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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職奉經濟部派於 113年 11月 8日至 11月 27日赴美國

接受語言訓練，為期 2週，地點在美國華盛頓特區。此訓

練課程讓學員們更深入了解美國政策制定流程與關鍵人物

(行政、立法、智庫專業顧問) 、美國當前政治、經濟和貿

易政策重點議題（包括國家安全、經濟安全、智慧財產

權、多邊合作、雙邊合作等），以及華盛頓特區的政治文

化背景。雖然本次語訓短短兩週，但課程內容全面，涵蓋

了各領域專家探討的廣泛議題及觀點。 

溝通之藝術與英語能力掌握為經貿商務人員重要能力

之一。在本次語訓期間，學員們接觸大量資訊，就特定關

注議題提出疑問，並考慮各領域專家所呈現的不同觀點與

角度。此外，身處華盛頓特區獨特的政治與文化氛圍中，

學員們有幸與各式各樣的人士進行交流。 

感謝經濟部投入資源訓練職涯初期的經貿商務人員並

提供此次學習的機會。感謝美國代表處經濟組 (TECRO)安

排此培訓計劃以及在出國期間的照顧。最後，感謝 Crowell 

Global Advisors (CGA) 規劃此次語言訓練並精心安排行程細

節，使此次赴美行程整體豐富及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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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經濟部為提高駐外商務人員外國語文及涉外事務工作

能力，訂定「經濟部派送駐外經濟商務機構商務人員赴國

外接受語文訓練實施計畫」，選送國際經濟商務人員特考

新進商務人員出國接受語文訓練。 

113年度的訓練以美國政治、經貿政策及臺美經貿關

係為主軸，由 Crowell Global Advisors (CGA)公司辦理，訓

練分為二階段執行。第一階段為視訊課程，從 9 月初至 10

月底共 8 周、每周 2小時，內容涵蓋美國政治制度與貿易

政策基礎，所有新進商務人員需完成視訊課程；第二階段

選送 7人赴美國華盛頓特區接受為期 2週之實體訓練，包

含政治與經濟專題及文化活動課程。 

美國是全球第一大經濟體，為現代國際及貿易秩序之

制定者，亦為我國重要經貿夥伴，爰了解美國領袖政策優

先考量，並熟悉其政策形成的政治生態，對未來從事經貿

涉外事務工作的新進商務人員至關重要。 

選舉結束後立即參訪華府，使我們得以聽取並理解當

地專家面對重大事件變化時之思考過程，具體而言，川普

當選總統之事。雖然此時機未能讓學員們確知新川普政府

的政策，惟讓我們隨著專家從各個角度分析局勢及未來發

展，並讓我們感受到華盛頓特區因執政黨變更而產生之氛

圍轉變。 

在華盛頓特區進行的 2週培訓期間內，所有經貿議題

課程以英語授課，並在美國首都獨特的政治環境中進行。

透過討論、模擬情境以及參訪政府機構、智庫、大學及博

物館，我們得以有效率的習得經濟與貿易論談所使用之關

鍵術語，並鍛鍊我們清晰傳達訊息的能力。整體而言，此

次培訓計劃按照預期順利進行，不僅讓學員們有機會與各

領域專家進行深入討論，更讓我們了解並親身體驗政策制

定過程的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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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過程 

出國期間的實體課程為期 2 週，地點在 CGA 位於華府

Pennsylvania 大道的辦公室以及各拜訪單位處。此訓練課程

讓學員們更深入了解美國當前政治、經濟和貿易政策重點

議題，包括政策制定流程與關鍵人物（行政、立法及智庫

專業顧問）、國家及經濟安全、智慧財產權、多邊及雙邊

合作等，以及華盛頓特區之獨特文化背景。 

一、 美國政治與經貿政策專題 

政治與經貿政策專題課程為此次訓練之重點，本次訓練

課程的拜會對象及內容摘要如表格 1：  
 

表格 1 

編

號 
專題名稱 講者名銜 

1 
探討國際貿易與世界貿易

組織（WTO） 

前日內瓦世貿組織臺灣法律顧問 

CGA 國際貿易顧問 

Jackson Pai 

2 美國政策研究資源分享 
CGA 資深研究員 

Kreig Kitts 

3 競爭與商業發展 

美國商會中國中心研究與專案執行

董事 Jocleyn Chan 及 

資深經理 Phil Rogers 

4 

探討出口管制、選擇美國

（SelectUSA）及晶片與

科學法（CHIPS Act） 

美國商務部官員 Christopher Ashe  

5 
美國在印太地區的安全挑

戰 

海軍分析中心印太安全事務部 

中國區副總裁兼董事  

David Finkelst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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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美洲開發銀行（IDB） 

