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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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積達 3 千餘萬平方公里，人口逾 7 億 5 千
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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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克蘭、白俄羅斯、哈薩克、烏

茲別克、塔吉克、吉爾吉斯、土庫曼、亞美尼亞、亞塞拜然、摩

爾多瓦等 11個成員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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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於 1977 年 4月 15日在巴林首都麥納

瑪（Manama）設立代表處。 
（二）經貿關係：民國 99 年我國對巴林出口 3,433 萬美

元，自巴林進口 4億 5千萬美元。 
（三）技術合作：我國派遣農業專家協助巴林發展花卉及市

區景觀規畫，另外每年提供代訓名額，供巴林官員來

臺研參加各項研習班。 



中華民國 99年外交年鑑 

- 94 - 

二、我國與以色列關係 
（一）一般關係：我國於 1993 年 3月 29日在以色列設置代

表處。以色列於民國 82年 7月在我國設立代表處。 
（二）經貿關係：民國 99 年我對以國出口 5 億 3,083 萬美

元；進口 6億 9,640萬美元。 
（三）以色列來訪者：國會友臺小組主席夏伊（Nachman 

SHAI）、國會議員范伊娜（Faina KIRSCHBAUM）、
賀頌（Yoel HASSON）、畢比（Arie BIBI）、安娜塔西
亞（Anastassia MICHAELI）、班西蒙（Daniel BEN-
SIMON）、裴瑞茲（Amir PEREZ）、芮格芙（Miri 
REGEV）。 

三、我國與約旦關係 
（一）一般關係：我國於 1957 年 8 月 12 日與約旦建交，

1977 年 4 月 14 日中止外交關係，同年 5 月 15 日在安
曼（Amman）設立代表處。約旦於民國 66 年 11 月 25
日在臺北市設立代表處。 

（二）經貿關係：民國 99 年我對約旦出口 1.94 億美元，進
口 0.64 億美元。我國有 6 家臺商在約旦投資成衣生
產，年產值約 3.2億美元。 

（三）文教合作：2010年我有 19名獎學金及自費學生在約旦
大學深造。外交部、教育部及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均提供約國獎學金名額。 
四、我國與科威特關係 
（一）一般關係：我國於 1963 年 11 月 21 日與科威特建

交，1971 年 3 月 28 日中止外交關係。民國 75 年 4
月 23日在科威特市（Kuwait City）設立代表處。 

（二）經貿關係：民國 99 年我對科國出口 1 億 4,206 萬美
元，進口 61 億 2,484 萬美元。10 月在科京舉辦首屆
「臺灣精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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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教關係：2010 年我有 8 名留學生在科威特大學語
言中心研讀阿拉伯文。 

（四）科 威 特 來 訪 者 ： 工 業 總 署 署 長 阿 里 （ Ali 
ALMUDHAF ）、 國 會 議 員 阿 德 南 （ Adnan 
ALMUTAWA）。 

五、我國與蒙古關係 
（一）一般關係：我政府於 2002 年 9 月 1 日在烏蘭巴托

（Ulaanbaatar）設立代表處，蒙古於民國 92 年 2 月
17日在臺北設立代表處。 

（二）經貿關係：民國 99 年我國出口 278 萬美元，進口
1,614萬美元。 

（三）蒙古來訪者：國會議員丘倫巴特（ Ochirbat 
CHULUUNBAT）、烏蘭（Chultem ULAAN）、歐雲
（ Sanjaasuren OYUN）、賽汗山布（ Shinensambuu 
SAIKHANSAMBUU ）、 巴 特 巴 雅 爾 （ Tsogt 
BATBAYAR）、新巴雅爾（Tsend SHINEBAYAR）、巴
雅爾賽汗（Tsevelmaa BAYARSAIKHAN）、通訊傳播
監 督 委 員 會 主 席 博 德 巴 托 （ Bat-Amgalan 
BOLDBAATAR）。 

（四）教育及文化關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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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

