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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此行應紐約中華公所邀請，專程於國父誕辰 153 周年 11 月 20 日前往紐約出席華

埠哥倫布公園國父銅像永久奠基典禮及紀念大會，停留紐約期間並主持華埠僑務諮

詢座談會，兼程訪問水牛城、羅徹斯特，出席「水牛城急難救助協會」成立大會暨

僑務諮詢座談會及羅徹斯特地區僑務諮詢座談會。 

另藉由轉機停留華府期間與僑務榮譽職人員座談，隨後轉往巴西全程出席「第

二屆中南美洲僑民會議」，同時參加當地僑務委員會座談會、拜會慕義教會、出席「第

二屆中南美洲僑民會議」臺灣移民史揭牌活動、參訪鴻海富士康聖保羅分公司、視

察聖儒華文學校、與巴西中文教學協會理監事座談等。 

查國父銅像永久奠基典禮，經紐約市政府同意將國父孫中山先生的銅像永久設

立於哥倫布公園，廣場並正式命名為「中山廣場」，此行專程應邀參與盛會，並代表

中華民國政府，感謝紐約市政府及傳統僑社紐約中華公所，彰顯政府與民間共同一

致追求之民主自由價值，極具歷史意義。 

此行另一重點為全程參加於 11 月 15 日至 17 日在巴西聖保羅召開之「第二屆中

南美洲僑民會議」，會後並前往拜會位於慕義市(Mogi das Cruzes)的慕義臺灣長老教

會、出席臺灣移民紀念碑揭牌典禮，緬懷臺灣先民移民歷史。相關活動有效強化我

政府與中南美洲僑民互動，行程中並藉由各項座談與訪問，傳達政府當前施政重點

以及僑務工作理念，同時聽取僑界對於政府建言，加強僑社聯繫情誼及凝聚僑胞友

我向心。 

 

（本報告內容涉及僑社人事個資或機敏不宜公開之資訊酌予節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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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一、 藉由參加華埠哥倫布公園國父銅像永久奠基典禮，感謝傳統僑社對中華民國

之支持，同時彰顯政府與民間共同追求之民主自由普世價值。 

二、 出席「第二屆中南美洲僑民會議」及參加「臺灣移民紀念碑」揭牌典禮，強

化我政府與中南美洲僑民互動，傳達政府當前施政重點以及僑務工作理念，

並加強僑社聯繫情誼及凝聚僑胞友我向心。 

三、 拜訪美國紐約、水牛城、羅徹斯特、華盛頓DC及巴西僑社，藉由參加僑務諮

詢座談、急難救助協會成立大會及拜訪中文學校、臺商企業等活動，爭取渠

等向心並傳達政府當前僑務政策與目標，落實推展僑務工作。 

貳、過程 

一、 11月11日（星期一） 

晚間 7 時 30 分本人偕本會同仁於桃園國際機場搭乘長榮航空公司 BR-32 班

機，於同日晚間 9 時 10 分抵達紐約甘迺迪國際機場，旋入住下榻旅館。 

二、 11月12日（星期二） 

1. 出席紐約中華公所歡迎午宴：是日中午本人偕本會同仁，在駐紐約辦事處同

仁陪同下，出席紐約中華公所歡迎午宴，除藉由餐敘聯繫情誼，並就傳統僑

社僑情充份交換意見。 

2. 哥倫布公園國父銅像永久奠基揭幕儀式：下午 2 時，本人在駐紐約辦事處同

仁陪同下，出席哥倫布公園國父銅像永久奠基揭幕儀式，包括紐約市長白思

豪(Bill de Blasio)等約 200 位僑領僑胞參加。本人代表政府致詞感謝紐約市政

府及陳倩雯市議員的協助，同時亦表揚紐約中華公所長年一貫對民主自由理

念的支持，終使得國父銅像能永久奠基於哥倫布公園，並將銅像所在廣場命

名為「中山廣場」，永傳於世。 

3. 國父誕辰 153 週年紀念大會：揭幕儀式結束後，隨即前往紐約中華公所中山

紀念堂，參加國父誕辰 153 週年紀念大會，包括紐約華埠各大僑團僑領約 200

人岀席，本人率領本會同仁向國父銅像獻花表達崇高敬意，駐紐約辦事處同

仁陪同參加。 

4. 與僑務委員茶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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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主持紐約華埠僑務諮詢座談會：晚間 6 時 30 分，本人在駐紐約辦事處同仁

