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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命葉光輝為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海岸巡防總局南部地區

巡防局簡任第十二職等局長。  
任命吳文賢為薦任公務人員。  

總   統 陳水扁 
行政院院長 謝長廷 

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9 4 年 2 月 2 5 日 

任命施教鑫、蔡明誠、李國泰、王福記、徐添春、陳明華

、張國政、蔡長壽、陳忠田、黃賢德、李承霖、莫謙智、林智

勇、翁勝利、陳建都、陳正全、邱忠銘、林正義、吳國正、張

廷文、苑忠法、趙光華、許嘉仁、蔣爭台、周家誠、鍾治雄、

徐政陽、潘明福、惲文輝、江耀仁、魏銘哲、郭國書、黃文源

、劉志良、許獻文、黃敏峰、陳家翔、陳仲儀、吳新坤、林克

強、徐登岳、胡明輝、呂大仰、蕭正峰、王明朗、黃聰暉、呂

連忠、陳志恒、張俊昌、許明傑、張勝凱、陳財源、劉世屏、

黃士杰、林秋男為警正警察官。  
任命姚富原、林忠華、張德賢、張家福、蔡伯宏、馮國平

、黃志賢、顏清雄、徐新松、彭明德、莊凱進、陳昭源、連信

華、金桂明、陳延祥、呂永章、蔡坤達、張峻輝、陳啟明、王

秉彥、潘文誠、林茂源、郭東堯、苗重川、陳建平、張錦樹、

蕭尊仁、盧俊銘、周豊祥、羅文源、王金城、李澄潛、劉添興

、鄭俊達、莊裕仁、張適志、陳信榮、徐文瑞、蔡振芳、陳大

華、王靖寧、蔡維雅、張正忠、鄭正國、陳俊昌、林信利、陳

春雄、謝錦進、鄭嘉裕、仲軒弘、郭耿勳、賴吉鋒、郭文智、

王明清、施志明、彭俊華、陳鴻淦、賴俊佑、李守仁、洪茂家

、楊重光為警正警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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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命蔡銘奮、蔡文哲、王照信、何紹銘、陳志峰、鄭俊杰

、宋松蔚、李陵國、詹捷州、吳景昌、李元森、鄭元新、葉泰

安、吳志成、陳科串、林長春、王振偉、蘇國湖、林富貴、魏

俊卿、程仲如、林明枝、洪啟洲、陳建華、楊文萍、蕭昌木、

張明勝、董立君、楊昆盛、賴重漢、張永昇、王慶龍、何聰賢

、陳仁雄、吳嘉豐、陳俊佑、林本仕、黃志明、曾興炫、黃憲

章、黃旭徵、黃正德、朱景杉、祝競信、楊國源、陳彥君、陳

國忠、黎世斌、吳頌馨、顏啟智、陳佰賢、陳世民、徐添財、

林金元為警正警察官。  
任命姜朝仁、楊永昌、馮再添、謝文德、林順川、何孝忠

、陳建良、曾志銘、張禮全、吳彬林、殷志宗、梁大林、陳文

彰、曾建豐、邊德立、傅榮光、歐鑑巡、林榮順、陳東龍、曾

博祿、劉博華、張茂傑、呂金山、顏宏烈、林鴻裕為警正警察

官。  

總   統 陳水扁 
行政院院長 謝長廷 

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9 4 年 3 月 2 日 

任命李傳通、蔡孟宏以簡任第十二職等為外交部簡任第十

一職等副司長。  
任命周聰彬為財政部基隆關稅局簡任第十職等關務監稽

核。  
任命廖又生為教育部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盧世坤為國

立政治大學簡任第十職等秘書。  
任命陳金泉為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檢察署簡任第十職

等主任。  



總統府公報                          第 6621 號 

 
4 

任命黃清藤為交通部簡任第十二職等參事。  
派胡海潮為交通部高速鐵路工程局簡派第十職等正工程

司。  
任命陳俊偉為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簡任第十二職等

副局長，吳東昇為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簡任第十一職等組

長。  
任命彭滂沱為行政院新聞局簡任第十一職等專門委員。  
任命楊國禧為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簡任第十一職等

分局長。  
任命賴健榮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簡任第十職等副大隊長。 
任命蔡宛儒、吳惠娟、陳世炫、張仕政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潘政榮、林連崑、邵五龍、林秀菊、邢能文為薦任公

務人員。  
任命高愛卿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李靜惠、林家鳳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牛大維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孟蘊慧為薦任公務人員。  

