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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與歐洲議會議員視訊會議詢答（Q&A）紀要 

 

時間：臺北時間本（104）年 9 月 29 日下午 5 時至 6 時 10 分 

地點：總統府 3 樓視訊會議室 

問題ㄧ 

歐洲議會人民黨團主席韋伯（Manfred WEBER）: 

ㄧ、首先感謝總統述及二戰後歐盟成功之歷史發展經驗，從中您汲

取歐盟之共同價值作為亞洲參考之典範，本人認為相當正面。

本人身為歐洲議會人民黨團領袖，無論由貿易、創新或區域重

要性面向觀之，本黨團瞭解與臺灣建立合作之關係重要性，爰

本人對歐洲議會同僚致力促進雙方緊密合作表達感謝之意。對

吾等而言，分別與臺北及北京保持對話以尋求共識甚為重要。 

二、本人欣聞總統言及合作與搭建溝通橋樑之精神，並樂見總統特

別致力青年學生交流合作之工作。本人盼提出之問題與主持人

REDING 所提問題雷同，即總統於演講中提及當前即係強化臺

歐盟經貿關係之最佳時機，未讅總統下一步之具體作法為何? 

總統：有關拓展臺歐盟貿易關係之問題，誠如本人演說中所言，臺

灣一直希望有所進展，我方瞭解歐盟盼先與中國大陸簽訂自

由貿易協定，對此臺灣並無異議，惟本人認為臺歐盟之貿易

投資關係已達亟需突破之時刻。整體而言，歐盟係臺灣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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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之貿易夥伴，就外來投資而言，歐盟對臺累計投資高居

第一位，其總金額逾 330 億美元，爰歐盟對我方擬簽訂臺歐

盟經濟合作協定及雙邊投資協定之要求應予重視，此對雙方

均屬有利。根據丹麥智庫所作研究報告指出，歐盟與臺灣簽

訂經濟合作協定，將提升雙邊貿易量，使雙方均蒙其利。現

下即歐盟對此應予慎重考慮之時機，倘歐方認為雙方仍需各

自進行可行性研究，何不即刻展開並靜待報告最終結果，本

人支持儘快採取行動，讓此議得以實現。 

 

問題二 

歐洲議會總務長李博拉斯基（Boguslaw LIBERADZKI）： 

今日係本人與總統第 2 次進行會議，本人很榮幸多年前於總統府獲

總統接見。本人對總統今日演說中之兩面向，印象至為深刻：第一，

兩岸青年學生交流人數於 7 年間成長 40 倍，本人對此謹表恭賀之

意；其次，則是兩岸定期直航班機之數量。對上述兩面向感興趣之緣

由係本人為運輸經濟學教授，深知上述發展之重要性。本人擬向總

統提出之問題係有關運輸安全。臺灣人口稠密，而本人對臺灣高鐵

營運表現評價甚高，未讅總統如何持續就運輸機制尋求解決之道?另

外，歐盟現正面臨交通運輸場所之安全問題，幾週前甫發生法國高

鐵 Thalys 之槍擊事件，對此臺灣如何控管交通運輸之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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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 

ㄧ、有關交通運輸安全問題，實際上臺灣有極佳之高鐵系統，迄今

鮮少發生意外事故，我國對此議題相當重視，亦訂有相對嚴格

之安全規範，我方將繼續維持此等安全控管。歐洲亦有高速鐵

路，倘有任何先進之意見，我方樂願向歐方學習。 

二、最後，您詢及臺灣高鐵發展之下一步?我們甫完成臺灣高鐵公

司財務計畫之檢討，未來該公司之營運應可步入正軌。至於興

建第二條高鐵，目前臺灣並無財源亦無此需求，惟我國將持續

提升高鐵之服務品質，例如於本年底前增設 3 個高鐵站，以提

供民眾更佳之服務。臺灣高鐵營運向來良好，未來臺灣高鐵公

司或許可望與國際組織或公司合作推展至國外，以協助亞洲其

他地區興建高鐵系統。本人得知該公司已與日方合作，嘗試爭

取東協國家高鐵標案。這可能是臺灣高鐵未來發展之下一步

驟。 

 

問題三 

歐洲議會友臺小組榮譽主席譚諾克（Charles TANNOCK）： 

ㄧ、很榮幸今日與總統進行視訊會議，惟本人甚盼未來能在歐洲議

會親自歡迎臺灣總統到訪，而非僅透過視訊科技。本人很榮幸

於 2009 年至 2014 年擔任歐洲議會友臺小組主席。有關歐洲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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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就支持中華民國（臺灣）有意義參與世界衛生大會（WHA）

