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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探討知識與外交之關係 

 近年來我國在開拓國際關係的道路上遭

受到中共之打壓與政黨輪替前相較，有過

之而無不及，在國際現實未有改變之前，

若將我國開拓國際關係比喻成企業行銷產

品的話，我們當前之急不在於行銷產品本

身，而應加強行銷「理念」（ideas），因

為只有改變消費者的觀念，才能改變整個

市場結構，為產品本身發展出良好的銷售

機會，一個國家的外交政策其實也在於推

銷國家，目的是為了讓其他國際社會的成員

認同，自1648年「西伐利亞條約」（Treaty 

of Westphalia）簽訂以來，「國家主權原

則」已被確立為國際社會的遊戲規則，台灣

若在此遊戲規則下開拓國際關係必然會遭遇

挫折，但不代表我們就必須認命，台灣仍然

可以對既存的遊戲規則進行衝撞和突圍。  

 換言之，吾等主張當前台灣開拓國際關

係應摒棄傳統上依賴科技、經濟等有形資

源的「有線外交」（wire diplomacy），

轉向利用科技、經濟等有形資源背後所隱

藏的無形「知識」來拓展國際關係的「無線

外交」（wireless diplomacy），原因有二，

第一是知識乃形成理念的基礎；其次，各

國對於國際系統各項議題的知識取得能力

具有高度不對稱。「有線外交」重視的是

主權國家間點與點的網絡；「無線外交」

重視的是滲透性的增加，知識一旦滲透所

發揮的影響力，絕非有形資源可比擬的。  

 依據以上邏輯，在台灣相對大陸擁有技術

知識優勢下，我們更應思考如何利用優勢開

拓國際關係，本文提出以下三點建議，第

一，推動以科技經濟為基礎的外交；第二，

利用知識經濟進行國家品牌行銷；第三，

利用國家發展知識管理對外互賴關係。  

貳、推動以科技知識為基礎的外交 

 台灣的電子產業在1960年代，基本上是不

存在的。但是在1998年時，台灣已成為全

世界第三大積體電路及個人電腦生產中心，

僅次於美國及日本；甚至在許多電子產品

產量中排名世界第一。它們包括：滑鼠

（ 60％）、主機板（ 66％）、鍵盤（ 65

％）、掃描器（84％）、螢幕（58％）、網

路卡（39％）、電源供應器（66％）、圖型

顯示卡（31％）、筆記型電腦（40％）以及

CD-ROM（34％）。1 強化市場經濟與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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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效益是台灣過去經濟成長的主要動力。