運作與角色 

美洲開發銀行資深人事專員 

Luis Simón 

7 華府智庫的角色 

威爾遜中心（Wilson Center）： 

公共政策研究員 Kent Hughes、 

公共政策研究員 Robert Jenkins、 

科學與技術處長 Kellee Wicker、 

策劃總監 Lauren Herzer Risi、 

高級經理 Lucas Myers、 

副處長 Paige Rotunda 及 

處長 Christopher Sands  

8 
盟友外包、國際科技公司

及網路安全與對外政策 

American University 邀請之講座： 

前南韓貿易部長 Han-Koo Yeo、 

國際關係教授 Ji-Yong Lee、 

韓國際貿易協會代表 Hyun-Jung 

Je、副教授 Kristin Vekasi、 

美國貿易談判資深顧問 Tami 

Overby 及 Johns Hopkins 科技與國

家安全教授 Melissa Griffith  

9 

拜會美國民主黨眾議員

Abigail Spanberger 辦公室

外交事務立法助理 

美國眾議員 Abigail Spanberger 辦公

室外交事務立法助理 

Alexander Claycomb 

10 
亞洲開發銀行（ADB）與

臺灣的角色 

亞洲開發銀行北美代表處副代表 

Alain Borghijs 

11 

拜會美國共和黨眾議員

Darin LaHood 辦公室外交

事務立法助理 

美國眾議員 Darin LaHood 辦公室 

立法助理 Nick Coll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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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探討《美墨加協定》

USMCA 及 WTO 

美國外交關係協會 （CFR）  

貿易政策研究員 Inu Manak 博士 

13 臺灣與美國的商業關係 

美台商業協會（USTBC）總裁

Rupert Hammond-Chambers、 

副總裁 Lotta Danielsson 及 

助理 Ethan Huang 

14 
探討美國企業在臺的經營

情形 

美國在臺協會（AIT）華府總部 

貿易、經濟與商業關係總監 Jeffrey 

Horwitz 

15 探討智慧財產權保護 
美國商會全球創新政策中心

（GIPC）執行副總裁 Mark Elliott 

 

（一） 美國選舉 

1. 隨著美國選舉剛結束，討論的重點之一便是選舉

結果對政策與貿易關係的影響。雖然我們遇到的

專家都無法確定下一任川普政府的政策走向，但

可以看出美國始終以國家利益為首要考量。許多

講者提到，美國很有可能將對中國採取更強硬的

立場並對全球其他地區持有普遍的「美國優先」

態度。 

2. 另外，雖然講者們無法確定行政部門未來對臺灣

的立場，但可看出，國會過去一律表示支持臺

灣。據悉，雖然當選總統川普主要將臺灣形容為

遙遠、國防投資不足，且視其為對美國半導體產

業的威脅，但他身邊的其他共和黨派人員，例如

參議員 Marco Rubio 與 Dan Sullivan，卻對維持與

臺灣的關係表示支持。 

（二） 美國治理與政策制定 

1. 在本次培訓期間，我們有幸參訪了兩位美國眾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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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議員的立法助理：維吉尼亞州民主黨議員 

