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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臺北-首爾論壇（Taipei Seoul Forum）是目前臺-韓雙邊關係中最重要的學術

與政策對話機制，第二十一屆臺北-首爾論壇在中華民國外交部的持續支持下由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與韓國首爾國際事務論壇（Seoul Forum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SFIA）及峨山政策研究基金會（Asan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共同於韓國首爾舉行。本次會議特別針對東亞區域中的整體情勢、韓國

新政府的可能發展政策、臺-韓關係的深化與合作領域的擴展提出了具體的討論

與建議，未來將促成臺-韓產、官、學界更密集且深入之對話，並發展共同研究

計劃以致力於臺-韓邦誼的鞏固。 

 
關鍵詞：臺北-首爾論壇、經貿整合、東亞區域安全、自由貿易、區域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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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2013 年 1 月 23 日至 1 月 25 日，由前監察院長錢復博士所率領的中華民國代

表團一行赴韓國首爾參加第二十一屆臺北-首爾論壇（Taipei Seoul Forum）。本論

壇為 1989 年建立的臺-韓高層級政策對話機制，在創設初期的兩屆會議乃由國內

不同學術單位與韓國國內重要智庫「首爾國際事務論壇」（Seoul Forum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SFIA）進行交流與對話。直至 1992 年起，由國立政治大學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籌劃第三屆臺北-首爾論壇，遂正式將此一系列會議機制化，

並以平等、互惠的共識與默契持續運作，目前已運作二十餘年。在中華民國外交

部的持續支持下，臺、韓雙方已將臺北-首爾論壇落實為每年邀集產、官、學、

研進行雙邊正式對話的重要平臺，並定期於兩國首都臺北與首爾舉辦會議。本次

論壇的目的係針對東亞區域中的整體情勢、韓國新政府的可能發展政策、臺-韓
關係的深化與合作領域的擴展等方面進行意見交流與深度探討，並期待能藉此強

化臺-韓關係的發展。 

 

貳、過程 

本次代表團成員特別邀請現任外交與經貿官員、資深政治領袖與學術界專家

學者與會，包括團長監察院前院長錢復博士、前監察委員林秋山博士、外交部亞

太司何登煌司長、經濟部徐純芳參事、立法委員江啟臣博士、陸委會前副主委趙

建民博士等，在學界代表方面則包括了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丁樹範主任、

彭慧鸞副研究員、李瓊莉副研究員、楊昊助研究員、以及中華經濟研究院徐遵慈

副研究員等共計十一人。另外，在會議期間，我國駐韓國首爾代表部則由梁英斌

代表、夏廣輝顧問、廖文安秘書等人參與。為了展現韓方對於臺北-首爾論壇的

重視，本次與會的韓國代表均為資深官員或具有實際政策影響力的政策社群。 
本屆臺北-首爾論壇設有四場次的對話，分別是「東亞新政權」（New Political 

Leaders and Governments in East Asia）、「區域安全架構」（Regional Security 
Framework）、「區域經濟架構」（Regional Economic Framework）、以及「臺灣與

韓國的貿易與產業變遷」（Evolving Trade and Industry Configurations in Korea and 
Taiwan）等，會議期間亦安排午宴與晚宴專題演講，提問與討論相當熱烈。 

首先，「東亞新政權」場次係由延世大學的院長李正勳發表「韓國新總統與

新政府的政策方向」以及林秋山教授發表「韓國新政權的展望」。與會代表主要

討論中國、韓國、日本與北韓新政權的可能動向與對外政策，特別是即將上任的

朴槿惠大統領的執政方針。 
再者，在「區域安全架構」場次中，由首爾國立大學鄭在皓教授與金泰孝教

授針對區域安全新架構與最新區域情勢進行討論。與會韓國代表強調，目前東北

亞安全秩序是由中、美兩強共治所影響，中國與美國代表著開發中國家與已開發

國家的集團，其中的權力競合關係，值得周邊國家密切關注。我國代表政大國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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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李瓊莉副研究員與楊昊助研究員則發表次級國家對於大國政治的回應戰略

