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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哥斯大黎加  
美洲區 6 月 30 日-哥斯大黎加與尼加拉瓜，在墨西哥暨中美洲領袖會議中，簽訂長程議定，以解決邊界

河川航行權之爭端。哥斯大黎加方面，認為設立巡邏隊來打擊毒品交易及走私是必要的措施，但

尼加拉瓜方面認為這侵犯了其主權。 

5 月 29-哥倫比亞與哥斯大黎加進行貿易協商。哥倫比亞總統帕斯德那拉(AndresPastrana)表示希

望與哥斯大黎加建立伙伴關係來加強雙方貿易，並感謝哥斯大黎加對其國內和平進程之支持。

6 月 18 日-中美六國總統：哥斯大黎加、巴拿馬、瓜地馬拉、薩爾瓦多、宏都拉斯、尼加拉瓜，

於巴拿馬討論加速中美整合議題。 

10 月 16 日 哥斯大黎加、貝里斯、多明尼加共和國、薩爾瓦多、瓜地馬拉、海地、宏都拉斯、

牙買加、尼加拉瓜簽署由委內瑞拉總統查韋茲(Hugo Chavez)為供應中美洲及加勒比海區國家廉

價石油所提出的卡拉卡斯協定(the Caracas Accord)。 

12 月 11 日-墨西哥總統福斯(Vicente Fox )抵達哥斯大黎加。 哥斯大黎加總統羅德里格斯(Miguel 
Angel Rodriguez)，排除瓜地馬拉、尼加拉瓜之反對，繼續在首都聖荷西舉行中美洲國家與墨西

哥總統福斯(Vicente Fox )之區域會議。因瓜地馬拉為現任中美洲統合體之主席，瓜國認為此會議

應在本國進行，而非哥斯大黎加。 

法務部(Ministerio de Justicia y Gracia)部長 Monica Nagel Berger 與墨西哥簽訂智慧財產權合作協

定(el Acuerdo de Cooperacion en Materia de Propiedad Intelectual)  

國家兒童慈善(Patronato Nacional de la Infancia, PANI)執行長 Marlen Gomez 與墨西哥勞工社會福

利機構簽訂協定。 

哥斯大黎斯加社會保險銀行執行長 Rodolfo Piza 與墨西哥簽定社會保險技術、科學合作協定(el 
Acuerdo Complementario de Cooperacion Tecnica y Cientifica)。 

財政部長 Leonel Baruch Golberg 與美洲開發銀行簽署無償區域技術合作計劃，

No.ATNFC-7099-RS, 所獲金額達 11 萬美元。 

哥斯大黎加駐聯合國代表 Bernd Niehaus Quesada 與古巴簽署免簽證協定。 

哥斯大黎加駐聯合國代表 Bernd Niehaus Quesada，簽署遏制國際恐怖主義融資公約。（el Convenio 
para la Represion de la Financiacion del Terrorismo Internacional） 

歐洲區 10 月 10 日-哥斯大黎加抨擊歐盟香蕉提議。哥斯大黎加政府表達對歐盟回復香蕉先申請先分配(a 
first-come, first-served method)的進口配額許可証制度之不滿。 

哥斯大黎加駐西班牙大使 Javier Solis 與西班牙簽署外交互賴公約(convenio sobre Dependientes 
Diplomaticos Costa Rica-Espana)。 

哥斯大黎加協商代辦(Encargado de Negocios de Costa Rica) Johnny Saurez 與捷克共和國簽署免簽

證協定(el Acuerdo de Supresion de Visas)。 

亞洲及其他地

區 
8 月 19 日-哥斯大黎加總統羅德里格斯(Miguel Angel Rodriguez )表示支持台灣進聯合國(UN)及世

界貿易組織(WTO)之提案。 

哥斯大黎加國會議長瓦爾嘉斯（Carlos Eduardo VARGAS）率團抵華訪問一週。 

我駐哥斯大黎加毛大使高文代表政府捐贈「泛美人權法院」有關司法資訊系統計畫第一期款，由

該法院甘卡多院長代表接受。 

我駐哥斯大黎加毛大使高文代表政府致贈「中美洲大學最高委員會」有關「中美洲大學院校聯合

體系延伸計畫」八十九年度捐款，由該會負責人蘇爾先生代表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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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斯大黎加衛生部長巴爾多（Rogelio PARDO）夫婦抵華訪問一週。 

2001 

美洲區 12 月 1 日-哥斯大黎加與中美洲國家簽署和平協定。哥斯大黎加、薩爾瓦多、尼加拉瓜、宏都拉

斯、瓜地馬五國元首同時對區域間無法解決之衝突展開討論。 

古巴在哥斯大黎加設辦事處，這是二國 1961 年斷交後，繼 1995 年哥斯大黎加在哈瓦那設辦事處，

古巴首次設辦事處。 

厄瓜多爾總統諾沃亞(Gustavo Noboa Bejarano)訪問哥斯大黎加，並與哥國總統羅德里格斯(Miguel 
Angel Rodriguez)簽署總統級共同聲明。 

哥斯大黎加與加拿大簽署自由貿易協定。 

亞洲及其他地

區 
哥斯大黎加總統羅德里格斯(Miguel Angel Rodriguez Echeverria )訪日。 

哥斯大黎加國會議長康德拉絲 （Rina Contreza Lopez）、前總統阿里亞斯 （Oscar ARIAS）、

經濟部長巴蘭德斯 （Gilberto Barrantes）、外交部對外政策司司長桑契友 （Javier Sancho Bonilla）

等來台訪問。 

10 月 25 日駐哥斯大黎加毛大使高文代表我政府主持捐贈中美洲農牧委員會執行「減輕天然災變

對農牧業侵害程度計畫」專款儀式；中哥間並簽有友好條約、文化專約、貿易協定、引渡條約、

技術合作協定補充協議、空運協定、投資保障協定、體育協定及海外服務工作團派遣協定。臺北

市與哥京聖約瑟市、高雄市與卡塔哥市、基隆市與泮大連市、臺東市與艾瑞迪亞市均先後締結為

姊妹市。 

哥斯大黎加總統羅德里格斯（Miguel Angel RODRIGUEZ）以電話向陳總統水扁慰問納莉颱風災

情。 

駐哥斯大黎加毛大使高文主持捐贈聯合國拉美犯罪防禦組織(ILANUD)專款儀式，哥國法務部長

納黑娥 (Nagel) 應邀觀禮。 

駐哥斯大黎加毛大使高文代表政府主持哥國第二座糖倉捐贈儀式。 

駐哥斯大黎加毛大使高文代表政府與哥國外長羅哈斯 (Roberto ROJAS) 共同簽署我援助哥國興

建 SAN CARLOS 公路協定，哥國總統羅德里格斯（Miguel Angel RODRIGUEZ）親臨見證簽約

儀式。 

2 月 15 日，哥斯大黎加在第 5 屆日本－中美洲合作對話論壇會議中，與與會國，於國際貿易及

政治合作框架下，就多邊經濟合作、提升貿易、投資、觀光關係議題，發表聯合公報。 

2002 

美洲區 3 月 24 日-美國總統布希於其旋風式訪問薩爾瓦多期間，會見了貝里斯、哥斯大黎加、瓜地馬拉、

宏都拉斯、尼加拉瓜及巴拿馬，為加強其自由貿易政策之支持。 

11 月 1 日-美國在厄瓜多爾對建立美洲自由貿易區展開對話。美國貿易代表左立克(Robert 
Zoellick)將就美洲自由貿易區之建立向中美五國(哥斯大黎加、薩爾瓦多、瓜地馬拉、宏都拉斯、

尼加拉瓜)展開對話 

4 月 26 日，第四屆哥斯大黎加暨尼加拉瓜雙邊委員會會議(La Reunion de Comision Bionacional 
Costa Rica- Nicaragua)。 

9 月 27 日，哥斯大黎加外長 Roberto Tovar Faja 暨尼加拉瓜外長 Norman Caldera Cardenal 簽訂雙

邊協定。內容關於促進雙邊投資、經濟發展、國際合作、並給予雙邊國民免簽證待遇等。 

4 月 24 日，第二屆哥斯大黎加暨巴貝多雙邊會議舉行並簽署聯合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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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9 日，哥斯大黎加與貝里斯簽訂創制「永久聯合委員會」(Acuerdo para la Constitucion de la 
Comision Binacional Permanente.)協定。[10] 

3 月 14 日，哥斯大黎加暨薩爾瓦多總統發表共同聲明。 

4 月 26 日哥斯大黎加外長暨薩爾瓦多外交部長簽署聯合公報。（Comunicado Conjunto）。 

4 月 26 日，哥斯大黎加與瓜地馬拉簽訂聯合公報。 

4 月 26 日，哥斯大黎加與巴拿馬，就和平、人權及非軍備化議題發表聯合聲明。 

哥斯大黎加與玻利維亞第二屆政治協商機制會議（La Segunda? Reunion del Mecanismo de 
Consultas y Concertacion Politica），二國就政治、經貿、文化交流發表聯合公報。 

舉行各國領袖及巴西聯邦共和國、中美地峽暨多明尼加共和國會員國總統會議。（Reunion de Jefes 
de Estado y de Gobierno de la Republica Federativa de Brasil y los Paises Miembros del Istmo 
Centroamericano y Republica Dominicana） 

4 月 24 日，哥斯大黎加與智利，就人權自由、拉美民主化整合進程、社會正義、區域安全等議

題發表聯合聲明。 

歐洲區 哥斯大黎加與德國「城市-工業環境守護」合作計畫，已達當地參與發展階段。 

5 月 18 日-歐盟在為期二天暨拉美領袖高峰會，表示願意提供中美洲國家更多的經濟支援。此提

議將對哥斯大黎加、巴拿馬、瓜地馬拉、薩爾瓦多、宏都拉斯、尼加拉瓜六國有直接助益。 

8 月 20 日，哥斯大黎加與波蘭簽署聯合公報(La Comunicado Conjunta Costa Rica-Polonia)。  

亞洲及其他地

區 
台灣行政院游院長錫?伉儷、司法院翁院長岳生伉儷、立法院王院長金平訪哥。 

總統白契科（Abel Pacheco）伉儷率團訪華、漁業局長卡絲楚（Ligia ?Castro）女士偕夫婿、哥空

中大學校長阿里亞斯（Rodrigo Arias）及哥大副校長拉米雷斯（Ramiro Ramirez）等訪台。 

第二屆中華民國與中美洲五國經貿次長會議於 10 月在哥召開，並簽署聯署聯合聲明；中哥簽署

雙邊相互保護智慧財產權協定；哥外貿部與台灣經濟部簽署加強經貿、投資及技術轉移之聯合聲

明；哥對外貿易協會與台灣外貿協會簽署合作協議等。 

2003 

美洲區 3 月 14 日-哥斯大黎加同意提供委內瑞拉流亡份子政治庇護。 

5 月 2 日-美國停止對 35 個國家軍事援助，其中哥斯大黎加、哥倫比亞名列其中，這是因為它們

在國際法庭前未給予美國人豁免權。 

12 月 9 日 哥斯大黎加總統白契哥訪問邁阿密並參加第 27 屆加勒比海流域會議進行雙邊恐怖主

義的討論。 

5 月 14 日 哥斯大黎加與尼加拉瓜邊界河聖約翰河問題，雙邊對話未獲進展。 

白契哥總統參加薩爾瓦多會議並與西班牙總統阿茲納會晤，就歐盟與哥斯大黎加自由貿易協定

的可能性交換意見。 

7 月 23 日哥斯大黎加與尼加拉瓜簽署金融資訊交流協定。 

7 月 23 日 哥斯大黎加與尼加拉瓜外交部簽訂學術合作備忘錄 

哥斯大黎加與尼加拉瓜簽訂政治協商備忘錄。 

4 月 3 日，哥斯大黎加、波多黎各與美國發表多部門合作聲明（Declaracion de Cooperac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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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sectorial）。 

哥國總統白契哥(ABEL PACHECO DE LA ESPRIELLA)與尼國總統博拉尼奧斯(ENRIQUE 
BOLANOS GEYER)發表共同聲明並簽署外交領事人員及其眷屬享有免費戶外休閒活動安排協

定（Acuerdo para el Libre Ejercicio de Actividades Remuneradas para Familiares Dependientes del 
Personal Diplomaticos y Consular）。 

4 月 30 日，哥斯大黎加與薩爾瓦多總統發表聲明。 

第一屆，哥斯大黎加暨薩爾瓦多雙邊會議之草約定案。 

12 月 2 日，哥斯大黎加暨巴拿馬發表「建交 100 週年紀念記者會公報」(Comunicado de Prensa 
Centenario Relaciones Diplomaticas)。 

3 月 3 日，阿根廷外交部長魯考夫(Carlos Federico Rukauf)訪哥斯大黎加。 

7 月 7 日，哥斯大黎加外長(Roberto Tovar Faja )與厄瓜多爾外交部長蘇格藍達(Patricio Zuquilanda 
Duque)在雙邊合作協定框架下簽署保護並修復文化、自然遺產及反對偷竊、私自進出口之協定。

１月９日，哥斯大黎加及秘魯簽署自然環境、永續發展、觀光經濟合作協定（Acuerdo de 
Cooperacion en materia de Medio Ambiente, Desarrollo Sostenible y Ecoturismo.） 

哥斯大黎加暨秘魯發表反貪污意向書[ii]。（Carta de Entendimiento entre el Peru y Costa Rica con 
relacion a la lucha interamericana contra la corrupcion.） 

哥斯大黎加與哥倫比亞政府，對歐盟的藥品普遍優惠關稅制度(SGP-DROGA)[iii]所帶來的負面影

響，發表共同聲明。 

哥國與加勒比海共同體 15 國及多明尼加共和國，簽署自由貿易協定。 

歐洲區 5 月 18 日-歐盟在為期二天暨拉美領袖高峰會，表示願意提供中美洲國家更多的經濟支援。此提

議將對哥斯大黎加、巴拿馬、瓜地馬拉、薩爾瓦多、宏都拉斯、尼加拉瓜六國有直接助益。 

11 月 4 日，哥斯大黎加外交部次長與拉脫維亞外交次長會晤。 

哥斯大黎加與拉脫維亞建立外交關係。 

12 月 3 日，哥國與摩納哥簽署聯合聲明(Declaracion Conjunta entre la Republica de Costa Rica y el 
Principado de Monaco)。 

亞洲及其他地

區 
僑務委員會張委員長富美於七月九日至十三日赴哥訪問並主持『中美洲暨巴拿馬六國華僑懇親

會』。 

8 月 6 日至 9 日經濟部國際貿易局黃局長志鵬率「2003 年經濟部拉丁美洲貿易訪問團」共四十

七家廠商赴哥辦理貿易洽談會。 

哥國總統白契哥伉儷率團於八月間來台參加『第四屆我與中美洲國家及多明尼加元首高峰會

議』，對進一步強化台哥邦誼與提升雙邊關係裨益良多。另哥國立法議會副議長馬拉瓦西

（Federico MALAVASSI Calvo）率國會議員一行六人、衛生部長賽恩絲（Del Rocio SAENZ）暨

夫婿、農牧部長科多（Rodolfo COTO）夫婦、哥國前駐聯合國大使白若卡（Fernando BERROCAL）

夫婦等。 

2004 

美洲區 3 月 30 日-哥斯大黎加政府取消對委內瑞拉反對者之政治庇護。 

5 月 28 日 美國及中美五國(哥斯大黎加、薩爾瓦多、瓜地馬拉、宏都拉斯、尼加拉瓜)簽署中美

洲自由貿易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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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4 日-哥斯大黎加政府對巴拉圭日前發生並造成數百人身亡的火災意外表示哀悼。 