Abigail Spanberger 的外交事務立法助理 Alexander 

Claycomb，以及伊利諾州共和黨議員  Darin 

LaHood 的立法助理 Nick Collins。這兩位幕僚都

熱情地歡迎我們，並表示願意聆聽我們作為訪客

對議員提出的任何問題或關切。國會代表著民眾

的聲音，因此議員有責任傾聽並以選民的最佳利

益為行動指南。這兩位幕僚還親切地向我們介紹

了他們所代表的地區，並回答了我們提出的任何

問題與意見。 

2. 與其他政府機關相同，進入國會議員辦公大樓前

需進行安檢；然而，無需進行身份驗證，這體現

出國會議員貼近群眾之意願，並讓所有希望被聽

到的聲音獲得代表。 

（三） 智庫在華府的角色 

1. 政策研究與建議：威爾遜中心（Wilson Center）

及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e）等智庫深

入研究政策議題，藉此向國會議員提供專業意見

及政策建議。 

2. 連結政策世界與產業：科學與技術創新處長 

Kellee Wicker 表示，決策者若不了解所要規範的

對象，便無法制定有效的法律；因此，智庫在縮

小此知識鴻溝上扮演著重要角色，透過教育政策

制定者以建造政策界與科技界之間的橋樑。 

3. 教育：遊戲等工具應用於幫助政策制定者以更開

放的態度接觸新資訊及觀點，並讓資訊接受者了

解不同領域之背景知識及重要議題背後問題。 

4. 立法人員培訓：威爾遜中心之國會關係副處長兼

外交政策獎學金計畫主任 Paige Rotunda 表示，威

爾遜中心不分黨派提供立法助理機會參加培訓計

劃及教育考察旅行，讓立法助理們累積經驗、拓

展視野，並有機會與其他國會議員的立法助理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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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合作。這些互動不僅使立法助理在各自領域中

更加博識，同時也提供了在國會以外之場合與其

他立法助理建立關係的機會，在共同完成任務的

過程中培養團隊精神。Rotunda 表示，立法助理

們是國會議員的專家顧問，在政策制定過程中扮

演著重要角色，國會議員往往僅在諮詢過立法助

理意見之後才會做出決策。 

（四） 安全 

FBI 總部庭院牆上刻著 J. Dgar Hoover 的一句話：

「對抗犯罪最有效的武器就是合作」，這一句話總結

了我們在此次訓練中所學到的安全議題應對策略，無

論是針對國家、網路或經濟安全。 

1. 國家與地區安全 

 美國職業軍官及大陸安全事務專家 David M. 

Finkelstein 表示，中國共產黨（CCP）為美國

的長期挑戰及戰略競爭對手。美國各黨派對此

挑戰之看法並無爭執，但對於如何應對此挑戰

仍有爭議。在美國對中政策的辯論中，主要有

三種立場：(1)國家安全鷹派 national security 

hawks）：嚴格審視中國的政策 (2)貿易保護主

義者（trade protectionists）：主張提高對中國

的關稅 (3)商業精英（business elites）：優先考

慮保護在中國的投資。 

 Finkelstein 質疑美國為海外領土發動戰爭之意

願、臺灣的自我防衛能力及川普政府支持臺灣

的戰略考量。渠認為，與烏克蘭情形類似，臺

灣應加強投入自我防衛，包括民防及網路安全。

此外，渠建議臺灣將臺海局勢國際化，以爭取

更多國際支持。 

2. 網路安全：在當今的數位世界中，網路安全對世



10 
 

界各國構成重大威脅。 

 美國商務部國際貿易署官員 Christopher Ashe

表示，在亞洲，網路安全之問題在臺灣、日本

及南韓尤為嚴重，美國網路安全服務公司在此

地區提供服務面臨許多問題。在臺灣，眾多公

司要求美國網路安全服務公司設立實體服務櫃

檯，惟美商認為此要求並不合理，網路安全服

務透過網路提供，無須投入資源設立實體服務

櫃檯。美國在向日本提供網路安全服務因大多

程式系統使用日文而面臨挑戰。至於南韓，美

國企業在進入南韓市場時整體面臨各種挑戰。 

 另外，在美國大學（American University）的

座談之中，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科技與國家安全教授 Melissa 

Griffith強調解決網路安全問題之種要性，為當

今安全防線中至關重要的一環。 

（五） 經濟安全 

1. 出口管制：  

 Griffith在美國大學的座談之中與美國大學全球

安全助理教授William Akoto討論出口管制。在

一個資源有限的世界中，政府無法保護一切，

因此關鍵在於資源的分配及對於重要議題的優

先考量；原產地規則將成為政府進出口管制的

重要工具之一。 

 韓國國際貿易協會（Korea International Trade 

Association）華盛頓辦事處總代表Hyun Jung Je

表示，實際上要與中國脫鉤非常困難，惟各國

可縮小範圍，聚焦於對國家安全構成真正威脅

的技術領域，並專注於應對這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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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量到世界高度互聯，各國比以往更需要合作

