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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台湾当局近期“攻势外交”的若干特点
李建涛　季亚军

　　[内容提要 ] 　陈水扁上台以来 ,台湾“外交”呈现出新的活跃态势。台当局一改往日“柔性外

交”的策略 ,转而推行更加积极主动的“攻势外交”,旨在努力走出其“外交困境”,掌握“外交”主动

权 ,最终为台独奠定基础。本文着重介绍了近两年来 ,台湾“外交政策”调整变化的若干特点。

[关键词 ] 　台湾当局 　“攻势外交”　特点

　　自 2000 年陈水扁上台执政以来 ,台民进党当局

继续延续李登辉的“务实外交”政策 ,近年来屡屡碰

壁。为避免“外交”上的被动局面 ,台当局在对“外交

形势”进行全面检讨后 ,提出“攻势外交”构想 ,着手

调整“外交工作”重点 ,着力寻求“外交突破口”,企图

打破台目前的“外交困境”。

　　一、继续加大“外交护盘”力度 ,进一步稳固与

“邦交国”的关系

　　台“外交部”认为 ,台“务实外交”政策必须适应

形势发展 ,以“民主、人权、经贸发展及和平安全”为

“外交主轴”,“求新求变”,由“全力与中国大陆争夺

外交空间”转变为“寻求真正的盟友”。

2002 年来台当局派出多个代表团前往中美洲、

非洲“友邦”访问 ,力图巩固原有“邦交”,并伺机扩大

影响。2002 年 4、5 月间 ,“外交部长”简又新在其上

任后的首次出访中 ,就前往中美洲的尼加拉瓜、洪都

拉斯、萨尔瓦多三国进行访问。同年 6 月 ,陈水扁及

“外交部长”简又新、“经济部长”林义夫、“侨委会主

委”张富美以及部分“立委”和企业界人士 ,前往塞内

加尔、圣多美和普林西比、马拉维、斯威士兰等非洲

四国活动 ,这是陈上任以来第二次到非洲国家活动。

陈在访问期间 ,进行所谓“人道主义援助”,继续大搞

“金钱外交”。马拉维等国持续干旱 ,面临严重饥荒 ,

台当局选择在陈访问期间 ,向非洲地区部分“邦交

国”提供大笔金钱和粮食援助 ,并安排部分台医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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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赴当地工作 ,以此回报这些国家近年来对台湾

争取加入 WHO 的“支持”,同时扩大在非洲地区的

影响 ,谋求吸引其他非洲穷国与台“建交”。2002 年

8 月 ,台“行政院长”游锡　对美洲四个“邦交国”海

地、巴拿马、哥斯达黎加和伯利兹进行正式访问。此

次访问旨在防止瑙鲁与台湾断交后 ,出现骨牌效应。

为此 ,台宣布将给予海地及巴拿马两国总计 1 亿美

金的援助 ,用更多的金钱来巩固加勒比海和中南美

洲“邦交国”与台湾维持现有的“邦交”关系。

2003 年年初 ,台还拟推动陈水扁于 5 月底访问

哥斯达黎加、伯利兹、海地及多米尼克等四个“邦交

国”,并寻求过境美国纽约和阿拉斯加 ,只是由于台

“非典”疫情 ,台当局悻悻然推后了陈的出访。此外 ,

2003 年 2～6 月 ,台海军“成功”、“西宁”号导弹护卫

舰和“武夷”号综合补给舰组成的该年度“敦睦支队”

实施远洋航海训练。先后访问了帕劳、萨尔瓦多、尼

加拉瓜、格林纳达、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多米尼

克、圣基茨和尼维斯、多米尼加共和国、海地、巴拿

马、马绍尔群岛等 11 个国家 ,历时 104 天 ,是历年此

类远航活动时间最长 ,访问国家最多的一次。访问

期间 ,拜会了访问国的国家元首及军队要人 ,扩大台

在“邦交”国的影响。

　　二、重点发展美、日、欧盟的实质关系 ,争取支持

与认同

　　自台民进党当局上台以来 ,台当局始终把发展

台美、台日的实质性关系置于“务实外交”的重点。

面对两岸力量对比逐渐有利于大陆的前景以及中美

关系的逐步回升 ,台利用各种机会 ,从政治、军事、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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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等领域与美日两国加强合作 ,换取安全保障。其

