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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摘要 

 

臺中市副市長黃國榮受邀代表市長盧秀燕出席 112 年 10 月 11 日至 13 日於澳洲布里斯本舉

行之「2023 亞太城市高峰會暨市長論壇」（2023 Asia Pacific Cities Summit & Mayors' Forum, 

APCS），以「推動淨零轉型相關經驗—以臺中市政府為例」（The Experience of Promoting Net 

Zero Transformation: The Case of Taichung City）為題發表演說，並參加市長論壇、簽署市長

宣言，與逾 1,100 位來自全球 171 城市的代表，包括 118 位市長/副市長共同與會，分享經

驗與交流；會議期間，同時拜會布里斯本市議會議長 Steven Toomey 等市府官員，邀請議長

率團訪問臺中，加強兩市合作關係，另參訪黃金海岸衛生醫療創新園區（Health and 

Knowledge Precinct），考察其推動健康和創新領域的發展。 

 

「亞太城市高峰會」自 1996 年由澳洲布里斯本發起，每兩年舉辦一次，每四年於布里斯本

舉行，是亞太城市間重要的政府論壇及商務平台，此次會議為第 14 屆，大會以「型塑我們

城市的未來」為本屆主題，4 天議程以「城市的連結」、「城市的永續」及「城市的傳承」

為子議題，透過主題演講、市長論壇、分組座談、青年專業論壇及行銷展場等，探討城市

的治理與最佳營運策略。本次會議係「亞太城市高峰會」疫後首次舉辦之完全實體會議，

臺灣共有臺北、新北、桃園、高雄及臺中等 5 城市派員與會，本府期藉由參加此次會議，

持續積極參與國際事務，活躍於國際舞台。 

 

黃副市長於「城市的永續」座談會中，以「推動淨零轉型相關經驗—以臺中市政府為例」

為題發表演說，與布里斯本副市長 Krista Adams 等產官學界代表，分享本市永續發展願景

及城市治理經驗與成果，深獲與會人士肯定；副市長於演說中說明在氣候變遷的挑戰下，

臺中市如何與全球共同響應「2050 淨零排放」目標，除政策制定與執行外，更積極發展與

鄰近 7 縣市合作，成立「中臺灣區域治理平台」，透過區域合作，有效整合及運用資源以 



發揮最大效益，期望落實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建立低碳宜居的永續城市。並於市長論壇

中分享本市在極端氣候衝擊下，面對颱風、豪雨、乾旱等災害防制及應變管理經驗，會後

與所有與會市長/副市長共同簽署市長宣言。 

 

此外，黃副市長於會議期間，特安排拜會布里斯本市議會議長 Steven Toomey 等市府官員，

交流市政經驗，同時邀請議長率團訪問臺中，加強與臺中之雙邊合作關係，體驗臺中觀光

美食文化；另參訪黃金海岸衛生醫療創新園區，考察其推動健康和創新領域的發展，並會

晤僑界與台商代表，介紹臺中觀光旅遊及經濟發展現況，期共同創造合作機會，促進亞太

永續共榮願景。 

 

 

貳、出國人員名單 

 

編號 單       位 職    稱 姓  名 

1 臺中市政府 副市長 黃國榮 

2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幫工程司 徐嘉信 

3 臺中市政府秘書處 約聘人員 曹凱雯 

 

 

叄、目的 

 

「亞太城市高峰會」（Asia Pacific Cities Summit, APCS）係澳洲布里斯本（Brisbane, Australia）

市政府於 1996 年發起的企業與政府國際論壇，旨在提供亞太地區城市市長、政府部門領導

人、企業主管、學者及青年專業人士等一交流對話平台，促進城市經驗交流，透過政府與

非政府組織的合作，提升亞太區域整體競爭優勢，亦為全球企業進入亞太市場之重要管道；

會議每兩年舉辦一次，由布里斯本與布里斯本以外城市輪流舉辦，因此每四年回到布里斯

本舉行，本次為第 14 屆會議；2005 年、2007 年、2009 年、2013 年、2015 年及 2019 年本

府皆派員出席會議活動，2021 年因新冠疫情，會議以視訊方式舉辦，本府亦積極參與並於

線上發表演說。 

 

