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20 就職》賴清德喊就職中華民國總統！

演說全文曝光
中時新聞網 莊雅婷 、中時、 崔慈悌 、 曾薏蘋 、 陳信翰

賴清德總統在今（20日）就任中華民國第 16任總統，並於 10時 58分發表就職演說，

以下為致詞全文：

標題：打造民主和平繁榮的新台灣

蕭美琴副總統、各位友邦的元首與貴賓、各國駐台使節代表、現場所有的嘉賓，電視機

前、還有線上收看直播的好朋友，全體國人同胞，大家好：

我年輕的時候，立志行醫救人。

我從政的時候，立志改變台灣。

現在，站在這裡，我立志壯大國家！

我以無比堅定的心情，接受人民的託付，就職中華民國第十六任總統，我將依據中華民

國憲政體制，肩負起帶領國家勇往前進的重責大任。

回想 1949年的今天，台灣實施戒嚴，全面進入專制的黑暗年代。

1996年的今天，台灣第一位民選總統宣誓就職，向國際社會傳達，中華民國台灣是一

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主權在民。

2024年的今天，台灣在完成三次政黨輪替之後，第一次同一政黨連續執政，正式展開

第三任期！台灣也揚帆進入一個充滿挑戰，又孕育無限希望的新時代。

這段歷程，是這塊土地上的人們，前仆後繼、犧牲奉獻的結果。雖然艱辛，但我們做到

了！

此時此刻，我們不只見證新政府的開始，也是再一次迎接得來不易的民主勝利！

許多人將我和蕭美琴副總統的當選，解讀為「打破八年政黨輪替魔咒」。事實上，民主

就是人民作主，每一次的選舉，虛幻的魔咒並不存在，只有人民對執政黨最嚴格的檢驗、對

國家未來最真實的選擇。

我要感謝，過去八年來，蔡英文前總統、陳建仁前副總統和行政團隊的努力，為台灣的

發展，打下堅實的基礎。也請大家一起給他們一個最熱烈的掌聲！

我也要再次感謝國人同胞的支持，不受外來勢力的影響，堅定守護民主，向前走；不回

頭，為台灣翻開歷史的新頁！

在未來任期的每一天，我將「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視民如親」，不愧於每

一分信賴與託付。新政府也將兢兢業業，拿出最好的表現，來接受全民的檢驗。我們的施政

更要不斷革新，開創台灣政治的新風貌。

一、行政立法協調合作，共同推動國政

今年二月上任的新國會，是台灣時隔十六年後，再次出現「三黨不過半」的立法院。面

對這個政治新局，有些人抱持期待，也有些人感到憂心。

我要告訴大家，這是全民選擇的新模式，當我們以新思維看待「三黨不過半」，這代表

著，朝野政黨都能分享各自的理念，也將共同承擔國家的種種挑戰。

然而，全民對於政黨的理性問政，也有很大的期待。政黨在競爭之外，也應該有合作的

信念，國家才能踏出穩健的步伐。

立法院的議事運作，應該遵守程序正義，多數尊重少數，少數服從多數，才能避免衝突，

維持社會的安定和諧。

在民主社會，人民的利益至上，這是民主的根本；國家的利益優先於政黨的利益，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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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黨的天職。當朝野政黨推動法案，都能夠合乎憲法，秉持「人民至上」、「國家優先」的精

