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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英文總統發表「2020 新年談話」

在元旦的這一天，我們有很多新的政策，也
開始上路。

今年，我們再度調升了基本工資。特別是打
工的朋友，各位的時薪，連續第四年增加，相信
各位都會有感。

有兩到三歲小朋友的家庭，如果小朋友還在
保母那裡，還沒有上幼兒園。今年開始，我們把
托育補助銜接起來了，育兒的支出可以省下一大
筆錢。

家中有長照需要的朋友們，五月報稅的時候，
不要忘記，長照扣除額也從今年正式上路了。

農民朋友們，新年度的農機補助也開始受理
申請。我們也正在研議，要為農民朋友建立一套
退休制度。

 整理《編輯部》

蔡英文總統 1月 1日上午在總統府大禮堂發
表「2020新年談話」，說明新的一年，讓更多人
感受到照顧，讓經濟變得更好，讓台灣的民主、
自由跟主權穩固永續，就是政府要團結台灣人民，
一起奮勇前進的方向。並重申「四個必須」與「四
個認知」，強調《反滲透法》的通過，不會影響
自由、不會侵犯人權，不會影響正常經貿交流，
只會讓台灣的民主自由更受保障，兩岸之間的正
常交流和往來，都不會被這個法案所影響。

總統致詞全文為：

各位親愛的國人同胞、現場的媒體朋友，大
家早安，新年快樂。

今天是中華民國 109年的元旦。也是 2020
年，新一年的開始，我要先祝全體國人同胞，身
體健康，新年快樂。

總統蔡英文 (左 )、副總統陳建仁向群眾揮手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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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英文總統發表「2020 新年談話」
每一年，受到政府照顧的人都要更多，這是

我對自己的期許，希望所有的國人都能受到最好
的照顧。

我也要跟大家分享幾個好消息。「南迴改」
剛剛通車，「蘇花改」跟「西濱快速道路」也準
備全線通車。大家盼望了好久的安心回家的路，
終於實現了。

我要謝謝蘇貞昌院長，過去一年，行政團隊
在他的領導下，做出了有感的好成績。

這一、兩年來，台灣面對國際經貿上的巨大
變局，尤其是美中貿易戰的挑戰。但是，在全體
台灣人民的共同努力之下，我們挺過來了。

去年，相對於周邊國家，台灣有不錯的經濟
成績，經濟成長更回到四小龍的第一名，股市萬
點已經成為常態。

更重要的是，去年，首度出現幾十年來，規
模最龐大的台商回台投資潮。海外資金回流也蓄
勢待發，外商看好台灣經濟前景，也大幅加碼投
資台灣。這證明了，經過多年的努力，我們成功
扭轉了幾十年來，產業跟資金外移的處境。

春江水暖鴨先知，台灣經濟的正向改變，正
為長期動能不足的經濟，帶來翻轉的契機。

未來四年，我們要努力，再創造一次經濟起
飛的奇蹟，建立一個人民可以普遍受惠、普遍有
感的新經濟模式。

我們將落實兆元投資，讓台灣成為「高
階製造中心」、「高科技研發中心」、「綠
能發展中心」、「區域資金調度及理財中
心」，以及高科技和產業人才的培育重鎮。
經濟轉型，產業創新，我們會盡最大的努力，
讓台灣在全球經濟變局中能夠脫胎換骨。

對於較弱勢的傳統產業、農業及中小企業，
政府也會提供足夠的協助，以及各種保障措施，
讓他們在轉型的過程當中，受到最少的衝擊，順
利轉型升級。

對於那些因為中國對台政策改變，而受到衝
擊的產業。政府一定會給予支持跟協助，開發新
市場、轉型再升級，讓他們擺脫依賴，不再受制
於不確定的政治因素。

當然，台灣之所以重要，絕對不只是因為經
濟，我們的民主跟自由也是重要的原因。

這幾年來，中國文攻武嚇不停、介入滲透不
斷，目標很清楚，就是要逼迫台灣在主權上屈服
讓步。去年初，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更提出「一
國兩制台灣方案」。