陪同下，主持紐約華埠僑務諮詢座談會，會中再次重申政府重視傳統僑社情

誼，並對紐約中華公所積極籌款爭取永久設立國父銅像中山公園之舉，表示

高度肯定。 

三、 11 月 13 日（星期三） 

1. 與水牛城急難救助協會籌備會座談：上午 11 時 40 分本人偕本會同仁，自紐

約甘迺迪國際機場搭乘達美航空 DL-3743 班機，於下午 1 時許抵達水牛城，

隨即與水牛城急難救助協會籌備會僑領座談。 

2. 主持「水牛城急難救助協會」成立大會暨僑務諮詢座談會：晚間出席「水牛

城急難救助協會」成立大會，計有 60 多位僑胞及留學生出席。隨後本人主

持水牛城地區僑務諮詢座談會，與鄉親相互交流，瞭解僑胞需求，本會同仁

亦現場服務僑胞申辦僑胞卡及加入僑務電子報 Line 帳號，讓僑胞可隨時得知

並掌握第一手僑委會相關活動訊息。 

四、 11 月 14 日（星期四） 

1. 本人在本會同仁陪同下，上午自水牛城驅車前往羅徹斯特主持 10 時 30 分召

開之僑務諮詢座談會，受到羅徹斯特臺灣同鄉會等 40 位僑胞熱烈歡迎，本

人除簡介本會僑務工作外，並與僑胞充分交換意見，表達政府關切海外僑民

之意，座談會結束後隨即前往大羅徹斯特國際機場搭乘下午 3 點聯合航空

UA-3902 班機至華府轉機。 

2. 下午約 4 時班機抵達華盛頓杜勒斯國際機場(IAD)，隨即與美京中華會館僑領

餐敘交流。本人除表達政府關懷，並特別向高齡 106 歲的與會僑社元老致意

，同時期勉僑領持續為深化臺美關係，推動國民外交努力。席間雙方並就政

情、僑情、僑務政策及僑生議題交換意見，隨後搭車前往杜勒斯機場於晚間

10 時 25 分搭乘聯合航空 UA-861 班前往巴西聖保羅。 

五、 11 月 15 日（星期五） 

1. 上午 10 時 15 分飛機抵達巴西聖保羅國際機場，旋即搭乘專車前往聖保羅市

中心。 

2. 中午 12 時，第二屆中南美洲僑民會議籌備委員會設歡迎午宴，本人偕本會

同仁員參加，另邀請駐聖保羅辦事處、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巴西臺

灣貿易中心等出席，餐會期間廣泛交換中南美洲各地僑情發展暨動態，宴會



5 

 