神時，國政自然順利推展。

行政院卓榮泰院長率領的內閣團隊，也將優先解決對社會有益、朝野有共識的議題，以

積極行動、創新思維，解決民瘼，來回應民意、服務人民。

目前，0403災後的復原工作，正在進行。我要再次向罹難者表示哀悼、慰問家屬。我

也要感謝所有協助救災和重建的國人，以及再次感謝國際社會的關心和支持。

中央政府已經規劃投入 285.5億元，來協助重建及產業振興，幫助花蓮民眾可以儘早恢

復正常生活。

我對未來中央和地方的互相合作、行政和立法的協調運作，寄予厚望，也希望跟所有國

人攜手努力，一起深化台灣的民主，維護印太的和平，促進世界的繁榮！

二、民主台灣，世界之光

各位國人同胞，民主、和平、繁榮是台灣的國家路線，也是台灣與世界的連結。

台灣是「世界民主鏈」的亮點，民主台灣的光榮時代已經來臨！

台灣自從總統直選以來，已經成為全球最蓬勃發展的民主國家之一。我們持續提升人權，

向世界展現民主自由的價值。

台灣是亞洲第一個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國家。

台灣示範了，民主防疫可以優於專制防疫。

台灣不論是民主指數，或是自由度的評比，在亞洲的排名都是數一數二。民主台灣已經

是世界之光，這份榮耀屬於全體台灣人民！

未來，新政府將持續善用台灣的民主活力，推動國家發展，也加深國際合作。

對內，我會用人唯才，清廉勤政，並落實民主治理，建立開放政府，以「公開透明」、

「人民作主」的精神，鼓勵大眾參與公共政策，繼續推動十八歲公民權，共同實踐國家的願

景。

對外，我們將持續與民主國家，形成民主共同體，彼此交流各領域的發展經驗，一起對

抗假訊息，強化民主韌性，因應各項挑戰，讓台灣成為民主世界的MVP！
三、民主台灣，世界和平舵手

和平無價，戰爭沒有贏家。明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就滿八十年，台灣和各國都一

樣，走過戰後艱辛的復興道路，才有今天的發展成果，沒有人願意讓戰爭摧毀這一切。

如今，俄烏戰爭和以哈戰爭，持續衝擊全世界，中國的軍事行動以及灰色脅迫，也被視

為全球和平穩定最大的戰略挑戰。

台灣位居「第一島鏈」的戰略位置，牽動著世界地緣政治的發展。早在 1921年，蔣渭

水先生就指出，台灣是「世界和平第一關的守衛」，在 2024年的今天，台灣的角色更加重要。

國際間已經有高度共識，認為台海的和平穩定，是全球安全與繁榮不可或缺的要素。

為了因應當前複雜的國際情勢，世界各國已經展開積極的合作，來維持區域的和平穩定。

就在上個月，美國也完成了「印太安全補充撥款法案」的立

法，將提供印太區域額外安全援助，支持台海的和平穩定。

我們感謝世界各國對台灣的重視和支持，我們也要向世界宣告：民主自由，是台灣不可

退讓的堅持，和平是唯一的選項，繁榮是長治久安的目標！

由於兩岸的未來，對世界的局勢有決定性的影響，承接民主化台灣的我們，將是和平的

舵手，新政府將秉持「四個堅持」，不卑不亢，維持現狀。

我也要呼籲中國，停止對台灣文攻武嚇，一起和台灣承擔全球的責任，致力於維持台海

及區域的和平穩定，確保全球免於戰爭的恐懼。

台灣人民熱愛和平，與人為善。我始終認為，如果國家領導人以人民福祉為最高考量，

那麼，台海和平、互利互惠、共存共榮，應該是彼此共同的目標。



因此，我希望中國正視中華民國存在的事實，尊重台灣人民的選擇，拿出誠意，和台灣

民選合法的政府，在對等、尊嚴的原則下，以對話取代對抗，交流取代圍堵，進行合作，可

以先從重啟雙邊對等的觀光旅遊，以及學位生來台就學開始，一起追求和平共榮。

各位國人同胞，我們有追求和平的理想，但不能有幻想。在中國尚未放棄武力犯台之下，

國人應該了解：即使全盤接受中國的主張，放棄主權，中國併吞台灣的企圖並不會消失。

面對來自中國的各種威脅滲透，我們必須展現守護國家的決心，提升全民保家衛國的意

