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0年全球經濟雖處於復甦階段，

然卻呈現新興經濟體復甦較快以及已開發

經濟體復甦緩慢分歧之現象。各國財政、

貨幣政策明顯差異，加深國際合作難度；

而經濟成長對帶動就業市場成效不彰，主

要國家失業率仍居高不下。此外，自2010

年10月起國際糧價又有逐步攀升之跡象，

預計全球因為糧價高漲所增加之淨貧窮人

口，約有4千多萬人，而這貧窮人口幾乎多

分佈於低度以及中度收入國家，其中有許

多與我友好之夥伴國家。全球經濟發展的

困局以及區域開發失衡的現象再再顯示促

進均衡、追求永續發展實乃國際開發援助

工作當務之急。

另一方面，過去一年有許多國家在重

大天然災害的無情肆虐下飽受創傷，無論

是年初的海地強震、或是瓜地馬拉亞加達

（Agatha）的風災、乃至8月巴基斯坦的世

紀洪災…等，舉目所及，災民們不僅流離

失所，甚至必需面對無水可用、無糧可吃

的窘境；氣候變遷所造成的環境不確定性

衝擊全球人民的生活，其中尤以開發中國

家的貧窮人口首當其衝。在關鍵時刻，國

合會總能在第一時間，結合國內資源，透

過各項機制，迅速提供必要的援助，發揮

「人溺己溺」之人道精神，協助友邦進行

救災及重建工作。

我國歷經數十年經濟發展，政經建設

成果斐然，已由開發中國家躋身已開發國

家之列。而國際合作的發展歷程中，則從

受援國的角色蛻變成援助國。為了善盡國

際責任、回饋國際社會、敦睦邦交關係，

在推動援外工作上，我國以「臺灣經驗」

為主軸，進一步與開發中國家分享成功經

驗，協助友邦建構永續性的開發模式，為

國際社會的發展盡一份力量。

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成立於

1996年，近十五年來，在專業的評估、

執行與監督機制下，整合「資金」、「人

才」、「技術」三個面向，並透過「投資

融資」、「技術合作」、「教育訓練」以

及「人道援助」四類業務執行方式，已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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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援外，為世界締造美好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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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董事長

為我國執行對外援助的專責機構，不僅為

臺灣勾勒出完備的國際發展合作架構，並

配合外交工作，成功地拓展國際空間，同

時也協助友好開發中國家提升其生活水

準。

秉承馬總統揭示援外工作「目的要正

當」、「程序要合法」、「執行要有效」

三大方向，外交部於2009年提出我國第一

部援外政策白皮書，確立「進步夥伴、永

續發展」的政策主軸，呼應國際趨勢，建

構以人為本，專業負責之援外模式。

為進一步落實此一目標，由外交部推

動，並在各方努力下，我國於2010年6月

15日通過並實施「國際合作發展法」。該

法為我國國際合作發展事務訂立準則及規

範，有助我國援外機制之制度化、專業化

與透明化，並以援助之成果為導向。

外交是內政的延伸，援外工作更是我

國向國際社會展現軟實力的最佳途徑。本

人成長於農村，經歷我國經濟之轉型，目

睹國人胼手胝足，為臺灣經濟打拼付出的

辛勞，深知國人的努力與支持，才是我國

援外工作最大的支柱。值此我國援外工作

面臨重大轉型之際，本人更期許我們的援

外工作能與我國的產業與經濟發展結合，

與我們的企業並肩合作，和我們的民眾共

享成果。國合會的援助工作將持續透過策

略創新、組織調整及人才強化，打造一個

能面對挑戰、解決問題的專業團隊。

本人樂見此一勇於求新求變的積極

做法，也期許本會同仁立志做一個見證歷

史的人，為我國援外工作開創新局，為世

界締造更美好的明天（A Better World, A 

Brighter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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