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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總 統 府 要 聞 
 ˙ 接見美國聯邦眾議員 總統：臺灣是美 

      堅定的夥伴 共同捍衛民主自由的價值  

   3. 外 交 部 專 欄  (一) 
 ˙ 臺灣、美國、日本、澳洲在「全球合作 

      暨訓練架構」（GCTF）下共同辦理 

    「印太區域良善能源治理研討會」  

   4. 外 交 部 專 欄  (二) 
˙ 外交部款宴出席「全球海外青年僑務論 

      壇」僑界青年代表，現場氣氛熱烈  

   5. 僑 社 動 態 
˙ 南非臺灣體育文化嘉年華龍舟錦標賽  

     臺灣原住民隊勇獲嘉績 

   6. 經 貿 專 欄 
˙ 親頒企業永續獎 副總統：追求國家的     

     永續發展 是臺灣未來積極努力的方向  

   7. 臺 灣 醫 療 

   8. 外 交 部 短 片 

各位僑胞朋友們：大家好！ 

    自 2017 年 9月唯中再返南非斐京上任以來，與南非地區

各方僑界朋友的互動聯繫良好，深感南非僑胞政治立場雖有

不同，所幸都能相互尊重及和睦相處，認同臺灣自由民主制

度與重視人權等普世價值，以及肯定經貿、科技及文化等各

項進步發展成就。 

    這個月延續雙十國慶的節慶氣氛，南非僑團聯合舉辦

「2019台灣體育文化嘉年華龍舟錦標賽」，本人與本處多位

同仁一起參與，共同傳承傳統文化，凝聚向心，同時透過運

動健身，並與此間各界人士進行文化交流，深具意義，在此

感謝相關僑領的熱誠辛勞。 

    外交工作需要全體國人及海外僑胞的支持，包括促請國

際社會支持台灣參與「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第

25締約方大會」。我國與美國、日本、澳大利亞等國在「全

球合作暨訓練架構」下合辦「印太區域良善治理研討會」，

不但展現台灣在國際能源事務上的重要性，也推動了印太區

域各國彼此合作，強化與國際社會的連結，Taiwan can 

help! 

    今年很快就要進入尾聲，大家想必既忙碌又有幸福感，

唯中在此代表政府以及本處全體同仁，感謝僑胞朋友長期支

持中華民國，並祝大家健康平安！ 

中華民國駐南非代表 周唯中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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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見美國聯邦眾議員 總統：臺灣是美堅定的夥伴 共同捍衛民主自由的價值  

