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田董事長赴韓國出席會議並參訪行程報告 

海基會 

一、前言 

  在韓國國家安保戰略研究院(Institute of National Security 

and Strategy)、世宗研究所(The Sejong Institute)、韓亞金融集

團(Hana Financial Group)等機構的邀請下，海基會田弘茂董

事長於 105年 10月 11 日至 15日赴韓國出席會議並參訪。 

二、行程 

1. 10 月 11 日：前往韓國 

2. 10 月 12 日：參訪韓亞金融集團 

3. 10 月 13 日：赴韓國國家安保戰略研究院、世宗研究所出

席會議 

4. 10 月 14 日：參訪韓亞金融集團 

5. 10 月 15 日：搭機返台 

三、成果 

  田弘茂董事長於 10月 12日訪問韓亞金融集團，與金正

泰(Kim Jung-tai)會長就政治經濟與金融全球化議題交換意見。



10 月 13 日上午出席國家安保戰略研究院座談會，下午則赴

世宗研究所進行座談，兩智庫的交流除了聚焦於東亞國際動

態下的韓國安全和外交政策，田董事長亦分享了兩岸關係現

況。茲整理田董事長發言暨討論重點如下： 

（一）美韓兩國已於今(2016)年 7 月決議在駐韓美軍基地部

署終端高空區域防禦系統（THAAD）的決定，將進一步升高

東北亞國際現勢的風險與不確定性，特別是中國與北韓的反

應。然而另一方面，卻也有助於美日韓安全合作的深化，例

如日韓兩國政府已在談判簽署「日韓秘密軍事情報協定

(GSOMIA)」事宜。 

（二）韓國國內對於朴槿惠總統佈署薩德的決策褒貶不一，

進步派認為此案未經議會討論即執行，質疑其合法性。佈署

薩德的爭議以及經濟放緩等社會因素，提高了朴政府外交、

安全政策的不確定性。 

（三）蔡英文政府執政後，兩岸不再具馬英九政府時代的對

話基礎、共識，中國大陸亦未接受蔡政府提出的各種磨合建

議，使得兩岸關係呈現冷和平的發展趨勢，僵局暫時無法解



決。而美國總統大選進行中，當選人未來執政後的作為亦將

影響兩岸關係。 

（四）儘管僵局未解，蔡英文政府能致力透過既有功能性事

務的推動維繫兩岸關係的和平與穩定，並對兩岸關係未來的

正面發展仍有所期待。 

（五）出口貿易與財閥體系為兩個韓國經濟成長的主要動能，

然而在三星 Note7 手電池爆炸、韓進海運破產等事件以及製

造業陷入低潮的影響下，不僅出口受到影響、財閥為主的產

業結構亦受到質疑。韓國政府致力於結構轉型，但在企業重

整政策上面臨自由化、全球化以及區域整合多面向問題上的

進退維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