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先從政治方面來看

的話，會發現臉孔不一樣

了，人物不相同了，觀念也

不相同了。在座諸位出國時

間最長者有將近五年多，到

現在換了五位行政院長和五

位外交部長，遑論其他各部

會的變化。再看立法院，人

物變化更多，你會覺得很奇

怪，怎麼變這麼多呢？實際

上，從過去十四年多來，我

們這塊土地、這個國家就是

不斷地在變化當中：一九八七年在蔣故總統經

國先生宣佈解嚴之後，黨禁和報禁相繼解除，

國會也全面改選，台北、高雄兩市市長直選，

一九九六年台海飛彈危機時的總統直選，一直

到公元兩千年三月十八日最重要的一次總統直

選，為中華民國帶來一個徹底的改變。在民主

化的過程當中，我們第一次發生了政權輪替，

因之而帶來的是所有的政治上的變化、人物上

的變化及政策上的變化，這些對出國三、四年

以上的同仁而言，可說是變化非常之大。而在

變化的過程當中，在海外看到的消息總是片

段、不完整的，所以我們希望藉這次回國的機

會，特別請外講所楊所長安排各位館長晉見陳

總統、行政院游院長、立法院王院長，並拜訪

四大政黨，希望藉各位直接的接觸及親身的體

會，了解我們國家在政治上的變化。

經濟上的變化也很大，由於最近一年多來

邱次長、藍次長、鄭主任秘書、楊所長、

各位大使、各位館長、各位先生、各位女士、

各位同仁，大家早！

今天很高興外講所楊所長舉辦了「第一期

駐外館長返國述職講習」，最主要目的是希望藉

各位館長回國的時候，能多了解一下國內發展

的狀況，一方面也希望藉此機會請其他同仁共

同探討我們國家未來的發展。

首先我在這裡非常竭誠歡迎各位館長返國

述職，當一位館長、代表或大使，從古到今在

社會上都具有非常崇高的地位，古人說：「大

丈夫生不為將則為使」，所以各位從國外回來，

應該是帶著非常多的榮耀和光榮。在回國之

後，我相信各位會突然發現，在離開台灣數年

之後，對這個國家會有點陌生、有點不太瞭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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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計劃是在台灣開放五十萬個大哥大門號，但