        蔡英文總統於 11 月 26 日接見

「美國聯邦眾議員佛羅瑞斯（Bill 

Flores）及瑞森紹爾（Guy Reschen-

thaler）訪問團」時表示，香港情勢

凸顯出臺美共同捍衛民主自由價值的

重要性。臺灣位於印太地區戰略前

緣，是守護民主價值的第一道防線。 

        總統致詞時表示，還記得她在 2016 年剛上任時，

佛羅瑞斯眾議員專程來訪，今天再次見面，令她感到非

常親切。她也要歡迎瑞森紹爾眾議員第一次訪問臺灣，

特別是在美國感恩節前夕與大家見面，有一種好朋友相

聚的感覺。 

        總統特別當面感謝兩位眾議員對臺灣的支持。她

說，佛羅瑞斯眾議員是聯邦眾議院「國會臺灣連線」成

員，對於臺灣相關的各項議案，包括臺灣參與國際組

織，以及臺美洽談雙邊貿易協定（BTA）等，都給臺灣

很大的支持。 

        總統表示，瑞森紹爾眾議員在今年初就任以來，也

大力支持臺灣，不僅連署「臺北法

案」及「臺灣保證法案」，更投票支

持友臺決議案。因為有眾議員及許多

人的努力，臺美堅實的夥伴關係，在

各個領域越來越深化。 

        總統提及，美國彭斯副總統上個

月在公開演講提到，「美國跟臺灣站

在一起，捍衛臺灣得來不易的自由」，她也要說，「臺

灣是美國堅定的夥伴。」臺灣位於印太地區戰略前緣，

是守護民主價值的第一道防線。這段時間以來，香港人

民追求民主自由，卻遭到鎮壓。香港情勢的惡化，更凸

顯出臺美共同捍衛民主自由價值的重要性。 

        總統說，我們也注意到，最近美國參眾兩院通過法

案，支持香港的人權及民主，代表這些核心價值是不分

黨派，是所有民主國家最大的共識。今年，臺美舉辦了

第一屆「太平洋對話」，臺灣會持續與美國在各項議題

上加強合作，一起為區域的穩定繁榮發展，做出更多貢

獻。 

出席雜學校開幕記者會 副總統盼政府、國會及民間團體一起合作，讓教育更好  

        陳建仁副總統於 11 月 28 日出席「ZA SHARE 雜學

校開幕記者會」致詞時表示，非常高興能和大家一起來

參加「ZA SHARE  雜學校開幕記者會」。稍早雜學校創

辦人蘇仰志致詞時提到，在這個自由多元開放的社會裡

面，我們才有很好的各式各樣教育文化創新機會。他感

謝大家讓臺灣展現出無限的可能，及無限的多元、開

放、包容的良好社會風氣。 

        副總統說，雜學校是臺灣民間發起教育文化創新的

社會運動，由蘇仰志先生於 2015 年創立，每年定期舉

辦國際性教育博覽會、講堂與工作坊，公開徵集各樣非

典型教育與文化的創新，透過新的策展思維創造出多元

多樣的舞臺，打破框架讓人與人在各種領域中串連與交

流。 

        副總統指出，作為亞洲最大的教育創新會展，雜學

校已經與超過 1,400 個教育新創品牌合作，累計超過 20

萬名參觀者，整合產官學研各種推進臺灣教育改變的力

量。今年更以孔子為雜學校品牌印象，向國際發聲。他

也期待今年參與的團隊，在活動期間，能夠展現不同面

貌和能量，讓參觀者認識及感受臺灣在教育上的獨特之

處。不只是政府要努力，還需要國會及民間團體一起合

作，才有辦法讓教育更好。 

        副總統進一步說明，就像今年的主題「人生變裝

秀」，從出生到死亡，人的一生不斷換上不同的外衣，

扮演不同的角色。能不能在不同的角色上都扮得很妥

適，及去關心周遭的每一個人，讓角色發揚光大，其實

是我們窮盡一生應該學習的課題。 

        副總統提到，對於雜學校經由多元豐富樣貌的主

題，透過交流、對談與腦力激盪的方式，讓所有的參與

者可以拋開成見與束縛，體驗不一樣的人生樣貌，感到

人生充滿無限豐富多元及美好，他非常欽佩。 

        副總統指出，教育政策的推動，單單靠政府部門的

創新力量是不夠的，在一個多元開放自由的國家裡面，

就應該不斷的創新及加入新的元素。他感謝所有參與的

貴賓與夥伴們對教育的付出和努力，永遠懷抱著熱忱及

希望，給予孩子們新的知識、未來，和不斷創新的可以

走的道路，以及可以穿上的新人生服飾。 

        最後，副總統祝福展出順利圓滿成功，更重要的，

許給臺灣所有從 0 歲到 100 歲的學生，都能在這樣的展

出中學習，讓自己的人生更多元、更豐富，在生活美好

的周遭中，能把愛心發揚出來，去關心更多需要關心的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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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交部專欄(一) 

