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交部通訊第25卷第1期．MOFA NEWS AND REPORT．MAY, 2003．No 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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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