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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題：日本台灣交流協會與最近的日台關係 

 

中國文化大學 110 學年度 Eurasia 基金會國際講座第 9 回特別榮幸可以邀

請到日本台灣交流協會新聞文化部村嶋郁代部長主講「日本台灣交流協會與最近

的日台關係」。村嶋部長的學經歷十分豐富，以留學經驗來說，除了中國和台灣的

留學經驗之外，更在大學畢業之後赴美國耶魯大學進修碩士，畢業後在 2003年進

入日本外交部工作，歷經國際情報部門/亞洲大洋州中國蒙古第二課/亞洲大洋州

地域策課/總合外交政策宇宙室/上海總領事館/日本台灣交流協會台北事務所等

多部門的歷練，村嶋部長將她多元的學經歷娓娓道來，讓在場的師生得到許多啟

發。以下針對村嶋部長的精彩演說摘錄如下： 

 

總合外交政策宇宙室經歷 

村嶋部長強調宇宙的重要性，一般人認為宇宙可能和我們日常生活沒有什麼

關係，但事實上和我們有密切的關係。以人工衛星來說，未來如果國與國之關發生

戰爭，如果有一國打下另一國的衛星，切斷衛星的作用，就可以很輕鬆獲勝。因此，

保護衛星也是外交政策的重大問題。  

村嶋部長對學生的提問與期許  

村嶋部長希望在座的學生現在能好好思考未來畢業後要做什麼？未來的日台

關係會是如何？自己的未來又會是如何發展？這些問題對大學生是很重要的人生

課題。村嶋部長在會中引用 STEVE JOBS名言：「 I was lucky- I found what I 

loved to do early in life.」（我是幸運的，我在年輕時就發現我喜愛做什麼。）

來鼓勵學生要能找到自己未來的方向。 

外交官的工作 

1952年日台建交時，有設立日本大使館，但 1972年日台斷交後，改設立日本

台灣交流協會。日本台灣交流協會分為：東京本部/台北事務所/高雄事務所三分

部，其目標是讓更多的日台人民可以成為「知台家」（日本相關之業務）與「知日

家」（台灣交流之業務）。會中村嶋部長引用數據來說明日台間的情感關係良好，比



如：台灣人對日本人的印象為例，台灣人最喜歡去的國家是日本的有 59%，對日本

感到親切的有 70%，想去日本旅行的有高達 90%。反過來看，日本人對台灣的印象

又是如何呢？比如：對台灣感到親近的有 78%，覺得現在日台關係良好的有 75%，

信賴台灣的有 63%。 

日台間的交流 

日本與台灣之間的往來身分十分多元，有留學生/長期工作者/渡假打工/教育

旅行等等。更有日本與台灣的城市互結為姐妹市，民間的往來是十分熱絡的。在經

貿關係上，今年有台灣的半導體公司台積電，直接宣布赴日本投資，日本政府也全

力扶持，也是日台友好的關係的良好最佳佐證。 

有鑑於 10年前的 311大地震，日本收到台灣善款約 200億日圓，是世界第一。 

日本人至今仍不忘台灣對日本的援助，更在新冠肺炎爆發時台灣對日本捐贈防疫

口罩。而今日本回贈 AZ疫苗，這樣的國與國之關的無私奉獻，正是日台關係良好

的表徵。為此，台日城市與媒體間有「日台友情 101點燈」「友情疫苖」「台灣鳳

梨」 「圓山大飯店 台 LOVE日點燈」「東奧台灣加油 」等等文宣，這些各種友好

的關係在四處可見。 

學生提問 

村嶋部長演講結束特別空比較多的時間與學生交流，有位學生提問:「日本與

台灣沒正式邦交不能做什麼？又能做什麼？」村嶋部長回答：「其實人與人間的情

感還是最重要的，日本人其實很喜歡台灣的，就算是有邦交也不是代表關係好，要

以實際日台間的情感交流來看。」 

又有學生提問：「之前演講中提到日本對台灣信賴度是 63%，算是低嗎？」針對

這問題，村嶋部長以「言論 NPO 2019」的數據說明，如果與中國比較，台灣的 63%

是相對很高的。 

最後學生提問：「針對核食，交流協會有做了什麼？」村嶋部長指出，其實「核

食」的字眼說法本身就有問題，媒體的報導或是沒有依據科學的判斷，其實是貼標

籤。日本人聽到「核食」的說法其實很難過，因為日本人每天也都在吃，也沒有任

何問題，韓國也沒有禁日本的食物。日本有將實際檢測數據公開，有將數據公開在

交流協會網頁提供民眾參考。 

 

 

（網頁連結：https://eurasia.pccu.edu.tw/index.php） 

（撰稿： 黃金堂 日文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