Street, Barton, ACT 
2600, Australia 

電 話 （002-61-2）61202000

E-Mail aus@teco.org.au 

駐布里斯本辦事處（駐布里

斯本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Brisbane, 
Australia

總領事

（處長名

義對外）

賴維中

Ken Wei-Chung LAI 
（103/07/07任）

館 址 Level 34, Riparian Plaza, 71 Eagle Street, 
Brisbane, Queensland 4000, Australia 

電 話 （002-61-7）32295168

E-Mail tecobne@gmail.com 

駐墨爾本辦事處（駐墨爾本

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Melbourne, 
Australia

總領事

（處長名

義對外）

翁瑛敏

Ying-ming WONG 
（101/09/01任）

館 址 Level 46, 80 Collins Street, Melbourne, 
VIC 3000, Australia 

電 話 （002-61-3）96508611

E-Mail tecomel@gmail.com 

駐雪梨辦事處（駐雪梨臺北

經濟文化辦事處）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Sydney, 
Australia

總領事

（處長

名義對

外）

沈正宗

Cheng-tsung SHEN 
（103/07/02任）

館 址 Suite 1902, Level 19, MLC Centre, King 
St. Sydney, NSW 2000, Australia 

電 話 （002-61-2）92233233

E-Mail tecosydney@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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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紐西蘭代表處（駐紐西蘭

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Taipei Economic & Cultural 
Office, New Zealand 

大使

（代表名

義對外）

吳建國

Chien-kuo WU 
（103/07/26任）

館 址 Level 21, 105 The Terrace Wellington, 
6011, New Zealand 

電 話 （002-64-4）4736474~703

E-Mail tecowlg@taipei.org.nz 

駐奧克蘭辦事處（駐奧克蘭

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Taipei Economic & Cultural 
Office in Auckland 

總領事

（處長名

義對外）

周中興

Chung-Hsing CHOU 
（104/01/09任）

館 址 Level 18, 120 Albert Street, Auckland, 
New Zealand 

電 話 （002-64-9）3033903

E-Mail tecoakl@taiwan-roc.org.nz 

駐斐濟代表處（中華民國駐

斐濟商務代表團）

Trade Miss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Suva, 
Republic of the Fiji Islands 

大使

（代表名

義對外）

高泉金

Jeffrey Chuan-chin KAU 
（104/01/29任）

館 址 6th Floor, Pacific House, Butt Street, Suva, 
Republic of the Fiji Islands 

電 話 （002-679）3315922

E-Mail fji@mofa.gov.tw 

駐巴布亞紐幾內亞代表處

（中華民國（臺灣）駐巴布

亞紐幾內亞商務代表團）

Trade Miss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on
Taiwan）in Papua New 
Guinea

公使

（代表名

義對外）

邱太欽

Herman T. C. CHIU 
（103/09/18任）

館 址 Level 8, Deloitte Tower, Douglas Street, 
Port Moresby, NCD, Papua New Guinea 

電 話 （002-675）3212922、3212909

E-Mail png@mofa.gov.tw 

駐紐西蘭代表處（駐紐西蘭

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Taipei Economic & Cultural 
Office, New Zealand 

大使

（代表名

義對外）

吳建國

Chien-kuo WU 
（103/07/26任）

館 址 Level 21, 105 The Terrace Wellington, 
6011, New Zealand 

電 話 （002-64-4）4736474~703

E-Mail tecowlg@taipei.org.nz 

駐奧克蘭辦事處（駐奧克蘭

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Taipei Economic & Cultural 
Office in Auckland 

總領事

（處長名

義對外）

周中興

Chung-Hsing CHOU 
（104/01/09任）

館 址 Level 18, 120 Albert Street, Auckland, 
New Zealand 

電 話 （002-64-9）3033903

E-Mail tecoakl@taiwan-roc.org.nz 

駐斐濟代表處（中華民國駐

斐濟商務代表團）

Trade Miss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Suva, 
Republic of the Fiji Islands 

大使

（代表名

義對外）

高泉金

Jeffrey Chuan-chin KAU 
（104/01/29任）

館 址 6th Floor, Pacific House, Butt Street, Suva, 
Republic of the Fiji Islands 

電 話 （002-679）3315922

E-Mail fji@mofa.gov.tw 

駐巴布亞紐幾內亞代表處

（中華民國（臺灣）駐巴布

亞紐幾內亞商務代表團）

Trade Miss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on
Taiwan）in Papua New 
Guinea

公使

（代表名

義對外）

邱太欽

Herman T. C. CHIU 
（103/09/18任）

館 址 Level 8, Deloitte Tower, Douglas Street, 
Port Moresby, NCD, Papua New Guinea 

電 話 （002-675）3212922、3212909

E-Mail png@mof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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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巴林代表處（臺灣駐巴林

商務代表團）

Trade Mission of Taiwan to 
the Kingdom of Bahrain 

公使

（代表名

義對外）

陳天爵

Michael T. CHEN 
（103/02/10任）

館 址 Flat 1, Abulfatih Building No. 172, Road 
1906, Block 319, Al Hoora Area, Manama, 
Kingdom of Bahrain 

電 話 （002-973）17292578

E-Mail tmorocbl@batelco.com.bh 

駐以色列代表處（駐臺拉維

夫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Tel-Aviv 

公使

（代表名

義對外）

季韻聲

  Yun-sheng CHI 
（103/02/12任）

館 址 Azrieli Center 1, Round Building, 21st Fl., 
132 Menachem Begin Road, Tel Aviv, 
60721, Israel 

電 話 （002-972-3）6074788

E-Mail mofa@teco.org.il 

駐約旦代表處（中華民國

（臺灣）商務辦事處）

Commercial Offic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Taiwan）,
Amman, Jordan 

公使

（代表名

義對外）

楊心怡

Syin-yi YANG 
（104/12/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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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國臺北商務代表處）

Taipei Commercial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the 
State of Kuwait 

大使

（代表名

義對外）

項恬毅

Timothy T. Y. HSIANG
（103/07/23任）

館 址 House No. 18, Street No. 111, Block 6, 
Al-Jabriya, State of Kuwait 

電 話 （002-965）25339988、25324527

E-Mail kwt@mofa.gov.tw 

駐巴林代表處（臺灣駐巴林

商務代表團）

Trade Mission of Taiwan to 
the Kingdom of Bahrain 

公使

（代表名

義對外）

陳天爵

Michael T. CHEN 
（103/02/10任）

館 址 Flat 1, Abulfatih Building No. 172, Road 
1906, Block 319, Al Hoora Area, Manama, 
Kingdom of Bahrain 

電 話 （002-973）17292578

E-Mail tmorocbl@batelco.com.bh 

駐以色列代表處（駐臺拉維

夫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Tel-Aviv 

公使

（代表名

義對外）

季韻聲

  Yun-sheng CHI 
（103/02/12任）

館 址 Azrieli Center 1, Round Building, 21st Fl., 
132 Menachem Begin Road, Tel Aviv, 
60721, Israel 

電 話 （002-972-3）6074788

E-Mail mofa@teco.org.il 

駐約旦代表處（中華民國

（臺灣）商務辦事處）

Commercial Offic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Taiwan）,
Amman, Jordan 

公使

（代表名

義對外）

楊心怡

Syin-yi YANG 
（104/12/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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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國臺北商務代表處）

Taipei Commercial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the 
State of Kuwait 

大使

（代表名

義對外）

項恬毅

Timothy T. Y. HSIANG
（103/07/23任）

館 址 House No. 18, Street No. 111, Block 6, 
Al-Jabriya, State of Kuwait 

電 話 （002-965）25339988、25324527

E-Mail kwt@mof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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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阿曼代表處（駐阿曼王國

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Muscat, 
Oman 

大使

（代表名

義對外）

廖港民

Kang-min LIAO 
（102/12/03任）

館 址 Way No. 3046, Villa No. 3579, Shati Al 
Qurm, Muscat, Sultanate of Oman 

電 話 （002-968）24605695、24692313

E-Mail tecomuscat.oman@gmail.com 

駐沙烏地阿拉伯代表處（駐

沙烏地阿拉伯王國臺北經

濟文化代表處）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the Kingdom of 
Saudi Arabia 

大使

（代表名

義對外）

馬超遠

Chao-yuan MA 
（104/10/04任）

館 址 Circle 10, Diplomatic Quarter, Riyadh, 
Kingdom of Saudi Arabia 

電 話 （002-966-1）488-1900

E-Mail sau@mofa.gov.tw 

駐吉達辦事處（駐沙烏地阿

拉伯王國臺北經濟文化代

表處吉達分處）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the Kingdom of 
Saudi Arabia, Jeddah Office 

總領事

（處長名

義對外）

吳清泉

Ching-Chuan WU 
（102/03/30任）

館 址 No. 41 Al-Abaqerah Street（19）, Al- 
Ruwais District/7, Jeddah, Saudi Arabia 

電 話 （002-966-2）660-2264、661-3558

E-Mail jed@mofa.gov.tw 

駐土耳其代表處 （駐安卡

拉臺北經濟文化代表團）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Mission in Ankara 

公使

（代表名

義對外）

鄭泰祥

Yaser Tai-hsiung CHENG 
（102/11/21任）

館 址 Rabat Sok. No. 16, Gaziosmanpasa, 
Ankara 06700, Turkey 

電 話 （002-90-312）4367255

E-Mail turtaipei@gmail.com 

駐阿曼代表處（駐阿曼王國

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Muscat, 
Oman 

大使

（代表名

義對外）

廖港民

Kang-min LIAO 
（102/12/03任）

館 址 Way No. 3046, Villa No. 3579, Shati Al 
Qurm, Muscat, Sultanate of Oman 

電 話 （002-968）24605695、24692313

E-Mail tecomuscat.oman@gmail.com 

駐沙烏地阿拉伯代表處（駐

沙烏地阿拉伯王國臺北經

濟文化代表處）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the Kingdom of 
Saudi Arabia 

大使

（代表名

義對外）

馬超遠

Chao-yuan MA 
（104/10/04任）

館 址 Circle 10, Diplomatic Quarter, Riyadh, 
Kingdom of Saudi Arabia 

電 話 （002-966-1）488-1900

E-Mail sau@mofa.gov.tw 

駐吉達辦事處（駐沙烏地阿

拉伯王國臺北經濟文化代

表處吉達分處）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the Kingdom of 
Saudi Arabia, Jeddah Office 

