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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摘要 

本會林副主任委員於 106 年 12 月 9 日至 14 日訪問法國巴黎（洪伯昌副研

究員隨行）。此行林副主委主要係應邀出席由我外交部駐法國代表處與「法國國

際關係研究院」（Institut Français d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IFRI）於 12 月 12

日合辦之「Competing Worldviews and the Changing Order in Asia」國際研討會，

並擔任同日上午第一場座談「Systemic Changes Underway in Asia and Where the 

Regional Order is Heading」議題之與談人，除說明我政府大陸政策及兩岸關係發

展現況外，亦就兩岸關係及亞太局勢說明政府立場與作為，以增進外界對政府維

繫兩岸及區域和平穩定發展之努力的理解與支持，擴大本會海外政策說明及溝通

之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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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緣起與目的 

「法國國際關係研究院」（Institut Français d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IFRI）

創立於 1979 年，係法國歷史最悠久、影響力最大的智庫，也是法國研究國際問

題最重要的獨立研究機構。根據美國賓州大學於 2017 年 1 月發布之「2016 年全

球智庫排行」，IFRI 在全球 182 個國家、6,486 個智庫中排名第 3，僅次於美國「布

魯金斯研究院」（Brookings Institution）及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Chatham 

House），甚至超越排名第 4 的美國「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SIS）。IFRI 的研

究領域涵蓋國際關係中的政治外交、國防安全、經濟、環保等面向，每年均舉辦

逾 200 場國際會議、研討會及論壇活動，不乏有國家元首及政要出席參與，亦發

行法國《外交政策》（Politique étrangère）雜誌及發布國際關係年度報告

《RAMSES》，旨在提高世人對相關議題之了解，並為政府及民間的決策提供基礎。 

IFRI 亦與世界各國的主要智庫建立緊密聯繫，旗下亞洲研究中心係以中國

大陸、日本及印度為主要研究對象。而該中心每年亦與我外交部駐法國代表處合

辦一場國際研討會，依往例皆邀請我國一名官員及一名學者與談。林副主委此行

即係應 IFRI邀請，以中研院研究員身分出席2017年以「Competing Worldviews and 

the Changing Order in Asia」為主題之國際研討會，並擔任同日上午第一場座談

「Systemic Changes Underway in Asia and Where the Regional Order is Heading」議

題之與談人，除說明我政府大陸政策及兩岸關係發展現況外，亦就兩岸關係及亞

太局勢說明政府立場與作為，盼增進各界人士對我政府大陸政策與兩岸關係現況

之了解，以厚植對我政府政策的正面支持，擴大海外政策宣導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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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行程概要 

本次訪問期間為 106 年 12 月 9 日至 14 日，行程概況說明如下： 

日期 行程 

12/9（六） 自桃園搭乘長榮 BR-87 班機前往法國巴黎 

12/10（日） 抵達法國巴黎戴高樂機場 

12/11（一） 參加 IFRI 歡迎晚宴 

12/12（二） 參加駐處與 IFRI 合辦之國際研討會 

12/13（三） 自法國巴黎搭乘長榮 BR-88 班機前往桃園 

12/14（四） 返抵桃園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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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過程 

本次行程之重要活動說明如下： 

一、參加「法國國際關係研究院」（IFRI）歡迎晚宴 

  本晚宴循例由 IFRI 及我駐處作東，邀請將出席研討會之各國與談人參

與，希望藉由輕鬆愉快之用餐氣氛建立情誼，並鼓勵各與談人在研討會上暢

所欲言。日本國際關係專家、北海道大學公共政策大學院遠藤乾教授及 IFRI

印度及南亞問題專家 Isabelle Saint-Mezard 亦受邀出席本晚宴。 

 