主要做法是 :

(一)加强互访 ,提升台与美方的接触层级。台

当局通过各种公开、秘密途径加强与美日各主要政

党、政治人物的接触 ,其层级之高 ,往来之频繁创近

年之最。2002 年 ,台“副总统”吕秀莲率“中美洲友

邦特使团”,赴尼加拉瓜、巴拉圭、巴拿马等国活动 ,

往返途中分别“过境”美国纽约和洛杉矶 ,与美国会

议员米勒、前主管东亚事物的助理国务卿洛德、外交

政策全国委员会主席福林等人会面。2003 年伊始 ,

台高雄市长谢长廷赴美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市访

问 ;台“经济部长”林义夫赴美洛杉矶和旧金山出席

台美商会年会。同年 2 月 ,台民进党秘书长张俊雄

率团参加了在华盛顿举行的“全美祈祷早餐会”,就

美台经贸等议题交换了意见。与此同时 ,美国会议

员也纷纷组团赴台访问 ,并组成了“台湾连线”组织。

2003 年 4 月 ,美国联邦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费利斯特

率领参议员访问团赴台活动 ,其规模、人员层级为多

年来所罕见。同年 6 月 ,台“国防部”副部长林中斌、

“立法院长”王金平、“外交部长”简又新、高雄市市长

谢长廷等又分别赴美活动。

(二)将增进日台关系作为台“外交”重点。陈水

扁上台后 ,极力拓展对日的“实质关系”,在“外交部”