今天的情況卻是台灣有超過兩千三百萬個大哥

大門號，也就是平均每個人都有一個甚至兩個

以上的大哥大號碼，怎麼會有那麼多呢？究竟

是誰在使用大哥大呢？有個笑話是說，一位女

生身上同時掛了三隻大哥大，都不同樣子，因

為她有三個男朋友，哪隻大哥大響了就知道是

哪個男朋友打來的。台灣持用大哥大的人口比

例已達全世界第一名。

由大哥大及 i n t e r n e t的延伸，表示我們的消

息非常靈通，它改變我們生活的習慣，改變我

們對社會的看法，也改變我們與全世界聯絡的

方式，這就是我們今天所看到的社會。當各位

外放離開台灣的時候覺得台灣很亂，曾幾何

時，就在幾年前，記得是陳總統離開台北市的

最後那一年，亞洲雜誌把台北市評等為亞洲最

適合人居的第一名城市，因為我們的市容變得

乾淨了，人民也變得比較有禮貌了。當你搭乘

台北捷運時，會感覺像在國外一樣，每個人在

捷運裡都表現得非常有國際化的人格。除了捷

運以外，其他方面也變得比以前進步很多，交

通變得順暢，空氣也乾淨多了，我們周遭的世

界就這樣改變了。

這就是剛才所提到變化中台灣的一部分，

各位的體認也許比我們還多，你會懷疑為什麼

台灣變化這麼快呢？實際上講起來，這不只是

台灣變化而已。如果從整個歷史的長河來看，

台灣在過去五十年當中，剛好趕上人類歷史上

變化最快的一段時間，我們趕搭上了這輛快

車。過去這五十年甚至一百年當中，我個人將

之區分成三個最主要的變化，而這三個浪潮席

捲了我們，改變了我們的生活、思想與前途。

第一個最大的變化是民主化的浪潮。我這

次陪同陳總統訪問非洲四國時，對前面三國印

象非常深刻：塞內加爾的瓦德總統告訴陳總

經濟上的不景氣，突然發現我們的人民不像過

去那麼地浪費、奢華，而我們在過去常常聽到

的某些話居然應驗在我們身上。我們以前常常

聽說：「眼看他起高樓，眼看他樓塌了」，在過

去這一段時間裡，我們發現也許你的朋友在八

０年代、九０年代飛黃騰達，但今天再也看不

到他的蹤影。我們說「十年河東，十年河西」，

古人常說：「富不過三代」，今天我們看到的社

會是「富不過一代」，有些在八０年代飛黃騰達

的朋友，以前在大飯店吃飯非常愉快，談笑風

生，但現在他告訴我，不敢去大飯店吃飯以免

被人討債。就這麼短的時間裡，我們這一生所

看到的變化非常多，台灣的經濟從五十年前非

常落後的農業經濟，變成出口加工、勞力密

集、資本密集、高科技的經濟型態，直到今天

仍不斷在演變當中，過程非常之快。一九八０

年代後期，我們看到股票的狂飆、房地產的狂

飆，很多同仁出國前把房子賣掉，回國時買不

到一個浴室，所幸今天台灣的股市及房地產逐

漸從泡沫化走出來，慢慢回歸到正常。

第三，台灣社會的變遷也非常之大。也許

我們在年輕時看到一個非常純樸、安和樂利的

台灣，而今天因為媒體資訊實在太多了，各種

好壞消息雜陳，造成我們連對事情的判斷都有

困難，不很瞭解我們目前所處的時代。在美國

只有一個C N N，但在台灣像C N N這樣全天候以

撥放新聞為主的電視台竟有六台之多，各種消

息源源不斷而來，充斥在我們的腦海，但當我

們要瞭解這個社會到底發生什麼事情的時候，

可能還是搞不太清楚；我們的社會在過去的娛

樂也很簡單，看看電影就可以了，但今天國內

的民眾有三個東西是脫離不了的，第一個是電

視，第二個是internet，第三個是mobile phone，

也就是大哥大。

記得幾年前我在離開交通部的時候，我們

外交部通訊 MOFA NEWS AND REPORT
October, 2002 No 6