總   統 陳水扁 
行政院院長 謝長廷 

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9 4 年 3 月 2 日 

任命李家豪、林育萱、林建宏、蔡忠益為警正警察官。  
任命陳坤宏、黃翰文為警正警察官。  
任命劉耀隆、賴淑怡、陳雅盈為警正警察官。  
任命陳順朝、林瑞枋、王明正、李榮庭、陳信育、羅超群

、阮明正為警正警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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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命張永健、王詠竣、李宏明、夏鎮華、吳輝德、林明楓

、張旺德、黃勇禎、傅義龍、石春山、彭光輝、宋金盛、沈正

文為警正警察官。  
任命彭振杰為警正警察官。  
任命林季璜、吳盛全、林炳志、莊明達、陳朝民、陳昭來

、陳博益、梁盛華為警正警察官。  

總   統 陳水扁 
行政院院長 謝長廷 

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9 4 年 3 月 2 日 
華總二榮字第 0 9 4 1 0 0 0 5 9 8 1 號 

茲授予行政院前院長游錫 一等卿雲勳章。 
茲授予行政院前副院長葉菊蘭一等景星勳章。 
茲授予行政院前秘書長葉國興二等景星勳章。 

總   統 陳水扁 
行政院院長 謝長廷 

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9 4 年 3 月 2 日 
華總二榮字第 0 9 4 1 0 0 0 8 5 5 1 號 

茲授予總統府前秘書長蘇貞昌一等景星勳章。 

總   統 陳水扁 
行政院院長 謝長廷 

﹏﹏﹏﹏﹏﹏﹏﹏﹏﹏﹏﹏ 
專     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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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頒授行政院前院長游錫 、總統府前秘書長蘇貞昌、行政
院前副院長葉菊蘭及前秘書長葉國興勳章典禮 

總統於中華民國 94 年 3 月 2 日上午 10 時在總統府 3 樓總統會客

室頒授行政院前院長游錫 「一等卿雲勳章」、總統府前秘書長蘇貞

昌暨行政院前副院長葉菊蘭「一等景星勳章」及行政院前秘書長葉國

興「二等景星勳章」各乙座。以表彰游前院長自 91 年就任以來，縝密

規劃國家發展方向、促進經濟與產業升級轉型，完成多項政治、金融

、社會改革等卓越勳績。蘇前秘書長任內輔弼元首，襄贊政務，闡揚

元首理念，懋績昭著。葉前副院長任內積極輔佐院長推動政務，貢獻

良多。葉前秘書長任內協助院長綜理院務，勞績卓著。授勳時，總統

府副秘書長黃志芳、第三局局長劉溪泉及受勳者家屬等在場觀禮。 

﹏﹏﹏﹏﹏﹏﹏﹏﹏﹏﹏﹏ 
總 統 活 動 紀 要 
﹏﹏﹏﹏﹏﹏﹏﹏﹏﹏﹏﹏ 

記事期間： 
94 年 2 月 25 日至 94 年 3 月 3 日 
2 月 25 日（星期五） 

˙觀賞胡台麗紀錄片「石頭夢」（台北市真善美戲院） 
2 月 26 日（星期六） 

˙蒞臨直轄市、縣市長新春聯誼餐會（台東市知本老爺酒店）   
2 月 27 日（星期日） 

˙無公開活動  
2 月 28 日（星期一） 

˙蒞臨228事件58週年中樞紀念儀式致詞（台北市228和平公園） 
˙參加「台灣之光．全球閃耀」活動（台北市228和平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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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 日（星期二） 
˙接見「國際同濟會台灣總會」理監事  
˙出席總統府科技諮詢委員會「科技國防與國防科技」專題討論會 
˙接見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IOC）執行委員奧斯華德（Denis 

Oswald）  
˙透過視訊會議與歐洲議會議員及新聞媒體進行對話  

3 月 2 日（星期三） 
˙頒授行政院前院長游錫 、總統府前秘書長蘇貞昌、行政院前

副院長葉菊蘭及行政院前秘書長葉國興勳章  
˙接見「2005總統盃全國慢速壘球錦標賽」各組總冠軍 

3 月 3 日（星期四） 
˙接見第12屆「中華民國與中美洲國家合作混合委員會外長會議

」各國代表  

﹏﹏﹏﹏﹏﹏﹏﹏﹏﹏﹏﹏ 
副 總 統 活 動 紀 要  
﹏﹏﹏﹏﹏﹏﹏﹏﹏﹏﹏﹏ 

記事期間： 
94 年 2 月 25 日至 94 年 3 月 3 日 
2 月 25 日（星期五） 

˙出席國際獅子會300-A2區創區成立20週年「柬埔寨希望中學

捐贈公益服務」記者會（台北市青少年活動中心）  
˙出席「王添 與二二八」座談會暨《王添 紀念輯》新書發表

會（台北市國賓飯店） 

˙觀賞胡台麗紀錄片「石頭夢」（台北市真善美戲院） 
2 月 26 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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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第3屆亞太地區肥胖學術研討會（台北市君悅飯店）  
˙出席「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發表會」（台北市台大校友

