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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台灣，破壞台海的現狀，這是我們堅定不移的
原則，我們會持續遵循中華民國憲法，與兩岸人
民關係條例，來處理兩岸事務，這是我們維持台
海和平穩定現狀的一貫立場。」

蔡總統 520就職演說重點分為四大部分：

作為共同體的台灣

總統說「這是中華民國史上，最特別的總統
就職典禮。它特別的地方，不在於典禮的規模，

總統蔡英文及副總統賴清德伉儷在 5月 20日
上午參加在台北賓館舉行的就職相關活動，總統
並發表演說。蔡總統說，「會留下一個更好的國
家給各位。所以，下一個 4年，在產業發展、社
會安定、國家安全、民主深化等四大面向超前部
署，讓台灣脫胎換骨，帶領台灣迎向未來」。

過去 4年，台灣盡力為兩岸和平穩定做出最
大的努力，獲得國際社會的肯定，蔡總統再次重
申「和平、對等、民主、對話」這八個字，總統
說「我們不會接受北京當局，以『一國兩制』矮

蔡英文總統：
四大面向超前部署
讓台灣脫胎換骨、迎向未來

 整理《編輯部》 

圖／總統府蔡英文總統５月 20日在台北賓館發表就職
演說，感謝台灣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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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在於參與的人數，而在於，我們都知道，這
一路走來有多麼不容易。」

台灣經歷疫情，國家的光榮感，生死與共的
共同體，這一段記憶，存在每一個人心中。總統
指出，台灣防疫的成功，來自於善良而堅韌的人
民。「這一群人民，無論在多麼艱難的環境中，
依然能靠著我們的民主、我們的團結，和我們對
彼此的責任感，克服挑戰、度過難關，讓台灣在
世界上屹立不搖。」

空前的挑戰和絕佳的機會

第二部分是全球情勢改變帶來空前挑戰，
下一個 4年超前部署，將是台灣迎向未來的絕
佳機會。

總統提到這次疫情對全球的衝擊既深又廣，
它改變了全球政治經濟的秩序，不僅加速、加大
了全球供應鏈的重組，重新排列了經濟板塊，改
變了人們的生活和消費型態，甚至也改變了國際
社會對台灣和周邊情勢的想像。

這些改變是挑戰，但也是機會。誰能在疫情
過後，複雜詭譎的國際情勢間，掌握機會，誰就
能讓國家在世界中脫穎而出。蔡總統說「會留下
一個更好的國家給各位。所以，下一個 4年，在
產業發展、社會安定、國家安全、民主深化，這
四大面向上，會超前部署，讓台灣脫胎換骨，會
帶領台灣迎向未來。」

國家建設工程

第三部分是闡述有關國家建設工
程。分別從產業與經濟發展、社會安
定、國家安全、國家體制強化及民主身
化等四大面向，勾勒出未來 4年的國
家建設。

（一）在產業與經濟發展方面。總統

說，台灣人民最關心的，就是

我們的產業和經濟的發展。我們

在 2016 年啟動了「經濟發展新

模式」，致力讓台灣經濟走向世

界。因為疫情控制得當，台灣至

今，仍然可以維持經濟正成長，

這是全球少有的。未來 4 年，全

球經濟更劇烈變動和供應鏈加速

重整的局面，我們將秉持「穩定中追求成

長、變局中把握先機」的政策理念，鞏固

未來幾十年的經濟發展。

在 5+2產業創新的既有基礎上，打造「六大
核心戰略產業」，讓台灣成為未來全球經濟的關
鍵力量。

如何打造這「六大核心戰略產業」，蔡總統說：

1.持續強化資訊及數位相關產業發展，全力搶占
全球供應鏈的核心地位，全力促進物聯網和人
工智慧的發展。

2.結合 5G時代、數位轉型、以及國家安全的資
安產業。要全力打造可以有效保護自己，也能
被世界信賴的資安系統及產業鏈。

3.接軌全球的生物及醫療科技產業。這次疫情
中，無論是試劑製造、或是新藥和疫苗的研發，
「台灣團隊」都有足夠的能力，跟全球頂尖技
術接軌。

4.發展軍民整合的國防及戰略產業，更進一步進
軍航空及太空產業。

5.加速發展綠電及再生能源產業，2025年綠能
占整體發電量 20％的目標，有信心可以達成，
台灣將成為亞太綠能中心。

6.建構足以確保關鍵物資供應的民生及戰備產
業，從口罩、醫療及民生用品、能源到糧食供
應，要把重要的產業鏈留在國內，維持一定的
自給率。

圖／總統府

第 15任總統蔡英文、副總統賴清德宣誓就職。

圖／總統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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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特別指出，我們要將國內需求，作為基
礎能量，來帶動產業發展；會採取更靈活的金融
政策，持續改革金融體制，運用更多元的金融手
段，來協助產業的資金需求；持續引導產業布局
全球，和美、日、歐洽簽貿易或投資保障協定；
持續推動新南向政策的同時，也會積極開拓其他
有潛力的市場；匯聚各方的人才，全力爭取國際
上最頂尖的技術、研發和管理人才，讓台灣產業
的團隊能夠更加國際化；在雙語國家及數位領域
上，培養更多的本土人才和菁英，讓產業有更強
的國際競爭力。