面對安全問題。Griffith強調，建立統一戰線以

採取有效的安全措施至關重要，美國及其夥伴

國必須就針對目標經濟體的出口管制達成共識；

否則，相關努力將無法奏效。  

 在討論安全議題時，業界可提供最佳實踐、盡

職調查、整體運作等相關經驗與專業知識，並

應參與相關討論；政策界與產業界應分享資訊

以建立共同理解。 

2. 盟友外包 

 風險管理： 

具有豐富貿易協定談判經驗的韓國前貿易部長

Han Koo Yeo 將「盟友外包」（Ally-shoring）

描述為一種風險管理策略，藉由優先與理念相

通之國家合作降低供應鏈風險，並避免過度依

賴單一國家。 

 貿易趨勢： 

與臺灣的貿易統計趨勢相似，許多亞洲國家之

貿易數據顯示與中國的貿易占比在近年來有所

下降；例如，韓國過往與中國的貿易關係較為

密切，惟如今美國及中國兩國與韓國的貿易額

幾乎持平。 

 尊重與互惠之問題： 

對日本政策有所研究之副教授 Kristin Vekasi

表示，川普在第一任期內採取「美國優先」

America First 之政策，然而並未受到所有亞洲

夥伴的歡迎，因不希望被視為「次要」角色，

亞洲盟友盼獲得尊重與互惠待遇。 

 理想的雙贏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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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贏局面是國際夥伴關係與盟友外包的最佳結

果；例如，美韓在造船領域之合作為雙方帶來

利益，韓國能以更快的速度及更低的成本供應

美國所需之船舶，而韓國則得取美國投資，雙

方能在國際市場上及與中國的競爭中保持優

勢。 

（六） 智慧財產權（IP）保護 

1. CGA 官員與我們分享智慧財產權之相關資訊，並

討論相關最新進展。講者概述不同類型的智慧財

產權，包括專利、工業設計、商標、地理標誌、

版權及商業機密，以及有關智慧財產權的重要國

際條約組織，包括 1970 年《專利合作條約》、

1989 年《馬德里議定書》及 1994 年《與貿易有

關的智慧財產權協定》。 

2. 講者討論有關人工智慧與智慧財產保護的最新發

展，包括第二任川普政府是否會支持創新，以及

可能影響公眾輿論及政策制定的重要人物，例如 

Elon Musk。 

（七） 多邊合作 

1. 美墨加協議（USMCA） 

 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貿易政策研究員 Dr. Inu Manak 曾為

川普第一任政府服務，並分享對 USMCA 合作

可能受到美國第二任川普政府影響之看法。 

 原產地規則的重新定義可能會對墨西哥及加拿

大的外國直接投資構成威脅，尤其目標最終進

入美國市場之企業。考量到 USMCA 之優惠及

墨西哥的低勞動成本，許多企業盼透過墨西哥

進入美國市場，惟如產品生產地相關規則發生

變化，該廠商可能會面臨風險。例如，美國可

能將對使用中國零件之產品更加嚴格，導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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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來自墨西哥並使用中國零件的電動車。 

 此外，Manak 博士表示，在川普第一任政府期

間，美國更偏好雙邊合作而非多邊合作，第二

任川普政府中可能會持續這種合作模式。 

2. 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 

曾代表美國參與貿易談判的高級顧問塔米·奧弗比

（Tami Overby）提到，TPP/CPTPP 的設計初衷盼中

國有意加入，並朝著提高其產品及服務標準之方向努

力，而並非真正讓中國加入。 

（八） 多邊開發銀行（MDB）之角色 

本次培訓期間內，我們有幸參觀兩家多邊開發銀

行，分別為美洲開發銀行（ IDB）及亞洲開發銀行

（ADB）。 

1. 多邊開發銀行旨在協助其區域之發展中國家的

經濟發展，MDB 資金來自於其成員國。 

2. 工具 

 貸款：可透過已開發成員國之投資提供發展中

成員國貸款；與商業銀行不同，開發銀行為非

營利性，並以較低的利率向高風險項目/國家

提供貸款。  

 基金：來自成員國的資金，例如氣候變化基

金，專門用於達成特定目標，許多目標與世界

銀行（WB）及聯合國（UN）之發展目標一

致。  

 政策性融資：政策性融資指政府因實施特定政

策改革而獲得的融資。 

3. 合作夥伴關係：多邊開發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

組織（ IMF）、世界銀行（WB）、聯合國

（UN）、非洲開發銀行及其他多邊開發銀行進

行合作，目的多樣。 

 合作關係有助於防止貪污，避免資金濫用，並

鼓勵發展中國家實施政策改革。倘成員國被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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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濫用資金， MDB、IMF、WB 及 UN 將一律