會館） 
˙出席高雄心會成立大會（高雄市漢來飯店） 
˙出席屏東心會成立大會（屏東縣政府文化局）  

2 月 27 日（星期日） 
˙無公開行程  

2 月 28 日（星期一） 
˙參加「和平手牽手  團結心連心」228紀念活動（台北市中山堂

廣場）  
˙參加「台灣之光．全球閃耀」活動（台北市228和平公園）  

3 月 1 日（星期二） 
˙主持總統府科技諮詢委員會「科技國防與國防科技」專題討論會 

3 月 2 日（星期三） 
˙接見美國哈佛大學商學院首席副院長惠爾萊特博士（Steven 

Wheelwright）  
3 月 3 日（星期四） 

˙接見日本「琉球新報」社長比嘉辰博（Higa Totuhiro）一行  

﹏﹏﹏﹏﹏﹏﹏﹏﹏﹏﹏﹏ 
總 統 府 新 聞 稿 
﹏﹏﹏﹏﹏﹏﹏﹏﹏﹏﹏﹏ 

總統晚上透過視訊會議與歐洲議會議員及新聞媒體進行對話 
中華民國 94 年 3 月 1 日 

陳總統水扁先生今天晚上透過視訊會議與歐洲議會議員及新聞媒

體進行對話，此次視訊會議是由「歐盟亞洲事務研究中心」主任范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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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斯特(Willem van der Geest)主持，參與對話人包括歐洲議會自由民主

黨黨團聯盟主席華生（Graham Watson）、歐洲議會友台小組主席賈仁

伯斯基（Georg Jarzembowski）、法國「世界報」社論主編德貝爾（Patrice 
de Beer）及「國際記者聯盟」秘書長艾登懷特（Aidan White），總統

也接受現場記者提問。 
總統首先於開場致詞時表示，中國即將於本月初舉行的全國人大

會議中，通過所謂的「反分裂國家法」。「反分裂國家法」是一項明

顯並且片面破壞台海和平現狀的作為，因為它將賦予中國對台海現狀

的法理定義權，讓北京當局同時成為仲裁者與制裁者。此舉不但嚴重

斲傷台灣人民追求兩岸關係正常化的苦心，更嚴厲挑戰亞太區域的安

全、和平與秩序。 
因此，總統鄭重呼籲歐洲議會國家，正視中國欲以制定「反分裂

國家法」片面改變台海和平現狀的企圖，同時支持海峽兩岸進行和平

、和解與善意的互動。 
面對中國目前仍在其東南沿海部署 706 枚飛彈瞄準台灣，同時從

未放棄用武力解決台海問題的政策，總統也敦請歐盟各國重視兩岸軍

力失衡對亞太戰略安全可能造成的威脅。 
總統也籲請歐盟的夥伴們，在今年「世界衛生大會」（WHA）的

表決過程中，摒棄政治干擾，支持台灣成為國際醫療體系改革與進步

的一員，讓 2300 萬台灣人民，成為地球村健康的生力軍。 
總統致詞內容為： 
本人很榮幸能夠有這個機會，透過視訊會議和大家見面。各位都

是我們台灣最好的朋友，對各位長期支持台灣的民主發展與參與國際

組織的努力，本人首先要代表中華民國政府與 2300 萬台灣人民，向各

位表達最崇高的敬意和由衷的謝忱。 
農曆春節是全球華人一年中最重要的節慶，也是闔家團圓的假期

。只要關心海峽兩岸關係的人，都會為春節前後台商包機的順利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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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到欣慰，因為它為冰凍已久的兩岸關係帶來了一股暖流，也替台灣