5 月 26 日 委內瑞拉及哥斯大黎加外交部長 Jesus Perez、Roberto Tovar Laja，一同出席在墨西哥

舉行的第 3 屆歐盟-拉丁美洲暨加勒比海高峰會。 

11 月 20 日 拉美國家、西班牙及葡萄牙，在哥斯大黎加舉行的第 14 屆伊比利美洲高峰會中力圖

呼籲富國能支援幫助伊比利美洲建立教育體系，並簽署「聖荷西宣言」(la Declaracion de San 
Jose )。 

11 月 19 日 哥斯大黎加總統白契哥與厄瓜多爾總統古鐵雷斯在雙邊會談中對歐盟增加香蕉進口

稅問題，立場達成一致。 

由於 La Carpio 區居民大多為尼加拉瓜人，尼加拉瓜外長 Norman Caldera 訪問哥斯大黎加為以

了解聖荷西的 La Carpio 區所發生的衝突事件。 

9 月 21 日哥斯大黎加總統白契哥在世界領袖高峰會上表示技術進步、經濟提升、公平價格及國

際合作，可減少貧窮、饑餓、暴力等社會不公問題發生。 

10 月 8 日 阿根廷、巴西支持哥國前總統羅德里格斯擔任美洲國家組織秘書長。 

2 月 21 日 白契哥訪哥倫比亞，以表對去年 6 月哥倫比亞總統 Alvaro Uribe 訪哥斯大黎加的敬意。

2 月 23 日，白契哥至墨西哥與墨西哥福斯總統進行官方交流。 

2 月 25 日 白契哥總統訪美。 

2 月 28 日至 3 月 2 日，白契哥總統前往邁阿密。 

7 月 7 日，哥斯大黎加與厄瓜多爾簽署文化、自然及其他範疇、違法進出口、強?等情事之保障

暨恢復協定。 

亞洲及其他地

區 
駐哥斯大黎加吳大使子丹晉見哥國總統白契哥（Abel PACHECO de la Espriella）。 

駐哥斯大黎加吳大使子丹應哥環境能源部長 Carlos Manuel RODRIGUEZ 邀請參加由我援建之

Poas 火山國家公園人行步道揭幕典禮。 

駐哥斯大黎加吳大使子丹陪同行政院劉前秘書長世芳分別拜會哥國居民保護委員會主任委員

Jose Manuel ECHANDI 及哥斯大黎加大學校長 Yamileth GONZALEZ。 

駐哥斯大黎加吳大使子丹拜會哥新任外貿部長 Manuel GONZALEZ。 

駐哥倫比亞代表處舉辦中華民國經濟合作協會與哥倫比亞商會總會及波哥大商會簽署經濟合作

協定儀式，並召開第一屆台哥（哥倫比亞）經濟合作聯席會議。 

哥斯大黎加總統府部部長托雷多（Ricardo TOLEDO）暨夫人（內閣會議秘書長 Marta LORA）

訪台。 

2005 

美洲區 5 月26 日-哥斯大黎加總統白契哥(Abel Pacheco)與墨西哥總統在美洲高峰會前將就整合區域經濟

計畫進程進行討論。這個所謂中美洲及墨西哥區域統合計畫(Plan Puebla-Panama, PPP)，是由福

斯總統五年前所提，主要目標在於整合區域經濟並增加就業機會及工業進駐，特別是針對那個

經濟蕭條地區如墨西哥南部及中美洲鄉村。會中，二國總統並計畫在哥斯大黎加建立煉油廠以

減低石油成本。 

厄瓜多爾總統 Lucio Gutierrez 訪哥斯大黎加，並在 27 日於美洲香蕉出口國高峰會中，二國發佈

總統級共同聲明。會中，拉丁國家對歐盟課進口稅表達一致的立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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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9 日，白契哥總統訪巴拿馬參加加勒比海國家協會高峰會。 

白契哥在美洲香蕉出口高峰會後，訪厄瓜多爾。 

哥斯大黎加不放棄與尼加拉瓜對聖約翰河(rio San Juan)衝突進行雙邊談判，並將此送交給海牙國

際法庭。 

哥斯大黎加外交部長參加中美洲統合體元首高峰會，會議目的在於中美洲各國能達成能源危機

及關稅同盟的關係和諧正常化。 

2 月 16 日哥斯大黎加與美國簽訂撫養金協定，此協定幫助那些離異的夫妻，其中一方，就算到

了美國，依然能藉此來請求贍養費。 

4 月 28 日，第二屆哥斯大黎加暨薩爾瓦多雙邊會議舉行，並就技術、經濟、科學及學術交流合

作提升為目的，進行公約之簽訂。 

4 月 1 日，哥斯大黎加總統白契哥與巴拿馬總統杜里荷就政治、經濟交流發表聯合公報。 

歐洲區 西班牙副總理 Maria Teresa Fernandez 訪哥斯大黎加討論一些關於以環境、教育計劃方面的貸款

方案。 

白契哥總統藉第 15 屆伊比利美洲元首高峰會與哥倫比亞、西班牙二國一起商討關於歐盟欲課香

蕉進口稅問題。 

1 月 26 日，哥斯大黎加與其他拉丁美洲香蕉出口國對歐盟課香蕉進口稅，發表聲明。 

白契哥總統訪問歐洲四國(西班牙、捷克共和國、波蘭、拉脫維亞)，並強調加強與歐盟新會員國

關係的重要性。同時，企圖希望歐盟能降低所提高的香蕉進口稅。 

哥斯大黎加外交部次長 Marco Vinicio Vargas 與義大利外交次長 Giampaolo Bettamio 重申和平民

主進程及反恐承諾。 

義大利政府捐贈 10 萬歐元以協助聯合國難民救濟總署(El Alto Comisionado de las Naciones 
Unidas para los Refugiados, ACNUR)在哥斯大黎加推行計劃。 

哥斯大黎加政府向芬蘭政府給予的醫療器材貸款致歉，這是由於哥斯大黎加政客由這些貸款中

收取大量回扣。 

7 月 11 日，哥國對英國恐怖攻擊事件發表公報。 

亞洲及其他地

區 
1 月 27 由於哥斯大黎加遭遇暴雨災害，日本政府決定對哥斯大黎加政府提供 1 千 2 百 50 萬日元，

進行緊急援助。 

2005-08-15 哥斯大黎加總統白契哥（Abel Pacheco de la Espriella）今天指出，台哥已就洽簽自由

貿易協定（FTA）展開系列對話，但哥國希望以謹慎態度逐步磋商，並期待雙方的 FTA 不僅侷

限在經貿層面，也能擴及人文、科學及藝術領域交流。 

8 月 17-20 日-中美洲統合體各國元首及代表至日本參訪，哥斯大黎加將待到 21 日。各國元首及

代表將參加日本-中美高峰會，以討論如何加強彼此關係及國際合作。 

我與中美洲五國經貿部長會議：該會議原定於 2003 年在瓜地馬拉舉行；惟適逢中美洲五國與美

國談判洽簽自由貿易協定，將另擇適當時機辦理。 

白契哥訪日參加 2005 年愛知博覽會。 

哥斯大黎加與瓜地馬拉、宏都拉斯、薩爾瓦多、尼加拉瓜、多明尼加共和國一致聲援日本成為

聯合國安全理事會永久常任理事國。 

2 月 24 日 哥斯大黎加外交部長 Roberto Tovar，訪以色列並於以國簽署農業、技術、科學及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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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計畫。在以國期間雙邊就區域和平問題進行討論並達成共識。 

7 月 24 日 哥斯大黎加政府拒絕與中國建立外交關係，並維持與台灣的外交關係，但不排除與中

國進行經貿上往來。 

2 月 26 日-3 月 7 日-哥斯大黎加外交部長訪台，並參加第 12 屆台灣-中美洲外交部長聯合會議記

者會。 

12 月 26 日， 因哥國連日豪雨所造成的災情，台灣捐助哥斯大黎加 150 萬美元。 

5 月 24 日-台灣外交部長陳唐山訪哥斯大黎加，並與哥國總統白契哥會晤。 

９月９日，哥斯大黎加總統白契哥與韓國總統盧武鉉，就加強民主進程及人權議題發表聯合聲

明，白契哥並對朝鮮半島核武危機，表示願意提供協助。 

2006 

美洲區 聖地牙哥 11 月 7 日-阿里亞斯(Arias)總統訪智利，智利總統巴切利(Michelle Bachelet)稱阿里亞斯

為一位有道德的政治領袖。 

11 月 9 日-外交部長史塔格諾(Bruno Stagno)，與智利大學校長貝雷斯(Victor Perez)簽訂國際合作

協定。 

外交部長史塔格諾(Bruno Stagno)前往多明尼加共和國參加第三十六屆美洲國家組織大會

(OEA)。 

6 月 5 日-外交部長召開「哥斯大黎加共識精神」演講。 

7 月 12 日-美洲國家組織(OEA)秘書長訪哥斯大黎加。 

12 月 5 日-阿里亞斯總統(Oscar Arias Sanchez?)和外交部長史塔格諾(Bruno Stagno)至華盛頓參加

美洲國家組織(OEA)常任理事會議。 

哥斯大黎加將舉辦第 21 屆中美洲統合體(SICA)常任理事國元首、國家高峰會。 

哥斯大黎加對美國解除國際法庭受審國經濟制裁的決定，表達肯定。 

哥斯大黎加同尼加拉瓜外長重新展開對話，以正視雙邊合作備忘錄。 

10 月 5 日-外交部長暨經貿部長委員會在聖荷西(San Jose)舉辦，為分析和歐盟所簽訂之聯合協議。

12 月 4-16 日-第 19 屆中美洲統合體元首、國家高峰會在哥斯大黎加聖荷西舉行。 

第 19 屆中美洲統合體元首、國家高峰會對歐盟聯合協議內容達成共識。 

哥斯大黎加對國際公約發起軍火貿易正常化表達強烈支持。 

10 月 27 日-中美洲及墨西哥區域統合計畫(Plan Puebla-Panama, PPP )高峰會[iv]在哥斯大黎加聖

荷西閉幕，各國代表皆達成共識。 

歐洲區 11 月 27 日-外交部長史塔格諾(Bruno Stagno)在海牙主持第五屆國際刑事法庭國家大會。 

5 月 11-13 日，外交部長於維也納參加歐盟-拉美暨加勒比海高峰會。 

12 月 18 日-哥斯大黎加與德國簽署技術合作議定書，估計將有三千萬歐元投入這項環境計劃。

俄國聯邦外交部次長基斯里亞克(Serguey Kisliak )至哥國參訪。 

哥國大使譚哥(Ana Teresa Dengo)，競選國際全面核禁試條約組織(CTBTO)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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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哥斯大黎加加強關係，德國宣布將投入 1 千 9 百萬歐元與哥斯大黎加合作。 

亞洲及其他地

區 
11 月 2 日-印度大使多瑪(Ashok Tomar)答應與哥斯大黎加進行貿易投資交流。 

12 月 22 日 哥斯大黎加宣布與約旦、科威特、巴林及葉門重新建交。 

11 月 14 日-日本政府資助 22 萬美元予哥國運動重造協會(ICODER)來培訓柔道人才。 

台灣資助哥國房屋部 140 萬美元來改善帕瓦省(Rincon Grande de Pavas)600 戶家庭的生活品質。

10 月 17 日-台灣資助哥國公共安全部 2 百萬美元採購設備。 

8 月 16 日-台灣外交部長黃志芳訪哥斯大黎加。 

9 月 14 日-哥斯大黎加和埃及宣佈恢復中斷了２３年的外交關係。 

資料提供：學生許菁育 Lui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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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古巴  
2000 

美洲區 3 月美國國會眾議院對外關係委員會通過減輕對古巴封鎖的議案，批准向古巴出售藥品和食品。

[1] 

3 月 31 日美國南方司令部的查爾斯‧威廉將軍公開聲明，古巴不再對美國構成軍事威嚇。[2] 

7 月 21 日美國眾議院以 301 票對 115 票的絕對多數通過了一項結束對古巴出售藥品和食品限制

的法案。[3] 

9 月初美古兩國恢復了移民談判，反毒合作仍在進行，美國一些工商業代表團和國會議員繼續訪

問古巴。[4] 

10 月 28 日克林頓簽署一項放寬對古巴禁運的法案，允許美國向古巴輸出食品與藥品，但禁止美

國政府機構或民營銀行對古巴提供融資，規定古巴必須向第三國尋求財務支援以購買美國產

品。[5] 

美國於 2000 年頒布了貿易制裁改革及促進出口法案，解除了對古巴農產品的出口禁令，古巴開

始從美國進口園藝類農產品。[6] 

亞洲及其他地區 1 月中古經貿混委會舉行第 12 次會議，簽署了中古經濟技術合作協定和會談紀要，1 月 27 日又

簽署了關於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雙邊協議。[7] 

3 月 1~3 日“南方國家非政府組織與全球化的挑戰”論壇會議在古巴召開。[8] 

4 月 10~14 日古巴主辦南方首腦會議，即“77 國集團和中國”首腦會議。[9] 

9 月 28 日中古建交 40 周年。[10] 

10 月 26~30 日卡斯楚訪問委內瑞拉，委古兩國簽署了合作協定，根據協定，委內瑞拉每天向古

巴提供 53000 桶石油；委內瑞拉同意以古巴醫生向委內瑞拉提供醫療服務的優惠方式支付費用。

[11] 

12 月中古經貿混委會舉行第 13 次會議，古巴表示歡迎中國企業家到古巴投資。[12] 

12 月 13~15 日俄羅斯總統普亭訪問古巴，為蘇聯解體後俄羅斯總統對古巴的第一次訪問。[13]

2001 

美洲區 年初布希就任總統後，聲稱只要古巴不舉行自由選舉，美國將拒絕接受任何取消禁運的建議。[14]

4 月美國透過對非洲一些國家採取威嚇手段，逼迫這些國家改變立場，加強對古巴的孤立和干

涉。[15] 

4 月主辦第 3 次美洲國家首腦會議的加拿大克雷蒂安政府拒絕邀請古巴與會。[16] 

7 月 13 日美國宣佈對未經允許到古巴訪問的美國人要大力嚴懲。[17] 

11 月 4 日古巴遭受嚴重颶風襲擊，美國向古巴人民表示願意提供人道主義援助，古巴對此表示

感謝，提出作為特例向美國購買食品和藥品，以幫助災民和作為儲備物資預防其他自然災害。[18]

11 月底聯合國大會自 1992 年以來第 10 次通過決議，要求美國解除對古巴的封鎖。[19] 

