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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外交部國際傳播司《台灣光華雜誌》副主編鄧慧純與攝影編輯林格立於上（112）

年 11月 28日至 12月 2日赴菲律賓採訪。本次採訪從歷史的緣分、公益交流、學術新

南向及南島文化互動等面向，報導雙邊交流互動之故事與成果，並依採訪內容撰寫四

篇專題報導，分別刊載於《台灣光華雜誌》2024 年二、三、四、五月號。本報告係依

據此次採訪成果撰寫，內容包括採訪目的、過程、心得及建議。 

首篇報導為〈「菲」比尋常的緣分：台菲•再連結的旅程〉，文中採訪我駐菲律賓

代表處周大使民淦，特就政府推動之「新南向政策」宗旨，談及台菲地理的鄰近與經

貿密切的合作成果效益；另搭配蘇比克灣台商報導，討論在美中貿易戰之後，台商在

菲律賓的商機。並於出國前訪清華大學歷史所李毓中博士請益台菲歷史的淵源，論述

台灣與菲律賓從 16世紀即連結的「菲」比尋常的緣分。 

次篇主述在「Taiwan Can Help」的精神下，台灣技術團與 NGO團體在菲國提供實

質的援助，完成報導〈「菲」常任務：台灣暖實力出動〉，報導台灣台灣技術團、菲律

賓家扶中心及慈濟菲律賓分會在當地援外的成果。 

第三篇報導聚焦在台灣新南向學術合作領域，以〈跨國陸海空科研：台菲 VOTE

計畫〉為題，台菲因地緣關係，兩國面臨的天然災害相似度高， 從氣象為先發的學界

合作，接續在地質、海洋、火山、地震等科研合作，多年來往來互惠，已小有所成。 

第四篇報導探究台菲原住民同為南島語族群在當代遭遇的挑戰與因應，以〈台菲

「原」聲對話：走向世界的夥伴〉為題，報導政治大學台菲海外科研中心近年來與菲

律賓伊富高當地原住民的互動連結。 



採訪目的： 

自新南向政策推動以來，我政府積極關注台灣與東南亞國家在經貿、文化上等不

同領域的交流互動。2013 年起《台灣光華雜誌》（以下簡稱《光華》）已走訪越南、印

尼、泰國、馬來西亞、印度、柬埔寨等國，報導各地的風土文化與台灣人在當地的發

展。《光華》亦曾於 1989年和 2001年，兩度走訪菲律賓，報導台商的足跡與奮鬥。菲

律賓乃新南向政策之重點國家，經濟是兩國重要的繫連，台灣是菲律賓第八大貿易夥

伴、出口市場及進口來源國，雙方地理位置接近，更有類似歷史經驗、南島文化與民

主價值。 

美中貿易戰後，台商轉投資基地，菲律賓是許多台商轉戰的據點，可推估日後台

灣與菲律賓在經貿領域深度與廣度將有所發展。另在援外合作上，台灣技術團雖已在

多個國家提供農業、公衛醫療、教育、資通訊等領域的技術協助，且歷史悠久，但與

菲律賓的合作計畫之一示範農場方在 2023 年底落成，此行的目的之一是赴現地報導計

畫初期成果；而疫情前入駐馬尼拉的菲律賓家扶中心，在疫情下仍堅守不退；還有已

在菲律賓當地經營多年的慈濟義診，三個單位留駐的時間不同，遭遇的困難各異，卻

十足展現了台灣暖實力，是此回採訪的重點項目。 

另一較少為人知的是台菲的學術合作，兩國面臨的天然災害相似度高，又因全球

氣候變遷，雙方都處在極端氣候的暴風圈內，兩國科研合作的歷史已有 20 多年，兩國

互惠來往，是雙贏的實績。另由政治大學台菲海外科研中心牽起與菲律賓伊富高地區

原住民的交流， 跨國原民社群的連結在當代更顯意義。 

 



過程： 

台灣光華雜誌副主編鄧慧純與攝影編輯林格立赴菲律賓採訪共計五日，鄧員與林

員於 112年 11月 28日中午抵達菲律賓馬尼拉，旋即赴駐菲律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採

訪大使周民淦，了解台灣與菲律賓在經貿、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流情形，對兩國間的互