總領事

（處長名

義對外）

吳清泉

Ching-Chuan WU 
（102/03/30任）

館 址 No. 41 Al-Abaqerah Street（19）, Al- 
Ruwais District/7, Jeddah, Saudi Arabia 

電 話 （002-966-2）660-2264、661-3558

E-Mail jed@mofa.gov.tw 

駐土耳其代表處 （駐安卡

拉臺北經濟文化代表團）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Mission in Ankara 

公使

（代表名

義對外）

鄭泰祥

Yaser Tai-hsiung CHENG 
（102/11/21任）

館 址 Rabat Sok. No. 16, Gaziosmanpasa, 
Ankara 06700, Turkey 

電 話 （002-90-312）4367255

E-Mail turtaipei@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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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杜拜辦事處（中華民國駐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杜拜商

務辦事處）

Commercial Offic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Dubai, 
United Arab Emirates 

總領事

（處長名

義對外）

楊司恭

Jerry S. K. YANG 
（104/10/04任）

館 址 Mezzinie Floor, Sharaf Travel Building, 
153 Khalid Bin Al Waleed Rd., Bur Dubai, 
Dubai, United Arab Emirates 

電 話 （002-971-4）3977888

E-Mail corocdxb@gmail.com 

駐俄羅斯代表處（臺北莫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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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使

（代表名

義對外）

王建業

Chien-yeh WANG 
（104/09/16任）

館 址 24/2 Tverskaya St., Korpus 1, Gate 4, 4th

Fl., Moscow, 125009, Russian Federation 

電 話 （002-7-495）9563786~90

E-Mail rus@mofa.gov.tw 

駐蒙古代表處（駐烏蘭巴托

臺北貿易經濟代表處）

Taipei Trade and Economic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Ulaanbaatar

公使

（代表名

義對外）

黃國榮

Kuo-Jung HUANG 
（104/12/23任）

館 址 3rd Fl., Taiwan Center, Chingeltei District, 
Ulaanbaatar, Mongolia 

電 話 （002-976-11）328705、322735

E-Mail mng@mofa.gov.tw 

駐奈及利亞代表處（中華民

國（臺灣）駐奈及利亞聯邦

共和國商務代表團）

Trade Mission of the ROC
（Taiwan）, Abuja, Federal 
Republic of Nigeria 

公使

（代表

名義對

外）

趙家寶

Morgan CHAO 
（103/12/09任）

館 址 31 Katsina Ala Crescent, Maitama, Abuja, 
Nigeria

電 話 （002-234）8033160006、8065604004

E-Mail roctmtaiwan@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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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南非代表處（駐南非共和

國臺北聯絡代表處）

Taipei Liaison Office in the 
Republic of South Africa 

大使

（代表名

義對外）

陳忠

John C. CHEN 
（104/04/17任）

館 址 1147 Schoeman Street, Hatfield, Pretoria 
0083, Republic of South Africa 

電 話 （002-27-12）4306071~3

E-Mail southafricatlo@gmail.com 

駐開普敦辦事處（駐開普敦

臺北聯絡辦事處）

Taipei Liaison Office in Cape 
Town 

總領事

（處長名

義對外）

劉克裕

Keh-yue LIU  
（104/03/16任）

館 址 Suite 1004, 10th Main Tower, Standard 
Bank Centre, Hertzog Boulevard, 
Foreshore, Cape Town 8001, Republic of 
South Africa 

電 話 （002-27-21）4181188

E-Mail cpt@mofa.gov.tw 

駐利比亞代表處（駐的黎波

里商務代表處）

Taiwan Commercial Office 
in Tripoli 

※暫停運作

館 址 Madinah Siyahia, Gargarsh, Tripoli, Libya
（behind Al-Waha Bank）

電 話 （002-218-21）4832158

E-Mail cym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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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 任

代 表

賴幸媛

Shin-yuan LAI 
（101/12/16任）

館 址 Avenue de Tournay 7,1292 Chambésy, 
Geneva,, Switzerland 

電 話 （002-41-22）5455353

E-Mail post@taiwanwto.ch 

駐南非代表處（駐南非共和

國臺北聯絡代表處）

Taipei Liaison Office in the 
Republic of South Africa 

大使

（代表名

義對外）

陳忠

John C. CHEN 
（104/04/17任）

館 址 1147 Schoeman Street, Hatfield, Pretoria 
0083, Republic of South Africa 

電 話 （002-27-12）4306071~3

E-Mail southafricatlo@gmail.com 

駐開普敦辦事處（駐開普敦

臺北聯絡辦事處）

Taipei Liaison Office in Cape 
Town 

總領事

（處長名

義對外）

劉克裕

Keh-yue LIU  
（104/03/16任）

館 址 Suite 1004, 10th Main Tower, Standard 
Bank Centre, Hertzog Boulevard, 
Foreshore, Cape Town 8001, Republic of 
South Africa 

電 話 （002-27-21）4181188

E-Mail cpt@mofa.gov.tw 

駐利比亞代表處（駐的黎波

里商務代表處）

Taiwan Commercial Office 
in Tripoli 
※暫停運作

館 址 Madinah Siyahia, Gargarsh, Tripoli, Libya
（behind Al-Waha Bank）

電 話 （002-218-21）4832158

E-Mail cym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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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 任

代 表

賴幸媛

Shin-yuan LAI 
（101/12/16任）

館 址 Avenue de Tournay 7,1292 Chambésy, 
Geneva,, Switzerland 

電 話 （002-41-22）5455353

E-Mail post@taiwanwto.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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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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國猷

Kuoyu TUNG 
（102/03/02任）

館 址 Boulevard du Régent 40, 1000 Bruxelles, 
Belgique

電 話 （002-32-2）5110687

E-Mail bel@taipei-office.be 

駐法國代表處（駐法國臺北

代表處）

Bureau de Représentation de 
Taipei en France 

大使

（代表名

義對外）

張銘忠

Ming-zhong ZHANG 
（104/07/22任）

館 址 78, rue de l’Université, 75007 Paris, France

電 話 （002-33-1）4439-8830

E-Mail taiwan.brtf@gmail.com 

駐荷蘭代表處（駐荷蘭臺北

代表處）

Taipei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the Netherlands 

大使

（代表名

義對外）

周台竹

Tom Tai-Chu CHOU 
（104/06/01任）

館 址 Van Stolkweg 23, 2585 JM Den Haag, The 
Netherlands

電 話 （002-31-70）2503000

E-Mail tperep@xs4all.nl 

駐愛爾蘭代表處（駐愛爾蘭

臺北代表處）

Taipei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Ireland 

大使

（代表名

義對外）

杜聖觀

Simon S. K. Tu 
（104/02/15任）

館 址 8 Lower Hatch Street, Dublin 2, Ireland 

電 話 （002-353-1）6785413、6785580

E-Mail twnirl@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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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國猷

Kuoyu TUNG 
（102/03/02任）

館 址 Boulevard du Régent 40, 1000 Bruxelles, 
Belgique

電 話 （002-32-2）5110687

E-Mail bel@taipei-office.be 

駐法國代表處（駐法國臺北

代表處）

Bureau de Représentation de 
Taipei en France 

大使

（代表名

義對外）

張銘忠

Ming-zhong ZHANG 
（104/07/22任）

館 址 78, rue de l’Université, 75007 Paris, France

電 話 （002-33-1）4439-8830

E-Mail taiwan.brtf@gmail.com 

駐荷蘭代表處（駐荷蘭臺北

代表處）

Taipei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the Netherlands 

大使

（代表名

義對外）

周台竹

Tom Tai-Chu CHOU 
（104/06/01任）

館 址 Van Stolkweg 23, 2585 JM Den Haag, The 
Netherlands

電 話 （002-31-70）2503000

E-Mail tperep@xs4all.nl 

駐愛爾蘭代表處（駐愛爾蘭

臺北代表處）

Taipei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Ireland 

大使

（代表名

義對外）

杜聖觀

Simon S. K. Tu 
（104/02/15任）

館 址 8 Lower Hatch Street, Dublin 2, Ireland 

電 話 （002-353-1）6785413、6785580

E-Mail twnirl@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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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英國代表處（駐英國臺北

代表處）

Taipei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the U.K. 

特任大使

（代表名

義對外）

劉志攻

Chih-Kung LIU 
（103/07/04任）

館 址 50 Grosvenor Gardens, London SW1W 
0EB, United Kingdom 

電 話 （002-44-20）78812650

E-Mail tro@taiwan-tro.uk.net 

駐愛丁堡辦事處（駐英國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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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仁崇

Marc, Jen-chung SU 
（102/01/25任）

館 址 1 Melville Street, Edinburgh EH3 7PE, 
U.K. 

電 話 （002-44-131）2206886

E-Mail reception.troedi@gmail.com 

駐奧地利代表處（駐奧地利

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中國

文化研究所）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stitute of 
Chinese Culture, Vienna, 
Austria

大使

（代表名

義對外）

陳連軍

Lien-gene CHEN 
（101/09/01任）

館 址 Wagramerstrasse 19/11 OG, A-1220 
Vienna, Austria 

電 話 （002-43-1）2124720

E-Mail information@taipei.at 

駐德國代表處（駐德國臺北

代表處）

Taipeh Vertretung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大使

（代表名

義對外）

陳華玉

Agnes Hwa-yue CHEN 
（102/06/29任）

館 址 Markgrafenstrasse 35, 10117 Berlin, 
Germany 

電 話 （002-49-30）203610

E-Mail deu@mofa.gov.tw 

駐英國代表處（駐英國臺北

代表處）

Taipei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the U.K. 

特任大使

（代表名

義對外）

劉志攻

Chih-Kung LIU 
（103/07/04任）

館 址 50 Grosvenor Gardens, London SW1W 
0EB, United Kingdom 

電 話 （002-44-20）78812650

E-Mail tro@taiwan-tro.uk.net 

駐愛丁堡辦事處（駐英國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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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仁崇

Marc, Jen-chung SU 
（102/01/25任）

館 址 1 Melville Street, Edinburgh EH3 7PE, 
U.K. 

