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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定方向、團結奮進、開創國家新局

總統主持102年國慶典禮

馬
英九總統伉儷 10 月 10 日出席在總統府府前廣場舉行的「中華民國

中樞暨各界慶祝 102 年國慶大會」，總統並以「堅定方向、團結奮

進、開創國家新局」為題發表演說。總統談話全文如下：

馬英九總統以「堅定方向、團結奮進、開創國家新局」為題，對中外貴賓與國民發表國

慶演說。

總統 馬英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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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定方向　團結奮進　開創國家新局

今天，是我們熱愛的中華民國 102 年的國慶，我們在這裡歡慶國家的生

日，當然要感恩前人的努力，但更重要的是，我們要邁開步伐，邁向未來。我

們的未來，要由我們自己來選擇。我們要問我們自己：在民主化的道路上，我

們要選擇理性包容的公民社會，還是猜忌對立的政治內耗？在兩岸關係上，我

們要選擇互利雙贏的兩岸和解，還是要選擇緊張衝突的兩岸對立？在國際經濟

上，我們要做面對自由貿易挑戰的勇者，還是要做躲在保護主義傘下的弱者？

這些都是國家發展的關鍵問題，也是全民必須面對的關鍵選擇。

國家戰略：脫胎換骨　找到出路　走出活路

面對這些問題與選擇，身為總統，英九必須提出一個前瞻務實的國家戰

略。這個戰略，對內，要能讓我們的經濟、政治、社會脫胎換骨；對外，要能

讓台灣在激烈的全球經濟競爭中，找到出路；在複雜的國際政治環境中，走出

活路。簡單的說，這個國家戰略，就是要讓我們的國家脫胎換骨、找到出路、

走出活路。

和平常態化　交流制度化

過去，台灣曾經選擇對抗與鎖國，讓台灣海峽和朝鮮半島成為東亞的兩座

火藥庫。現在，我們的戰略一方面是堅持自由、民主的價值，一方面是與大陸

推動和解與合作。經過這 5 年的努力，今天的台灣海峽已經成為亞洲最和平的

海峽、最繁榮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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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鄉親：兩岸人民同屬中華民族，兩岸關係不是國際關係。5 年多來，

兩岸在「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識」基礎上簽署了 19 項協議，實現了海空運直

航、陸客來台、司法互助、經濟合作等交流，其中包括 3 年前簽的 「兩岸經濟

合作架構協議」（ECFA）與今年 6 月簽訂的「兩岸服務貿易協議」。4 天前，蕭

前副總統萬長先生以我國領袖代表的身分與大陸領導人習近平先生在印尼亞太

經濟合作（APEC）會談，陸委會王郁琦主委也與大陸國台辦的張志軍主任會

面，並且互稱官銜。這都是兩岸在「正視現實，互不否認，共創雙贏」的基礎

上所開創出來的成果。當前兩岸應該不斷地透過溝通協商來增加彼此的政治互

信；不斷地擴大深化兩岸交流互動來增進人民福祉；同時推動互設兩岸兩會辦

事機構來強化為民服務，共同為兩岸合作、振興中華再創新的高峰。

國民全球通行　國防精實改革

各位鄉親：我們的和平戰略在國際社會不僅得到普遍的肯定，也為台灣爭

取到實際的利益與尊嚴。中華民國與邦交國邦誼穩固，與美國、日本、東協、

紐澳、歐盟及其他無邦交國的關係也不斷提升。另方面，我國獲得免簽證或落

地簽待遇的國家（地區），最近又增加了 1 個，達到 134 個。這代表我國人民常

去訪問的國家或地區中，98％都不用辦簽證了。

今年，可說是「活路外交」的豐收年，從 2 月到 10 月，幾乎每一個月都

有具體的成果。今年 2 月，我們和美國簽訂「特權、免稅暨豁免協定」，給雙方

互派人員更多保障；今年 3 月，我們和美國重啟延宕 6 年的「貿易暨投資架構

協定」（TIFA）之下的談判，也獲得進展；今年 4 月，我國和日本簽訂「台日漁

業協定」，解決了困擾兩國 40 多年的漁業糾紛，達成「主權不讓步，漁權大進

步」的目標；今年 5 月，我國第五度參加「世界衛生大會」（WHA），大幅增加

我國雙邊會談的次數與國際能見度；今年 7 月，我國也和紐西蘭簽訂「台紐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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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合作協定」，這是我國與無邦交國簽訂的第一個自由貿易協定，意義重大；今