至下午 3 時結束後轉赴下榻飯店。 

3. 下午 4 時，本人出席第二屆中南美洲僑民會議預備會議，致詞時特別感謝第

二屆中南美洲僑民會議籌備會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以及全體同仁辛勞；

同時歡迎來自中南美洲 9 國共 125 位代表不遠千里出席本次會議。預備會議

中，出席代表共同確認議事簡則、大會日程表、大會中心議題、僑情綜合座

談議程及題綱、中南美洲僑民會議組織章程。 

4. 晚間 6 時 30 分，本人出席「第二屆中南美洲僑民會議」外交部歡迎晚宴，

駐巴西代表處宴請所有出席人員，本人除與駐巴西代表處、駐聖保羅辦事處

就巴西地區僑務工作推動相關議題交換意見外，並與中南美洲各國出席代表

寒暄問候、聯繫情誼。歡迎晚宴至晚間 8 時 30 分結束，旋即返回下榻飯店

。 

六、 11 月 16 日（星期六） 

1. 上午 8 時 45 分出席第二屆中南美洲僑民會議開幕典禮，會議由會旗引領進

場後揭開序幕，隨後安排本會贈送之 8 隻臺灣獅開光點睛、舞龍舞獅暨三太

子表演節目；主辦單位亦藉盛會捐贈 Santa Casa 聖家醫院醫療器材，充分顯

示巴西僑民對主流社會之公益善行不落人後。本人於開幕典禮致詞時表達當

前僑務工作面臨之挑戰，並感謝海外僑胞「人在他國、心繫臺灣」的精神，

不因距離遙遠而疏離國家，並期許中南美洲僑民會議成為各國僑民交換意見

的溝通平臺，共同促進國民外交。 

2. 上午 10 時 30 分進行僑務工作報告，首先播放僑務委員會中文簡介影片，接

著由本人以「僑務工作的現況與成果」為題簡報，讓所有與會人員對於僑務

委員會近期施政方向與工作重點能有更深入的瞭解與認識。 

3. 上午 11 時 10 分，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專題演講，以美中貿易戰角度

切入，分析臺灣經濟的發展與挑戰，協助出席人員瞭解臺灣的經貿現況及未

來發展方向。 

4. 午餐過後，下午 2 時賡續進行專題演講，由駐聖保羅辦事處負責，以「巴西

早期臺灣移民二三事」為題，從日本移民巴西談起，略述臺灣移民巴西簡史

，以及彰化基督教醫院前院長楊醫師移民巴西之經歷，並建議以楊醫師 1955

年 8 月 25 日抵達巴西之日作為臺灣移民紀念日，獲得諸多出席人員共鳴。 

5. 下午 3 時 30 分，進行僑情綜合座談，各國代表就返國研習、僑社世代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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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難救助等議題提問，由本人、駐巴西代表處、駐聖保羅辦事處逐一回應