分析，同樣回應了當前區域國家所共同關切的焦點。 
 第三場「區域經濟架構」係由韓國國家 APEC 研究中心主任鄭喆發表「新區

域自由貿易架構：RCEP、TPP 與 CJKFTA 的比較」以及我國經濟部徐純芳參事

發表「臺灣參與區域貿易架構的戰略」。雙方針對區域經濟整合、自由貿易制度

安排的競合關係、以及臺灣的角色、需求與貢獻進行意見交流。 
第四場座談「臺灣與韓國的貿易與產業變遷」則是由韓方鄭求鉉教授發表「臺、

韓企業生態環境的對照與比較」一文，討論韓國正需要發展「中堅企業」

（competitive middle-seize companies）的情勢。而我方代表中華經濟研究院徐遵

慈研究員則進一步探討東亞地區的投資與貿易模式，並且向韓方代表說明我國過

去在東南亞佈局的主要規劃與戰略。 
 整體而言，本次會議針對東亞區域政治與經濟發展的重要主題有相當熱烈的

討論，更重要的是，透過政策社群之間的意見交流，有助於臺-韓邦誼的鞏固。

最後，本論壇決議在 2014 年 2 月於臺北舉辦第二十二屆臺北-首爾論壇。 

 

參、建議 

1. 政府需加強對東北亞國際事務與韓國政經發展之研究：特別是當前東北亞自

由貿易架構正快速發展，在 TPP 與 RCEP 所形成的新亞太區域整合局勢中，東

北亞三強之間的自由貿易合作，及其外延之區域穩定局勢，未來將成為牽引亞太

和平與繁榮的重要結構力量。除此之外，韓國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更是關鍵，除

了朝鮮半島衝突與和平問題，韓國新政府的國內政經改革趨勢與外交政策路向，

應當是我國需密切關注的重點。建議政府加強對東北亞與韓國發展的政策與學術

研究，培養區域研究人才。 

 
2. 臺北-首爾論壇可以擴大發展成促進臺、韓學術與政策交流的機制：臺北-首爾

論壇舉辦迄今已逾二十餘年，除了早已制度化，其參與成員與數目亦不斷成長，

在韓國國內受到政策社群的高度重視。建議未來我國外交部可強化支持本論壇，

並且協助引入政府相關部會如國貿局、經濟部的資源與支持，以每季或不定期的

方式增加邀訪韓國經貿與外交研究與政策社群來台進行意見直接交流與合作計

畫之討論，以促進雙邊相互瞭解。 

 
3. 韓國重要智庫整合私部門資源積極培養新生代青年領袖與國際事務人才，值

得借鏡：韓國國內重要智庫峨山政策研究基金會正在推動峨山學院（Asan 
Academy）為國家培養新生代青年領袖，並且選送至美國重要智庫與學術機構實

習。此舉一方面有助於培養新血，另一方面亦可藉由深化國際網絡來擴展青年國

際視野，為國家、政府甚至是企業培養重要人力資源。此一峨山經驗值得我國政

府學習，建議政府應當強化支持對國內智庫在學術研究、政策研析與人才培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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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發展，才能為國家培養領袖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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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會議翦影 

 

照片 1  全體合照 

 

 

照片 2 臺北-首爾論壇開幕晚宴與會代表交流 

 

   

照片 3 開幕式進行               照片 4 會議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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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5 會議進行                 照片 6 會議進行 

 

 

 

 
照片 7 與會代表熱烈提問 

 

   

照片 8 亞太司何登煌司長主持會議  照片 9 金達中教授結論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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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1 錢復團長晚宴致辭 

 

 

  

照片 12 趙建民教授晚宴演講       照片 13 梁英斌大使午宴演講 

 

照片 10  
韓國前外長韓昇洲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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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4 首爾國際事務論壇    照片 15 外交部亞太司致贈 
致贈彭慧鸞教授紀念品                 彭慧鸞教授紀念品     

 
 

 

 

 

 

照片 16  汝矣島研究所拜會 

 

 

 

照片 17  汝矣島研究所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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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8  金光琳所長與江啟臣立法委員 

 

 

照片 19  拜會國會副議長李秉錫 

 

 
照片 20  拜會國會副議長李秉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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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21  拜會峨山基金會        照片 22  峨山基金會咸在鳳主席簡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