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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外交部長之外交言論摘錄
（一） 本部當前工作重點及展望

(�) 營造友善、便利及興利的國際環境，以擴大國際參與
 善用「活路外交」為兩岸所創造的「良性循環」條
件，深化並永續經營我與邦交國關係，深化我與非邦
交國的互惠及興利的實質關係，積極回饋國際社會，
並以「尊嚴」、「自主」、「務實」與「靈活」的原
則尋求有意義與實質參與聯合國體系及功能性政府間
國際組織，以拓展國家生存發展空間。

(�) 闡述「東海和平倡議」，捍衛領土主權
 秉持「主權在我、擱置爭議、和平互惠、共同開發」
之原則，呼籲相關各方依據聯合國憲章及國際法之原
則，和平解決爭端。以「和平對話、互惠協商」及
「資源共享、合作開發」作為兩階段協商，期盼在
「漁業」、「礦業」、「海洋科學研究與海洋環境保
護」及「海上安全與非傳統安全」等議題上，由「三
組雙邊」邁向「一組三邊」之對話，達到「擱置爭
議、共創雙贏、共同開發、共享資源」的目標。

(�) 為經貿尋找活路，發揮「通路力」、「行銷力」與
「人才力」

 成立「加強經貿工作專案小組」，並建構同仁相關能
力，積極推動經貿外交，爭取各國政府採購商機、協
助中小企業拓展新興市場、國際商機與銷售通路，並
推動與重要貿易夥伴洽簽具FTA內涵之ECA，為推動加
入RCEP與TPP累積動能。並將推動經貿工作與成果列
為考核駐外館處工作績效重點。

(�) 積極落實各項協助青年與國際接軌策略，推動全民外交
 成立「推動青年參與國際事務專案小組」，統合本部
各項協助青年參與國際事務計畫，結合行銷策略、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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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及社群網站，以更有效率的方式，使我青年走向世
界，世界青年認識臺灣，並推介我軟實力。

(�) 強化政策說明，推廣文化軟實力
 將本部刊物網路化，建立全球連結；與重要國際電
視頻道合作，以拓展文宣全球穿透力；強化政策議
題文宣，闡明釣魚臺及南海主權論述及東海和平倡
議內涵；傳達我參與國際組織及融入區域經濟整合訴
求，形塑利我的國際輿論氛圍。另整合文宣資源，推
動公眾外交，並透過藝文人士及團體，凸顯臺灣優質
形象。另強化國際輿情蒐報，即時澄清及駁斥不當言
論。

(�) 強化顧客導向服務，增進人民生活與旅遊的便利
 依據我國政策需求，持續檢視對於外國之簽證待遇與
措施；並開放民眾網路填寫文件證明申請表，推動無
紙化，以持續提升服務品質及公信力；另持續精進旅
外國人急難救助機制，強化「外交部緊急聯絡中心」
功能，並善用傳播媒介廣為宣傳，以維護旅外國人安
全；亦將賡續辦理駐外館處「行動領務計畫」，加強
服務海外僑民。
（摘錄自�月�日林部長立法院第八屆第三會期外交業務
報告）

（二） 我國和美國享有同樣的普世價值與民主理念。貴國前總
統小布希曾讚許中華民國是亞洲與世界民主的燈塔，歐
巴馬總統也曾公開稱許我國的民主成就。我們與美國的
友好關係正是奠基在這些我們共享的核心價值及理念之
上。中華民國未來將繼續與美國加強合作，共同促進民
主自由的理念。
此外，臺美在經貿、安全、文教、科技等層面交流

也十分密切。
在經貿關係方面，中華民國是美國第��大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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夥伴，第��大出口市場，第�大農產品出口市場，去
（�0��）年雙方貿易總額達���億美元。在雙方共同努力
下，臺美「貿易暨投資架構協定」（TIFA）諮商會議已
於本年�月�0日在臺北召開，雙方並獲致多項具體成果。
在我積極尋求參與區域經濟整合，並與各國加強經貿合
作關係情況下，TIFA會談重新展開，具有特別意義。
在安全合作方面，我們感謝美國重視「臺灣關係