2 外交部通訊第二十四卷第六期



統，在公元兩千年三月十九日，也就是我們台

灣政權輪替的第二天，塞內加爾人民用投票的

方式結束了四十年一黨獨大的政府；聖多美普

林西比的梅蒂茲總統說，他在公元兩千零一年

結束了二十年的一黨政府；馬拉威的莫魯士總

統則在一九九四年就終結了長達三十一年的班

達個人政府。陳總統所訪問的四國當中，竟有

三國是與我國類似的情況，可以看出民主化的

浪潮不僅發生在我們身上，而是一種全球性的

浪潮。

如果再把時間拉長一點，可以發現在公元

一九００年到公元兩千年時，世界地圖的變化

簡直無法想像：當一九００年時，除了美國少

數幾個可稱為民主國家以外，翻開世界地圖充

斥了大清帝國、大日本帝國、大英帝國、沙皇

帝國、奧匈帝國等；到了一九四五年，當這些

帝國把殖民地釋放出去以後，就產生了非常多

的國家；而到了一九九０年當蘇聯結束了共產

專政以後，又產生了十五個獨立國協國家，突

然之間全世界增加到一百九十三個國家，數字

增加得太快，以致於我們小時候背的歷史地理

知識都已經不適用了。

在這全球民主化的浪潮中，台灣的表現是

非常成功的。所謂成功，可以用英國Wa r w i c k大

學民主化研究中心所提出政治、經濟與社會等

三個指標來加以衡量，第一是政治的穩定，很

多國家剛從軍事獨裁政府或從殖民地變成民主

政府，過程非常不安定，有政變、有流血，甚

至發生像韓國光州事件，俄國砲轟國會大廈的

情形，而我國在這段時間則成功地完成政權的

和平轉移，雖然在和平移轉的背後也有很多動

人、緊張的故事，但基本上整個政權更迭是非

常成功的。

經濟上我們也沒有被拖垮，很多國家在政

權輪替的時候整個經濟都垮掉了，最明顯的例

子是俄羅斯，當年是稱霸世界的超強，但今天

在解決嚴重的經濟問題時，卻用重新發行鈔

票，將尾數去掉三個零的激烈手段來處理，還

有的國家甚至將後面的六個零去掉，從阿根廷

回來的王豫元代表最清楚了，阿根廷在一九０

０年時是全世界最富庶的國家之一，但如今全

國卻面臨破產，與全世界大部分的國家相比，

在民主轉型的過程中，我國仍維持穩定的經濟

成長是非常值得驕傲的。

第三個指標是社會的安定，我們的社會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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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在民主化的過程中發生大規模的示威流血事

件，我們最成功的一件事，就是不管在任何情

況中，例如中正紀念堂前的野百合事件，或是

台北火車站前上萬人的大型示威，都未曾發生

死亡、流血的不幸事件，整個社會顯得非常平

靜安定。我們度過了這樣一段艱辛的過程，不

但存活過來，而且非常成功，這是很值得國人

同感驕傲的事情。

第二件事情是所謂全球化的浪潮。開始時

我們看到台灣第一家麥當勞的成立，現在卻發

現麥當勞的家數已經超過鄉鎮公所的數目。早

上起來我們習慣在上班前先到 S t a r b u c k s去喝咖

啡、吃點心，這是表象上看得出來的，實際上

則是顯示所謂無疆界的經濟體已慢慢在形成，

突然間國與國的疆界不見了，所謂的四大流

通：人、資金、資訊及物品，這些流通突然於

無形之間充斥在我們四周，你都還來不及明白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不過台灣人非常聰明，

