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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主委率團赴中東歐三國
打造強韌國際民主供應鏈

本會龔主任委員明鑫偕同科技部吳政忠部長、經濟部陳正祺次長、財政部阮清華

次長，以及國內跨部會政府官員、研究機構、公協會及產業代表所組成的 66 人訪問

團，於 2021 年 10 月 20 日搭乘專機前往中東歐，先後在斯洛伐克、捷克及立陶宛進

行 9 天的訪問，並於 10 月 30 日返國。本次中東歐訪團藉由實地訪問考察及相關交流

洽談，進一步結合臺灣與中東歐國家的經貿產業優勢，攜手探索後疫情時代的龐大商

機與合作機會，共同打造臺灣與中東歐國家互惠連結、堅韌強健的民主供應鏈。

本次訪團由國發會、外交部、經濟部、科技部及財政部共同參與規劃，團員除

相關部會官員外，尚涵蓋研究機構、公協會，以及資通訊、精密機械、智慧城市、金

融與新創科技、雷射產業、生物科技、智慧醫療、太陽能及觀光產業等領域之產業代

表，充分顯現公私部門協力深化中東歐經貿合作的強烈企圖心。訪問期間訪團成員與

三國相關部門及產業代表、廠商等，就經貿投資商機、產業媒合與對接、供應鏈合作

等議題進行深度交流與對談，有助開拓中東歐龐大商機，並強化我國廠商的全球經貿

布局。

在 COVID-19 疫

情期間，臺灣與斯洛伐

克、捷克及立陶宛互相

幫助，互贈口罩及疫苗

等防疫物資，體現民主

夥伴間休戚與共的友好

情誼，蔡英文總統稱之

為「良善的循環」，本

次訪團則有將此「良善

的循環」延伸至經貿層

國發會綜合規劃處

首站抵達斯洛伐克，即舉辦歡迎訪團開幕式，為本次出訪工作揭開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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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重要意涵。值此全國供應鏈重組之際，由於臺商在斯洛伐克及捷克的長期深耕，

加以我國甫於 2021 年 11 月 18 日設立駐立陶宛臺灣代表處，立陶宛也即將在我國設

處，臺立雙方等經貿合作前景可期。對我國而言，深化與中東歐三國的經貿關係實具

有重大的經貿戰略意義，透過這些國家作為經貿布局槓桿，臺灣與歐洲的經貿關係必

將加速發展，大幅提升臺灣的全球能見度與競爭力。 

斯洛伐克

此行首站為斯洛伐克，訪團與斯方在技術與供應鏈合作、科研合作、貿易及投資

等面向進一步強化雙方關係，並簽署 7 項 MOU，包含電動車、太空發展、智慧城市、

中小企業數位化、觀光合作、科學園區合作。我國電電公會與斯方將進一步媒合產業

需求，強化供應鏈合作關係；我方太空產業發展協會與斯國太空公司合作，將連結國

內對區塊鏈技術有興趣之廠商與斯商進行合作；在智慧城市及中小企業數位化領域，

我方資策會、國經協會、臺北市電腦公會將與斯方交流治理經驗，以及媒合中小企業

數位化解決方案需求；為促進臺斯雙邊觀光，我方觀光協會將與斯方共同鼓勵雙方旅

遊業者增進交流；在科學園區合作方面，雙方將持續透過對話，我國將提供斯方發展

科學園區相關經驗，並結合斯國重視技術研究之研究中心與我竹科擅常應用技術發

展，共同創造雙贏。

為促進雙邊業者彼此瞭解及合作機會，本次訪團在斯亦舉辦臺斯企業商機洽談

會，聚焦於電動車、半導體、智慧城市等領域，反應相當熱烈，有 60 家斯商與我商參

加媒合洽談，順利舉行 160 場次的實體及線上洽談。

龔主委及科技部吳部長率團拜會斯國頗負盛名之基礎研究機構斯洛伐克科學院

（Slovak Academy of Sciences, SAS），並就量子力學、太空科學、氫能等臺斯科技產

業及創新研究等領域深入交流，期待未來雙方能在科技相關領域有更緊密之合作，串

聯臺歐之科研。

此行訪團四位部次長皆與斯方分別進行洽談，就雙方關切事項交換意見，龔主委

也邀請斯洛伐克經濟部 Karol Galek 次長 2021 年 12 月赴臺訪問，並將以臺灣待客之

道（Taiwanese way）歡迎斯國訪團到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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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