本次會議係「亞太城市高峰會」疫後首次舉辦之完全實體會議，本府除派員出席會議，並

於會前積極爭取，獲邀於分組座談中發表演說，與其他與會城市進行施政經驗分享與交流，

將本市永續發展願景及城市治理經驗與成果，行銷於國際會議中，並藉機建立與大會及與

會城市間之良好關係，俾拓展未來合作機會；同時安排拜會布里斯本市府官員、參訪黃金

海岸衛生醫療創新園區，及會晤僑界與台商代表等，期相互交換意見，加強臺中與澳洲各

界之多元雙邊關係，以充分發揮與會效益，落實城市外交，達到國際行銷目的。 



 

 

「2023 亞太城市高峰會」會場   (載自峰會相簿) 
 

APCS「行銷展場」（Market Square） 

 

 

肆、過程 

 

  一、行程表 

 

日期 地點 行程 

112.10.09 臺北－布里斯本 搭機前往澳洲布里斯本 

112.10.10 布里斯本 搭機抵達澳洲布里斯本 

112.10.11 布里斯本 參加「2023 亞太城市高峰會暨市長論壇」 

112.10.12 布里斯本 參加「2023 亞太城市高峰會暨市長論壇」 

112.10.13 布里斯本－臺北 
參加「2023 亞太城市高峰會暨市長論壇」 

搭機返回臺北 

112.10.14 布里斯本－臺北 搭機返抵臺北 

 



此次會議為第 14 屆，大會以「型塑我們城市的未來」（Shaping Cities for our Future）為

本屆主題，4 天議程以「城市的連結」（Cities of Connection）、「城市的永續」（Cities 

of Sustainability）及「城市的傳承」（Cities of Legacy）為子議題，透過主題演講、市長

論壇、分組座談、青年專業論壇及行銷展場等，探討城市的治理與最佳營運策略，並由

市長 Adrian Schrinner 步行帶領與會貴賓，親自導覽市區建設。本次會議係「亞太城市高

峰會」疫後首次舉辦之完全實體會議，聚集逾 1,100 位來自全球 171 城市的代表，包括

118 位市長/副市長共同與會，參與城市及出席首長人數皆創會議歷年紀錄：臺灣共有臺

北、新北、桃園、高雄及臺中等 5 城市派員與會，本府藉由參加此次會議，持續積極參

與國際事務，活躍於國際舞台。 
 

為歡迎臺灣 5 城市派員出席本次會議，我駐布里斯本辦事處特別聯合當地僑界熱心接待

各城市與會代表；會議期間范處長厚祿、辦事處吳組長允仁及林副組長鴻堯等同仁亦撥

冗出席相關活動，以瞭解我國城市參與國際組織活動之情形，並藉此機會深化與當地政、

商、僑界之關係。 

 

  二、會議活動內容 

    （一）「市長及城市領袖交流午宴」（Mayors’ and City Leaders’ Networking Lunch）： 

大會開幕前由主辦城市布里斯本市長Adrian Schrinner設宴接待與會城市市長/副市長

及各代表團團長，以輕鬆的餐敘形式提供各城市及團體代表們相互寒暄熟識的機會

，本府由黃副市長受邀代表參加午宴，主辦單位特別將座位安排與布里斯本副市長

Krista Adams、韓國大田市長Lee Jang-woo（李莊雨）及Airbnb亞太區公共政策總監

Steven Liew同桌，席間彼此多有互動交流。 
 

黃副市長與布里斯本市長 Adrian Schrinner 黃副市長與布里斯本副市長 Krista Adams 
 (載自峰會相簿) 

黃副市長與布里斯本副市長 Krista Adams（左二）
及臺北市政府代表 

市長及城市領袖交流午宴 
 



 

黃副市長、韓國大田市長李莊雨（右二） 
及臺北市政府代表 

黃副市長與來自新加坡的 Airbnb 亞太區公共
政策總監 Steven Liew 

 

    （二）「市長論壇」（Mayors’ Forum）： 

市長論壇於布里斯本市政廳舉行，本次論壇由美國智庫米爾肯研究院（Milken 

Institute）主辦，邀請到該機構主席，也是亞洲研究員Curtis S. Chin和亞洲中心主任

Amos Garcia共同主持，布里斯本市政府國際關係和多元文化事務部主任Nicole 

Andronicus擔任司儀，論壇是專門為受邀的市長/副市長舉辦的特別聚會，為參加者

創建一個具影響力的城市領導人全球網絡，在此分享知識、瞭解最新趨勢、共同應

對城市治理挑戰，並促進亞太地區及其他地區城市的成長和繁榮。 

 