接受新觀念的速度非常之快，有時候看這個人

怎麼搞的，白天睡覺晚上工作，因為他晚上在

操作股票、期貨、買賣外匯。全球化是沒有一

個地方停下來的，二十四小時都在運作，我們

競爭的對象已經不再是我們身邊、隔壁或是對

岸的人，我們無時無刻不與全世界任何地方的

人在競爭。

前年九二一大地震雖然發生在台灣，但美

國紐約證券市場也同時發生了大地震，紐約

N A S D A Q高科技股票大跌，因為全世界對我們

台灣的高科技產品依賴度甚高；當九一一事件

發生時，我們在電視上看到的好像是電影情節

一樣，結果全世界的股票市場、金融市場、觀

光市場、航空市場無一不受到極嚴重的影響，

世界各國相互之間的關係已經達到密不可分的

地步。瓜地馬拉總統曾經向我抱怨，全世界的

咖啡產量在增加，需求也在增加，但中南美洲

各國咖啡的利潤卻一直在下跌，因為中南美地

區所生產的咖啡，無論品質、數量、價格都已

經比不上越南這樣一個新興國家。不只是農

業，工業、服務業、資訊業都一樣，當我們在

休息的時候，別人都在繼續工作。

我們看到更可怕的是在過去十年內，所謂

中國經濟體的產生，一個佔全世界百分之二十

七勞動力的國家，這些勞動力都是高水準、有

教育而且很勤奮的人民，可以生產全世界所需

的低價位產品，如雨傘、球鞋、衣服、襯衫、

汗衫等。這樣一個全球競爭時代的來臨，我們

國家也要同時保持進步。

今年一月一日對我國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一

天，因為我們正式加入W TO，我們是全世界第

十四大經濟體，是第一百四十四個參加W TO的

國家，雖然比較晚，但終究還是參加了。國內

也因此修正了十四項相關的法律，使我們能確

保與世界同步競爭，去年經發會所通過六十項

法律的修正案，其中二十幾項已獲立法院通

過，還有三十幾項未通過。由於這些法律的通

過，過去所謂的菸酒公賣局，以後也不能再專

賣了，你自己要製造酒也可以，以後我們觀光

時，可能可以到台東或彰化的酒莊去吃飯；加

油也可以加ESSO 或Mobile的油，不一定要加中

油或台塑的油；我們用的電也不一定是台電或

台塑的，不曉得是哪一家公司所發的電，這都

是全球化的部分表徵。全球化的結果造成全球

競爭，我們國家如果不能保持領先，就會被淘

汰，尤其是我們排在全世界前幾名的產業，不

要忘記永遠有人在跟我們競爭。

第三件事情是，在民主化和全球化之外，

我個人覺得影響我們最大的就是所謂第三波的

文明、第三波的科技。一九四五年當第一顆原

子彈在日本長崎、廣島爆炸時，大家覺得這是

一種毀滅性的武器，後來逐漸轉變成核能，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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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做和平的用途。一九五六年當第一顆人造衛