識，健全國安法制，並且積極落實「和平四大支柱行動方案」，強化國防力量，建構經濟安

全，展現穩定而有原則的兩岸關係領導能力，以及推動價值外交，跟全球民主國家肩並肩，

形成和平共同體，來發揮威懾力量，避免戰爭發生，靠實力達到和平的目標！

四、民主台灣，世界繁榮推手

台灣需要世界，世界也需要台灣！台灣不只是打開世界的大門，台灣已經走到世界舞台

的中心！

展望未來的世界，半導體無所不在，AI浪潮席捲而來。現在的台灣，掌握半導體先進

製程技術，站在 AI革命的中心，是「全球民主供應鏈」的關鍵，影響世界經濟發展，以及

人類生活的幸福與繁榮。

各位國人同胞，當我們主張，中華民國台灣的未來，由兩千三百萬人民共同決定。我們

決定的未來，不只是我們國家的未來，也是全世界的未來！

我們要走對的路，產業要大展身手，做世界繁榮的推手，讓台灣每前進一步，世界就向

前一步！

過去，我擔任行政院長、副總統，到全國各地的產業拜訪，我了解台灣產業的潛力和需

求。未來，政府會跟產業界密切合作，把握三大方向，推動台灣的發展。

第一個方向是，「前瞻未來，智慧永續」。

面對氣候危機，我們必須堅定地落實 2050淨零轉型。面對全球智慧化的挑戰，我們站

在半導體晶片矽島的基礎上，將全力推動台灣成為「人工智慧之島」，促成人工智慧產業化，

加速人工智慧的創新應用，並讓產業人工智慧化，用人工智慧的算力，來提升國力、軍力、

人力和經濟力。

我們也必須發展創新驅動的經濟模式，透過數位轉型，以及淨零轉型的雙軸力量，來協

助中小企業升級轉型，追求包容性成長，打造智慧永續新台灣，創造台灣第二次經濟奇蹟。

除了投資新創，培育新世代隱形冠軍之外，無論是量子電腦、機器人、元宇宙，或精準

醫療，各領域的前瞻科技，我們也都要大膽投資，讓年輕人可以追逐夢想，也確保台灣在未

來世界的領先地位。

第二個方向是，「競逐太空，探索海洋」。

我們立定目標，要讓台灣成為無人機民主供應鏈的亞洲中心，也要發展下一個世代通訊

的中低軌道衛星，進軍全球太空產業。

我們更要探索海洋，發揮海洋國家的優勢，豐富人民的海洋生活，並且投入海洋科技研

究，推動海洋產業發展，提升國家競爭力。我們要讓台灣的經濟與產業，往更多面向發展，

無遠弗屆。

第三個方向是，「布局全球，行銷全世界」。

台灣已經申請加入 CPTPP，我們會積極爭取加入區域經濟整合；跟世界民主國家簽訂

雙邊投資保障協定，深化貿易夥伴關係；並解決碳關稅問題，進一步開拓發展空間。

我們也要站穩全球供應鏈的關鍵地位，好好把握地緣政治變化所帶來的商機，發展半導

體、人工智慧、軍工、安控，以及次世代通訊等「五大信賴產業」，並且持續改善投資環境，

歡迎台商回台投資，鼓勵在地的企業擴大投資，根留台灣。

我要向各行各業的朋友保證：各位有雄心壯志，追求頂尖，政府也有決心鼎力相助，讓



台灣的產業能夠立足台灣、布局全球、行銷全世界！

台灣絕對有能力，成為「經濟日不落國」，無論太陽從哪裡升起，都可以照到台灣的企

業，造福當地的發展，也讓台灣人民能夠有更富足的生活！

五、樂民之樂，憂民之憂

我深信，經濟發展的果實，應該為全民所共享。未來，在推動「國家希望工程」、擴大

社會投資之下，我要建立一個有愛和道德勇氣的台灣社會。年輕人可以看見希望，壯年人可

以實現夢想，老年人可以擁有幸福，弱勢者可以得到照顧。每一個人在人生的每一個階段，

都能夠獲得政府的支持。

未來，幼托、長照、社會住宅等服務，要延續擴大；

物價、房價、貧富差距等問題，要不斷改善；

食品安全、道路安全、校園安全、社會安全網等保障，要持續強化；

還有，對於教育、司法、轉型正義等改革工作，也都要繼續做下去！

我也了解國人對生活的煩惱和期待，凡是各位關心的議題、社會需要的改革，政府都會

積極以對，全力以赴。

大家希望收入更高，我會推動產業升級，創造更好的薪資環境。

大家期待治安更好，我會積極打擊黑金、槍、毒和詐騙。