12 月初美國國務院負責拉美事務的臨時助理國務卿古鐵雷斯在邁阿密反卡斯楚的“自由古巴中

心”專門作出澄清，表示美國對古巴的禁運政策沒有改變，並重申布希強烈反對參議院的一項允

許私人對銷往古巴的食品提供資助的提案。[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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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古巴向美國購買食品和藥品，兩國自 1962 年以來首次進行直接貿易。[21] 

歐洲區 3 月歐盟向古巴提供了 800 萬歐元的人道主義援助。[22] 

8 月 29 日比利時外長、歐盟輪值主席米歇爾和其他歐盟官員訪問古巴。[23] 

11 月古巴與歐盟達成協議，歐盟不再堅持以政治條件作為發展關係的前提，恢復了雙方的平等

對話。[24] 

亞洲及其他地區 3 月底東亞-拉美合作論壇首次外長會議在智利首都聖地牙哥舉行，該會議接納了古巴、哥斯大

黎加和薩爾瓦多 3 國加入論壇。[25] 

4 月 12~15 日江澤民第二次訪問古巴。[26] 

10 月 17 日 2000 年 6 月，美國國會通過的一項決議指出，在俄羅斯不關閉其位於古巴哈瓦納市

郊的監測站之前，美國政府不能同意對俄羅斯所欠債務進行重組。為改善俄美關係，俄羅斯總

統普廷於 2001 年 10 月 17 日宣佈，從 2002 年 1 月起關閉其位於古巴哈瓦那市郊的洛爾德斯無

線電監測站，並撤回其駐紮在古巴的軍事技術人員和情報人員。[27] 

2002 

美洲區 3 月中旬美國 Brotech 公司因在 1992-2000 年透過加拿大、墨西哥公司向古巴出售總價值達 210
萬美元的用於製糖、石油、藥品生產加工的離子交流樹脂化學品而受到美國聯邦檢察院的起訴。

[28] 

5 月布希強調美國將堅持並強化對古巴封鎖政策，直至其實現民主。[29] 

5 月 6 日在美國前總統卡特訪問古巴前夕，美國副國務卿博爾頓宣稱，古巴正在研製生化武器，

並將生物武器技術擴散到一些對美國不友好的“無賴國家”。[30] 

5 月美國前總統卡特出訪古巴，卡特除了在電視上公開批評古巴欠缺民主外，亦要求美國解除對

古巴的封鎖。[31]卡特為古巴革命勝利 43 年來第一位訪問古巴的美國前總統。[32] 

(In May, former president Jimmy Carter traveled to Cuba. Carter was allowed to meet with dissidents 
and speak freely on television, criticizing Cuba's lack of democracy and calling for free expression and 
the lifting of the U.S. embargo. Carter became the highest ranking American to visit Cuba since Castro 
took power.) 

5 月 20 日布希在華盛頓和邁阿密兩次宣佈，除非古巴舉行“自由和公正的選舉”、釋放所有政治

犯、允許反對派合法活動和建黨，否則美國將繼續並加強對古巴的封鎖。[33] 

5 月 21 日美國國務院在《2001 年全球恐怖主義形勢報告》中，再次指責古巴為“支持恐怖主義

的國家”。[34] 

7 月美國首次對古巴出口蘋果，價值達 15000 美元，也是 40 年來美國首次對古巴出口農產品。

[35] 

9 月美國商業人士及政治家 9 月齊聚哈瓦那參與美國食品農業展覽會，尋求在古巴的貿易夥伴。

[36] 

(September of 2002 saw American business men and politicians in Havana for the U.S. Food and 
Agribusiness Exhibition. Representatives of crop producing states and businessmen met to explore the 
Cuban market.) 

9 月 21 日美國 40 年來首次向古巴出口牲畜。[37] 

11 月 12 日第 5 屆聯合國大會以 173 票贊成、3 票反對、4 票棄權的結果通過決議，要求美國終

止對古巴的經濟封鎖。為聯合國大會自 1992 年來第 11 次通過決議要求美國結束對古巴經濟封

鎖的決議。[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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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美國再次向古巴出口價值 30000 美元的梨。[39] 

亞洲及其他地區 4 月中古雙方簽署體育合作協議。[40] 

3 月 19 日美國暗中策劃烏拉圭等拉美國家在日內瓦舉行的聯合國第 58 屆人權大會上提出有關古

巴人權問題的提案，並使該提案以 23 票對 21 票獲得通過。[41] 

4 月 19 日因烏拉圭秉承美國的旨意在聯合國第 58 屆人權委員會會議上提出一項要求古巴改善人

權狀況的提案，古巴對此表示強烈不滿，對烏拉圭進行譴責，兩國宣布斷交。[42] 

12 月 6~7 日加勒比首腦會議在古巴哈瓦那舉行。[43] 

年底卡斯楚於 2002 年底宣佈要求古巴能加入歐盟、非洲、加勒比海、以及太平洋等 ACP 集團

間所簽訂的貿易協定。[44] 

(In late 2002, Castro surprised most international observers when he announced that he would ask for 
Cuba to be included in the trade agreement between countries of the EU and the Africa, Caribbean, and 
Pacific (ACP) group.) 

古巴與加勒比共同體簽署經貿合作協議。[45] 

2003 

美洲區 3 月 20 日美、英等國在未經聯合國授權的情況下對伊拉克開戰，古巴對此持反對態度。[46] 

4 月 2 日 3~4 月間接連發生古巴飛機、渡船被劫往美國的事件。4 月 2 日，在一次劫船事件中，

古巴處決 3 名企圖劫持渡輪前往美國的古巴人，此後又逮捕和審判了 75 名反革命分子。[47] 

4 月 30 日美國務院通過《2002 年度全球恐怖主義報告》，將古巴列入支持恐怖主義的名單。古

巴政府對此反應強烈，美古關係惡化。[48] 

5 月 13 日 4 月 2 日的劫船事件遭到美歐的大肆攻擊，美國驅逐 14 名古巴外交官。[49] 

10 月 10 日布希發表美國對古巴政策的三項聲明：[50] 
第一，「成立援助自由古巴委員會」，負責協助美國政府援助古巴的計畫，包括幫助古巴人建

立民主與法律制度，成立現代化的基礎設施，以及提供古巴人健康、居住、與任何服務。 

第二，「擴大實施旅遊限制」，禁止所有美國人到古巴旅遊，亦限制攜帶現金前往古巴；而實

施旅遊限制的執行單位亦會擴大調查往返古巴的旅客與出貨量，並密切鎖定經由第三國家或以

私人船隻非法到古巴旅遊的美國人。 

第三，「移民問題」，布希表示將會盡力認同及保護那些受迫害的古巴人，並協助他們安全逃

往美國。此外，並透過一個安全、合法的程序，逐步增加來自古巴新獲准的移民人數。最後，

經由一個在美國與古巴所舉辦的公開外交活動，告知古巴人這些安全又合法的移民新選擇。 

歐洲區 6 月針對古巴的劫船事件，歐盟對古巴進行制裁，古巴隨即中止了與歐盟各成員國的官方接觸。

[51] 

亞洲及其他地區 2 月 27 日古巴與中國合作建設的聖斯皮里圖斯水電站於 2 月 27 日開工，將是古巴最先進、發電

能力最大的水電站。[52] 

6 月 7 日古巴首都哈瓦那正式申請舉辦 2012 年奧運會，[53]但未成功。 

10 月 13 日阿根廷外長訪問古巴，兩國簽署了 10 項協議，確定了 80 個合作項目。[54] 

11 月墨西哥和古巴外長於伊比利亞美洲國家首腦會議上舉行會晤，雙方一致表示要著手修復兩

國關係，推動兩國間的合作與發展。[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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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美洲區 4 月 14 日古巴與美國簽署了一份高達 1300 萬美元的食品協議。[56] 

4 月 16 日古巴政府表示，若美國能解除對古巴的封鎖，古巴同意一年將花費 1 億美元購買美國

的食品和農產品。[57] 

5 月 6 日布希表示，自 7 月 1 日起將加強對古巴的封鎖，包括進一步限制古巴裔美國居民僑匯金

額和回國探親次數。[58] 

7 月古巴分子免疫中心與美國 Cancer Vax 公司簽署關於合作研製抗癌藥物的協定。[59] 

10 月 25 日古巴宣佈自 11 月 8 日起停止美元在其境內作為貿易貨幣進行流通，以此作為美國對

古巴加強經濟制裁的回應。[60]  

10 月 28 日聯合國大會以壓倒多數通過決議，要求美國取消對古巴實行了 40 多年的封鎖。[61]

11 月 8 日美元與古巴披索等值兌換，美元不能在古巴境內流通。[62] 

亞洲及其他地區 3 月 30 日自 3 月以來，墨西哥出現一批揭露該國民主革命黨成員受賄的錄影帶。該黨領袖奧布

拉多爾(Andres Manuel Lopez Obrador)是 2006 年總統大選的熱門人物。"腐敗錄影帶事件"嚴重影

響了他在選民中的聲譽，奧夫拉多爾指責神秘錄影帶是墨西哥和美國政府針對他的陰謀，目的

是不讓左派政黨上臺。此案中的關鍵人物，行賄人阿根廷商人阿烏馬達(Carlos Ahumada)事發後

出逃古巴，3 月 30 日被古巴警方逮捕。[63] 

4 月宏都拉斯在第 60 屆聯合國人權會上提出反古提案，墨西哥、智利、秘魯等投票支持，古巴

予以強烈譴責。[64] 

4 月 28 日在墨西哥要求引渡阿烏馬達(Carlos Ahumada)後，古巴政府於 4 月 28 日將其驅逐出境，

同時發表聲明指出，"腐敗錄影帶事件"是有政治目的，它傷害了墨西哥一些政界人士，這引起了

墨西哥政府方面的不滿。[65] 

5 月 3 日墨西哥召回駐古巴大使羅伯塔·拉霍斯，將兩國關係降為代辦級。墨國政府表示，召回

墨駐古巴大使是為了回應卡斯楚對墨西哥外交政策的指責，以及古巴對墨西哥內政的干涉。[66]

5 月 4 日古巴駐墨西哥大使豪爾赫·博拉尼奧回到古巴，同日古巴驅逐了第三名涉嫌"腐敗錄影帶

事件"的墨西哥商人。[67] 

5 月 28 日古巴基礎工業部長率團訪問上海五洲藥業股份有限公司，雙方就醫藥生產、質量控制

等項目簽訂了技術協議。[68] 

7 月墨西哥外長德爾貝斯訪古，兩國宣布恢復大使級外交關係。[69] 

8 月 27 日鑒於巴拿馬特赦 4 名企圖暗殺卡斯楚的古裔恐怖分子，古巴中斷與巴拿馬的外交關係。

[70] 

9 月 7~10 日第一屆中國和古巴“社會科學和社會發展”研討會在古巴哈瓦那舉行。[71] 

11 月中古兩國簽訂 2004 至 2007 年度文化交流計畫。[72] 

11 月古巴與巴拿馬兩國恢復領事關係。[73] 

11 月胡錦濤主席對古巴進行國事訪問，中古傳統友好關係進一步發展。[74] 

11 月 23 日中國同意投資 5 億美元於古巴的鎳工業。[75] 

12 月委內瑞拉和古巴決定共同實施「美洲玻利瓦爾替代計劃(ALBA)」以對抗「美洲自由貿易區

(ALCA)」。[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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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美洲區 3 月加拿大 SHERRIT 公司與古巴簽訂鎳礦合資公司擴大生產規模的協定，協定總金額 4.5 億美

元，雙方各出資 2.25 億美元。[77] 

7 月 28 日布希政府在加強對古巴經濟封鎖的同時，任命凱萊布．麥卡里出任古巴“政權更迭協調

人”及 2004 年美國資助建立的“自由援助古巴委員會”協調人，為古巴政府的過渡作準備。[78] 

10 月聯合國大會連續第 14 次通過要求美終止對古封鎖的決議。[79] 

歐洲區 1 月 3 日古巴外長佩雷斯宣佈，古巴政府決定開始恢復與歐盟 8 國(法國、德國、英國、義大利、

奧地利、希臘、葡萄牙和瑞典)的官方接觸。[80] 

1 月 10 日古巴政府宣佈，即日起恢復與歐盟駐古巴代表團以及所有歐盟成員國駐哈瓦那使館(荷
蘭、捷克、斯洛伐克、波蘭)的官方接觸。[81] 

1 月 31 日歐盟外長會議決定暫停對古巴的外交制裁，並希望與古巴當局進行建設性對話，25 個

歐盟成員國並一致同意開放與古巴之間的政府高層領導人互訪。[82] 

4 月 21 日歐盟與美國在日內瓦聯合國人權會議上，提出了反古提案，古巴外長佩雷斯批評歐盟

沒有能力制定自己對古巴的政策，成為美國政策的追隨者。[83] 

亞洲及其他地區 3 月 2 日烏拉圭總統巴斯克斯(Tabare Vazquez)在宣誓就職後，立即宣布與古巴恢復自 2002 年中

斷的外交關係。[84] 

4 月 17~22 日卡斯楚對中國進行正式訪問，雙方簽署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古巴共和國政府

經濟技術合作協定》。[85] 

4 月 28 日古巴與委內瑞拉簽署了一體化計畫，內容包括貿易、能源、農業、通信和技術等 49 項

合作協定。[86] 

8 月 20 日巴拿馬托里霍斯政府與古巴恢復了自 2004 年中斷的外交關係。[87] 

9 月 28 日中古建交 45 周年。[88] 

截至 2005 年 9 月，古巴跟中國的貿易情況與去年同期相比增長了 48.2％。2004 年，中國是古巴

第五大貿易夥伴，截至 2005 年 9 月，中國已上升為古巴第二大貿易夥伴，僅次於委內瑞拉。[89]

為了打破歐美媒體在拉美的壟斷，委內瑞拉與阿根廷、古巴、和烏拉圭共同創辦了“南方電視

台”。[90]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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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區 7 月 11 日布希同意一項 8000 萬美元經費的計畫，幫助提升古巴的民主。[91] 

8 月加拿大外長麥凱表示，加拿大在古巴問題上將繼續奉行獨立的外交政策，並進一步推進與古

巴的傳統友好關係。[92] 

9 月 17 日在古巴舉行「不結盟運動」的會議代表一致同意最終聲明：強力譴責以色列入侵黎巴

嫩、支持伊朗的核能計畫、批評美國的外交政策。[93] 

10 月 11 日美國政府宣布將強力緝捕違反封鎖古巴政策的美國人民，佛羅里達州的最高檢察官表

示，非法到古巴旅遊或與古巴有貿易往來的人亦將受到懲罰。[94] 

11 月 5 日倫敦市長 Ken Livingstone 表示，英國在舉辦 2012 年奧運之前應向古巴學習其成功的

體育計畫。[95] 

11 月 8 日聯合國第 15 次通過決議案，呼籲美國解除對古巴實施的貿易禁運措施，共有 183 國贊

成，美國、以色列、馬紹爾群島和帛琉等 4 國反對，密克羅尼西亞則棄權。[96] 