设立“对日工作小组”,“总统府”设立“台日关系会

报”,统筹对日工作。台当局已先后邀请了 70 多名

日本国会议员、7 个主要政党的核心人物及多名学

术界人士访台。陈水扁 2002 年 9 月接受日本《朝日

新闻》专访时谈到 :“30 年来 ,日台之间虽然没有外

交关系 ,但是经济、贸易的交流相当活跃 ,唯政治、军

事、安全保障等方面还有可以合作的空间。日本和

台湾的关系并不会因为日本和大陆有邦交关系而受

影响。”台民进党也设立“台日友好协会”,力图通过

党政力量 ,加强双方互动 ,将增进“双方关系”作为

“外交”活动重点。台民进党还与日本的“日华议员

恳谈会”成员在台北举行了“台日政党研讨会”,研讨

亚太地区安全及“政党外交”。

台当局针对日本将 2003 年定为“日台文化交流

元年”,指示驻日机构“亚东关系协会”要全力推动台

日双方经济文化交流。

(三)强化对美、对日军事交流和安全对话 ,寻求

建立军事“准同盟”。台近年来尤其注重加强与美、

日的安全对话。如 2002 年 ,由台湾智库、日本冈崎

研究所、美国范德比尔特大学美日研究中心及美国

公共政策企业研究所共同举办的“美日台战略对话

机制”在台北召开首次会议。主要议题包括亚太地

区安全合作及美、日、台安全合作模式 ,如何应对中

国崛起的挑战等。该对话机制将在台北、东京和华

盛顿轮流举办。台希望以此推动台与美、日间的军

事交流与安全合作。2003 年 1 月 9 日 ,在台“外交

部”、“国防大学”、“国家安全会议”等部门策划下 ,台

“国防政策与战略研究学会”广邀美国前政府高官、

学者专家 ,在台北市召开了所谓“台湾国防安全与安

全发展”学术研讨会。近一年来 ,台“国防部长”、“国

防部副部长”、“国防部战略规划司司长”、“参谋总

长”等军方高层纷纷赴美活动 ,企图通过频繁的高层

互访 ,加强磋商 ,拉拢美日插手解决台湾问题。2002

年 3 月 ,台“国防部长”汤曜明在美出席美台商业协

会主办的“美台防卫高峰会”,并与美国防部常务副

部长沃尔福威茨会谈。美国部分媒体认为 :汤是美

台“断交”以来 ,首位获得美方签证赴美出席会议的

台“国防部长”,汤与沃的会谈 ,是 22 年来美台最高

级别的防务对话 ,汤此行是美台关系更加密切的明

证。2003 年 3 月 ,台又派遣“国防部”副部长陈肇敏

赴美参加了第二届“美台国防工业会议”,与美就台

湾未来防御需求及美台军事合作现状等交换了意

见。同时 ,在台方的游说下 ,美日两国也多次派出军

事代表团、“专家小组”就台军军力、两岸军力等进行

评估 ,并就提升台军的防护能力提出了建议。

(四)加强对欧盟国家的工作。近年来 ,陈水扁

当局强调对“欧陆国家的外交是重点中的重点”,指

示台“外交部”提升“对欧工作位价”,推动与欧盟“全

方位外交”。台当局通过“政党外交”、“议会外交”、

“学术外交”、“民主、人权外交”及派出政策宣导团等

方式争取欧盟主要国家允许台湾高层领导人“访问”

或“过境”欧洲、支持台湾加入国际组织 ,并频繁邀请

欧洲高层官员、议员访台 ,以建立定期对话与联系机

制。在台大力游说下 ,欧盟在台设立了“欧盟经济贸

易办事处”;吕秀莲在“出访”冈比亚途中得以首次

“过境”巴黎、维也纳等欧洲城市 ;欧洲议会连续通过

“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出席 2002 年 5 月的世界卫

生大会”决议文及“欧盟对中国策略”决议文 ,首次提

出“两岸问题的和平解决 ,必须尊重与顾及台湾

2300 万人民的意愿”。此外 ,台还以经济实惠为诱

饵 ,吸引相对落后的东欧国家与台发展实质性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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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己签订了多项经贸、文教、学术交流与合作协

议。2003 年 4 月 ,台湾“外交部”政务次长高英茂赴

意大利、瑞士、瑞典、挪威及丹麦等国 ,为台加入

WHO 游说 ;6 月 ,“经济部长”林义夫率团前往法国

和荷兰招商 ;7 月 ,陈水扁夫人吴淑珍赴欧洲展开所

谓“文化之旅”。

　　三、由强调拓展“政府对政府”关系 ,调整为实质

性地参与各种国际性组织

　　加入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一直是台湾当局孜孜以

求的目标。陈水扁在 2002 年访问非洲四国时 ,就四

处宣称 ,台加入联合国虽然“道路漫长”,但“绝不是

不可能的任务”。在 2002 年 9 月第 57 届联大上 ,台

再次发动其“友邦”第十次谋求加入联合国 ,但大会

总务委员会再次否决将台湾加入联合国的提案纳入

议程。

台当局认为 ,今后台在继续推动加入联合国的

同时 ,要将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民航组织作为

“外交工作”的重点之一 ,通过这些外围国际组织达

到挤入联合国的目的。

2002 年 5 月 ,在日内瓦召开的第 55 届世界卫生

大会上 ,台企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大会进而争取加

入 WHO ,但在我有力遏制下 ,台有关图谋未能得逞。

2003 年世界卫生大会召开前 ,大陆和台湾都面临着

严峻的“非典”疫情。台湾当局不将重点放在如何尽

快控制疫情上 ,而是利用疫情为台加入 WHO 大做

文章。陈水扁亲自指示由台“卫生署”、“外交部”、

“陆委会”等相关部门以及民间团体、人士等组成专

案小组来推动此项工作 ,并动员台湾医界联盟、医师

公会等民间团体以“人道主义”名义在国际医界活

动 ,并组成“世界卫生组织游说团”在世界卫生大会

期间赴日内瓦进行活动 ,为台湾挤入 WHO 造势 ,寻

求多渠道支持 ;针对岛内爆发非典型肺炎 ,台当局认

为这为凸显其加入 WHO 的“正当性”提供了契机 ,

为此竭力摆出“哀兵”姿态 ,争取国际舆论支持。

台当局加入 WHO 的图谋被挫败后 ,仍不死心 ,

台“外交部”提出了台推动蚕与 WHO 案检讨报告 ,

称 2004 年台“外交部”除继续争取扩大美、日、欧盟

的支持外 ,还将努力改变各国“一中政策”的心态及

诠释 ,并考虑以“国家身份”申请加入 WHO。台当局

还拟以新的方式 ———公民投票来研议加入 WHO 的

可行性。台“行政院”将在 2004 年 5 月世界卫生大

会召开前推动此事。

　　四、适时进行“外交出击”,开展名目繁多的“多

元化外交”