與中國打開和解與對話的「機會之窗」，引進一絲溫煦的陽光。 
海峽兩岸能夠掌握春暖花開的契機，伸出和解的雙手，實現關係

正常化的互動，不僅符合國際社會的期待，更是構築亞太區域和平與

穩定的基石，這也是本人所領導的政府努力追求的目標――「開創一

個協商對話的兩岸新局」。 
令人遺憾的是，這一絲和解的陽光正被一朵烏雲所遮蔽，那就是

，中國即將於本月初舉行的全國人大會議中，通過所謂的「反分裂國

家法」。「反分裂國家法」是一項明顯並且片面破壞台海和平現狀的

作為，因為它將賦予中國對台海現狀的法理定義權，讓北京當局同時

成為仲裁者跟制裁者。此舉不但嚴重斲傷台灣人民追求兩岸關係正常

化的苦心，更嚴厲挑戰亞太區域的安全、和平與秩序。 
台海爭議必須用和平與對話的方式來解決，這是國際社會一致的

期待，包括歐盟、美國、日本等在內許多國家都曾經多次表達此一嚴

正立場。台灣作為國際秩序的忠誠捍衛者以及民主自由的堅定維護者

，除了持續四年多來向對岸傳達的和平橄欖枝之外，也必須鄭重表達

台灣國內超過 83%反對此一立法的民意，「反分裂國家法」的立法推

動，絕對不是本人以及關心台海和平的朋友們所樂見的結果。 
因此，本人要鄭重呼籲歐洲議會國家，正視中國欲以制定「反分

裂國家法」片面改變台海和平現狀的企圖，同時支持海峽兩岸進行和

平、和解與善意的互動。 
相較於台灣在過去二十多年逐步落實民主選舉、政黨政治、軍隊

國家化、保障人權以及政黨輪替等民主指標的成就，中國大陸仍然處

於威權體制的半封閉社會。「不透明性」正是隱藏在光鮮亮麗的「中

國崛起論」中，最大的不確定性與潛在危機。近來有關歐盟是否解除

對中國軍售禁令的討論引發爭議，包括美國與日本等國也都同表憂慮。 
基於對亞太區域軍力平衡、中國人權改善狀況以及武器擴散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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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問題的嚴肅考量，歐盟應該秉持更嚴格的標準來檢視中國是否展現

具體的行動以接受國際建制的規範，國際社會更應該以北京能否和平

處理台海問題作為檢驗「中國崛起論」的試金石。 
特別是中國目前仍在其東南沿海部署 706 枚飛彈瞄準台灣，同時

從未放棄用武力解決台海問題的政策，猶如對台海和平與區域穩定的

不定時炸彈，因此本人要敦請歐盟各國重視兩岸軍力失衡對亞太戰略

安全可能造成的威脅。 
台灣的民主，在國際支持跟 2300 萬台灣人民共同打拚下，好不容

易才有今天的成績。儘管國際現實讓台灣被排除在許多國際組織跟活

動之外，仍無損台灣善盡國際義務的決心與行動。對於醫療、衛生、

保健、愛滋防治、小兒麻痺根治以及人道援助等範疇的國際合作，台

灣從不缺席；從阿富汗、伊拉克到南亞的賑災，台灣的愛心種子更是

散播在全球各地。 
這樣忠貞盡責又愛心滿盈的國際社會成員，理應得到國際上應有

的對待跟尊重。令人遺憾的是，即使台灣奮鬥 8 年，希望能夠成為「

世界衛生大會」(WHA)觀察員的夢想，都因為中國的政治干預而受到

排擠。台灣人民承擔的代價是 2003 年 SARS 疫情肆虐亞洲時，我們沒

辦法得到國際醫療體系及時的關注，讓「衛生無國界」、「醫療無國

界」的理想，成為政治妥協的祭品。 
本人在此籲請歐盟的夥伴們，在今年「世界衛生大會」（WHA）

的表決過程中，摒棄政治干擾，支持台灣成為國際醫療體系改革與進

步的一員，讓 2300 萬台灣人民，成為地球村健康的生力軍。 
總統並與議員及新聞媒體進行對話如下： 
問：您認為歐盟或歐洲應如何做才能促成歐盟與台灣高層的互訪

？（歐洲議會「自由黨團」主席華生 Graham Watson） 
答：非常感謝華生主席的問題，希望中國大陸也能像台灣一樣的

民主化，不但有民主的選舉，也有真正健全的政黨政治，軍隊能夠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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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化，而不是軍隊絕對服從黨的領導，當然，我們更希望在中國大陸