電 話 （002-44-131）2206886

E-Mail reception.troedi@gmail.com 

駐奧地利代表處（駐奧地利

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中國

文化研究所）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stitute of 
Chinese Culture, Vienna, 
Austria

大使

（代表名

義對外）

陳連軍

Lien-gene CHEN 
（101/09/01任）

館 址 Wagramerstrasse 19/11 OG, A-1220 
Vienna, Austria 

電 話 （002-43-1）2124720

E-Mail information@taipei.at 

駐德國代表處（駐德國臺北

代表處）

Taipeh Vertretung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大使

（代表名

義對外）

陳華玉

Agnes Hwa-yue CHEN 
（102/06/29任）

館 址 Markgrafenstrasse 35, 10117 Berlin, 
Germany 

電 話 （002-49-30）203610

E-Mail deu@mof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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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法蘭克福辦事處（駐德國

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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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瑞坤

Jui-kun HUANG 
（102/03/04任）

館 址 Friedrichstrasse 2-6, 60323 Frankfurt/Main

電 話 （002-49-69）745734

E-Mail taipehvertretungfrankfurt@gmail.com 

駐漢堡辦事處（駐德國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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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建松

Jian-song CHU 
（103/09/18任）

館 址 Mittelweg 144/2. O.G., 20148 Hamburg,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電 話 （002-49-40）447788

E-Mail Taipehvertretung@taipei-hamburg.de 

駐慕尼黑辦事處（駐德國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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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聰明

Tsong-Ming HUS 
（104/12/02任）

館 址 Leopoldstrasse.28a 5F, 80802 München, 
Deutschland

電 話 （002-49-89）5126790

E-Mail muc@mofa.gov.tw 

駐瑞士代表處（駐瑞士臺北

文化經濟代表團）

Délégation Culturelle et 
Économique de Taipei 

大使

（代表名

義對外）

劉邦治

Bang-zyh LIU 
（103/02/20任）

館 址 Kirchenfeldstrasse 14, 3005 Bern, 
Switzerland 

電 話 （002-41-31）3822927

E-Mail che@mofa.gov.tw 

駐法蘭克福辦事處（駐德國

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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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瑞坤

Jui-kun HUANG 
（102/03/04任）

館 址 Friedrichstrasse 2-6, 60323 Frankfurt/Main

電 話 （002-49-69）745734

E-Mail taipehvertretungfrankfurt@gmail.com 

駐漢堡辦事處（駐德國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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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建松

Jian-song CHU 
（103/09/18任）

館 址 Mittelweg 144/2. O.G., 20148 Hamburg,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電 話 （002-49-40）447788

E-Mail Taipehvertretung@taipei-hamburg.de 

駐慕尼黑辦事處（駐德國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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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聰明

Tsong-Ming HUS 
（104/12/02任）

館 址 Leopoldstrasse.28a 5F, 80802 München, 
Deutschland

電 話 （002-49-89）5126790

E-Mail muc@mofa.gov.tw 

駐瑞士代表處（駐瑞士臺北

文化經濟代表團）

Délégation Culturelle et 
Économique de Taipei 

大使

（代表名

義對外）

劉邦治

Bang-zyh LIU 
（103/02/20任）

館 址 Kirchenfeldstras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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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瑞士臺

北文化經濟代表團日內瓦

辦事處）

Bureau de Genève, 
Délégation Culturelle et 
Economique de Taipei 

總領事

（處長名

義對外）

易志成

Chih-Chen YI 
（104/10/06任）

館 址 56, rue de Moillebeau, 1209 Geneve, 
Switzerland 

電 話 （002-41-22）9197070

E-Mail gva@mofa.gov.tw 

駐希臘代表處（駐希臘臺北

代表處）

Taipei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Greece 

大使

（代表名

義對外）

張國葆

Kuo-boug CHANG 
（102/07/03任）

館 址 57, Marathonodromon Ave., 15452 
Psychico, Athens, Greece 

電 話 （002-30-210） 6776750 

E-Mail taipeigreece@gmail.com 

駐義大利代表處（駐義大利

臺北代表處）

Ufficio di Rappresentanza di 
Taipei in Italia 

大使

（代表名

義對外）

高碩泰

Stanley KAO 
（102/05/25任）

館 址 Viale Liegi, 1700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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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經濟文化中心）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Center in Portugal 

公使

（代表名

義對外）

林正惠

Abel Cheng-hui LIN 
（104/01/27任）

館 址 Av.da Liberdade 200,4 Dto., 1250-147, 
Lisboa, Portugal 

電 話 （002-351-21）3151279

E-Mail taipeilisbon@gmail.com 

駐日內瓦辦事處（駐瑞士臺

北文化經濟代表團日內瓦

辦事處）

Bureau de Genève, 
Délégation Culturelle et 
Economique de Taipei 

總領事

（處長名

義對外）

易志成

Chih-Chen YI 
（104/10/06任）

館 址 56, rue de Moillebeau, 1209 Geneve, 
Switzerland 

電 話 （002-41-22）9197070

E-Mail gva@mofa.gov.tw 

駐希臘代表處（駐希臘臺北

代表處）

Taipei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Greece 

大使

（代表名

義對外）

張國葆

Kuo-boug CHANG 
（102/07/03任）

館 址 57, Marathonodromon Ave., 15452 
Psychico, Athens, Greece 

電 話 （002-30-210） 6776750 

E-Mail taipeigreece@gmail.com 

駐義大利代表處（駐義大利

臺北代表處）

Ufficio di Rappresentanza di 
Taipei in Italia 

大使

（代表名

義對外）

高碩泰

Stanley KAO 
（102/05/25任）

館 址 Viale Liegi, 1700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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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經濟文化中心）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Center in Portugal 

公使

（代表名

義對外）

林正惠

Abel Cheng-hui LIN 
（104/01/27任）

館 址 Av.da Liberdade 200,4 Dto., 1250-147, 
Lisboa, Portugal 

電 話 （002-351-21）3151279

E-Mail taipeilisbon@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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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西班牙代表處（駐西班牙

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Oficina Económica y 
Cultural de Taipei, España 

特任大使

（代表名

義對外）

柯森耀

Simon S. Y. KO
（104/12/28任）

館 址 Calle Rosario Pino 14-16, Piso 18 Dcha. 
28020 Madrid, España（Spain）

電 話 （002-34）5718426

E-Mail esp@mofa.gov.tw 

駐丹麥代表處（駐丹麥臺北

代表處）

Taipei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Denmark 

大使

（代表名

義對外）

徐儷文

Lily L. W. HSU 
（101/09/01任）

館 址 Amaliegade 3, 2 F, 1256 Copenhagen K, 
Denmark 

電 話 （002-45）33935152

E-Mail contact@taipeioffice.dk

駐芬蘭代表處（駐芬蘭臺北

經濟文化辦事處）

Taipei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Finland 

大使

（代表名

義對外）

林錦蓮

Ching-lien LIN 
（101/12/02任）

館 址 Aleksanterinkatu 17, 00100 Helsinki, 
Finland

電 話 （002-358-9）68293800

E-Mail info@taipeioffice.fi 

駐挪威代表處（駐挪威臺北

代表處）

Taipei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Norway 

大使

（代表名

義對外）

程其蘅

R. Jane CHENG 
（104/01/11任）

館 址 5F, Kronprinsens gate 5,0251 Oslo, 
Norway

電 話 （002-47）23111730

E-Mail nor@mofa.gov.tw 

駐西班牙代表處（駐西班牙

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Oficina Económica y 
Cultural de Taipei, España 

特任大使

（代表名

義對外）

柯森耀

Simon S. Y. KO
（104/12/28任）

館 址 Calle Rosario Pino 14-16, Piso 18 Dcha. 
28020 Madrid, España（Spain）

電 話 （002-34）5718426

E-Mail esp@mofa.gov.tw 

駐丹麥代表處（駐丹麥臺北

代表處）

Taipei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Denmark 

大使

（代表名

義對外）

徐儷文

Lily L. W. HSU 
（101/09/01任）

館 址 Amaliegade 3, 2 F, 1256 Copenhagen K, 
Denmark 

電 話 （002-45）33935152

E-Mail contact@taipeioffice.dk

駐芬蘭代表處（駐芬蘭臺北

經濟文化辦事處）

Taipei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Finland 

大使

（代表名

義對外）

林錦蓮

Ching-lien LIN 
（101/12/02任）

館 址 Aleksanterinkatu 17, 00100 Helsinki, 
Finland

電 話 （002-358-9）68293800

E-Mail info@taipeioffice.fi 

駐挪威代表處（駐挪威臺北

代表處）

Taipei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Norway 

大使

（代表名

義對外）

程其蘅

R. Jane CHENG 
（104/01/11任）

館 址 5F, Kronprinsens gate 5,0251 Oslo, 
Norway

電 話 （002-47）23111730

E-Mail nor@mof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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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瑞典代表處（駐瑞典臺北

代表團）

Taipei Mission in Sweden 

大使

（代表名

義對外）

李澄然

Leo Chen-jan LEE 
（103/08/25任）

館 址 Wenner-Gren Center, 18tr. Sveävagen 166, 
S-113 46 Stockholm, Sweden 

電 話 （002-46-8）7288513

E-Mail taipei.mission@tmis.se 

駐捷克代表處（駐捷克臺北

經濟文化辦事處）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Prague 

特任大使

（代表名

義對外）

陸小榮

Sheau-Jung LU 
（104/07/12任）

館 址 Evropská 2590/33C, 16000 Praha 6, Czech 
Republic

電 話 （002-420）233320606

E-Mail tecoprag@mbox.vol.cz 

駐匈牙利代表處（駐匈牙利

臺北代表處）

Taipei Representative Office, 
Budapest, Hungary 

大使

（代表名

義對外）

陶文隆

Wen-lung TAO 
（103/07/26任）

館 址 1088 Budapest, Rakoczi ut 1-3/II em., 
Hungary

電 話 （002-36-1）2662884、2664817

E-Mail taipeirepoffice@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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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任大使

（代表名

義對外）

葛光越

Kuang-yueh KO 
（101/09/01任）

館 址 World Trade Center, Room 602, 2 
Elizabetes Street, Riga, LV-1340, Latvia 

電 話 （002-371）67320610、67321166、
67321204

E-Mail tmil@tmil.lv 

駐瑞典代表處（駐瑞典臺北

代表團）

Taipei Mission in Sweden 

大使

（代表名

義對外）

李澄然

Leo Chen-jan LEE 
（103/08/25任）

館 址 Wenner-Gren Center, 18tr. Sveävagen 166, 
S-113 46 Stockholm, Sweden 

電 話 （002-46-8）7288513

E-Mail taipei.mission@tmis.se 

駐捷克代表處（駐捷克臺北

經濟文化辦事處）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Prague 

特任大使

（代表名

義對外）

陸小榮

Sheau-Jung LU 
（104/07/12任）

館 址 Evropská 2590/33C, 16000 Praha 6, Czech 
Republic

電 話 （002-420）233320606

E-Mail tecoprag@mbox.vol.cz 

駐匈牙利代表處（駐匈牙利

臺北代表處）

Taipei Representative Office, 
Budapest, Hungary 

大使

（代表名

義對外）

陶文隆

Wen-lung TAO 
（103/07/26任）

館 址 1088 Budapest, Rakoczi ut 1-3/II em., 
Hungary

電 話 （002-36-1）2662884、2664817

E-Mail taipeirepoffice@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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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任大使

