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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政院長之外交言論摘錄 

（一）中華民國與海地建交已有 50 多年的時間，雙方邦誼穩
固，這次海地發生強烈地震，災情非常嚴重，我國已在

第一時間結合民間力量採取各項人道救援措施，政府與

民間捐款約 1600 萬美金，總統更親往海地鄰邦多明尼
加關懷慰贈，深獲國內外肯定。 

我國將持續積極參與海地重建規劃，提供公衛醫

療、災民安置、職訓就業及孤兒認養等四大面向的協

助，我國將參考 921 地震及 88 水災重建經驗，儘速會
商確定後續重建方案，並研議減輕海地財務負擔之可行

性，以彰顯我民胞物與的胸懷，發揮外交軟實力，提升

我在國際社會的地位與能見度。 
（摘錄自 3月 4 日吳院長聽取外交部「人道援助海

地震災及協助災後重建規劃」報告之談話） 
（二）推動節能減碳的工作，一方面是為維護臺灣的生態和環

境，另一方面也是要善盡中華民國作為國際社會一份子

的義務。 
在 2005 年世界銀行的全球評鑑報告及風險評估

中，很明顯的揭示出臺灣是颱風、地震及水災交相侵

襲、風險最高的國家之一，所以我們更應嚴謹的審視，

如何才能減緩這些天然災害，而其中減緩地球的氣候暖

化和溫室氣體的排放應是大家非常明確的結論。 
節能減碳是國家的重要政策，也包括了對再生能源

的提倡及獎勵；而節能減碳工作，要從大處著眼，小處

著手，一方面由經濟部組成節能減碳宣導團，進行全民

的溝通說明，以凝聚共識。另一方面，也組成節能減碳

的服務團，希望透過技術方面的意見提供及實際行動的

協助，來幫助所有的產業、企業、家庭、機關學校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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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全民共同來推動節能減碳的工作。 
過去有很長的一段時間，我們得到來自聯合國及全

世界許多先進國家，在許多領域的關心及協助，現在臺

灣在這些領域都累積了一定的成果和經驗，我們竭誠樂

意與國際社會共同分享這些經驗和心得，一起努力，使

這個地球維護得更好，而全人類也能得到更大的保障。 
（摘錄自 9 月 7 日吳院長出席「2010 臺灣溫室氣

體適當減緩行動國際研討會」談話） 
（三）去（98）年 9 月政府宣布推動參與「聯合國氣候變化綱

要公約」及「國際民航組織」，短短 12 個月，國際社
會包括美國、歐盟、澳大利亞及許多國家，都認為臺灣

不應被排除在外，有些國家的議會還通過決議案表示支

持。 
過去我國在參與國際組織方面屢遭排擠，始終未能

獲得重要突破。馬總統上任以來，致力改善兩岸關係，

並採取「活路外交」策略，務實面對國際現勢，兩年多

來，我國在參與世界衛生組織方面獲致重大進展，行政

院衛生署長連續兩年以觀察員身分出席「世界衛生大

會」，這是我國自民國 60 年起陸續被迫喪失聯合國及
其專門機構代表權後，首次重返聯合國體系，深具意

義。 
（摘錄自 9 月 30 日吳院長聽取「爭取參與聯合國

體系現況」報告談話） 
（四）去年臺灣遭 H1N1 新流感襲擊時，集體防範工作成功，

世界衛生組織評鑑臺灣防疫成效是全球前 5 名。在經濟
復甦方面，目前還有許多國家尚未走出金融風暴的泥

淖，臺灣這一年多來卻是極少數能夠走出陰霾，而且穩

步復甦的國家之一。 
在外交方面，過去政府採取「烽火外交」政策，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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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8 年「進 3 丟 9」，雖挖進 3 個規模較小邦交國，卻
丟掉 9 個規模較大邦交國；但新政府上任後，兩岸已從
衝突對立，走向和平穩定新局勢，同時確保中華民國主

權，與臺灣安全及繁榮。任何兩岸政策與經濟發展，以

及與國外簽訂的協議，都會秉持「以臺灣為主，對人民

有利」的原則。 
（摘錄自 12月 21日吳院長出席布吉納法索總統就

職典禮談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