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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發展合作策略

本會從事國際發展合作之原則係配合台

灣整體外交政策，協助合作國家滿足其基本

需求，促進其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及人類福

祉；藉由各項國際發展合作計畫之執行，與

友邦及友好開發中國家的人民分享台灣的發

展經驗，協助友邦及友好開發中國家自立成

長，進而達到消弭貧窮及深化合作國家的健

全發展，促其成就全民公平福祉的目標。

發展合作策略的方向
為協助友邦及友好開發中國家因應隨 

著全球化浪潮而來的衝擊與挑戰，本會在

國際發展合作業務上力求創新，並著重效

益及效率，一方面以台灣本身具全球比較優 

勢之發展強項做為合作項目，另一方面亦呼

應國際發展的主流議題及趨勢，將當前國 

際發展合作思潮納入本會的合作項目中，

俾與國際脈動同步，並掌握全球發展援助 

動態。

一、以台灣發展經驗回饋國際社會

檢視台灣的各項發展成果與經驗，台灣

有以下的比較優勢強項：農業技術升級與轉

型、醫療服務與公共衛生體系建置、以出口

為導向的經貿發展策略、由輕工業轉化成科

技密集化產業，以及發展資通訊科技產業等

方面。本會將這些台灣擁有的獨特發展經驗

納入國際發展合作的策略、方法及計畫中，

並據以回饋國際社會，協助友邦以及友好國

家以共榮發展。

二、呼應國際援助潮流

在與國際接軌的部分，做為台灣從事國

際發展合作的專業援外機構，本會除結合國

際援助主流議題及趨勢，作為擬定發展合作

策略的指導方向之外，國際重要思潮所研擬

制定出的成效目標，亦為本會規劃國際合作

計畫的參考準則，俾使本會的國際合作發展

計畫能與國際潮流同步發展。有鑒於此，本

會在規劃核心業務的策略上，強調能有效回

應聯合國「千禧年發展目標」（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對人類社會發展之期

許，以消弭貧窮、提升教育、改善醫療與公

共衛生條件、對抗愛滋與瘧疾等傳染病之肆

虐、建立全球發展的良性夥伴關係等為主要

合作目標。另近來備受全球關注的環境永續

及清潔能源等議題，也已成為本會規劃執行

中的計畫類別。

發展合作策略目標
本會的國際合作業務，係分「目標、

策略、方法、計畫」等四個層次，由最底層

各個計畫所獲致的效益堆砌累積，達成最終

四項合作目標，包括：坽配合我國對外政策

彰顯台灣主體性，並能掌握全球社經發展議

題；夌凝聚國內資源推動友邦永續發展；奅

積極擴大全民參與國際合作；以及妵深化合

作國健全發展，促其成就全民公平福祉。續

就個別目標闡述如下：

一、 彰顯台灣主體性，掌握全球發展議題

長期以來，台灣積極參與國際社會活動

並協助消弭發展落差，然受限於台灣特殊的

國際處境，導致難以正常參與國際社會的多

邊與雙邊發展合作，提供台灣在發展領域的

經驗。因此，倘欲有效地參與國際發展組織

的計畫，首先必須認知當今發展援助的主流

議題，並配合國際政經趨勢，才能讓台灣的

援助工作切合國際脈動，以此加強與各個發

展援助組織的合作聯結，藉此凸顯台灣的主

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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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凝聚國內資源，推動友邦永續發展