論壇採分組討論方式進行，黃副市長與法國里昂（Leon）市長 Lina Holipas、澳洲

Fraser Coast 市長 George Seymour、澳洲 Merri-bek 市長 Angelica Panopoulos、澳洲首

都特區首席部長 Andrew Barr 及中國南京市副市長黎輝等代表同組討論，分享本市

在極端氣候衝擊下，面對颱風、豪雨、乾旱等災害防制及應變管理經驗，同組成員

皆熱烈回應、交換意見與想法，最後總結各組討論城市治理的相關經驗、見解和解

決方案，做為未來的戰略目標，由與會市長/副市長共同簽署《市長宣言》（Mayors’ 

Accord），見證本次論壇的重要成果，而本次論壇亦創下歷屆代表人數最多的紀錄。 
 

市長論壇  （載自峰會相簿） 市長論壇  （載自峰會相簿） 

 



 

市長論壇分組討論 市長論壇分組討論 

「市長論壇」及「城市領袖論壇」與會者會後合影 「市長論壇」會後與南京市副市長黎輝（左二） 

及臺北市政府代表合影 

黃副市長簽署市長宣言 黃副市長簽署市長宣言 

 

    （三）維多利亞公園參訪活動（Site Visits to Victoria Park/Barrambin）： 

大會特地於召開市長論壇同時，安排其他非市長/副市長或代表團團長之與會代表們

以步行導覽的方式，實地參訪維多利亞公園，本府代表團由徐幫工程司代表參加。

現場邀集推動維多利亞公園總體計畫（Victoria Park/Barrambin Master Plan）團隊，

分享計畫願景與執行過程，布里斯本市政府致力將維多利亞公園（約 64 公頃）轉化

為具探索、自然保護與教育意涵，且適合所有使用者的城市公園，該計畫於 2019 年

啟動，廣泛邀集居民、相關利害團體與組織、專家學者與分析師等進行發想與交流，

共同塑造、完成改善維多利亞公園的願景與最終計畫；計畫內容包括恢復自然與文

化地景、活化濕地與擴大樹冠遮蔽，並打造特殊的活動空間，例如樹屋與自然親水 



環境，此外維多利亞公園也將作為2032年奧林匹克運動會與殘障奧運會部分項目的

比賽場地，布里斯本市政府亦將舉辦奧運的臨時性活動需求納入該計畫。 
 

以座談方式與現場參與者進行問答交流 實地解說維多利亞公園相關設施 

 

    （四）開幕暨歡迎茶會（Opening and Welcome Reception） 

市長論壇結束後，開幕暨歡迎茶會於晚間在南岸公園文化廣場（South Bank Cultural 

Forecourt）舉行，主辦城市布里斯本市長Adrian Schrinner致詞歡迎參加本次峰會的

所有貴賓，現場邀請到澳洲原住民吹奏傳統樂器及其他精采文化表演，在美麗的河

岸邊，輕鬆愉悅的氣氛下，與會者熱絡地交流互動，享受著主辦單位精心安排的一

切，也感受到布里斯本的城市之美。 
 

開幕暨歡迎茶會市長 Adrian Schrinner 致詞 開幕暨歡迎茶會 

 

    （五）「亞太城市高峰會歡迎儀式」（Official Summit Welcome）： 

主辦城市布里斯本市長Adrian Schrinner致歡迎詞為會議揭開序幕，並安排傳統文化

表演歡迎超過1,100位來自全球171城市的代表，包括118位市長/副市長共同與會，參

加這場澳洲疫情解封後最大型之實體國際會議，Schrinner市長除感謝與會者支持，

也感謝贊助單位的全力相挺，使得出席盛況創歷屆紀錄，相信本次會議的成功，將

持續帶動未來各項奧運籌備工作的推動，直到2032年成功舉辦奧運。 

 

聯合國人居署（UN-Habitat）為肯定布里斯本執行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的

