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政治大學邁向頂尖大學計畫—國際事務學院「駐校大使」活動 

外交部歐部長鴻鍊蒞校演講紀要 

 
時間：97 年 12 月 22 日上午 10 時至 12 時 
地點：綜合院館五樓國際會議廳 
講題：我國當前外交政策 
主辦單位：外交學系、國際事務學院 
 
 歐鴻鍊先生為本系傑出校友，長期於外交部及我國各駐外單位服務，過去亦

曾蒞校演講。此次再應本系之邀，以外交部部長身分回到母校，暢談我國外交政

策，同時分享外交生涯中的種種經驗。由於歐部長接任政務官職後，提出多項具

體而宏觀的外交政策，此次的演講不僅吸引許多本系教師及學生，更有關心我國

外交處境的他系學生及社會人士共襄盛舉。 
 
 演講中，部長首先針對上任後所實施的政策詳加說明，選擇屢遭社會大眾誤

會的兩岸「外交休兵」為其著墨最深的部分，同時闡述當前外交的努力方向。「外

交休兵」源於馬英九總統於選舉任內所提出的政見，基本概念為「不獨、不統、

不武」，施政主軸則為「良性互動、發展經濟」，希望以國家利益優先，以創造兩

國共同榮景為籌碼，驅使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停止與我國的外交惡鬥。 
 
 部長指出，「不獨」及「不統」的提出實則順應民意，維持我國現狀，延續

「一中各表」的概念，跳脫過去「不兩立」及「非統即獨」的窠臼。長期以來，

中共數度強烈表達對我國獨立地位的質疑，甚至提出「反國家分裂法」，孰不知

如此反而激起我國民眾對中共的不滿。因此，在不獨不統的概念之下，我國一方

面不觸及兩岸問題最敏感的部分，一方面也讓中共理解我國民眾對於統獨的選擇

尚需中共自行努力，不應持續惡鬥。「不武」則是讓中共清楚認知訴諸武力非長

久之計，唯有放棄武力，才可重建我國民眾對中共的信心，若中共堅持以武力解

決問題，將激起國際社會對台獨的支持。 
 

同時，外交休兵的實施，將改善當前兩國爭奪邦交國的資源耗損，避免國際

形象惡化；對於非邦交國，期許中共不再強力阻礙我國外交發展，則他國將勇於

與我國簽訂新約，加強實質關係。在參與國際社會方面，則應面對現實，例如本

年度加入聯合國的推案中，即強調參與功能性、專業性機構，以我國過去備受他

國肯定的表現爭取支持。在完整的外交政策實施之下，我國外交將回歸正常，持

續進行，不依賴元首外交或渡假外交。且由於強調任命專業人員，同時納入新聞

及經濟貿易專業，希望在外交休兵後，更加深耕邦交國，強化聯繫，並廣泛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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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組織及會議。 
 