的人民也能享有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包括像法輪功不再被視為所謂

的犯罪，應該受到鼓勵、保障。基本人權可以確保。台灣這幾十年的

努力，我們不敢說已經像歐美一樣百分之百民主，但 2300 萬台灣人民

在民主深化和鞏固確實有非常亮麗的成績。我們也希望，台灣的民主

也能對中國大陸發揮「燈塔效應」，所以我們非常密切注意、也非常

關心，由於十幾年前天安門事件的發生，歐盟對中國大陸採取武器禁

運的政策，但是最近的期間，歐盟國家希望採取解禁，有這樣的提議

，而且也引起包括美國、日本等國家的嚴重關切，日前布希總統的歐

洲之行就表達強烈的關切之意，因為包括美國、日本對台灣最為了解

，對台海兩岸最為清楚，如果歐盟國家對中國大陸解除武器禁運，將

導致兩岸軍事力量失衡，進而會危害到整個亞太地區的和平、安全和

穩定。 
非常感謝歐洲議會多次通過決議，呼籲北京當局能撤除對台灣的

飛彈部署，能夠放棄對台灣使用武力。但很清楚的，北京當局對台灣

的飛彈部署非但未減少，而且每年以 120 枚的速度繼續增加當中，記

得一年多前（2003 年）我們公布北京當局在東南沿海的飛彈部署只有

496 枚，剛才我特別提到，現在已增加到 706 枚，可以說增加非常快。

很清楚的，如果歐盟對中國解除武器禁運，間接的，也是暗示中國從

此不必再進行所謂的民主深化、鞏固的政治工程，當然，我們也注意

到去年年底歐盟高峰會會後主席結論指出，「任何有關的決定將不會

導致歐盟會員國武器輸往中國在質、量上的增加」，如果是這樣的情

況，又為何要解禁？當然，也有人主張不必擔心，解禁之後，還會依

照所謂歐盟武器外銷行為準則來規範，但是否具拘束力？是否是正式

的法規？這些都是令人疑惑的事。我們最擔心的是，當歐盟解除對中

國武器禁運，可能會對中國發出一些錯誤的訊息，而且影響中國進一

步民主化的進程，這是我們所不願看到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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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請問總統如何努力才能解決兩岸及朝野的歧見？（歐洲議會

「友台小組」主席賈仁伯斯基 Georg Jarzembowski） 
答：當然，對我而言，我真的非常期待有那麼一天能在歐洲議會

作公開演講，而非透過視訊會議的方式，1999 年 12 月，我還是總統候

選人，有機會至布魯塞爾歐洲議會訪問，卻 2001 年當本人獲得「國際

自由聯盟」所頒給的「國際自由獎章」，最後因個人無法取得簽證而

未能成行，獲得國際自由獎，卻沒有領獎的自由，這是令人非常遺憾

的事。 
剛才提到，中國即將審議通過所謂的「反分裂國家法」，我們真

的無法了解，為何此時此刻，當兩岸關係舒緩，所謂春暖花開的時候

，為何還要在天邊飄來一朵烏雲，要將過去我所寄出的至少超過 30 枝

的和平橄欖枝淋濕，這是非常不智的，也是非常沒有必要的，更是在

實際上非常有問題的。我真的非常憂心，今年春節期間好不容易推動

台商包機直航，帶給大家非常大的方便，大家也有非常大的期待，是

否會因「反分裂國家法」的通過，最後將過去的一些善意及良性互動

，讓它再往後走。推動兩岸經貿關係正常化，是個人始終堅持要努力

的目標，我們希望從現在的小三通、擴大的小三通，慢慢地進展到大

三通。2003 年我們推動兩岸春節包機，當時是單向而且未對飛，中間

還要在香港起降，但是今年春節的包機直航，已能夠雙向、對飛、不

中停，這是非常大的進展，我們非常珍惜。原先我們希望，能從兩岸

春節包機直航慢慢進展到兩岸貨運包機直航，然後再到三通直航，我

們也希望，能與對岸展開正式協商，希望大家能擱置爭議，異中求同

。所以，包括剛才我所特別提到，如何開啟兩岸對話新局，這也是我

們要努力的方向。 
我們建議，希望能以「九二香港會談」所獲致的成果作為基礎，

來推動兩岸的協商、對話，當然，日前我們所進行的執政黨及在野黨

的協商對話，所謂的「扁宋會」，我們就是試著要從異中求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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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野這樣的攜手合作，能與對岸北京當局展開對話。去年年底立委選