大家需要供電穩定，我會推動第二次能源轉型，發展多元綠能、智慧電網，強化電力系

統的韌性。

大家關心勞保財務，我要再次強調，只要政府在，勞保絕對不會倒。

大家重視交通安全，我會打造符合人本的交通環境，擺脫「行人地獄」的惡名。

大家期待政府能夠幫助家庭照顧者減輕負擔，以及協助產業改善缺工的困境，這些問題，

我都會積極解決。

迎向未來，我們都期待一個更強韌的台灣，可以妥善因應傳染病、天災地變等各類型災

害，以及加速都市更新，解決危老建築的問題。

我們也期待一個更健康的台灣，我期許自己發揮醫師專業，集結各界的力量，打擊癌症，

以及成立「體育暨運動發展部」，推展全民運動，並且確保健保永續經營，讓國人活得長壽

又健康。

未來的台灣，要保有多樣性的生態環境，多元族群的文化，以實踐環境永續、文化永續，

讓國家更美好。

未來的台灣，會有更多元發展的創新經濟，會有更普及的數位科技應用，會有更好的競

爭力和雙語力，會有更強大的公共支持服務體系，也會有更尊重性別平等的環境，讓每一位

國民的權利受到保障。

未來的台灣，更要讓每一個縣市，依據特色發展，推動地方創生產業，落實「均衡台灣」

的目標，處處可以安居，人人可以樂業！

六、團結力量大，繼續壯大國家

親愛的國人同胞，國家的未來發展，需要每一分力量。面對全球化、全面性競爭的時代，

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單打獨鬥，也沒有一個分裂的社會能夠成功面對。

團結一致，我們的腳步就更穩；相互扶持，我們的足跡就更遠。為了國家的生存發展，

我將透過民主的力量，團結所有國人，壯大國家。

我們都知道，有主權才有國家！根據中華民國憲法，中華民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有中

華民國國籍者，為中華民國國民；由此可見，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每一個

人，都要團結、愛護國家；任何一個政黨，都要反併吞、護主權，不可為了政權犧牲國家主

權。

當世界上有越來越多國家，公開支持台灣的國際參與，在在證明了，台灣是世界的台灣，



台灣是全球和平繁榮值得信賴的力量。

全體國人不分族群，也不論先來後到，只要認同台灣，都是這個國家的主人。無論是中

華民國、中華民國台灣，或是台灣，皆是我們自己或國際友人稱呼我們國家的名稱，都一樣

響亮。就讓我們不分彼此，大家一條心，大步走向世界！

七、台灣新世界，世界新台灣

當台灣走進世界，我們也歡迎世界走進台灣。許多新住民朋友、外籍友人，從世界各地

來到台灣，寫下屬於台灣的新篇章。我要感謝你們，也要向你們致敬！

今天現場，也有千里來訪的國際友人，有歸國的僑胞朋友，以行動支持台灣。我們是不

是用最熱烈的掌聲歡迎、感謝他們！

今晚，我們接待國內外賓客的國宴，選擇在台南舉辦。1624年，台灣從台南出發，開

啟台灣全球化的開端。站在「台南 400」的歷史時刻，台灣更要展現自信，勇敢航向新世界，

讓世界迎接新台灣。

我也要邀請每一位國人，和我一起為孕育你我的母親台灣喝采，我們一起用行動守護她、

榮耀她，讓世界擁抱她，讓她成為國際上令人尊敬的偉大國家！

謝謝大家！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40520001549-260407?chdtv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40520001549-260407?chd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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