（代表名

義對外）

葛光越

Kuang-yueh KO 
（101/09/01任）

館 址 World Trade Center, Room 602, 2 
Elizabetes Street, Riga, LV-1340, Latvia 

電 話 （002-371）67320610、67321166、
67321204

E-Mail tmil@tmil.l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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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波蘭代表處（駐波蘭臺北

經濟文化辦事處）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Warsaw 

大使

（代表名

義對外）

陳銘政

Henry M. J. CHEN
（104/07/12任）

館 址 30th Floor, UL Emilii Plater 53, 00-113 
Warsaw, Poland 

電 話 （002-48-22）2130060

E-Mail biuro@taiwan.net.pl 

駐斯洛伐克代表處（駐斯洛

伐克臺北代表處）

Taipei Representative Office, 
Bratislava 

大使

（代表名

義對外）

張雲屏

yun-ping CHANG 
（103/04/17任）

館 址 Mostová 2, 81102, Bratislava, Slovak 
Republic

電 話 （002-421-2）58253229、58253220

E-Mail svk@mofa.gov.tw 

駐美國代表處（駐美國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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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呂巡

Lyushun SHEN 
（103/04/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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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駐亞特蘭大辦事處（駐亞特

蘭大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Atlanta 

總領事

（處長名

義對外）

戴輝源

Huei-yuan TAI 
（102/03/26任）

館 址 1180 West Peachtree St., N.E. Suite 800, 
Atlantic Center Plaza Atlanta, Georgia 
30309, U. S. A. 

電 話 （002-1-404）8709375

E-Mail tecoatl@teco.org 

駐波蘭代表處（駐波蘭臺北

經濟文化辦事處）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Warsaw 

大使

（代表名

義對外）

陳銘政

Henry M. J. CHEN
（104/07/12任）

館 址 30th Floor, UL Emilii Plater 53, 00-113 
Warsaw, Poland 

電 話 （002-48-22）2130060

E-Mail biuro@taiwan.net.pl 

駐斯洛伐克代表處（駐斯洛

伐克臺北代表處）

Taipei Representative Office, 
Bratislava 

大使

（代表名

義對外）

張雲屏

yun-ping CHANG 
（103/04/17任）

館 址 Mostová 2, 81102, Bratislava, Slovak 
Republic

電 話 （002-421-2）58253229、58253220

E-Mail svk@mofa.gov.tw 

駐美國代表處（駐美國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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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呂巡

Lyushun SHEN 
（103/04/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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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駐亞特蘭大辦事處（駐亞特

蘭大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Atlanta 

總領事

（處長名

義對外）

戴輝源

Huei-yuan TAI 
（102/03/26任）

館 址 1180 West Peachtree St., N.E. Suite 800, 
Atlantic Center Plaza Atlanta, Georgia 
30309, U. S. A. 

電 話 （002-1-404）8709375

E-Mail tecoatl@teco.org 

駐瑞典代表處（駐瑞典臺北

代表團）

Taipei Mission in Sweden 

大使

（代表名

義對外）

李澄然

Leo Chen-jan LEE 
（103/08/25任）

館 址 Wenner-Gren Center, 18tr. Sveävagen 166, 
S-113 46 Stockholm, Sweden 

電 話 （002-46-8）7288513

E-Mail taipei.mission@tmis.se 

駐捷克代表處（駐捷克臺北

經濟文化辦事處）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Prague 

特任大使

（代表名

義對外）

陸小榮

Sheau-Jung LU 
（104/07/12任）

館 址 Evropská 2590/33C, 16000 Praha 6, Czech 
Republic

電 話 （002-420）233320606

E-Mail tecoprag@mbox.vol.cz 

駐匈牙利代表處（駐匈牙利

臺北代表處）

Taipei Representative Office, 
Budapest, Hungary 

大使

（代表名

義對外）

陶文隆

Wen-lung TAO 
（103/07/26任）

館 址 1088 Budapest, Rakoczi ut 1-3/II em., 
Hungary

電 話 （002-36-1）2662884、2664817

E-Mail taipeirepoffice@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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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任大使

（代表名

義對外）

葛光越

Kuang-yueh KO 
（101/09/01任）

館 址 World Trade Center, Room 602, 2 
Elizabetes Street, Riga, LV-1340, Latvia 

電 話 （002-371）67320610、67321166、
67321204

E-Mail tmil@tmil.lv 

駐瑞典代表處（駐瑞典臺北

代表團）

Taipei Mission in Sweden 

大使

（代表名

義對外）

李澄然

Leo Chen-jan LEE 
（103/08/25任）

館 址 Wenner-Gren Center, 18tr. Sveävagen 166, 
S-113 46 Stockholm, Sweden 

電 話 （002-46-8）7288513

E-Mail taipei.mission@tmis.se 

駐捷克代表處（駐捷克臺北

經濟文化辦事處）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Prague 

特任大使

（代表名

義對外）

陸小榮

Sheau-Jung LU 
（104/07/12任）

館 址 Evropská 2590/33C, 16000 Praha 6, Czech 
Republic

電 話 （002-420）233320606

E-Mail tecoprag@mbox.vol.cz 

駐匈牙利代表處（駐匈牙利

臺北代表處）

Taipei Representative Office, 
Budapest, Hungary 

大使

（代表名

義對外）

陶文隆

Wen-lung TAO 
（103/07/26任）

館 址 1088 Budapest, Rakoczi ut 1-3/II em., 
Hungary

電 話 （002-36-1）2662884、2664817

E-Mail taipeirepoffice@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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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任大使

（代表名

義對外）

葛光越

Kuang-yueh KO 
（101/09/01任）

館 址 World Trade Center, Room 602, 2 
Elizabetes Street, Riga, LV-1340, Latvia 

電 話 （002-371）67320610、67321166、
67321204

E-Mail tmil@tmil.l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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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波士頓辦事處（駐波士頓

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Boston 

總領事

（處長名

義對外）

賴銘琪

Scott LAI 
（103/09/24任）

館 址 99 Summer St., Suite 801, Boston, MA 
02110, U. S. A. 

電 話 （002-1-617）7372050

E-Mail teco@tecoboston.org 

駐芝加哥辦事處（駐芝加哥

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Chicago 

總領事

（處長名

義對外）

何震寰

Calvin C. H. HO 
（103/08/29任）

館 址 Two Prudential Plaza, 57th Floor, 180 
North Stetson Ave., Chicago, IL 60601, U. 
S. A. 

電 話 （002-1-312）6160100

E-Mail tecochicago@yahoo.com 

駐關島辦事處（駐關島臺北

經濟文化辦事處）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Guam 

總領事

（處長名

義對外）

胡琪斌

Chi-pin HU 
（103/07/17任）

館 址 Suite 505, Bank of Guam Bldg., 111 
Chalan Santo Papa Road, Hagatna, Guam 
96910, U. S. A. 

電 話 （002-1-671）4725865-7

E-Mail tecoguam@gmail.com 

駐檀香山辦事處（駐檀香山

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Honolulu 

總領事

（處長名

義對外）

周民淦

Wallace Minn-gan CHOW 
（104/06/17任）

館 址 2746 Pali Highway, HI 96817, U. S. A. 

電 話 （002-1-808）5956347

E-Mail tecohnl@gmail.com 

駐波士頓辦事處（駐波士頓

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Boston 

總領事

（處長名

義對外）

賴銘琪

Scott LAI 
（103/09/24任）

館 址 99 Summer St., Suite 801, Boston, MA 
02110, U. S. A. 

電 話 （002-1-617）7372050

E-Mail teco@tecoboston.org 

駐芝加哥辦事處（駐芝加哥

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Chicago 

總領事

（處長名

義對外）

何震寰

Calvin C. H. HO 
（103/08/29任）

館 址 Two Prudential Plaza, 57th Floor, 180 
North Stetson Ave., Chicago, IL 60601, U. 
S. A. 

電 話 （002-1-312）6160100

E-Mail tecochicago@yahoo.com 

駐關島辦事處（駐關島臺北

經濟文化辦事處）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Guam 

總領事

（處長名

義對外）

胡琪斌

Chi-pin HU 
（103/07/17任）

館 址 Suite 505, Bank of Guam Bldg., 111 
Chalan Santo Papa Road, Hagatna, Guam 
96910, U. S. A. 

電 話 （002-1-671）4725865-7

E-Mail tecoguam@gmail.com 

駐檀香山辦事處（駐檀香山

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Honolulu 

總領事

（處長名

義對外）

周民淦

Wallace Minn-gan CHOW 
（104/06/17任）

館 址 2746 Pali Highway, HI 96817, U. S. A. 

電 話 （002-1-808）5956347

E-Mail tecohnl@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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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波士頓辦事處（駐波士頓

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Boston 

總領事

（處長名

義對外）

賴銘琪

Scott LAI 
（103/09/24任）

館 址 99 Summer St., Suite 801, Boston, MA 
02110, U. S. A. 

電 話 （002-1-617）7372050

E-Mail teco@tecoboston.org 

駐芝加哥辦事處（駐芝加哥

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Chicago 

總領事

（處長名

義對外）

何震寰

Calvin C. H. HO 
（103/08/29任）

館 址 Two Prudential Plaza, 57th Floor, 180 
North Stetson Ave., Chicago, IL 60601, U. 
S. A. 

電 話 （002-1-312）6160100

E-Mail tecochicago@yahoo.com 

駐關島辦事處（駐關島臺北

經濟文化辦事處）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Guam 

總領事

（處長名

義對外）

胡琪斌

Chi-pin HU 
（103/07/17任）

館 址 Suite 505, Bank of Guam Bldg., 111 
Chalan Santo Papa Road, Hagatna, Guam 
96910, U. S. A. 

電 話 （002-1-671）4725865-7

E-Mail tecoguam@gmail.com 

駐檀香山辦事處（駐檀香山

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Honolulu 

總領事

（處長名

義對外）

周民淦

Wallace Minn-gan CHOW 
（104/06/17任）

館 址 2746 Pali Highway, HI 96817, U. S. A. 