除了擁有專業能力（capacity）且具備自發

性（autonomy）國家是推動台灣走向市場經

濟的主要推手外，台灣經濟的發展更仰賴無

數中小企業，就像變形蟲組織般（virtual 

corporations）的活躍在世界經濟舞台。2 

 台灣在全球市場的成就在最近十年，已

經引起全世界注意。一般人很想知道台灣如

何能一面建構具有彈性和活力的經濟體，以

適應快速變化的資訊時代的要求；又同時

能避免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以及

從1999年的大地震中迅速復原。此外，許

多國際企業的經營者也想知道台灣企業的

經營模式，以及如何與台灣企業合作、在

台灣經營企業。研究產業變化的學者則想

探討，台灣如何渡過經濟危機並持續繁

榮；他們更想了解台灣產業發展的軌跡，以

作為其他發展中國家發展經濟的參考。3 因

此，我們應當善用台灣在知識經濟上的活

力充當外交資源，推動雙方人才交流。  

 行政院自2004年起也提供國外學生「台

灣獎學金」，大學生每名每月二萬五千

元、研究生每名每月三萬元，期望在民國

97年達到每年吸引一千二百名優秀學生來

台的目標。4 這是個好的開始，鼓勵國外

人才到我國學習科技及管理技術，不但可

以推廣台灣經驗，更可以促進國外高級知

識份子對我國之瞭解，而這些人未來都有

機會成為影響該國外交政策的決策者，更能

增加我國在該國之影響力。另外，行政院自

2001年起推動外交替代役，以分攤駐外技

術團及醫療團的工作，迄今已邁入第三

年，由於役男以專長之技術知識協助友

邦，反而比經濟援助為台灣在國際社會贏

得更多尊敬和友誼。  

 另一方面，吾人進一步主張鼓勵外國科

技知識人才到台灣服務，只要配套措施得

當，就不必害怕排擠國內就業或機密外洩。

事實上，台灣的所謂高科技，尤其是電腦

業，大體以歐美的出口、代工為大宗，靠的

是對美國、歐洲、日本大廠的技術輸入，產

品輸出為主。它和歐美各國最大的不同

是，美國有七、八成市場靠內銷，歐盟的

整個市場也佔歐洲產品的七成，日本的電

子業也有七成靠內銷。他們可以在內銷市

場之外，再開拓其他市場，因而科技研發

的投資可以大手筆投入，並制訂以保護本國

產業為主的管制法令與措施。台灣則恰好相

反，近九成產品外銷，內銷比例太低，根

本沒有多少研發經費的投入，而技術則大

多是靠歐美、日本的技術輸入。5 因此，

科技產業的人才需求迫在眉睫，國內高等

教育提供的人力資源又無法符合企業的期

待，已使得國內科技人才培育時程無法跟

上企業發展腳步的問題明顯浮現，不但影響

個別企業競爭力，更衝擊未來國力的成長。

而為彌補國內人力資源不足，開放外籍科技

產業人士參與我就業市場，似乎是必須選

擇的一條路，但包括海外大陸高科技人才

來台工作，目前都仍需受到五年期滿需離

境的規範，更不必說大陸科技人士來台，

也遲遲未見明確的開放政策。6 其實，外

國科技人才來台服務不但可以協助國內產

業發展，更是運用全民外交的最佳時機。  

參、利用知識經濟進行國家品牌

行銷 

 學者高朗選定六項指標來衡量外交關係，

六項指標分別為：1.邦交國變化，2.條約

關係，3.使領館變化，4.高層官員互訪，

5.聯合國投票情形，6.經貿關係的拓展。7 

由此可知，經貿關係的拓展對國際關係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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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的重要性不下於正式的外交關係。台灣

位居東北亞、東南亞、大陸的交會點，具

有海空運樞紐地位，再加上民間與政府近

十年來的努力，已經締造出科技產業製造

的佳績。8 因此政府應該思考如何運用台灣

的經濟實力為拓展台灣的國際關係服務。  

 首先，應鼓勵國內企業到外國直接投資，

藉以深耕他國，發揮影響力。「聯合國貿

易發展委員會（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2003年所發佈的

《科學與科技外交---一個工作計畫的概念和

要 素 （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IPLOMACY Concepts and Elements of a 
Work Programme）》中所指出的目前科技

外交的三大焦點：  

 1.科技轉移和外人直接投資的國際安排

（ International arrangements on technology 
transfer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2.生物科技與貿易（Biotechnology and 
trade）。 