二、出席駐處與 IFRI 合辦之國際研討會 

2017 年駐處與 IFRI 合辦之「Competing Worldviews and the Changing 

Order in Asia」國際研討會，於 12 月 12 日在該院巴黎總部舉行，現場逾 120

人與會。林副主委全程出席，並擔任上午第一場座談「Systemic Changes 

Underway in Asia and Where the Regional Order is Heading」議題與談人。同

場與談人還包括韓國峨山政策研究院客座研究員全相勛、印度觀察家研究基

金會傑出研究員及安全研究計畫 Harsh V. Pant 主任、上海復旦大學國際問題

研究院副院長沈丁立、美國外交關係協會資深研究員 Sheila Smith、俄羅斯

莫斯科國立國際關係學院東方研究學系主任 Dmitry Streltsov，以及日本世界

平和研究所研究顧問德地秀士等 6 人。林副主委雖係以中研院研究員身分與

會，惟主持人 IFRI亞洲中心主任Françoise Nicolas在座談中仍以官銜「Deputy 

Minister of Mainland Affairs Council」介紹林副主委。 

林副主委在座談中指出，相較於朝鮮半島的緊張局勢，現階段兩岸關係

呈現「calm but not warm, cool but not rocky」的狀態。蔡總統依憲法處理兩

岸關係，惟中國大陸單方面中止兩岸官方溝通聯繫機制並壓縮我外交空間，

更將海空軍事力量延伸至臺灣東部海域。儘管如此，兩岸經貿仍較 2016 年

同期成長 17%，陸客自 2017 年 8 月起亦有回升趨勢。雙方在食品安全、共



 

 - 4 - 

同打擊犯罪及交通等議題之協商溝通雖減緩，但仍持續進行。習近平在「十

九大」報告中六度提及兩岸問題應以和平方式解決，而我政府在軍事及外交

上亦避免採取與中國大陸對抗之作為，經濟上則須降低對中國大陸之依賴。

林副主委另應詢表示，我國「新南向政策」除投資計畫外，亦重視人才與民

間交流，但政府力推「新南向政策」並無意與「一帶一路」競爭，我方甚至

建議雙方在部分領域進行合作。 

沈丁立表示，中國大陸亦不願兩岸關係陷入「零和博弈」，中國大陸堅

持之「一中原則」係主權概念而非治權，我前政府以「中華民國包含大陸地

區」來表述「一中」，在渠看來容或愚蠢，惟遠勝過以「臺灣」取代「中華

民國」。此外，渠亦認同兩岸在推動雙邊關係上都有改善的空間，雙方應相

向而行，減少對彼此的猜忌和政策上的不確定性，才能建立穩定、具可預測

性、友好和諧的兩岸關係。 

此外，全相勛及 Pant 氏不約而同提及中國大陸在韓國及印度對外政策

上之重要性。全相勛表示，韓國長期被以中國大陸及俄羅斯為首的「大陸勢

力」與以美國及日本、甚至澳大利亞為主的「海洋勢力」包夾，然近來因北

韓核武議題使得朝鮮半島局勢日益緊張，韓國受兩大勢力的影響也更甚以

往。Pant 氏則指出，印度政府當前主要面對國內經濟及社會議題上之挑戰，

惟若能妥善處理對外關係，特別是與中國大陸之關係，都將有助於穩定國內

政經及社會情勢。 

Smith 氏從美國的角度點出亞太區域發展的三大問題：一、區域內主要

國家間之競合關係難以調和；二、缺乏成熟的問題解決機制；三、近年來中、

日間及日、韓間民族主義高漲的對立情緒。Smith 氏亦分享其觀察指出，相

較於前朝歐巴馬政府，川普政府將不會提出具體、清晰之亞洲政策，而會採

視情應對之策略。 

德地秀士則直指，中國大陸在南海的軍事擴張及北韓的核武野心是東亞

和平發展的威脅。德地秀士主張，東亞地區需要更堅實的軍事安全架構，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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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時審慎地納入中國大陸的參與，方有助於建立東亞的穩定秩序；但針對北

韓核武問題，短時間內恐無速效的解決方案，尚有賴國際社會共同展現其堅

決反對北韓發展核武之決心。 

沈丁立於座談期間，另與德地秀士就 1972 年中、日兩國曾否對擱置釣

魚臺主權問題達成共識一事，討論激烈並爭鋒相對，沈力陳中國大陸在東海

及南海被視為破壞現狀之一切作為，均僅係對日本及越南等周邊國家率先改

變現狀之回應。 

 

當日中午，法國外交部亞太司 Pauline Carmona 副司長受邀以「France’s 

Strategic Vision towards Asia」為題發表演說。Carmona 氏表示，亞洲與法國

外交政策的形成及方案密切相關，法國總統馬克洪（Emmanuel Macron）在

2017 年 8 月的使節會議中所提之「安全」、「獨立」及「影響力」三大對外

政策原則並不侷限於歐洲，法國高度重視的反恐、氣候及推動多邊主義等議

題，亞洲均扮演要角。法國重視亞洲權力平衡之穩定，主張在符合歐盟及聯

合國安理會立場及相關決議的原則下，處理北韓核武及導彈危機，並重視亞

洲之海事及航運安全。 

Carmona 氏表示，法國與中國大陸關係友好，並支持「一帶一路」倡議，

惟亦堅持相關計畫應遵循國際規範、公平競爭及公開透明等基本原則，主張

中國大陸市場應更開放。而亞洲部分國家面臨社會及人口結構變遷等問題，

法國因具備處理交通、電子商務及人口老化等議題的專業技能及人才，與亞

洲之合作潛力巨大。此外，法國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及歐盟成員

國，除法國國家利益考量，亦須在聯合國及歐盟架構下構思對亞洲的全面戰

略。 

 

