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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外交部國際傳播司英文《臺灣評論》(Taiwan Review)月刊撰稿人員鍾孟學於上(104)

年 9 月 22 日至 9 月 30 日赴索羅門群島採訪，報導主題為臺灣透過「國際合作發展基金

會」(ICDF)在索國發展之農業技術合作計畫，以及高雄醫學大學在該國進行之醫療援助

計畫。本出國報告係根據此次採訪成果撰寫，內容包括採訪目的、過程、心得及建議，

隨附依此行採訪內容所撰之兩篇英文報導。 

第 1 篇報導之受訪單位包括我駐索國大使館、國合會駐索國技術團及索國農牧部，

論述臺灣協助當地發展養豬、種稻等農業援助計畫。本文以臺灣技術團在索國推動之養

豬計畫為開端，繼而描述臺灣與索國歷久彌新之邦誼，以及雙方協力進行之各種農牧合

作方案。中段引述索國民眾及官員對於臺灣技術團成員之看法，包括索國農牧部次長對

臺灣改善當地稻米品質所持之正面評價。末段則探討該技術團未來在索國進一步拓展業

務時所面臨之挑戰，包括該國常見之土地所有權混亂問題。 

第 2 篇報導我國在索國進行之醫療衛生計畫，受訪對象包括高雄醫學大學派駐索國

之醫療團隊、索國衛生部等單位。本文前段之重點為臺灣資助索國並協助建設之中央醫

院，為索國最大、設備最齊全之醫療院所，其登革熱實驗室在當地扮演登革熱防治工作

之關鍵角色。中段介紹高雄醫學大學在索國營運之「臺灣衛生中心」以及志願醫療團。

末段要述我國為協助索國建構維護人民健康之能力，所執行之相關計畫，包括每年遴選

當地優秀醫護人員至高醫大等臺灣醫療院所觀摩與學習。 

該 2 報導分別刊登於《臺灣評論》月刊 105 年 1 月和 2 月號，其網路版亦同步刊出。 

 

目的: 

為彰顯我國積極深耕與友邦關係，及透過多元之援助計畫協助友邦建構發展能力

已有具體成效，《臺灣評論》派員於上年 9 月間赴友邦索羅門群島採訪，以透過報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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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社會宣介我對外援助工作之成果。 

臺灣目前在索國運作之援助團體包括「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國合會)及高雄醫學

大學(高醫大)。國合會在索國執行中之技術合作計畫，包括園藝栽培輔導、農業綜合經

營、植物資源調查及植物誌編纂等，面向多元，且均已獲階段性成效。例如自 93 年起

執行之農民養豬計畫，多年來國合會農牧專家不僅已成功提高索國豬隻產量，確保島民

之蛋白質來源；隨著新方案之推展，亦培育出特別適合在該國生長之豬種，近年並開始

輔導該國主島以外之豬農，以及強化豬隻疾病之預防工作。 

其次，臺灣於 82 年協助索國在首府何尼亞拉建置該國規模最大、設施最完備之醫

療院所 National Referral Hospital (NRH)，即中央醫院，並於 96 年在該院內設置「臺灣衛

生中心」，作為我國加強對索國提供醫療援助與交流等相關活動之據點。高醫大則自 98

年起負責該中心之運作，進一步推動我國在索國執行之公共衛生、慢性病防治等計畫。 

另國合會將索國納入其「友好國家醫事人員訓練計畫」及「太平洋友邦臨床醫療

小組派遣計畫」，其核心任務為建構參與國家醫事人員之能力，以提升當地醫師對特殊

及複雜疾病之診療能力。 

 

過程: 

此次赴索國採訪之行共計 9 日，104 年 9 月 22 日抵達何尼亞拉後，隨即赴我駐索國

大使館採訪于大使德勝，于大使詳述臺灣與索國之長久情誼，以及我國在當地推動援助

計畫之概況。 

其後數日前往國合會技術團在索國之基地，採訪薛烜坪團長，進一步蒐集臺灣在索

國執行農技合作計畫之相關資訊，並採訪該團養豬計畫負責人李威志先生。 

鍾員另亦拜會索國農牧部，採訪 Jimi Saelea 次長，其後前往一處由國合會輔導之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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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訓練中心，並與負責人 Joseph Thanh 先生晤談。 

為採訪臺灣在索國推動醫療衛生計畫之進展，鍾員除採訪中央醫院及臺灣衛生中

心，並採訪當時負責該中心運作之資深護士王喻萱女士，以瞭解高醫大在索國執行之醫

衛服務項目。其他受訪者及單位包括索國衛生部 Tenneth Dalipanda 次長，「台灣衛生中心」

提供支援之當地醫療單位 Good Samaritan Hospital，以及曾來臺見習之中央醫院牙科醫師

Mishella Moveni Tutua 女士。 

 

心得及建議:   

我國在南太平洋共有 6 個邦交國，此次係《臺灣評論》首度派員赴該區域實地採訪。

此次索國採訪之行收穫頗豐，我國所推動之農技合作計畫及醫療援助計畫，均已獲得諸

多實際成果，殊值透過文字與圖像廣為宣介。 

建議未來《臺灣評論》續配合外交工作之需要，適時規劃派員赴該區域之其他邦交

國或友好國家，進行專題採訪報導，以宣揚我國軟實力及致力打造友善國際環境之各項

努力與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