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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 15 年豐富工作經驗；工程主管曾任職於美國大型專業

   電工公司區域經理                       

˙ 精通各種商業建築的新建、改造、安裝及維修          

˙ 追求精益求精的職業素養；打造專注敬業的技術團隊 

˙ 承接辦公樓、倉庫、餐館、診所等各項商業類電工業務

  （暫不提供住宅服務）

頂尖匠藝 助力鼎盛 頂鼎電工 讓光明盡在掌握

聯繫人：Sarah  469.770.1010
              Kevin 469.939.3187（國語 福州語）

              Email: ddingelec@gmail.com

政府註冊執牌公司  兩百萬商業保險
○ 免費評估價格 保證服務質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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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鼎電工工程公司
Texas Licensed Electrical Contractor TECL 21916

（中央社）法國總

統馬克宏訪問中國後

主張歐洲不該捲入台

海危機，失言風波延

燒。紐約時報報導，

台灣對歐洲很重要，

馬克宏迎合北京的言

論遭猛烈抨擊，使他

陷入執政6年來最孤

立局面。

報導形容，馬克宏

4月稍早在中國受盛

情款待，簡直像情侶示愛。在俄羅斯全面入侵烏

克蘭、北京成為國際衝突調解者的新世局中，這

次3天國是訪問展現他希望法國和其他大國平起

平坐的雄心，但他回到歐洲後卻受到冷冰冰的待

遇。

這 篇 由 紐 時 巴 黎 分 社 社 長 柯 恩 （ R o g e r 

Cohen）執筆的報導寫道，馬克宏對內面臨年金

改革掀起的示威潮，在外也遭撻伐。他先是未能

勸阻俄羅斯總統蒲亭揮軍烏克蘭，如今面對中國

國家主席習近平企圖分化歐洲與美國，馬克宏表

現遭批評為「天真幼稚」。

報導說，馬克宏欲重塑法國及俄烏戰爭落幕

後的國際秩序根基，但這次中國行讓他在法國不

受歡迎、國際間不被信任，面對就任總統6年來

最孤立局面。

馬克宏訪問北京期間，中法發表聯合聲明，

重申雙方「全面戰略夥伴關係」。他接受中國採

用的「多極世界」語彙，主張捨棄「集團」、

摒棄「冷戰思維」、減少依賴「美元的治外法

權」。

更令美國等盟友憂心的是，馬克宏在回程專

機上接受政治新聞網站Politico歐洲版及2名法國

記者專訪時表明，歐洲應推動法國主張的「戰略

自主」，不該淪為美國的附庸，而且台灣安全不

關歐洲的事。

馬克宏談及台灣時說：「更糟的是，歐洲人

自認應該在這議題上成為追隨者，根據美國的節

奏和中國的過度反應做調整。」

紐時報導寫道，台灣在經濟與政治理由上確

實對歐洲很重要。

報導提到，台灣生產全球逾60%的半導體，先

進半導體產量更占全球約90%，世界靠台灣的晶

片運作。

北京粉碎香港民主願望後一旦武力犯台、壓

迫台灣自由民主，將為歐洲與馬克宏誓言替烏克

蘭捍衛的理想帶來毀滅性影響。

馬克宏涉台言論惹議後，法國總統府艾里賽

宮（Elysee Palace）聲明對台立場不變，「我們

支持現狀，維持我們和公認是民主體制的台灣的

交流與合作」。

艾里賽宮並澄清，法國和美國、中國並非保

持等距，「美國是我們的盟友，我們有共同價值

觀」。

美國總統拜登政府未出言批評法國，歐洲聯

盟（EU）也對馬克宏與隨他訪中的歐盟執行委

員會主席范德賴恩之間的分歧輕描淡寫。范德

賴恩在北京時說「區域內任

何人都不該以武力片面改變

現狀」，直言不諱談台灣議

題，與馬克宏訪中期間避提

台灣形成鮮明對比。

波 蘭 總 理 莫 拉 維 茨 奇

（Mateusz Morawiecki）11日

說，與美國同盟是歐洲安全

的絕對根基，並暗諷馬克

宏，提到某些西方國家領袖

「夢想和所有人合作，包括

俄羅斯和遠東一些大國」。

