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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美國在自由開放印太地區的恆久夥伴 

 

洛杉磯世界事務協會 

2019 年 3月 11日 

 

洛杉磯世界事務協會會員、各位貴賓以及加州的鄉親：「呷

飽沒？」這句話在臺語意思是「吃飽了沒有？」，也是我們

臺灣人傳統的問候語。 

 

非常高興回到洛杉磯，過去我與家人曾開車，沿著令人驚豔

的加州海岸公路飽覽風光，大啖 In-N-Out餐廳漢堡，日子好

不愜意！自從擔任外交部長，這些對我來說都變成奢侈的享

受。 

 

感謝貴會今日的邀請，半個多世紀以來，貴會一直致力於推

動全球事務的對話工作。對於你們的宗旨：「對話很重要」，

我深有同感。我也認為只要我們能坐下來彼此對話，就能促

進友誼及合作。因此，我今天很榮幸利用這個機會，與各位

分享有關民主臺灣 2,300萬人民的故事，還有我們 40 年來與

美國堅若磐石的夥伴關係，以及臺灣在印太以及其他地區扮

演良善力量的角色。 

 

身處在民主及自由前線的國家 

我今天在此，回想到雷根總統 1988 年在貴會的演講。當時

他呼籲全球共同捍衛民主及自由，其中提及臺灣追求自由，

因而享受經濟奇蹟的成功果實。雷根總統當時的話語，今時

今日仍然成立，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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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人民歷經 38年戒嚴時期，從未放棄對自由民主的追求。

經由許多人對公民自由民主的努力與犧牲，臺灣終於走出黑

暗，綻放民主之花。我們已成為華人世界少數的民主國家。

誠如美國副總統彭斯去（2018）年 10 月提及：「臺灣對民主

的擁抱，為全世界華人展示了一條更好的道路」。臺灣誓言

捍衛及強化這個民主堡壘，並確保它屹立不搖。 

 

近來臺灣在國際上各項自由及民主評比名列前茅，自由之家、

人權觀察及無國界記者等國際組織皆對我予以肯定，均足令

臺灣人民自豪。我們的公民社會非常活躍，有能力為當前迫

切的全球議題做出貢獻。臺灣經濟活動自由開放；在「傳統

基金會」2019年經濟自由度報告中，我國排名在 180 個國家

中挺進全球第 10 名。如果其他國家想要視臺灣為楷模，我

們當仁不讓。 

 

但是我們深知不能將這些成就視為理所當然。近年威權政權

與非自由民粹主義的崛起，在全球自由上籠罩了一片烏雲，

我們身處在動盪不安的時代。美國《國家安全戰略》指出：

「修正主義強權使用科技、宣傳和脅迫手段，企圖形塑出一

個與美國利益與價值對立的世界。」這一波波警訊提醒我們

捍衛臺灣的重要性，因為臺灣就處在對抗威權主義大軍的前

線。 

 

臺灣的確處在捍衛意識形態戰爭的第一線。意識形態戰爭正

在澳洲、日本、美國、歐洲及全世界理念相近社會上演。我

們每天都感受到中國不斷加強的宣傳力道，企圖顛覆臺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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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他們利用軍事恫嚇、經濟威脅利誘、外交攻擊、假訊息

和政治顛覆，企圖傷害臺灣民選政府甚至干預選舉。 

 

今年年初，中國領導人習近帄在1月2日針對臺灣發表演說，

鼓吹用「一國兩制」謀求統一。該模式被全世界認為正是腐

蝕香港公民自由、政治權利和法治的罪魁禍首。雖然中國承

諾要贏得臺灣人的「民心」，但習近帄也明白表示「不承諾

放棄使用武力，保留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選項。」 

 

這些強硬發言伴隨最近一連串的國際法律戰，企圖改變臺灣

的地位，使之成為「中國的一省」。另外，中國近來也在臺

灣周邊海域進行軍事演習，繼續影響臺海穩定，對區域造成

威脅。這些行動不只在測試臺灣人民的決心，亦攸關其他對

此區域安定休戚與共的理念相近夥伴。 

 

當中國領導人不再隱藏企圖時，我們不禁要問，倘若臺灣淪

陷，下一個是誰？對我而言，臺灣絕對不能坐視這種情況發

生。我們致力於捍衛臺灣，避免遭到中國擴張主義的毒害。

我們也知道自己的責任還擴及海外。我們需要對全世界展現

韌性，讓大家知道民主是人類更好的選項。各位朋友：現在

的民主臺灣就像聖經中的大衛王，與威權主義的中國哥利亞

對抗。民主終將獲勝，臺灣終將獲勝！ 

 

有史以來最佳的臺美夥伴關係 

中國的威脅日盛，臺美關係則愈發強健。今年我們將紀念「臺

灣關係法」立法 40 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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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關係法」在 1979年 4 月 10 日立法生效，用來保護臺

美斷交後重要的安全和經貿利益。該法在塑造美國亞洲戰略

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提供可靠的安全保護傘，使臺灣

得以成長茁壯，成為全世界領先的自由市場民主國家。「臺

灣關係法」是臺美深厚、強健及全面夥伴關係的指導原則和

基石。 

 