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獎學金等供蒙古學生來臺攻讀學

位或學習中文，目前已有超過 500 名蒙古學生在臺就
讀。 

（五）人道及醫療衛生合作：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

提供 10 萬美元獎學金，協助 1 千名蒙古貧童就學；
臺灣家庭暨兒童扶助基金會在蒙古設有分會，協助蒙

古貧困家庭兒童及提供生活物資、獎助學金之補貼，

計有超過 5,500 名蒙古貧困兒童及青少年受惠。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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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衛生署臺北醫院開設多項相關訓練課程，提供蒙古

醫衛人員學習，國立臺灣大學附屬醫院、秀傳醫院與

蒙古醫院建立合作關係。 
（六）科技合作：行政院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主任委員彭芸

與蒙古通訊傳播監督委員會主席博德巴托（Bat-
Amgalan BOLDBAATAR）在臺北簽署通訊傳播監理
合作瞭解備忘錄、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捐贈蒙古公

平交易暨消費者保護局電腦一批、行政院國家科學委

員會與蒙古教文科部科技基金會簽署「臺、蒙科技合

作協定會議紀錄」及未來相關執行計畫。 
六、我國與阿曼關係 
（一）一般關係：我國於 1977 年 3 月 31 日在馬斯開特

（Muscat）設立代表處，1979 年 4 月 27 日關閉，同
年 9月 6日復設。阿曼於民國 80年 10月 1日在臺北
市成立代表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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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99 年我對阿曼出口 9,563 萬美元，進口 17
億 1,875萬美元。 

2、4月於馬斯開特、Sohar市、Salalah市舉辦臺灣商
品型錄及美食展。 

（三）文教關係：10 名阿籍人士分別來我國參加由財團法
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及國際土地政策研究訓練中心

舉辦之各項研習班。 
七、我國與俄羅斯關係 
（一）一般關係：我國於 1993年 7月 12日在俄國首都莫斯

科設立代表處，俄國於民國 85 年 12 月 15 日在臺北
設立代表處。 

（二）經貿關係：民國 99年雙邊貿易總額約 34億美元，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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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俄出口近 11 億美元；我自俄進口約 23 億美元。民
國 99年有 21個臺灣工商團體赴俄參展、考察及參加
相關經貿會議。 

（三）文教關係： 
1、我留俄學生 239 人；在我國之俄籍留學生 207
人。 

2、暑期華語研習團 45 人來我國研習，4 位俄籍學者
教授來我國執行各類研究及訪問計畫。 

3、我學術及藝術文化團隊計 21團訪俄。 
（四）新聞交流：「我的星球」電視節目攝影隊於 11 月來我

國拍攝花博、美食、旅遊景點、民俗節慶等專題。 
（五）科技交流： 

1、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與俄羅斯基礎研究基金
會、人文科學基金會、俄科學院西伯利亞分院共

同補助雙邊多年期研究計畫案累計達 151 件，學
術研討會累計達 35 件，臺俄雙方投入科研總金額
近 6億盧布。 

2、12 月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與俄羅斯科學院遠東
分院簽訂雙邊共同計畫及研討會之執行辦法。 

（六）政要互訪： 
1、我國赴訪者：總統夫人周美青、行政院國家科學
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陳正宏。 

2、俄羅斯來訪者：上議院議員瑞德基赫（Vladimir 
Aleksandrovich ZHIDKIKH）；下議院議員尼費多
夫（Victor Leonidovich NEFEDOV）、別克別也夫
（Sergey Timurovich PEKPEEV）、穆薩里莫夫
（Nikolay Nikolaevich MUSALIMOV）、季雅諾夫
（Pavel Aleksandrovich ZYRYANOV）、娃洛珍絲
卡雅（Tatiana Lyvovna VOLOZHINSKAYA）、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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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里亞諾夫（Mikhail Vasilievich EMELYANOV）、
瓦潛科（Victor Petrovich VOYTENKO）、拉薩瑞
夫 （Gerogy Gennadievich LAZAREV）、古雪夫
（Viatcheslav Mitrofanovich KUSHEV）、伊薩可夫
（ Igor Anatolievich ISAKOV）、法鶴利季諾夫
（Irshat Yunirovich FAKHRITDIN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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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6 年 11 月 15

日建交，1990 年 7 月 22 日中止外交關係。1991 年 2
月 13 日在利雅德（Riyadh）設立代表處；沙國於民
國 81年 10月 14日在臺北市設立代表處。 