11 月 15 日倫敦市長 Ken Livingstone 應英國奧林匹克委員會之邀拜訪古巴，並與古巴外長商談

美國對古巴的經濟封鎖，但英國議會要求倫敦市長須為其昂貴的古巴行列出詳細花費說明。[97]

12 月 15 日由 4 名共和黨議員和 6 名民主黨議員組成的美國議員代表團訪問古巴，該代表團一致

同意放寬美國對古巴的制裁，並尋求雙方的對話，[98]為古巴 1959 年革命勝利以來訪古人數最

多的美國議員代表團。 

亞洲及其他地區 6 月 5 日莫拉萊斯(Evo Morales)出席玻利維亞一所醫院的現代化設備落成典禮時表示，在玻利維

亞工作的古巴醫生將可在其總統任內繼續待在玻利維亞，藉此表達其對古巴醫生的感謝之意。

[99] 

6 月 17 日卡斯楚透過電話向查維茲表示，歡迎第一批到古巴學醫的委內瑞拉學生。[100] 

6 月 22 日玻利維亞醫生抗議古巴醫生在玻國貧窮與農村地區提供免費的醫療服務，剝奪玻利維

亞醫生的工作權。[101] 

12 月 2 日古巴與海地雙方簽署 2006-2007 年的合作協議。[102] 

12 月 20 日古巴與阿爾及利亞達成一個促進阿爾及利亞婦幼保健的健康合作協議，雙方並同意在

阿爾及利亞三個省份建造四座高科技眼科中心。[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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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多明尼加 

前言： 

多明尼加的地緣關係，主要與鄰國海地，波多黎各與古巴在外來移民方面的問題，由於身處鄰近國家，而

有相互的影響。 

多明尼加的外交關係： 

多國與泛美國家系統的其他國家擁有彼此緊的關係。它與主要的歐洲資本以及大部份西半球國家有公認的

外交使節。多明尼加共和國與中華民國 (一般認知為臺灣) 維持正式官方的關係，而代替中華人民共和國。多國

近期與古巴建立了領事關係，彼此在商業、文化、運動領域有所接觸。儘管多國與它的最近鄰國，海地的關係

從來沒有延伸，則有指標顯示，前總統 Hipolito Mejia 為政時期，則有所改變。來自海地的外來移民的成長，

使得多明尼加迫於無奈需與它的臨國採取較親近的關係，無論是國與國或在國際社會的前提之下。相當多的海

地移民社區座落在多明尼加。 

多明尼加共和國隸屬於聯合國的一員以及許多它的相關特殊部門，包括世界銀行、國際勞工組織、國際核

能協會與國際民航組織。它也是泛美國家組織、世界貿易組織、世界衛生組織、世界消費者組織、美洲開發銀

行與非、加、太國家團體。 

多明尼加擁有與波多黎各非常強韌而緊密的關係，然而在美國的共同體體制下，這個島嶼是多明尼加最大

的貿易夥伴。雖然雙方關係由於巨額且過多的多明尼加非法移民則使彼此在雙方關係上產生困難。直到多國發

生有史以來的經濟災難，該島嶼仍然與美國的海巡單位以及多明尼加海軍努力合作，在近年來致力縮減多國人

民跨越摩娜 (Mona) 走廊。波多黎各以成為萬多明尼加裔的家，多國維持兩個領事館於 San Juan 與 Mayaguez 這

兩個城市。1 

 
1.http://en.wikipedia.org/wiki/Foreign_relations_of_the_Dominican_Republic  

2000 

美洲區  海地的國內貨幣受美金的壓力，於 00 年 9 月升值 28 : 1，間接影響多明尼加財政。  

2 月 27 日當時總統 Fernandez 在國會通過了普遍移民法的計劃。  

8 月 16 日 Rafael Hipolito Mejia Dominguez 就任多明尼加總統。  

多明尼加於哥倫比亞，參與第十四屆政府與國家元首高峰會，在 Cartagena de Indias，加入里約

集團(00 年 7 月 15, 16 日)  

2001 

美洲區  鄰國海地 2001-2005 遭受叛軍侵入及襲擊，迫使 Aristide 總統辭職出走。 

多明尼加，境內因治安不良，出動軍隊執行安檢與維持治安。  

2002 

美洲區  聯合國中等人權發展多明尼加位居第 94。  

多明尼加前總統 Balaguer 過世。  

2003 

美洲區  宣佈準備與臺灣簽訂自由貿易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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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明尼加爆發銀行危機。  

2004 

美洲區  8 月 16 日 Leonel Antonio Fernandez Reyna 就任多明尼加總統。  

委內瑞拉與多明尼加在該年簽署能源合作協定 (un convenio de cooperacion energetica )為了解

決加勒比海國家普遍能源不足的問題。  

2 月 26 日多明尼加共和國在中美洲議會裡有特別的觀察員身分。 ( 04 年 2 月 26 日)加入。  

8 月 5 日，多國工商部長 Sonia Guzman 在 OEA 大樓與美國外商部長 Robert Zoellick 簽署中美

洲自由貿易協定(CAFTA)。  

2005 

美洲區  多明尼加也出席了舉辦於法屬蓋亞那和蒙特婁的捐贈國會議。  

海地影響多明尼加國家安全。海地外來移民多數從事農勞，家務與建築等，但多數為非法移民。

2006 

美洲區  多明尼加總統走訪歐洲，由於與美國和另五國中美國家簽署自由貿易協定，期盼對英國提出利

多，與吸引歐洲國家外資。 

多明尼加與美國的外貿關係，雖不常被顯是示出來，然而數據指示多明尼加是 華盛頓在加勒

比海國家的商務伙伴。  

在美國慶祝多-美週 (06 年 9 月 24 日)。  

參考資料：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geos/dr.html 

多明尼加所參與的其他國際組織：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participation) 
ACP 非、加、太集團 (洛梅協定), ?FAO 糧食與農業組織, IADB 泛美開發銀行, IAEA 國際原子能機構, IBRD 國

際復興開發銀行, ICAO 國際民航組織, ICC 國際商會, ICCT 國際刑事法庭, 正式會員 (已簽署), ICRM 
(International Red Cross and Red Crescent Movement), IDA 工業開發署, IFAD 國際農業開發基金會, IFC 國際金融

公司, IFRCS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Red Cross and Red Crescent Societies), IHO (International Hydrographic 
Organization) (暫停), ILO 國際勞工組織, IMF 國際貨幣基金組織, IMO 國際海事組織, Interpol 國際刑事警察組織, 
IOC 國際奧林匹克委員會, IOM 國際移民組織, IPU (Inter-Parliamentary Union), ISO 國際標準組織 (通訊員), ITU
國際電訊聯盟, ITUC (International Trade Union Confederation), LAES (Latin American Economic System; Sistema 
Economico Latinoamericana), LAIA (Latin American Integration Association) (觀察員), MIGA (Multilateral 
Investment Guarantee Agency), NAM (美國) 全國製造商協會, OPANAL (Organization for the Prohibition of 
Nuclear Weapons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OPCW (Organization for the Prohibition of Chemical Weapons) 
正式會員 (已簽署), PCA 污染控制局, UNCTAD 聯合國貿易發展會, UNESCO 聯合國教科文組織, UNIDO 聯合國

工業發展組織, UNOCI 聯合國科特迪瓦行動, UNWTO 世界觀光組織, UPU 萬國郵政聯盟, WCL (World 
Confederation of Labor), WCO (World Customs Organization), WFTU 世界工會聯合會, WHO 世界衛生組織, 
WIPO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WMO (聯合國) 世界氣象組織, WTO 世界貿易組織。  
http://www.worldstatesmen.org/INTRO.html#Abbr%20IOs 

多明尼加官方網站：  

Presidencia： 多明尼加國總統府 http://www.presidencia.gov.do/webpage/ 
Serex： 多明尼加國外交部 http://www.serex.gov.do/default.aspx 
Seic： 多明尼加國工商部 http://www.seic.gov.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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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dopex： 多明尼加國外銷推廣局 http://www.cedopex.gov.do/ 
Dr-opin： 多明尼加國外人投資推廣局 http://www.dr-opin.com/ 
Dgii： 多明尼加國賦稅署 http://www.dgii.gov.do/ 
Cnzfe： 多明尼加國加工區管理處 http://www.cnzfe.gov.do/ 
Bancentral： 多明尼加中央銀行 http://www.bancentral.gov.do/ 
One： 多明尼加國統計局 http://www.one.gov.do/ 

   

資料提供：學生:蔡銘軒 Marce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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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瓜地馬拉(Guatemala)  

2000 

美洲區 1 貝里斯 

兩國邊界衝突 

貝里斯的軍人在兩國邊界之處朝瓜地馬拉人開槍，瓜地馬拉外交部長表示要將此事件提交國際

法庭來審理。 

兩國後來於美國的邁阿密市，舉行技術層面的會議，主要是為將來的兩國外長與國家元首會議

鋪路準備。另外，在美洲國家組織(Organizacion de Estados Americanos, OEA)的協助調停之下，

雙方也簽訂了互信機制之協定。 

2 墨西哥 

瓜國總統 Portillo 前往墨西哥拜會 Fox 總統，並舉行會議討論兩國簽訂自由貿易協定的相關事

項，同時也重申兩國持續維持良好關係。 

歐洲區 1 西班牙 

西班牙政府提供通訊及安全兩方面的顧問給予瓜地馬拉外交部，主要是協助瓜國外交部落實通

訊系統與監察控管系統現代化之計畫。 

2 俄羅斯 

雙方簽訂協議要使兩國的外交關係正常化。因為兩國自 50 年前就存在著外交關係，但始終都沒

簽署任何文件。 

3 歐盟 

中美洲國家與歐盟召開第九屆部長會議，兩個集團彼此交換意見，討論關於民主的議題，還有

法制及人權，並成和平協議的共識，但是瓜國總統 Portiilo 卻認為和平協議上顯不足，其內容之

措施不能只是口頭上的允諾，而是需要落實並擴大範圍，例如金融方面的改革。 

亞洲及其他地區 1 以色列 

以色列境內因有一條街道以瓜地馬拉的大使名字來命名，瓜國外長前往參加更名儀式，並同時

會見以國的總統，討論兩方國家關於合作等相關之議題。 

2 南韓 

舉行中美洲國家與南韓第三屆對話暨合作論壇，論壇中討論兩方的合作議題，及其投資方面，

其中也包括與瓜地馬拉的部分。 

3 中國 

瓜地馬拉與其他國外長受邀參加由聯合國常任理事會的中國所舉辦之例行會議，會中對之前的

千禧高峰會的宣言做了調整，同時，中共也表示支持全球與區域國家集團相關之議題。 

2001 

美洲區 1 美國 

瓜地馬拉外長到美國訪問參議院多數黨之領袖，兩者討論兩國間的事務，議題包括：毒品、兩

國貿易、民主的發展，移民問題，瓜貝兩國邊界領土問題的解決，人權問題，勞工問題以及智

慧財產權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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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 Portillo 也前往美國訪問布希總統，討論關於移民、反毒、非法運輸走私、安全議題、人權

議題及財政改革，瓜地馬拉也承諾會增進與世界銀行、國際貨幣基金組織及美洲開發銀行的關

係。在移民問題方面，Portillo 總統與布希總統則是討論於 Ley de Nacara 對於移民的影響及其可

行性。 

2 古巴 

瓜國在聯合國人權委員會當中投票贊成解決古巴國內違反人權，兩國的關係呈現衝突狀態。 

3 貝里斯 

兩國再次於美國的邁阿密市舉行會談，當中就去年所簽署的互信機制的實行措施進行討論。 

歐洲區 1 歐盟 

歐盟發表聲明繼續援助瓜地馬拉，提供原有之援助與資金，歐盟認為瓜國在政治上已有所改善，

但在經濟上仍須受到幫助，同時歐盟也認為瓜國的政治改善將有助將來經濟之發展。 

亞洲及其他地區 1 日本 

日本實施肥料提供計畫，來幫助瓜國境內低成本生產的小農戶。 

2 中東地區與以色列 

瓜地馬拉表示支持協助中東地區的和平，另外，里約集團也與以色列舉行會議，會議當中討論

五大問題：恐怖主義、愛滋病問題、毒品濫用、環境污染問題及貧窮問題。 

2002 

美洲區 1 美國 

美國國務卿訪問瓜地馬拉，前來感謝瓜地馬拉在 911 恐怖攻擊後發出對美國的聲援並譴責恐怖

攻擊。另外，雙方在討論勞工改革方面有所成果，同時也討論其他議題，包括：財政的徵收、

言論自由、透過美洲國家組織調停的瓜貝領土問題之進程、及美國與中美洲簽訂自由貿易協定

的相關事項，其中，瓜國總統 Portillo 致力推動中美與美國的自由貿易協定。 

2 墨西哥 

瓜地馬拉與鄰國墨西哥簽署了 3 項協議，主要以國際合作為原則，3 項協議的主要目標分別為：

兩國透過金融制度來防止不法的交易活動及洗錢等犯罪行為、商業貿易方面的技術合作、墨西

哥銀行與瓜國經濟部的合作。 

3 貝里斯 

兩國國防部長舉行雙邊會議，會議中兩人達成協議，同意將來在邊界地區進行整合計畫，其內

容包括當地衛生健康、教育、電信基礎建設，以及農業發展，此外，兩國成立巡邏隊，來維持

此地區的秩序及治安。 

瓜國總統也於 2002 年訪問貝里斯，成為 40 年來首位訪問貝里斯的瓜地馬拉元首，兩國關係逐

漸改善，Portillo 也希望對停止兩國在領土上的爭端能進行協商。 

歐洲區 1 俄羅斯 

兩國交換批准雙方關係原則之文件，將 2000 年所簽署的協定關係具體化。 

亞洲及其他地區 1 台灣 

瓜地馬拉外交部接受台灣的捐贈援助，由駐瓜國台灣大使捐贈 416,666 美元支票。這筆經費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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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台灣外交部捐助予中美洲友邦以協助各國現代化之進程。 

2003 

美洲區 1 美國 

美國與瓜地馬拉簽署協定，關於兩國合作打擊藥物以空運或海運走私。 

2 墨西哥 

瓜墨合作打擊犯罪組織、毒品販賣及其他的犯罪行為，並加強兩國邊境的檢查制度，對非法入

境者嚴加調查，以防洗錢等犯罪發生。 

3 貝里斯 

兩國於美洲國家組織的總部簽訂「過度程序及信心機制」協議，雙方關係更邁向和緩。 

歐洲區 1 歐盟 

瓜國外長出訪歐盟會員國，目的在於告知與之簽署的和平協議正在瓜地馬拉國內運作著，並與

部分會員國討論合作打擊犯罪組織及貪污。 

2 德國 

雙邊簽署金融合作的協議，並且提供資金來進行援助計畫，例如鄉村健康計畫。 

3 義大利 

兩國簽署投資促進及保護協定，雙方同意建立有益投資的經濟環境。 

亞洲及其他地區 1 日本 

日本與瓜國進行了「糧食增產計畫」，另外日本也提撥 340 萬美元的援助。 

2 台灣 

2003 年中美洲與台灣首長高峰會，瓜國總統 Portillo 提出建立投資貿易的區域聯盟。 

2004 

美洲區 1 美國 

瓜美兩國合作一起防範非法人口販賣，瓜國新上任總統 Oscar Berger 首次出訪美國，同時也拜訪

美洲國家組織的總部，與布希總統舉行會議，就雙邊的議題來進行討論，其內容包括：移民問

題、解決飢餓問題、CAFTA 簽署的事項討論，以及美國表示支持瓜地馬拉的 CICIACS 計畫，

並且提撥 60 萬美金來資助此計劃。 

另外，瓜地馬拉與聯合國也簽署協定，聯合國將協助瓜國的 CICIACS 計畫，一起合作調查國內

的非法組織。 

2 墨西哥 

兩國舉行第八屆雙邊會議，會議當中討論到兩國的邊境安全防衛、邊境地區的發展、移民問題、

合作打擊販毒、人權的問題及環境保護等議題。 

歐洲區 1 歐盟 

瓜地馬拉參加歐盟與拉丁美洲暨加勒比海地區舉行第三屆首長高峰會，會議當中主要討論兩區

域的結盟，並且藉由政治對話來做政治聯繫，在經濟、金融、貿易、社會、文化等方面進行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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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2 西班牙 

