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政院新聞局蘇局長正平訪問柏林、法蘭克福、巴黎及布魯賽爾紀要

                                            報告日期：九十年七月四日

壹、訪問背景

新政府成立後，對歐文宣工作，尤其歐盟及歐洲議會是列為重點項目之一；爭取

歐洲各主要國家輿論支持，進而了解新政府並促使改善對我關係，至屬重要。此

行計訪問德國、法國及比利時等地，時間自六月二十日至廿九日共十天，由於此

行是政府發言人首次造訪，備受當地新聞界及智庫重視。

貳、活動大要

一、柏林地區拜會對象及機構：

1拜會德國新聞台（NTV）總編輯Mr. Markus Foderl
2世界報(Die Welt)副總編輯 Mr. Carl Graf von Hohenthal
3德國國會副議長 Mr. hermann Otto Solms
4德國之聲(Deutsche Welle)前總裁Mr. Dieter Weirich、電視部政治組總編輯Mr.
Christoph Langs
5柏林信使報(Berliner Kurier)總編輯 Mrs. Caroline Methner
6每日日報(Die Tageszeitung)總編輯Mrs. Bascha Mika
7德國外交政策協會(Deutsche Gesellschaft fur Auswartige Politik)執行副總裁 Dr.
Immo Stabreit
8科學與政治基金會(Stiftung Wissenschaft u. Politik)亞洲事務研究員Mrs. Grudrun
Wacker
9波鴻大學(Bochun Universitat)教授 Dr. Hermann Halbeisen
10柏林自由大學(FU Berlin)教授 Dr. Tim Trampedach
11德中協會(Deutsche-Chinesisch Gesellschaft)Mr. Wolfgang Luder
 二、法蘭克福地區拜會對象及機構：

    1法蘭克福環視報(Frankfurter Rundschau)主編 Dr. Karl Hagel
    2蘭克福廣訊報(Frankfurter Allgemeiner Zeitung)主筆 Dr. Peter Sturm、亞洲版
編輯Mr. Guenter Schilling
 三、巴黎地區拜會對象及機構：

    1界報(Le Monde)亞洲版主編Mr. Francis Deron、社論版主編Mr. Alain
Frachon
    2際先驅論壇報(International Hearld Tribune)總編輯Mr. David Ignaticus
    3新社(AFP)中央總編輯Mr. Eric Wishart
    4加洛日報(Le Figaro)經濟版副主編 Mr. Arnaud Rodier
    5道報(L'Humanite)執行總編輯Mr. Jean-Paul Pierot
    6國國際廣播電台資深記者 Mrs. Helene da Costa
    7際商業周刊資深記者Mrs. Odile Cornet



    8際關係及戰略中心亞洲研究部主任Mrs. Valerie Niquet
    9立政治科學基金會行政主任Mr. David Camroux
    10視聽委員會(CSA)主席Mr. Dominique Baudis
    11通訊週刊亞洲版主編Mrs. Agnes GAUDU
    12歷史研究學會秘書長Mr. Morvan DUHAMEL
 四、布魯賽爾地區拜會對象及機構：

    1際自由黨團副主席Mr. Bertel Haader
    2際電信協會（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Communication,IIC）執行長Mr. Roger
Hayes、媒體互動(Intermedia)雙月刊編輯Mr. Martin Sims
    3際自由黨團副主席Mr. Dirk Sterckx
    4際自由黨團團員Mr. Graham WatsonMr
    5洲報導(Europe Report)雜誌記者Mrs. Diane Bell
    6洲新聞社(Asia News Service) Mr. Andre Buyse
    7利時國際新聞社(Way Press International)總編輯 Mr. J.J. Vidal-Huber
    8利時 VRT電台電視新聞部記者Mr. Rudi Vranckx
    9歐盟亞洲事務研究中心」(EIAS)主任 Mr. Willem Van Der Geest
      
參、接受專訪：

   1國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 Deutschland）記者Ms Katherine Hille
   2國明鏡周刊(Der Spiegel)國外版編輯Mr. Stefan Simos
   3國柏林晨報(Berliner Morgenpost)國際新聞記者 Mrs. Kirstin Wenk.
   4國每日鏡報(Der Tagesspiegel)記者Mr. Ingo Colbow
   5國世界報(Die Welt)國際政治記者 Mrs. Sophie Muhlmann
   6國中國之窗(China Contact)雜誌總編輯Mr. Peter Tichauer
   7利時 VRT電台國際部記者Mr. Lukas De Vos
   8利時財經時報(De Financieel-Economische Tijd)國外部記者Mr. Bas Kurstjens
   9由比利時報(La Libre Belgique)亞洲版主編Mr. Philippe Pqauet
肆、發表演講：