臺灣、美國、日本、澳洲在「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GCTF）下

共同辦理「印太區域良善能源治理研討會」  

        為強化印太地區國家

在能源方面良善治理的能

力與合作，外交部、經濟

部、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

事處（AIT/T）、日本台灣

交流協會及澳洲辦事處訂

於本（108）年 11 月 20 日至 22 日在臺北共同舉辦

2019 年「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GCTF）－「印

太地區良善能源治理研討會」。外交部政務次長徐

斯儉、經濟部長沈榮津、AIT/T 處長酈英傑（Brent 

Christensen）、日本台灣交流協會代表泉裕泰

（Izumi Hiroyasu）及澳洲辦事處代表高戈銳（Gary 

Cowan）皆出席開幕典禮並致詞。 

        徐政務次長致詞時表示，本次為澳洲首度共同

舉辦 GCTF 活動，甚具意義，我國歡迎更多理念相

近國家在 GCTF 下共同合作。本次主題響應美國印

太戰略，強調在能源領域的「良善治理」（good 

governance），對實現自由、

開放且繁榮的印太地區具有重

要性，期望各國與會人士在這

三天研討會中，發現新觀點、

建立新夥伴關係，以共同解決

當前在能源方面面臨的挑戰。 

        本次活動有來自日本、澳洲、印尼、巴布亞紐

幾內亞、越南等印太地區 13 個國家、共 25 位專責

能源議題的政府官員及專家學者與會，並邀獲美國

能源部主管亞洲及美洲事務副助理部長 Elizabeth 

Urbanas 發表專題演講。 

        GCTF 自 104 年 6 月成立至今，共邀請來自 38

國、超過 430 位代表來臺灣參加相關活動。此次研

討會為第 22 場 GCTF 工作坊，也是 GCTF 第二度

就能源議題舉行國際研討會。各國將透過政策剖析

及實務經驗分享，提升印太地區能源良善治理的能

力並深化彼此合作。  

外交部長吳釗燮應邀在臺灣首次主辦的「第四屆世界婦女庇護安置大會」閉幕典禮上致詞  

        「第四屆世界婦女庇護安置大會」於本(108)

年 11 月 7 日下午在高雄展覽館舉行閉幕典禮，外

交部長吳釗燮應邀致詞，並於同日晚間款宴出席會

議的貴賓，為此次大會劃下圓滿句點。本次大會是

首次由我國 NGO「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基金

會」爭取在臺灣舉辦，並經外交部及衛生福利部等

相關部會大力協助促成。大會順利成功舉行，共有

來自 100 個國家、1,400 位代表來臺與會，就婦女

安置政策與立法、多元平等及經濟賦權等重要議題

進行深入交流。 

        吳部長在閉幕典禮上表示，今年大會的主題是

「安置大團結·牽動全世界」，盼透過共同努力保障

國際間的性別平等。此外吳部長強調，臺灣在性別

平等領域成果舉世有目共睹，包括美國、歐盟等都

與臺灣建立合作架構，定期就婦女賦權、性別主流

化等議題交換意見。臺灣將持續落實性別平等、婦

女賦權的理念，持續與國

際社會各方合作，做出貢

獻。近年來我國在推動性

別平等上的成就可說是

「亞洲第一、全球同

步」，例如我國立法院目

前已有 38%的女性委員，亞

洲排名第一、世界排名第

十。 

        「世界婦女庇護安置大會」是全球規模最大，

以保護及預防婦女受暴為核心價值的國際級大型會

議，今年首度移師亞洲並由我國主辦，是對臺灣多

年來不斷致力婦權保障及國際婦權關懷的肯定。為

向國際社會展現我國推動性別平權、婦女賦權的具

體成果，外交部及相關部會共同協助勵馨基金會辦

理本次活動，並欣見大會圓滿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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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交部專欄(二) 