拒絕該國之未來貸款。  

 另外，合作關係協助跨區域之投資項目，例

如，若某亞洲國家有意在拉丁美洲投資，IDB

將與 ADB 合作推進此項目。 

4. 亞洲開發銀行（ADB）發展 

 挑戰：亞洲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為城市化導致

的擁擠生活、人口過多及生活水平下降等問

題。因應氣候變遷之計畫越來越重要，包括能

源轉型及災害風險預防計畫。  

 ADB 過往僅與公家機關合作發展項目：然

而，ADB 意識到並正在執行更多與私營部門

合作之項目以實現政策目標。  

 臺灣在亞洲開發銀行（ADB）的角色：臺灣為

ADB 的創始成員之一，至今持續向 ADB 提供

資金，占總認繳資本的 1.087%。 

（九） 臺灣在國際舞台上的角色 

1. 「將臺灣放在地圖上」：如美國商務部官員

Christopher Ashe 所提到，並非每個人都知道臺灣

之所在或臺灣特別之處。將臺灣放在人民心中的

地圖上為獲得臺灣在國際舞台上經濟重要性認可

的第一步，可透過推廣臺灣文化，例如將臺灣描

繪為珍珠奶茶之家鄉、理想旅遊目的地、可靠且

熱情的市場等，以留下臺灣的痕跡。 

2. 臺灣之賣點： 

 乾淨供應鏈保障 

 符合國際標準 

 倘臺灣解決網路安全問題，提供乾淨的資料也

可成為臺灣的賣點之一。 

3. 與決策者保持聯繫：無論是政府官員或商業領袖，

保持聯繫至關重要，個人關係能在政策製定及實

施過程中發揮關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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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業界之教育：與業界交流對於塑造一致的形象至

關重要，助於取得並維持國際合作夥伴之信賴。 

（十） 臺美關係 

1. 臺灣駐美經濟文化代表處（TECRO）：TECRO 團

隊熱情地接待我們，在相互介紹後，與我們分享

寶貴的工作及生活經驗，並解答了我們的各種疑

問，讓我們度過了一個愉快的夜晚。 

2. 美台商業協會（USTBC）: USTBC 拜會當中，我

們與總裁 Rupert Hammond-Chambers 及副總裁 

Lotta Danielsson 進行了深入的討論，涵蓋出口管

制、供應鏈韌性及智慧財產權保護等議題。  

3. 美國在台協會（AIT）:我們在培訓計畫接近尾聲

時參訪了 AIT，與AIT華府總部貿易、經濟與商業

關係總監 Jeffrey Horwitz 進行了愉快的交流。隨後，

我們在 AIT 辦公室頂樓欣賞美景，並合影留念，

為這次拜會畫下美好句點。 

 

 
圖 1. 學員與 AIT Jeffrey Horwitz 及 CGA Zoe Reid 合影 

（十一） 模擬演練 

1. 在模擬練習情境內，印太地區發生網路攻擊危機，

導致新加坡港運作癱瘓，並影響到美國西海岸的

一個關鍵港口。各學員扮演指定美國政府機構之

角色提供各觀點分析及建議，向由 CGA 資深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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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員 Zoe Reid 扮演的總統提供建議，討論可採取

之應對措施。 

2. 學員們之優先考量因素因各自角色而不同，角色

分別為商務部長、國防部長、國家安全顧問、中

央情報局（CIA）局長、財政部長、美國貿易代表

（USTR）及國務卿。 

 

 

 

 

 

 

 

 

 

 

圖 2. 學員與 CGA Zoe 

Reid 合影 

 

二、 學術與文化參訪活動 

本次訓練進行之文化參訪活動如表格 2。 
 

表格 2 

1 參訪美國國會大廈 

2 參訪美國國會圖書館 

3 參訪白宮(無進入參觀) 

4 參訪史密森尼國家美國歷史博物館 

5 參訪國家非裔美國人歷史博物館 

6 參訪國家檔案館 

7 參訪國家肖像畫廊 

8 拜會駐美國代表處經濟組(TEC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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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參訪美國聯邦調查局 