星升空時，大家還搞不清楚一個比籃球大的人

造衛星是做什麼用的，今天我們沒有一個人可

以離開人造衛星，因為你打的電話、你的通

訊，甚至汽車上的地圖，都跟人造衛星直接通

訊，它已經變成我們生活的一部分，再加上電

視和電腦，把我們整個工作形式都改變了。

我們早期在任何公家機關工作的同仁都記

得，每一個部會都有一個很大的打字室，現在

都不見了，新進同仁如果自己不會使用電腦，

就沒有辦法在單位裡服務，所有的東西都因為

電腦而改變，沒有e - m a i l就沒有辦法生活。當九

一一事件發生時，還是靠 i n t e r n e t最快把消息傳

到全世界去，這就是第三波的革命，不但影響

到通訊、影響到生活，甚至連今天美國所謂的

軍事事務革命，也就因為電腦與資訊而改變了

軍事作戰的方式。

我們在台灣的人民用短短五十年走過了別

人幾百年的變革，經過了農業、工業及資訊的

三波社會，今天我們在電腦業、資訊業方面是

佼佼者，筆記型電腦及十幾項電腦周邊產品是

全世界第一名。在公元兩千年的時候，我們看

一個國家的科技程度，是看一個國家發表多少

篇論文，有多少項專利，公元二００一年，台

灣在科學方面大概全世界第二十名，在工程論

文方面是第十名，在美國專利局的專利排名是

第四名（前三名是美國、日本與德國），所以在

第三波社會裡面我們並沒有落後。

總而言之，我把世界趨勢的發展，回映到

我們台灣自己的發展，從這些變化就可以瞭

解，在這段時間內，這塊土地上的人民與政

府，表現其實是不錯的，我們當然還有許多的

問題存在，所以我們在這次的返國述職講習當

中，特別請各位館長去晉見總統與行政院長。

行政院最近提出「挑戰二００八」的觀

念，這個計劃揭櫫了三項非常重要的挑戰：第

一項是歷史的包袱，第二項是全球的競賽，第

三項是所謂中國大陸的「磁吸」效應。

公元兩千年我們雖然完成歷史上首度的政

權輪替，走入民主的另一個階段，但並不代表

我國的民主就像歐美國家這般的成熟，仍存在

著許多的問題，第一個就是我們政府本身的問

題，因為過去在大有為政府的觀念下，我們的

政府不斷在擴大，政府人數佔總人口的比例在

全世界中屬於偏高的，就開始懷疑我們政府的

效能。所以政府必須從中央開始進行改造，目

前三十五個部、會、行、局、處、署要減少為

二十三個，凡是民間能做的就交給民間去做，

能夠用機器提高效能的就提高效能，我們不需

要用這麼多的人力在政府上，必須把政府的水

準提升上來，要從金融、財政、教育的改革做

起。

最近有幾個合作社、農會被政府接管，實

際上，過去這一段發展過程中，我們的金融體

系也發生了很多問題，當年開放十五家新銀

行，一家銀行有一百億的資本額，今年為了結

束中興銀行，政府卻要花六百億，這就是歷史

上留下的包袱，我們必須要解決，如果不解決

就沒有辦法往前走。在解決的過程當中必須自

我改革，自我提升。

第二件事是全球的競賽。剛才已經說過

了，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免

於競爭淘汰的危機，都有這個風險，即使像美

國這麼大的國家，在一九八 0年代每個人都說

Japan is No.1，認為美國會被日本取代，可是美

國人贏回來了。今天日本歷經了十幾年的經濟

成長停滯，它在全球的競賽中落後了。我們回

想自己，隨時也要當心有一天我們會被淘汰，

要不斷努力改變環境、改變生產方式、增加研

究發展、增加產品的附加價值，各種方式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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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昇，如果不提升就一樣會被淘汰。

