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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台灣　照亮世界
蔡英文總統發表國慶演說

蔡英文總統 10 月 10 日上午出席在總統府府前廣場舉行的「中華民國中樞

暨各界慶祝 107 年國慶大會」，以「民主台灣　照亮世界」為題發表演說，說

明在國際政經局勢劇烈變化下，台灣的因應之道是「求穩、應變、進步」，並

將透過「強化國家安全」、「強化經濟實力」、「強化社會安全體系」等面向，

厚植實力，壯大台灣。

限於篇幅，本刊摘錄有關兩岸關係及經濟轉型的相關內容，致詞全文仍請

瀏覽總統府網頁。

圖／總統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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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主席蘇嘉全院長，現場各位貴賓，電視

機前面、以及網路上收看直播的全體國人同胞，

大家早安，大家好！

今天是中華民國一百零七歲的生日，現場有

許多來自全世界各地的僑胞和好朋友，跟我們一

起歡度國家的慶典。我要代表台灣人民，跟遠道

而來的各位，致上最深的謝意。

在國慶的這一天，我們不只要共同慶祝，更

要一起思考國家的未來。過去一年，新的國際局

勢正在考驗著每一個國家，當然也考驗著我們。

政府無時無刻都在思考，如何從挑戰中發

現機遇，如何在變動中，找出國家最佳戰略跟出

路。今天我就要藉著這個機會，向全國人民完整

說明政府的因應之道。

相信大家都觀察到，國際政經局勢正在面臨

劇烈的變化。美中之間的貿易衝突，讓國際產業

分工出現重組，也對原有的經貿秩序帶來衝擊。

在此同時，印太地區以及兩岸關係的複雜

度，也相應升高。中國試圖挑戰區域現狀的作

為，已經引起國際社會高度地關注。台灣位處西

太平洋第一線，自然承受巨大的壓力。

這段時間以來，中國單方面的文攻武嚇和外

交打壓，不但傷害了兩岸關係，更嚴重挑戰了台

海和平穩定的現狀。

面對打壓，有些人希望政府採取更具對抗性

的立場。不過，也有另一些人認為，我們應該要

退讓妥協。

但是各位，越是劇烈的變局，台灣就越要維

持穩定，以沉著的態度化解壓力，冷靜地尋找生

存的利基。

這是兩年多來我一貫的堅持。維護兩千三百

萬人民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捍衛中華民國的永

續發展，維持台海和平跟區域穩定，這是全體台

灣人民最大的公約數，每一個負責任的政治人物

和政黨，都應該要堅持捍衛到底！

當全世界都在因應中國勢力擴張的同時，我

所領導的政府要讓世界看見台灣的強韌。捍衛台

灣的最佳方案，就是要讓台灣在世界上變得不可

或缺，也不可取代。

外在力量企圖單方面改變台海現狀的做法，

不可能被台灣人民接受，任何違反普世價值的主

張，也絕不會獲得國際社會的認同和支持。

我也要再一次呼籲北京當局，一個負責任的

大國，應該在區域及全球，扮演良性的角色，而

不是衝突的來源。

做為總統，我要向大家保證，我們不會貿

然升高對抗，也不會屈從退讓。我不會因一時的

激憤，走向衝突對抗，而讓兩岸關係陷入險境。

我也不會背離民意，犧牲台灣的主權。在變局當

中，我們絕對不能錯估情勢。激化衝突或者妥協

屈從，都只會治絲益棼。

我們的因應之道，就是「求穩、應變、進

步」。這條路雖然充滿了挑戰，但卻是現階段台

灣必須穩健前行的道路。

有效的因應策略，植基於堅強的國力。所以

當前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強化國家安全、強化經

濟實力、強化社會安全網，不斷地「壯大台灣」，

厚植實力，提升台灣在國際上的不可替代性，這

才是台灣永續生存的利基。

當前國家安全所面臨的挑戰，已經不僅僅是

傳統國防軍事安全。外交施壓、社會滲透，甚至

經濟安全，都是可能造成威脅的手段。當務之急，

就是建構整體戰略，啟動國家安全強化的工程。

國家安全整體布局的第一個面向，就是在外

交上強化價值連結，建構台灣不可取代的戰略重

要性。

台灣擁有重要的地緣戰略地位，面對國際

變局，我們的戰略選擇相當清楚，就是要堅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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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民主以及市場經濟。這兩項根本價值，是