及國際民航組織（ICAO）等國際組織之所有提案，本人係堅定

之擁護者，未來亦將代表歐洲議會保守黨團（ECR）矢言支持。

ECR 係歐洲議會第三大黨團，並支持臺歐盟洽簽投資協議。在

總統任期即將屆滿之際，本人藉今日之機會恭賀總統任內政績

卓越。 

二、兩岸於 2010 年簽訂之「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係總統

任內改善兩岸關係之重要一步，亦係兩岸於 2013 年簽訂服務

貿易協議之基礎，當服務貿易協議於臺灣審議階段面臨國內強

大反對力量時，總統所展現之堅毅及政治領導能力，本人予以

讚揚肯定。2012 年您提出「東海和平倡議」，值得大為讚揚，

本人欣見您今年復另提出「南海和平倡議」，以尋求強化此倡

議之影響力。對此，本人業以公開演講及撰文方式歡迎支持兩

倡議，亦盼歐洲、歐盟會員國及其政府展現更多支持。 

三、本人擬向總統提出之問題為：未讅您盼歐盟、歐盟對外事務部

（EEAS）及歐盟會員國對此倡議給予何種明確支持？您認為您

的繼任者會繼續支持此倡議嗎？又此倡議如何透過既有之東協

架構與中國大陸進行對話之作法互補，抑或在一定程度上係相

互競爭關係？ 

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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ㄧ、關於東海與南海和平倡議事，本人相信在座諸位貴賓均瞭解東

海和平倡議極為成功。南海問題更為複雜，爰我方先從與菲律

賓進行雙邊談判著手，盼雙方就南海漁權重疊區域內執法一事

簽訂協議，目前雙方談判已至最後階段，盼近期能有所結果。

倘臺菲達成漁業協議，將可再度證明我方所持立場確實可行，

即「各國主權無法妥協，惟資源卻可共享」。 

二、另一方面，我國亦需就南海議題持續與南海周邊國家或各當事

方加強聯繫。您所詢如何就此協助臺灣乙節，顯然您對支持兩

倡議已貢獻良多。眾人均瞭解南海議題之複雜性，惟各當事方

似乎擬自解決領土爭議之角度著手，對此本人持非常不同之看

法。在東亞，雙邊談判較第三方仲裁更為各方所重視，爰本人

提議各界應從共同開發及共享資源之觀念著手，而非企圖解決

難度甚高之領土爭議。盼您支持我方倡議之途徑，如此南海周

邊國家亦將對南海和平倡議更為重視。   

 

問題四 

歐洲議會友臺小組副主席里克（Dominique RIQUET）： 

本人對強化臺灣與歐洲議會之友誼及合作表達支持之意。本年 11 月

30日至 12月 11日，歐盟將舉行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

第 21 屆締約方大會（COP21）。主辦國法國已承諾將推動一項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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拘束力之協議，目標如下：（一）與工業化之前相比，控制氣溫增加

不超過 2 度;（二）決定「國家自定預期貢獻」（Intended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 INDCs）;（三）支持包含公民社會參與倡

議之「問題解決議程」。未讅總統是否認同這些目標？倘然，貴國將

採何種行動以達致這些目標？ 

總統： 

一、這項議題對我國至關重要。本人上任一年後，我國於 2009 年即     

承諾減排溫室氣體。目前我國計劃於 2020 年將溫室氣體排放量

降至 2005 年排放量之標準，2025 年排放量則降至 2000 年排放

量之標準。即將於巴黎召開之 COP21 大會中，我國近期將提交

INDCs，明定 2050 年溫室氣體長期減量目標，承諾達成與國際

社會相同標準。 

二、我國迄今未能參與聯合國有關氣候變遷大會之活動，惟臺灣於

2009 年即以片面承諾方式表達支持。在此之後，我國能源效率

每年均增加 2%；此外，臺灣也承諾在這世紀末以前達成降低氣

溫 2 度。 

三、臺灣係一個海島，爰海平面上升將對我國造成嚴重影響。事實上

我國已經歷這些自然災害之破壞，例如 6 年前莫拉克颱風帶來

破紀錄之雨量並對臺灣造成嚴重災害。在臺灣有名之風景區阿

里山上，遊客中心位於海拔 2000 公尺，惟該中心卻淹水高達 2

公尺，此係過去無法想像，現在卻發生了。此即臺灣為何特別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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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全球暖化及其他環境議題之原因。我國將積極尋求對環境議

題貢獻之途徑，唯一困難點係臺灣目前還無法像國際社會成員

一樣順利參與 UNFCCC 相關活動，誠盼歐盟能聲援我國有意義

參與 UNFCCC。 

 

問題五 

比利時國務部長艾斯肯斯（Mark EYSKENS）: 

