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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馬總統於民國 97 年上任以來，外交部推動活路外交政
策，進一步拓展對外雙邊及多邊關係，並為國人爭取實質權益。

在既有的良好基礎上，外交部續於民國 99 年向國人交出一張漂
亮的成績單。 

在鞏固邦交方面，目前我國共有 23 個邦交國，邦誼堅實穩
固。我對外援助均遵循「目的正當，過程合法，執行有效」原

則，以實質改善受援國之國計民生。 
民國 99 年 1 月海地發生嚴重震災，馬總統於「久博之旅」

訪問多明尼加期間，與多明尼加總統及海地總理就海地災後重建

舉行三方會談；3 月馬總統以「有效合作，永續發展」為主軸，
出訪太平洋 6 個邦交國，針對各國最需要援助的醫療、農漁及環
保等領域提供具體的合作計畫。 

民國 99年 6 月外交部公布施行「國際合作發展法」，此為中
華民國史上首次將我國援外政策目標、作業原則、合作範圍、方

式及對象加以制度化的一項創舉。 
在增進與重要無邦交國關係方面，我國與美國成功重建互

信，並在良好的基礎上進行合作。美國在臺協會主席薄瑞光在馬

總統展開「久博之旅」過境洛杉磯時公開表示：臺美關係極佳且

基礎穩固。行政部門官員包括國務卿柯琳頓、副國務卿史坦伯格

及亞太助卿坎博等，皆曾數度公開讚揚我兩岸政策和支持我有意

義參與國際組織。 
此外，臺美在區域安全領域合作密切，兩年多來美國政府已

宣布售我價值 132 億美元之軍備，有助於我加強國家整體防衛能
力及維持臺海和平穩定。 

臺歐關係亦有大幅進展。外交部突破歐盟 15 道關卡，成功



於民國 99 年 12 月爭取到歐盟簽署予我國人免申根簽證之修法
案，國人自民國 100 年 1 月 11 日起可免簽赴歐洲 35 個國家旅
行。另一方面，歐洲議會 11 度發表聲明或通過決議案，歡迎兩
岸關係和緩及支持我有意義參與國際組織，顯見我對歐關係較過

去已大幅提升。 
在對日關係方面，臺日於民國 99 年簽署「強化臺日交流合

作備忘錄」，涵蓋經貿、觀光、學術等 15 項合作交流事項，為兩
國協商制度化定下基礎。日本前首相麻生太郎及安倍晉三先後訪

華，顯示臺日實質關係的提升。臺北松山機場與東京羽田機場於

民國 99年 10月正式展開直航，進一步促進兩國間之商務和觀光
交流。 

在活路外交下，我衛生署長連續兩年以觀察員身分獲邀出席

「世界衛生大會」，與各國衛生部長平等參與討論；連前副總統

三度參加「亞太經合會議」（APEC）經濟領袖會議，係我國自
1992 年參與 APEC 年會以來的最高層級。我國並於民國 99 年 8
月成為「美洲熱帶鮪魚委員會」（IATTC）之正式會員且享有決
策權，可共同制訂漁獲配額及養護管理措施，以保障我國漁業發

展之權益。 
為促進國人旅遊經商的便利，至民國 99 年底外交部已成功

爭取 96 個國家和地區予我免簽證或落地簽待遇，相較於民國 97
年 5月的 54個，共增加 42個，成長率達 78%。經濟合作暨發展
組織（OECD）34 個會員國中，有 29 國給予我國免簽證待遇，
相較於民國 97年的 2國，增長 14.5倍！ 

為開拓我青年國際視野，迄民國 99 年底，外交部已成功與
紐西蘭、澳大利亞、日本、加拿大、韓國、德國共 6 國簽署青年
打工度假協定。 

鑒於國人出國頻率大幅提高，外交部於民國 99 年持續強化
海外急難救助服務，推出「旅外國人急難救助卡」，以便國人在

遇急難又不諳當地語言時，持卡片請當地人士提供中文傳譯或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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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我駐外館處。 
活路外交執行以來成果豐碩，為中華民國外交史寫下嶄新的

一頁。今後外交部將在既有之基礎上持續努力，為國家與國民開

創更寬廣的國際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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