卓越成就，特派亞太地區代表Bruno Dercon於會中頒發永續發展模範城市獎予布里斯

本，由Schrinner市長親自接受頒獎，宣布布里斯本成為全球第二個、澳洲第一個在

聯合國人居署永續發展目標城市全球倡議下獲此獎項認證的城市。 



 

歡迎儀式-傳統文化表演 布里斯本獲頒永續發展模範城市獎 

 

    （六）「專題演講」（Keynote Sessions）： 

專題演講邀請兩次世界辯論冠軍得主徐輔賢（Bo Seo）、「2032 年布里斯本奧林匹克

運動會及殘障奧運會組織委員會」主席 Andrew N Liveris AO、著作多次獲獎的都市

規劃者 Charles Montgomery，分別於 12 與 13 日擔任講者。 

 

1. Bo Seo 曾經贏得世界中學辯論大賽（World Schools Debating Championship）與世界

大學辯論大賽（World Universities Debating Championship）首獎，以「如何贏得一場

辯論」（How to win an argument）為主題，分享意見交流過程中，如何提高說服力、

減少衝突之溝通技巧與方法。 
 

專題演講-兩度獲得世界辯論冠軍得主 Bo Seo 專題演講-兩度獲得世界辯論冠軍得主 Bo Seo 

 

2. 2032 年布里斯本奧林匹克運動會及殘障奧運會組織委員會主席 Andrew N Liveris 

AO 於專題演講中分享迎接 2032 舉辦奧林匹克運動會與殘障奧運會，布里斯本所具

備的潛能與機會，以及配合舉辦奧運針對城市規劃、商業推廣等提出的願景、策略

與計畫。 



 

專題演講-2032 年布里斯本奧林匹克運動會及殘障

奧運會組織委員會主席 Andrew N Liveris AO 

專題演講-2032 年布里斯本奧林匹克運動會及殘障

奧運會組織委員會主席 Andrew N Liveris AO 

 

3. 加拿大作家和都市專家 Charles Montgomery 以「幸福城市的秘密」（The Secret to 

Happier Cities）為題，透過多項實驗成果，分享不同空間規劃與景觀營造對市民生

活感受的影響，如步行為主的道路系統、具植栽與地景多樣性的街區空間、結合大

眾運輸系統及提供鄰里互動機會的空間規劃，來增加市民之間的交流、人與都市環

境間的接觸，對市民幸福生活有正面影響。 
 

專題演講-加拿大作家 Charles Montgomery  專題演講-加拿大作家 Charles Montgomery 

 

    （七）「分組座談」（Deep Dive Sessions）： 

「分組座談」分為「城市的連結」（Cities of Connection）、「城市的永續」（Cities of 

Sustainability）及「城市的傳承」（Cities of Legacy）子議題，以瞭解城市發展新趨勢

、探討影響城市未來發展策略及治理理念，同時提供持續的商業開發機會及業務拓

展資源。 

 

黃副市長於「城市的永續」座談會中，以「推動淨零轉型相關經驗—以臺中市政府

為例」為題發表演說，與布里斯本副市長Krista Adams等產官學界代表，分享本市永

續發展願景及城市治理經驗與成果，深獲與會人士肯定；副市長於演說中說明在氣

候變遷的挑戰下，臺中市如何與全球共同響應「2050淨零排放」目標，盧市長以「

即刻行動、先公後私」、「光電倍增、回饋公益」及「親水承洪、韌性降溫」為三大

目標，提出「淨零碳排三部曲」，包括簽署「臺中市氣候緊急宣言」、發布「臺中市

地方自願檢視報告」及公布「臺中市2050淨零碳排路徑」；面對氣候變遷與極端氣候 



衝擊事件，以「引風、增綠、留藍」作為重要方針，藉由都市地區河川規劃與宜居

建築推動，達到調節都市微氣候與提昇都市景觀等效益；除政策制定與執行外，更

積極發展與鄰近 7 縣市合作，成立「中臺灣區域治理平台」，針對環保、建設、經濟、

觀光、農產、衛生等議題，提案共同合作，透過區域合作，有效整合及運用資源以

發揮最大效益，期望落實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建立低碳宜居的永續城市。 
 

黃副市長於「城市的永續」分組座談發表演說 
（載自峰會相簿） 

黃副市長於「城市的永續」分組座談發表演說 
（載自峰會相簿） 

黃副市長於「城市的永續」分組座談發表演說 黃副市長於「城市的永續」分組座談發表演說 

黃副市長演說前與引言人 Dyan Currie 溝通 引言人 Dyan Currie 介紹同組座談講者 
 



 