最後談到所謂大陸的磁吸效應。剛才也提

到中國大陸有全球百分之二十七的勞動力，當

它在一個經濟發展程度比較低階的時候，非常

容易把各國的東西都取代掉，很多國家都搶進

中國大陸市場，我們在大陸的投資以非正式估

計約在六百億美金以上，去年由台灣去大陸的

人約三百三十萬人次，目前約有三十五萬人住

在上海，在那邊工作、生活，這個比例非常之

高，如何保持台灣的實力，不致於因大陸的磁

吸效應而受損，這是我們挑戰二００八年最重

要的工作。我們不能否認，這段時間大陸進步

非常地快，而且在二００八年申奧成功的時

候，整個氣勢都起來了。我們自己要非常小

心，如何讓台灣變成一個非常好的環境，不但

是很好的住家，各種人文環境都要很好，才能

讓這個社會欣欣向榮。

面臨這三大挑戰就要有四大提升，即人

才、產業、環境與人文的提升。這些提升中，

第一件是人才的提升，早期各位館長出國時待

遇很低，日子很辛苦，每個月的錢都不夠用，

慢慢也熬過來了，今天我們在海外的待遇算是

非常的高，應該要自問一下：我以這樣好的待

遇是否相對地也有好的表現？對國家有很好的

貢獻？當每次國民所得增加，政府在加薪的時

候，我們要自問一下：公務人員的生產力是否

有增加？我們的表現是否能比得上企業界？如

果不行就應該感到慚愧，就要努力。

我們要培養的，就是所謂ｅ世代的人才，

怎麼樣運用資訊與電腦，如果你不行、如果你

不會傳e - m a i l，就要開始反省一下：我是不是能

跟上這個社會？拿這個待遇會不會感到慚愧？

我個人常常覺得，一個人的一生是一個「不斷

成長的曲線」，每一個人的曲線都不相同，有的

人小學的時候成長得非常快，有人是中學很

快，有人是大學和研究所突然變得很快，有人

從小學一直到研究所都很快，但也有人書一直

讀不好，但到了二、三十歲突然成長得很快，

所以每個人都有他成長的曲線，當這個人的成

長曲線結束之後，就是這個人心老的時候，所

以我們要讓自己永保年輕，保持學習往上的精

神。

這個社會變化得非常快，你今天大部分的

工作都不是你在大學時所學的東西，很多都是

你不斷的累積所學來的新東西。各位在讀外交

研究所時沒有念到N G O這個科目，可是今天都

跑出來了，大家都在做這個工作，這就是創

新。我們讀書時也沒有讀到哪一國像中華民國

這樣，跟主要國家都沒有邦交，而我們還在做

外交，還可以存活，我們要成功就是要不斷地

學習。

人才要靠自己來培養，所以今天我們安排

這個課程，就是希望至少從三、四個角度來了

解自己：第一個要了解這世界是怎麼變化的，

至少有民主化的浪潮、全球化的浪潮及科技的

變化；第二項是我們國家變化的狀況，在這三

個大浪潮的衝擊之下，我們中華民國在這個土

地上怎麼延伸，怎麼演變成一個國家出來；第

三，要了解我們辦外交的內涵是什麼，今天外

交的內涵絕對不是各位當年在大學或研究所念

的東西，新的東西不斷地加進來，我們必須再

學習，在所謂的傳統外交之外，環保、經貿都

變成很重要的一環，做一個現代的外交官，雖

不能樣樣精通，但必須每一樣都懂一點，才能

有傑出的表現；第四，我們要不斷運用最新科

技來解決我們的困難，因為事情太多了我們做

不完，但如果有新的科技，例如用電腦或其他

方式，我們就可以把問題解決。

未來挑戰二００八第一項目標就是人才的

提升，做為公務員、館長、大使都必須自我提

升，如果不行的話，老實講也不太配做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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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公務員或大使，或者不應該領那樣的薪