台灣的發展援助概念主要係依循國際發

展潮流，以合作國家的發展政策為依歸，透過

長期深耕的方式，協助合作國家永續發展，奠

定其自行發展的基礎及能力。另一方面，本會

亦致力於凝聚國內各政府部門、民間企業、社

團及非政府組織資源共同合作投入發展援助工

作，並透過資金挹注、技術引進及人才培育的

整合建構，提供合作國家全面性的協助。

三、積極擴大全民參與國際合作

發展援助是一項長期性的複雜工程，需

要各式專業人才的投入。除了前述結合國內

資源以外，本會亦藉由增加海外志工、外交

替代役的派遣規模以及擴展對國內大專學子

的知識傳輸，引領國內有志青年加入國際發

展合作工作。一方面可為常駐技術團增添新

血，讓既有經驗得以銜接傳承，另一方面也

讓更多社會菁英參與國際發展合作，為發展

援助工作納入更豐富的民間能量，提高援助

工作參與來源的廣度及深度。

四、 深化合作國健全發展，促其成就全民公

平福祉

本會執行的各項發展合作計畫，除了

持續推廣台灣本身較具優勢之農業、經貿、

醫療衛生及資通訊科技運用等項，亦朝向多

元化及在地化方向進行，希冀以更宏觀、更

切合友邦需求之角度，協助合作國家降低貧

窮、永續發展，充分落實能力建構的真意，

以實踐聯合國千禧年發展目標對人類發展之

期許，確保全體人民皆能享有發展帶來的益

處，維護個人發展機會的均等。

發展合作策略的思維方法
「能力建構」是所有國際發展合作參與者

的共識。在實際執行面，本會對「能力建構」

的關懷層次，特別強調「以人為本」──即透

過提升合作國家人民的創新能力，配合台灣

所提供的技術與經驗，漸次擴大至合作國家

各層面的制度建立與機構強化。此由點而線

至面的拓展方式，係以建構友好國家的整體

發展能力為最終目的。為了達到「以人為本」

的能力建構，也避免發展速度過於快速導致

資源浪費與整合困難，本會多循序漸進辦理

小而美計畫，做為執行與推展各類國際發展

合作之先鋒計畫。一旦先鋒計畫達到預期成

效並已能完全自行運作時，本會逐漸移轉關

鍵技術與作法至合作國政府或人民，並適時

強化或協助成立計畫之管理機制，以求計畫

順利地由合作國家接手自行運作。

具體落實千禧年發展目標的作法
綜觀2007年本會所執行的計畫，呼應聯

合國「千禧年發展目標」的部分計有：

一、推動農業發展消弭貧窮

農業是台灣據以經濟轉型的最主要基

礎，因此，在台灣從受援轉為援外時，就以

農業作為執行國際發展合作工作的主軸，除

協助合作國家透過農業生產來達到糧食自給

自足之目的外，更協助其降低貧窮、提振農

村經濟，進而出口創匯，以促進其社會與經

濟層面之穩健發展。例如：在非洲布吉納法

索、甘比亞等國興築灌溉設施、開闢稻作墾

區，透過引種及技術改良提高稻作產量，建

立稻米銷售體系，並訓練農民組織推動整體

社區發展，不僅解決糧食問題，也增加就業

機會與活絡周邊商業活動，促進農村經濟繁

榮。另於中南美洲瓜地馬拉、宏都拉斯及多

明尼加等國指導農民栽培茄子、苦瓜等東方

蔬菜，以市場為導向進行產銷規劃，並以企

業化經營管理，使其產品符合北美市場的進

口標準，藉以賺取外匯，大幅增進當地農民

的收益，達到消弭貧窮的最終目標。

二、運用教育建構社經發展所需人力資源

本會在人力資源發展所著重的領域，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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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及其他發展組織關注的「基礎教育」