由於歐部長難得蒞臨，因此在場聽講者皆把握演講後的問答時間，不止針對

外交政策提出疑問及建議，亦有聽講者欲探究部長的種種歷程。此部分簡單記錄

於下： 
 
(一) 外交系趙國材教授：請問「外交休兵」的思維、構思到政策形成的過程？ 

歐部長：由於三度擔任大使，與對岸惡鬥經驗豐富，認知到若不休兵，

我國處境將更加艱辛。同時，馬總統於競選期間提及開放三通及加強兩

岸經貿關係，提供兩岸外交休兵的條件。如今我國主動釋出善意，雖然

中共無法直接回應，但兩國互挖牆腳的行為已逐漸減少，相信未來在國

際空間部分亦將隨時間得到中共的正面回應。 
 
(二) 國安局賴先生：外界皆將我國明年五月是否可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視

為中共是否友善的檢驗。若明年中共反對，不知外交部是否有腹案？ 
歐部長：針對世貿組織，中共目前態度強硬但有保留。然若以亞太經濟

貿易合作會議為例，我國領袖代表層級已提高；而在 WHA 的高層會議

中亦特別討論我國問題。雖然目前僅以經貿為主，尚未包括對國際空間

的討論，但中共始終善意回應，只差解決技術性問題。 
 
(三) 斯拉夫語文系同學：大陸與俄羅斯關係密切，我國與俄羅斯是否有互

動？ 
歐部長：俄羅斯較重視與中共關係。我國曾與俄羅斯簽航空協定，並欲

於海參威設辦事處照顧漁民，雖無實質關係，但已將其列為重點國家加

強互動。 
 
(四) 外交系同學：外交休兵建立在互信之上，然中共慣用兩手政策，若我國

於國際空間無實質進展，如何面對民意？外交部是否考慮仿韓國，合併

外交及經貿部會？ 
歐部長：目前評估之下，中共應會順應我國，採取外交休兵，但目前仍

未鬆懈與他國關係。如中共真的未回應，我國將退回過去狀況，不求戰

但不畏戰。另外，由於我國經貿部會負責範圍專業且廣，難以整併。目

前是考慮將僑委會併入外交部，解體新聞局，各自歸屬。 
 
(五) 美籍研究生：請問中華民國是否會放棄向美國採購軍事武器？以及中華

民國對日外交政策？ 
歐部長：任何主權國家皆須國防力量，以加強地位。日本擔憂我國與中

共加強關係，但我國與日本實質關係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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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阿語系同學：中共對我國如此重視，是否是因為我國重要性超過其他問

題？且當前一方打壓一方抵禦，是否仍在爭執？中共是否是在進行統

戰？ 
歐部長：中共以外交彌補軍事的不足並不實際。同時我國加強國防，不

容許中共在國際空間的壓制，要求中共面對現實。且統獨端賴民意，多

數民眾傾向維持現狀。而當前中華民國的確存在於臺灣。 
 
(七) 外交系李明老師：過去外交人員不知為誰及為何而戰，然馬總統上任後

以臺灣優先，對人民有利，且回歸專業，使專業外交人員得以發揮。還

希望部長廣泛傳播理念，破除誤解。 
歐部長：的確，外交休兵並非外交休假，且外交應秘密進行。 

 
(八) 中研院朱浤源老師：建議整併大陸委員會與外交部，讓兩邊的專業人員

交流。以國境取代國家，擱置爭議。 
歐部長：外交部與陸委會關係密切。而境域問題仍待兩方協商。 

 
(九) 外交系同學：依國際法政府承認概念，邦交國視我國為中國，然我國名

稱究竟為何？有何方法加強軟權力，推動非政府組織參與？ 
歐部長：憲法中國名雖為中華民國，但難以要求國外媒體稱我國中華民

國，只能務實地接受臺灣以便區隔。然未修憲前，我國仍是中華民國。

軟權力部分，政府資源實在比不上民間，但外交部已加強推動，希望結

合文化、人權等普世價值。 
 
( 〇一 ) 外交系同學：外交休兵與活路外交是否同義？我國目前僅以 WHA

為目標，若未成是否等於走死路？我國是否考慮加入其他民間組織？外

交部是否會加強理念宣傳，扭轉民眾對外交的刻板印象？ 
歐部長：由於外交休兵屢遭誤會，才會更名為活路外交。我國多年來推

動加入 WHA，皆無進展，只能持續努力，要求一定的成果未免強人所

難。其他的國際組織由於參與方式及地位皆不同，只能爭取國際社會的

支持度。外交部當會審慎，尋求集體智慧下的解決方法。而外交部也會

加強對民眾的服務。 
 
(一一) 阿語系同學：請問部長在考外交特考時是否有自己的理想？對我國

地位的看法？過了那麼多年是否有轉變？ 
歐部長：其實我自小立志當法官，也沒有遠大的夢想，但我做好每一件

經手的事，把握現有的東西，不好高騖遠。有人質疑我的升遷速度，孰

不知我搭的是每一站都停靠的快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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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部長於演講中談笑風生，聽講者在其對於政府政策的講解及個人生涯的分

享中皆可一窺其外交人員的深厚涵養。因此，歐部長實在是當前青年學子的模

範，能親炙其風采讓聽講者收穫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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