捷克韋德齊參議長於出席訪團辦理「臺捷投資論壇開幕式暨 MOU 簽署儀式」致

詞時表示，去年率團到訪臺灣，即為雙邊合作奠定良好基礎，並強調臺灣與捷克兩個

民主國家應擴大交流並互相協助，且參議院議員對此均相當支持。

奠基於去年韋德齊議長訪臺時之 3 項臺捷產業合作 MOU，本次在龔主委、科技

部吳部長及韋德齊議長共同見證下，雙方擴大領域簽署網路安全、太空合作、觸媒技

術、綠色能源、智慧機械等 5 項產研合作 MOU。其中，我國資策會就捷克重大基礎建

設進行臺捷資安合作；臺灣太空產業發展協會與捷克太空產業聯盟將致力促進臺捷太

空產業資訊交流及科技發展；我方工研院將在觸媒技術及綠色能源領域，進一步與捷

克科學院共同進行技術開發及應用；智慧機械領域由我方精機中心與捷克整合及應用

相關智慧化監控技術。

訪團期間龔主委不僅應捷克查理士大學（Charles University）邀請，出席演講

「全球供應鏈重組下 臺捷的跨時代合作」，並應韋德齊議長邀請，出席由捷克參議院舉

辦之「科技韌性與創新：臺捷合作的新路徑」論壇；龔主委於致詞時表示，臺捷合作

展現後疫情時代最重要的民主、對抗疫情、供應鏈及網路安全等四個韌性，強調臺捷

雙邊合作的新路徑，並感謝韋德齊議長及捷克各界對臺灣的友好及支持。

本次訪團由龔主委率領部會核

心團員拜會參議院，韋德齊議長亦特

邀請龔主委等四位部次長核心團員，

共同赴捷克參議院議場內，接受出席

的全體參議員熱烈鼓掌歡迎我訪團。

此外，龔主委偕同經濟部陳次長、財

政部阮次長，共同與參議院外交委員

會 主 席 費 雪（Pavel Fischer） 及 眾

議院友臺小組主席 Marek Benda 進

行會談，加強臺捷雙邊合作；科技部

吳部長與參議院科教委員會德拉霍斯

（Jiri Drahos）主席就雙邊科技發展

合作進行交流。
龔主委受邀於捷克參議院「科技韌性與創新：臺捷合作的新

路徑」論壇中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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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團訪捷期間舉辦臺捷企

業商機洽談媒合會，反應相當熱

烈，約 120 間臺捷業者參與，並

進行約 170 場次之實體及線上洽

談。另，為加深臺捷雙邊產業合

作，本次訪團亦進行智慧城市、

電動車、先進產業、雷射產業、

觀光旅遊、生技及食品等分組企

業交流，就雙邊潛在合作領域進

行面談。

龔主委等四位部次長核心團員共同赴捷克參議院議場內，接受出席的全體參議員熱烈鼓掌歡迎我訪團。

韋德齊參議長宴請代表團團員，並發表友我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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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陶宛

臺立雙方於本次訪團期間簽訂 6 項

MOU，攜手推動在半導體、衛星、生

技、科研、融資等領域之合作。立陶宛經

濟及創新部長 Aušrin  Armonait  與教育

科學及體育部長 Jurgita Šiugždinien  亦

親自出席 MOU 簽署儀式及貿易投資論

壇，關注臺立經貿可進一步合作議題。

立 陶 宛 經 濟 及 創 新 部 長 Aušrin  

Armonait  在出席臺立貿易投資論壇表

示，臺立共享相同的民主價值，堅信民權

與經濟繁榮齊頭並進；近十年來，立陶宛已展現韌性與實力，成為全球供應鏈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在 2020 年疫情期間，歐盟中僅兩個國家之 GDP 未下降，其中之一即是

立陶宛，而往後將可與臺灣攜手共創更佳的經濟表現。

龔主委向立方說明，臺灣視立陶宛為推動緊密經濟合作的潛在夥伴，包括在半導

體、生物科技、雷射與其他高附加價值的產業。針對立陶宛期盼與我方合作發展立國

半導體產業，龔主委也向立方說明半導體發展之關鍵因素，尤其是人才培育；龔主委

承諾臺灣可提供獎學金，協助立方進行半導體人才培育，亦可與立方組成專家團隊，

共同檢視立陶宛可在歐洲半導體供應鏈扮演的角色。龔主委並表示，立陶宛雷射產業

先進，居世界領先地位，臺灣工業應用市場龐大，未來雙方可成立專案小組，臺立雙

方可研究運用立陶宛先進之雷射技術於臺灣的醫療、半導體與金屬加工上。

訪團在立陶宛舉辦臺立企業商機洽談會，共計超過 150 家立商與我商參加媒合，

洽排約 240 場次線上與實體洽談，包含雷射、農產食品及光學產品等業者，反應出乎

預期的熱烈。

訪團訪立期間，臺立雙方共同舉辦貿易投資論壇，聚焦資通訊科技、生物科技、

雷射產業及半導體、農產品／食品、電動車等 5 大領域。龔主委出席致詞時指出，臺

立各有許多產業在國際間頗負盛名，可強強聯手加強雙邊投資跟合作，如 ICT 產業及

金融科技、半導體及雷射，並可有生物科技、電動車及食品產業的合作，而此次訪團

亦有諸多採購業者、線上通路商及進口商，擴大貿易交流指日可待。

龔主委於臺立貿易投資論壇資通訊及金融科技場次中

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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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陶宛是第一個宣布捐贈臺灣新冠病毒疫苗的歐盟國家，共捐贈近 26 萬劑疫苗，

訪團特別在此行，捐贈立陶宛由臺灣研發製造的專業無人機、高品質環保回收毛毯，

以及民間企業致贈非接觸式紅外線測溫槍及數位溫度計，表達對立陶宛的感謝。

龔主委代表我國捐贈10部國產無人機，立陶宛邊境局副指揮官代表受贈。

結語

隨著全球逐步邁向後疫情時代，世界各國莫不深切體認打造永續與韌性產業供應

鏈的重要性，本次訪團出訪中東歐三國，將可進一步促進與相關國家的雙邊對話與合

作，共同打造強韌多元的產業供應鏈，讓臺灣與理念相近國家在後疫情時代一起站穩

腳步，在民主、自由、人權及法治等共享價值下，強化彼此的經貿夥伴關係，以增進

雙方人民創造生活福祉與經濟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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