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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台灣與新加坡發表聯合聲明指出，雙方將

就洽簽台星經濟夥伴協議展開正式談判，

協議正式定名為「新加坡與臺灣、澎湖、

金門及馬祖個別關稅領域經濟夥伴協議」。

16
中國、日本和南韓在首爾簽署有關成立合

作秘書處的協定，這是中日韓簽署的第一

個國際條約。

16
日本《朝日新聞》報導中國第一艘五至六

萬噸級傳統動力航空母艦將在二○一四年

正式服役，購自烏克蘭的「瓦雅格號」，

預定二○一二年服役，核動力航母預定二

○二○年完成。

17
日本內閣會議通過新修訂的防衛計畫大綱

與「中期防衛力整備計畫」，首次將中國

軍事動向明記為「地域與國際社會憂慮事

項」，自衛隊防衛重點也將移轉西南群島。

17
經濟部投審會十七日通過友達光電間接在

中國投資七．五代面板廠案，總投資金額

達三十億美元。

大 事 紀

2010年12月

19
日本調查顯示僅有 20% 的日本人對中國有

親近感，創下調查自 1978 年以來的歷史

新低。

20
第六次江陳會登場，簽署「兩岸醫藥衛生

合作協議」。

20
行政院長吳敦義擔任總統特使，前往非洲

友邦布吉納法索，參加新任總統龔保雷就

職典禮。

21
經濟學人資訊社（ＥＩＵ）公布的二○一

○年全球民主指數調查，台灣排名全球第

三十六名，比兩年前倒退三名。

21
陸委會主委賴幸媛會見海協會會長陳雲林，

就撤彈議題，陳表示由於兩岸沒有具體協

議以解除敵對狀態，因此必須坐下來商談

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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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讀賣新聞》與美國蓋洛普公司共同民調

指出，認為中國「無法信任」的日本人高

達 87％，如此認為的美國人達到 65％。

22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ＮＣＣ）以年代綜

合台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規定，將關掉年

代綜合台訊號。

23
美國參議院批准美俄「新戰略武器裁減條

約」（New START），將長程戰略核子彈

頭數量，限制在不超過 1550 枚，較先前

的上限削減約 30%。

23
南韓在南北韓邊界附近展開大規模海陸空

聯合實彈演習。

25
台灣五都正式就位，五都市長同步宣誓就

職。

26
學界發起「反收買、要新聞：傳播學界反對

政府置入與業配新聞」連署，獲一百二十八

位教授支持。

27
立法院經濟委員會通過民進黨籍立委提案，

成立兩岸經合會與投保協議相關資料調閱

專案小組，實質進行國會監督。

28
遠見雜誌公布「台灣民眾對韓國觀感大調

查」，高達 65.6% 民眾對韓國印象變差，

過半民眾贊成抵制韓貨。

28
美軍調派「雷根號」航空母艦前往西太平

洋，加入在日本橫須賀的「喬治華盛頓號」

與關島的「卡爾文森號」航母，以因應朝

鮮半島變局。

30
中央銀行決定持續升息半碼，利率的重貼

現率提高至一．六二五％，以抑制炒房投

資客及炒匯熱錢。

31
內政部尊重新北市政府將新北市英譯為

「New Taipei City」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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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維基於去年十月當選的巴西新任女總統羅

