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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古國 天災大國
本土5島+離島=約 6,800島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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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約英法之和
面積約37餘萬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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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關係

(做什麼)

硬軟實力

(有什麼)

文化特徵

(想什麼)

主題日本--本日主題



九種交叉

過去

現在

未來

全球

區域

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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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日本關係協會

1972年12月2日
我方成立

「亞東關係協會」

2017年5月17日
我方更名為

「臺灣日本關係協會」

1972年9月29日
我與日本斷交

1972年12月26日
日本內閣官房長官二階堂進發表談話表
示，財團法人交流協會營運各項業務時
，日本政府將於其國內法令範圍內儘予
支持與協助。

2017年1月1日
日方更名為

「日本台湾交流協會」

1972年12月1日
日方成立

「公益財團法人交流協會」



臺灣日本關係協會 組織架構
駐日六館處，對日工作第一線

會長

秘書長

副秘書長
(外交)

秘書組
(地方交流、

國人急難救助及
行政庶務)

文教組
(文化及

青少年交流)

資料組
(政務推動)

副秘書長
(經濟)

經濟組
(經貿交流)



日本文化特徵
反求諸己，為人設想，內斂務實

層級結構，群體優先，建前本音

力求徹底，法規至上，指向未來

感謝萬物，簡約美感，寧靜致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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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硬實力與外交

A diplomat is an honest gentleman sent abroad to 
lie for his country” -Sir Henry Wotton, English 
ambassador to Venice. (1568-1639 )

“The strong take from the weak, but the smart 

take from the strong.” 8



硬實力：全球軍力排名，日本第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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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保三文件，非核三原則，防衛裝備移轉三原則
西南諸島防衛日益重要



硬實力：全球GDP排名，日本第3
Larges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by GDP (nominal) in 2022

according to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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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 Trillion

藏富於民

https://en.wikipedia.org/wiki/International_Monetary_F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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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 Joseph Nye 

Global Soft Power 2021

(Brandfinance)

Rank Country

1 Germany

2 Japan

3 United Kingdom

4 Canada

5 Switzerland

6 United States

7 France

8 China

9 Sweden

10 Australia

Prof. Samuel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軟實力：全球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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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實力：全球排名



日本外交主軸

日美同盟為基軸

自由開放印太(FOIP)： 俯瞰地球儀外
交」加上「以國際協調為主的積極和
平主義」。QUAD，AUKUS，PBP

以聯合國為中心型塑全球友日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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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工作的思考特色

基於歷史的 前瞻思考

設身處地的 換位思考

大局為重的 立體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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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diplomats think….

外交政策 Input/Output/Feedback
From External to Internal

From International Systems to 

Personalities



台日關係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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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日近期大事一：
疫苗援贈

➢台灣回贈1萬台血氧

儀及1,008台製氧機，

菅義偉首相推文感謝

➢日本六度提供台灣

超過420萬劑疫苗

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7/72/Flag_of_the_Republic_of_China.svg


台日近期大事二：

支持我參與國際組織

➢ 2021年6月11日日本參議院

首度全票通過「世界衛生組

織處理台灣問題決議」，籲

請各國同意台灣自2022年起

參與世界衛生大會（WHA），

並要求日本政府與各國合作

確保台灣參與WHA的機會。

➢ 日本47都道府縣已有43個地

方議會通過友我聲明支持我

參與WHA。

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7/72/Flag_of_the_Republic_of_China.svg


台日近期大事三：

國際聲援台海重要性

➢日美2+2會談、日美峰會、日本─歐盟峰會聲

明、日澳2+2會談、G7領袖峰會、日美韓外長

等國際場域強調「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

➢日本加入「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GCTF）

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7/72/Flag_of_the_Republic_of_China.svg


近期台日關係
發展特徵

➢日本國內友台聲量持續提升

➢台海安全成為國際社會焦點

➢台日關係邁入多邊合作時代

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7/72/Flag_of_the_Republic_of_China.svg


➢ 日本和平憲法，美日同盟、美中對立，日中
四文件

➢ 海上生命線(SEA LANE)
➢ 主要互動結構：「日華議員懇談會」，目前

共有260餘名成員，約佔全體710位國會議
員4成，現任會長為古屋圭司眾議員(前國家
公安委員會大臣) 。我立法院於2021年1月
20日成立跨黨派對日交流團體「台日交流
聯誼會」。

深層關係一：
安全保障與政治



我國出口項目 積體電路、碟片
，磁帶，固態非
揮發性儲存裝置
等

我國進口項目 積體電路、半導
體裝置、積體電
路及平面顯示器
之機器及器具、
機動車輛等

深層關係二：經貿

雙邊投資概況
●我對日本投資：
•2021年，臺灣在日本投資件數為25件，金額為22.16億美元，較2020年
同期增加470.63%。
•自1952年至2021年共計895件，累計約118.24億美元。
●日本對我投資：
•2021年，日本在臺灣投資件數為231件，金額為7.29億美元，較2020年
同期減少24.43%。
•自1952年至2021年共計11436件，累計約241.99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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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邊貿易統計概況



深層關係三：觀光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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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五年台日互訪人次

台人赴日 日人來台 總計

➢2019年台日互訪突破700萬
人次（台人赴日491萬、日
人來台216萬人次），台日
互為第二及第三大觀光客來
源國

➢2020年因疫情影響互訪人
數降至95萬人次（台人赴
日69萬、日人來台26萬人
次）

➢2021年因疫情互訪人數再
降至人約2萬人次(台人赴日
及日人來台各約1萬人次)



日本重要國寶於2016年12月在嘉義故宮南院展覽

2015年6月在東京成立「台灣文化中心」

2017年11月22日在東京簽署
「台灣日本文化交流合作備忘錄」

深層關係四：文化交流



 台日地方縣市締結姊妹市或友好交流城
市： 140餘件

 「台日交流高峰會」，地方議員友台活
動，不斷呼籲協助臺灣加入國際組織。

深層關係五：地方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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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深化台日關係有助國家利益

二、設想未來適應變遷創造幸福

三、外交工作有賴全民共同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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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



Unspoken r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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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養：合於社會規範以上的總和能力
proper / cultivated / well-mannered

sophisticated / polite / genteel

decent / elegant / grace

以道德為核心
勿讓人厭惡而不自知
能承受挫折與環境變化
並且實踐在日常生活當中



綜 合 討 論 題 目

 日本近年的安保防衛態勢有由北往南移轉
的態勢，對於這個趨勢，請問您有何看法？
對日韓和解，有何看法？

 民調顯示，台日人民情感友好親近，原因
有哪些？您覺得未來的發展趨勢又如何？

 教養是進入社會生活的根本，也是外交工
作的根基，請問您認為應如何提升社會的
整體「教養」及如何型塑全球友台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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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會議/國際活動



總統就職會晤各國使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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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待外賓訪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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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待外賓訪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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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宴日華議員懇談會訪團



午宴日華議員懇談會訪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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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外館長宣誓典禮外交部五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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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日會見及參加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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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館國慶酒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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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日關係史（1945-2020）
作者：川島 真、清水 麗、
松田 康博、楊永明，出版社：
國立台灣大學，2021年

建議參考書籍

戰後日本外交史
作者：五百旗頭 真編、
陳鵬仁翻譯、徐興慶監修，
出版社：台北致良出版社，
202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