外交部款宴出席「全球海外青年僑務論壇」僑界青年代表，現場氣氛熱烈  

        外交部於本(108)年 11 月 11

日晚間在外交部設席款宴此次回

臺出席「全球海外青年僑務論

壇」的海外僑界青年，由外交部

政務次長徐斯儉擔任主人，邀請

108 年度外交部國際青年大使參

加，席間互動交流氣氛熱烈。 

        徐政務次長致詞時首先感謝海外僑界朋友對

我政府的長期支持及對外交工作的協助，包括不

遺餘力地支持我國與世界各國在文化、教育、科

技、醫療、環保及人道救援等不同領域的交流，

以及推動臺灣與僑居國間雙邊合作及協助我外館

處理國人海外急難救助等，海外僑胞熱心無私地

付出已為臺灣爭取許多國際友誼及支持。 

        率團出席晚宴的僑務委員會副委員長呂元榮

致詞感謝外交部對於此次論壇的協助，並提及此

次論壇深受我政府各級重視，包含陳建仁副總統

親自接見此次回臺與會的海外僑青、行政院政務

委員唐鳳也與僑青就社會創新發

展趨勢進行面對面座談等。 

        來自澳洲僑務促進委員范

智明代表此次與會僑青發言，感

謝外交部的盛情款待，也期盼未

來返回僑居國後各僑青能與我駐

外館處保持更進ㄧ步聯繫。 

        「全球海外青年僑務論壇」是僑務委員會為

呼應蔡總統積極培育海外青年領導人才及活化僑

團傳承能量的理念而舉辦，此次計有來自 25

國、86 名新一代海外僑界青年回臺參與。該論壇

主要透過專題講座、小組討論及在地產業參訪等

多元議程，協助海外僑青瞭解我國外交及兩岸政

策、僑務工作各面向的需求及願景、以及臺灣社

會當前發展近況，藉此強化海外新生代僑青與我

政府的實質聯繫，增進海外支持中華民國臺灣的

堅定力量。  

外交部歡迎土耳其將我國人電子簽證提昇為多次入境，改善我國人簽證待遇  

        駐臺北土耳其貿易辦

事處於本(108)年 10 月 30 日

通知外交部，土耳其政府

自本年 10 月 26 日起，進一

步改善給予我國人電子簽

證(e-visa)的待遇，由單次入

境提昇為多次入境，凡持

用我國普通護照的國人，

倘符合申請要件，即可免

費獲發效期 6 個月、多次入境、停留期限 1 個

月的土國電子簽證。外交部對於土耳其此項進

一步的簽證便利措施表示歡迎。  

        為深化臺土兩國人民交流往來，我國與土耳

其自 102 年 5 月 15 日起，開始實施互予落地簽

證及電子簽證待遇，接續推動臺土互免簽證費

用，上述措施實施至今成效良好，雙方人民往來

均顯著成長，依據交通部觀光局統計資料，我國

每年約有 9 萬人次赴土耳其，土耳其已成為我國

人旅遊、洽商及中轉歐洲、非洲各國的熱門地

點。  

         外交部將秉持互利互惠原則，在臺土兩國

現有互信基礎上，持續提昇我國人簽證待遇，並

促進雙邊各領域合作交流，強化兩國實質友好關

係。  

交流園地  讀者投書 

歡迎各位讀者給予寶貴回饋及意見 

來函請寄: southafricatlo@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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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僑社動態  

南非臺灣體育文化嘉年華龍舟錦標賽 臺灣原住民隊勇獲嘉績 

        南非 2019 臺灣體育文化嘉

年華龍舟錦標賽活動 10 日在佛

羅里達湖畔舉行開幕典禮，本

活動由南部非洲臺灣同鄉會、

南部非洲臺灣客屬聯誼會、豪

登省龍舟協會、約堡市府等 4

單位主辦，共有南非本地 8 隊、旅斐臺灣僑團 7

隊報名參加，另駐南非代表處亦組隊熱情參與，

大家同場競技，吸引近千人參觀。 

        文化嘉年華會活動由南非龍舟協會主席林青

嶔主持，駐南非代表周唯中致詞表示，為維護中

華傳統文化在南非推廣及傳承，每 2 年均特別舉

辦這個有助身心健康的活動，並能夠促進與在地

人士文化交流，因此此項活動具有相當的文化功

能及運動意義。 

        當日許多南非各地僑界人

士也都不遠千里的前來參與，

大會還邀約了舞獅及南華寺神

鼓隊表演，會場氣氛相當熱

絡，各隊選手也都有備而來的

在湖畔練習小試身手。 

        經過一天的激烈比拚，最終由臺灣原住民隊

獲得金牌，南非傳統華僑隊獲得銀牌，臺灣青年

商會獲得銅牌，其他參

賽隊伍同獲第 4 名也獲

紀念獎牌一枚，在溫馨

氣氛中，旅斐臺僑們共

同渡過一個健康又歡樂

的週日。 

2019 全球青年趨勢論壇--五大洲青年撼動世界、迸出新未來！  

        教育部青年發展署舉辦「2019 全球青年趨勢論壇」訂於 11 月 9 日

至 10 日在台召開，邀請全球五大洲、26 國共 350 名青年共聚交流。 

        今年論壇主軸議題分別聚焦「教育創新」、「地方創生」、「智慧

生活」，透過現場直播 及 Slido 線上對談，以無距離、無國界的形式打

造數位對話，還邀請肯亞智慧環保能源公司 Brightgreen Renewable Energy 

創辦人 Chebet Lesan 等傑出人士與談。 

        歡迎大家進行 Slido 線上交流，詳情請參考網站： 

https:// iyouth.youthhub.tw/2019ypp/tw/index/index.html 

2020 第八屆世界十大傑

出華商婦女華冠獎 

    自即日起至 2020 年

4 月 15 日止受理報名，

主辦單位世界華人工商

婦女企管協會歡迎全球

傑出女企業家參加選

拔，活動資訊請上網: 

http://www.gfcbw.org/
home/page/id/190 

國立台灣大學管理學院企業管理碩士專班(GMBA)109 學年度招生  

        國立台灣大學管理學院企業管理碩士專班(GMBA)為全英語

授課的商管碩士專班，成立於民國 95 年，理論與實務並重，旨

在培養跨國企業經理人及創業家，目前已有超過 50 國約 5 百名

學生修讀。 

        國際生及僑生分開報名，相關訊息請上網參考: 