黃副市長與同組座談專家 Jill Saligoe-Simmel 黃副市長與 Anteverti 諮詢總監 Raül Daussà 

Pastor（城市永續、氣候變遷環保專家） 

黃副市長、新加坡西北市市長任梓銘 Alex Yam

（右一）及臺北市觀傳局長王秋冬 
黃副市長與布里斯本臺裔議員 Steven Huang

（黃文毅） 

 

    （八）「閉幕典禮」（Closing Ceremony）： 

Schrinner 市長於閉幕典禮中簽署及發表《市長宣言》，《市長宣言》係「市長論壇」

中市長/副市長分組討論之總結與共識，並於論壇結束後所共同簽署之文件；本屆閉

幕典禮中並未公布下（2025）屆主辦城市，預計將於 2024 年 1 月再行公布。 
 

Schrinner 市長簽署及發表《市長宣言》 閉幕典禮 
 



    （九）「行銷展場」（Market Square）： 

會議期間由大會合作夥伴、贊助廠商及相關產業於現場攤位展示場品及形象廣告，

並開放澳洲特有珍貴動物無尾熊、袋熊等於特定時段，在保育員陪同下進駐展場，

供與會者近距離親近觀賞，是會場中的焦點，猶如最受歡迎的親善大使。 
 

袋熊 無尾熊 

 

  三、會外相關活動 

    （一）拜會布里斯本市議會議長 Steven Toomey： 

在參加會議前即向布里斯本政府提出拜會行程之請求，在其安排下，代表團利用會

議空檔，拜會布里斯本市議會議長 Steven Toomey 等市府官員，交流市政經驗，同

時邀請議長率團訪問臺中，加強與臺中之雙邊合作關係，體驗臺中觀光美食文化。 
 

拜會布里斯本市議會議長 Steven Toomey 拜會布里斯本市議會議長 Steven Toomey 

 

    （二）參訪「黃金海岸衛生醫療創新園區」（Gold Coast Health and Knowledge Precinct）： 

本園區屬澳洲國家級之生技研發及應用中心，園區提供醫療創新、教育研發與知識

產業等跨學科合作環境，並促進研究成果與新技術的商業發展，區內擁有實驗室、

研究中心等重要基礎設施與設備，鼓勵研究人員、專業組織、大學及企業間合作交

流，本次參訪經由園區 3 位主管簡報介紹及實地導覽，對其推動健康和創新領域的

發展有更進一步的瞭解。 

 

 

 



 

聽取黃金海岸衛生醫療創新園區主管簡報 黃金海岸衛生醫療創新園區導覽 
 

    （三）會晤僑界、台商代表與駐外館處： 

        1.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澳洲分會：抵達澳洲首日，因會議尚未開幕，藉此空檔，

由我駐布里斯本辦事處范厚祿處長及林鴻堯副組長陪同，與臺北市政府代表團一同

前往黃金海岸，參加由「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澳洲分會」主辦之歡迎餐會，

分會主要幹部皆出席熱情接待，席間聽取其旅外心得，也向其介紹臺中市發展現況，

歡迎協會 2024 年返臺召開年會時順訪臺中。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澳洲分會歡迎餐會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澳洲分會歡迎餐會 
 

        2. 當地僑界旅遊業者： 

會議期間，在臺北市政府代表團邀約下，與駐布里斯本辦事處范厚祿處長及吳允仁

組長和當地僑界旅遊業者餐敘，相互交換觀光旅遊資訊，期於疫情後，共同推動觀

光旅遊，尋求雙邊合作機會，盼觀光旅遊業界能再創榮景，促進亞太永續共榮願景。  

與當地僑界旅遊業者餐敘 前澳洲昆士蘭台灣商會會長-旅遊業者簡明宏 
 



        3. 駐布里斯本辦事處： 

此次會議臺灣共有 5 個城市（臺北、新北、桃園、臺中、高雄）派員出席，各代表

團雖抵離時間不一，范厚祿處長仍率駐處同仁至機場接機歡迎，會議結束後，亦設

宴歡送各代表團，同時邀請當地政府部門及僑界代表們共同與宴交流，為本次出席

會議圓滿成功，畫下完美句點。 
 

范處長伉儷設宴歡送代表團 黃副市長與范厚祿處長伉儷（中）及僑界代表 

 

