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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終記者聯誼餐會照片（圖右為外交部記者聯誼會前
會長中央日報記者李明賢）

我國二千三百萬同胞是愛好和平的人民，不

希望受到武力威脅。九月廿六日歐洲議會通

過『歐盟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執行情況』年

度報告決議文，也特別強調希望維持該區域

的和平與安全。在日本方面，其新任的防衛

廳長官石破茂在十月六日也提到，東北亞的

安全機制內如無台灣的存在是虛構的，凡此

均顯示出，在這段期間，整個世界局勢瀰漫

對台灣安全關心的氣氛，及提升對台灣安全

的關心。在美國對台軍售方面，工作也十分

順利，此為確保台灣生存最主要的國防武力

來源。

第二，在經濟共榮方面，我們希望在雙

邊或多邊的正式國際組織機制或架構下，建

立我國未來發展的環境，其中最重要的是從

部長致詞

李會長、各位媒體女士、先生朋友們：

大家早安！今天很高興有這個機會在外交部

年終記者會和大家見面，首先感謝各位在過

去一年當中，不眠不休地報導外交新聞的努

力與貢獻，提供國人最好的資訊，本人在此

致上最大的敬意與謝意。

在各位提問之前，我想先說明過去一年

外交部工作的狀況。外交部在過去這一年依

循三個主軸：民主人權、經濟共榮及和平安

全來推動外交工作。在和平安全方面，我們

主要在營造國際社會對我友好及支持的立

場，以確保我國家安全，及美國對我軍售等

議題能順利進行。現在全世界各國都關注反

恐議題，我們也配合世界反恐主流的趨勢，

在過去這一年，除行政院通過配合世界反恐

活動的工作項目外，我們與美國也完成了

『中美刑事司法互助協定』，這是我國所簽訂的

第一個刑事司法互助協定，重點是藉此機會

與美國及其他國家在有關反恐工作方面，建

立機制及架構協定。另外，我們也在各方面

與美國充分的配合，包括資訊的提供、人員

的追蹤及洗錢等；我們希望恐怖份子能在台

灣絕跡，保持我國的安全。另一方面，在營

造全世界友我的氣氛裡，我們希望世界各國

可以瞭解台海的狀況，支援我們不受武力的

威脅。除九月五日歐洲議會通過支持我國

『反飛彈、要和平』的決議外，現在全世界已

有九個國家的國會正式通過類似決議，其他

國家也在進行。我們希望讓全世界各國瞭解

主動出擊，勇往直前–––部長年終記者會記要
新文司二科．九十一年十二月廿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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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一年元月一日開始是我國參與WTO的元