不同。由於豐沛且高素質的人力資源是台灣

經濟快速起飛的重要推手之一，爰本會將協

助友邦及友好國家培育高等人才列為重點工

作，持續以台灣強項、合作國家未來發展需

求、以及國際關注的全球議題為主題，開辦

農業、經貿、資通訊、醫療衛生等系列研習

班，同時藉由提供高等教育獎學金及開設專

業學程方式，培養合作國家社經發展亟需之

各類專業菁英，包括農漁業、企業 /工業管

理、人力發展、產業技術等領域，希冀將國

外的優秀人才帶來台灣學習，也藉此將台灣

的優勢發展經驗帶進世界，讓這些人才成為

各國推動社經建設的核心主力，與國際社會

致力普及的基礎教育相結合，提升整體人力

素質，奠定穩固、堅實的發展基石。

三、改善醫療與公共衛生條件

改善醫療衛生環境一直是發展中國家的

重要需求，因此，協助發展中國家建立基本

的醫療衛生體系、提升醫療水準及改善公共

衛生條件，是本會在醫療衛生合作領域的推

動方向。本會主要是藉由「常駐服務」及「行

動醫療」兩種方式執行：透過常駐的醫療團

隊持續且系統性地推動長期醫療服務及訓練

當地醫事人員；行動醫療團則能機動、即時

地募集專業人力及資源，前往非洲、中南美

洲及太平洋島嶼國家偏遠、醫療資源不足的

地區，透過診治病患及培訓基層醫護人員，

滿足偏遠地區的一般需求。在提供診療服務

之餘，本會所派遣的醫衛人員也深入各社區

推動衛生教育及提升社區基礎醫療功能，以

改善人民健康、降低疾病發生及傳染機率。

例如：駐聖多美普林西比醫療團在Lemba省

推行社區公衛計畫，除進行社區學童健檢及

成人慢性疾病篩檢外，亦宣導簡易急救及環

境衛生觀念，並培訓社區衛生員，協助當地

民眾營造健康生活環境。

四、對抗愛滋與瘧疾等傳染病之肆虐

據統計，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每100

位成年人就有7個人感染愛滋病；在南部非洲

某些國家，約有四分之一的成年人是HIV陽性

帶原者；除了愛滋病的威脅，瘧疾也在低度

發展國家肆虐──每年約有3億5000萬人到5

億人口感染瘧疾，而死於瘧疾的100萬人中，

90%位於撒哈拉沙漠以南。為了與國際社會

共同迎戰此兩種傳染疾病，本會在聖多美普

林西比推動瘧疾防治計畫，協助聖國建立適

當的瘧疾病媒蚊控制及診療模式，有效遏止

瘧疾的傳播；同時在其他非洲友邦執行防治

愛滋病的相關工作，包括病患訪查、追蹤，

以及施用有效的檢測與治療方式等，冀針對

高傳染性疾病提供更優質的醫療服務，藉以

防止疾病繼續擴大傳播。

五、環保節能納入發展合作計畫

關乎全球發展的環境保護以及清潔能

源等議題，業成為本會現行及未來核心策略

的一環。例如為了與中美洲環境發展委員

會（The Central American Commission for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建立長期對

話交流平台，本會接受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委

託，協助監督及評估中美洲地區環境與能源

相關計畫，落實公害防治、污染減量以及環

境永續經營管理等目標；亦協助太平洋及加

勒比海友邦運用太陽能源，降低使用石化燃

料對於小島型國家環境的影響。未來本會將

持續在環境保護議題上投注資源，例如：在

太平洋島嶼國家推廣太陽能發電、於中南美

洲地區合作開發替代能源、協助非洲地區處

理垃圾與降低環境污染等，與全球同步來維

護我們所共同擁有的唯一地球與其珍貴的自

然資源。

六、建立全球發展的良性夥伴關係

建立工作伙伴關係一直是本會的重要

工作之一。在計畫規劃與執行的過程中，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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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尋求與國際機構、政府機構、私人企業、

公民社會等合作，期以平台或觸媒的角色，

發揮整合綜效，以對全球發展有所貢獻。另

外，國內私部門對社會經濟發展上所作的投

資，是每個國家所能藉以發展的最重要核心

之一，因為公部門的參與多僅能從制度、規

範、輔導與促進等措施著手，因此必須仰賴

私部門的投入，才能真正帶動整體國家的發

展。本會在推動國際發展合作計畫時，特別

著重於公私部門之間的協調與合作，在計畫

推廣過程中，也與當地政府及人民一直保持

互動，以期營造與全球共同發展的良性夥伴

關係，落實利害關係者於計畫層級之參與及

發聲，例如：本會與國際機構合作融資之「史

瓦濟蘭烏蘇渡河下游小農灌溉計畫」因涉及

農村重劃，故強調合政府與計畫地區居民意

見之溝通與協調。此外，由於國際合作議題

越來越重視受援國的個別需求與其搭配的客

觀條件，因此，國際援助夥伴之間必須建立

對話機制，強化發展援助的整體工作效益及

協商機制。由於本會援外資源有限，本會即

建立與國際機構共同合作之關係與平台，以

發揮國際發展合作工作的槓桿效益，例如：

與中美洲經濟整合銀行（Central American 

Bank for Economic Integration）合作之技術

協助輔導與微小中型企業貸款計畫、與美洲

開發銀行集團（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Group）合作之多項基礎建設計畫及金

融機構發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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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業務
本會金融業務重點旨在協助友好開發中國