西班牙總理與中美洲各國元首舉行高峰會，雙方再次簽訂友好關係之協定，此外，西班牙也致

力於協助中美洲各國的區域整合，最終希望與中美洲共同市場合作結盟。 

3 瑞典 

兩國簽署投資促進及保護協定，加強雙邊的經濟合作，雙方也肯定此協定將會有益於兩國的經

貿關係並刺激投資。 

3 荷蘭 

瓜地馬拉與荷蘭簽署新興市場合作計畫(Programa de Cooperacion Mercado Emergente)，此計劃可

望提升瓜國人民的生活水準，並增加人民的收入與減緩貧窮。 

亞洲及其他地區 1 日本 

兩國簽署合作計畫之協定，日本將在鞏固民主及對抗貧窮方面來協助瓜地馬拉，另外，也進行

一項農村協助合作計畫，以改善農村人民的生活。 

2 土耳其 

雙方簽署協定，取消彼此的簽證，往後兩國人民往來不需簽證。 

2005 

美洲區 1 美國 

瓜國外長 Jorge Briz 前往美國進行訪問，並在此次訪問中對美政府提出 TPS(Temporary Protective 
Status)政策的要求，主要是希望美國方面可以給予瓜國移民臨時受到保護的身分，不過，美國對

此政策仍是持有諸多考量。 

同年年底，美國國務卿萊斯也訪問瓜地馬拉，並與瓜國外長會面，雙方就移民問題、TPS 政策、

兩國貿易、及國防安全等議題來進行討論。 

2 墨西哥 

瓜地馬拉與墨西哥共同批准引渡條款的協定，這將有利於國打擊犯罪，並可以追蹤逃至境外的

犯罪者。 

3 貝里斯 

在美洲國家組織的安排之下，兩國進行雙邊談判，彼此交換意見。隨後，兩國簽署雙邊互信條

約，以尋求兩國領土爭端解決之方式，也希望兩國的關係能繼續保持友好及更深入。加強互信

機制的協定，促進兩國的良好關係，並對邊界地區的人民進行補償計畫，同時，兩邊政府也持

續有建設性之對話，展開有利雙方的計畫方案。 

4 智利 

兩國政府簽署雙邊合作的協定，當中也就簽署自由貿易協定來進行協商，另外，還有航空合作，

及環境問題等議題。智利政府也提供礦產採集方面的顧問。 

5 古巴 

瓜國在聯合國人權委員會中仍是投票贊成解決古巴不尊重人權之問題。 

歐洲區 1 比利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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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國外長與比利時政府簽署相互投資促進及保護協定，以促進兩國間的貿易與投資，比利時政

府也表示支持中美洲與歐盟在結盟協議上的協商，同時也訪問歐盟的機構。 

2 芬蘭 

兩國簽署投資促進暨保護協定，以創造有利於兩國的經濟環境，並促進相互投資。 

亞洲及其他地區 1 台灣 

瓜國與台灣展開自由貿易協定之談判，預期此協定將有利於雙方的經濟成長，及投資，兩國邦

誼更加聯繫。 

2 中國 

瓜地馬拉經濟部長訪問中國，希望在中國成立商務辦事處，以加強與中國的經貿關係。近年來

中國和瓜地馬拉的雙邊貿易增長迅速，2004 年兩國貿易總額達到了 4 億 3600 萬美元，增長

41.7%，說明中瓜經濟具有互補性，兩國經貿合作的潛力很大。同年，瓜地馬拉最高法院院長也

訪問中國。 

3 日本 

2005 年，瓜國與日本簽署合力改善飲用水的協定，尤其改善鄉村地區，並開採地下水。 

2006 

美洲區 1 加拿大 

與加國政府對於 2005 年所實施的短期性工人計畫做評估，另外，兩國政府也實行一項短期務農

勞工計畫，實行了 3 年，其成效優越。其計畫主要就是為在國外的瓜地馬拉國民尋求工作的合

法性，也預計將會有更多瓜國人民受惠。 

2 美國 

瓜國外交部長 Jorge Briz 前往華盛頓參加關於美國移民法改革之討論會，與會的國家還有中美其

他國家及哥倫比亞、厄瓜多。在當中，討論移民法改革之必要性，並提出建立短期工人計畫，

並要求給予更多移民在美國的合法地位，以及尊重移民的人權。 

3 墨西哥 

與墨國政府建立教育及文化方面的合作計畫，藉此計劃讓兩國人民能有更頻繁之接觸交流，這

個計畫為期 4 年(2006~2009)，計劃當中包括許多方面的合作方案教育、藝術、文化遺產、電影

等方面。 

4 貝里斯 

兩國在陸地領土及海域上的爭議方面，雙邊政府接受了美洲國家組織的提議，開始進行協商機

制。 

5 委內瑞拉 

簽署雙邊合作之協定，並討論煤氣管路的路線是否能由巴拿馬在延伸至整個中美洲地區，也解

決煤氣匱乏的問題。 

歐洲區 1 俄羅斯 

雙方外長就人權議題來進行討論，另外，也就雙方的事務及國際利益議題，國際組織所討論之

題目，兩國來進行討論。 

2 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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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國簽署資金投資促進暨保護協定，此協定的生效，將讓瓜地馬拉提供德國投資者最好的投資

時機及機會。而兩國間貿易的產品，瓜國對德國多以農產品及部分的醫療器材和加工木製品。

致於德國對瓜地馬拉的出口則有農業產品，包括植物的根部，藥用植物及香料植物的種子，還

有製造業的產品，例如機械器具，外學產品及石油衍生產品也都有一定的進口量。 

亞洲及其他地區 1 南韓 

瓜國外長出訪南韓，與南韓政府就多方面議題來進行討論，並加強維持雙方的投資，此外，也

就兩國的紡織品貿易來進行協商討論。 

2 台灣 

台瓜政府簽訂自由貿易協定的批准文件，一旦 TLC 生效，依照估計將會有 5,649 項瓜地馬拉產

品可以進入台灣的市場，並且享有免關稅。自由貿易協定的生效，也會更加強化推動兩國的雙

邊貿易。 

其他地區 

瓜國政府也與多個西半球國家建立邦交關係，其中以非洲國家居多，其外交目的主要是要世界

其他國家建立邦誼，並以進行雙邊合作來維繫國與國的關係，其邦交國有布吉納法索、維德角、

馬利，另外也與亞洲的蒙古國建立邦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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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minex.gob.gt/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213&Itemid=2 (2006 年簽署雙邊合作之協

定) 

58. 〈Comunicado 023-2006〉, Misterio de relaciones exteriores de Guatemala, 
http://www.minex.gob.gt/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47&Itemid=2 (2006 年瓜地馬拉與俄羅斯

兩方的外長就人權議題來進行討論) 

59. 〈Comunicado 109-2006〉, Misterio de relaciones exteriores de Guatemala, 
http://www.minex.gob.gt/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1702&Itemid=2 (2006 年瓜國與德國簽署

資金投資促進暨保護協定)  

60. 〈Comunicado 005-2006〉, Misterio de relaciones exteriores de Guatemala, 
http://www.minex.gob.gt/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28&Itemid=2 (2006 年瓜國與奧地利簽署

投資促進暨保護協定) 

62. 〈Comunicado 022-2006〉, Misterio de relaciones exteriores de Guatemala, 
http://www.minex.gob.gt/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46&Itemid=2 (2006 年瓜國外長出訪南

韓，與南韓政府就多方面議題來進行討論) 

63 〈Comunicado 062-2006〉, Misterio de relaciones exteriores de Guatemala, 
http://www.minex.gob.gt/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177&Itemid=2 (2006 年台瓜政府簽訂自由

貿易協定的批准文件) 

64. 〈Comunicado 083-2006〉, Misterio de relaciones exteriores de Guatemala, 
http://www.minex.gob.gt/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199&Itemid=2 (瓜國政府也與多個西半球

國家建立邦交關係，其中以非洲國家居多) 

  

資料提供：學生余南誼 Ramon 

 



 33

五、宏都拉斯(Honduras)  

宏都拉斯對外關係秘書處的主要策略（OBJETIVOS ESTRATEGICOS DE SECRETARIA RELACIONES 
EXTERIORES）： 

1) Promover los lazos de amistad y cooperacion con los Estados y Organismos Internacionales, mediante el 
mantenimiento y establecimiento de relaciones diplomaticas, asi como la participacion dentro de los diferentes 
organismos. 藉由外交關係的建立和維持及參與各種國際組織的機會，促進和其他國家與國際組織之間的關係及

合作。 

2) Defender y velar por los intereses de Honduras, que garanticen la integridad territorial y la soberania nacional.捍衛

宏都拉斯的利益及其主權。  

3) La proteccion de los intereses del pais y de los hondurenos que residen en el exterior.保護海外宏都拉斯人民的利

益。 

4) Definir y evaluar estrategicamente las funciones de las Misiones Diplomaticas y Consulares, tomando en cuenta los 
intereses nacionales, propiciando que las mismas respondan a las necesidades del desarrollo sostenible.評估及確立駐

外單位的作用。  

5) La promocion internacional de Honduras, a traves de la coordinacion, de los sectores privados y publicos, 
incentivando la inversion, el comercio, el turismo asi como la cooperacion externa y gestion de recursos. 藉由公部門

及私部門的協調，在國際推銷宏都拉斯以刺激投資、貿易、旅遊及國際合作。  

6) Realizar acciones y gestiones de los nuevos temas de la agenda internacional tales como, la lucha contra el 
narcotrafico, terrorismo, atencion y proteccion de medioambiente, los derechos humanos y el papel de las 
organizaciones no gubernamentales, la globalizacion, la integracion y la insercion economica internacional.實踐打擊毒

品、對抗恐怖主義及保護環境等國際問題及維護人權、增加非政府組織的運作以及加強經濟整合。  

7) El impulso y fortalecimiento del proceso de integracion centroamericana y el cumplimiento de los compromisos 
regionales de tal forma que se perciba la actuacion del istmo como region integrada en el plano internacional.加強中美

洲整合進程。 

宏都拉斯的外債情況： 

中美洲各國外債最高的分別為巴拿馬、尼加拉瓜及宏都拉斯，以 2004 年來說，巴拿馬外債為六十六億三仟

五百萬美元；尼加拉瓜為六十四億六仟一百萬美元；宏都拉斯為五十一億八仟八百萬美元。而宏都拉斯的舉債

債況，2003 年外債就佔了國內生產毛額的 75%，但歷經多次努力終使得宏國可以高度貧窮負債國家(HIPC)的條

件向國際貨幣基金會(IMF)取得貸款，藉此也可繼續與其他國家(組織)進一步商談減債問題。  

宏都拉斯外債金額 ／ 單位：百萬美元 

 2001 2002 2003 2004 

Honduras 4,757 4,922 5,122 5,188 

資料來源：〈中美洲各國外債持續增加，宏都拉斯已達 51 億 9 千萬美元〉，國際貿易局，

http://ekm92.trade.gov.tw/BOFT/web/report_detail.jsp?data_base_id=DB009&category_id=CAT1922&report_id=6914
2，96 年 6 月 5 日。 

 

宏國在與國際貨幣基金會(IMF)完成簽署經濟重整之意願書後，下一步即展開與其他債權國之減債協商。宏

國為了減輕負債壓力，遂向巴黎俱樂部成員國求助，尋求減債。宏國主要債務國為日本、西班牙、義大利、美

國及德國，這些國家在宏國與國際貨幣基金會簽署意願書後已允諾全部或部分減免宏國債務。 

 

宏都拉斯對外雙邊外債表 單位:百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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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權國 金額 債權國 金額 債權國 金額 債權國 金額 債權國 金額 

荷蘭 6.71 法國 55.11 義大利 212.52 西班牙 302.29 哥倫比亞 20.35 

挪威 6.95 委內瑞拉 16.39 加拿大 15.21 丹麥 9.99 中華民國 86.83 

瑞士 6.26 日本 462.72 哥斯大黎加 18.88 科威特 46.33 哥倫比亞 20.35 

德國 121.43 美國 131.10 瓜地馬拉 23.14 墨西哥 56.82 中華民國 86.83 

 

資料來源：〈宏都拉斯展開與巴黎俱樂部會員國之雙邊減債談判〉，國際貿易局，

http://wwwdoc.trade.gov.tw/BOFT/web/report_detail.jsp?data_base_id=DB009&category_id=CAT1835&report_id=57
336，96 年 6 月 5 日。 

 

2000 

美洲區 因為海域分界的問題，宏都拉斯和尼加拉瓜關係緊張。  

歐洲區 八月，英國外交大臣到宏都拉斯參訪。   

2001 

美洲區 五月，多明尼加總統到宏都拉斯參訪；八月，與古巴簽署貿易協定。  

宏都拉斯、薩爾瓦多及尼加拉瓜對於太平洋的的分界老問題產生爭議。  

歐洲區 四月，義大利減免宏都拉斯所欠總額 1 億 6900 萬美元的所有債務。  

亞洲及其他地區 中國和宏都拉斯之間政治交往不多，但保持一定的經貿往來。 

十二月，莫斯科總統到宏都拉斯參訪。  

2002 

美洲區 一月，宏都拉斯與古巴恢復外交關係。 

宏都拉斯與薩爾瓦多恢復分界。  

宏都拉斯政府希望美國政府幫忙解決其和尼加拉瓜間的貿易糾紛。  

歐洲區 在與中美洲代表會面的場合中，德國外交部長表示歐盟和中美洲國家的整合可以促進雙區域的

關係。  

亞洲及其他地區 十月，宏都拉斯總統訪問台灣，強調和台灣的友誼及合作關係。  

八月，日本政府捐助宏都拉斯 12 萬美元來消滅登革熱。  

2002 年三月在日本東京召開「第六屆日本與中美洲合作與對話論壇」。為了增加日本與宏都拉斯

雙方關係，及促進日本和中美洲國家關係，每年都會舉辦這個論壇，目的是為了促進彼此的利

益。  

2003 

美洲區 貝里斯、瓜地馬拉及宏都拉斯在美洲國家組織下簽訂合約，支持瓜地馬拉進入加勒比海。  

美國和宏都拉斯雙方關係緊密，除了宏都拉斯為第一個派軍隊到伊拉克支援的西方國家外，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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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來也減少了非法毒品進入美國市場。  