後，我就極力倡導，只要有助於政局穩定，只要有助於人民福祉，只

要有助於族群的和諧，只要有助於兩岸的和平，朝野之間，沒有什麼

不能和解、合作的，這 4 個只要，我相信，不只適用於台灣的內部，

也同時適用於兩岸的事務。和解需要勇氣、更需要信心，我們有勇氣

，也有信心，不但我們內部要和解，兩岸更要對話。 
問：請問總統對美日安全聯合聲明的看法，對歐盟解除武器禁運

的看法，對歐盟一些高層批評台灣政治以及他們到大陸訪問的看法？

（法國「世界報」社論主編德貝爾 Patrice de Beer） 
答：我們已經注意到，2 月 19 日，美日二加二會議把台海安全列

為他們共同戰略的目標，鼓勵透過對話來和平解決台海的議題，我們

非常感謝。當然二加二會議的聯合聲明，不只單對台海議題，也包括

對全球的安全來做討論。但是，幾十年來台海的議題首次列為共同戰

略目標，我相信有它的意義在，也有值得我們加以重視的地方。十幾

年來中國軍備不斷地擴充，每年的國防預算，都以二位數字增加當中

，而且對台飛彈的部署也一直在增加，剛才我提到、到目前為止的是

706 枚戰術導彈瞄準台灣，但是還不包括至少 173 枚戰略導彈。也許歐

洲距離台灣海峽很遙遠，也許歐洲大陸距離亞太地區也有很長的距離

，但是美國、日本就在亞太地區，他們非常清楚，我相信，美國、日

本那樣清楚，今天縱使遠在歐洲大陸的歐盟國家，也不應該不清楚。

所以在此時此刻，不只有二加二美日會議的聯合聲明及共同戰略目標

的提出，最主要的是像歐盟希望能夠解除對中國的武器禁運，這件事

情讓包括布希總統在內都非常憂慮，它將導致兩岸軍事力量的失衡更

加惡化。對於最近這兩件事情，我們當然非常低調，也不希望過度解

讀，甚至我們更不願意看到，把它跟中國「反分裂國家法」立法推動

掛勾。民主、自由、人權與和平絕對是普世價值，一樣地，台海的安

全、亞太的區域穩定也絕對是包括美國、日本以及所有的亞太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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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共同的語言與利益。我們相信，繼續武器禁運中國以及二加二會

議聯合聲明的公開，絕對有助於維持台海的和平、安全及穩定。 
我不願意批評另外一個國家的政府或是國家領導人。雖然本人多

次受到一些國家領導人的批評，我們只能表示非常遺憾。他們基於國

家的利益或私人的利益要擁抱中國，我們沒有任何批評的意見，但是

對於民主、自由、人權、和平的普世價值採取雙重標準，我們只能說

，非常難過。好比說，有些國家的領導人竟然批評 2300 萬台灣人民所

要追求的公民投票、普世價值、基本人權要在台灣這塊土地來實現。

我們都知道，像法國人民享有公投的基本人權，而且在法國，有關憲

政的改造，也常常透過公投交由人民來做最後的決定，包括總統的任

期也都是交給人民公投決定。2004 年 3 月 20 日，台灣所舉行歷史上的

第一次公民投票，我們所要公投的題目很簡單，也非常清楚，但是也

非常重要，那就是我們要加強自我防衛的能力、要強化國防，以及我

們希望與對岸展開和平的對話，但是我們竟然受到一些國家元首那麼

大的批評，這對 2300 萬台灣人民來講是非常不公平的一件事。為什麼

法國政府可以辦公投，而台灣政府不能辦公投？為什麼法國人民可以

享有公投的基本人權，而台灣人民要享有公投的基本權利卻要受到這

麼大的羞辱與扭曲？但是我還是要講，2300 萬台灣人民現在已經可以

享有公民投票的權利，我們有了第一次，接下來我們的公民投票不再

是洪水猛獸，而且即將進行的憲政改造工程，我們也會用公投複決的

基本權利來制憲。希望下一次，如果還有人想要批評，要先了解、先

認清到底我們所要做的事情是什麼，不要不分青紅皂白，只因為要擁

抱中國、要想獲取一些利益，竟然說出一些令人非常遺憾的話。 
問：中國要達到何種標準才能符合解除武器禁運的條件？（「國

際記者聯盟」秘書長艾登懷特 Aidan White） 
答：我們都了解到，人類的共同價值才是最重要的。沒錯，國家

利益也是很重要，但是國家利益再重要，還是不能違背人類的共同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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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特別是有關民主、自由、人權、和平的普世價值。假如武器的添