gmba.ntu.edu.tw/en/applying/date and_deadlines 

或聯繫承辦人(電郵: christychiu@ntu.edu.tw ；電話: 886-2-3366 

4304)。 

http://www.gfcbw.org/home/pag/id/190
http://www.gfcbw.org/home/pag/id/190
mailto:christychiu@ntu.edu.tw
https://www.roc-taiwan.org/uploads/sites/223/2019/11/gmba.ntu_.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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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交 部 誠 摯 歡 迎 世 界 貿 易 組 織 農 業 處 處 長 凱 西 訪 問 臺 灣  

        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農業

處長凱西(Edwini Kessie)應邀於本(108)年 11 月 19 日至

22 日訪問臺灣，外交部表達誠摯歡迎。凱西處長此行將

與我國就農業談判、國際合作、全球經貿情勢等議題交

換意見，持續深化我國與 WTO 的交流與合作。 

        凱西處長於 WTO 任職逾二十年，並曾擔任位於萬

那杜的「太平洋島國論壇」(PIF)首席貿易顧問，經貿專

業深厚且熟稔各項談判議題。凱西處長所職掌的農業部

門負責農業談判及各相關議題，本次來訪將有助我國進

一步掌握 WTO 經貿談判脈動及瞭解未來可能的發展趨

勢。 

        WTO 為我國參與最重要的國際經貿組織之一。我

國身為糧食進口國，相關規則制定不僅影響臺灣的糧食

安全，也將對廣大農民生計有重大影響。凱西處長此行

將與我國主管機關及產官學界人士就 WTO 相關農業與

法律議題深入交換意見，同時將實地走訪我國農業廠

商，並與我國立中興大學師生座談，有效促進國際經貿

及學術交流。  

親頒企業永續獎 副總統：追求國家的永續發展 是臺灣未來積極努力的方向  

        陳建仁副總統於 11 月 28

日出席 2019 第二屆「全球企業

永續論壇(GCSF)」開幕式時表

示，臺灣致力打造一個以創

新、就業、分配為核心價值，

追求永續發展的新經濟模式，

已逐漸獲得國際認同。他期許獲獎企業及個人都能持續

發揮影響力，為我國的經濟成長、環境永續及社會共融

等各方面建立標竿，推動臺灣邁向永續發展，許給人類

更美好的未來。 

        副總統致詞時表示，非常高興再次參加「臺灣永續

能源研究基金會」所舉辦的「全球企業永續論壇」，並

擔任第 2 屆「GCSA 全球企業永續獎」及第 12 屆

「TCSA 臺灣企業永續獎」頒獎典禮的頒獎人。 

        副總統指出，「臺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為鼓勵

企業提升環境、社會及公司治理等議題的資訊揭露並重

視永續發展，自 2008 年起每年舉辦「TCSA 臺灣企業永

續獎」評選活動，並自 2018 年起舉辦「全球企業永續

獎」，表揚致力於推動企業邁向永續發展相關工作的個

人，以及獎勵善盡企業社會責任，並在推動永續發展上

表現卓越之企業，讓國際社會了解臺灣在全球推動永續

發展及企業社會責任的重要地位。 

        副總統提及，他去年曾以頒獎人身分參加「臺灣企

業永續獎」及「全球企業永續獎」頒獎典禮，看到所有

的受獎人所做的種種表現，令他相當感動。今年他再度

受邀，除感到榮幸，也感謝基金會長期在臺灣推動企業

永續發展，鼓勵企業善盡社會責任的付出及努力，並恭

喜本屆獲獎的公司及個人。 

        副總統認為，臺灣自然資源有限，能源仰賴進口，

加上人口密集，環境負荷沈重，對

於永續發展的追求相當迫切。總統

在 2016 年就職演說中強調要「打

造一個以創新、就業、分配為核心

價值，追求永續發展的新經濟模

式」，事實上就是向國際社會宣

示，追求國家的永續發展，將是臺灣未來積極努力的方

向。這 4 年來，政府透過「5 加 2 產業創新計畫」，我

國不論是在綠能、生醫製藥、循環經濟、新農業及工業

4.0 等各方面，都極盡努力來做到永續發展的目標。 

        副總統指出，聯合國於 2015 年正式啟動永續發展

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SDGs)，包含消除貧

窮、飢餓、因應氣候變遷、永續運用資源、兩性平等、

教育及確保永續消費與生產模式等。為追求我國永續發

展與國際接軌，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參考聯合國

的相關規範，於今年 7 月 1 日核定我國的永續發展目

標，將對臺灣推動永續發展工作有極大助益。他要感謝

中央及地方政府、企業與民間的共同努力，以落實我國

永續發展的目標。 

        副總統進一步說明，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鼓勵企業

採取可永續發展的營運模式，並定期揭露永續性資訊。

我國企業在此方面的努力已逐漸獲得成效。舉例而言，

2019 年道瓊永續指數(Dow Jones Sustainability Index, DJSI)

