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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導言

中共在國際社會對我國長期的無理打壓與民進黨政府最近八年的「烽火外交」，

使台灣在國際社會處於前所未有的孤立困境。國民黨主張採取尊嚴、務實、靈活的

「活路外交」，為中華民國在國際間找到一條新的出路。 

貳、民進黨製造外交新困境

中共打壓台灣外交，幾十年沒有改變，這是「舊」困境，但過去八年，在民進黨

執政下，卻為台灣製造「新」困境。台灣在國際的朋友越來越少，獲得的同情也越

來越少，越來越邊緣化，原因是：

• 外交外行：民進黨不尊重外交專業，不信任有多年歷練的職業外交官，

只以意識型態決定外交政策，以民粹作風操弄對外關係。

• 專搞衝撞：民進黨政府急躁、冒進、衝撞的外交政策，把各國對我國原有

的信任與善意消耗殆盡。

• 政策多變：民進黨政府的外交政策完全為內政或選舉服務，刷爆台灣的

國際信用，在所不惜。

• 死守教條：民進黨政府追求「法理台獨」，結果不但沒有改善台灣的國際

地位，反而讓台灣形象從「民主模範」與「經濟奇蹟」倒退成「麻煩製造者」。

參、活路外交原則

馬蕭如果執政，我們要以下列原則走出外交的活路：

• 維護主權：我們要努力提升與無邦交國關係，設法建立正式外交關係，

並於國際場合捍衛中華民國國旗、國號與國歌等代表主權的標幟。



• 經濟實力：在全球化時代，外交與經濟密不可分，經濟活動可以幫助拓

展外交，外交可以維護經濟利益，我們必須善用經濟實力，拓展外交。

• 彈性務實：參加國際組織，只要符合台灣的利益，名稱可以保持彈性。換

言之，以「中華民國」名義或「台灣」名義或其他利於加入的名稱，我們都

不排除。

• 平等尊嚴：不管我們用什麼名稱參與國際活動，都要遵循平等互惠原則，

堅持台灣尊嚴。

肆、活路模式

我們認為必須用創新思維，以開展新的對外關係。馬蕭如果執政，將終結虛耗的

「烽火外交」，並在兼顧尊嚴前提下，從共同利益出發，以「九二共識」為基 礎，

在互不否認的情況下，與對岸展開務實協商，尋求彼此可以雙贏的平衡點，也

就是「活路模式」。將來不管在雙邊關係或國際組織的參與，兩岸都不必衝撞，互 

相消耗資源，反而可以各盡所能，齊頭並進，共同貢獻國際社會。我們相信這是

「三贏」的作法，不僅兩岸得利，國際社會也均樂見。 

伍、拓展對外雙邊關係

一、以互惠互助，加強與邦交國關係

我們的邦交國多屬發展中國家，應該多替這些國家著想，提供適切援助，以建

立互惠互助的關係。在「活路模式」的範圍內，只要不損及中華民國利益，也不反

對邦交國發展與其他國家或地區間的關係。 

二、重建台美互信，鞏固雙邊關係

美國一直是中華民國最重要的盟友，布希更是歷來對台灣最友善的總統。民進黨

執政後，台北與華盛頓互信嚴重衰退。馬蕭如果執政，首先將修補雙方互信。 一

方面促請美方繼續落實「台灣關係法」及「六項保證」；另一方面，我們身為「負責

任的利害關係者」(responsible stakeholder)，也有決心承擔自身防務，購買必要的

防衛性武器。

我們將開放兩岸海空直航，讓台灣成為美商及其他國際企業進入大陸的跳板。我

們將在非關稅保護、智慧財產權、農業、藥物、政府採購與投資等議題上與美 國加



強溝通。我們希望和美國簽訂《自由貿易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 FTA) 或《綜

合經濟合作協定》(Comprehensive Economic Cooperation Agreement, CECA)。 

三、支持美日安保，改善台日關係

台灣與日本有長期友好密切的關係。如今日本是經濟發達、政治民主、社會進步的

國家。過去二十年台灣與日本的政經環境都發生巨大變化，新世代的政壇人物紛

紛出現。兩國有必要透過廣泛而有深度的交流合作，並培養連結雙方各界之人才，

方能有助於重新認識對方，增進雙邊關係。

我們支持「美日安保」做為維護東亞安全的重要機制；台灣應該與日本建構企業

的策略聯盟，共同開發中國大陸的市場；我們希望與日本早日協商簽署《自由貿

易協定》；至於台日間的各種爭議問題，在維護主權的原則下，我們將採取客觀、

理性、實事求是的立場，與日本展開協商。 

四、敦親睦鄰，拓展亞太關係

身為亞太地區的成員，我們願意積極參與地區的經濟整合。我們肯定並重視東南

亞國協迄今的成就，希望將來能分別簽訂《自由貿易協定》，最後達成「東協 10

＋3＋1」的目標。我們樂見韓半島的和平以及台韓關係的穩定開展。我們也歡迎澳

洲、紐西蘭、俄國、印度及加拿大等國迎向亞洲的轉變，並樂於增進雙方多 層面

的合作關係。 

五、重視歐盟成就，深化對歐關係

我們要積極強化我們與歐洲國家的雙邊關係，並加強與歐盟及歐洲議會的交往；

爭取歐盟委員會及歐洲議會通過友我措施；我們要提供歐洲企業在台投資更多 

的便利措施，同時鼓勵及協助更多台商在歐洲投資經商；提供獎助學金，鼓勵

台灣青年赴歐進修及歐洲青年來台留學；並設立「歐洲資訊中心」，加強與歐洲

國家駐 台機構及人員的接觸。 

陸、爭取加入國際組織

一、推動重返聯合國

中華民國是聯合國的創始會員國，1971 年失去代表權後，中華民國持續在國際

社會奮鬥，1993年國民黨執政期間開始推動「重返聯合國」，最近推動「返聯公



投」，只是國民黨長期努力的一部份。我們知道重返聯合國非一蹴可及，但不懈

努力，是成功的必要條件。 

二、鎖定三大國際組織

隨著全球化發展，台灣絕對不能被邊緣化。2008馬蕭如果得到全民付託，將以重

返「世界銀行」(International Bank of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IBRD)、「國際貨

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與「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為首要目標；另並積極尋求參與其他與台灣經濟發展有關的

聯合國專門機構與功能性國際組織。初期我們先爭取成為觀察員，進而成為正式

會員，參加的名 稱在不違背尊嚴的前提下，可以維持彈性。 

柒、善用台灣軟實力

台灣的地理位置、人文素養、民主制度、自由經濟、開放社會、熱情好客的性格、眾

多活躍的民間組織(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NGO)，以及遍佈全球的愛鄉

僑民都是我們軟實力的重要資源。馬蕭執政後必將善用這些資源，為「活路外交」

注入大量活水。我們也要發揮「人溺己溺」精神， 對有急難的國家與人民提供必

要的人道援助。 

捌、結語

我們認為，台灣必須以「尊嚴」、「務實」、「靈活」做為對外關係的基本原則，善盡

「國際公民」的責任。我們希望讓國際社會都能瞭解台灣在經濟發展與自由民主方

面的成就，進而讓台灣有機會與所有理念相容、利益相合之國家，共同為締造和

平、繁榮的國際環境而奮鬥。

2008馬蕭如果執政，我們保證終結「烽火外交」，改以「活路外交」為台灣找一條

新的出路，深信必能開創兩岸及國際「三贏」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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