塞夫（Dilma Vana Rousseff）宣誓就任總

統，為巴西第一位女性元首。

2
公務員十八％優惠存款利率將納入公務人

員退休法，將其法制化保障，然政策遭質

疑將擴大貧富差距。

4
立法院院會三讀通過備受爭議的全民健康

保險法修正案。未來保費採雙軌制，民進

黨團拒絕背書，衛生署長楊志良請辭。

5
行政院公投審議委員會第四度駁回由台聯

黨主席黃昆輝領銜提出的ＥＣＦＡ公投案。

6
美國國會研究服務處報告指出，中國解放

軍現代化的近程目標是以解決台灣情勢為

想定，在台海發生衝突時能嚇阻或延遲美

軍的介入。

7
立法院院會三讀通過「所得稅法部分條文修

正案」，軍教人員將從民國一○一年恢復

課稅，一○二年申報，共影響三十七萬人。

7
陸委會公布民調，贊成「維持現狀，以後

獨立」達到十七．六％，為近六年新高；

主張「廣義維持現狀」達八成七。

9
非洲國家蘇丹南部地區舉行為期一週的公

投，決定是否脫離蘇丹獨立，公投結果將

在二月一日宣布。

10
中共國防部長梁光烈於北京會見美國國防

部長蓋茲，梁光烈重申中國反對美國軍售

台灣的立場。

11
歐盟卅五個國家與地區給台灣旅客免簽證

正式生效。

12
立法院院會三讀通過「預算法增訂第六十二

條之一條文案」，未來政府機關、公營事

業、政府捐助基金五十％以上的財團法人、

政府轉投資資本五十％以上的事業，不得

辦理置入性行銷。

12
四位美國眾院「台灣連線」共同主席聯名

致函歐巴馬總統，敦促歐巴馬與胡錦濤會

面時要關切中華民國的安全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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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自由之家公布二○一一年世界自由度報告，

台灣自由表現與去年持平，但被認為媒體

環境有惡化的發展。

14
日本首相菅直人進行執政來第二度內閣改

組，計有 11 名留任，2 名轉任新職，新入

閣 4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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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6-01/15 台灣社團活動紀錄

事 件時 間  

12/17

12/18

12/23

12/24

12/25

12/31

●【搶救台灣行動聯盟】（南投竹山場）

●【美國人在台灣的足跡特展】，展期：12/17-1/24（美國在台協會）

●【槍擊重傷民主 真相儘速公布】本土社團聯合記者會（主辦：台灣社）

 簡介：連勝文槍擊案發生到現在，包括現場錄影畫面、連勝文受傷後

的 X 光片及相關病歷等關鍵性事證，遲遲沒有對外公布，對照 2004

年 319 槍擊案發生時扁政府的處理態度，種種疑點難以釐清，對台灣

民主造成極大的傷害。

●【台灣教授學會創會二十年：2010 年感恩募款餐會】，地點：一郎餐

廳（台灣教授協會）

●【搶救台灣行動聯盟】（南投草屯場）

●【法學期刊、法學研究與評鑑－從 Harvard Law Review 談起】座談會，

地點：台大法律學院霖澤館一樓第四會議室（台大法律學院企業暨金

融法制研究中心）

●【搶救台灣行動聯盟】（南投水里場）

●【建國耶時機與實踐】公投台灣國座談會，地點：台北場，台大校友會

館（台灣國辦公室）

●【台灣的方向－ 2010 的回顧與展望】座談會，地點：台大校友會館（台

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

●【搶救台灣行動聯盟】（南投埔里場）

●【2010 終結中華民國】街頭演講會，地址：高雄市中山、五福路口（高

雄市本土社團、台灣獨立建國聯盟高雄分部、十字路口戰將獨台會、

台灣教授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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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書暨紀錄片發表會：八八水災口述史】，地點：台大校友會館（台

灣教授協會）

	簡介：2009-2010 災後重建訪問紀錄。

●【當今台灣社會的重要文化議題講座】，主講者：莊萬壽教授，地點：

台師大校本部文學院（台灣師範大學，台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

●【經濟政策應顧及台灣主體性 一味傾中並無法帶給人民幸福座談會】

（新台灣國策智庫）

 簡介：面對台灣日益嚴重的往中國傾斜、所得分配不均及財政狀況惡

化等情勢，新台灣國策智庫 10 日上午舉辦《台灣經濟發展的困境與

出路》座談會，針對未來台灣經濟走向，邀請台北大學經濟系教授王

塗發等人提出建言。

●【藝術與人權－從畢卡索的名畫《格爾尼卡》談起】，主講者：台北教

育大學蘇振明教授，地址：cafe philo 露臺區（Cafe Philo）

 簡介： Cafe Philo 哲學星期五，透過畢卡索的《格爾尼卡》與大家分

享畫家創作的圖像背後深藏的社會意識與人文關懷，並進一步探討台

灣社會當前最重要的文化課題：如何凝聚共識，產生屬於台灣集體意

識的視覺符號與圖像。

●【誰的建國？－揭開中華民國建國的真相】，地址：台大校友會館，主

講者：張炎憲、陳儀深、鄭欽仁、李永熾、薛化元（台灣教授協會）

●【贏了解釋、輸了官司座談會】，地點：台大法律學院霖澤館（台灣法

學會）

 簡介：大法官定期宣告失效與個案救濟。

●【建國耶時機與實踐】公投台灣國座談會台中場，地點：台灣大地文教

基金會（台灣國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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