（二）經貿關係：民國 99 年我對沙國出口 10.2 億美元，進
口 118.8 億美元，沙國係我國第 8 大貿易夥伴，為我
石油主要供應國。 

（三）技術合作關係：「第 21 屆臺、沙經濟技術合作會議」
於 11 月 8 日至 9 日在臺北舉行。我續派遣技術團協
助沙國農業、漁業及交通發展，並分批完成代訓沙國

職訓師與農業技術人員。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與沙國標

準總署持續進行檢驗訓練合作案，99 年度派遣專家
赴沙國授課。 

（四）文教、宗教關係：我與沙國相互提供大學以上之獎學

金，沙國派遣教師至我國大學，教授阿拉伯語文及文

化。沙國提供我國 10 名學生獎學金。沙國 7 名青年
於 7 月間應邀參加外交部主辦之「99 年中東暨北非
國家青年臺灣文化研習營」，擴大雙邊青年文化交

流。中華民國回教朝覲團於 11 月間赴沙國聖地麥加
朝覲。 

九、我國與土耳其關係 
（一）一般關係：我國與土耳其於 1934 年 4 月 4 日建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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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 8月 5日中止外交關係；1989年 8月 21日在
安卡拉（Ankara）設立代表處；土耳其駐華代表處於
民國 82年 11月 12日在臺北市設立。 

（二）經貿關係：民國 99 年我對土國出口 14 億 4,289 萬美
元，進口 1億 8,276萬美元。 

（三）土耳其來訪者：國會議員沙興（İdris Naim ŞAHIN）、
唐勒菲迪（Hüseyin TANRIVERDI）、莒樂（Mehmet 
Hilmi GÜLER）、艾爾登（Vahit ERDEM）、阿勒伯雲
（ Ali Riza ALABOYUN）、布優卡亞（ Alaattin 
BUYUKKAYA）、卡拉薩揚（Orhan KARASAYAR）。 

十、我國與阿拉伯聯合大公國關係 
（一）一般關係：我國於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1971 年 12 月 2

日宣告獨立時即予承認，同月 6 日設立代表處，1979
年 5 月 1 日改為名譽領事館，1980 年 7 月 11 日升格
為名譽總領事館，1988年 5月改為辦事處。 

（二）經貿關係：民國 99 年我對阿國出口 14 億 8,934 萬美
元，進口 35 億 1,576 萬美元。大公國是我第 3 大原
油供應國。10 月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籌組 150
家廠商參加杜拜電腦展，該會在杜拜設有臺灣貿易中

心。 
（三）文教關係：哈里發科技大學及應用科技學院 7 月派師

生前來我國參加暑期研習營。2 名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青年來我國參加「99年亞西青年臺灣文化研習營」。 

（四）我國赴訪者：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李紀珠、立法委員許舒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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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以色列代表張良任簽署臺以青年交流協定，以色列駐華代表何
璽夢（Simona HALPERIN）見證（12月 23日） 
 
 

 

駐約旦代表張雲屏將我人道援助之輪椅捐贈予社會發展部部長拉
圖芙（Halah LATTUF）（12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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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科威特代表卓士昭與科國工業署長阿里（Ali-AL-Mudhaf）為首
屆臺灣精品展剪綵（10月 10日） 
 
 

 

駐蒙古代表曾奕民與蒙古前總統奧其爾巴特（ OCHIRBAT 
Punsalmaa）（右 3）、外交部亞西司司長林進忠（右 2）等於蒙古烏
蘭巴托國際秋季友誼商展臺灣產品展高峰日開幕式共同剪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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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夫人周美青率雲門舞集赴俄羅斯參加契柯夫國際劇場藝術節
演出。左起：駐俄羅斯代表陳俊賢、契柯夫國際劇場藝術節總監
夏德林（Valery SHADRIN）、雲門舞集創辦人林懷民、總統夫人周
美青（6月 10日） 
 

 

駐沙烏地阿拉伯代表趙錫麟與沙國通訊暨資訊部部長穆拉
（Mohamed Jamil Bin Ahmed MULLA）參訪我國參加 GITEX電腦
展攤位（4月 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