於比利時布魯賽爾「歐洲政策研究中心」(Center for European Policy Study)發表
題目為「台灣的新中間路線」(Taiwan's New Middle Way:An Assessment)之專題演
講，共有此間中國問題專家、學者、記者等共約六十多人參加，包括歐盟官員九

人、外國使節團八人、民意代表五人、智庫學者十人、媒體人士六人、其他類十

人及中共新華社、人民日報記者。此次蘇局長首次以政府發言人身份應兩所歐盟

頂尖智庫聯名邀請公開演講，以參加聽講者之職業背景析之，可反應國際人士對

我國政府政策有迫切瞭解之意願與需要，亦顯示歐盟國家對我國民主自由化成就

之重視。演講內容請參見附件。

伍、各國人士詢間及關切重點：

一兩岸議題：



  二台灣對「一個中國」、「一國兩制」及錢其琛的「新三段論」，有何看法？政
府的反應為何？

  三放寬大陸投資是否有時間表？台灣在大陸的投資日增，政府的因應之道為
何？

  四兩岸關係目前情形？您認為未來二十年，兩岸關係會如何發展
  五我加入ＷＴＯ後，兩岸貿易關係之發展趨勢？對臺商赴大陸投資之限制會否
取消？

  六兩岸最近各自軍事演習，有否演為軍事衝突之可能？中共組成鄰邦五國聯盟
對臺灣之可能影響？

  七香港模式是否可適用於臺灣？
  八中共政權穩定及經濟持續發展，是否符合台灣利益？
  九所謂九二共識是否仍存在？民意調查關於統獨之支持度如何？
  十中國爭取二○○八年奧運，台灣立場為何？其爭取奧運確會有助於民主化
嗎？兩岸共同舉辦奧運是否可行？

十一外交議題：

  陳總統獲得「二○○一年自由獎章」並可能前往丹麥領獎，丹麥政府是否會發
給陳總統簽證？

  十二陳總統連續出訪中南美、非洲友邦及過境美國，政治目的何在？
  十三布希總統的談話，台灣人民反應如何？台灣希望布希是堅守「協助台灣防
衛自己」原則的人嗎？

  十四對歐盟國家如何與我交往之看法？
十五內政議題：

  十六民營金融投資管理公司（AMCs）目前運作之情形？
  十七我政府就金融改革法案有否可能與在野黨達成協議？
  十八執政黨對國會大選之選舉策略及是否有可能組成執政聯盟？政府有否考
慮修憲？

  十九台灣新政府遇到的內政、經濟、外交問題有那些？民進黨對年底選舉的信
心有多少？

  二十核四還是續建嗎？新政府處理這項政策前後改變的過程為何？
  廿一政府的領導人是誰？憲法上的規定為何？

陸、蘇局長答復重點：

一兩岸議題

 1「一國兩制」是中共十八年前提出解決香港問題的方式，目的在做為樣板給台
灣看；但香港是殖民地，當地民眾沒有選擇的權力，而台灣則是一個民主的國家。

依據十餘年來的民調顯示，絕大部分的民眾反對接受「一國兩制」。至於「新三

段論」，欠缺實質的後續行動。自去年夏季該論提出後，迄今未見實質的作法，

我政府亦未感受到對岸任何善意的表示。



 2我們正在檢討「戒急用忍」政策，但中共應拿出善意，透過既有管道儘快展
開對話。我們也樂見兩岸經貿活動的增加。台灣加入WTO後，兩岸往來將遵照
國際貿易體系規範來運作。事實上WTO對金融投資、通航的限制並未規範，但
政府將主動檢討改善。

 3台灣獨立的訴求有其歷史背景，主旨在訴求政治民主化，而今台灣的民意機
關已全部直選，完成全面民主化，故已達成目標，實無驟然宣佈獨立的必要；目

前台灣有超過百分之八十的民眾希望維持現狀。

 4台灣購買的武器均屬防禦性質，是針對中共在台海對岸部署的三百枚導彈。
沒有人會認為台灣會藉此攻擊大陸。中共經常軍演，目的為擾亂台灣民心，目前

雖然無力實施大規模登陸作戰侵犯台灣，但極有可能以飛彈演習名義騷擾台海，

打擊台灣民眾信心。政府採購防空飛彈是為建立民眾的信心機制。

 5北京對台北的打壓，在任何層面都沒有手軟，中共繼續在海峽對岸部署飛彈
或武力威脅，以做為政治勒索的手段，威嚇台灣走向統一。

 6陳總統曾明確表示，中國未來統一，可以是兩岸討論的議題，但首應尊重台
灣人民的意願。一個民主的中國會知道尊重鄰邦，另民主國家間亦不易輕啟戰

端。

 7台灣對兩岸關係發展的看法，正如陳總統所言，是開放性的，我們反對中共
以自行定義的「一個中國」說法，作為兩岸談判的前提。

 8我們樂見中共經濟持續發展，改善貧富懸殊差距；一個穩定的中國有助於區
域安全的穩定，符合周邊國家的利益。

 9我們樂意見中國爭取二○○八年奧運主辦權，奧運係由城市為單位申辦，所
有項目亦應在承辦城市內舉行，是否有可能如中共所言，由台灣接手若干競賽項

目，仍有待查證，但中共若要藉辦奧運矮化台灣地位，我們斷難接受。

 10「中國」的定義有很多種，有文化、地理與政治上的不同解讀；如果中共解
讀「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份，將很難被台