歐洲區 十二月，宏都拉斯和歐盟簽訂政治與合作協定。  

和西班牙在 2003 年二月一起合作「自來水廠計劃」，主要是為了提升人民生活水準及確保供水

的品質。  

2004 

美洲區 美國減免宏都拉斯 5 億 4500 萬美元的債務。  

歐洲區 歐盟議會表示加強和中美洲國家對話，其中包括宏都拉斯。  

德國免除宏都拉斯 2000 萬美元的債務。  

宏都拉斯加強駐外館處安全，以防恐怖份子攻擊。  

亞洲及其他地區 日本為「巴黎組織」的一員，在 2004 年五月免除宏都拉斯 106 萬美元的債務。2004 年巴黎組織

最後一次免除宏都拉斯 4 億 5 百萬美元的債務。  

2005 

美洲區 Honduras colabora con EE.UU. en programa de inspeccion portuaria.宏都拉斯和美國合作港口偵
測計劃。  

宏都拉斯首次使用 Cuenta de Desafio del Milenio 計劃，美國提供 2 億 1500 萬美元，做為宏都拉

斯未來五年的基礎建設資金。  

宏都拉斯國會通過中美洲與美國間之自由貿易協定（CAFTA）  

歐洲區 六月，八大工業國(英國、法國、美國、德國、日本、義大利、加拿大、俄國)決定免除 18 個貧

窮國家的債務。其中包括宏都拉斯。  

亞洲及其他地區 三月，當宏都拉斯達到「高負債貧窮國家」的標準，於是世界銀行和國際貨幣基金，免除其 12
億美元的債務。  

五月十七日，台灣捐贈給宏都拉斯一筆經費來進行現代化計劃及改善使館。 

五月卅一日，日本的代表同意捐獻 140 萬美元，用於公共衛生計畫。  

十一月，日本基於減少宏都拉斯的貧窮狀況，免除其 4 億 4 千 4 百萬美元的債務。  

2006 

美洲區 因為宏都拉斯中間議會會長 Patricia Rodas Baca 傾向於國際共產主義的意識行態而和美國的關係

緊張。   

宏都拉斯人民了解和美國成為盟友的重要性。根據調查，59%的人民認為如果和美國關係不好，

將會對定居於美國的宏都拉斯人民採取驅逐的政策。   

宏都拉斯議會決議凍結和薩爾瓦多之間的合約關係，直到邊界問題解決為止。  

歐洲區 五月召開歐盟－拉丁美洲與加勒比海高峰會。在這個高峰會中，歐盟與中美洲六國，包括宏都

拉斯，展開自由貿易協定的協商。  

亞洲及其他地區 宏都拉斯人民也了解和台灣及大陸成為盟友的重要性。因為需要和這兩個國家合作及貿易往來。

1 El Club de Paris lo forman las 17 naciones mas desarrolladas del mundo, entre ellas Estados Unidos, Canada, Francia 
y Gran Bretana.巴黎組織由 17 個發達國家組成，包括美國、加拿大、法國及英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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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繼薩爾瓦多之後，宏國國會於 94 年 3 月 3 日通過中美洲與美國間之自由貿易協定（CAFTA），為中美洲五國

中第二個經由國會通過此協定者。  

3 宏國外債經 G-8（世界八大富有國家）國家放棄其債權後，約只剩下 20 億美元的外債。總統馬度洛表示，將

積極尋求美洲開發銀行(BID)放棄其債權，如此一來宏國將只剩下約 10 億美元的外債。而宏國獲得減讓的外債

金額，將轉為宏國在學童午餐、教育及衛生保健方面之用。而對宏國減債的國家也表示，宏國必須維持其透明

的財政制度，並防止貪污，才願意取消對宏國的外債。  

 

參考資料： 

1.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http://www.fmprc.gov.cn/，2007/05/01.  

2. 聚焦歐盟-淡江大學圖書館館歐盟研究中心，http://blog.lib.tku.edu.tw/post/1/994, 2007/06/05.  

3. Cooperacion Internacional de Republica de Honduras, 
http://www.cooperantes.gob.hn/cooperantes_bilaterales_espana.html, 2007/06/05.  

4. Secretaria de Relaciones Exteriores, http://www.sre.hn, 2007/06/05.  

5. U.S. Department of State, http://www.state.gov/documents/organization/28980.pdf, 2007/06/05.  

6. La Embajada de Japon en Honduras, http://www.hn.emb-japan.go.jp/politica.html, 2007/06/05.  

7. German Embassy, http://www.germany.info/relaunch/info/publications/esp/2004/122404/semana.html, 
2007/06/01.  

8. European Commission, http://ec.europa.eu/comm/external_relations/honduras/intro/index.htm, 2007/05/01.  

9. Wikipedia, http://en.wikipedia.org/wiki/Foreign_relations_of_Honduras, 2007/05/01.  

10. Goverment Information Office, http://www.gio.gov.tw/info/, 2007/06/07.  

11. BBC Mundo, http://news.bbc.co.uk/hi/spanish/latin_america/, 2007/05/07.  

12. Periodicos de Honduras, http://www.periodicos-de-honduras.com/, 2007/06/05.  

13. Consumer.es, http://www.consumer.es/web/es/, 2007/06/05.  

14. www.lukor.com, http://www.lukor.com/not-mun/asia/0511/25043900.htm, 2007/06/05.  

15. Moneda, http://monedagt.terra.com/moneda/noticias/mnd21311.htm, 2007/06/07.  

16. Programas de Informacion Internacional,?http://usinfo.state.gov/esp/Archive/2005/Dec/19-883432.html, 
2007/06/07.  

  

資料提供：學生劉曉儒 Esperan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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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墨西哥(México)  

一直以來，墨西哥的外交政策為尋求海外的利益，並在經濟上重視與他國合作的關係。而 2000 至 2006 年，

則是是墨西哥前總統福克斯(Fox)的任期，在這六年間墨西哥主要外交政策有三： 

1. 墨西哥要在國際社會上建立新形象，促進在國際人權及民主上的尊重。  

2. 改善與美戰略關係，如在與美達到在移民問題上的共識、使北美整合更加深化等。  

3. 加強在國際論壇上的地位，認真參與國際事務，使墨西哥能在國際社會上更有份量。  

以下為 2000 年至 2006 年墨西哥的對外關係整理： 

2000 

美洲區 1.與中美洲北三角三國(瓜地馬拉、薩爾瓦多及宏都拉斯)簽署自由貿易協定。(06/29)  

2.布希當選總統並承諾與墨西哥建立合作關係。(11 月)  

歐洲區 1.墨西哥與歐盟簽定自由貿易協定生效日期，成立第一個由拉丁美洲及歐洲所構成的自由貿易區

域。(07/01) 

2.歐洲指委會與美洲發展銀行在墨西哥城舉辦社會凝聚會議,目標在於對抗貧窮與不平等。

(10/15) 

亞洲及其他地區 1.墨西哥與以色列簽定自由貿易協定。 

2001 

美洲區 1.墨西哥和瓜地馬拉,薩爾瓦多,宏都拉斯簽定自由貿易協定生效日。(01/01)  

2.布希訪問墨西哥，就非法移民及毒品問題展開會晤。(02/16)  

3.墨西哥總統到美國訪問，這項訪問將「強調美、墨兩國政府與人民間的親密友誼。」(09/05-7) 

歐洲區 1.墨西哥和冰島,列支敦斯登,瑞士簽自由貿易協定（又稱歐洲自由貿易協定(Asociacion Europea de 
Libre Comercio, AELC)生效。(07/01)  

亞洲及其他地區 1.墨西哥總檢察院與中國檢察院簽定合作協定。(06/06) 

2.為因應中國加入世界貿易組織(WTO)，墨西哥與中國達成雙邊協議，承諾中國在加入 WTO 六

年後取消違反其組織的反傾銷措施。(9 月)  

2002 

美洲區 1.APEC 部長會議於在墨西哥洛斯卡沃斯召開。(10/26-27)  

歐洲區 2.福克斯總統就貿易事務訪問愛爾蘭。(11 月)  

2003 

美洲區 1.WTO 第五屆部長會議在墨西哥坎昆召開。(9/10-14)  

2.跟烏拉圭簽定自由貿易協定。(11/15)  

歐洲區 1.愛爾蘭首相 Bertie Ahern 為貿易任務正式參訪墨西哥。(1 月)  

2.墨西哥公共教育部長參訪愛爾蘭，為教育合作相關事宜做討論。(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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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及其他地區 1.中國總理溫家寶出訪美國、加拿大、墨西哥、埃塞俄比亞。(2003/11)  

2.中國國務院總理溫家寶１２日下午在墨西哥城國民宮與墨西哥總統福克斯舉行了會談。(12/12) 

3.墨西哥工業產權局與中國知識財產局簽定合作協議。(12/12)  

2004 

美洲區 1.墨西哥和委內瑞拉申請加入南方共同市場。(07/08) 

2.布希會見墨西哥總統來訪，並表達了推動移民改革的目標 。(11 月)  

歐洲區 1.歐盟代表跟拉丁美洲及加勒比海國家代表在厄瓜多首都基多針對移民問題展開研討。(3/4-5) 

亞洲及其他地區 1.墨西哥經濟部長及南韓貿易部長於法國巴黎協議整合一個學術團體就強化雙邊經貿關係展開

研究。(3 月) Bilateral.com  

2.日本與墨西哥簽署自由貿易協定。(09/17) 

2005 

美洲區 1.美國國務卿萊斯訪問墨西哥，為加強雙邊合作，她將會會晤墨西哥企業領袖、民間社團成員以

及政府官員，也會就移民問題列入討論。(0310)  

2.墨西哥市舉行北美自由貿易協定會談。(03/23)  

3.墨西哥和牙買加同意雙邊促進雙邊貿易及投資行動。(05/04)  

4.墨西哥經濟部長 Fernando Canales 到瓜地馬拉為參與 13 日所舉辦的中美洲北三角三國之自由

貿易協定會。(08/13)  

5.墨西哥和智利計劃擴展 1999 年所簽定之自由貿易協定 。( 05/10)  

6.Fox 對布希於 5 月 11 日簽署之美國移民政策改革方案表達不滿，認為布希的政策會阻礙墨西

哥勞工在美國工作的權利。(0513)  

歐洲區 1.於墨西哥市與歐盟召開關於公民社會及政府機構之對話論談。(02/28-03/01) 

2.墨西哥與羅馬尼亞建交 120 年紀念會議。(07/20)  

亞洲及其他地區 1.墨西哥國家外貿銀行與中國進出口銀行相互提供信貸額度的框架協議。(01/24) 

2.墨西哥外貿、投資與技術委員會與中國國貿促進委員會達成合作協議。(01/24)  

3.和日本簽自由貿易協定生效日。(04/01)  

4.墨西哥經濟部長 Fernando Canales 強調與南韓建立自由貿易協定之可能性。(08/30)  

5.中國國務院扶貧開發領導小組辦公室與墨西哥社會發展部社會發展合作協議。(09/12)  

2006 

美洲區 1.與秘魯召開協商會議為擴展及深化「互補經濟協定」。(01/24-26)  

2.美國與墨西哥就反傾銷稅簽定水泥貿易協定。(01/29)  

3.智利與墨西哥簽署戰略合作伙伴協議。(01/26)  

4.墨西哥及南韓就經濟互助協議展開協商。（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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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墨西哥和印度舉行政治咨詢。(03/06)  

6.墨西哥舉行第四屆世界水論壇部長級會議。(03/22)  

7.墨西哥的阿卡普爾科舉行北美自由貿易協定委員會會議。(03/24)  

8.簽定墨西哥與美國的水泥貿易協定，允許墨西哥可以增加對美（300 萬噸）的出口至美國南部。

(03/26)  

9.墨西哥總統 Fox,加拿大總理及美國總統布希於坎昆舉行北美自由貿易協定成員國會議。

(3/30-31)  

10.墨西哥前總統福克斯及厄瓜多前總統巴拉席歐同意雙方政府分析擴展雙邊貿易的利益及雙邊

自由貿易的可能性。(04/24)  

11.布什提議一個稱為「身分驗證」（Basic Pilot）的線上系統，使雇主能夠輕易的證實新員工的

工作資格，並向所有外國勞工分發身分驗證卡片，同時增加對於違反移民法的雇主的懲罰，以

及提供更多資金以增強邊界的安全，並且部署 6,000 名國民警衛隊至美國—墨西哥邊界以阻止更

多非法移民的滲透。(05/15)  

12.墨西哥和阿根庭政府簽定經濟互補協定(el Acuerdo de Complementacion economica)，通過了約

1460 種關稅項目。(06/08)  

13.墨西哥、美國、加拿大建立北美競爭委員會(NACC: el Consejo de Competitividad de America del 
Norte) 。(06/15)  

14.墨西哥將於美墨邊境興建有害廢棄物傾倒場。(06/26)  

15.美國與墨西哥協議，於 2006 年 10 月起至 2007 年 12 月，將以無關稅(libre de arancel)的方式

出口 500,000 噸的糖到美國。(07/28)  

16.墨西哥人於秘魯可擁有 90 天暫時性的簽證。(08/24)  

17.墨西哥和秘魯為自由貿易協定展開談判。(08/31)  

18.墨西哥和薩爾瓦多通過授權藥品及健康食品的登計。(08/14) 

19.第 14 屆墨西哥與加拿大國會會議。(10/21-25)  

20.布希簽署法案，決定在美墨交界地區修築一道 1126 公里長的隔離墻。美國政府的這一決定立

即遭到墨西哥政府的強烈反對，認為此舉無助於解決兩國間的非法移民問題。（10/26） 

21.墨西哥參與於烏拉圭所舉行的第十六屆拉丁美洲高峰會(La XVI Cumbre Iberoamericana)，此

次會議就移民及發展問題作為討論。(11/3-5)  

22.墨西哥總統訪美，就遏制非法移民、促進自由貿易以及打擊毒品走私等共同關心的問題交換

了意見。(11/09)  

23.第 11 屆拉丁美洲發展國際會議，主要探討關於國家改革及公共行政事務。(11/23)  

歐洲區 1.墨西哥經濟部為利於與歐盟間之自由貿易協定，就海關關稅方面提供服務。(9 月) 

亞洲及其他地區 1.於北京舉辦第三屆墨西哥-中國高層工作組會議 (10/30-31) 。  

   

   

資料提供：學生施昱如 Ama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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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尼加拉瓜(Nicaragua)  

