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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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之規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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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期計畫及中長程專案，另辦理國際戰略安全對
話、國防與中國大陸業務及國際反恐等跨國議題政策之協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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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亦負責辦理組織體制檢討、創新變革及協調，以及行政效能、
為民服務品質提升之規劃、監督及管考，另進行民意調查之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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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月�日在臺北舉行

「�0��年東海和平論壇」，討論東海海洋資源共享、海
上安全合作及建立二軌機制等議題，有助建構多邊制度
化的對話平臺。本年適逢開羅宣言發布�0週年，本部與
相關單位於��月�日合辦「『開羅宣言』�0週年紀念特
展暨國際學術研討會」，讓國人及世人瞭解釣魚臺列嶼
應歸屬我國之歷史事實及法理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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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供擬定外交政策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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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外交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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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自民國��年起補助學者專家出國「駐點
研究」，本年補助學者分赴美國、韓國、日本、新加
坡、法國之學術機構進行駐點研究。

二、施政計畫及管考：
（一） 擬定年度施政計畫：審酌當前主客觀環境情勢，策訂

年度施政計畫，辦理外交部各單位及駐外館處年度團
體績效評鑑。

（二） 辦理中長程「國家發展計畫（�0�至�0�年）」及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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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辦理總統指示外交工作之落實與追蹤管制，每月定期
管制並呈報總統指示事項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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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自民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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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計有���位友邦學生在我國攻讀學位。

（二） 辦理「臺灣獎助金」：外交部自民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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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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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領域議題之研究，本年共計錄取��名學人。
（三） 辦理「留臺校友會」業務：外交部自民國��年起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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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參與其舉辦之各項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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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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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協辦行政
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候鳥計畫」等。

（五） 辦理外交部性別平等之統合協調業務。
（六） 辦理「外交部推動青年國際參與專案小組」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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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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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