電 話 （002-1-808）5956347

E-Mail tecohnl@gmail.com 

駐波士頓辦事處（駐波士頓

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Boston 

總領事

（處長名

義對外）

賴銘琪

Scott LAI 
（103/09/24任）

館 址 99 Summer St., Suite 801, Boston, MA 
02110, U. S. A. 

電 話 （002-1-617）7372050

E-Mail teco@tecoboston.org 

駐芝加哥辦事處（駐芝加哥

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Chicago 

總領事

（處長名

義對外）

何震寰

Calvin C. H. HO 
（103/08/29任）

館 址 Two Prudential Plaza, 57th Floor, 180 
North Stetson Ave., Chicago, IL 60601, U. 
S. A. 

電 話 （002-1-312）6160100

E-Mail tecochicago@yahoo.com 

駐關島辦事處（駐關島臺北

經濟文化辦事處）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Guam 

總領事

（處長名

義對外）

胡琪斌

Chi-pin HU 
（103/07/17任）

館 址 Suite 505, Bank of Guam Bldg., 111 
Chalan Santo Papa Road, Hagatna, Guam 
96910, U. S. A. 

電 話 （002-1-671）4725865-7

E-Mail tecoguam@gmail.com 

駐檀香山辦事處（駐檀香山

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Honolulu 

總領事

（處長名

義對外）

周民淦

Wallace Minn-gan CHOW 
（104/06/17任）

館 址 2746 Pali Highway, HI 96817, U. S. A. 

電 話 （002-1-808）5956347

E-Mail tecohnl@gmail.com 

駐休士頓辦事處（駐休士頓

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Houston 

總領事

（處長名

義對外）

黃敏境

Louis M. HUANG 
（103/08/14任）

館 址 11 Greenway Plaza, Suite 2006, Houston, 
TX 77046, U. S. A. 

電 話 （002-1-713）6267445

E-Mail tecohouston@sbcglobal.net 

駐丹佛辦事處（駐丹佛臺北

經濟文化辦事處）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Denver 
City

總領事

（處長名

義對外）

楊巨中

Jack J. C. YANG 
（101/09/01任）

館 址 1600 Broadway , Suite 1740, Denver, CO 
80202,U.S.A.

電 話 （002-1-720）5872949

E-Mail teco@tecodenver.org 

駐洛杉磯辦事處（駐洛杉磯

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Los 
Angeles

總領事

（處長名

義對外）

夏季昌

Syeve C. C. HSIA 
（103/08/13任）

館 址 3731 Wilshire Blvd., Suite 700, Los 
Angeles, CA 90010, U. S. A. 

電 話 （002-1-213）3891215

E-Mail info@tecola.org 

駐邁阿密辦事處（駐邁阿密

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Miami 

總領事

（處長名

義對外）

王贊禹

Philip T. Y. WANG 
（102/04/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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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lsouth.net 

駐休士頓辦事處（駐休士頓

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Houston 

總領事

（處長名

義對外）

黃敏境

Louis M. HUANG 
（103/08/14任）

館 址 11 Greenway Plaza, Suite 2006, Houston, 
TX 77046, U. S. A. 

電 話 （002-1-713）6267445

E-Mail tecohouston@sbcglobal.net 

駐丹佛辦事處（駐丹佛臺北

經濟文化辦事處）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Denver 
City

總領事

（處長名

義對外）

楊巨中

Jack J. C. YANG 
（101/09/01任）

館 址 1600 Broadway , Suite 1740, Denver, CO 
80202,U.S.A.

電 話 （002-1-720）5872949

E-Mail teco@tecodenver.org 

駐洛杉磯辦事處（駐洛杉磯

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Los 
Angeles

總領事

（處長名

義對外）

夏季昌

Syeve C. C. HSIA 
（103/08/13任）

館 址 3731 Wilshire Blvd., Suite 700, Los 
Angeles, CA 90010, U. S. A. 

電 話 （002-1-213）3891215

E-Mail info@tecola.org 

駐邁阿密辦事處（駐邁阿密

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Miami 

總領事

（處長名

義對外）

王贊禹

Philip T. Y. WANG 
（102/04/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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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lsouth.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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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紐約辦事處（駐紐約臺北

經濟文化辦事處）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New York 

總領事

（處長名

義對外）

章文樑

Paul Wen-liang CHANG 
（103/01/09任）

館 址 No.1, East 42nd Street, New York, NY 
10017, U.S.A. 

電 話 （002-1-212）3177300

E-Mail teco@tecony.org 

駐舊金山辦事處（駐舊金山

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San 
Francisco 

總領事

（處長名

義對外）

馬鍾麟

Joseph Chung-lin MA 
（104/07/07任）

館 址 555 Montgomery Street, Suite 501, San 
Francisco, CA 94111, U. S. A. 

電 話 （002-1-415）3627680

E-Mail tecosf@sbcglobal.net 

駐西雅圖辦事處（駐西雅圖

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Seattle 

總領事

（處長名

義對外）

金星

Hsing CHIN 
（101/09/01任）

館 址 600 University St., Suite 2020,  Seattle, 
WA 98101, U.S.A. 

電 話 （002-1-206）4414586

E-Mail info@teco-seattle.org 

駐加拿大代表處（駐加拿大

臺北經濟文化代表處）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Canada 

特任大使

（代表名

義對外）

令狐榮達

Jung-da LINGHU 
（103/08/14任）

（令狐大使104.9.24調任本部政務次

長，林公使明誠暫代）

館 址 45 O'Connor Street, Suite 1960, Ottawa, 
Ontario K1P1A4, Canada 

電 話 （002-1-613）2315080

E-Mail teco@on.aib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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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紐約辦事處（駐紐約臺北

經濟文化辦事處）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New York 

總領事

（處長名

義對外）

章文樑

Paul Wen-liang CHANG 
（103/01/09任）

館 址 No.1, East 42nd Street, New York, NY 
10017, U.S.A. 

電 話 （002-1-212）3177300

E-Mail teco@tecony.org 

駐舊金山辦事處（駐舊金山

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San 
Francisco 

總領事

（處長名

義對外）

馬鍾麟

Joseph Chung-lin MA 
（104/07/07任）

館 址 555 Montgomery Street, Suite 501, San 
Francisco, CA 94111, U. S. A. 

電 話 （002-1-415）3627680

E-Mail tecosf@sbcglobal.net 

駐西雅圖辦事處（駐西雅圖

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Seattle 

總領事

（處長名

義對外）

金星

Hsing CHIN 
（101/09/01任）

館 址 600 University St., Suite 2020,  Seattle, 
WA 98101, U.S.A. 

電 話 （002-1-206）4414586

E-Mail info@teco-seattle.org 

駐加拿大代表處（駐加拿大

臺北經濟文化代表處）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Canada 

特任大使

（代表名

義對外）

令狐榮達

Jung-da LINGHU 
（103/08/14任）

（令狐大使104.9.24調任本部政務次

長，林公使明誠暫代）

館 址 45 O'Connor Street, Suite 1960, Ottawa, 
Ontario K1P1A4, Canada 

電 話 （002-1-613）2315080

E-Mail teco@on.aibn.com 

駐溫哥華辦事處（駐溫哥華

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Vancouver 

總領事

（處長名

義對外）

莊恆盛

Heng-sheng CHUANG 
（103/01/23任）

館 址 Suite 2200, PO BOX 11522 650 West 
Georgia Street, Vancouver, BC V6B 4N7 
Canada

電 話 （002-1-604）6894111

E-Mail tecovan@telus.net 

駐多倫多辦事處（駐多倫多

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Toronto 

總領事

（處長名

義對外）

吳榮泉

R. C. WU 
（103/02/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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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Oficina Económica y 
Cultural de Taipei en México 

大使

（代表名

義對外）

廖世傑

Carlos S. C. LIAO 
（102/10/13任）

館 址 Bosque de La Reforma 758, Bosque de Las 
Lomas, Miguel Hidalgo, C.p. 11700, 
Ciudad de Mexico , D. F.Mexico 

電 話 （002-52-55） 52458887~8 

E-Mail mex@mofa.gov.tw 

駐阿根廷代表處（駐阿根廷

臺北商務文化辦事處）

Oficina Comercial Y Cultural 
de Taipei en la República 
Argentina

大使

（代表名

義對外）

黃聯昇

Lien-sheng HUANG 
（103/04/23任）

館 址 Av. de Mayo 654, Piso 4, 1084 Capital 
Federal, Argentina 

電 話 （002-54-11）52182600

E-Mail taipei@elsitio.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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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巴西代表處（駐巴西臺北

經濟文化辦事處）

Escritório Econômico e 
Cultural de Taipei no Brasil  

大使

（代表名

義對外）

蔡孟宏

Isaac Meng-hung Tsai 
（104/01/02任）

館 址 SHIS QI 09, Conjunto 16, Casa 23, Lago 
Su1 CEP 71625-160, Brasilia-Distrito 
Federal, Brasil 

電 話 （002-55-61）33640221、33640224

E-Mail bra@mofa.gov.tw 

駐聖保羅辦事處（駐聖保羅

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Escritório Econômico e 
Cultural de Taipei no Brasil 
em São Paulo 

總領事

（處長名

義對外）

王啟文

Chi-wen WANG 
（102/01/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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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iwansp@yahoo.com.br 

駐智利代表處（駐智利臺北

經濟文化辦事處）

Oficina Económica y 
Cultural de Taipei, Santiago, 
República de Chile 

大使

（代表名

義對外）

王明文

Ming-wen WANG 
（101/09/01任）

館 址 Apoquindo 3001, Piso 5, Las Condes, 
Santiago, Chile 

電 話 （002-56-2）3629772~76

E-Mail oftaipei@entelchile.net 

駐哥倫比亞代表處（駐哥倫

比亞臺北商務辦事處）

Oficina Comercial de Taipei, 
Bogotá, Colombia 

公使

（代表名

義對外）

葉德貴

De-guey YEH 
（104/10/19任）

館 址 Carrera 11, No. 93-53, Oficina 501, 
Bogotá, Colombia, S.A. 