2000 

美洲區  尼加拉瓜總統阿雷曼（Arnoldo Aleman）參訪墨西哥，推廣尼加拉瓜觀光業。（2 月 12 日-15 日）

尼加拉瓜與薩爾瓦多簽訂雙邊互惠投資協定。（5 月 31 日）  

尼加拉瓜參予第三十屆美洲國家會議（OEA），討論人類安全發展議題。（6 月 6 日）  

聯合國贈與尼加拉瓜一輛行動圖書館巴士。（6 月 8 日）  

尼加拉瓜外長阿丹邀請聯合國指派觀察員前往尼國觀察市長選舉過程。（6 月 21 日）  

尼加拉瓜外長阿丹（Jose Adan Guerra）與美國共同發表對抗毒品宣言。（6 月 22 日）  

尼加拉瓜與秘魯簽訂漁業技術合作發展計畫。（10 月 4 日）尼加拉瓜參加中美洲與加勒比海首

長會議並簽訂能源合作協定。（10 月 18 日-19 日）  

美洲開發銀行（BID）借貸予尼加拉瓜一千九百萬美元協助其社會經濟發展計畫。（11 月 10 日）

尼加拉瓜參加第二屆阿根廷-中美洲首長會議。（12 月 4 日）  

薩爾瓦多總統參訪尼加拉瓜，參觀尼國境內公共建設。（12 月 12 日）  

尼加拉瓜總統阿雷曼恭賀新上任美國總統。（12 月 14 日）  

歐洲區  尼加拉瓜外長莫德亞列格雷（Eduardo Montealegre）接見德國外交部政治事務司司長馬余斯克

（Thomas Matussek），洽談雙邊合作事宜。（1 月 18 日）  

法國捐贈尼加拉瓜 557 台腳踏車。（1 月 19 日）  

尼加拉瓜外長莫德亞列格雷與盧森堡簽訂合作總協定與六項合作議定書。（2 月 22 日）  

亞洲及其他地區 中華民國政府貸款三千六百萬美元予尼加拉瓜企業與銀行供其購買中華民國機器與產品。（3
月 15 日）  

尼加拉瓜總統阿雷曼夫婦與外長莫德亞列格雷參訪泰國，與當地企業會晤，吸引外資至尼國。

（3 月 20 日-25 日）  

尼加拉瓜參加第三屆中美洲-南韓合作對話高峰會，討論高科技產業合作事宜。（11 月 30 日）

2001 

美洲區  尼加拉瓜向美洲國家組織提出簽呈，要求宏都拉斯簽訂共同邊界軍事緩和協定。（2 月 20 日）

尼加拉瓜與智利修改引渡條約，取代 1993 年 12 月 28 日所簽訂之前條約。（3 月 28 日）  

尼加拉瓜外交部次長瑪麗納（Bertha Marina Arguello Roman）參加第十屆里約集團與歐盟部長級

會議。（3 月 30 日）  

委內瑞拉撤銷尼加拉瓜道路建設援助。（3 月 31 日）  

尼加拉瓜與美國簽訂反毒品條約。（6 月 1 日）  

尼加拉瓜向世界銀行（World Bank）申請六千萬美元貸款，以興建國內基礎建設。（6 月 7 日）

美洲開發銀行貸款尼國兩千五百萬美元協助其兒童關懷計畫。（7 月 31 日）  

諾貝爾和平獎得主兼國際地雷禁止運動（ International Campaign to Ban Landmines, ICBL）創辦

人威廉斯（Jody Williams）至尼加拉瓜參加第三屆渥太華協定（Convenio de Ottawa）國際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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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7 日）  

尼加拉瓜與加拿大簽署公部門協助備忘錄。（8 月 9 日）  

尼加拉瓜於聯合國簽署打擊恐怖主義國際公約。（10 月 19 日）  

尼加拉瓜於國際法庭上控告哥倫比亞私自將尼國部份領土劃為己有。（12 月 6 日）  

歐洲區  西班牙皇后蘇菲亞（Reina Sofia）參訪尼加拉瓜，關懷尼國人道發展狀況。（2 月 16 日）  

法國企業經貿團參訪尼加拉瓜當地公共建設、環境、自來水系統、觀光業、農產品加工業與輕

工業。（5 月 18 日）  

法國與尼加拉瓜簽訂糧食援助協定，將捐助尼國 620 噸葵花油。（12 月 10 日）  

亞洲及其他地區 南韓贈與尼加拉瓜 80 台電腦、25 台印表機與 6 台大宇汽車。（3 月 5 日）  

中華民國同意援助八百五十萬美元予貝里斯與中美洲外交部加強合作計畫。（3 月 5 日） 

中華民國政府贈與三十萬美元協助尼加拉瓜建設住屋。（4 月 30 日） 

尼加拉瓜與日本簽訂技術合作協定，加強 KR2 基因作物種植計畫。（5 月 30 日）  

2002 

美洲區  尼加拉瓜與宏都拉斯及中美洲經濟整合銀行（BCIE）簽署與歐洲共同體公約，推動尼國與宏都

拉斯出口業務。（2 月 25 日）  

尼加拉瓜外交部長卡德拉前往海牙國際法庭，設法解決與哥倫比亞的領土糾紛。（3 月 18 日）

國際糧農組織（FAO）秘書長迪歐福（Jacques Diouf）參訪尼加拉瓜。（4 月 29 日）  

美國延長尼加拉瓜人民臨時保護狀態（TPS）至 2003 年 7 月 5 日。（5 月 2 日）  

巴西免除尼加拉瓜外債。（5 月 15 日）  

尼加拉瓜發表支持美洲自由貿易區（ALCA）宣言。（6 月 4 日）  

尼加拉瓜與秘魯簽署學術合作協定。（10 月 1 日）  

美洲開發銀行借貸三千萬美元予尼加拉瓜。（11 月 13 日）  

尼加拉瓜總統玻拉紐斯赴邁阿密推廣尼國境內投資。（12 月 11 日）  

歐洲區  尼加拉瓜與瑞士簽署國家警察協助公約。（4 月 9 日）  

荷蘭與聯合國兒童基金會（UNICF）援助尼加拉瓜國內偏遠地區婦女與兒童關懷計畫。（11 月

1 日）  

亞洲及其他地區 中華民國援助四十一萬六千六百六十六美元於尼加拉瓜外交部協助中美洲外交部現代化計劃。

（1 月 17 日）  

尼加拉瓜與日本簽署醫療中心重建協定。（6 月 3 日） 

陳水扁總統參加尼加拉瓜獨立紀念日典禮。（9 月 13 日）  

2003 

美洲區  尼國對哥倫比亞將亞特拉斯（Atlas）納入其領土一事表達抗議。（1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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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加拉瓜與哥斯大黎加討論關於雙邊在太平洋與加勒比海的海域問題。（3 月 26 日）  

尼加拉瓜總統玻菈紐斯夫婦前往多米尼加進行拜會，雙方討論有關國際情勢、自由貿易協定與

恐怖主義等議題。（8 月 4 日-7 日）  

尼加拉瓜總統玻菈紐思參訪加州洛杉磯市，並與當地拉丁裔工商業人士會晤，討論自由貿易協

定議題。（8 月 21 日）  

尼加拉瓜總統玻菈紐斯與聯合國秘書長安南（Kofi Annan）會晤，討論恐怖主義等相關議題。（9
月 24 日）  

尼加拉瓜對哥倫比亞侵犯尼國水域一事表示抗議。（10 月 1 日） 

加拿大援助尼加拉瓜三十七萬五千美元，並簽署外交備忘錄。（11 月 10 日） 

世界開發銀行將援助兩千五百萬美元予尼加拉瓜協助其發展。（11 月 20 日）  

美國總統布希接見新任駐美國尼加拉瓜大使石塔哈根（Salvador Stadthagen Icaza），並對尼國政

府打擊貪污表示認同。（12 月 4 日）  

歐洲區  尼國外交部長卡德拉對於瑞士外交部長琳德（Anna Lindh）被暗殺一事表示遺憾。（9 月 11 日）

與愛爾蘭簽署外交備忘錄以及雙邊合作協定，協助尼國改善貧窮問題。（10 月 9 日）  

丹麥外交部長浮赫（Anders Fogh Rasmussen）參訪尼加拉瓜，有意提昇雙邊外交關係以及加強

經貿往來。（11 月 13 日）  

亞洲及其他地區 立法院王金平院長參訪尼加拉瓜，討論雙邊合作交流議題。（2 月 9 日-11 日）  

與台灣簽訂總統府與外交部門發展協定。（2 月 18 日）  

日本提供尼加拉瓜三百六十萬美元協助其境內兒童健康計畫。（3 月 20 日）  

日本提供約一千兩百萬美元予尼加拉瓜協助其人道援助。（6 月 5 日）  

台北市政府表彰馬拿瓜市消防隊在救災上的行為。（9 月 9 日）  

台灣援助尼加拉瓜五十萬美元協助其外交發展計劃。（10 月 14 日）  

尼加拉瓜與哥斯大黎加談論邊境發展合作議題。（11 月 20 日）  

台灣將援助兩千萬美元來協助中美洲聯合委員會成員國發展。（11 月 25 日）  

尼加拉瓜簽訂反貪污聯合國公約。（12 月 9 日）  

2004 

美洲區  薩爾瓦多外長萊尼斯（Francisco E. Lainez Rivas）拜會尼加拉瓜外長卡德拉，討論雙邊區域合作

事宜。（7 月 19 日）  

美國海外投資計畫部（OPIC）副部長莫蕾（Barbara Moore）前往尼國推廣投資合作。（7 月 19
日）  

尼加拉瓜參加第 23 屆里約集團外長會議，討論建立一區域的金融管理機制。（8 月 20 日） 

與薩爾瓦多在中美洲首長議會上簽訂臨時保護協定，以建立一個對兩國人民在各境內遷移的管

理機制。（8 月 30 日）  

美國提升與尼加拉瓜在反貪污問題上的合作，並援助尼國二十五萬美元協助之。（9 月 23 日）

美國延長臨時保護狀態（TPS）予在其境內庇護之尼加拉瓜人民。（10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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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國家組織（OEA）與尼國簽署市長選舉之觀察員豁免權與特權條約。（11 月 1 日）  

秘魯外長羅德利哥斯（Manuel Rodriguez Cuadros）拜會尼加拉瓜，以提昇雙邊政治、經貿、文

化交流等合作發展。（11 月 25 日）  

歐洲區  尼加拉瓜與德國討論雙邊金融與技術合作事宜。（5 月 5 日）尼加拉瓜與俄羅斯建交 60 年。（12
月 14 日）  

尼加拉瓜政府致函俄羅斯譴責恐佈份子在別斯蘭（Beslan）的俠持人質事件。（9 月 4 日） 

與瑞士簽訂雙邊合作協定，來提升尼國境內生活水平及改善民生用水問題。（11 月 30 日） 

與荷蘭簽訂緊急市場合作協定，以幫助雙邊貿易部門發展。（12 月 2 日）  

亞洲及其他地區 尼加拉瓜總統玻菈紐斯對陳水扁總統與呂秀蓮副總統在台南所遭遇的槍擊案表示遺憾。（3 月

19 日）  

尼加拉瓜外交部次長瑪力歐（Sergio Mario Blandon）參訪台灣，並與台灣外交部長陳唐山簽訂

外交簽證協定。（4 月 29 日）  

尼加拉瓜總統玻菈紐斯前往日本參訪，希望能增強雙邊在貿易上的投資。（6 月 16-19 日）  

台灣援助四十萬美元協助尼加拉瓜外交部門發展。（6 月 25 日）  

日本援助七百四十萬美元協助尼國境內鄉間道路建設計劃。（8 月 23 日） 

與日本簽署相關音樂、礦業、運動、農業、民生合作等五項協定。（9 月 8 日）  

與日本簽訂改善衛生教育計劃，並由日本提供兩百三十三萬美元協助尼國境內醫事學校發展。

（11 月 29 日）  

2005 

美洲區  尼加拉瓜外交部次長厄杜亞多（Javier Eduardo Williams）與美國秘書長萊絲（Condoleezza Rice）

會晤。（8 月 19 日）  

與里約集團及澳洲舉行會議討論海地政治情勢。（9 月 19 日）尼國總統玻菈紐斯與其他成員國

於中美洲統合體會議上與美國總統布希討論加勒比海盆地方案（CAFTA-DR）事宜。（11 月 4
日）  

與美國簽訂文化遺產保存合作協定。（11 月 8 日）  

中美洲統合體安全委員會議於尼加拉瓜舉行。（11 月 9 日）  

中美洲統合體部長級會議於馬拿瓜舉行。（11 月 14 日）  

尼加拉瓜外交部次長威廉斯（Javier Williams Slate）參加中美洲統合體能源會議。（12 月 7 日）

歐洲區  尼加拉瓜外長卡德拉與奧地利外長普拉斯妮可（Ursula Plassnik）會晤，討論雙邊合作事宜。（5
月 27 日）  

歐盟對尼加拉瓜國內政治情勢表示關切。（7 月 8 日）  

與冰島簽訂反貪污相關協定。（10 月 27 日）  

西班牙提供價值二十五萬美元的人道援助予尼國。（11 月 2 日）  

瑞士提供約四百萬美元幫助尼加拉瓜執行自然災害防治計劃。（11 月 10 日）  

盧森堡人道行動與合作部部長路易絲（Jean Louis Schiltz）宣佈將在尼加拉瓜增設一辦事處。（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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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4 日）  

與荷蘭簽署合作與發展協定。（12 月 16 日）  

亞洲及其他地區 台灣與尼加拉瓜簽訂加強現今中美洲外長關係與協助尼加拉瓜外交發展計劃，援助四十二萬七

千美元。（5 月 5 日）  

日本將協助尼加拉瓜建設學校。（6 月 3 日）  

台灣援助四十萬美元予尼加拉瓜外交部。（7 月 1 日） 

舉辦第九屆日本－中美洲高峰會談。（7 月 27 日）  

尼加拉瓜將舉辦第六屆南韓－中美洲高峰會談。（8 月 8 日） 

尼加拉瓜外長於聯合國簽訂抑制核恐怖主義國際公約。（9 月 15 日） 

尼加拉瓜外長卡德拉與埃及外長阿布爾（Ahmed Aboul Gheit）於紐約會晤討論技術合作事宜。

（9 月 15 日）  

台灣與中美洲元首會議在尼加拉瓜舉行。（9 月 26 日）  

與日本修訂經濟復甦計劃金額，日本將批准七百一十萬美元來幫助尼加拉瓜改善貧窮與經濟發

展。（10 月 23 日）  

台灣政府援助尼加拉瓜一百二十三萬八千三百二十二美元來協助其公部門發展。（10 月 26 日）

與台灣政府簽訂強化中美洲地區外交組織與促進貿易投資計劃援助條約。（11 月 30 日）  

2006 

美洲區  與宏都拉斯外長弗爾汀（Mario Fortin Midence）互贈勛章。（1 月 6 日）  

與巴西政府簽署新的技術合作協定。（1 月 31 日）  

尼加拉瓜外長卡德拉與瓜地馬拉外長貝利茲（Jorge Briz Abularach）在格瑞那達（Granada）互

贈勛章。（4 月 24 日）  

尼加拉瓜外長卡德拉向美洲國家組織（OEA）控告哥斯大黎加相關 違反人權事項。（5 月 2 日）

尼加拉瓜外長卡德拉對北韓試射飛彈議題表示關切。（7 月 7 日）  

尼加拉瓜外長卡德拉任命新駐阿根廷大使麥西斯（Fabiola Masis Mayorga）。（7 月 28 日） 

第 7 屆美洲國防部長會議於馬拿瓜（Managua）舉行。（10 月 1 日-5 日）  

尼加拉瓜外長卡德拉（Norman Caldera Cardenal）參加於哥斯大黎加舉辦的中美洲統合會（SICA）

外長會議。（12 月 15 日）  

歐洲區  挪威加強與尼加拉瓜之雙邊合作關係，並協助其社會環境及反貪污問題。（2 月 23 日）  

尼加拉瓜駐丹麥大使阿爾瓦拉多（Ricardo Alvarado）參加愛沙尼亞共和國建國 88 週年國慶。（2
月 24 日）  

歐盟與中美洲聯合委員會合作會議在馬拿瓜（Managua）舉行。（3 月 2 日）  

愛爾蘭人全合作部長列寧安（Conor Lenihan）將挹注 50 萬歐元給尼加拉瓜來推動公平貿易計畫。

（5 月 29 日）  

與冰島簽署能源相關合作協定。（6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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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國總統玻菈紐斯（Enrique Bolanos Geyer）及外長卡德拉與歐盟議會總理玻雷爾（Joseph Borrel 
Fontelles）會晤討論雙邊合作事宜。（8 月 11 日）  