法」，遵守對我之相關安全承諾，並多次公開表示支持
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事實上，歐巴馬總統在本（�0��）
年�月「歐習會」期間曾表示，美國基於「臺灣關係法」
對臺一貫承諾非常明確，包括提供臺灣自我防衛需求，
以及美國強烈支持過去數年來兩岸關係的進展。我國也
與美方充分合作，以促進東亞的和平與穩定。美國會
參、眾兩院亦於�月分別通過支持我國以觀察員身分參與
ICAO之法案，凡此均見臺美緊密的夥伴關係。
去（�0��）年��月�日美國給予我國人民訪美免簽證

待遇，我國是全世界第��個享有此一待遇的國家，這是
臺美關係的重要里程碑，對我國每年約�0萬赴美國人而
言，也是一大喜訊，預期臺美雙邊的經貿、文化、觀光
及教育等各項交流，必將不斷增長。此外，美國一直是
我國學生出國留學的重要目的地，目前臺灣留美學生人
數將近��,000人，排名全球第五。
今天我們聚集在此慶賀美國國慶之際，也見證臺美

關係的緊密友好，我們期許雙邊關係在未來必將持續提
升！
（摘錄自�月�日林部長出席美國國慶致詞稿）

（三） 全方位推動外交工作
我國情特殊，在國際上所面臨之挑戰甚多，因此必

須以更靈活、務實及彈性之作為，運用可行資源推動外
交，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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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貿外交」：外交部要求駐外館處積極協助臺商開
拓商機，並將推動經貿外交的成效列為年度考評（佔
總分��%）；另亦持續委託外貿協會在邦交國及友好
國家辦理海外商展，協助我中小企業開拓商機，提升
國家形象與MIT（Made in Taiwan）精品能見度。此
外，亦籌組投資貿易團赴友邦和新興國家訪問爭取商
機。

(�) 「公眾外交」：外交部積極推動「網路公眾外交」
（E-diplomacy），已獲致若干成效。例如外交部「全
球資訊網站」獲得「數位時代」雜誌主辦之「�0��數
位服務力」評比政府部門網站第五名；另成立「國際
媒體單一回應窗口」辦公室，針對重要國際議題，即
時有效提供我政府對該事件之立場與回應，以爭取國
際輿論之瞭解與支持。此外，外交部曾於�月��日安
排國際媒體駐華記者採訪馬總統與史丹佛大學視訊會
議，另安排英國「金融時報」、日本「共同通信社」
及美國「彭博新聞社」等媒體晉訪馬總統，有助國際
社會瞭解我政府之施政作為與成果。

(�) 「文化與學術外交」：為推廣具臺灣特色的中華文
化，外交部積極協助文化部在海外設置「臺灣書院」
據點與聯絡點，已促成在紐約、洛杉磯及休士頓設置
實體書院，並在��國設立��0個聯絡點。本年並配合文
化部辦理「臺灣書院文化光點計畫」，逐步建構「臺
灣書院」合作夥伴的全球體系。此外，外交部持續辦
理「臺灣獎學金」及「臺灣獎助金」等方案，上年共
錄取�� 名國際學者於本年到我國進行訪問研究，今年
預定錄取之�0名學者將於明年來華駐點，充分發揮我
國軟實力外交。

(�) 「青年外交」：為協助青年與國際接軌，外交部成立
「推動青年參與國際事務專案小組」，統合青年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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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事務之各項計畫。另為統合外交部各單位辦理之
青年業務，以供青年朋友查用，已於本年�月架設「臺
灣青年FUN眼世界」單一入口網站，透過網路及社
群網站，以更有效率的方式，持續落實協助青年參與
國際事務，使我青年走向世界，世界青年認識臺灣。
此外，外交部持續辦理「國際青年大使交流計畫」、
「外交小尖兵」、「全民外交研習營（青年班）」、
「臺灣NGO國際事務人才培訓班」及「NGO�00青年
領袖非政府組織國際事務研習營」，積極培育國內青
年成為國際事務人才。
（摘錄自�月��日林部長立法院第八屆第四會期外交業
務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