電 話 （002-57-1）6350969

E-Mail oftaipeisec@etb.net.co 

駐巴西代表處（駐巴西臺北

經濟文化辦事處）

Escritório Econômico e 
Cultural de Taipei no Brasil  

大使

（代表名

義對外）

蔡孟宏

Isaac Meng-hung Tsai 
（104/01/02任）

館 址 SHIS QI 09, Conjunto 16, Casa 23, Lago 
Su1 CEP 71625-160, Brasilia-Distrito 
Federal, Brasil 

電 話 （002-55-61）33640221、33640224

E-Mail bra@mofa.gov.tw 

駐聖保羅辦事處（駐聖保羅

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Escritório Econômico e 
Cultural de Taipei no Brasil 
em São Paulo 

總領事

（處長名

義對外）

王啟文

Chi-wen WANG 
（102/01/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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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iwansp@yahoo.com.br 

駐智利代表處（駐智利臺北

經濟文化辦事處）

Oficina Económica y 
Cultural de Taipei, Santiago, 
República de Chile 

大使

（代表名

義對外）

王明文

Ming-wen WANG 
（101/09/01任）

館 址 Apoquindo 3001, Piso 5, Las Condes, 
Santiago, Chile 

電 話 （002-56-2）3629772~76

E-Mail oftaipei@entelchile.net 

駐哥倫比亞代表處（駐哥倫

比亞臺北商務辦事處）

Oficina Comercial de Taipei, 
Bogotá, Colombia 

公使

（代表名

義對外）

葉德貴

De-guey YEH 
（104/10/19任）

館 址 Carrera 11, No. 93-53, Oficina 501, 
Bogotá, Colombia, S.A. 

電 話 （002-57-1）6350969

E-Mail oftaipeisec@etb.net.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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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厄瓜多代表處（中華民國

駐厄瓜多商務辦事處）

Oficina Comercial de la 
República de China, Quito, 
Ecuador

公使

（代表名

義對外）

謝妙宏

Miao-hung HSIE 
（104/01/15任）

館 址 Calle Catalina Aldaz No.34-181 y Av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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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秘魯臺北

經濟文化辦事處）

Oficina Económica y 
Cultural de Taipei, Lima, 
República del Perú 

大使

（代表名

義對外）

吳進木

Jaime WU 
（102/09/10任）

館 址 Av. Las Palmeras 301, Urb. Camacho, La 
Molina, Lima, Peru 

電 話 （002-51-1）4378318,4378319

E-Mail per@mofa.gov.tw 

駐巴西代表處（駐巴西臺北

經濟文化辦事處）

Escritório Econômico e 
Cultural de Taipei no Brasil  

大使

（代表名

義對外）

蔡孟宏

Isaac Meng-hung Tsai 
（104/01/02任）

館 址 SHIS QI 09, Conjunto 16, Casa 23, Lago 
Su1 CEP 71625-160, Brasilia-Distrito 
Federal, Brasil 

電 話 （002-55-61）33640221、33640224

E-Mail bra@mofa.gov.tw 

駐聖保羅辦事處（駐聖保羅

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Escritório Econômico e 
Cultural de Taipei no Brasil 
em São Paulo 

總領事

（處長名

義對外）

王啟文

Chi-wen WANG 
（102/01/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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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iwansp@yahoo.com.br 

駐智利代表處（駐智利臺北

經濟文化辦事處）

Oficina Económica y 
Cultural de Taipei, Santiago, 
República de Chile 

大使

（代表名

義對外）

王明文

Ming-wen WANG 
（101/09/01任）

館 址 Apoquindo 3001, Piso 5, Las Condes, 
Santiago, Chile 

電 話 （002-56-2）3629772~76

E-Mail oftaipei@entelchile.net 

駐哥倫比亞代表處（駐哥倫

比亞臺北商務辦事處）

Oficina Comercial de Taipei, 
Bogotá, Colombia 

公使

（代表名

義對外）

葉德貴

De-guey YEH 
（104/10/19任）

館 址 Carrera 11, No. 93-53, Oficina 501, 
Bogotá, Colombia, S.A. 

電 話 （002-57-1）6350969

E-Mail oftaipeisec@etb.net.co 

駐巴西代表處（駐巴西臺北

經濟文化辦事處）

Escritório Econômico e 
Cultural de Taipei no Brasil  

大使

（代表名

義對外）

蔡孟宏

Isaac Meng-hung Tsai 
（104/01/02任）

館 址 SHIS QI 09, Conjunto 16, Casa 23, Lago 
Su1 CEP 71625-160, Brasilia-Distrito 
Federal, Brasil 

電 話 （002-55-61）33640221、33640224

E-Mail bra@mofa.gov.tw 

駐聖保羅辦事處（駐聖保羅

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Escritório Econômico e 
Cultural de Taipei no Brasil 
em São Paulo 

總領事

（處長名

義對外）

王啟文

Chi-wen WANG 
（102/01/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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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iwansp@yahoo.com.br 

駐智利代表處（駐智利臺北

經濟文化辦事處）

Oficina Económica y 
Cultural de Taipei, Santiago, 
República de Chile 

大使

（代表名

義對外）

王明文

Ming-wen WANG 
（101/09/01任）

館 址 Apoquindo 3001, Piso 5, Las Condes, 
Santiago, Chile 

電 話 （002-56-2）3629772~76

E-Mail oftaipei@entelchile.net 

駐哥倫比亞代表處（駐哥倫

比亞臺北商務辦事處）

Oficina Comercial de Taipei, 
Bogotá, Colombia 

公使

（代表名

義對外）

葉德貴

De-guey YEH 
（104/10/19任）

館 址 Carrera 11, No. 93-53, Oficina 501, 
Bogotá, Colombia, S.A. 

電 話 （002-57-1）6350969

E-Mail oftaipeisec@etb.net.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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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各國駐華大使館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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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克 大使 
H.E. AMBASSADOR 
LUDWIG DOWONG KEKE 

尼加拉瓜共和國大使館（國慶：9月15日） 
EMBASSY OF THE REPUBLIC OF NICARAGUA 
11157臺北市天母西路62巷9號3樓 
TEL:2874-9034 FAX:2874-9080 

達比亞 大使
H.E. AMBASSADOR 
WILLIAM MANUEL TAPIA ALEMÁ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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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絲敏．哈菁絲 大使（女）
H.E. AMBASSADOR 
JASMINE ELISE HUGGINS

薩爾瓦多共和國大使館（國慶：9月15日） 
EMBASSY OF THE REPUBLIC OF EL SALVADOR 
11157臺北市天母西路62巷9號2樓 
TEL:2876-3606 FAX:2876-3514 

錢曾愛珠 大使（女）
H.E. AMBASSADOR 
MARTA CHANG DE TSIEN 

多明尼加共和國大使館（國慶：2月27日） 
EMBASSY OF THE DOMINICAN REPUBLIC 
11157臺北市天母西路62巷9號6樓 
TEL:2875-1357 FAX:2875-2661 

阿布爾格格 大使（女）

H.E. AMBASSADOR  
RAFAELA ALBURQUERQUE DE 
GONZÁLE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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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敏德 大使

H.E. AMBASSADOR 
MINUTE ALAPATI TAUPO 

吉里巴斯共和國大使館（國慶：7月12日）
EMBASSY OF KIRIBATI 
11012臺北市基隆路一段333號12樓1207-A室 
TEL:2757-6158        FAX:2757-6159 

游黛姤 大使（女）

H.E. AMBASSADOR 
TEEKOA IUTA 

巴拉圭共和國大使館（國慶：5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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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柏馬紹 大使

H.E. AMBASSADOR 
MARCIAL BOBADILLA GUILLÉN 

聖多美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國大使館（國慶：7月12日）

EMBASSY OF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SÃO TOMÉ AND PRÍNCIPE 
11157臺北市天母西路62巷9-1號10樓 
TEL:2876-6824 FAX:2876-6964

金達斯 大使
H.E. AMBASSADOR 
ANTÓNIO QUINTAS DO ESPÍRITO 
SANTO 

布吉納法索大使館（國慶：12月11日） 
EMBASSY OF BURKINA FASO 
11157臺北市天母西路62巷9-1號6樓 
TEL:2873-3096 FAX:2873-3071

尤妲 大使（女）

H.E. AMBASSADOR 
M CELINE YODA KONKO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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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瓦濟蘭王國大使館（國慶：9月6日） 
EMBASSY OF THE KINGDOM OF SWAZILAND 
11157臺北市天母西路62巷9號10樓 
TEL:2872-5934 FAX:2872-6511

戴敏尼  大使

H.E. AMBASSADOR 
THAMIE DLAM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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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克麗 大使 （女）

H.E. AMBASSADOR 
DILMEI LOUISA OLKERIIL 

巴拿馬共和國大使館（國慶：11月3日） 
EMBASSY OF THE REPUBLIC OF PANAMÁ 
10486臺北市松江路111號6樓 
TEL:2509-9189 FAX:2509-9801

馬締斯 大使
H.E. AMBASSADOR
ALFREDO MARTIZ FUEN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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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拉 大使

H.E. AMBASSADOR
RAFAEL FERNANDO SIERRA 
QUES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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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谷華 大使（女）

H.E. AMBASSADOR  
OLGA MARIA AGUJA ZUNI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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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X:2873-4904

慕樂 大使

H.E. AMBASSADOR  
FREDERICK MU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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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庫珀 大使（女）

H.E. AMBASSADOR 
RACHEL COUPAUD

聖露西亞大使館（國慶：2月22日）

EMBASSY OF SAINT LUCIA 
11012臺北市基隆路一段333號24樓2407室 
TEL:2757-6900     FAX:2757-6800 

艾曼紐 大使

H.E. AMBASSADOR 
HUBERT EMMANUEL 

教廷大使館（國慶：3月13日） 
APOSTOLIC NUNCIATURE 
10667臺北市和平東路2段265巷7-1號1樓 
TEL:2700-6847 FAX:2755-1926 

陸思道 臨時代辦

COUNSELOR 
（CHARGE D′AFFAIRES A.I.） 
MONSIGNOR PAUL RUSSELL  

索羅門群島大使館（國慶：7月7日） 
EMBASSY OF SOLOMON ISLANDS 
11157臺北市天母西路62巷9號7樓 
TEL:2873-1168 FAX:2873-5224

羅希蒂 臨時代辦
SECOND SECRETARY
（CHARGE D′AFFAIRES A.I.） 
MS. GLADYS KAMIA LUAHI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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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凱琪 臨時代辦
FIRST SECRETARY 
（CHARGE D′AFFAIRES A.I.） 
MRS. JASMINE KI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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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各國駐華機構暨國際組織名錄

壹、 亞太地區（15 國、18 機構－代表機構 15+辦事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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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8725-4100 FAX:8789-9599 