　　陈水扁上台后曾提出“柔性外交”,强调避免“以

硬碰硬”,但在台“元首外交”、“过境外交”、“金钱外

交”遭到大陆的反对和国际社会的排挤 ,连连失去

“邦交国”后 ,陈提出台“外交要有新思路”。为此 ,台

当局在“外交出击”上挖空心思 ,进行了诸如“人道外

交”、“反恐外交”、“民主外交”、“国会外交”及“私人

外交”等名目繁多的“多元化外交”。台“国安会”秘

书长邱义仁明确表示 ,台应放弃在“外交”上的“守势

战略”,改采“攻击性外交”策略 ,强调要“四处点火 ,

让大陆疲于应付 ,防不胜防”。

(一)宣扬台湾民主成就 ,推行“民主外交”。在

对欧美国家的“外交”中 ,台当局着力强调民主、自

由、人权等普世价值并从中尝到了甜头。陈水扁把

“台湾已成为民主国家”,作为其推行“务实外交”的

重要手段 ,甚至把他上台后首次对中南美洲的出访

称之为“民主之旅”;其夫人吴淑珍也于 2002 年 9 月

赴美进行所谓的“珍爱民主、亲善之旅”,企图以“台

湾民主斗士”的形象 ,在美宣扬台湾民主经验 ,争取

美民间机构团体及侨界对台湾的“外交”支持。台当

局利用美国朝野对所谓“民主”、“人权”等“价值观

念”的重视 ,争取美台在价值观念上的认同 ,以在深

层次上推进美台关系并挑拨美中关系 ;通过宣扬“民

主改革成功经验”,加强与欧洲和亚太国家一些所谓

的“民主”、“革新”政党和政界人士的关系 ,扩大台湾

的影响 ,争取对这些“无邦交国”的关系有所突破 ;通

过宣扬台湾对“民主”、“人权”等的“认同”,争取加入

更多的相关国际组织 ,并为争取参与联合国制造舆

论。

2002 年 8 月 ,陈水扁、吕秀莲、简又新等台官方

高层参加了由“世界自由民主联盟”与“亚洲自由民

主联盟”举办的“亚太民主合作论坛”。陈水扁称 ,台

湾作为全球第三波民主化的典范 ,愿意与亚太民主

国家共同塑造“亚洲地区民主同盟”,以消除包括中

国大陆在内的非“民主”国家对亚太安全的威胁。此

外 ,台当局还企图通过台“立委”、岛内非政府间国际

组织及学者专家举办或参与各项国际民主会议来间

接扩大台在“民主、人权”领域的影响。2003 年 8

月 ,台湾“总统”陈水扁、前“总统”李登辉及多位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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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派议员 (与会的多半是强烈支持台湾本土化的

知名人士) ,参加了在台北举行的“‘一国两制’下的

香港”研讨会。主张台湾独立的现任和前任“总统”