當日第二場以「What Options for Stability on the Korean Peninsula?」為

題的座談會，由韓國峨山政策研究院客座研究員全相勛擔任主講人，日本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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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平和研究所研究顧問德地秀士、俄羅斯莫斯科國立國際關係學院東方研究

學系主任 Dmitry Streltsov、美國外交關係協會資深研究員 Sheila Smith 及上

海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副院長沈丁立擔任與談人。 

主講人全相勛表示，北韓核武議題最終可能發展方向有二：（一）北韓

成功研發核武，並獲得各國承認為核武國，但在聯合國持續制裁下，國內經

濟民生日益凋敝；（二）北韓放棄研發可搭載核武彈頭之洲際飛彈，換取國

際社會減緩制裁力道，但仍保有發射中短程核武飛彈之能力。全相勛表示，

韓國發展戰術核武似為當前嚇阻北韓最有效之手段。然國際社會並不樂見東

北亞國家爭相投入核武競賽。故全相勛建議，美國應比照冷戰時期採取「嚇

阻防禦」之作法，一方面向盟國及全世界展現更為堅定捍衛友邦之決心，另

一方面加大嚇阻北韓核武發展之力道；而歐洲國家亦可與韓國分享其冷戰經

驗，並協助防止朝鮮半島緊張情勢惡化。 

與談人德地秀士表示，北韓目前擁有的導彈技術，不僅足以攻擊美國本

土，亦對部分歐洲國家造成威脅，未來甚至有將核武技術輸出給恐怖份子之

疑慮，實已對全球構成威脅。因此，為了對話而對話的消極作為，已無法解

決北韓核武威脅，各國必須採取更強硬的政治、經濟、乃至於軍事施壓的手

段，而且除了美國、韓國及日本外，相關作為亦需俄羅斯及中國大陸之充分

配合。惟德地秀士反對所謂以韓國發展核武作為反制北韓之提議。 

Streltsov 氏表示，北韓已修憲將「核武國」之字眼入憲，加上長期受到

美國為首之盟軍刺激，其發展核武在所難免，而聯合國加大對北韓制裁力道

之作法並不可行，北韓在遂行其目的前絕不會妥協。此外，俄羅斯也不會支

持任何將俄、中兩國排除在外的外交談判結果。 

Smith 氏則表示，有別於冷戰時期，目前美國本土直接面臨北韓導彈威

脅，因此不可能照搬處理冷戰時期的經驗。此外，Smith 氏也對南韓是否應

發展戰術核武的主張提出質疑。 

沈丁立表示，臺灣的執政黨有臺獨傾向，因此中國大陸必須做好為此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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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的準備，而作戰的對象除了臺灣，還包括可能協防臺灣的美國，以及派有

美軍駐紮的日本及韓國，故中國大陸需要北韓的存在。沈丁立提出個人觀點

表示，美國執意保護他自己都不承認具國家地位的臺灣，中國大陸才被逼得

必須支持北韓。渠表示，北韓問題難解，原因也包括美國及中國大陸之間缺

乏互信。此外，北韓發展核武純粹出於自衛，並無意統一朝鮮半島。至於韓

國發展核武之議，美國、中國大陸及俄羅斯絕不會接受。 

 

當日第三場座談會主題為「The Changing Geo-Economic Order in Asia 

and Implications for European Trade Policy」，分別由 IFRI 亞洲中心主任

Françoise Nicolas、韓國國家經濟政策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前副所長金興鍾

及駐法國張銘忠大使擔任主講人。 

Nicolas 氏首先以「Broad Trends in Asia’s Shifting Geo-Economic 

Landscape」為題發表報告。Nicolas 氏表示，在川普上任前，亞洲的區域經

貿整合計有「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12）、「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