報 導 寫 道 ， 這 番 話 凸

顯馬克宏就算把歐洲雄心

與夢想掛嘴邊，歐陸內部

仍意見分歧。與俄羅斯接

壤、依靠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NATO）保護的前線國家，和馬克宏主張法國

與美國「同盟但不事事一致」的戴高樂主義願景

間的分歧最為明顯。

友 台 的 美 國 聯 邦 參 議 員 盧 比 歐 （ M a r c o 

Rubio）在馬克宏訪談刊出後錄製2分鐘影片批評

說：「馬克宏代表全歐洲發言嗎？馬克宏現在是

歐洲領袖嗎？如果是的話，我們將不得不改變一

些事情。」

他說，其中一件事是美國可能要告訴歐洲

「烏克蘭的事你們就自己處理吧」。

報導寫道，盧比歐點出馬克宏說詞問題之

一：美國提供烏克蘭大量軍援時，高談打造歐洲

「戰略自主」顯得挑釁，特別是美國即將邁入大

選年，共和黨對花大錢援助烏克蘭日漸不滿的此

刻。

另一問題在於時機：馬克宏在機上接受訪問

後不久，中國在台灣周邊發動軍事演習，以武嚇

回應總統蔡英文5日在加州會晤美國聯邦眾議院

議長麥卡錫。

德國外交關係協會（DGAP）執行長沃爾夫

（Guntram Wolff）說，發言地點、時機都很重

要。馬克宏一離開中國就說台灣不關歐洲的事，

啟人疑竇，「如果你認為歐洲應該放棄台灣，馬

上就會有人問『你還放棄了誰？』」

紐時：馬克宏失言 台對歐很重要

（中央社）民進黨中執會12日正式提名黨主

席賴清德參選2024總統，賴清德說，他將完成

2024大選2個總目標「總統高票當選」、「國

會單獨過半」，實踐「民主團結」、「民主治

理」，以及「民主和平」三大民主行動。

民進黨中執會正式公告提名賴清德參選2024

年總統，並於會後召開提名記者會，賴清德發

表談話，並與黨公職握拳高呼「團結勝選 Team 

Taiwan 挺台灣」等口號。

賴清德承諾，將帶領全體立委參選人，結合

社會進步力量，竭盡所能爭取全民的支持，完

成2024大選的總目標，包括，總統高票當選、

國會單獨過半。他說，以此穩定的民主力量，

實踐「民主團結」、「民主治理」，以及「民

主和平」三大民主行動，推動國家希望工程，

達到「民主」、「繁榮」、「和平」的目標。

賴清德說，第一大行動「民主團結」，是要

打造民主共同體，團結國家；第二大行動「民

主治理」，是要建立開放政府，打造韌性、繁

榮的台灣；第三大行動是「民主和平」，是要

展現民主活力，攜手理念相近國家，和平保護

台灣。

賴清德表示，民主就是「人民作主」，政

府不只要充分保障人民的權利，更要積極提升

人民對國家發展的參與率，一起開創一個更進

步、更美好的國家。

他 說 ， 將 落 實 民 主 治 理 ， 秉 持 「 人 民 作

主」、「公開透明」的精神，建立開放政府，

來提升公民參與公共審議，讓不同領域的利害

關係社群，有機會共同解決複雜的議題，透過

由下而上的民主實踐，發展出屬於台灣的民主

韌性。

他指出，會強化台灣經濟韌性，因應氣候變

遷、地緣政治變化及後疫情時代的種種挑戰，

台灣必須持續改善投資環境、加入區域經濟、

進入全球供應鏈，讓企業得以立足台灣、佈局

全球、行銷全世界。

賴清德說，放眼全球，印太區域的人口，已

經超過40億人，GDP占世界6成，是世界經濟發

展最快速，也是國際地緣戰略最具競爭性的區

域。台灣位處印太第一島鏈的關鍵位置，台灣

對印太的和平穩定及世界的永續發展，都至關

重要。

他說，台灣要積極扮演印太發展的關鍵角

色，展現民主活力，深化民主夥伴關係，除了

區域安全合作外，更要透過民主自由價值、公

衛醫療經驗，半導體產業鏈，或是宗教自由、

體育交流、青年服務、學術研究等各領域的成

就，攜手理念相同國家，形成和平共同體，既

維護印太及世界的和平，也促成「和平保護台

灣」。

賴清德說，在總統蔡英文領導下，世界已

經看見台灣、肯定台灣，未來，他將在相同的

民主道路上，持續壯大民主台灣，讓世界需要

台灣，也讓世界擁抱台灣。台灣是民主世界的

MVP，大家一起加油。

賴清德宣示3大民主行動

馬克宏接受政治新聞網站Politico專訪時表明台灣安全不關歐洲的事。

  民進黨正式提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