成份股入選名單於今年 9 月揭曉，臺灣入選企業增加至

23 家，其中入選為新興市場指數的企業家數計 22 家，

家數為全球第 1 ；而入選世界指數的企業家數共計 15

家，為全球第 7 名。顯示我國企業對於永續發展的努

力，已提高臺灣在國際社會的能見度，並逐漸獲得國際

的認同，值得讚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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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見台灣女醫師民主連線 總統：一起合作 讓臺灣成為亞洲社會安全網做得最好的國家  

        蔡英文總統 12 日接見「台灣女醫

師民主連線」，除感謝她們的支持，也

說明照顧 0 到 6 歲兒童預算將來要由

600 億擴大到 1,000 億，達到 OECD 國家

中位數水準；盼大家一起合作，讓臺灣

成為亞洲社會安全網做得最好的國家。 

        今天是醫師節，總統致詞時，先向現場女醫師說一聲

「醫師節快樂」。並提到，在年初她發表回應中國「一國

兩制臺灣方案」談話後，各大報紙出現了一則連署聲明。

上面署名「全臺灣各地 830 位女醫師」，就是現場各位女

醫師。對此，她特別表達感謝她們的支持。 

        總統提到，政府現在很努力推動長照、育兒津貼、托

嬰托育補助，並提供小朋友足夠的幼兒園名額。0 到 2 歲

幼兒如果送到托嬰中心或是請保母照顧，政府補助一個月

6,000 元；如果在家裡，由阿公、阿嬤或是父母自己帶，國

家則補助一個月 2,500 元。2 到 6 歲小朋友從幼幼班到小

班、中班、大班，政府都一率補助，公立幼兒園收費一個

月不超過 2,500 元；非營利機構經營不超過 3,500 元；加入

政府準公共化政策的私立幼兒園，收費則不能超過 4,500

元，剩下都是政府出。政府鼓勵年輕父母敢生敢養，國家

和他們一起養。 

        總統進一步指出，政府每年花 600 億照顧 0 到 6 歲小

朋友，將來會擴大規模，4 年後會擴大到

1,000 億。將來小朋友的照顧水準應該是不會

低於其他主要的 OECD 國家。換句話說，臺灣

對小朋友的照顧已經進入到 OECD 國家中位數

的水準。很多幼幼班、幼兒園是不足的，因

此，政府也希望在 2024 年能夠增加 3,000 班。 

        在老人照顧方面，總統提到，從執政開始到現在，已

經到了 400 億的規模，將來還會持續擴充，至少會擴充到

600 億以上的規模，以國家的稅收及預算來支應。照顧老

人、照顧小朋友，不是給津貼就可以解決，要有足夠提供

服務的人。現場女醫師都是提供服務的人，政府要把服務

體系建構起來。 

        總統接著說明，現在以社區為中心來照顧老人，全臺

灣各社區加起來大概 7,000 多個關懷中心，將來都成為日

照中心，並與醫院合作，以提供 24 小時照顧。也希望每個

行政區能有一個平價機構照顧中心，以減輕使用者負擔。 

        總統表示，長照產業慢慢建立後，越來越多婦女參與

長照服務，是一個很好、很重要的婦女就業市場。我們希

望使用者越來越多，把規模做大，所需要的人力就會集中

出現。如果長照及育兒產業做起來的話，臺灣應該是亞洲

社會安全網做得最好的國家，這件事情是需要大家一起來

合作。 

出席醫師節慶祝大會 總統：政府醫界攜手合作，守護國民健康跟幸福  

        蔡英文總統於 11 月 9 日出席「第 72 屆醫師節慶祝大

會暨資深醫師及醫療典範獎頒獎典禮」，肯定全國醫界先

進對國人健康的無私奉獻，並說明政府改善整體醫療環境

的努力，包括今年 9 月住院醫師開始適用《勞基法》、修

正《醫療法》以加重醫療暴力刑事責任，及推動《醫療事

故預防及爭議處理法》立法工作等。期許醫界跟政府繼續

合作，一起為守護國民的健康跟幸福努力。 

        總統致詞時表示，非常開心今天是她連續第 3 年出席

醫師節慶祝大會，也是資深醫師及醫療典範獎的頒獎典

禮。她要預祝所有最用心、最辛苦的醫師，11 月 12 號

「醫師節快樂」。 