10 參訪航空航太博物館 
 

 

（一） 美國治理：我們參加了美國國會大廈導覽，參訪了

國家檔案館與 FBI 體驗館（FBI Experience），並

在喬治華盛頓大學聆聽了 2024 年美國大選分析簡

報，深入了解美國政治體系與選舉運作。 

（二） 美國歷史：我們參觀了史密森尼國家美國歷史博物

館、非裔美國人歷史文化國家博物館，以及肖像畫

廊（美國總統展覽），透過這些歷史與文化展覽，

更加理解美國的發展歷程與多元文化背景。 

 

   

圖 3. 林肯紀念堂              圖 4. 美國獨立宣言簽署者壁畫 

三、 自行規劃活動 

（一） 博物館：國家藝廊（National Gallery of Art）、國

家航空航天博物館（Air and Space Museum），以

及福特劇院（Ford’s Theatre），讓我更深入了解美

國的藝術、科技發展與歷史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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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象徵性紀念碑：具有歷史與象徵意義之紀念碑，包

括華盛頓紀念碑（Washington Monument）、林肯

紀念堂（Lincoln Memorial）、湯瑪斯·傑佛遜紀念

堂（Thomas Jefferson Memorial）、富蘭克林·羅斯

福紀念館（Franklin Roosevelt Memorial）、馬丁·路

德·金恩紀念碑（Martin Luther King Jr. Memorial）

及二戰紀念碑（World War II Memorial），讓我感

受到美國人民對該人物的尊敬與榮譽。 

（三） 美國教育文化：此訓練課外時間讓我有機會探索喬

治城大學（Georgetown University）與約翰霍普金

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校園，感受美

國頂尖學府的學術氛圍與文化環境，並有幸與各學

校之學生進行交流。 

參、 心得及建議 

一、 選舉與人際關係:  

本次訓練讓我感受到人際關係的重要性，不僅在華府

政治相關業務如此，從事任何事物亦如此。我們必須了

解我們的合作夥伴及其風格，從而採取恰當的處理方式，

以順利建構良好合作關係。駐外單位須在平時多多培養

當地人脈，即使選舉常導致人事更動，但長期經營的人

脈關係仍是我國在當地的寶貴資源。 

二、 貿易政策典範移轉正在發生 

（一） 雖然學者們無法確定新川普政府的政策將如何推

行，但多數學者預期其貿易政策必將截然不同。 

（二） 由於國家及區域安全之考量，許多國家增加出口

管制措施，以提高全球供應鏈韌性，並限制對中

國之依賴。其中重要工具為原產地規則，限制含

有中國零件之產品，此趨勢可能為臺灣帶來機會，

臺灣主要生產零件並能保證其可靠性，能供應替

代中國零件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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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關於美式工作學者的觀察 

（一） 此訓練課外時間讓我有機會與 CGA 資深顧問官員

Zoe Reid 談論在華盛頓的工作環境。伊提到，美國

政府員工申請職位的過程與業界其他工作相似，

求職者之公私部門工作經驗將會被納入考量，這

讓他們享有在公私部門之間輕鬆轉換並累積經驗

的彈性。相比之下，臺灣的公務員必須通過考試

進入政府機構，使得在公私部門之間轉換變得結

構性上更為困難，若要返回公部門，必須重新參

加公務人員考試；同時，此制度提供臺灣公務人

員一定的工作保障。 

（二） 由美國智庫辦理的立法助理訓練計畫不僅為立法

機構之立法助理提供高品質的專業訓練，亦讓他

們有機會與其他立法助理建立關係。幕僚間建立

良好的團隊精神，有助於不同政治傾向人士之間

進行討論時維持相互尊重。此培訓計畫值得臺灣

參考，類似計畫可提升立法幕僚的專業培訓及促

進不同政黨之間的合作與相互尊重。 

四、 關於課程安排及語言學習 

（一） 本次訓練課程內容十分全面，讓我們從政府行政

機構、立法委員、智庫、多邊組織、大學等多角

度獲得不同觀點。此外，課程精準設計，使此次

訓練學習經驗豐富，成效顯著。 

（二） 今年的商務人員培訓計畫整體架構完善，可作為

未來培訓計畫的參考範本，且訓練期間與駐外經

濟組交流互動，了解駐外工作內涵，收穫頗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