同台出席这项会议 ,不免引起了人们的联想。就台

湾方面而言 ,台独团体“群策会”召开的这次“‘一国

两制’下的香港国际研讨会”,核心主题就是“台独”。

(二)积极开展“反恐外交”。鉴于反恐斗争已成

为国际热点 ,围绕反恐问题的国际合作及国际会议

日趋频繁 ,台湾当局又积极推行“反恐外交”,摆出各

种“积极”姿态支持反恐斗争 ,企图以此提升台湾的

国际影响力。2002 年 9 月 ,陈水扁主持召开“大溪

会议”和“三芝会议”,极力迎合美国的“反恐”论调 ,

借以争取美国的肯定和支持。台当局在“9·11”事件

周年之际 ,除重申支持美国反恐行动的立场外 ,还由

吕秀莲及“监察院长”钱复分别代表台当局捐助纽约

“双塔基金”,以拉近同美方的“实质关系”。台立法

委员 2003 年年初还邀请来自美、日、欧等国的共 60

多名国会议员来台出席“国际国会议员亚太地区安

全会议”,探讨国际反恐等议题 ,会议发表的《国际国

会议员亚太地区安全会议共同声明》称 ,台湾的未来

必须通过台湾民众能接受的和平方式解决。此外 ,

台“立法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张旭成及“总统府

副秘书长”吴钊燮还向菲律宾媒体表示 ,台菲应在加

强地区反恐的前提下加强在联合军事训练、军官交

流、情报交换以及打击非法捕鱼等方面的合作。

(三) 大力拓展“人道外交”。2002 年陈水扁的

非洲四国之行向非洲地区部分“邦交国”提供了大笔

金钱和粮食援助。台湾除向塞内加尔提供 400 万美

金的贷款 ,并协助其建设工业园区外 ,还承诺援助马

拉维在医疗、公路及农业生产等方面的基础建设。

台“行政院长”游锡　在赴中美洲访问期间 ,向到访

国提供 1·8 亿美元的资金援助。此外 ,为提升台湾

国际形象 ,并有效解决岛内库存余粮以稳定台岛稻

米供需 ,台当局近计划以“人道救援”为幌子推动“粮

食援外”,每年拿出最多 10 万吨稻米援助缺粮国家。

“粮食援外”的首批国家可能是饥荒最严重的斯威士

兰、赞比亚等六个非洲国家。台“农委会”还宣称 ,为

彰显“人道”内涵 ,对援助国将不预设立场 ,“无邦交

国也可获援助”。此外 ,台湾妄图通过参与伊拉克战

后重建和人道主义救援 ,与伊新政府建立“特殊关

系”,在伊打开“外交突破口”,在中东开辟新的外交

空间。

(四)费尽心思开展“政党外交”和“国会外交”。

2002 年 8 月 ,台民进党秘书长张俊雄借“政党外

交”,赴日本进行了为期六天的活动 ,期间先拜会了

日朝野各政党领袖 ,包括自民党干事长山崎拓、政调

会长麻生太郎、自由党党首小泽一郎 ,以及民主党代

表鸠山由纪夫等。张俊雄以民进党秘书长的身份赴

日活动 ,意在配合陈水扁抛出的“推动政党外交以弥

补正式外交不足”的论调 ,希望推动“政党外交”,提

升与日的实质关系。张俊雄在日期间呼吁台日进行

全方位合作 ,推动建立美日台东亚安全机制 ;民进党

与日政党举办政策研讨会 ,争取日支持台加入 WHO

等国际组织 ;台日签订自由贸易协议 ,深化经济关系

等。民进党还加强了“国会外交”。2002 年 ,台“立

法院长”王金平赴欧洲访问 ,不仅拜会了欧洲议会议

长 ,同时还到比利时、丹麦等国访问。“立法院”副院

长江炳坤则出访日本 ,拜会了多位日本国会议员 ,极

力争取日本国会支持台湾加入 WHO。此外 ,民进党

“立委”也频频出访 ,民进党“立委”张旭成 2002 年率

“台欧国会议员交流协会欧洲参访团”访问欧洲。民

进党“立委”还组团赴波兰、德国访问。

总之 ,台当局采用这些新的“外交方式”,较之以

前的“元首外交”、“过境外交”、“金元外交”更具冒险

性 ,对两岸关系造成了严重的伤害。为了实现“台

独”分裂目标 ,除将继续以金钱直接收买一些国家的

政要人士、政党和重要团体外 ,还将竭力推动陈水扁

以民进党主席身份出访 ;并继续强化“经贸外交”,实

现“以经促政”,在 WTO 架构下 ,以制度化、公开化的

方式加强与“非邦交国”的官方交往 ,努力实现“以外

交推广经贸、以经贸促进外交”的目标 ,这是我们应

当密切关注 ,妥加应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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