        總統感謝所有的醫師長期堅守崗位，守護著臺灣人民

健康。大家在醫療制度的建立、醫療科技的發展，以及醫

療政策的改進方向，一向都是政府最重要的夥伴。 

        總統指出，尤其是醫師公會全聯會，一直以來都扮演

政府和醫界溝通最有效的橋梁，同時也積極和國際醫界保

持聯繫，對於創新技術、學術成就，以及醫療產業發展，

都有很重要的貢獻。 

        總統感謝全聯會每年舉辦醫療典範獎，為醫師帶來肯

定與鼓勵，也讓我們能公開表揚行醫超過 40 年、甚至超

過 70 年的資深醫師。他們將青春無私奉獻給社會大眾，化

小愛為大愛，她對此表達最誠摯的敬意和感謝。 

        總統表示，除了感謝醫師們的貢獻，政府也有責任要

針對整體的醫療環境進行改善。我們努力提升基層醫療服

務能量，導引民眾就醫

習慣的改變，鼓勵醫療

院所分工合作，希望可

以提升醫療服務的效

率，也避免醫療資源的

浪費。 

        總統強調，政府持續改善醫師的勞動條件，今年 9

月，住院醫師開始適用《勞基法》，希望能保障他們工時

與休假的彈性；至於其他醫師的權益，我們更沒有忘記，

將持續推動修法，希望能夠更完善、更全面地保障他們的

工作權益。 

        總統也說，對於日益增加的醫療暴力，我們絕對「零

容忍」，因此我們修正《醫療法》，加重醫療暴力刑事責

任，積極維持第一線醫療人員的基本尊嚴。而改善醫療糾

紛，更是政府刻不容緩的工作。她要再次強調，醫療糾紛

的責任，應該是朝向刑責合理化的方向改善。去年一月，

我們終於修正《醫療法》，明定醫療過失責任的認定歸

屬。 

        總統進一步提及，在此同時，為了緩解醫療訴訟壓

力，我們正在積極推動《醫療事故預防及爭議處理法》的

立法工作，希望能有助於我們推動醫療爭議的改革，也能

改善醫病關係。期待在各項配套措施下，醫師的勞動條件

和執業環境，可以得到真正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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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發表短片「隨風起飛」，看見臺灣落實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本(108)年聯合國氣候變遷大會(COP25)將於 12 月 2 日

在西班牙馬德里舉行，為爭取國際友我聲量，籲請大會正

視臺灣參與的決心，外交部於 11 月 25 日推出文宣短片

「隨風起飛」，透過我國興建第一座離岸風力發電場的劃

時代建設，向國際社會說明臺灣不僅呼應「聯合國氣候變

化綱要公約」（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

mate Change, UNFCCC）的目標，也決心付出實踐，積極參

與國際，為地球減碳貢獻一分心力。影片共配製中、英、

日、西、法、德、越、泰、印尼、俄等 10 語版字幕，同步

上線向國際廣宣。 

        影片道出大自然提供人類發展所需的資源，因為人類

對能源過度的需求，造成對地球環境帶來沉重的負擔。此

外，影片也闡述面對全球氣候受到衝擊的同時，臺灣作為

負責任的地球公民一員，做出留給下一代永續發展的選

擇。片中採用紀錄片的敘事手法，藉由兩名人士深入觀察

對海洋及風力議題，以此視角帶出臺灣勇敢成為亞洲離岸

風電的先驅。片尾以綠能與生活結合的堆疊畫面，呈現人

類環境共榮共存的深刻意象，並向觀眾傳達能源轉型不僅

是世界潮流，也是臺灣致力環境永續的現在進行式，進一

步展現「臺灣可以幫忙對抗全球氣候變遷」(Combating Cli-

mate Change-Taiwan Can Help)的堅定訴求。 

        短片同步上傳在外交部「潮台灣」（Trending Tai-

wan）YouTube 頻道、「潮台灣」臉書粉絲專頁、「外交部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ROC(Taiwan)」臉書專頁及