台灣今天成為亞洲民主典範，及發展經濟實力

的重要基礎。

過去兩年，在中國的壓力之下，我們堅持價

值理念，展現高度韌性，讓越來越多理念相近國

家，表達對中華民國台灣的支持。

尤其是美國，最近不僅國會通過了許多友台

法案，日前彭斯副總統，也公開譴責中國打壓台

灣外交，並且肯定台灣的民主制度。

和台灣共享民主價值的日本，無論是在國際

場合的聲援、或是天災時相互協助關懷，都讓兩

國間的友誼越發密切。

前陣子，歐洲議會也通過決議，肯定台灣民

主發展，同時也呼籲歐盟國家全力遏止中國武力

挑釁台灣、破壞台海和平。

國家安全整體布局的第四個面向，就是全球

經貿戰略的重整及全新布局。

面對美中貿易衝突，和全球經貿秩序重建的

巨大變局，我們必須調整台灣在區域發展及全球

供應鏈的角色。我們要以中、大型台商在區域分

工的整合能力及全球布局能量，加上中小企業的

活力，來開展全新的戰略布局，催化台灣經濟全

面轉型升級。

我們要做三件重要的事情：

第一，從產業結構及資源互補的角度，在

研發及尖端製造領域，和美、歐、日等工業先進

國家，建立緊密的產業分工及技術連結，創造全

新、高效率的供應鏈。

第二，從資源及市場共享的角度，在具發展

潛力的新南向國家及其他新興市場，透過多元合

作，共同打造攸關經濟發展及民生福祉的關鍵產

業鏈，促進經濟的共榮發展。

第三，在我們的邦交國，協同當地政府共同

面對氣候變遷的挑戰及尋找新的發展機會，打下

經濟永續發展的基礎，也為台灣開闢未來的新市

場、新生產基地、以及全球布局的新據點。

在經濟實力的強化上，我們必須要強力的

推動經濟轉型，有效率的執行基礎建設計畫，

認真解決五缺問題，並將經濟成長的利益，由

全民共享。

經濟轉型的關鍵在科技。政府正努力朝「系

統導向、軟硬整合、軍民合一，以及國際鏈結」

四大目標，快速提升科技水準及研發的能量，以

作為經濟提升的重要基礎。

我們用新的思維，拆解不合時宜的框架，也

鬆綁了阻礙競爭的約束，帶領產業走向新的機遇。

在這當中，「5 加 2 產業創新計畫」已經有

效驅動產業升級轉型。導入智慧製造的機械產

業，去年的產值已經突破一兆元，精密度跟附加

價值也更上一層樓，帶動了航太、物聯網，以及

醫材的製造水準。

另外，「非核家園」的目標也確立了綠能發

展的藍圖，並吸引國際離岸風電大廠前來投資。

連帶地，新的風電產業鏈，也正在逐漸形成。

圖／總統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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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高舉旗幟，熱烈歡騰為中華民國慶生。

我們也要強化多元的國際布局，產業才有能

力在面對變局時，快速調整供應鏈來因應。

行政院已經組成專案小組，協助台商多元布

局生產基地。願意回台灣投資的台商，我們鼎力

相助，如果希望到其他國家投資布局，我們也會

全力支援。

今年，「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第一期特別預

算已經開始執行，建設的效益會逐漸展現，對擴

大內需的貢獻也在發酵當中。這當中的綠能、數

位、水資源、軌道、城鄉，是下一階段台灣要優

先投資的基礎建設。

我們致力改善產業的投資環境。企業所關切

的生產元素，包括土地、水、電、人才、勞工的

五缺問題，在賴院長「做實事」的態度下，一項

又一項逐步解決。

前陣子，台積電、華邦電、力晶等大廠，都

加碼投資台灣。國際大公司Google、微軟、思科、

Facebook，有些準備在台灣設置研發中心，有些

是提出新的合作計畫，這些代表了我們改善投資

環境的成果，得到了國內外廠商的肯定。

當經濟結構轉型的工程啟動，基礎建設開始

興建，投資環境呈現改善的同時，我們看見景氣

復甦，台灣經濟也開始穩健成長。

兩年前，我們走出了連續三季的衰退；今年

一到五月的失業率，是十八年來同期新低。2017

年實質總薪資更創歷史新高，結束了薪資倒退十

幾年的窘境。

經濟指標變好，當然令人欣喜，但是對政

府來說，最重要的事情是，怎麼將經濟成長的紅

利，分享給所有人民。

今年，我們把軍公教調高薪資百分之三，

帶動了企業加薪的風潮。我們也加速調漲基本工

資，明年起將達到兩萬三千一百元，終於擺脫了

22K。此外，我們也為學貸增加了四年的寬緩期，

減輕學貸族的負擔。

台灣就是一個燈塔。我們的民主轉型，不僅

照亮了自己曾經走過的黑暗，也為所有追求民主

的人們，提供了暗夜中的光芒。所以，在香港、

在中國大陸，以及在世界上各個角落，追求民主

的朋友，請往台灣的方向看過來。台灣的民主，

會照亮世界！

當世界看見台灣的美好，台灣就不會孤獨。

我要告訴國際友人，這條路，我們會勇敢堅定地

走下去！

台灣的民主也許吵吵鬧鬧，但我們一向因台

灣而團結，因團結而堅強。因為這個國家，屬於

兩千三百萬人民，這個國家，要完整地傳給世世

代代！

我們始終相信，台灣人能用獨特的堅韌，面

對從來不曾停止過的內外挑戰，團結起來，讓國

家更好，這就是今年國慶的主題，「台灣共好」

的最佳寫照。最後，我要祝大家身體健康，萬事

如意，中華民國生日快樂。謝謝，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