灣民眾或國際社會所認同。中共若不承認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存在，則兩岸之間並

不對等，或認為談判的一方「不存在」，那將如何談判呢？

二外交議題

 1陳總統獲得國際自由獎章，是一項殊榮，也希望能親自出席領獎。目前政府
朝出席領獎的方向規劃，惟目前離正式提出申請簽證日期尚早，相關單位正積極

努力中，希望在十一月底前有滿意的結果。

 2世界主要國家對台灣加入WTO的時程已有默契和共識，將是待中國入會後，
在「很短的時間內」完成入會審查，所謂「很短的時間內」，可能是指喝盃茶或

喝盃咖啡的時間。

 3我國長期以來被迫未能參與國際組織，有違國際社會運作規範。以WHO而
言，政治性較低，但涉及疾病管制通報及衛生等基本人權，台灣有意願，亦有能

力提供相關資訊並回饋國際社會。

 4根據憲法增修條文的規定，總統提名行政院長，並不需立法院同意，故政治



體系很明顯是傾向總統制；和法國雙首長制度不同的是，我國總統沒有解散國會

的權力。

 5我國肯定並歡迎布希總統有關協助台灣防衛的談話，因其有助於台海安定及
區域安全，避免中共軍事冒進，亦有助於美國的利益。雖然如此，我們堅信防衛

台灣必須依靠自己而非他人。

 6陳總統出訪友邦是一個主權國家的作為，受到國內二千三百萬人支持；在目
前國際局勢下，出訪友邦有助突破中共封鎖中華民國，不致遭受國際孤立的危

機。

 7歐盟做為一個統合體，可以運用集體決議的力量來參與國際事務，在美中關
係未見好轉之前，中共有求於歐盟，以求得制衡美國的影響力，希望歐盟能在人

權及區域和平等議題上影響中國。

三內政議題

 1我國政府現遇到的最大問題仍在經濟，此與世界經濟不景氣有關，因台灣為
外貿導向的國家，出口佔國民生產毛額四成餘。國際市場需求的降低，聯帶影響

台灣的外貿出口景氣。

 2國內失業率雖然高漲到歷史新高的百分之三‧九八，惟比起許多其他國家，
尚不稱太差。但這是台灣民眾前所未有的經驗，所以造成較大的心理衝擊。政府

為刺激經濟成長，採取諸多措施，例如以新台幣八、一○○億元投入國內建設，

擴大內需，即是目前積極推動的重大政策。

 3依觀察家目前的推測，年底立委選舉可能三黨不過半，勢將組成聯合政府；
陳總統表示聯合政府的意義是改革力量的結合﹐亦將是選後考慮的方式，屆時台

灣政局將會改寫民主政治的新頁。

 4核四案的處理經過，係依據大法官釋憲決議，及行政院對立法院決議的尊重，
促使政府已決定續建，這是尊重憲法體制及政治現實使然。核四將會是最後一個

核電廠，因為台灣走向非核家園，已經是各政黨的共識。

 5造成少數政府施政困境的原因，是因為國會結構未能及時反映總統大選後的
政治現況，期許年底選後由選民完成改革力量的的「第二次政黨輪替」，改變目

前國會結構。

 6政府尊重市場機制的運作，產業外移似乎無可避免，所以必須調整企業體質
及產業結構以為因應，例如引進生化新科技，加強知識經濟工業的發展，都是施

政的重點。

 7開放民間設立設立金融管理公司(AMCs)是新政府提出金融改革措施之一，目
前已有一家公司奉准成立籌設，另有四家公司申請中。另外，有關刑法「圖利罪」

的認定將予以重新定義，以因應並改善政府服務便民的措施。

柒、結論

一此次訪問三國四地媒體及智庫，透過演講、對談、拜會、餐敘及接受媒體專訪

等活動，瞭解歐洲各界所關切議題，並充分表達我方立場，包括新政府處理兩岸



問題之態度、外交政策、中美台三邊關係、我國加入世貿組織及陳總統獲頒「國

際自由獎章」等，對本局國際文宣工作方向及策略之擬定具參考價值。

二位於比利時的「歐洲政策研究中心」，為對歐洲政策研究最具權威之智庫之一，

此次與學術地位崇高之「歐盟亞洲事務研究中心」共同合作發表演講，意義非凡，

凸顯歐盟對我國民主自由化成就之重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