我要感謝所有的台灣人民，給了政府最強大
的後盾。我們沒有屈服，我們很明確地告訴全世
界，台灣不可能接受「一國兩制」。

這半年多來，全世界都看到，在「一國兩制」
實施下的香港，局勢不斷惡化。政府的濫權，已
經讓「一國兩制」信用破產。

民主與威權，無法同時存在於同一國家。香
港人民做了示範，告訴我們一國兩制絕對不可行。

109年元旦總統府升旗典禮在府前廣場舉行，許多民眾
起個大早前來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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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中國的壓力，去年我已經提出了「四個
必須」，呼籲中國政府：

必須要正視中華民國存在的事實。

必須要尊重兩千三百萬人民，對自由民主的
堅持。

必須以和平對等的方式，來處理我們之間的
歧異。

必須是政府，或政府所授權的公權力機關，
坐下來談。

一年過去了，我的立場更堅定。前幾天，我
更明確地提出了「四個認知」，希望全體國人同
胞，能夠團結一致，共同面對外部威脅。

第一，破壞台海現狀的是中國，不是台灣。所
以，當中國逼迫我們的時候，我們必須一致對外。

第二，中國利用「九二共識」，正在掏空中華
民國。所以，我們必須更加堅定，捍衛國家主權。

第三，不能以主權交換短期經濟利益。所以，
我們必須要有一條底線，確保主權不受侵犯。

第四，要警覺中國正全面滲透，分化台灣社
會。所以，我們必須把民主的防衛機制建立起來。

如果我們全體國人，全部政黨，都能在這四
個認知上形成共識，中華民國台灣，將形成一股
無比巨大的團結力量，屹立在世界。

昨天，《反滲透法》已經在立法院通過。裡
面規定的，都是國內法本來就規範、禁止的事項。
只要不是接受中國指示、委託或資助，來從事法
律不許可的事，就不受《反滲透法》的規範。而
且有沒有違法，不是行政機關或任何人說了算，
它必須經過法院判決。

我跟大家保證，《反滲透法》的通過，不會
影響自由、不會侵犯人權，不會影響正常經貿交
流，它只會讓台灣的民主自由更受保障。

我再強調一次，我們是反滲透，不是反交流。
兩岸之間的正常交流和往來，都不會被這個法案
所影響。所以，在中國的台商、台生、台師、台
幹，各位的一切正常生活都可以照舊，不受影響。
拜媽祖的，或是拜其他神明的人，所有正常宗教
交流活動，也不會受到影響。兩岸之間的觀光活
動，旅行業者的正常生意，也絕對不會受到影響。

在這裡，我要謝謝全體國人同胞，對於這個
法案的支持。我也要特別謝謝朝野立委，在立法
院的理性溝通。

保衛民主，人人有責。中華民國國家主權不
能被挑戰，台灣民主自由也不能被侵蝕。守住主
權、守住民主自由，這就是做為中華民國台灣的
總統，必須堅守的立場。

「攜手同心，台灣前進」，是我們今年元旦
的主軸。讓更多人感受到照顧，讓經濟變得更好，
讓台灣的民主、自由跟主權，穩固而永續。這就
是我們要團結台灣人民，一起奮勇前進的方向。

2020年，台灣又會是世界關注的焦點。我期
許全體國人同胞，展現勇氣，展現團結，讓民主
自由的光芒，再度照耀台灣，照耀世界。 

談話結束後，蔡英文總統接受媒體提問。詢
及面對印太戰略成形以及中國壓力下，台灣未來
的兩岸策略及走向。總統回應表示，她在稍早談
話中已談到我們對於「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態
度，相信這也是台灣人民的共識，也就是我們對
「一國兩制」絕對不接受。

至於印太戰略的部分，總統指出，在考慮各
式各樣的戰略，或者是國際間關係的形成，我們
最重要的原則，就是要符合國家最大的利益。所
以不論是台灣的安全，或者是自由、民主的確保，
或整體發展的利益，這些都屬於國家利益。在這
個前提之下，我們願意跟所有的國家來合作，並
且參與區域合作計畫，現在比較具體、而且積極
在進行的，例如我們跟美國合作的「全球合作暨
訓練架構」（GCTF）計畫，就提供跟亞太、印太

蔡總統發表 2020新年談話並接受媒體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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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所有其他國家一個平台，不論是在國家治理、
婦女議題，或者很多議題上，我們都可以坐下來
一起來討論。另外，當然也有其他的民主國家願
意加入 GCTF，跟我們一起來舉辦相關的活動。