也就是未來 4年，產業發展以更融通的金
流、更活水的人流、更強勁的產業實力、更與世
界緊密連結的台灣為策略，開啟台灣嶄新的經濟
格局，迎向繁榮新時代。

（二）在社會安定方面，以醫療健康網，強化疫

病防治和醫療能量，結合產業，在疫苗和

藥物的開發、以及傳染病防治的領域，有

更多突破，讓人民可以更健康、受到更好

的照顧。

同時，強化社會照顧體系，讓第一線的社工
能量能夠提升，改善他們的工作環境，讓社工能
夠深入最基層，把過去社會安全網沒有接住的人
找出來。

另外，對於個案所引發的爭議，司法和行政
部門，應該要檢討制度、優化制度，該修法的地
方，就應該要著手修正。

（三）在國家安全方面，蔡總統分別從國防事務

改革、積極參與國際、兩岸和平穩定三個

層次來說明。

  國防事務改革面向

總統表示，在國防事務改革面向，將加速發
展「不對稱戰力」。在強化防衛固守能力，後備
動員制度的實質改革，提高後備部隊的人員素質
和武器裝備，平戰轉換才會順利。我們會改善部
隊管理制度，提升各級幹部領導統御能力，維持
戰力的團隊軍紀，以及社會價值對個人的尊重之
間，取得包容、取得均衡。

  積極參與國際面向

我們會持續爭取參與國際組織，強化和友邦
的共榮合作，和美、日、歐等共享價值的國家，
深化夥伴關係，以及積極參與區域的合作機制，
為印太區域的和平、穩定與繁榮，做出實際貢獻。

  兩岸和平穩定面向

蔡總統說：「面對複雜多變的兩岸情勢，過
去 4年，我們盡力為兩岸和平穩定，做出最大的
努力，也獲得國際社會的肯定；我們會持續努力，

6月 2日，蔡總統出席我國首艘 4000噸級巡防艦「嘉義艦」
命名暨下水典禮，重申落實國艦國造、展現守護國土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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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願意跟對岸展開對話，為區域安全，做出更具
體的貢獻。」

總統再次重申「和平、對等、民主、對話」
這八個字，不會接受北京以「一國兩制」矮化台
灣，破壞台海的現狀，持續遵循中華民國憲法，
與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來處理兩岸事務，維持台
海和平穩定現狀的一貫立場。

總統進一步說：「兩岸關係正處於歷史的轉
折點，雙方都有責任，謀求長遠相處之道，避免
對立與分歧的擴大。在變局之中，我會堅持原則，
並秉持解決問題的開放態度，負起責任，我也期
盼對岸領導人，能承擔起相對的責任，共同穩定
兩岸關係的長遠發展。」

國家體制強化及民主深化

總統指出，立法院將成立修憲委員會，讓攸
關政府制度、人民權利的各項憲政體制改革議
題，能被充分對話、形成共識，契合台灣社會的
價值。司法改革還在轉型期，和人民的期待，還
有一段距離，會繼續傾聽各方的意見，不會停下
腳步，人民的不滿，就是持續改革的動力。

另外，未來4年內，國民法官制度一定上路，
讓人民進入法庭擔任國民法官，成為改革的催化
劑，讓司法體系與人民的距離不再遙遠，
更加符合期待，贏得信賴。

所有憲政機關都要持續改革。行政
院組織改造工程，將重新盤點後再次啟
動，包括成立一個專責的數位發展部會，
並與時俱進地調整各部會，讓政府的治
理能力，更貼近國家發展的需求。

監察院的國家人權委員會，將在今
年 8月掛牌成立，是台灣落實「人權立
國」理念的里程碑，也是監察院轉型的
起點。

9月上任的考試院新團隊會提出完
整的改革方案，轉型為稱職的國家人
力資源部門，培育現代政府需要的治
理人才。

結論

總統重申 2300萬人作為共同體的意義。總
統說「過去 70年來，中華民國台灣，在一次又
一次的挑戰中，越發堅韌團結。我們抵抗過侵略
併吞的壓力、走出獨裁體制的幽谷，也一度走在
被世界孤立的曠野之中，但無論什麼樣的挑戰，
民主自由的價值，一直是我們的堅持。「自助助
人、自助人助」的共同體意識，也始終是我們的
信念。」 

總統指出，70年來台灣可以度過一次又一
次的挑戰，依靠的從來都不是一兩個英雄，而是
像各位一樣，一起轉動歷史巨輪的無名英雄，是
因為有你們，台灣世世代代的幸福、安定、繁榮，
才得以延續。

總統說未來的路不會一片順遂，挑戰只會越
來越多。不過，我們是一個在驚濤駭浪中走過來
的國家，我們 2300萬人是生死與共的命運共同
體。過去是這樣、現在是這樣，未來也是這樣。

最後，總統期許國人同胞，記得過去這幾個
月，上下一心、緊緊相依、克服難關的感動，中
華民國可以很團結，台灣可以很安全，當一個台
灣人可以很光榮，可以抬頭挺胸、昂首闊步，凝
聚智慧與勇氣，一起打造一個更好的國家。

總統重申依「和平、對等、民主、對話」四原則處理兩岸事務，
維持台海和平穩定現狀。


	200615_兩岸經貿342期封面-電
	2020-342期兩岸經貿內頁-電子 .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