說明。 

6. 下午 4 時 30 分，所有與會代表於綜合討論時通過聯合聲明、上總統致敬電

文字內容，並選出阿根廷擔任下一屆主辦國。 

7. 下午 5 時舉行閉幕典禮，會中通過並宣讀上總統致敬電與聯合聲明後，並由

本人頒贈「臺灣移民日」匾額予第二屆中南美洲僑民會議籌備委員會主任委

員暨副主任委員。 

8. 晚間 7 時，舉行僑務委員會惜別晚宴，各國代表共同舉杯慶祝會議圓滿成功

，氣氛熱烈，惜別晚宴至晚間 10 時許結束。 

七、 11 月 17 日（星期日） 

1. 上午 8 時 30 分啟程前往位於慕義市(Mogi das Cruzes)的慕義臺灣基督長老教

會，由陳主任牧師介紹慕義教會成立過程，並參觀教會空間設備及回顧歷史

照片，同時全程出席主日禮拜與餐敘。 

2. 午餐過後，約下午 1 時轉往臺灣移民抵達巴西後的第一間禮拜堂(慕德如露教

會)參觀，並與慕義六家族代表晤談，瞭解早期臺灣移民巴西的生活情況，隨

後出席臺灣移民紀念碑揭牌典禮，與慕義市副市長 Juliano Abe、第二屆中南

美洲僑民會議出席人員等 150 人共同見證臺灣移民紀念碑之設置。Juliano Abe

表示，慕義地區的洋菇生產係源於臺灣移民而發展起來，爰特別感謝臺灣僑

民在慕義地區默默付出與貢獻，揭牌典禮於下午 2 時 30 分圓滿結束。 

3. 揭牌典禮結束後，隨即趨車返回市區。 

八、 11 月 18 日（星期一） 

1. 上午約 7 時 30 分，本人與駐巴西代表處、駐聖保羅辦事處及本會同仁出發

前往參訪富士康(Foxconn)位於聖保羅州容迪亞伊市(Jundiaí)廠區。本人除代表

政府感謝富士康巴西讓參訪人員有機會瞭解海外臺商營運實況外，並期許在

全球經濟貿易戰之下，富士康巴西仍能屹立不搖，成為南美板塊最重要的戰

略基地。 

2. 下午 3 時，與駐巴西代表處、駐聖保羅辦事處參觀拜會聖儒華文學校，實地

瞭解華語文教學及教材使用情形，並與該校校長及巴西中文教學協會理監事

座談，本人除鼓勵各僑校使用僑務委員會《學華語向前走》系列教材、善用

「全球華文網」提供的教學資源外，並勉勵大家提升華語教學在全球的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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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另亦就出席代表提出有關培訓書法師資、教材暨經費補助、海外文化巡

迴教師、僑校轉型等問題逐一回應說明，會議進行至約下午 4 時 30 分結束

。 

3. 晚間 6 時 45 分，本人偕本會同仁，在駐聖保羅辦事處同仁陪同下，抵達巴

西聖保羅國際機場，並於晚間 10 時 30 分搭乘美國航空公司班機轉赴美國洛

杉磯轉機返國。 

九、11 月 19 日（星期二） 

凌晨 6 時抵達洛杉磯國際機場(LAX) 。上午 10 時 40 分轉搭乘「長榮航空 BR-5

號班機」返回臺灣桃園國際機場(TPE) 

十、11 月 20 日（星期三） 

本人及本會同仁於凌晨下午 5 時 20 分返抵桃園國際機場，結束此次訪問行程

。 

參、心得與建議 

一、參加紐約市華埠國父孫中心銅像揭幕典禮，彰顯民主自由之普世價值 

查本會於 2011 年致贈國父銅像予紐約傳統僑社，該銅像暫置放於哥倫布公

園。紐約市長、中華公所主席及本人在典禮中均提及國父孫中心先生代表

的民主、民權及民主之精神，而此銅像之塑立尤彰顯傳統僑社堅固不移的

友誼與共同追求之價值信念，永傳於世。13 日紐約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

reet Journal)刋登新聞照片；紐約通勤族報刊 amNewYork 亦刊出報導，文中

提及「銅像為臺灣藝術家盧春雄作品，由中華民國(臺灣)致贈」、「中華民國

(臺灣)僑委會吳委員長新興亦參加該典禮」等，殊具歷史意義。 

二、出席「第二次中南美洲僑民會議」暨「臺灣移民紀念碑」揭牌典禮，緬懷

臺灣移民精神，凝聚中南美洲地區僑胞向心 

中南美洲僑民會議宗旨為凝聚當地僑胞情誼、團結僑社、凝聚僑心，進而

支持中華民國及擴大宣揚臺灣政經社會進步繁榮實況，以促進中南美地區

僑民橫向交流聯繫，協助拓展我國際經貿、文化發展空間。此次會議係繼

巴拉圭後第二次召開，並預訂二年後假阿根廷舉行，是項會議已逐漸成為

中南美洲聯繫交誼與溝通僑情之平臺，成為當地洲際性主要僑民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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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臺灣移民紀念碑」係為紀念 1963 年 6 戶臺灣彰化務農基督徒共 32 人抵