年 8 月，我們解決了與菲律賓就廣大興 28 號漁船的爭執，為我國漁民爭取到正

義與權益；今年 9 月，我國以特邀貴賓的身分，參加了睽違 42 年的國際民航組

織（ICAO）大會； 而就在這個月，我們派遣蕭前副總統萬長先生出席亞太經濟

合作（APEC）的領袖會議，與美國、中國大陸、日本等多位亞太經濟體領袖或

領袖代表舉行雙邊會 談，進一步創造參與「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等區域

經濟整合的機會。所以，中華民國現在不只是國際社會的和平締造者，更是國

際合作的推動者。

各位鄉親，和平戰略不能沒有風險意識，有了和平的環境，我們更能全心

推動國防改革。堅實的國防是支撐「防衛固守，有效嚇阻」戰略的基礎。60 多

年來，國軍為台灣安全所做的犧牲與貢獻，值得我們肯定與尊敬。這幾年來我

們持續購買防禦性武器；開始實施募兵制；並強化我們的科技戰力，讓台灣的

安全更有保障。

今年 7 月陸軍士官洪仲丘的事件不幸發生後，我們立即修法將軍事審判移

轉普通法院，並進行全面的軍政改革，我們既要保障軍人人權，也要維護軍中

紀律，同 時還要提升國軍戰力。英九承諾，我們不僅要讓我們的子弟安心服

役，學習專業技能，更要重振軍人士氣，恢復軍人榮譽感，讓國軍受人民尊敬。

台灣經濟新定位：自由經濟島　關鍵價值鏈

各位鄉親，台灣經濟正面臨全球化與區域整合的雙重挑戰，我們必須重

新定位，一方面要讓台灣能夠成為國際經濟體系中關鍵元件和精密設備的提供

者，同時開創服務業創新模式，另一方面要積極參與全球競爭，吸引全球投

資，來拓展我們商品和服務輸出的市場，讓台灣真正成為「自由經濟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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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正在整合產學資源，積極開發 10 項工業基礎技術，讓它們能夠在國

內生根，成為產業未來創新升級的基礎。我們要更積極協助許多廠商轉型為

「中堅企業」，不僅發展出關鍵技術，也逐步建立在國際供應鏈的「隱形冠軍」。

台灣要成為「自由經濟島」，一方面要全面融入區域經濟整合，另一方面要

快速推動「自由經濟示範區」。現在我們面臨的，不是「要不要」的問題，而是

「我們已經落後其他國家很遠」的問題。根據 2012 年的統計，每 100 美元貿易

額中，可以獲得的「自由貿易協定」（FTA）免稅或優惠的金額，新加坡高達 63

美元，韓國也有 34 美元，我們原本只有 0.14 美元，在「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