一、總統成功推動兩岸關係合作，特別是經濟合作，此需極大之政治

勇氣及遠見，本人由衷表達恭喜之意！未讅總統如何推動兩岸

未來之合作?鑒於中國大陸嚴重之經濟問題，中國大陸未來走向

為何？我們需不需要擔心中國大陸經濟下滑，甚至是經濟崩潰

而引發政治效應？ 

二、本人第二個問題亦關乎兩岸合作架構，有無臺灣、中國大陸、歐

洲三地公司合資之「三方合作途徑」，尤其是在基礎建設層面之

合作空間？最後一個問題係中國大陸提出許多倡議，例如推動

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且某些歐洲國家已加入

並出資以促進國際貿易，惟本人感到有些不解，因為歐洲本身

已有相關金融組織，例如歐洲投資銀行（EIB）及歐洲復興開發

銀行（EBRD）等。AIIB 主要係資助中國大陸之大型建設案，如

吾等熟知之「新絲路計畫」，未讅總統如何評估歐盟與中國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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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此倡議之合作？此外，眾人皆知中國大陸並不總是遵守

WTO 相關規範及法規。 

總統： 

ㄧ、本人首先回答與中國大陸未來之合作問題。中國大陸確有其自

身經濟問題，此即中國大陸向外發展並企圖設立 AIIB 原因之一。

中國大陸確有過剩之工業生產能量，且盼對此加以運用以擴大

對外之影響力。另一方面，亞洲及亞洲周邊區域亦面臨基礎建

設發展之資金短缺問題，惟成立數十年之亞洲開發銀行（ADB）

僅能顧及其中少部分需求。正因為仍有需求，爰當 AIIB 構想被

提出時，許多國家即表達參與興趣。臺灣係亞洲開發銀行極為

活躍之會員，我國加入後非貸款接受者，而係捐助者，爰臺灣極

為樂願擔任人道援助供應者之角色，此即我國積極回應 AIIB 倡

議之主因。惟問題在於中國大陸不願臺灣於國際場合過於醒目，

爰不希望臺灣成為創始會員國。臺灣已表達加入 AIIB 之高度興

趣，可能要等到明年初才會有結果。在協商過程中，我們瞭解中

國大陸對臺灣能否成為 AIIB 會員仍有所顧慮，爰我國將持續洽

請中方以適當方式讓臺灣加入 AIIB。 

二、其次，容我介紹臺灣參與歐洲復興開發銀行（EBRD）之作

為。本人曾於數月前會晤 EBRD 總裁，獲告該行在中亞之開發

計畫極為成功，該行亦盼我國多關注 EBRD 之活動。我國向與

EBRD 合作協助中亞區域國家基礎建設之發展，未來亦將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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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三、最後，您詢及倘中國大陸於 AIIB 不遵守國際規範，後果如何?

本人認為，AIIB 係一國際組織，其運作自當依循國際法規，

實毋需多慮。中國大陸需謹慎處理總部位於中國大陸當地之國

際組織，並遵循國際規範行事。 

 

問題六 

歐洲卡內基智庫資深顧問維蒙（Pierre VIMONT）: 

感謝總統闡述法國文學家都德（Alphonse Daudet）所著令人感動之

「最後一堂課」故事。這既非法國歷史最光榮之時期，亦非法國與德

國關係最佳之時期，惟誠您所言兩國關係獲致改善。總統先前提及

貴國參與國際組織之情形，目前您採取逐步參與國際組織之方式，

且已達致貴國以觀察員身分出席「世界衛生大會」（WHA）及有意

義參與國際民航組織（ICAO）等。未讅總統下一步為何？我們應該

如何協助貴國？我們應該特別注及哪一國際組織，以便貴國以嶄新

及建設性方式為該國際組織貢獻心力？ 

 

總統： 

一、或許您已聽說美國支持臺灣加入國際刑警組織（Interpol），此

確為我國有意願加入之國際組織，因為臺灣向來與其他打擊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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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之國際組織保持聯繫，甚至與中國大陸建立合作關係，當然

也包括與美國建立之合作管道。倘臺灣得以加入 Interpol，對

國際社會有益。您詢及歐盟可提供臺灣何種程度之協助？本人

認為對歐洲議會議員而言，最重要係在各種會議中，提及臺灣

應被允加入更多國際組織以扮演積極角色。事實上臺灣一直以

來即積極貢獻國際社會，例如我國已對中東難民捐贈 350 座組

合屋，且透過美國疾病管制局捐助一百萬美元，以對抗伊波拉

疫情。臺灣樂願就任何人道援助行動與其他國家分享資源，倘

臺灣能扮演建設性角色，不論何種國際組織，我們都很樂意加

入。 

二、未來我方可將臺灣從事國際活動週知各位歐洲議會議員，以便

各位在演講或演說時，向歐洲各界說明臺灣在全球人道援助中

所扮演之角色，以及我國樂願與各國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