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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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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一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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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四
日 

 

主
席
、
各
位
代
表
、
各
位
貴
賓
、
各
位
女
士
暨
各
位
先
生
： 

亞
洲
商
工
總
會
第
九
屆
會
員
大
會
在
臺
北
市
舉
行
，
運
璿
應
邀
參
加
開
幕
典
禮
，
內
心
深
感
愉
快
和
榮
幸
。
首
先
，
我
要
向
來

自
各
國
的
全
體
與
會
代
表
致
最
誠
摯
的
歡
迎
之
意
。 

目
前
全
世
界
極
大
多
數
的
自
由
國
家
都
受
到
停
滯
性
通
貨
膨
脹
的
影
響
，
經
濟
成
長
率
大
幅
減
低
，
通
貨
膨
脹
率
則
居
高
不

下
，
失
業
率
也
普
遍
增
加
。
但
亞
太
地
區
，
尤
其
西
太
平
洋
地
區
中
的
日
本
、
韓
國
、
香
港
、
菲
律
賓
、
澳
大
利
亞
、
紐
西
蘭
、
印

度
以
及
中
華
民
國
等
國
的
經
濟
情
況
雖
較
以
往
遜
色
，
但
大
致
上
仍
略
有
進
步
，
成
為
舉
世
經
濟
蕭
條
聲
中
，
表
現
較
為
傑
出
的
地

區
。
運
璿
認
為
此
地
區
的
經
濟
傑
出
表
現
主
要
可
歸
功
於
下
列
三
個
原
因
：（
一
）
亞
太
地
區
政
治
情
勢
的
長
期
安
定
，
有
助
於
投
資

以
及
外
資
的
引
入
；
（
二
）
亞
太
地
區
的
政
府
與
人
民
通
力
合
作
及
努
力
，
克
服
或
是
減
低
了
各
種
外
在
的
經
濟
衝
擊
；
當
然
最
重

要
的
還
是
（
三
）
本
地
區
工
商
企
業
領
袖
的
睿
智
領
導
，
以
活
力
充
沛
、
反
應
靈
敏
的
民
間
企
業
，
突
破
經
濟
的
困
境
，
帶
動
經
濟

的
成
長
。
運
璿
所
以
願
藉
此
機
會
向
在
座
各
國
工
商
企
業
領
袖
的
成
功
領
導
致
賀
，
並
由
衷
的
表
示
個
人
的
欽
佩
之
意
。 

亞
太
地
區
各
國
散
處
面
積
甚
廣
，
並
為
海
洋
所
阻
隔
，
歷
史
上
由
於
交
通
的
限
制
，
相
互
之
間
的
往
來
與
合
作
，
受
到
相
當
的

限
制
，
但
近
來
因
為
航
空
、
海
運
及
通
訊
的
迅
速
發
展
，
海
洋
不
再
是
阻
隔
沿
岸
各
國
的
障
礙
，
反
成
為
促
進
沿
岸
各
國
合
作
的
媒

介
。
又
因
為
沿
岸
各
國
間
有
關
貿
易
、
投
資
、
海
床
資
源
、
電
訊
、
漁
撈
、
以
及
航
運
等
問
題
亟
需
共
同
設
法
解
決
，
更
導
致
各
國

在
經
濟
上
的
密
切
合
作
。 

本
次
亞
洲
商
工
總
會
會
員
大
會
的
主
題
「
如
何
促
進
亞
洲
經
濟
成
長
」
，
主
要
即
在
商
討
研
究
本
地
區
的
貿
易
型
態
、
工
業
成

長
、
農
業
與
天
然
資
源
的
開
發
以
及
政
府
對
工
商
界
的
支
持
策
略
等
問
題
，
以
擴
大
區
域
的
貿
易
，
加
強
產
業
分
工
、
協
調
與
合
作
，



同
時
透
過
區
域
合
作
以
開
發
天
然
資
源
，
並
交
換
各
國
政
府
對
工
商
界
支
持
的
經
驗
。 

此
外
，
鑒
於
促
進
區
域
經
濟
的
發
展
，
必
須
加
強
地
區
性
的
經
濟
合
作
，
進
而
組
成
本
區
域
的
經
濟
共
同
體
，
才
能
達
到
充
分

擴
展
貿
易
、
移
轉
技
術
、
產
業
分
工
、
吸
引
外
資
、
開
發
資
源
、
促
進
文
化
交
流
等
目
標
。
基
於
這
一
瞭
解
，
亞
太
地
區
經
濟
共
同

體
的
構
想
及
其
可
行
性
的
研
究
，
已
成
為
當
前
熱
烈
討
論
的
課
題
。
惟
目
前
太
平
洋
經
濟
共
同
體
的
構
想
，
其
所
涵
蓋
的
面
積
極
其

遼
闊
，
包
括
整
個
太
平
洋
沿
岸
各
國
及
南
北
美
洲
大
多
數
國
家
。
因
為
這
許
多
國
家
在
歷
史
、
文
化
、
政
治
制
度
、
資
源
、
經
濟
開

發
程
度
各
方
面
的
差
異
過
分
懸
殊
，
想
迅
速
組
織
成
一
個
經
濟
共
同
體
，
因
難
實
在
太
多
。
因
之
，
此
次
大
會
擬
提
出
「
亞
洲
太
平