Instagram 專頁，歡迎點擊瀏覽。 

外交部 108 年第 5 屆「全民潮台灣」短片徵件競賽，國內外創客同場較勁「潮」臺灣  

        外交部本（108）年 11 月 6

日在臺北「信義誠品」舉辦第 5

屆「全民潮台灣」短片徵件競賽

頒獎典禮暨得獎短片播映會，由

外交部國際傳播司長陳銘政主

持，立法委員陳曼麗應邀出席並

頒獎。本年最大獎由曾國安以「媽媽的樣子」一片奪得。

該片藉由生動自然的拍攝手法，刻劃臺灣客家、阿美族及

越南新住民 3 位母親以不同方式表達她們對子女的愛，引

發大家心中恆久且美好的記憶與感動，獲得評審一致青

睞，獨得獎金新臺幣 20 萬元。 

       陳司長於致詞時首先代表外交部感謝參賽者踴躍參

與，並表示外交部自 104 年成立「潮台灣」YouTube 頻道

以來，積極結合民間創意能量，並透過該頻道向國際發

聲，讓世界看見臺灣的軟實力及全臺各角落的人情故事，

期待透過這些作品，對推展臺灣的國際形象注入源源不絕

的活力與動能。陳委員致詞時表示臺灣最美的風景是人，

希望國人及旅居臺灣的外國朋友用影像讓更多人認識臺

灣，並透過這些影像和世界交朋友。 

        本年貳獎有 2 名受獎者，由「種種影像工作室」以描

繪默默為永續農業經營付出的「無人知曉的小農」，以及

蔣煥民記錄原住民歌手阿爆收音採集排灣族古謠的「唱古

謠  找回家的路」共同摘下，各獲頒獎金新臺幣 6 萬元。參

獎 3 名則由「樣相影像/好痛音樂」以拍攝客語歌手邱廉欽

創作同名歌曲的 MV 方式呈現客家風情的「你有較瘦

哦」、黃威勝以記錄建成國小創校百年 15 位灣生返鄉再續

臺日情緣的「返校日」及劉津豪/今後映象以「小金枝歌劇

團」成員現身說法文化紮根與傳承的「歌載一芯」獲得，

各獲頒獎金新臺幣 3 萬元。評審另選出佳作 6 名，各獲頒

獎金新臺幣 2 萬元。會中陳司長並準備

「臺灣造型頸枕」及剛出爐的外交部 2020

年「神采遶台灣」記事案曆分贈得獎者及

其他入圍者。 

        今年的徵件競賽共有 115 件作品參

賽，除國內的創客、大專院校相關系所學

生外，還吸引來自法國、比利時、西班牙、俄羅斯、巴拉

圭、宏都拉斯，以及印度、菲律賓、中國的 YouTuber、旅

行家、攝影家及在臺學華語的學生等同臺競逐，背景多元

的參賽者紛紛用鏡頭記錄下他們所見所感的臺灣魅力及瞬

間的感動。 

        整體參賽作品的題材及技法多元且富新意，在每部約

3 分鐘的短片中，首見動畫美食地圖、客語及原住民創作

歌手跨界參與，還有引領觀眾領略有天使的眼淚之稱的高

山湖泊「嘉明湖」之美、以另類創意發想介紹寶島秘境的

女業務員、堅持手工繡學號逾半世紀的老師傅、北港媽祖

廟後哨角老藝師的兩代傳承，以及全臺最小的麻豆老戲院

再生的故事等等，均令人回味無窮。此外，推介臺灣的廟

宇、民俗、美食、小鎮迷人風采及隱身在巷弄間達人的作

品，更是不在少數。 

        外交部將從得獎作品中擇優加配外文字幕，透過「潮

台灣」頻道向全球播送。該頻道迄已累積 1,000 餘部的短

片，該頻道暨臉書及外交部臉書粉絲專頁等平臺總觀看次

數已逾 8,400 萬次，其中 80%為外國人士。  

        得獎者發表感言時感謝外交部舉辦此一活動，讓許多

好的故事有一個很好的平臺被看見。現場並播放得獎的 12

部作品，觀眾不時報以熱烈掌聲表示肯定。當日頒獎典禮

參賽者、民眾歡聚一堂，媒體朋友亦踴躍出席採訪，全場

200 個座位座無虛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