 3.科技風險、市場進入和標準設立的管

理（Managing technological risks, market 
access and standards setting）。  

 其中可以看出未來國際之間的來往，主

要是資本、技術、人力與資訊的快速流

通。有論者把台灣、香港、新加坡，當作

是第一種所謂「虛擬國家」的典型範例，

以台灣來說，許多企業實際上已經具有

「虛擬企業」的特質──這些企業的生產

部門（工廠）已經移到大陸、東南亞，台

灣的總公司負責的只是指導、管銷、流通

的問題。這類型的國家把大多數的製造業

移往海外，而國內則專心從事研究與產品

設計；這種大量的對外投資、朝向服務業

的產業發展趨勢，都是一種「虛擬國家」

的運作模式。對外投資的方式有以下幾

種：第一，企業與其他公司一起製造產

品，形成產業聯盟。第二，企業收買或是

兼併另一家公司，成立合資工廠。第三，

設立海外分公司。第四，代工。9 而對外

投資的成敗關鍵就是「了解差異」，如亞

洲總人口數佔全球一半，對亞洲市場的觀

點並不能用傳統的「一個亞洲」的觀念，

國與國之間，都市與都市之間的差異性是

存在的，現今的亞洲消費者有幾個不同以

往的面向，如家庭新型態的出現以孩子為

重心，新一代青少年生活形態的形成、亞

洲新女性的竄起、新興中產階段品味、以

住家為傲的新屋主，這些面向清楚的勾畫

出亞洲消費者的面貌。10 

 善用對外投資為外交帶來的第一個好處

是為台灣建立以知識經濟為主的「國家品

牌」形象。「國家品牌」有關研究旨在透過

探討及分析其他國家採用的標誌、記號、

形象及應用方式，藉以暸解全球採用的優

良措施標準。 11 品牌戲法人人會變，變

得好可不容易。想要維持品牌生命，必須

不斷投注創意來呈現品牌，誘惑大眾的注

意力，持續帶給消費者驚喜。未來，品牌

的呈現，將走向—感性行銷，積極承諾，

我們稱之為「公民品牌（Citizen brand）」

精神。 12 換句話說，在今天，行銷的目

的就是要建立客戶對品牌的感情偏好。人

類就是這樣，在生活中、在決策時，依賴

感情的程度遠超過理性。 13 未來國家品

牌的方向，必須是致力於讓本國企業為當

地公民帶來更好的生活品質，建立國家形

象與他國公民更緊密的情感連結，例如新

航一直以空服員做形象廣告代言人，新加坡

的「Singapore Girl」更取得國際註冊形象，

誠懇溫柔的服務令人印象深刻。 14 新加

坡的產業可以，台灣的產業當然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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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用對外投資為外交帶來的第二個好處是

使他國對我國不友善的成本增高。虛擬國

家、企業聯盟及貿易關係可能帶來國際和

平，15 因為全球化時代電子遊牧民族及中

產階級可迫使政府透明化、標準化、掃除貪

污，而經濟整合、資訊整合、網際網路都使

得發動戰爭的代價提高。16 這些對外投資

的企業不但可以提升我國在當地的影響

力，且企業對當地消費者的瞭解，更是我

國在制訂外交政策時重要資訊的來源。  

肆、利用國家發展管理對外互賴

關係 

 在1800年代中期至1920年代末期，世界就

已經開始進行全球化，大英帝國投入的鉅額

資金是當時世界的主軸。但是，這一段的全

球化只限於工業開發國家，而已被兩次世

界大戰及國際冷戰架構所阻礙。現在，第

二波的全球化已經開始，不僅整個世界被

綁在一起成為一個單一巿場，涉入的國家

數目及程度也比第一段全球化時期更為驚

人。這種變化不僅表現於國家內及國際間的

經濟體狀況，更表現於每個國家中的個人。

只要具有一定的工具，任何人都可以跟世界

上的其他任何人發生即時的互動關係。17 

 David Held等人提出的全球化分析架構

如圖一所示，David Held等人指出，基礎

建設、制度化、階級化和互動方式是描繪

全球化特殊組織輪廓的四個維度，而這些

維度必須擺置在全球化的歷史型態中加以

分析。基礎建設包括實質和象徵意義上的建

設，是支持全球往來聯繫網絡的基礎，由於

它具有調節全球交流和往來頻率的效果，可

能助長或者是限制任何單一領域的全球聯繫

範圍和程度；制度化包括全球互動型態的

規則化，以及這些互動型態跨越時空的複製

過程；而全球階級化肇始於對全球網絡與基

礎建設的掌握度、親近度和涉入程度的不對

稱，使得不同種族、階級和性別團體的生存

機會與福利在全球化進程中受到不對稱的

影響。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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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Held等人的全球化分析架構  

