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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對歐洲全民外交新策略 
 

■張維邦／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教授 

 

新政府要開展對歐洲全民外交的空間，何妨思考在台北創立「歐洲之

家」、在歐洲各國建立「台灣廣場」，並創建以全球視野為主軸的國

際事務高級研究學院的可行性。 
 

 我國外交空間的突破性發展陷入瓶頸，

此一困境主要是肇因於國內歷史遺留下來

的特殊政治生態，即國家認同的危機與國

際社會不承認「中華民國」體制，使得我

國的國際發展空間動彈不得。  

 3月 18日，台灣完成了政黨輪替的使

命，讓歐洲政壇刮目相看，媒體也相當正

面地給予台灣民主化運動高度的評價。然

而，歐洲各國面臨的難題是：在承認北京

為中國的合法政府之餘，現在已無法迴避

重新考量承認台灣為一獨立國家的事實。  

 而在現實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下，歐洲

短期內還不會對台灣做實質外交政策上的

改變。在這種情況下，如何從現實面考

量，做較為長期的外交扎根工作，成了新

政府的要務。  

 本論說僅就可立即具體發揮對歐洲全方

位進行交流的五個方案提出供台灣新政府

團隊決策者參考。  

一、台灣廣場（Taiwan Plaza）

計畫 

 本計畫實施對象為歐洲各國。即在歐洲

各大都會建立 Taiwan Plaza。將 Taiwan 

Plaza用醒目的巨型文字，標誌在嶄新的

高樓大廈上，引起巴黎、倫敦、柏林等城

市的市民或是世界各國觀光客的矚目，吸

引他們參與 Taiwan Plaza高樓大廈的經

貿、文化活動。此外，利用Taiwan Plaza

的優勢機會，讓歐洲各大學或是工商管理

學院的學生及學者，多了解台灣的中小企

業成就。如此也可讓國內的中小企業到歐

洲國家擴大商機又可與之進行民間的實質

交流。  

二、在台北創立「歐洲之家」

（The House of Europe） 

 既然在歐洲成立台灣廣場，以尋求歐洲

人瞭解台灣有其重要性，在台北設立「歐

洲之家」，使國人瞭解歐洲，亦屬必要之

舉。即提供一個可以讓駐留在台灣的一、

兩萬歐洲各國的僑商文化人士與台灣人民

一個交往的場所，以利歐洲與台灣人民的

全方位交流，透過此種文化與學術的頻繁

交流，不難提升國人認識歐洲的視野，並

且讓歐洲人也能更加體會了解台灣人追求

現代化、民主化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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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每年徵選五百名優秀青年

赴歐做長期培育訓練以替

代兩年或三年的服役 

 目前我國駐歐洲的外交人才通曉歐洲主

要國家語言（法、德、義大利、西班牙）

的人並不多，遑論其他像瑞典、芬蘭、挪

威、馬其頓等小國的語言。因此，為了加

速歐洲語言與專門人才之培育，每年可遴

選五百名優秀青年到歐洲各國做實地的考

察與學習，甚至協助目前我國駐歐洲各國

代表處的人才荒。這一策略的體制化，可

以帶動全國各大學在學生學習歐洲語文文

化與政治經濟的熱潮，為爭取赴歐做長期

的準備。  

四、創建嶄新的以全球視野為

主軸的國際事務高級研究

學院 

 台灣應積極培育對世界具有高瞻遠矚及

有實踐力、有魄力、有領導能力的新一代

青年領袖。冀望在五年、十年內培養台灣

新一代的具有國際視野的領導人才，能與

先進國家握有實權或是在各先進國家有發

言權的在野菁英對話，進而發揮影響力，

不僅能維護台灣的基本權益，甚至使台灣

能在將來國際經濟舞臺上扮演主要的角

色。  

伍、歐台學術合作研究計畫：

台灣新形象的建構 

 以一最具體的個案研究為例，「提升歐

洲人對我國的形象」的研究計畫目標，係

期望在短期內能以學術團體或研究機構等

民間交流方式，透過彼此的瞭解與更進一

步的認識，將我國當前因外交困境所衍生

出的任何不利於我國權益維護的損失減到

最低點。而長期目標，則著眼於藉由我國

進步形象的提升與推廣，使我國能夠成為

一個廣受各國官方予以正式外交承認的現

代化國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