當我們同慶 40 年來的亙久友誼時，更要讓這份以共同價值

為基礎、蓬勃發展的雙邊強健關係再上一層。蔡總統於 2016

年 5 月就職後，臺美夥伴關係更加穩固。國會山莊對我展現

熱烈的跨黨派支持，參眾兩院紛紛通過諸多友臺法案、條文

與聲明。在安全合作領域上亦有顯著進展，美方公布多項對

臺軍售。此外，美國亦對臺灣參與國際活動展現空前的支持。

政治交流方面，中央與地方官員訪臺人數創新高，其中包括

來自加州的助理國務卿瑪麗‧羅伊斯，前來出席美國在臺協

會新辦公大樓的落成典禮。這棟雄偉先進的建築，也是臺美

友誼堅如磐石的明證。 

  

 為慶祝臺美 40年來的深厚情誼，外交部以「臺美恆久夥

伴」為主題，與美方合作舉辦為期一年的紀念活動。我們已

準備好舉辦一系列展現臺美文化、教育、歷史情誼，並且凸

顯雙方關切議題與共同價值的活動，來彰顯雙邊的密切關係。

舉例來說，我很高興向各位報告，就在我發表演講的時候，

臺灣正舉行宗教自由區域論壇，這是繼去年在華府舉辦的全

球部長級宗教自由會議後，首度登場的區域層級對話。 

  

 在座有些人也許注意到，包括國務卿龐培歐在內，有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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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美國官員現在都稱臺灣為「可靠的夥伴、民主的成功故事、

世界上的良善力量」。本人目前尚未聽過其他任何國家受到

美國政府如此盛譽，我們感到非常自豪。 

 

臺灣在「自由開放的印太區域」扮演角色 

 

 川普政府推展其對亞洲政策的同時，臺灣亦邁開步伐，

與最關鍵的夥伴齊步前進，在追求自由開放的印太區域，臺

灣是理念相近國家的最佳盟友。 

 

 臺美間不可或缺的夥伴關係，為整體印太區域與全球所

有理念相近國家立下最佳合作典範。即使中國對臺壓力與日

俱增，排擠臺灣參與國際論壇、迫使邦交國與我斷交、孤立

臺灣於區域貿易體系之外，臺灣卻從未停止在國際上貢獻所

能，也未曾放棄在捍衛國際自由秩序與普世價值上克盡一己

之力。 

  

 誠如蔡總統於去（2018）年國慶演說中所說，捍衛臺灣

的最佳方案，就是要讓臺灣在世界上變得不可或缺，也不可

取代。也就是說，臺灣必須準備好面向世界，成為有能力的

夥伴，竭盡所能實現夢想。這就是臺灣對所謂「以價值為基

礎的外交」的承諾。我們要全心張開雙臂，擁抱每一位理念

相近的夥伴，攜手建立和帄繁榮的共同未來，為世世代代打

造自由開放的印太區域。 

 

 容我直言不諱：我們的「暖實力」遠勝威權的「銳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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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蔡總統提倡的「新南向政策」，臺灣積極與區域內鄰

近國家連結。該政策的精髓就是強化區域內的民主體制、集

體安全、商業關係與人與人間的連結。 

 

    我們也致力協助印太區域國家的發展，而我們的作法不

會讓這些國家陷入債務，也不會用廉價進口商品淹沒他們的

市場。我們提出了「政府開發援助」（ODA），來支持區域內

國家的基礎設施與發展計畫。我們深信利用臺灣在交通、物

流及營建的專業，能夠在區域未來發展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在幫助其他國家發展方面，我們也逐漸和美國與日本深化夥

伴關係。除此之外，在太帄洋上，我們的農業與醫療技術團

正日復一日努力提升這些面積不大的島國的人民的生活水

帄。這些國家或許易被國際社會忽略，但是我們對他們的支

持堅定不移。 

 

在「以價值為基礎外交」方面，臺灣政府與公民社會積極在

印太區域乃至全世界分享臺灣的軟實力。透過「全球合作暨

訓練架構」（GCTF），臺美共同對婦女賦權、媒體識讀、公

共衛生、數位經濟、環境保護、人道援助與災害防救作出貢

獻。除此之外，我們透過參與「全球反制伊斯蘭國聯盟」，

支持飽受戰爭摧殘的敘利亞掃除地雷工作，也為流離失所的

委內瑞拉人民提供人道援助，並且在非洲協助對抗伊波拉疫

情的蔓延。我們不斷努力成為世界上強大的良善力量。 

 

結語 

    最後，我要再次強調，在捍衛民主、自由，以及以法治

為基礎的世界秩序上，臺灣身處前線。我們努力強化臺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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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保障新聞與言論自由，致力成為一座希望的燈塔，照

亮世界上其他嚮往呼吸自由與民主空氣的人們。在這歷史性

的關鍵時刻，當強國之間的競爭持續加劇，當意識形態之戰

籠罩時，臺灣已做出了選擇：我們選擇跟自由與民主的力量

站在一起。團結一心，其利斷金。讓我們一同奮起，一同成

為世界上的良善力量。 

 

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