家經濟發展，透過投資、融資或提供信用保證

等方法，積極與合作國家或與雙邊、多邊國際

機構合作，以促進合作國家經濟持續成長。

2007年工作重點包括執行董監事會議核

定之年度核心工作計畫，亦加強推動私部門

及社會部門之投、融資計畫，並續配合經貿

外交政策辦理我國業者赴有邦交國家之信用

保證業務，希冀協助合作國家健全當地金融

中介機構的財務體質、提升服務效率，並深

化發展教育體系以加強人才的培育，進而促

進當地社經基礎環境之發展，以達到加速經

濟成長之目的。

2007年本會除持續辦理研議中的計畫及

監督執行中的案件外，積極推動之投資及融

資計畫共計8件，包括運用我國資通訊科技產

業優勢，協助友邦提升資訊教育之計畫。截

至2007年12月31日止，本會累計已簽約（含

各項小農貸款計畫）之投資及融資計畫總計

83件，含括公共工程、農業部門、社會部門

（包括環境、教育）、私部門（包括工業區開

發、微小中企業貸款），以及緊急救助等類。

其中融資核貸金額約為4億6,104萬美元。融

資案件中已撥款達4億1,459萬美元（占核貸

金額之90 %），已回收2億3,045萬美元（占

核貸金額之50%）。已簽約（包括終止計畫）

2007年推動之投資及融資計畫
完成簽約計畫

計畫名稱 計畫類型 合作國家或組織 貸款金額

宏都拉斯資訊教育提升貸款計畫 融資 /社會部門 宏都拉斯政府 US $ 5,000,000

社會轉型特別基金─社會基礎建設計

畫 (II)
融資 /公共工程 中美洲經濟整合銀行 US$ 10,000,000

總　　計 US$ 15,000,000

經董監事會核准尚未簽約

計畫名稱 計畫類型 合作國家或組織 貸款金額

馬雅世界觀光計畫─Rio Amarillo機

場興建
融資 /公共工程 宏都拉斯政府 US$ 5,000,000

蒙古Xac銀行貸款計畫 融資 /私部門 蒙古Xac銀行 US$ 3,000,000

巴拿馬技職教育計畫 融資 /社會部門 巴拿馬政府 US$ 12,000,000

甘比亞技職教育計畫 融資 /社會部門 甘比亞政府 US$ 4,000,000

技職教育優惠助學貸款基金計畫 融資 /社會部門 中美洲經濟整合銀行 US$ 10,000,000

總　　計 US$ 34,000,000

加強對中南美洲投資合資資金（註） 投資 /私部門 中南美洲國家 NT$ 2,500,000,000

註： 本會董事會於2005年11月同意本會依據行政院核定之「加強對中南美洲投資合資基金管理要點」規定，匡列新台幣

25億元與行政院開發基金成立合資資金，直接參與開發基金審核通過之合資資金投資案件。美元數以美元對台幣匯率

1:32估計。

2007年業務執行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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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中對各地區進行合作計畫金額比重以中

美洲暨加勒比海地區為最大，達61%；亞太

地區次之，達15%；中東歐及中亞為14%，

非洲則為10%。

技術合作業務
本會技術合作業務包括接受外交部及其

他部會委託辦理之駐外技術團及專案委辦計

畫、外交替代役業務，及以本會自有資金辦

理之技術協助計畫（含括產業輔導、功能提升

及專案研究等三類別）、海外服務工作團與行

動醫療團等業務。

一、 外交部及其他部會委託辦理計畫

（一）駐外技術團

2007年本會接受外交部委託辦理駐外技

術團、醫療團及技術合作專案等預算計約新

台幣14億6,350萬元。迄至2007年12月底

止，本會於非洲、中南美洲、加勒比海、亞

駐外技術團計畫類型比例
園藝 31%

畜牧 11%

資訊/職訓 9%

醫療 6%

食品加工 5%

其他 8%

農藝 16%

水產養殖 14%

駐外技術團經費區域分布比例

中南美洲暨加勒比海地區 41%

亞洲及太平洋地區 22%

非洲地區 37%

駐外技術團數與合作國家分布區域統計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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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及
太平洋地區