動有更深入的認識。駐菲律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位在商貿金融中心馬卡蒂，參天高

樓林立，但商辦、百貨大樓進出都須經安全檢查，進出建物的車輛更有狼犬上車嗅

聞，街上有荷槍的保全，與台北街頭的輕鬆閒適氣氛截然不同。 

隔日，在蘇比克台商會長張哲嘉安排下，驅車往北，探訪由原為美軍基地的蘇比

克灣自由貿易港區及近年正開發的克拉克工業區，車行期間，張哲嘉暢談早在 1990 年

第一代的台商在菲律賓的近況，雖然，西進的吸力大過於南進，投資菲律賓在台商間

沉寂了，但是第一代的台商至今還是發展穩健。接續赴駐處推薦的受訪廠商哈德森公

司，拜會營運經理蔡昇霖，其父是早年隨南向政策赴菲律賓發展的台商，但他未繼承

家業，而是看好菲律賓前景，選擇留在菲律賓求職。哈德森公司是台商企業，現為美

國品牌代工。蔡昇霖解說美中貿易戰後的台商策略，並分享自由貿易港區的地理位置

優勢。 

第三日，驅車往更北的丹轆省丹轆市，台灣技術團成員正籌備著 12 月 15 日示範

農場的開幕活動。團長李泰昌簡介園區內的設備，及示範農作的選種及溫室栽培。技

術團是第一次踏上菲律賓，因此還必須試種作物，了解當地氣候條件，以提供當地農

民真正實用的農作知識。下午往邦板牙（Pambanga）省的 Tabon San Jose 農民合作

社，探訪技術團輔導農民從稻米轉作生長期較短的蔬果，協助在地農民建立起「栽培

曆」，以輪作的方式，獲取短期現金流，使當地小農能快速享受農作的成果，改善經濟

能力，並宣導搭配數位記錄，讓農作的紀錄可茲驗證、傳承，並且 smart farming。 

第四日，與慈濟師兄師姐相約在馬尼拉 Sta. Mesa區的慈濟志業園區，當日上午眼

科中心舉辦義診，負責人李偉嵩領我們參觀，並解說借助眼科中心內諸多專業的儀器

設備，讓許多人因此重見光明，改善生活。下午人醫會負責人柯賢智醫師結束上午的

手術行程後，接受我們訪問。從 1995 年如何克難的借用教室當義診的場所談起，不放

棄每一個病患伸出求助的雙手，這樣的事功，慈濟在菲律賓義診了 28 年，柯賢智還透



露慈濟菲律賓中心新建醫院的計畫即將開展的消息。 

第五日，原定拜訪菲律賓家扶中心，因受訪單位臨時有事取消，因此，趁此採訪

空檔拍攝馬尼拉王城區聖地牙哥堡、馬尼拉大教堂等地，並參觀了「菲華歷史博物

館」，了解菲律賓華裔族群遠走他鄉的移民軌跡，作為首篇報導的素材。下午搭機回

台。 



採訪內容： 

首篇報導為〈「菲」比尋常的緣分：台菲•再連結的旅程〉刊載於《光華》113 年

2月號，文中採訪駐菲律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周大使民淦，談及台菲地理的鄰近與經

貿密切的合作成果效益；並延伸訪線至離馬尼拉車程約三小時的蘇比克灣工業區，採

訪蘇比克灣台商協會會長張哲嘉及台商哈德森公司，暢談在美中貿易戰之後，台商在

菲律賓的商機。搭配前訪清華大學歷史所李毓中博士談台菲歷史的淵源，論述台灣與

菲律賓從 16世紀即連結的「菲」比尋常的緣分。 

次篇主述在「Taiwan Can Help」的精神下，台灣技術團與 NGO團體在菲國提供實

質的援助，完成報導〈「菲」常任務：台灣暖實力出動〉刊載於《光華》113 年 3 月

號。受訪單位包括台灣技術團、菲律賓家扶中心及慈濟菲律賓分會。台灣技術團在丹

轆市剛成立了示範農場，短短一年多的時間，已利用台灣的農業優勢協助居民改善生

活。菲律賓家扶中心是在疫情前剛入駐馬尼拉，經歷了封城、火山、火災等逆境，仍

戮力協助在地社區朝韌性家園發展。慈濟菲律賓分會已在菲律賓各地義診達 20 多年，

累積了無數需幫助的病患。報導的三個單位均為台灣「暖」實力外交，做出亮點案

例。 

第三篇報導聚焦在台灣新南向學術合作領領域，以〈跨國陸海空科研：台菲

VOTE計畫〉刊載於《光華》113年 4月號。台菲由於地緣關係，兩國面臨的天然災害

相似度高，從氣象為先發的學界合作，接續在地質、海洋、火山、地震等科研合作，

多年來以往來互惠，小有所成。此篇採訪了中央大學地球科學院院長許樹坤、台灣大

學大氣科學系名譽教授周仲島、交通部中央氣象署副署長馮欽賜、中正大學地球與環

境科學系教授李元希，請其分享多年與菲律賓氣象局暨學術單位合作的科研成果。 

第四篇報導探究台菲原住民同為南島語族群在當代遭遇的挑戰與因應，以〈台菲

「原」聲對話：走向世界的夥伴〉為題，刊載於《光華》113年 5月號。國立政治大學

長期投入東南亞地區研究，更在國科會支持下，執行「台菲原住民知識、在地知識及

永續發展科研中心」計畫，台灣與菲律賓原住民不僅在文化脈絡上相似，同屬南島語

族群，在當代原住民所遭遇的議題，如國家民族、文化斷層、市場經濟力量等議題，

也同樣面臨發展上的困境。由官大偉教授主領的台菲兩地原住民的交流，把這些議題



聚焦成為討論的焦點，大家相互分享參照，跨國原民社群連結的建立，在當代更顯意

義。 

 

 



心得及建議： 

此次菲律賓採訪收穫頗豐，對菲律賓也有更深刻的認識。行前對此與台灣最近的

鄰國著實了解不深，其崎嶇的歷史因素，使其如清華大學教授李毓中所說的：「地理上

被視為東南亞的一部分，事實上與其他東南亞國家歷史發展的關連不大，反倒像一個

不慎遺落在亞洲的美洲島嶼。」 

但透過採訪探究、爬梳歷史，才充分了解台灣與菲律賓自大航海時代即建立起緣

分，華人遷徙的軌跡亦歷歷可循，台灣與菲律賓除在經貿、勞動力的交流外，台灣與

菲律賓的歷史緣分可以建立更深且廣的連結與互動。 

礙於採訪天數，本次行程集中在馬尼拉及周邊工業區，然菲律賓幅員廣大，台商

在當地發展已有 30 多年的歷史，農、漁業亦有多位先行者，應有更多可挖掘的動人故

事。另，此次無法親赴的伊富高地區及巴丹島，實藏有許多台菲連結的線索，台灣蘭

嶼原住民與巴丹島居民的親緣關係，原住民與台灣的連結亦是值得深入的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