資料來源：徐偉傑，「全球在地化：理解全球化的一條路徑」，http://www2.thu.edu.tw/ trc/goble.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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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前述之全球階級化的形成，全球化

也帶來了環境問題、文化失落（一元

化）、失業、貧富差距、非法移民、走

私、疏離感、無處隱藏等，國家在面向全

球化時，最關鍵的因素就是轉型的痛苦和

文化變遷的緩慢， 19 現在美國是由新自

由派的自由市場理論居於主流地位，這理

論強調自由市場的優越性與普世性，因此

經濟理論只會有一種，落後國家和先進國

家一體適用，落後國家要經濟發展，必須

要在不斷變化的國際經濟環境中找到自己

的一條出路。在全球化程度日益升高的今

日世界裡，關起門來做已經不再可能。20 

換句話說，全球化是一個由不同主體參與

的歷史進程。對於各主體來說，參與既是一

個認識全球化的過程，也是一個反思自我

的過程，更是一個行動的過程。只有這

樣，才能把握好全球化這把「雙刃劍」，避

害趨利，甚至化害為利。21 政治學者彼得

斯（B. Guy Peters）和皮耶（Jon Pierre）探

索在全球化的衝擊下，國家對社會資源的

統合支配，已不再具有獨占性的權威，其

統治的正當性與合法性，端賴其能否重新

建構新的治理網絡，亦即，國家是否能夠

在各種政策網絡中，找出資源或權力互賴

的其他社會行動者，並重新建立起彼此的

互動關係和定位出本身適當的角色。22 

 當前全球化程度不斷升高，知名未來學

者大前研一透過四個「 I」（投資、產

業、資訊、個別消費者）做為立論基礎，

說明全球化經濟的「無國界性」，其動力

正是科技的發展。 23 科技發展是促進國

家建設及社會進步的原動力，也是開創人

類文明的泉源；因此，世界各先進國家為

了強化其國力，增進人民福祉，無不積極

制定政策並大力推動，將科技發展列為政

府施政與國家發展的重要課題。 24 高科

技產業 25 近年來逐漸受到重視，主要是

由於高科技產業結合了科技和工程能力，

生產的產品多屬高附加價值的產品，且創

造出大量的就業機會，因此高科技產業的

發展常被視為一國邁向已開發國家的經濟

指標，更是推動一國未來經濟發展的重要

原動力。 26 然而科技發展卻也為全世界

帶來了南北差距和貧富差距的問題，做為

亞洲四小龍之一的台灣，我們是全球化的

受益者，更應深切體會此一趨勢，善用自

身的發展優勢來開拓國際關係。  
 由於自然環境及歷史背景的不斷變遷，

沒有任何國家能獨自掌控其發展所需的資

源，善用國家本身優勢的資源管理對外關

係，使他國與我國產生新的互賴關係，乃

是當前外交工作刻不容緩的議題。恰好自

1990年以來，政府除積極推動產業升級
外，更推動以發展新興十大工業為主的高

科技產業政策，選定通訊、資訊、消費性

電子、半導體、精密機械與自動化、航

太、高級材料、特用化學與製藥、醫療保

健及污染防治等十項高科技產業，作為發

展的重點，期望成為我國發展之主力。27 

運用國際科技合作輸出技術知識，在開發

中國家設立農業、環保、貿易等合作機

構，使開發中國家與台灣形成夥伴關係。  

伍、結論 

 知識外交為我國拓展國際關係開創另一

條道路，因為，一個國家的成長並不是財

富的累積，而是如何應用財富，早期從事

航海探索的西班牙、葡萄牙人雖然能從新

大陸帶回大量的金銀財寶，佔領廣大的殖

民地，並汲取殖民地資源，但是在工業革

命之後，因不懂利用從事生產和投資就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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