購，不是用來維持世界和平，而是用來破壞區域穩定及台海安全，我

相信，作為一向對於民主、自由、人權、和平普世價值最為景仰而且

最堅定的歐陸國家，絕對不能裝做沒有看到。歐盟國家之所以對中國

採取武器禁運是因為天安門事件的發生，是因為中國大陸沒有人權，

是因為中國大陸不民主，但問題是，這幾年來難道已經有了改善嗎？

難道中國大陸已經成為一個真正民主的國家嗎？他們的人權已經與世

界同步嗎？我們認為答案絕對是否定的。我們認為一個國家的利益應

該跟民主人權跟人類的共同價值來結合，就像台灣希望能夠成為 WHA
的觀察員，有關台灣入會的問題，這絕對是一個非常單純的衛生議題

、是一個防疫的議題，我們認為這是人類共同的價值，但是常常有些

國家又把它跟政治議題掛勾。剛才我也特別提到，臺海兩岸任何的歧

見都應該透過和平對話的方式來加以解決，我們也希望對於北京當局

所堅持的「一個中國」的原則，目前在兩岸彼此之間還有非常大的分

歧，如果說一定要有前提，一定要有結論，那我相信大家要坐下來談

就變得非常困難。剛才我特別提議，希望能夠以 1992 年「香港會談」

所獲得的成果作為一個基礎，來推動兩岸的協商與對話，在短期我們

希望能夠針對有關兩岸包機直航的問題來進行協商，至於兩岸的政治

關係，我們認為，只要 2300 萬台灣人民同意，未來兩岸要建立如何的

政治關係，我們都不排除。 
問：中國的經濟日益強大，也對台灣形成陰影，請教您對此之看

法；如果歐盟決定對中國解除武器禁運，是否可能強化美日對台關係

，甚至走向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另「扁宋會」之後，有 3 位資政顧

問請辭，請問您對此事的看法，以及會如何處理？ 
答：我們都了解到經濟利益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剛才我特別講

到，國家的經濟利益再重要，也不能夠違背人類共同的價值，特別有

關民主、自由、和平的普世價值。但是，台灣這麼小，人口也不是最



總統府公報                          第 6621 號 

17 

多，所以要說在台灣有什麼樣的經濟利益，絕對沒辦法跟市場那麼大

的中國大陸相提並論。 不過，我們還是希望，歐盟跟台灣能夠繼續強

化經貿關係，不管是商業的往來或者經貿的合作。2003 年 3 月 10 日，

歐盟正式在台灣有了代表，我們發現到了 2004 年，歐盟與台灣的雙邊

貿易總額已經超過 389 億美元以上，足足比 2003 年成長了 18.6%，台

灣出口到歐盟國家，成長了 14.2%，歐盟出口到台灣則增加 25.1%。目

前歐盟是台灣第 4 大貿易夥伴，僅次於中國、美國跟日本，我們相信

，很快的歐盟有可能成為台灣的第 3 大貿易夥伴，甚至是第 2 大貿易

夥伴。 
台灣目前跟美國、日本並沒有正式的外交關係，我相信在可見的

未來，也不可能有正式的外交關係。但是台灣跟美國與日本有最好的

價值同盟關係，我們在民主、自由、人權、和平、安全等領域，我們

有共同的價值同盟關係。對我來講，我不但要做到成為我們自己國內

多元力量的平衡者，我更要成為整個亞太區域和平穩定安全的捍衛者。 
最近台灣內部的朝野和解、政黨合作，我們走出了第一步，有了

上月 24 日的「扁宋會」，之後有些人不是那麼樣地清楚，甚至認為違

背他們長期所追求的一些理想、目標，而有反彈的動作，其中包括向

本人請辭資政或者國策顧問。朝野的和解、政黨的合作，這是此時此

刻台灣必走的一條路，否則就是像過去的 4、5 年，我們繼續地朝野對

抗、藍綠二分，就是讓政府機器繼續地空轉，繼續地內秏，這絕對不

是人民之福。和解是可能的藝術，和解也是妥協的藝術，和解絕對不

是和稀泥。和解當然也不是失去理想，但是我們必須要在異中求同，

求同存異。有人之所以辭職，是因為我說出不宣布台灣獨立，是因為

我不更改我們的國號，但是我還是要再一次重申強調，我的任期祇剩

下三年多一點，我必須要為國家、為這塊土地、為人民多做一些事情

。第一，台灣已經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國號就叫做中華民國，當

然沒有宣布獨立的問題。要改國號、要把目前國號中華民國改為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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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國，必須經過四分之三國會議員的同意，以目前來講，支持政府