達巴西之移民歷史，本人除參觀灣移民抵達巴西後的第一間禮拜堂(慕德如

露教會)，並與慕義六家族代表晤談，隨後與慕義市副市長 Juliano Abe、第

二屆中南美洲僑民會議出席人員等 150 人見證「臺灣移民紀念碑」揭幕，

共同緬懷巴西僑胞移民冒險犯難精神與始終不變的愛鄉情懷。 

三、訪視美國紐約、水牛城、羅徹斯特、華盛頓 DC 及巴西聖保羅地區，表達政

府關懷僑胞心意，聽取各地僑社建言 

本次行程訪視美國紐約、水牛城、羅徹斯特、華盛頓 DC 及巴西聖保羅僑社、

僑校及臺商組織，並與傳統僑團、新興僑團、華文學校及臺商企業負責人

座談，除藉機鼓勵僑胞支持政府作為，同時瞭解海外僑民心聲暨僑界需求，

未來將持續針對僑界資源進行有效規劃及分配，並提升僑胞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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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訪視相關照片暨剪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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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New York 11/13/19 

Chinatown park plaza renamed for Dr. Sun Yat-Sen with bronze statue 

 Todd Maisel 

4 weeks ago 

 

 

 

 

 

 

 

 

 

 

 

 

Mayor Bill de Blasio and other leaders joined members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unveiling 

the new Dr. Sun Yat-sen statue in Columbus Park, naming the plaza for the famed 

revolutionary. (Photo by Todd Maisel) 

“This statue is finally where it belongs,” Mayor de Blasio said.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igures in Chinese history, Dr. Sun Yat-sen, was honored with the 

unveiling of a statue in Chinatown on Tuesday, his 153rd birthday.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igures in Chinese history, Dr. Sun Yat-sen, was honored with the 

unveiling of a statue in Chinatown on Tuesday, his 153rd birthday. 

The sculpture of Dr. Sun Yat-sen is now part of NYC Parks’ permanent art and monuments 

collection, unveiled in the northern plaza at Columbus Park, renamed in his honor. The statue 

by Taiwanese artist Lu Chun-Hsiung was a gift from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Mayor Bill de Blasio was joined by Council Member Margaret Chin, a major proponent of the 

renaming of the plaza in the park, and members of the Chinese Consolidated Benevolent 

Association. They were also joined by Manhattan Borough President Gale Brewer and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Overseas Community Affairs Council Minister Hsin-hsing Wu. 

“This statue is finally where it belongs,” said de Blasio before a cold and shivering crowd 

moments before the statue, covered with a red veil, was revealed. “This is a moment to 

recognize who we are as New Yorkers — a great man in history who came here to this city to 

build support for the cause of the republic that he would found. He came here to soak in the 

 

https://www.amny.com/author/todd-maisel/
https://www.amny.com/author/todd-mais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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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als of this place and its commitment to democracy and that all people matter. We are 

honoring not only Dr. Sun, but the ideals that he is a great example.” 

Mayor Bill de Blasio talks about the new statue of Dr. Sun Yat-sen and the plaza named in his 

honor. (Photo by Todd Maisel) 

Chin said she fought eight years to rename the plaza for Dr. Sun and bring the statue to its 

permanent home. 

“Since 2011, the community has fought to give the Dr. Sun Yat-sen statue a permanent home 

in Chinatown, and I am proud that this revolutionary leader’s legacy will be memorialized for 

generations to come through the naming of the Dr. Sun Yat-sen Plaza at Columbus Park,” 

said Chin. “Today, we aren’t just recognizing the importance of Chinese American 

history – we’re recognizing the critical role that Chinatown has played within global 

history.” 

Dr. Sun Yat-sen was born on Nov. 12, 1866, in China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Inspired by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Dr. Sun envisioned a free and democratic China and became a pioneer in 

its reform. In 1911, he and his allies overthrew the regime, ending 5,000 years of Chinese 

imperial rule. 

Dr. Sun lived in Chinatown as he finalized plans for the Revolution and delivered an important 

speech in New York City to the CCBA in March of 1911. 

The sculpture depicts the early-20th century revolutionary figure and founder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a standing contemplative pose. It is placed on a tapered solid black granite pedestal 

with a flanged granite base. 

Inscribed and gilded in Chinese on the front of the pedestal is the Confucian motto, “All 

Under Heaven Are Equal” rendered in Dr. Sun Yat-sen’s own calli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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