年，其中有對我國正面的發展，也有對我產業

產生負面的效果，如農產品等。不論正負面，

對我國的影響都很大。我國駐WTO代表團於

三月正式成立，運作十分順利，我國常駐

WTO代表團至目前為止，已參加三十六次會

議。DOHA新回合的談判也已經開始，為下一

波的WTO工作進行準備，我們也分別與十五

個國家進行三十二場次的雙邊會議，這些會議

影響我國未來經濟的發展。參與APEC會議方

面，李遠哲院長本(91)年代表　總統出席領袖

會議，非常成功且圓滿完成任務。APEC工作

不僅在於參加領袖會議，另有甚多的部長級會

議及其他工作小組會議，各位手邊有一份詳細

的數字報告，我們希望在國際組織的正式架構

下，為國家未來經濟及發展而努力。今年我們

與廿二個國家簽訂三十二個條約協定或備忘

錄，這些也將會影響我國未來的發展。

第三，在民主人權方面，我要凸顯我國民

主自由的成就，與世界同步進行。目前世界的

主流是民主、自由及人權，與世界主流價值契

合，將使我國對外工作順利推動。如果立法院

能夠順利通過民主基金會的預算，將可展開另

一個新的層面，未來在民主人權方面的工作將

繼續加強。

另外有三個層面的工作，分別為邦交國的

工作、非邦交國的工作及國際組織的工作。

在邦交國方面，本年的工作重點是兩國高

層的互訪，以促進雙邊實質工作的進展。今年

國賓來訪締造新紀錄，包括元首、總理共計十

五位，創下歷史上的新高。陳總統在七月『紀

航專案』赴非洲四友邦訪問、第一夫人九月赴

美訪問、呂副總統赴匈牙利參加國際自由聯盟

年會、訪問印尼、游院長出訪中南美洲及本人

出席中美洲外長會議等等，雙邊互訪有助於邦

交國的穩定。

在非邦交國方面，年初美國布希總統訪問

中國大陸、日本及韓國，其中所有有關台灣的

談話及支持，及在日本國會的演說中提到不會

忘記對台灣人民的承諾，給予日本人很深刻的

印象，這些談話明確的強化我與美國間的關

係。另外，美國務卿鮑爾在六月提到台灣是一

個成功的故事，不是問題。這些是外表形式上

所顯現出來台灣與美國關係的進展，但實際上

還有許多的工作是無法對外公佈的，我們對美

的工作是十分順利的。

在日本方面，今年也是進展很多的一年。

日本政府有史以來第一次，於今年五月十四日

公開支持台灣成為WHO的觀察員，另八月十

五日特別宣佈台海安全是他們所關心重視的。

他們也特別強調盼兩岸和平的對話，以和平的

方法解決問題。日本首相小泉在紐約演講也提

到日本關心台海的安全，在這方面會扮演一定

的角色。日本防衛廳長官石破茂在十月六日說

明台灣的存在是東北亞安全體系中重要的一

環，沒有台灣的存在，這是虛構的。最近日本

外務省修改內規，放寬日本官員來台訪問，台

日實質關係將可透過官員正式的互訪獲得提

升，也顯示我與非邦交國日本間關係的改善與

進展。

另外，在非邦交國部分，我們在九月一日

增設駐蒙古代表處，未來會繼續在世界其他在

經濟、貿易或外交上較具實力的國家或地方，

繼續增設據點。

第三，在國際組織方面，這是我們努力的

第三個層面，剛才已經說明WTO、APEC等



等，在此不再多說。

最後，在全民外交方面，我們的原則是希

望大家都參與，而各行各業也都對國家的生存

發展十分關心。今年立法委員可能是有史以來

對外交最支持，參與最多的。截至目前為止，

有二百五十七位立法委員透過外交部的協助出

國訪問，立法委員有二百二十五席，出國訪問

人次超過委員席次的比例，表示立法委員對於

外交工作的熱心與關注。

最後二點向各位報告，農墾公司計畫將在

今天下午國合會的董事會會議中正式通過。我

們計畫在布吉納法索開始新一代的農業技術合

作，早期的觀念是援外、技術的轉移，現在的

觀念則是國際合作。我們可能會接受國際組織

或國際銀行的資金貸款等，來協助各國農業技

術的發展。對我國而言，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創

舉及改變，以後我們農技團或漁技團的工作逐

漸會有重大的改變。

另外，我們希望有更多的紮根工作，紮根

的工作包括以菁英教育的方式增加我們與其他

國家未來的長期發展關係，鼓勵他們的菁英人

士來台學習並接受教育。我們與國內各大學開

設英語教學的碩士班、學分班合作，已成立的

如屏東科技大學熱帶農業碩博士班，政治大學

IMBA等，明年增加政治大學台灣研究碩士

班，陽明大學醫療及公共衛生碩士班，海洋大

學漁業資源管理碩士班，清華大學科技管理碩

士班等。我們過去設立獎學金送友邦的菁英至

其他地方研究學習，從今年開始，將全面的改

變，全部獎學金都是在台灣學習，以這些班

級，來培養友邦的人才，也藉此機會培養與我

國的關係。

【壹】外交部籌設「台灣民主基金會」緣起

目前全球設有國家級民主基金的國家包括

有：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NED)、英國(西敏寺基金Westminster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 WFD)、加拿大(人權與

民主發展國際中心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tic Development, ICHRDD)、澳

洲(民主體制中心Center for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CDI)以及荷蘭(多黨基金會Netherlands Institute for

Multiparty Democracy, IMD)。此外，法國、韓

國、日本、泰國、義大利、西班牙等國，亦正進

入籌備階段。

上述基金會成立的主要宗旨是，希望藉由團

結全球的民主力量，共同為宣揚民主理念與推動

全球民主化運動而努力，早日促使獨裁政權解

體、消失。同時，他們亦在全球各地投入大量的

心力與熱情，致力於協助新興民主政體更加鞏固

與茁壯。冷戰結束後，他們更積極建立起全球聯

繫網絡，透過工作經驗分享、情報與資源交流、

在發展中國家協同推出民主援助計劃，以引導新

興民主政體走向健全的政黨競爭、自由市場經濟

改革與民主法治社會，為達成建立全球公民社會

的目標而努力。

中華民國台灣的民主轉型成功，不僅是兩千

三百萬台灣人民值得驕傲的歷史性成就，也是國

際社會一致讚賞的焦點。基此，為積極鞏固我國

民主與人權進步實績，並回饋國際對我長期的堅

定支持與協助，並藉由參與全球民主力量網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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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民主基金會」的成立宗旨與計畫
–––– 高次長在立法院報告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