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政府派遣農技團赴越南協助發展農業，揭開我

國對外援助序幕。

政府成立「先鋒案執行小組」，專責派遣農耕隊前往非

洲國家，隔年擴大該組織成為「中非技術合作委員會」。

「中非技術合作委員會」與「外交部海外技術合作委員

會」合併為「海外技術合作委員會」（海外會），專責

我國對外技術援助工作，協助友好發展中國家農業發展。

隨著國內經濟快速成長，政府成立「海外經濟合作發展

基金管理委員會（海合會），對友好發展中國家提供各

種經濟援助。

1996 年 1 月 15 日總統明令頒布生效後，「國際合作發

展基金會」於 7 月 1 日正式成立，海合會及海外會則分

別裁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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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成立於 1996 年，為臺灣從事開發援助工

作的專業機構，透過技術合作、投資融資、國際教育訓練及人道援助

等方式推動援助發展工作。以本會基金進行直接或間接的投資、融資，

並利用基金孳息辦理雙邊與多邊技術合作、教育訓練或人道援助等計

畫，協助友好或開發中國家經濟、社會、人力資源發展、增進與友好

或開發中國家間經濟關係、提供遭受天然災害國家或國際難民人道協

助為己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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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步夥伴  永續發展



農業

國合會善用臺灣農業的優勢，協助夥伴國家推動糧食增產、

增進營養均衡，強化農業政策發展與運作效率，另透過輔導

農民組織、提供農民貸款，發展農企業關鍵技術，協助其自

主自立，並將農業與科技連結，強化健康種苗、動植物疾病

防治及檢疫技術，協助夥伴國家提升對氣候變遷的調適能

力，以增加夥伴國家農業產值、改善農民生活，提升農業價

值鏈。

資通訊

由於資通訊對發展中國家脫貧與治理影響甚鉅，國合會協助

友邦建置電子化政府應用系統，並設立資通訊中心作為資訊

教育與推廣據點，訓練政府與合作人員資通訊應用能力，同

時也強化合作國家的資訊安全軟硬體基礎，導入國際標準作

業程序，提升夥伴國家永續經營能力，為夥伴國家帶來關鍵

性的轉變。

接軌國際 永續發展

在全球化的潮流下，國合會持續與國際接軌，除積極與政府間

國際組織、區域國際機構合作外，並透過執行人道援助計畫加

強與國際非政府組織建立夥伴關係；達成永續發展目標已成為

全球各國共同的價值基礎，國合會身為全球國際合作的夥伴，

期許與國際社會同步成長，共同為國際社會的永續發展貢獻心

力！

教育

人力資源是經濟社會發展的根本，更是國家競爭力的基石。

國合會透過教育及訓練，協助夥伴國家進行能力建構，在教

育方面，提供高等教育獎學金，結合臺灣高教資源，培育友

邦菁英人才；在訓練方面，辦理研習班與技職訓練，培訓夥

伴國家政策官員與專業技術人力，並運用金融工具與顧問諮

詢，提供貸款與技術，協助夥伴國家技職教育體系的建構與

發展。

公衛醫療

確保健康及促進各年齡層的福祉是國際的努力方向，國合會

結合臺灣寶貴的公衛、醫療經驗，以「孕產婦及嬰幼兒保

健」、「慢性病防治」及「健康資訊管理系統推廣」，積極

結合國內公私立醫療機構資源、派遣志工，進行國際公衛醫

療專案計畫的規劃與執行，搭配醫事人員訓練，協助夥伴國

家強化健康照護及衛生體系，共同追求永續發展健康目標。

環境

為確保環境永續，協助夥伴國家有效因應全球氣候變遷，國

合會除善用臺灣先進的環境監測系統，提升友邦自然災害回

應管理機制，亦積極投入永續能源領域，推動再生能源先鋒

計畫。透過投融資方式提供資金，鼓勵夥伴國家推動綠色能

源發展，並辦理研習班協助能力建構，將臺灣對環境永續的

觀念與技術帶進友邦，善盡身為地球公民一員的責任。

中小企業

中小企業在全球「減貧」和「經濟發展」中扮演重要角色，國

合會善用台灣豐富中小企業資源及實務經驗之優勢，透過各類

型援助計畫，協助夥伴國中小企業發展。在做法上除連結夥伴

國家政府相關部會與重要利害關係人外，亦積極與國際發展機

構合作，協助夥伴國家建立良好生態系統，以促進包容且永續

的經濟成長。

聯合國於 2016 年正式啟動「永續發展目標」，成為全球國際合作發展事務的共

同方針。國合會也以此做為策略規劃的參考，擇定臺灣具有比較優勢的農業、公

衛醫療、教育、資通訊、環境及中小企業，作為資源配置的優先領域，以擴大計

畫執行的綜效，並持續與夥伴國家及國際社會分享臺灣發展經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