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來本部積極提倡「全民外交」理念，籲

請全體國民努力參與各種不同國際事務，以拓展

我國國際空間，並進而鞏固國家在國際社會中的

地位與尊嚴。

花東地區俗稱「後山」。長期以來受地理環

境限制，好山好水雖豐富了觀光資源，但是得以

創造農業經濟的社會條件，卻不足以促進工商業

發展，國際往來既有限，一般民眾相對缺乏參與

國際事務的機會與訊息。為期全民外交理念廣泛

落實，本部研究設計委員會遂在領事事務局花蓮

辦事處聯繫下，與東部大學進行合作計畫。花蓮

地區共有五所大學及學院，但皆無法、政科系。

僅國立東華大學之大陸研究所開設有國際問題研

究課程，該所朱所長亦為本部歐洲問題諮詢學

者，遂擇定該校為合作對象。

本部依據東華大學提出之計畫書，與該校經

數度書函往來討論後，確定此項名為「學術外

交：理論與實際演講暨座談會」系列活動，於九

十年度之上半年及下半年各舉辦兩場。第一場活

動於九十年六月十四日舉行，主題為「外交政策

與兩岸關係：孰輕孰重」。本次座談會由政大東亞

研究所邱坤玄教授主持；立法院陳忠信委員及東

華大學朱景鵬所長引言；親民黨政策研究中心張

顯耀主任及政大國關中心美歐所吳東野所長與

談。第二場活動於六月二十一日舉行，邀請政大

邵宗海教授演講「當前外交政策與兩岸關係」。暑

期之後，於十一月廿三日舉行第三場活動。該場

座談會主題為「國際非政府組織與中華民國國際

參與」，由政大詹中原教授主持，中山大學林德昌

教授、伊甸基金會林錦昌總幹事、政大國關中心

李國雄副主任及東華大學李松根教授與談。最後

一場活動於十一月三十日舉行，邀請中華經濟研

究院高長教授演講「ＷＴＯ與台灣之國際參與」。

為籌畫這些系列活動，主辦單位接受本部意

見，曾試洽有關政府官員、各黨派民意代表及各

國駐華官員共同參與活動，但因活動地點在花

蓮，多數在台北之受邀人士均因時間配合困難婉

辭，幸得上述各專家學者接受邀請，系列活動始

能進行。在這四場活動中，除最後一場，因受次

日投票選舉立法委員及縣市長影響出席聽眾相對

減少外，其他各場每次均有百餘位聽眾到場，就

東部地區環境言，已屬難能。而在各專家學者講

話後，聽眾提問之熱烈表現，尤能反映聽眾對外

交問題之關心與期許。只是為要引起東部一般民

眾對外交問題之普遍興趣，表現方式及宣傳工作

均有待加強。又基於外交理念之推廣，宜於秉持

教育者態度，持續漸進，方克有成。則外交問題

如何使在後山一再引聲發言，似需再多盡一分心

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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