總統進一步指出，美國近來提出的印太戰略
報告書裡面也提到我們的新南向政策，他們也願
意跟我們在新南向政策上面有合作的可能。我們
的新南向政策確實也提供了一個平台，讓我們跟
這個區域的民主國家，或者區域裡面經濟發展程
度相對比較高的國家，都可以一起在很多的議題
上面合作，同時，也可以在新南向國家提供他們
所需要的基礎建設或其他經濟發展方面的協助。

有關媒體詢及總統未來連任之後，是否有時
間表以及具體步驟來實現台灣內部的團結以及重
啟兩岸之間的交流跟互動。總統回應表示，經過
這次選舉之後，台灣人民對於兩岸關係跟中國的
態度，大家都有一個審視的機會。所以在選舉的
過程，她也一再呼籲我們必須要團結，也提出四
項共同認知，在面臨中國壓力步步進逼的情況下，
希望繼續凝聚台灣人可以有更多、更強的共識，
還有團結的氛圍。這些都是我們未來持續去做的
事情，但是整個區域情勢其實都還持續在變化當
中，面對這樣複雜、變動中的區域情勢，對任何
領導人來講，設定時間表其實是不可能、也是不
智的，我們會隨時掌握機會來促成國內的團結，
也會在機會適當、不設政治前提的情況下，能夠
跟中國繼續展開一個有意義的交流。

有關《反滲透法》在立法院三讀通過，傳出
有媒體表示要放棄台灣市場，總統表示， 她對於
這些媒體或平台實際的狀況並不瞭解，媒體自己
內部的經營情況政府不會去干預，也不會評論。

但是她必須強調，台灣在很多國際評等機構，像
是「自由之家」的評比，台灣的新聞自由度都是
最高的國家之一。她相信任何正派經營的台灣媒
體，都不會配合中國不當的操作，我們也希望台
灣能夠繼續維持我們的自由、民主，尤其是我們
的新聞自由。

有關中國國台辦批《反滲透法》蓄意製造兩
岸對立，總統回應表示，「解鈴還是要繫鈴人」，
包括台灣在內，還有很多民主國家都紛紛立法或
推動政策，要防止中國對他們國內事務的滲透跟
介入。問題不在於立這些法的國家本身，而是北
京是不是能夠停止他們這些滲透介入的作為，成
為國際上可以信賴的夥伴，才是真正的正本清源。

總統進一步說明，我們是民主國家，完成《反
滲透法》立法的過程，其實有相當的時間，從去
年 5月我們就開始討論這項議案。她要感謝國會
朝野各黨團，願意坐下來協商討論，讓法令可以
順利通過。她也衷心相信每一位熱愛中華民國台
灣的國民，都不會接受中國的委託，去做出介入
選舉等傷害國家的行為。

至國民黨表示《反滲透法》通過後要申請
釋憲，總統表示，這幾天朝野政黨都坐下來溝
通、協商，也進入逐條的討論。在逐條討論完之
後就交付投票，整個過程是按照立法相關的規範
跟議程，她要再一次感謝朝野立委都願意坐下來
協商，讓法案可以順利通過。她也希望我們在看
這個法案的時候，抱持著理性的態度來看這個問
題，它確實是台灣社會需要的法律，因為在面臨
中國全面滲透台灣的情況下，很多的民主國家都
有相同或類似的立法，我們也需要這樣的法律。

總統也提到，《反滲透法》的通過，問題的
根源還是在北京當局對於很多民主社會持續的滲
透，跟介入國內事務，同時也讓被介入或滲透國
家的社會，常常有對立的情況，所以很多的民主
國家開始透過立法、行政措施或政策，有一些反
滲透的作為。她強調，如果台灣沒有一定的作為，
很多國際社會上面的朋友一定覺得，我們是處在
中國壓力第一線的國家，難道我們對這些事情都
不在意嗎？難道我們國家不能夠凝聚力量，有一
個適當的立法來處理嗎？

總統強調，做為在中國壓力第一線，而且是
滲透跟介入活動不斷的台灣，我們確實需要這個
法律，讓台灣可以更安全，也不會因為滲透或介
入，造成社會的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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