南美洲
地區

加勒比海
地區

中美洲
地區

非洲
地區

 技術團數   合作國數

專案委辦計畫類型經費比例

農漁業 51.3%

醫衛 16.8%

教育 0.3%

資通訊 31.6%

歷年融資計畫區域分布比例

中南美洲暨加勒比海地區 61%

中東歐及中亞地區 14%

非洲地區 10%

亞洲及太平洋地區 15%

歷年融資計畫部門分布比例

農業部門 18%

社會部門 11%

緊急救助 6%

公共工程 17%

私部門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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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及亞西等地區計29個國家派駐技術團、醫

療團、工業服務團及投資貿易團等計34團（不

包括於6月中止之駐哥斯大黎加技術團），實

派技術人員246人，執行87項合作計畫。

除由政府編列經費外，駐外技術團亦積

極與國際專業機構（如哥倫比亞熱帶農業研

究中心）、雙邊援助機構之海外執行單位（如

西班牙國際合作署駐宏都拉斯執行單位）及

國際非政府組織（如Food For The Poor及世

界展望會）等合作，藉由駐外人員之技術專

長，結合國際機構資金，於非洲及中美洲地

區推動多項品種改良、畜牧、水產養殖等計

畫，除發揮槓桿效應外，在國際可見度亦達

一定效果。

（二）外交替代役

外交替代役業務係由外交部委託本會辦

理，本會負責培訓及管理工作。替代役男除

協助處理駐外技術團及醫療團的一般行政事

務外，並依照個人所具備之專長，協助駐團

推動農漁牧推廣、經貿發展、企業輔導、醫

療服務、資訊推廣與教育等項計畫。

第7屆（2007年度）共計甄選105名役

男（包含農技專長35名、水產養殖專長7名、

畜牧專長8名、水利專長2名、食品加工專長

8名、經貿職訓及資訊專長29名，以及醫療

公衛專長16名），於2007年11月下旬完成為

期8週之專業訓練後，即於12月上旬派往各

駐外技術團服勤。

（三）其他委辦計畫

除外交部長期委託辦理之駐外技術團、

醫療團及外交替代役業務之外，2007年本會

駐外技術團計畫執行成果一覽表

計畫類型
推廣面積

（公頃）

訓練人數

（人）

產值 
（美元）

農藝 16,025 33,615 19,176,665

園藝 3,115 10,866 16,120,650

水產養殖 460 2,750 3,925,900

畜牧 － 2,710 1,643,200

食品加工 － 950 31,532,715

資訊 /職訓 － 7,545 －

醫療 － 175 －

其他 18 1,215 1,010,235

總計 19,618 59,826 73,408,825
歷屆外交替代役役男派遣人數地區分布

非洲地區 39%

亞洲及太平洋地區 16%

中南美洲暨加勒比海地區 45%

歷屆外交替代役役男專長人數比例

農、園藝 38%

畜牧 7%

水產養殖 5%

食品加工 4%

水利工程 4%

經貿職訓資訊 24%

醫療公衛 18%

歷屆外交替代役役男人數

第1屆 第7屆第6屆第5屆第4屆第3屆第2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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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接受外交部、環境保護署、農業委員會及