雷家琪 代表
REPRESENTATIVE
MS. CATHERINE JANE RAPER

汶萊貿易旅遊代表處（國慶：2月23日）

BRUNEI DARUSSALAM TRADE AND TOURISM 
OFFICE 
10491臺北市建國北路一段80號6樓
TEL:2506-3767 FAX:2506-3721

代表

REPRESENTATIVE
MRS. NORHAYATI ISMAIL

斐濟駐華貿易暨觀光代表處（國慶：10月10日）

FIJI TRADE AND TOURISM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R.O.C. 
11012臺北市基隆路一段333號32樓3212室
TEL:2757-9596 FAX:2757-9597 

鄔凱瑞 代表

REPRESENTATIVE
MR. KARAISITIANI 
NALIGABASAGA VUIB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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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樓2010室
TEL:2757-6112 FAX:2757-6117 

趙志恆 會長

DIRECTOR GENERAL 
MR. MANISH CHAU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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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立富 代表

REPRESENTATIVE
MR. ARIEF FADILLAH

交流協會－台北事務所（國慶：2月11日）

INTERCHANGE ASSOCIATION （JAPAN）, TAIPEI 
OFFICE 
10547臺北市慶城街28號
TEL:2713-8000 FAX:2713-8787 

沼田幹夫 代表

CHIEF REPRESENTATIVE 
MR. MIKIO NUMATA 

交流協會－高雄事務所

INTERCHANGE ASSOCIATION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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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村隆幸 所長

DIRECTOR GENERAL 
MR. TAKAYUKI NAKAMU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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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2758-8320~25 FAX: 2757-7006 

趙百相 代表

REPRESENTATIVE
MR. CHO BAEK-S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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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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任代表尚未抵任

緬甸聯邦共和國駐台北貿易辦事處（國慶：1月4日）

MYANMAR TRADE OFFICE （TAIPEI）, THE 
REPUBLIC OF THE UNION OF MYANMAR 
11568臺北市南港區經貿二路188號6樓
TEL: 2789-2100#101 FAX: 2789-1670

鄧倫武 貿易代表
TRADE REPRESENTATIVE 
DR. THET LWIN 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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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希蕾 代表

DIRECTOR  
MS. SI’ALEI ALLEGRA VAN
TO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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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任代表尚未抵任

馬尼拉經濟文化辦事處（國慶日：6月12日）

MANILA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10485臺北市長春路176號11樓
TEL:2508-1719 FAX:2508-4045 

白熙禮 代表
RESIDENT REPRESENTATIVE 
MR. ANTONIO INDIONGCO 
BASIL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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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倪納 分處處長

DIRECTOR, KAOHSIUNG 
OFFICE 
MR. MARIO IMPERIAL 
MOLINA

馬尼拉經濟文化辦事處－台中分處

MANILA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TAICHUNG EXTENSION OFFICE 
40341臺中市西區民權路239號4樓2A室

TEL:（04）2302-9080 FAX:（04）2302-9082

吳天來 分處處長
DIRECTOR, TAICHUNG 
OFFICE 
MR. SERGIO TAN EULOG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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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1-7383 

黃偉權 代表

TRADE REPRESENTATIVE 
MR. WONG WIE KUEN 

泰國貿易經濟辦事處（國慶：12月5日）
THAILAND TRADE AND ECONOMIC OFFICE 
10459臺北市松江路168號12樓
TEL:2581-1979 FAX:2581-8707 

畢倫 代表
EXECUTIVE DIRECTOR 
MR. PIROON LAIS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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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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維海 代表
REPRESENTATIVE
MR. TRAN DUY HAI 

貳、 亞西地區（6 國、6 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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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2757-9692 FAX:2757-7247 

游亞旭 代表

REPRESENTATIVE
MR. ASHER YAR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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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穆斯塔法 處長

DIRECTOR 
MR. QUSSAI 
ABDULL-HAMEED YAKO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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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2722-9740 FAX: 2722-9745 

額勒貝格 代表

REPRESENTATIVE
MR. ELBEG SAMD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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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2722-0684 FAX:2722-0645 

新任處長尚未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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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任代表尚未抵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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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2757-6115 FAX:2757-9432

艾瑞康 代表

REPRESENTATIVE
MR. ISMET ERIK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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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非洲地區（2 國、2 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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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11臺北市信義路五段5號7樓7D-06室
TEL:2720-2669 FAX:2720-4242 

那麥拉格 處長
TRADE COMMISSIONER 
MR. ALFAZAZI ABDU 
NAMAIRAGE

南非聯絡辦事處（國慶：4月27日）

LIAISON OFFICE OF THE REPUBLIC OF SOUTH 
AFRICA
10595臺北市敦化北路205號13樓1301室
TEL: 8175-8588 FAX: 2712-5109 

代表
REPRESENTATIVE
MR. MUSAWENKOSI NORMAN 
APHANE

肆、 歐洲地區（17 國、21 機構-代表機構 18（含歐盟）+辦事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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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8175-3283 FAX:2514-9980 

毛艾彬 處長
DIRECTOR 
MR. ALBIN MAURI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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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詩元 商務代表
DIRECTOR 
MR. CHRISTIAN 
FUCHSSTEI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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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睿可 處長

DIRECTOR 
MR. RIK VAN
DROOGENBRO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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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禮哲 代表
REPRESENTATIVE
MR. VACLAV JIL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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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倪安升 處長

DIRECTOR 
MR. NICHOLAS ENERSEN

芬蘭駐臺灣貿易及創新辦事處（國慶：12月6日）

FINPRO TAIWAN, FINLAND’S TRADE AND 
INNOVATION OFFICE 
TEL:0905-359-223

代表
REPRESENTATIVE
MR. TEPPO TAPIO TURKKI 

法國在台協會（國慶：7月14日）

FRENCH OFFICE IN TAIPEI 
10595臺北市敦化北路205號10樓1003室
TEL:3518-5151 FAX:3518-5189 

紀博偉 主任

DIRECTOR 
MR. BENOIT JEAN MARIE 
VINCENT GUID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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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在台協會（國慶：10月3日）

GERMAN INSTITUTE TAIPEI 
11049臺北市信義路5段7號33樓
TEL:8722-2800 FAX:8101-6282 

歐博哲 處長

DIRECTOR GENERAL 
MR. MARTIN EBE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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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8758-5800 FAX:8758-5833 

賀安德 處長

EXECUTIVE DIRECTOR 
MR. ANDREAS 
HERGENRÖ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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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理 院長
DIRECTOR 
DR. CLEMENS BODO TR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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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諾許 代表

REPRESENTATIVE
MR. JANOS FERENC ALB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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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2345-0320 FAX:2757-6260       

肖國君 代表
REPRESENTATIVE
MR. DONATO SCIOSCIOLI

盧森堡台北辦事處（國慶：6月23日）

LUXEMBOURG TRADE AND INVESTMENT 
OFFICE, TAIPEI 
11242臺北市奇岩路201巷8弄5號
TEL:2891-6647 FAX:2894-8314 

閔子雍 處長

DIRECTOR 
MR. HUGUES HENRI M. 
MIGNOT

荷蘭貿易暨投資辦事處（國慶：4月30日）

NETHERLANDS TRADE AND INVESTMENT 
OFFICE 
11073臺北市松高路1號13樓之2
TEL:8758-7200 FAX:2720-5005 

紀維德 代表

REPRESENTATIVE
MR. GUY ALEXANDER 
WITTICH

華沙貿易辦事處（國慶：5月3日）

WARSAW TRADE OFFICE 
11012臺北市基隆路一段333號16樓1601室
TEL:7718-3300 FAX:7718-3309 

梅西亞 代表
DIRECTOR GENERAL 
DR. MACIEJ ARTUR GA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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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8780-3231 FAX:2723-5096 

柯華齊 代表
REPRESENTATIVE
MR. MICHAL KOV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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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博瀚 處長

DIRECTOR GENERAL 
MR. FRANCISCO DE BORJA 
RENGIFO LLOR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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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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2757-6573    FAX:2757-6723 

裴漢瑞 代表
REPRESENTATIVE
MR. HENRIK MIKAEL 
PERS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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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2720-1001 FAX:2757-6984 

傅瑞 處長

DIRECTOR 
MR. ROLF URS FREI

英國在台辦事處（女王生日：4月21日）

BRITISH OFFICE 
11073臺北市松高路9-11號26樓
TEL:8758-2088 FAX:8758-2050 

胡克定 代表

REPRESENTATIVE
MR. CHRISTOPHER TERENCE 
W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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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2757-7211 FAX:2757-7209 

馬澤璉 處長

HEAD OF OFFICE 
MS. ANNA MARIA 
MADELEINE MAJORENKO

伍、 北美地區（2 國、3 機構－代表機構 2+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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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23-3592 

馬禮安 代表

EXECUTIVE DIRECTOR 
MR. MARIO STE-MARIE

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國慶：7月4日）

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 TAIPEI 
OFFICE 
10659臺北市信義路三段134巷7號
TEL:2162-2000    FAX: 2162-2251 

梅健華 處長

DIRECTOR 
MR. KIN W. M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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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維浩 分處長
BRANCH CHIEF 
MR. ROBERT CLINTON DE
WITT

陸、 拉丁美洲地區（5 國、6 機構-代表機構 5+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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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2757-6556 FAX:2757-6445 

艾卡納拉 處長

DIRECTOR 
MR. CARLOS ALBERTO 
ARGAÑARA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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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商務辦事處（國慶：9月7日）

COMMERCIAL OFFICE OF BRAZIL TO TAIPEI 
11158臺北市士林區德行西路45號2樓
TEL:2835-7388 FAX:2835-7121 

馮邦達 主任

DIRECTOR 
MR. FÁBIO GUIMARÃES
FRAN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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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2723-0329 FAX:2723-0318 

處長

DIRECTOR 
MS. ROSE MARIE 
BEDECARRATZ DA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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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2757-6566    FAX:2758-4651 

處長

HEAD OF OFFICE 
MR. JUAN MANUEL 
GONZALEZ BUSTOS

墨西哥商務辦事處

MEXICAN TRADE SERVICES 
11012臺北市基隆路一段333號29樓2905室
TEL:2757-6526 FAX:2757-6180 

阿里本 商務代表

TRADE COMMISSIONER 
MR. ARI BEN SAKS 
GONZALE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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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2757-7017 FAX:2757-6480 

代表

DIRECTOR
MR. PEDRO AGUSTÍN 
GUEVARA BALLÓN 

柒、 國際組織（3 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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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塔勒 代表