水，所以我希望與大家共勉努力。

最後我就要談到我們對外交的期望是什

麼？我們到底希望要做哪些工作？

我在這裡跟各位分享一下外交工作的幾個

願景：第一個期望就是我們要「擦亮中華民國

的招牌、打響台灣的名號」，我們生活在這塊土

地上，為這塊土地而戰，保持我們生活的價

值，維持我們工作的目標，我們的發展在全世

界上比較起來是值得驕傲的，我們成功的故事

應該受到肯定。最近美國國務卿鮑爾（ C o l i n

P o w e l l）在六月十日演講時稱，「台灣不是一

個問題，台灣是一個成功的故事」，我們的民

主、自由與人權成就是值得驕傲的，台灣是一

個非常好的產品，應該是非常容易推銷，我們

要讓全世界瞭解我們這個國家的進步、我們這

塊土地的偉大、我們人民的努力，如何把台灣

的名號打響？如何把中華民國的招牌擦亮？這

是我們外交人員的責任與工作目標。

回憶二十五年前，即一九七七年六月二十

九日，當時美國國務卿—卡特時期的范錫，他

在亞洲協會演講美國的亞洲政策時，竟然一個

字也沒有提到我們的國家，今天我們非常高興

的是，Colin Powell在六月十日演講時前後講了

十七次台灣，表示台灣在這段期間是一個成功

的故事，值得驕傲，而我們對美的外交工作在

這一方面上也應該是成功的，因為我們讓大家

體認到我們台灣的存在、台灣的光榮與台灣的

成功。

再者，我覺得我們外交同仁很重要的工

作，就是要維護國家的尊嚴與安全，要保障亞

太地區的和平。許多人喜歡把台灣說成一個麻

煩製造者（trouble maker），把台灣海峽說是火

藥庫，實際上講，因為台灣的存在維持了亞太

的平衡。我們要讓台灣的存在、尊嚴與安全獲

得保障，就是我們大家共同努力的目標。不久

前有一個電影叫做「驚爆十三天」，是談古巴危

機，當時不過是幾顆飛彈對準美國，就弄得美

國滿城風雨、緊緊張張，各位不要忘記，我們

對岸有四百個飛彈對著台灣，如果戰爭、國防

都要用流血來解決，我們國家已經沒有希望

了。

我們要用外交的方式來解決我們的困難，

這是我們的工作，在全世界任何地方我們都要

跟大家表示，台灣是一個愛好自由、愛好民

主、愛好和平的國家，我們希望維持亞太的平

衡，我們希望大陸撤掉所有對著台灣的飛彈，

我們不希望在和平、自由地選舉我們的政府領

導人時，有人會射飛彈到台灣來，我也不希望

我們在選舉的時候，有人會在電視上罵我們，

威脅我們走著瞧，我覺得我們應該動員國際輿

論的力量來譴責中共，這就是外交的工作。外

交就是我們國家安全的尖兵，在平時保障國家

的安全，這是我們外交部最重要的工作。

第三件事情，我們外交的工作要讓我們國

家的發展和全球的發展接軌，要爭取國際空

間，讓我們的民眾可以在全世界各地自由、平

安、方便地旅行，這是我們外交部的工作，也

是我們要努力的方向。拿著我們的護照無論走

到世界各地都要非常方便，受到禮遇。換句話

說，除了人的流通外，我們也應該參與像W H O

的國際組織，過去這一段時間，我們推動參與

W H O的工作可算是進展比較快的，雖然今年還

是讓大家很失望，無法進去當觀察員，但今年

我們同仁的表現非常傑出，在歐洲議會有正式

的決議，雖然沒有法律的拘束力，但至少在道

德上給我們非常大的訴求，台灣應該可以參加

成為世界衛生組織的觀察員。美國的參、眾議

院也通過決議案，在今年四月四日由美國布希

部長演講

7 外交部通訊第二十四卷第六期



總統簽署為法案，這是我們外交的一個成就。

我們希望結合所有民間的、政府的、外交的、

非外交的力量，大家一起共同努力，為我國的

國際空間再努力。

在談到跟國際接軌時，更重要的一件事是

從今年起我們正式參加了 W TO，這只是個開

始，實際上我們與國際還離得非常遠。W TO之

後緊跟著更重要的是，全世界走向所謂的區域

經濟整合，自由貿易區變成一個國家未來發展

的努力方向。在二００二年三月以前，世界各

國在W TO總部登記的自由貿易區協定，區塊的

或雙邊的，一共有兩百五十個。這個自由貿易

區對我們未來發展影響非常之大，因為它已經

不是所謂的關稅降低而已，它是貿易的自由

化、便捷化與合作，有這個自由貿易區的結

果，會讓這個地區的經濟進步非常快速，我們

看看亞洲幾個國家，先不談東南亞，中國大

陸、台灣、韓國、日本這幾個國家在全世界自

由貿易區的努力當中，是所謂的後進國，全世

界已經有兩百五十個多邊、雙邊的自由貿易區

的時候，在今年一月一日以前，這幾個國家都

沒有參加任何一個自由貿易區，也就在今年一

月一日開始，新加坡跟日本才開始正式簽署自

由貿易區。

我們必須要努力，因為自由貿易區已經把

全世界的經濟變成重要的板塊了，最大的一塊

是在北美洲，在一九八九年美國第一次跟加拿

大簽署自由貿易區，一九九一年南美洲組成了

南方共同市場，一九九四年北美自由貿易區

（N A F TA）正式成立，並打算在二００五年把

整個北美洲、中美洲及南美洲全部變成「美洲

自由貿易區」，除了古巴之外，共有三十四國參

加。這是一個非常強而有力的自由貿易區，如

果沒有在這個區域裡面，就必須努力洽簽，否

則貿易障礙就非常多，所以二００五年是一個

非常重要的關卡。

歐洲的板塊發展也是非常快，在N A F TA差

不多的同時，E U正式成立，以前是共同市場，

現在變成歐洲聯盟，歐洲聯盟十五個國家緊密

地結合，現在還不斷在擴張當中，有四個國家

可能馬上就要先期加入。歐洲聯盟的版圖在向

東擴，包括東歐或其他國家繼續在增加，甚至

連土耳其都要加入E U，甚至打算在二０一０年

時要把地中海沿岸國家通通變成自由貿易區，

包括北非及中亞，它將是世界上另一個大板

塊。

而回顧我們自己的東方，在一九九二年東

協十國決定成立自由貿易區，也許開始時大家

覺得不太可能，但實際上時間表都已列出來

了，東協要在二０一０年及二０一五年分兩階

段完成自由貿易區，這時候突然跳進一個中國

大陸成為東協加一，由東協加一開始造成日本

的緊張，因為日本顯然被邊緣化了，如果東協

加一沒有日本，不是東協加三的話，那影響是

非常大的。今天我們政府由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在主導，準備加速推動加入自由貿易區，身為