僑務委員會等單位委託執行多項專案計畫，

包括：推動全球性的園藝合作、協助太平洋

及加勒比海友邦政府資訊化、派遣行動醫療

團前往中美洲及亞太國家提供醫護訓練、推

動中美洲區域環境保育合作、協助非洲及南

太友邦精進農漁業發展，以及代訓華文教學

替代役男等業務。

二、以本會自有資金辦理之計畫

（一）技術協助

本會技術協助業務主要包括產業輔導、

功能提升及專案研究等項業務。2007年本會

共推動8項技術協助計畫，包括2項產業輔導

計畫及6項功能提升計畫。就計畫類別而言，

則包含再生能源發展、資訊科技、中小企業

發展及醫療衛生等項。

為呼應環境保護趨勢，本會於加勒比海

與亞太地區推動再生能源技術協助計畫，協

助聖克斯多福與諾魯等國運用太陽能提供資

訊中心電力及一般民眾居家照明使用。在資

訊科技方面，為配合政府「挑戰2008」縮減

國際數位落差政策，本會於中美洲及非洲推

動科技合作計畫，針對教育、公務體系及數

位機會發展等層面進行合作。

在中小企業方面則與美洲國家組織

之 美 洲 青 年 創 業 基 金（Young Americans 

Business Trust）合作舉辦競賽，鼓勵美洲地

區青年創業及發展創新、研發能力。在衛生

醫療部分則配合「國際衛生醫療合作策略聯

盟」邀請17個友邦及友好國家計26位醫事人

員來台接受專科訓練，以提升該些國家之醫

療服務品質。

技術協助計畫類型比例

功能提升 75%

產業輔導 25%

技術協助計畫一覽表

地區 國家 計畫名稱 計畫類型

加
勒
比
海
地
區

中
南
美
洲
暨

貝里斯 公務體系資訊系統提升計畫 功能提升

聖克里斯多福 再生能源技術協助計畫 功能提升

中南美洲地區
美洲青年科技創新競賽（與美洲國家組織美洲青年創業基

金合作）
產業輔導

非
洲
地
區

馬拉威 設立電腦認證中心技術協助計畫 產業輔導

史瓦濟蘭 農情資訊系統技術協助計畫 功能提升

聖多美普林西比 縮短數位落差技術協助計畫 功能提升

地
區

亞
太 諾魯 設立太陽能光電系統計畫 功能提升

中南美洲、亞太及非洲地區 友好國家醫事人員訓練計畫 功能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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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海外服務工作團（海外志工）

本會「海外服務工作團」依照服務時間及

性質分為長期志工及短期志工兩類。自1996

年底派遣第1批志工赴史瓦濟蘭服務以來，

至今業已派遣228名長期志工前往25個友邦

或友好開發中國家從事海外服務工作。長期

志工的服務時間以2年為主，2007年度計招

募、派遣44名志工赴巴拉圭、巴拿馬、尼加

拉瓜、宏都拉斯、聖文森、厄瓜多、泰國、

馬紹爾群島、印度、吉里巴斯及甘比亞等11

國服務。

為使本會志工派遣業務更具機動性並提

高運作效益，本會自2003年開始針對急難救

助或特殊性質之計畫與目的派遣短期志工赴

海外服務。短期志工的服務時間以1至3個

月期為主，原則上不超過1年。截至2007年

底止，本會共計派遣81名短期志工，其中，

2007年度派遣人數為19名，從事電腦硬體建

置維護、一般教學（華文、體育、圖書管理、

烹飪等）、農工業輔導（農業技術、食品加

工、傢俱設計）、公共衛生、翻譯，以及歷史

年鑑資料整理等服務項目。

（三）行動醫療團

本會於2006年2月14日與國內醫療專業

機構合作成立「國際衛生醫療策略聯盟」，共

同推動醫療援助計畫。秉持「醫療無國界」

的信念，本會結合國內專業醫事人力，並獲

外交部挹注經費，於2007年總計派遣19個行

動醫療團前往非洲、中南美洲、東南亞及太

平洋島國地區共15個友邦及友好國家進行巡

迴診療、臨床教學示範，以及資訊與技術交

流。合作成員包括奇美醫院、中國醫藥大學

附設醫院、埔里基督教醫院、三軍總醫院、

壢新醫院、馬偕紀念醫院等22家醫療院所，

受惠人數達3萬餘人。 

歷年長、短期志工派遣人數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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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屆長、短期志工派遣人數地區分布

亞洲及太平洋地區 20%

非洲地區 8%

中東歐及中亞地區 1%

北美洲地區 2%

中南美洲暨加勒比海地區 69%

歷屆長、短期志工服務項目人數比例

電腦資訊 30%

醫護 13%

農業輔導 8%

一般教學 7%

華文教學 20%

技職教學 6%

其他 5%

中小企業輔導 4%

文化及手工藝教學 2%

行政業務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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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人力發展業務
本會國際人力資源發展業務旨在協助友邦

