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コロナ後へ　日台連携強化を

臺日在後新冠肺炎時代應強化合作

一年前的6月4日，日本航空的飛機從下著雨的成田機場起飛。當這班飛機

平安抵達臺灣時，我好不容易鬆了口氣，同時也對日本的溫暖友情而深受感動。

這班飛機載運了日本率先各國所提供的124萬劑新冠病毒肺炎疫苗。臺灣

於去年5月時社區感染急速增多，社會壟罩著嚴重的不安。

日本所送抵的「友情疫苗」對臺灣而言真正是「及時雨」。日本捐贈6次

總共420萬劑疫苗，因為有這些疫苗，救助了許多臺灣人的生命，正是所謂

「患難見真情」，在此要再度向日本各界表達感謝之意。

這兩年多來，全世界面對新型冠狀病毒此一未知病毒所引發的疫情，與世

界衛生組織（WHO）共同持續摸索因應之道。但臺灣今年仍未能獲邀參加世界衛

生年會，無法出席。臺灣在依然無法依賴WHO的狀況下，只能與日本及歐美各

國緊密合作，同時獨自採取疫情對策。

WHO是為促進全世界所有人類健康的國際機關，但因受到反對臺灣參加的中

國意向影響，WHO並不同意臺灣參加，除顯然不中立外，也在全球的防疫合作

上創造出地理上的空白。臺灣若是能參加WHO，在醫療、公共衛生等議題上，

得將臺灣的新冠肺炎對策等經驗與世界各國分享，有助於國際合作的更順利進

行。

中國政府經常主張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不僅妨害臺灣加入國

際組織，更以武力威嚇，逼迫臺灣接受統一。但臺灣經過民主化、進行修憲，

是人民得直接投票選舉總統的民主體制，絕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

俄羅斯對烏克蘭發動侵略，試圖以武力片面地變更國際秩序，對世界的民

主社會形成威脅。臺灣捐贈烏克蘭醫療物資等，展現出與專制主義對峙的民主

陣營最前線之連帶感。

去年底開始在全世界流行的Omicron變種病毒雖然感染力強，臺灣也因此

社區感染擴大，但確診者多為輕症或是無症狀，因此臺灣於今年4月也轉換方

針，將照護中重症患者列為重點，推動以「正常生活、積極防疫、穩健開放」

為「目標的新臺灣模式」。今後將視感染狀況恢復商務及觀光的往來。

臺灣與日本是共享自由、民主、人權等普世價值的信賴夥伴，日本參議院

於去年6月全院一致通過支持臺灣參加世界衛生年會的決議案，日本各地共47

個都道府縣中，共有41個議會也通過相同的決議。臺灣除對日本各界的支持表

達誠摯感謝外，也盼今後與日本攜手在防疫、醫療上深化合作，並為後新冠肺

炎時代的復甦，雙方也能強化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