 

伍、心得 

一、布里斯本主辦 2032 奧運：2032 奧運是澳洲睽違 32 年後再次主辦夏季奧運，澳洲同時也

將成為三度在不同城市主辦夏季奧運的國家（墨爾本及雪梨皆舉辦過奧運）。會中 2032

布里斯本奧運及帕運籌委會主席 Andrew Liveris 進行專題演講時提到，將整修現有場館

並整合相關設施，以既有之市立體育場做為開幕主場館，取代打造新的場館；布里斯本

以舉辦國際賽事作為改造城市的機會值得參考借鏡。 

 

二、妥善運用志工人力：志工是城市最寶貴的夥伴與資產，尤其舉辦大型活動時，往往是城

市第一線的工作人員，扮演城市形象的重要角色，本次 APCS 大會即訓練及動員大批志

工於現場提供專業服務，我國留學生亦有多人投入相關工作；妥善運用志工人力，相信

志工的熱情與專業對主辦單位及與會者都有加乘加分效果。 

 

三、會議 APP 發揮科技環保：在環保意識抬頭的趨勢下，大會亦充分將此發揮在各個細節中，

如會議 APP 的設計運用，讓與會者隨時掌握會議時程及動向，除徹底執行無紙化會議的

環保目標，APP 的雙向互動設計也讓與會者感受主辦單位為使會議順利進行之用心。 

 

四、創意之城市形象行銷：本次會議主辦單位安排特有之澳洲動物，如無尾熊、袋熊等定點

定時出現於會場，受到與會者熱烈歡迎，也增添會議之輕鬆氣氛，讓行程緊湊無暇參訪

動物園的與會者，在會場即有近距離接觸這些可愛動物的機會，頗具創意巧思，為城市

形象加分不少，是參與會議的特殊體驗，令人印象深刻。 

 

五、城市外交的定位：「亞太城市峰會」為一徹底執行不涉國家外交政策之非政治性城市論壇，

強調城市合作與經驗交流之重要性，所有官方資料都無出現國籍，僅以城市呈現，為此

論壇明確定位，保障了城市外交不受政治干擾的自由空間。 
 



六、完善會展硬體設施：舉辦 APCS 等級之大型國際會議，需有相當容量之場所始能承載，

本市若要爭取主辦大型會議或展覽活動，便須有基本硬體設施配合；期盼本市會展中心

完工後，能因條件俱足而對推動本市爭取主辦大型國際會議有所助益。 

 

 

陸、建議 

  一、建立與布里斯本市政府友好關係：APCS 為例行之國際會議，且秘書處設於布里斯本，

本府參加本次會議前即受到布里斯本市政府相當多的行政協助，如爭取演講及拜會行程

安排等；建議與該市府持續保持密切聯繫，掌握會議資訊，將有助於未來本府參加本會

議之順利安排。 

 

  二、爭取演講行銷城市：我國此次出席會議城市中，臺北、桃園及本市皆於會前爭取演講機

會，分別於分組座談中發表演講；建議參與國際會議前能配合大會期程，及早規劃安排，

爭取演講機會，以於國際會議場合行銷本市，發揮與會最大效益。 

 

  三、分享本市永續發展推動成果：本市甫於 2023 年底發表第 2 版臺中市自願檢視報告（VLR 

2.0），目前全球皆致力於推動永續發展相關業務，建議於英文版出版後，多於國際會議

場合分享，以行銷本市施政成果。 

 

  四、地方政府間相互支援合作：有鑑於地方政府經費考量，出席國際會議皆精簡人力；建議

出國前即與預定派員出席之城市保持密切聯繫，互通資訊，除於會議期間相互支援，亦

可結伴同行彼此照應，以維護安全。 

 

  五、積極參與國際組織會議：隨新冠疫情解封，國際會議已逐步恢復實體舉辦，偶有實體及

視訊雙軌進行，建議本府倘經費許可，為免因會議無提供線上參與的情況而與會務脫節；

建議仍應積極參加各種形式之相關會議，持續參與國際事務、推動國際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