一個外交人員，我們必須要了解自由貿易區對

我們國家的影響，要去了解這個過程當中所產

生的問題。在與很多國家洽談時，我們不能落

於人後，實際上我們已經落於人後了，我們要

如何迎頭趕上，即便連董建華都提出來，由中

國、澳門及香港合組自由貿易區。所以我們在

未來的發展過程當中，就要加速推動，我們如

果沒有經濟實力做後盾，外交是沒有什麼實力

的，我們之所以在今天能夠非常成功發展，憑

藉的就是我們有一個非常大的經濟實力，而經

濟實力的來源之一，就是貿易的力量，所以身

為一個外交官，我們必須瞭解到這個事實的存

在。

第四點，我們外交工作希望有一個民意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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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全民參與的全民外交，因為外交絕對不是

外交部的工作而已，如果只靠外交部單薄的千

把人的人力再加上預算的話，外交工作是做不

好的。所以我們在任何場合下，如何讓民間、

讓民眾、讓社會瞭解我們外交追求的目標與努

力，與民意密切地結合，是我們非常重要的工

作。最近我們也了解到立法院對外交工作非常

有興趣，我們也希望推展國會外交、多元外

交，只要有興趣，我們都希望大家一起來為這

個國家、為這個土地、為這個人民來共同努

力。

外交是全民的事情，外交是希望全民來參

與，所以在各種場合我們都要把我們的目的和

想法讓大家能夠共享，尤其在中產階級興起的

台灣，人民的教育水準很高，希望參與的議題

也很多，從環保、勞工、婦女、醫療、貿易、

生態保育到兒童福利的議題都有，還有人道的

議題等等，如果大家都能參與的話，我相信我

們的外交力量是非常之大。

最後，希望整個外交工作在這段時間裡面

要把握四個原則：

第一個是創新，過去的方式也許是很成

功、很好，也許要保留，但是未來不可知，未

來必須有更多新的方法注入，我們都是一個社

會的精英，我們非常了解外面的動態、國際的

情勢，但是必須用新的方式來做，沒辦法用舊

的方法，因為我們懂的方法人家（中共）都會

了，例如採購團，我們要力求創新，用各種方

式打破過去的陳窠；

第二是希望速度要快，剛才提到，浪潮來

的時候速度非常快，每一波都有機會之窗，當

機會之窗打開時要趕快跳進去，讓它過去就來

不及了。所以速度要快、反應要快，對民意我

們反應更要快，不要看著民意過去而不曉得發

生了什麼事情，民眾高興的時候應該知道，民

眾不高興的時候也要知道，在社會上、國際上

都是相同；

第三是要有活力，外交工作是一個多元、

有趣、生動而且不是像電影上演的都在參加雞

尾酒會這種事情，它是一個多元性的東西，我

們要把我們的力量發揮出來，要非常地活潑，

充滿活力，這是我們應該做的方向；最後一個

是績效，凡事都要看結果，我知道我們有些事

情的結果不會好的，因為我們有一個非常大的

困境存在，但是這個困境絕對不是我們的理

由，如果有人說都是因為中共的打壓，我才沒

有辦法做，這是絕對不能接受的藉口，我們中

華民國的外交人員，心裡要曉得，第一個條件

就是要在中共的打壓下辦外交。做什麼事情績

效都要設定得非常清楚，我們知道有些事情是

做不成的，但有些事情是做得成的，在表現的

過程當中，過程也是績效，所以這個績效要你

自己去衡量。

在整個政府改造的過程中，怎麼樣讓各位

突出？我相信今天在座的各位，在二十幾歲時

都是社會的精英，才能進入外交部服務，三十

年之後我們一樣是社會的精英，我們應該有這

個自信，我們應該努力，我們的績效應該是很

好的，而且我們應該會非常成功，這就是說，

我們要對自己有信心，要確定方向努力向前。

最後，我希望藉這個機會跟各位駐外的館

長、大使、代表以及部內各單位的同仁共同勉

勵，我們這個國家、土地及人民非常值得我們

驕傲，非常值得我們努力奮鬥，我們希望大家

一起努力，為更光明的前途而奮鬥。謝謝大

家！ ■

部長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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