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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台灣國際關係的新展望」

座談會開幕致詞 
 

 
 

楊劉秀華董事長（國際文化基金會） 

  今天，歡迎小田滋博士、岡崎久彥大使、彭明敏教授，以及在場各位來賓的光臨。

能在這寒冬已過、暖春將至的日子裡，與各位聚集舉辦這場座談會，我們倍感歡欣。敝

人楊劉秀華，懷著感謝與歡迎的心情向各位問安。 

  台灣曾是被毛澤東稱為「化外之地」而遭唾棄的荒地，在我出生以前，許多先人含

辛茹苦地開墾這塊土地。辛苦過後，人們終於能享受大自然的恩惠時，卻又遭到多方各

種的政治壓迫，一路走來，倍嘗辛酸。 

  但由於我們的努力與海外友邦的援助，台灣在這半世紀內建立了自己的政治、經

濟、社會與文化制度，成為一個名副其實民有民治民享的主權國家。 

  在這半世紀中，台灣不斷吸收世界最先進的科學技術，造就了讓外國驚嘆為「經濟

奇蹟」的經濟成長。同時自己也打破了過去黑暗的專制政治，並推行民主改革與本土化

政策，成就了多元開放社會，開創了身為新興自由民主國家的一線光明。 

  台灣即使在經濟上、政治上都擁有充裕的條件，但國際社會依然普遍不承認台灣身

為國家的地位。台灣的國際地位，在美國等國的「一個中國」政策下撲朔迷離，簡直像

是「無家可歸的小孩」。 

  可惜的是，現今台灣的人不能說都是一條心為台灣。總統選舉當前，正是對抗中國

武斷蠻橫的關鍵時刻，卻因為每個人多多少少的錯誤，害好不容易建立的民主國家無法

正常運作。 

  我們是否只是一味要求責問政府，而忘記全民要同心愛台灣？是否只是一味責怪他

人，而忘記要自我反省？是否只是一味顧及自己的利益，而忘記要把台灣成為可誇國家

的初衷？我認為這種愛國情懷，才是五十年前日本給我們最有價值的援助。 

  基於這樣的心情，我們才請到小田滋博士、岡崎久彥大使與彭明敏教授，三位國際

問題大師共同舉行演講與座談。請把握這次絕佳的機會，好好討論，並且尋求台灣的國

際地位、台灣的未來與台灣的心。只是怨嘆命運、怪罪他國是無法改變什麼，因為能改

變國家的，只有我們自己。 



 2008台灣國際關係的新展望（上） 

 

新世紀智庫論壇第41期／2008.03.30 12   

朱玉鳳次長（外交部） 

  國際文化基金會楊董事長、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陳董事長、羅前會長、彭明敏資

政、李鴻禧教授、日本岡崎研究所岡崎所長以及出席座談會台日兩國的各位專家、學

者，各位貴賓、各位女士、先生：大家午安。 

  本人能夠受邀參加國際文化基金會與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共同主辦的「2008台灣

國際關係的新展望」座談會，深感榮幸，首先對專程自日本遠道來參加的嘉賓表示歡迎

之意，並預祝本日座談會圓滿順利成功。 

  近幾年來台日兩國由於地緣以及歷史因素及兩國的努力，使各項交流更密切，往來

更頻繁，兩國關係大幅提升。例如在政治方面：2003年起日本交流協會在台舉辦天皇誕

辰酒會；2005年2月19日「美日2+2安保諮商會議」將和平解決台海問題列為日美安保共

同戰略目標；日本政府公開於2005年3月間反對中國制定「反分裂國家法」，以及數度強

烈反對歐盟解除對中國武器禁運措施；2006年9月26日正式給予我國人赴日觀光免簽證待

遇；2007年9月互相承認駕照，2002年起日本並連續數年對我實質參與WHO案給予支持

聲援等，在經濟方面2007年雙邊貿易額超過六百億美元；在人民交流方面，2007年兩國

人民互訪人數超過二百四十萬人。日本是台灣人的最愛，台灣是日本人最親切的鄰居。

我們很高興台日關係的發展日新月異。台日關係的實質提昇，實多賴在座諸位的協力促

成，謹藉機申致謝忱。 

  台灣在推展國際關係上，碰到最大的困難就是中國的打壓。中國利用聯合國安理會

常任理事國的地位對我友邦施加恫嚇，或欺騙或以重金利誘，無所不用其極，以期挖光

我們的邦交國，堵光我們的外交國際空間。我們面對中國的打壓絕不退縮，仍以誠信原

則與國際間友好國家交往，共同推動自由民主，增進經濟繁榮，保障和平安定。今天大

家齊聚一堂就台灣的國際關係交換意見，希望大家集思廣益為台灣的未來、區域的安定

繁榮乃至台日關係的開展提出更具體的方案供我政府參考。 

  本人願藉此機會，向國際文化基金會及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為籌備本次會議所

作的努力和辛勞，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謝意。最後，敬祝各位貴賓、各位先進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