（RCEP）及「一帶一路」；然川普上任後旋即宣布退出 TPP，因此有人主張

TPP 已死，將被 RCEP 取代。然 Nicolas 氏分析表示，TPP12 或許已死，但

TPP11/CPTPP 依舊活躍，至於 RCEP 本身面臨許多整合上的挑戰，復因中

國大陸重視「一帶一路」遠勝於 RCEP，因此 RCEP 絕不可能取代 TPP11。

Nicolas 氏表示，未來觀察重點將在於：一、美國能否重新加入 TPP11？二、

「規則導向」（rules-based）的 TPP11 及「權力導向」（power-based）的「一

帶一路」，究竟何者勝出？ 

金興鍾接著以「The EU’s Trade Strategy Towards Asia in a Changing 

Geo-Economic Context」為題發表報告。金興鍾表示，歐盟未來應仍以與亞

洲個別國家簽署自由貿易協定（FTA）為其主要經貿策略。惟金興鍾提醒，

雙方洽簽 FTA 時仍應注意過程中之透明度、攸關國家安全與機密之投資相

關規定，以及亞洲國家之環保及勞動法規等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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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張大使則以「View from Taiwan: How to Adapt to Changing 

Reality?」說明臺灣在此變動秩序中之立場及可扮演之角色。張大使表示，

馬克洪總統選前宣示「安全利益」、「氣候利益」及「經濟利益」為法國不可

妥協之三大利益，亞洲對此三大利益之影響日益顯著，法國應加強與亞洲之

合作。然中國大陸擬透過「一帶一路」戰略主導，並建構符合其國家利益之

國際新秩序，其地緣政治及經濟影響力顯著提升，惟其真實意圖隱晦不明，

我與日、韓等周邊國家及美國均高度關注其動態。至於「十九大」後中國大

陸對外關係立場已經自鄧小平時代之「韜光養晦」，顯著向「有所作為」移

動，其對外政策作為亦將更大程度取決於習氏個人風格及政治意志。 

張大使表示，蔡總統堅持維持臺海現狀、拒絕屈從於中國大陸政治意志

之政策，符合臺灣多數民意。面對中國大陸之孤立外交，避免在國際政經秩

序中被邊緣化，係我國首要挑戰。臺灣地緣政治及經濟地位重要，我將持續

強化與美國、日本、及東協等區域國家及包括法國等域外國家之實質合作，

並維持兩岸關係之和平與穩定，以確保安全及經濟利益。 

 



 

 - 9 - 

肆、心得與建議 

一、廣泛與各國智庫專家學者交流，建立及深化情誼以利爭取友我力量 

蓋此次訪法日程雖短，惟林副主委仍廣泛與法國、美國、日本、韓國、

中國大陸、印度及俄羅斯等多國亞洲問題專家交流，亦就渠等關切議題詳盡

說明並坦誠交換意見。渠等或為卸任資深官員、或為具影響力之專家學者，

林副主委與渠等建立及深化情誼，對於日後爭取相關國家之政界及學界友我

力量有實質助益。 

二、向各界闡述政府大陸政策，有助提升國際能見度與支持度 

本次國際研討會匯聚法國及國際重要亞洲問題學者，儘管同日法國外交

部亦於巴黎舉辦「一個地球峰會」（The One Planet Summit），然本次研討會

仍吸引逾 120 人到場聆聽及提問互動，林副主委除於座談會上闡述當前兩岸

關係及政府大陸政策，臺下亦與關心兩岸問題之人士交流，並應邀撰寫兩岸

關係講稿刊登於法國 BLOGAZOI（見附件三）。這有助於提升相關議題之國

際能見度，爭取外界對兩岸關係之理解與重視。 

三、建議持續安排本會正副首長出訪，深化海外政策宣導工作 

兩岸關係向為全球研究國際關係之智庫所重視，然因美國總統川普上任

後帶來之諸多不確定性及北韓核武威脅日益升高之故，當前全球對於亞洲局

勢之關注多半聚焦於朝鮮半島，兩岸議題在歐洲受關注的程度相形失色。有

鑑於多數歐洲國家均奉行對我更不友善之「一中政策」，復因中國大陸近期

對我打壓力道不減反增，建議未來仍應持續安排本會正、副首長赴海外參訪

以擴大海外政策宣導效益，透過向國際重要人士及僑界說明我政府大陸政

策，爭取海外對我政府之認同，以維持外界對兩岸議題關注之熱度，並厚植

海外友我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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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行程照片 

 
林副主委（左一）出席駐處與法國智庫 IFRI 合辦之國際研討會 

 

 
林副主委出席駐處與法國智庫 IFRI 合辦之國際研討會並擔任與談人 

 
法國外交部亞太司 Pauline Carmona 副司長受邀演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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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峨山政策研究院客座研究員全相勛（中）擔任第二場座談會主講人 

 

 
駐處張大使（右）擔任第三場座談會主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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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國際研討會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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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講稿刊登於法國 BLOGAZOI 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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