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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的「外交休兵」政策是一次重大打擊與挫敗。甘比亞與我國斷交是否因為「中國因素」，沒有

模糊解釋的空間，為防止外交斷交潮的「骨牌效應」發生，爰建請行政院應與外交部及相關部會

立即進行危機管控，重新面對國際現實，共同檢討政府的外交路線，重新調整外交戰略與策略。

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八案： 

本院台灣團結聯盟黨團，有鑑於甘比亞總統賈梅於日前突然發布聲明，宣布與我國斷交，在媒體及

輿論各方批評下，皆將此一外交事件視為對馬總統的「外交休兵」政策是一次重大打擊與挫敗。

甘比亞與我國斷交是否因為「中國因素」，沒有模糊解釋的空間，為防止外交斷交潮的「骨牌效

應」發生，爰建請行政院應與外交部及相關部會立即進行危機管控，重新面對國際現實，共同檢

討政府的外交路線，重新調整外交戰略與策略。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甘比亞總統賈梅辦公室於 2013 年 11 月 14 日突然發布聲明，為了「國家戰略利益」，甘

比亞將終止與中華民國長達 18 年的外交關係；甘比亞按照外交儀節，透過中華民國駐甘比亞大

使館，以「外交節略」呈附一封轉呈總統馬英九的信函，完全是不符合外交慣例的做法，顯示該

國對台灣政府的現實與無情。 

二、馬英九總統上任五年多來，致力推動活路外交，此前雖維持「零斷交」的政績，但從此

次甘比亞片面丟出斷交的震撼彈來看，「外交休兵」已面臨全面崩盤的危機。 

三、甘比亞總統在臉書上說，甘比亞只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唯一的中國，戳破了政府

一再粉飾「活路外交」或「外交休兵」的謊言。顯然，甘比亞與我國斷交就是「中國因素」，沒

有模糊解釋的空間。證明馬政府的兩岸關係和緩「攏系假」。因此，面對中共的兩手策略，一手

在國際上封殺台灣，一方在兩岸關係上欺騙台灣人，馬政府竟仍故意無視此問題存在，實有未當

。 

提案人：台灣團結聯盟立法院黨團 許忠信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九案，請提案人陳委員歐珀說明提案旨趣。（不在場）陳委員不在場，本案暫不予處

理。 

進行第十案，請提案人潘委員孟安說明提案旨趣。 

潘委員孟安：（13 時 59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席等 13 人，有鑑於恆春醫療資源嚴重不足，高

雄醫學大學調查指出恆春地區每位西醫服務人數和全國平均值差距近 3 倍，急重症醫療資源更遠

低於全國平均值，在地人赴外地就醫比例過高，顯示恆春半島醫療資源城鄉差距相當嚴重，行政

院應儘速強化恆春地區急重症醫療資源、提撥醫療發展基金照顧偏遠地區民眾。是否有當，敬請

公決。 

第十案： 

本院委員潘孟安等 13 人，有鑑於恆春醫療資源嚴重不足，高雄醫學大學調查指出恆春地區每位西

醫服務人數和全國平均值差距近 3 倍，急重症醫療資源更遠低於全國平均值，在地人赴外地就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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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過高，顯示恆春半島醫療資源城鄉差距相當嚴重，行政院應儘速強化恆春地區急重症醫療資

源、提撥醫療發展基金照顧偏遠地區民眾。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高雄醫學大學醫務管理學研究所去年針對恆春半島的 6 個鄉鎮進行調查，發現在需求面

上，恆春半島赴外地就醫比例高、佔床比例低，在供給面，醫療人員人力不足，民眾對現有當地

醫療院所提供的服務，信心不足。 

二、全國每位西醫師平均服務人數為 641 人，恆春半島高出近 3 倍，每萬人口急性病床數，

全國平均值是 32 床，恆春半島僅及一半；包括心血管疾病、腦中風、車禍傷害等急重症的死亡

率，均高出全國平均值，急重症的各項醫療資源也遠低於全國平均數。 

提案人：潘孟安 

連署人：陳節如  李昆澤  李俊俋  吳秉叡  陳亭妃  

姚文智  陳唐山  何欣純  蔡煌瑯  楊 曜  

黃偉哲  許智傑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十一案，請提案人蔣委員乃辛說明提案旨趣。 

蔣委員乃辛：（14 時）主席、各位同仁。本席與楊委員瓊瓔、鄭委員汝芬等 26 人，有鑑於國人進

口黃豆與玉米高達 9 成以上都是基因改造，而國內的這兩種食品，幾乎都標示「非基因改造」加

上沒有專屬號列來管制所以政府沒辦法有效掌握、追蹤原物料的流向，也沒辦法確認市售食品的

真實性，導致民眾無從辨識、食不安心。為了維護民眾的飲食安全本席等要求行政院儘速訂定「

基改與非基改」原物料的專屬號列，加強基改食品標示不實的查驗，比照歐盟將基改食品中含有

0.9%基改成分，就必需要標示。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十一案： 

本院委員蔣乃辛、楊瓊瓔、鄭汝芬等 26 人，有鑑於國人黃豆與玉米的需求量龐大，但專家指出國

內自產量只有 1%，99%需仰賴進口。黃豆每年進口量約 230 萬公噸，有 93%屬基因改造，非基

改的黃豆大約 16 萬噸；而玉米每年進口量約 450 萬公噸，有 90%的玉米為基因改造，非基改的

玉米大約 45 萬噸。反觀國內黃豆與玉米的食品數量龐大，大部分卻都標示「非基因改造」，但

事實上進口的黃豆與玉米超過九成是基因改造，這些大部分標示「非基因改造」的食品的真實性

令人質疑；加上沒有專屬號列來管制「基改」原物料，政府也不敢保證市售的黃豆玉米食品到底

是不是「非基改」的或標示有沒有作假。正因為沒有「基改與非基改」原物料的專屬號列，所以

政府沒辦法有效掌握、追蹤「基改」原物料的流向，也沒辦法確認市售食品到底是不是「非基改

」，更導致民眾無從辨識、食不安心。為了維護民眾的飲食安全，確保產品標示的透明與正確，

本席等要求行政院儘速完成「基改與非基改」原物料的專屬號列，有效監控基改原物料的流向與

產量；加強基改食品標示不實的查驗，公布不合廠商與產品；修法加大「基因改造食品」的字體

（每字一公分）並標示在食品包裝正面，讓消費者有知曉與自由選擇的權利；比照歐盟採較嚴謹

基改原料容許標示基準（5%→0.9%），不論是包裝、散裝或二次加工的基改食品都應該標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