議」（ECFA）生效 3 年後，才增加到 4 美元，但仍然遠遠落後新加坡與韓國。

各位鄉親，我們還能不急起直追嗎？

今年 6 月我們與大陸簽署的「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可以提升我方服務業

的動能，創造參與區域經濟整合的條件，還可以為國人增加工作機會。舉例來

說，嘉義電子商務業者「東京著衣」，七年級的品牌總監周品均小姐告訴我，她

大力支持兩岸「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因為政府為電子商務業者爭取到全世界前

所未有的優惠待遇，可以讓更多像她一樣的網拍高手，在大陸設立官方網站，

進一步以自有品牌行銷全世界。

再舉一個例子，台北市線上遊戲業者「樂陞科技」董事長許金龍先生也跟

我說，台灣遊戲內容輸入大陸，過去審查批准時間需要 6 個月以上，甚至遙遙

無期，但「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大幅縮短審批時間為 2 個月，這對大陸市場躍

躍欲試的台灣遊戲業者，有如打了一劑強心針。

又比方，大家都熟悉的飲食業者「85 度 C」，9 年前從永和一家街角小咖啡

店開始，在台灣茁壯後，又進一步到香港、大陸及美國、澳洲等地發展。到今

年 8 月底，全球已經有 744 家門市，其中台灣 340 家，大陸高達 395 家，美、

澳等地區也有 9 家分店。董事長吳政學先生告訴我，為了供應全球展店的龐大

人力需求，他準備在台灣設「85 學院」，培訓 8,000 名台灣幹部，以回饋故鄉。

72013 / 10
Taiwan Economic Forum

7



各位鄉親：身為總統，我一定要幫年輕人圓夢！這些勇敢的年輕人跟我一

樣，看到了台灣無窮的機會，台灣有很多像這樣的服務業創業者，他們早就準

備好了，就讓他們展翅高飛，盡情地去實現夢想吧！

此外，「自由經濟示範區」目前已進入行動階段。行政院完成了 12 項行政

法規鬆綁，大幅簡化委外加工的關務審驗機制，使示範區內智慧物流的新營運

模式逐漸成形。最近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已經掛牌啟動，我們又多了一個

競爭對手，所以我們開放的速度還要加快。行政院現正積極檢討在示範區中納

入其他產業活動，包括金融業的財富與資產管理，這是正確的方向；不論境內

或跨境的金融與經濟活動，我們都應讓自由化的範圍更加擴大，使台灣加速邁

向「自由經濟島」。我們希望這些自由化的措施，連同其他的產業推動方案，在

這兩年內能為我們帶來新台幣 3,000 億元的投資，45,000 個就業機會。

英九要特別強調，只有開放，台灣的年輕人才有大舞台、大希望。現在是

全球競爭的時代，勞動力的運用要比以往更國際化、更彈性化，我們要比以往

更重視對青年的投資。政府正在加強規劃「促進青年就業方案」，提升青年就業

能力，協助青年實現創業及就業的理想。實際上，近年來我國青年的創意在國

際發明與設計等競賽中屢獲佳績，可以看出我國在創意教育與產學合作方面都

已經看到成績。各位鄉親：大開放、大身手、大舞台、大希望，這就是我們對

青年的大承諾。

各位鄉親：我們希望將來的台灣，是具有三高特質的自由經濟島：人民的

生產力高，產品的附加價值高，更重要的，人民的所得與福利也要跟著提高。

這樣的台灣，是全球企業選擇投資的第一志願；對我們民眾來說，則是幸福的

家園。如果我們沒有開放的胸襟和勇氣，我們就得不到這樣的幸福。

有人擔心開放會帶來衝擊，但經濟的競爭力一向是台灣的強項，企業的彈

性與韌性，以及我們在各種世界機構的評比中成績的進步，證明了我們的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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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質非常強韌，政府也對因應衝擊有萬全的準備。各位鄉親，我們沒有必要妄

自菲薄，畏懼競爭，只會讓經濟萎縮；勇於競爭，才能創造經濟繁榮，這是台

灣經濟結構轉型的唯一出路。

迎接公民社會　擴大關懷弱勢 

各位鄉親：我們不僅經濟要面向全球，我們的文明也要向世界看齊。台灣

社會的文明，在英九心中有兩大指標，一是公民社會，二是弱勢關懷。

身為總統的責任，是要在民主化的道路上，持續深化民主的信念與文化，

以建立公民社會。過去，我們在學習中建立民主；現在，我們要在民主中實踐

公民社 會。具體來說，一個成熟的公民社會，它所展現的面貌就是「優質民

主」，也就是在憲政主義的原則下，人權獲得保障，法治得到貫徹，司法獨立而

公正，公民社會得以蓬勃發展。在這個理念下，我身為總統的首要任務，就是

遵守憲法，落實憲政。 

各位鄉親，英九對台灣社會充滿信心，我們追求的公民社會有多元包容

的價值、理性問政的文化、友善關懷的公民、以及積極回應的政府。公民與政

府，可以透過對話，共同推動社會的進步，實踐社會的改革，也可以促進政黨

之間理性的競爭。這或許是一段迂迴痛苦的學習過程，但它的果實將是幸福台

灣的滋味。

任何人來到台灣，都會發現處處有志工，人人有愛心，這是台灣最動人的

風景！社會有愛，政府也有心，我們修正了《社會救助法》，把將近 66 萬經濟

弱勢民眾納入照顧範圍。100 學年度起全面實施 5 歲幼兒免學費，對有需要的

家庭發放育兒津貼、提供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至今已有數十萬人受惠。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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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政府開 辦了國民年金保險和勞保年金制度，讓 375 萬沒有參加社會保險

的民眾和 962 萬勞工都享有年金保障。

在台灣，我們關懷社會弱勢，從不吝於伸手扶持，我們正在營造一個充

滿活力而且關懷弱勢的公民社會，這才是我們在華人世界的標竿，在全世界

的驕傲。

與子孫有約

各位鄉親，現在正是我們團結奮進的時刻。我們的目標明確而堅定，就是

要留給子孫一個開放繁榮的經濟環境、一個理性關懷的公民社會、一個和平發

展的兩岸關係，以及一個友善合作的國際空間。這就是我們的出路與活路，這

就是我們國家的國家戰略。

各位鄉親，我們不怕路遠，只怕沒有方向；我們不怕困難，只怕意志不

堅。只要我們堅定方向，勇敢邁出步伐，希望，就在眼前。

現在，讓我們一起高呼：

自由民主萬歲！

中華民國萬歲！

台灣加油！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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