的席次，可能不到國會的半數，遑論要達到四分之三，這是不可能的

事情。縱使有這些想法，但是客觀的環境是做不到的。 
我必須要坦誠，我不能夠騙自己，我也不能夠騙別人，我做不到

，我就是做不到。在我的任期之內，要把我叫的國號改為台灣共和國

，我做不到，我也相信李登輝前總統在他的 12 年總統任期內，他也沒

有做到，縱使今天總統給他做，他也做不到。 
有關於憲改的問題，我已經一再重申強調，為了提升台灣的國家

競爭力，為了台灣政府的良好管理，我們必須要進行憲政改造的工程

。最主要的內容，是因為目前台灣的憲政體制既不是總統制，也不是

內閣制，更不是像法國一樣的雙首長制。目前我國的憲法，是全世界

很少有的所謂五權憲法體制，很多人非常羨慕歐美國家是三權分立的

憲法，如果我們要從五權憲法改為三權憲法，必須進行憲改的工作。

憲改其他是有關於基本人權的進一步強化，這些都無關於統獨的議題

，所以有關未來的憲改工作，在我們內部還沒有多數共識之前，我們

絕對不會觸及所謂國家主權、領土改變或者統獨的議題。有關憲改的

程序，絕對不是說我們提出最後的憲法草案的版本，然後交給人民直

接來公民投票，而是要先經過立法院四分之三絕對多數的同意，才有

最後的憲改版本，最後才交給人民來做複決的公民投票，所謂四分之

三絕對多數的同意，大家就可以了解到，對於大家比較擔心的事情，

所謂是不是會走向台灣獨立這樣一個重大議題，絕對是不可能的，這

一點大家可以放心。 

副總統參加「和平手牽手 團結心連心」228 紀念活動 
中華民國 94 年 2 月 28 日 

呂副總統秀蓮女士今天下午參加「和平手牽手 團結心連心」228
紀念活動，除呼籲追求 228 事件歷史真相外，並強調，我們不能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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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必須團結，因為未來眼前有更重大的任務須靠大家努力完成。隨

後，副總統與執政黨蘇貞昌主席共同在製作成台灣形狀的拓印上留下

手印，並與 15 位包括客家、原住民及婦女代表們手牽手，表達「手牽

手 心連心」，守護台灣的決心。 
副總統致詞時表示，在 228 紀念日今天選擇在中山堂舉行活動具

有特殊的意義，稍早總統與她也共同出席 228 事件 58 週年中樞紀念儀

式，總統親自宣布將國家人權委員會入憲，並將參加今晚於 228 紀念

公園所舉辦的點燈活動，代表了政府對 228 事件的重視與關注。 
副總統以 228 事件發生始末表示，228 事件發生後，因為戒嚴時期

之故，為怕觸怒當時政府，因此將之定位為族群問題，然而，事實上

，1947 年 2 月 27 日發生槍殺一位販賣私煙的台籍婦女事件後，社會人

士即成立 228 事件處理委員會，發表告全國同胞書說明：親愛的各省

同胞們，這次 228 事件的發生，我們的目標是肅清貪官污吏，爭取本

省的政治改革，不是要排斥外省同胞，我們歡迎外省同胞參加此次改

革本省政治的工作，以便台灣政治的明朗早日達到。副總統表示，我

們還有更多的歷史真相亟待追求，不能因為日後個人的好惡受到扭曲。 
副總統指出，民主進步黨已經執政，應具有更宏觀的眼光，228 事

件對台灣人的傷害是永久性的，我們應該瞭解歷史的真相，然而同時

也應該放棄報仇的心態。228 事件基金會在多年的努力下，集合多位專

家學者，花了很多時間對 228 責任歸屬進行研究，且將在今年 5、6 月

份期間將這些報告集結出版，歷史的真相又往前靠近了一步。 
副總統再度呼籲，全國朝野必須更加瞭解 228 事件發生的真相，

且在 2 年後該事件 60 週年時更完整、深入、正確地紀念 228 事件。副

總統表示，她擔任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主任委員 4 年來，一直配合

總統人權立國的理念，避免過去的錯誤再度發生，而未來，如果我們

在責任歸屬與真相恢復兩項工作能得到更大的進展，相信台灣才能像

浴火重生的鳳凰，在歷史上、國際社會上得到更大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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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總統告訴現場人士，美國前總統柯林頓昨日與總統會面，她有

幸參與，在短短的時間內讓柯林頓前總統瞭解台灣的努力與面臨的問

題，台灣人民的付出與努力也得到柯林頓前總統的感佩。副總統有感

而發地表示，希望大家繼續努力，我們沒本錢再分裂，沒時間再相互

攻擊，我們要團結，同時讓歷史真相得到澄明的機會，未來，我們有

更重大的任務等待著大家共同努力來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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