亞洲及其他地區 與石油輸出國組織基金（el FONDO OPEP）簽署信用貸款協定。（2 月 3 日）  

尼加拉瓜外長卡德拉致贈日本駐尼加拉瓜大使渡邊（Naohito Watanabe）勛章。（2 月 15 日）

台灣政府捐贈十萬美元給希諾特加（Jinotega）咖啡生產部門。（2 月 27 日）  

與日本簽署農牧業援助協定。（3 月 7 日）  

與沙烏地阿拉伯建立無駐所大使之外交關係。（3 月 30 日）  

尼加拉瓜外長卡德拉與中華民國原住民委員會主委瓦歷斯‧貝林（Walis Pelin）會晤。（4 月 27
日）  

尼加拉瓜駐聯合國常任大使塞維亞（Eduardo Sevilla Somoza）參訪台灣。（7 月 12 日）  

台灣援贈一百零七萬美元予尼國幫助其國內計劃與組織發展。（7 月 20 日）  

日本將援助三十八萬美元協助尼加拉瓜境內橋樑重建。（8 月 14 日）  

參考資料：尼加拉瓜外交部公報（Ministerio de Relaciones Exteriores de la Republica de Nicaragua）

http://www.cancilleria.gob.ni/publicaciones/index.htm 

資料提供：學生陳聲瀚 Vi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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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巴拿馬(Panamá)  

一、前言：  

巴拿馬奉行獨立自主，不結盟外交政策，加強同拉美國家之團結合作，與世界各國發展關係。策略上採多

元等距，以增進各國，尤其是與國際重要大國之政治、經濟、科技與文化關係為重點。因其運河、船舶登記、

轉口貿易及國際金融等業務均以全世界為服務對象，故多元睦鄰政策已成既定外交政策。其外交政策之目的主

要在維持安全穩定環境，獲取外資合作，增加出口市場，以解決失業及貧窮問題，並藉巴拿馬運河擴展計劃吸

引外資。  

因巴拿馬運河重要地緣戰略地位，美國長期掌控巴拿馬政經發展，外交受美影響極深，故傳統上與美關係

皆以巴拿馬運河為主軸，與其他國家則以國際貿易為外交重點。1999 年 12 月 31 日美國依據 1977 年簽署之杜

卡條約，正式將巴拿馬運河歸還巴拿馬政府，自此，巴國獨立享有運河經營權，2006 年巴國公民投票通過拓寬

運河，巴國政府並將此作為未來發展及吸引外資主軸。  

二、巴拿馬與美洲國家關係  

（一）巴拿馬與美國關係  

美國為巴拿馬最重要之友邦，兩國關係密切，巴國支持及配合美國反恐及反毒政策（巴拿馬同意倘美國發

現不法，可以反恐理由登上巴拿馬籍船舶檢查）；惟由於運河管理暨其擴建及安全議題，以及美軍駐防時期之

靶場污染問題，與巴國內政及主權議題有關，相關議題之討論具有敏感性，運河部分亦被美國保守派指為與美

中利益衝突有關（與中共關係密切之香港和記黃埔集團標得巴拿馬運河大西洋及太平洋岸港口經營權）。  

2003 年 6 月美巴簽署「美兵不受國際刑事法庭審判」條約、莫斯柯索總統訪美並表達談判雙邊自由貿易意

願。8 月美國務卿包維爾率團參加巴拿馬市建城百年紀念會。  

2004 年 11 月美國防部長倫斯斐訪問巴拿馬，與杜里荷總統洽談安全反毒反恐等雙邊合作事項，此為杜氏

就任後首位美高層訪巴。2005 年布希總統正式訪問巴拿馬。  

巴國與美國之自由貿易協定（FTA）諮商談判終自 2004 年 4 月展開，2006 年 12 月 19 日告終，共歷經十

次談判。巴國在保護其敏感性農牧產品、承認美國農牧檢疫證明、運河擴建案相關之政府採購、蔗糖銷美配額，

以及各項配額管理等主軸，均獲得較其他拉美國家更佳之待遇。  

2000-2006 年美國與巴拿馬雙邊貿易總值如下：  

一、美對巴拿馬出口：（單位：千美元）  

Partner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Panama 1,608,757 1,333,174 1,407,691 1,848,013 1,820,009 2,168,793 2,706,695

 

二、巴拿馬對美出口：（單位：千美元）  

Partner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Panama 306,948 292,748 302,290 301,242 316,142 327,013 378,289

現任杜里荷總統與美關係進入良好階段，去年杜里荷總統訪美，今年布希總統亦訪巴。  

（二）巴拿馬與拉丁美洲國家關係  

就美洲地區而言，巴拿馬除了與中美洲各國洽談經濟統合之傳統議題外，現政府亦積極發展與北美、墨西

哥、南美之哥倫比亞、委內瑞拉、及南方共同市場會員國之外交及經貿關係。如加入 G3 集團（哥倫比亞、墨

西哥、委內瑞拉），增進與安地諾集團及南錐共同市場關係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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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美洲部分，除加強與各鄰國關係，也增加在中美洲整合體之曝光率與關係之強化，另響應墨西哥政府

所提之 PPP 計劃（Plan Puebla-Panama），2004 年墨國總統福克斯在杜里荷總統就任兩個月後訪巴。2005 年巴

拿馬正式加入中美洲經濟整合銀行(BCIE)，成為區域外會員國。  

2004 年八月莫斯柯索總統給予曾企圖暗殺古巴強人卡斯楚之古巴流亡份子柏沙達（POSADA）等人赦免，

引起古巴斷絕與巴拿馬外交關係，委內瑞拉並召回駐巴大使表達不滿。同年九月杜里荷（TORRIJOS）總統就任

後正式宣佈與古巴復交及與委內瑞拉關係正常化。  

2002 年莫斯柯索總統訪問哥倫比亞，與哥國總統烏利比洽談有關邊界安全及合作議題。2005 年與南美國家

關係增進不少，智利總統拉哥斯訪巴，杜里荷總統亦回訪，雙方並洽談自由貿易協定。2006 年 6 月下旬委內瑞

拉總統查維斯訪巴，查氏承諾提供優惠原油及能源。2006 年 7 月上旬杜里荷總統訪問哥倫比亞、委內瑞拉，主

要尋求能源外交及推廣運河擴建計畫。七月下旬墨西哥及哥倫比亞總統相繼訪巴。  

在美洲區域組織方面，2005 年參加南美洲整合體（Comunidad Sudamericana）成立會議，參加美洲國家組

織年會並參與秘書長選舉。在美洲高峰會上巴國主張美洲自由貿易區（ALCA）未亡，而是必須要有更好的計

畫。  

2006 年 11 月在瓜地馬拉及委內瑞拉角逐聯合國安理會非常任理事國席位僵持不下情況下，巴拿馬頂替拉

美在安理會之非常任理事國席位。  

三、巴拿馬與歐盟關係  

巴拿馬與歐盟關係主要在「聖荷西對話機制」（1984 年在哥斯大黎加舉行歐盟與中美洲部長級會議）下進

行，巴拿馬在 1993 年歐盟與中美洲部長級會議中成為兩區域合作協議簽署國，自此，每年加入雙區域部長級會

議。2003 年巴拿馬與歐盟另簽署政治對話及合作協議。  

2006 年歐盟與拉美暨加勒比海領袖高峰會議上決議討論「歐盟—中美洲區域整合協議」

(EU-CENTRAMERICA? ASSOCIATION? AGREEMENT)，故未來巴拿馬必須先加入「中美洲系統經濟整合組織」

(SICA)才能與歐盟洽談整合事宜。  

歐盟是巴國香蕉傳統市場及亟欲追求穩定之非傳統性果蔬出口市場；2005 年 3 月因歐盟對巴國香蕉增加關

稅，巴國提出貿易仲裁。  

2004 年巴拿馬出口產品市場中，美國佔 49％、歐盟 25.3％、中美洲 10.4％；進口產品來源國美國佔 30％、

亞洲佔 11％、中美洲 9％、歐盟佔 5.2％。顯示巴拿馬並非歐盟重要貿易伙伴。  

2001 年雙方簽署六年合作計畫備忘錄，自 2000-2006 年歐盟將提供 2430 萬歐元從事社會、經濟及國家民主

制度化等用途。  

四、巴拿馬與亞洲國家關係  

巴拿馬政府著重能發展經貿關係之外交政策，故在地緣政治上可見親疏之分，並在維持政經分離之原則下，

正視並接受中國之海運及港口投資能力，與新加坡之關係趨於密切，雙方簽有自由貿易協定，星國並擬投資巴

國造船及港口建設，日本及我國對巴國而言，傳統上仍是重要之經貿及技術合作伙伴。  

巴拿馬對兩岸關係採政經分離政策，外交上承認台灣，2003 年 8 月與台灣簽署自由貿易協定。但巴拿馬仍

與中共經貿關係密切，近年來與中共交往態度曖昧，如 2005 年巴拿馬與中共兩國外長首次在聯合國架構下舉行

正式會議。此使我國面臨更大外交挑戰，外界並常謠傳我與巴國關係出現變數。  

近年來巴國透過與南韓及印度之互訪，逐步增進關係，另加強與其它亞太國家關係，俾有利未來巴國希望

爭取成為亞太經合會會員國。  

依據巴拿馬運河管里局資料，使用巴拿馬運河頻率最高之前五名用戶分別為美國、中國、日本、智利及韓

國，此顯示巴拿馬運河對中國、日本、韓國重要性日增，在巴拿馬公民投票通過運河航道拓寬工程後，美國、

歐盟及上述三亞洲主要用戶均已表示高度性趣，預料將可能興起一陣對巴拿馬投資潮。 （按：巴拿馬運河衍生

之服務業（銀行、保險、航運服務等）佔巴國 GDP 76％、工業佔 16.5％、農業佔 7.4％。製造業佔 GDP 比例低，

農產品出口與鄰國相較缺乏競爭力。巴拿馬運河每年對巴貢獻約三億美元，船舶註冊約九千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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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論  

巴拿馬之多元外交政策，在 2000-2006 年對外關係大体上可將之歸納為下列概況：  

年份 與美國關係 與拉美關係 與歐盟關係 與亞洲關係 

2000 美國正式將巴拿馬運河主

權歸還巴拿馬。  
      

2001     2001 年雙方簽署六年合作

計畫備忘錄，自 2000-2006
年歐盟將提供 2430 萬歐元

從事社會、經濟及國家民

主制度化等用途。  

提供 500 萬歐元作為巴國

中小農輔助基金。  

  

2002   2002 年莫斯柯索總統訪問

哥倫比亞，與哥國總統烏

利比洽談有關邊界安全及

合作議題。  

提供 380 萬歐元作為改善

監獄設施用途。  
  

2003 6 月美巴簽署「美兵不受國

際刑事法庭審判」條約、

莫斯柯索總統訪美並表達

談判雙邊自由貿易意願。 

8 月美國務卿包維爾率團

參加巴拿馬市建城百年紀

念會。   

  2003 年巴拿馬與歐盟簽署

政治對話及合作協議。  
2003 年 8 月與台灣簽署自

由貿易協定。  

2004 4 月巴國與美國展開自由

貿易協定（FTA）諮商談

判 11 月美國防部長倫斯

斐訪問巴拿馬，與杜里荷

總統洽談安全反毒反恐等

雙邊合作事項。  

墨西哥總統福克斯在杜里

荷總統就任兩個月後訪

巴。  

八月古巴斷絕與巴拿馬外

交關係，委內瑞拉並召回

駐巴大使表達對莫斯科索

總統之不滿。同年九月杜

里荷（TORRIJOS）總統就

任後正式宣佈與古巴復交

及與委內瑞拉關係正常

化。  

    

2005   2005 年巴拿馬正式加入中

美洲經濟整合銀行

(BCIE)，成為區域外會員

國。  

智利總統拉哥斯訪巴，杜

里荷總統亦回訪，雙方並

洽談自由貿易協定。  

參加南美洲整合體

（Comunidad 

2005 年 3 月因歐盟對巴國

香蕉增加關稅，巴國提出

貿易仲裁。  

2005 年巴拿馬與中共兩國

外長首次在聯合國架構下

舉行正式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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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damericana）成立會議，

參加美洲國家組織年會並

參與秘書長選舉。  

在美洲高峰會上巴國主張

美洲自由貿易區（ALCA）

未亡，而是必須要有更好

的計畫。  

七月舉辦加勒比海領袖高

峰會議。  

八月參加日本與中美洲領

袖會議，尋求日本支持加

入 APEC。  

2006 12 月19 日巴美完成自由貿

易協定（FTA）諮商談判，

共歷經十次談判。  

杜里荷總統訪美  

6 月下旬委內瑞拉總統查

維斯訪巴，查氏承諾提供

優惠原油及能源。  

7 月上旬杜里荷總統訪問

哥倫比亞、委內瑞拉，主

要尋求能源外交及推廣運

河擴建計畫。  

七月下旬墨西哥及哥倫比

亞總統相繼訪巴。  

11 月在瓜地馬拉及委內瑞

拉角逐聯合國安理會非常

任理事國席位僵持不下情

況下，巴拿馬頂替拉美在

安理會之非常任理事國席

位。  

    

資料來源  

1、歐盟網站－http://ec.europa.eu/external-relations/panama/intro/(歐盟與巴拿馬關係) 

2、美國貿易局－http://tse.export.gov（巴拿馬與美國貿易數據）  

3、英國廣播公司－http://news.bbc.co.uk/hi/spanish/news/（巴拿馬與美國、拉美國家及其他國家關係）  

4、巴拿馬外交部－http://www.mire.gob.pa/（巴拿馬外交政策及對外關係概況）  

5、中華民國外交部--http://www.mofa.gov.tw（中華民國與巴拿馬關係）  

6、中共外交部--http://big5.fmprc.gov.cn（中共與巴拿馬關係）  

7、巴拿馬運河管理局--http://www.pancanal.com  

資料提供：學生周炳男 Doming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