及友好發展中國家，培育並開發其基礎產業及

經濟、社會發展所需之人力資源，包括：

一、專業研習班

本會以「台灣特有之經濟發展經驗」協

助培訓及發展開發中國家人力資源，主要可

分為經濟貿易、農業技術、水產漁業、社區

發展、科技管理、中小企業、觀光產業等主

題及年度專案研習班類別。

自2007年1至12月底共開辦11班次研

習班，計有來自53國共260名政府官員來台

參訓。

二、獎學金計畫

為協助合作國家因應日益提升的高等人

才需求，並藉由提供專業人士長期在台進修機

會，深耕國際間友我力量，本會於1998年創

設「外籍學生碩博士班獎學金計畫」，全額贊

助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籌設開辦農業碩士學程，

所有課程均以英語講授，首開國內之先例，自

此本會陸續與國內大學院校合作開設不同專

業領域之學程，並自2001年起增設博士班學

程，以延伸學員之研究深度，另自2006年起

擴增大學部學程，招收中美洲學子來台研修。

截至2007年底止，本會已於13所大學設

置21項大學部及碩、博士學程，並於2003年

起聯合各校成立「國際合作策略聯盟」，期連

結國內教育與民間資源，共同參與國際合作

事務。本計畫執行迄今業有318名學員來台攻

讀大學及碩、博士學程，2007年計有179名

學員在台進修。

除高等教育外，本會亦提供東加勒比友邦

與蒙古等國家初級及中等學校學生獎助學金。

三、台灣國合之友會

為深化歷年國際人力培訓業務執行成

效，並凝聚學員友台力量，以發揮協助外交

之作用，本會每年提供經費補助我駐外單位

聯繫並組織曾來台學員成立「台灣國合之友

會」，目前全球已於37國成立39支分會。

2007年行動醫療團執行成果一覽表

派遣國家數及團次

計15國19團次

非洲地區：甘比亞

中南美洲暨加勒比海地區： 尼加拉瓜、聖克里斯多福、多明尼加、宏都

拉斯、薩爾瓦多、貝里斯、巴拉圭

太平洋地區： 馬紹爾群島 (2)、吉里巴斯 (2)、帛琉、索羅門群島、吐瓦

魯 (2)、諾魯 (2)

東南亞地區：印尼

合作醫院數

22所（奇美醫院、中國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埔里基督教醫院、三軍總醫

院、壢新醫院、馬偕紀念醫院、萬芳醫院、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彰

化基督教醫院、耕莘醫院、振興醫院、台北榮民總醫院、高雄榮民總醫

院、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國泰醫院、基督教門諾會醫院、

秀傳紀念醫院、台南市立醫院、彰濱秀傳醫院、亞東紀念醫院、澄清醫

院、郭綜合醫院）

累計派遣服務人次 170多人次（平均每團8-12人）

累計實際診療日數 逾170日 

累計診療人次 逾30,000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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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研習班一覽表

編號 班別 學員人數 國家數 辦理時間

1 「農業政策發展與管理」研習班 21 21 03/28-04/10

2 「新聞媒體」研習班 27 25 04/18-05/01

3 「縮減數位落差」研習班 25 25 05/09-05/22

4 「中小企業發展經驗」研習班 23 21 05/09-05/22

5 「當代婦女發展」研習班 15 15 05/16-05/29

6 「食品加工技術」研習班 22 18 06/06-06/26

7 「環境監測與天然災害應變管理」研習班 27 22 06/27-07/10

8 「WTO貿易便捷化」研習班 27 26 08/15-08/28

9 「人力資源與經濟發展」研習班 25 20 08/22-09/04

10 「醫務管理」研習班 22 21 08/27-09/14

11 「社區營造與觀光產業發展」研習班 26 23 10/03-10/16

合計　53國　　260人

2007年在台研讀高等教育學程人數統計

校別 學程別
非洲

地區

中南美

洲地區

加勒比

海地區

亞西

地區

亞太

地區

中東歐

及中亞

地區

合計

屏東科技大學

熱帶農業研究學士學程 － 11 － － － － 11

熱帶農業研究碩士學程 7 5 － － 2 － 14

熱帶農業研究博士學程 4 1 2 － － － 7

政治大學

企管系大學部全英語學程 － 13 － － － － 13

國際經營管理碩士學程 2 5 3 － 2 － 12

台灣研究碩士學程 － 3 － － － 1 4

台灣海洋大學
國際水產科學暨資源管理碩士學程 2 10 1 － 1 － 14

國際水產科學暨資源管理博士學程 －   1 － － － － 2

台灣師範大學 國際人力教育發展碩士學程 3   5 1 － － － 9

清華大學
國際科技管理碩士學程 － 9 1 － 1 － 11

國際資訊科技碩士學程 1 7 － 1 － － 9

陽明大學
國際衛生碩士學程 3 2 1 － － － 6

國際衛生博士學程 1 － － － 1 － 2

中央大學 國際環境永續發展碩士學程 2 7 1 － － － 10

崑山科技大學
國際機械工程學士學程 － 21 － － － － 21

國際塑膠射出與精密模具碩士學程 －  9 － 1 1 － 11

中山大學 電機電力工程國際碩士學程 － 2 1 － － － 3

元智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國際碩士學程 － 5 － 1 － － 6

台北護理學院 國際護理碩士學程 3 1 － － 1 － 5

臺灣大學 國際農業政策發展與管理碩士學程 2 2 1 － 1 － 6

成功大學 土木工程與管理國際學程 2 － 1 － － － 3

總　　計 32 119 13 3 11 1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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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人道援助業務
本會國際人道援助業務旨在統籌運用本