REPRESENTATIVE
MR. TALAT EBRAHIM A. 
ALMUSLEMANI 

亞蔬-世界蔬菜中心
AVRDC-THE WORLD VEGETABLE CENTER       
74151臺南市善化區益民寮60號
TEL:（06）583-7801 FAX:（06）583-0009

紀岱農 主任
DIRECTOR GENERAL  
DR. JOHN DONOUGH HEBER 
KEATINGE

亞太糧食肥料技術中心

FOOD AND FERTILIZER TECHNOLOGY CENTER 
FOR THE ASIAN AND  PACIFIC REGION 
（FFTC-ASPAC）
10648臺北市溫洲街14號5樓
TEL:2362-6239        FAX:2362-0478

黃有才 主任
DIRECTOR 
DR. YU-TSAI 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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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國內外贈勳及受勳一覽表

壹、贈勳外賓

一、亞太地區

（一）新加坡共和國：新加坡駐台北商務辦事處代表于文豪

    （Calvin EU Mun Hoo）─大綬景星勳章 
（二）馬紹爾群島共和國：駐華大使卡布亞 （Phillip K. KABUA）─ 

大綬景星勳章

二、非洲地區
聖多美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國：外交部長賀姆斯

（Manuel Salvador dos RAMOS）─大綬景星勳章

三、歐洲地區

（一）波蘭共和國：華沙貿易辦事處總代表魏馬克（Marek WEJTKO）

─特種領綬景星勳章 
（二）匈牙利：匈牙利貿易辦事處代表雷文德（Jozsef Levente SZEKELY）

     ─特種領綬景星勳章 
（三）比利時王國：比利時台北辦事處處長魏孟嵐（Caroline 

VERMEULEN）─特種領綬景星勳章 
（四）歐盟：歐洲經貿辦事處處長龐維德（Frederic LAPLANCHE）─ 

紫色大綬景星勳章

（五）歐盟：歐盟對外事務部東北亞暨太平洋司司長沙巴提爾（Gerhard 
SABATHIL）─紫色大綬景星勳章 

（六）馬爾他騎士團：大教長費斯汀（Fra' Matthew FESTING）─ 
采玉大勳章

（七）荷蘭王國：天主教醫療財團法人若瑟醫院畢耀遠神父─ 
紫色大綬景星勳章

（八）荷蘭王國：天主教聖安娜之家柯德蘭修女─紫色大綬景星勳章

（九）西班牙王國：天主教耶穌會賴甘霖神父─紫色大綬景星勳章 
（十）義大利共和國：天主教靈醫會臺灣區會秘克琳神父─ 

紫色大綬景星勳章

（十一）義大利共和國：天主教靈醫會臺灣區會李智神父─ 
紫色大綬景星勳章

（十二）法蘭西共和國：天主教會花蓮教區天主堂劉一峰神父─ 
紫色大綬景星勳章

（十三）瑞士聯邦：天主教聖十字架修女會宋玉潔修女─ 
紫色大綬景星勳章

四、北美洲地區

（一）美利堅合眾國：聯邦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羅伊斯（Edward 
Randall ROYCE）─大綬景星勳章 

（二）美利堅合眾國：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蕭慶倫

   （William Ching-Lung HSIAO）─紫色大綬景星勳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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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美利堅合眾國：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教授任赫德

    （Uwe Ernst REINHARDT）─紫色大綬景星勳章 
（四）美利堅合眾國：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馬啟思

    （Christopher J. MARUT）─大綬景星勳章 
（五）美利堅合眾國：國安會前亞洲事務資深主任麥艾文

 （Evan S. MEDEIROS）─特種大綬景星勳章 
（六）美利堅合眾國：天主教瑪利諾會伯利恆基金會甘惠忠神父─ 

紫色大綬景星勳章

（七）美利堅合眾國：基督教衛理公會羅芳華宣教士─ 
紫色大綬景星勳章

（八）美利堅合眾國：基督教歸正教會、臺灣基督長老教會亞大偉牧師

紫色大綬景星勳章

（九）美利堅合眾國：基督教浸禮聖經會費敦禮牧師─ 
紫色大綬景星勳章

（十）加拿大：天主教南澳天主堂華思儉神父─紫色大綬景星勳章

五、拉丁美洲暨

加勒比海地區

（一）巴拉圭共和國：副總統艾法拉（Juan Eudes Afara MACIEL）─ 
特種大綬景星勳章

（二）巴拉圭共和國：眾議長韋拉斯格斯

（Hugo Adalberto Velázquez MORENO）─特種大綬景星勳章 
（三）巴拉圭共和國：工商部長雷伊德（Gustavo Leite GUSINKY）─ 

大綬景星勳章（補贈勳）

（四）多明尼加共和國：參議院議長黎莎朵（Cristina Lizardo 
     MEZQUITA）─大綬景星勳章 

（五）多明尼加共和國：外交部長納巴羅（Andres Navarro GARCIA）─
大綬景星勳章

（六）瓜地馬拉共和國：外交部長摩拉雷斯

    （Carlos Raúl Morales MOSCOSO）─大綬景星勳章 
（七）瓜地馬拉共和國：駐華大使杜瓦德（Arturo Romeo Duarte ORTIZ）
     ─大綬景星勳章 
（八）貝里斯：駐華大使妮絲畢（Cherie Minette NISBET）─ 

大綬景星勳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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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國人接受外國勳章

一、歐洲地區

（一）馬爾他騎士團：總統馬英九─馬爾他騎士團最高等級功績領綬勳章

（二）馬爾他騎士團：中華民國駐教廷大使王豫元─ 
馬爾他騎士團大綬大十字功績領綬勳章

（三）教廷：中華民國駐瓜地馬拉共和國大使孫大成─ 
聖西維斯特教宗騎士勳章

二、拉丁美洲

暨加勒比

海地區

（一）多明尼加共和國：總統馬英九─ 
開國元勳杜華德、桑契斯及梅亞大十字金質勳章

（二）巴拉圭共和國：副總統吳敦義─國家懋績特種大十字勳章 
（三）多明尼加共和國：外交部部長林永樂─ 

開國元勳杜華德、桑契斯及梅亞大十字銀質勳章

（四）瓜地馬拉共和國：外交部部長林永樂─伊利薩里大十字勳章 
（五）瓜地馬拉共和國：中華民國駐瓜地馬拉共和國大使孫大成─ 

三軍大綬十字勳章

（六）瓜地馬拉共和國：中華民國駐瓜地馬拉共和國大使孫大成─ 
國鳥大十字勳章

（七）瓜地馬拉共和國：中華民國駐瓜地馬拉共和國大使孫大成─ 
瓜地馬拉最高司法機構勳章

（八）巴拉圭共和國：中華民國駐巴拉圭共和國大使劉德立─ 
懋績大十字勳章

（九）巴拿馬共和國：中華民國駐巴拿馬共和國大使周麟─ 
巴爾波大十字勳章

（十）多明尼加共和國：中華民國駐多明尼加共和國大使侯平福─ 
開國元勳杜華德、桑契斯及梅亞大十字銀質勳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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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世界各國名稱一覽表

壹、亞太地區（35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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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里百加灣

Bandar Seri Begawan 

柬埔寨王國

Kingdom of Cambodia 
金邊

Phnom Pen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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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pan
東京

Tok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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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韓）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 
平壤

Pyongyang 

大韓民國（南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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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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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爾地夫共和國

Republic of Maldives 
馬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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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帕里喀

Palikir

緬甸聯邦共和國

Republic of the Union of Myanmar 
奈比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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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律坵

Melekeok

巴布亞紐幾內亞

Independent State of Papua New Guinea 
莫斯比港

Port Moresby 

菲律賓共和國

Republic of the Philippines 
馬尼拉

Manila

薩摩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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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o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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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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亞西地區（29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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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路撒冷

Jerusalem 

約旦哈希米王國

Hashemite Kingdom of Jordan 
安曼

Amman 

哈薩克共和國

Republic of Kazakhstan 
阿斯塔納

Astana 

科威特

State of Kuwait 
科威特市

Kuwait City 

吉爾吉斯共和國
Kyrgyz Republic（Kyrgyzstan）

比斯凱克

Bishk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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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巴嫩共和國
Lebanese Republic（Lebanon）

貝魯特

Beirut 

摩爾多瓦共和國

Republic of Moldova 
基希涅夫

Kishin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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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s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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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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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非洲地區（54國）

阿爾及利亞人民民主共和國 阿爾及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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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ople’s Democratic Republic of Alge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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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松布拉
Bujumbura

喀麥隆共和國

Republic of Cameroon 
雅恩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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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象牙海岸共和國
Republic of Cote d’Ivoire（Ivory Coast）

雅穆索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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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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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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b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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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比瑞亞共和國

Republic of Liberia 
蒙羅維亞

Monrovia 

利比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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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荷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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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ublic of Namib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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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多美市

São Tomé 

塞內加爾共和國

Republic of Senegal 
達卡

Dakar 

塞席爾共和國

Republic of Seychelles 
維多利亞港

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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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mali 
摩加迪休

Mogadis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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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瓦濟蘭王國

Kingdom of Swaziland 
姆巴巴內

Mbabane

坦尚尼亞聯合共和國

United Republic of Tanzania 
沙蘭港

Dar es Salaam 

多哥共和國
Togolese Republic（T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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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mpaala

尚比亞共和國 路沙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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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ublic of Zambia Lusaka 

辛巴威共和國

Republic of Zimbabwe 
哈拉雷

Harare

肆、歐洲地區（42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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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意志聯邦共和國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柏林

Berlin

希臘共和國 雅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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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lenic Republic（Gree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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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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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其頓共和國

Republic of Macedonia 
史高比耶

Skopj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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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特內哥羅

Montenegro 
波德里查

Podgorica 

荷蘭王國

Kingdom of the Netherlands 

阿姆斯特丹
Amsterdam 
海牙（中央政府所在地）

The Hague 

挪威王國

Kingdom of Norway 
奧斯陸

Os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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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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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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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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地卡及巴布達

Antigua and Barbuda 
聖約翰

St. Joh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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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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貝多

Barbados 
橋鎮

Bridgetown 

貝里斯

Belize
貝爾墨邦

Belmopan 

玻利維亞
Plurinational State of Bolivia 

憲法首都：蘇克瑞 Sucre  
事實首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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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約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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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瓜地馬拉共和國

Republic of Guatemala 
瓜地馬拉市

Ciudad de Guatemala 

蓋亞那合作共和國

Cooperative Republic of Guyana 
喬治城

Georget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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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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西哥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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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int Christopher and Nevis 
巴士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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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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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