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田董事長赴日本出席會議行程報告 

海基會 

一、前言 

  「台日戰略對話」國際研討會為台灣－日本之間以國家

安全、外交與戰略議題為主軸的智庫「二軌對話」(Track II 

Dialogue)，2014 年首屆以來迄今已舉辦三屆，今(2017)年由

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於東京舉辦，田弘茂以海基會董事長的

身份應邀於 5 月 17 日～18 日出席參與會議。與會台灣學者

來自中華民國當代日本研究學會、國策院文教基金會、亞太

和平基金會等單位，日本方面學者則來自於日本國際問題研

究所、東京大學以及日本外務省等單位。 

二、行程 

1. 5 月 17 日：前往日本東京，晚間參加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

晚宴。 

2. 5 月 18 日：赴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參加第四屆「台日戰略

對話」國際研討會，18日會議結束後搭機返台。 

三、成果 



  田董事長於 5 月 18 日進行開幕致詞後，參與當日台日

關 係 (Japan-Taiwan Relations) 、 兩 岸 關 係 (Cross-strait 

Relations)、中國國內政治 (Domestic Situation in Mainland 

China)三個議程的會議討論。茲整理田董事長發言暨討論重

點如下： 

（一）台日戰略對話已舉辦第四屆，除了有助於維繫雙方關

係之外，亦是未來進一步深入與擴大合作的潛在平台。雙方

討論與面對的問題不可能輕易解決，但抱持正面態度與持續

溝通，可以有效緩解決策風險與不確定性。 

（二）2017 年東亞的國際政治動態更為敏感與具張力，已發

生川普上任、北韓導彈危機、南韓佈署薩德系統與新政府上

台等事件。2017下半年，19大中國政府換屆、朝鮮半島動態

將會持續給地緣政治各國帶來外交與戰略決策的壓力。 

（三）台灣戰略地位特殊，但仍可以透過二軌對話與相關途

徑促進和平、區域安全議題。透過與中國的綜合性、功能性

關係的維繫，兩岸關係仍可以發揮重要的角色，對日本而言

其重要性並不亞於美國。 



（四）台灣與日本都是成熟的民主國家、都追求和平，在民

主與和平兩者共同價值的基礎下，雙方應該要加強互動、於

亞洲扮演重要角色。  

（五）杭亭頓(Samuel P. Huntington)提出第三波民主化，相信

此為歷史發展的主要趨勢。然而在全球經貿放緩與社會不穩

定的背景下，民主已呈現殊異的走向乃至崩潰，諸多學者已

修正此觀點。全球化加上不穩定的經濟、政治與社會動態，

將進一步複雜化安全與外交政策／議題的決策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