會各項國際發展合作業務之策略優勢，並結

合國內外非政府組織等外部資源，於友邦及

友好發展中國家合作進行各項扶貧發展、災

後重建及基礎醫療提升等計畫，期有效結合

民間專業與資源，擴大全民參與，創造國際

人道援助業務之計畫綜效。

2007年 間， 本 會 分 別 與 諾 魯 政 府、

貝 里 斯 政 府、 美 慈 組 織（Mercy Corps）

及世界客屬總會等單位合作，於諾魯、尼

加拉瓜及貝里斯等地，針對災後重建及扶

貧發展等領域提供計約40萬美元之人道援

助。在執行外交部委託辦理的國際人道援

助業務方面，本會首度運用國際非政府組

織充裕之財務資源，與美國慈善組織Food 

For The Poor及Feed The Children共 同 合

作，將我國捐贈的食米運至海地及馬拉威等

國，分贈予當地居民，以免除飢餓之苦；此

外，亦協助將民間企業捐贈之全新衣物用

品，送往友邦及友好發展中國家所需人民的 

手上。

國際人道援助業務類型比例（不含委辦案）

災後重建 80%

扶貧 20%

國際人道援助業務區域分布（不含委辦案）

中南美洲地區 80%

亞洲地區 20%

台灣國合之友會分會分布統計

地區 非洲 亞太 亞西 加勒比海 中美洲 南美洲
中東歐 
及中亞

分會

象牙海岸

史瓦濟蘭

南非

甘比亞

馬拉威

菲律賓

印尼－雅加達

印尼－東爪哇、

中爪哇

越南－胡志明市

越南－河內

泰國

索羅門群島

斐濟

吐瓦魯

吉里巴斯

阿曼王國 聖文森

聖克里斯多福

海地

多明尼加

貝里斯

薩爾瓦多

尼加拉瓜

瓜地馬拉

宏都拉斯

墨西哥

巴拿馬

智利

秘魯

哥倫比亞

阿根廷

玻利維亞

巴拉圭

厄瓜多

捷克

匈牙利

拉脫維亞

波蘭

俄羅斯

小計 5 10 1 4 7 7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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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論

1

中華民國（台灣）─中美洲經濟

發展基金 

中美洲經濟發展基金（The Republic 

of China-Central  American Economic 

Development Fund）於1998年成立，秘書

處設於本會。截至2007年12月底止，累計

本金1億6,000餘萬美元。依據協定，該基金

之本金不得動用，僅可使用利息收入。經基

金董監事會議核准，且目前仍持續進行之計

畫共計3項：坽支應中美洲經貿辦事處營運

經費，以利該辦事處推動中美洲個別國家發

展及促進與台灣交流之經貿計畫；夌大學及

國際人道援助計畫一覽表

國別 計畫名稱 合作機構 計畫類型

泰國 寒冬送暖泰北物資捐贈計畫 世界客屬總會 扶貧

諾魯 食米援外計畫 諾魯農業部 扶貧

貝里斯 災後重建木瓜復耕計畫 駐貝里斯技術團 災後重建

尼加拉瓜 災後重建食米援外計畫 尼加拉瓜農牧部 災後重建

碩博士班獎學金計畫，提供該基金會員國家

學生來台研修大學及碩博士學程，自2001至

2007年止，研修（含在學）學生共105名；

奅台灣獎學金計畫，提供就讀宏都拉斯薩莫

拉諾（Zamorano）大學及國立屏東科技大

學大學部獎學金，協助中美洲各會員國培育

社會經濟及農牧業高等人才，自2004年起至

2007年止，業於薩莫拉諾大學培訓69人，於

屏東科技大學培訓29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