洋
經
濟
共
同
體
（A

sia P
acific E

co
n
o

m
ic C

o
m

m
u
n

ity

）
的
構
想
，
作
為
討
論
主
題
之
一
，
亦
即
在
推
展
整
個
太
平
洋
經
濟
共
同
體

的
構
想
過
程
中
，
先
以
日
本
、
韓
國
、
香
港
、
菲
律
賓
、
澳
大
利
亞
、
紐
西
蘭
以
及
中
華
民
國
等
國
家
的
經
濟
合
作
為
基
礎
，
作
為

初
期
實
施
的
目
標
，
然
後
逐
步
擴
大
，
來
包
含
所
有
太
平
洋
沿
岸
的
各
國
。
希
望
這
次
討
論
能
集
思
廣
益
，
提
出
更
為
具
體
的
構
想
、

推
動
的
可
能
方
向
以
及
步
驟
，
以
作
為
推
展
這
一
構
想
的
參
考
。 

亞
太
地
區
各
國
的
經
濟
蓬
勃
發
展
，
都
係
採
用
自
由
經
濟
，
藉
由
市
場
力
量
和
價
格
機
構
的
充
分
發
揮
，
有
效
調
配
生
產
資
源
。

但
各
國
如
能
進
一
步
加
強
合
作
，
一
定
可
以
更
加
擴
大
貿
易
，
更
加
利
用
各
國
不
同
的
資
源
，
來
促
進
經
濟
方
面
更
迅
速
的
成
長
。

運
璿
願
意
以
中
華
民
國
近
卅
年
來
，
在
經
濟
發
展
的
過
程
的
經
驗
，
作
為
實
際
的
例
證
，
求
教
於
各
位
。 

中
華
民
國
臺
灣
地
區
的
經
濟
成
長
主
要
因
素
為
勞
動
力
的
提
高
，
勞
動
生
產
力
平
均
每
年
增
加
約
為
五
．
八
％
。
另
一
項
因
素

則
為
資
本
累
積
，
近
年
儲
蓄
毛
額
佔
國
民
生
產
毛
額
的
比
率
都
在
三
○
％
以
上
。
此
外
，
過
去
卅
年
來
，
美
國
、
日
本
、
歐
洲
以
及

海
外
華
僑
在
中
華
民
國
設
廠
投
資
，
這
些
外
資
工
廠
在
資
本
的
累
積
以
及
提
高
管
理
水
準
和
生
產
技
術
，
從
而
提
高
勞
動
生
產
力
方

面
也
有
甚
大
的
裨
益
。 

由
於
資
本
累
積
的
增
加
以
及
勞
動
生
產
力
的
提
高
，
臺
灣
地
區
輕
工
業
產
品
的
生
產
技
術
顯
著
的
提
高
，
生
產
成
本
大
為
降

低
。
自
一
九
六
○
年
代
起
，
臺
灣
地
區
的
經
濟
進
入
出
口
擴
張
階
段
，
對
外
貿
易
的
成
長
，
締
造
了
一
九
六
○
年
代
及
一
九
七
○
年



代
高
速
成
長
而
物
價
穩
定
的
輝
煌
成
績
，
一
九
八
一
年
全
年
的
對
外
貿
易
總
額
達
四
三
八
億
美
元
，
所
以
外
資
的
引
入
及
貿
易
的
擴

展
，
在
臺
灣
地
區
的
經
濟
發
展
過
程
中
，
具
有
很
大
的
貢
獻
。 

此
外
，
運
璿
對
於
本
次
大
會
尚
有
三
點
希
望
，
想
和
各
國
與
會
代
表
共
同
勉
勵
： 

一
、
加
強
本
區
各
同
業
間
的
合
作
與
協
調
： 

由
於
亞
太
地
區
資
源
分
布
之
差
異
性
及
相
互
依
存
關
係
，
更
由
於
各
國
在
地
理
互
為
鄰
國
，
交
通
十
分
便
捷
，
各
同
業
如
能
在

原
料
與
資
源
的
開
發
、
產
品
的
區
域
分
工
、
生
產
技
術
的
交
換
與
轉
移
、
相
互
投
資
以
及
行
銷
問
題
的
協
調
上
，
加
強
合
作
，
將
可

促
成
本
地
區
產
業
水
準
的
提
高
，
從
而
促
進
各
國
經
濟
的
成
長
。 

二
、
增
進
各
國
商
工
組
織
間
的
往
來
與
聯
繫
： 

亞
太
地
區
各
國
的
商
工
組
織
都
負
有
促
進
國
內
商
業
發
展
的
重
大
責
任
，
並
要
對
政
府
就
有
關
工
商
企
業
間
題
提
供
諮
詢
意

見
，
是
自
由
經
濟
體
制
中
十
分
重
要
的
一
環
，
希
望
與
會
各
國
商
工
組
織
負
責
人
加
強
相
互
之
間
聯
繫
與
往
來
，
進
一
步
發
揮
商
工

組
織
的
功
能
，
以
促
進
各
國
工
商
界
多
方
面
的
合
作
關
係
。 

三
、
確
認
並
支
持
自
由
經
濟
制
度
的
價
值
： 

自
由
市
場
制
度
及
價
格
機
構
的
運
行
，
能
使
資
源
合
理
分
配
，
提
高
生
產
效
率
，
增
進
經
濟
成
長
，
「
此
一
不
可
見
的
手
（A

n
 

In
v
isib

le H
an

d

），
在
長
期
的
基
礎
上
一
定
會
引
導
自
由
世
界
的
經
濟
更
趨
繁
榮
，
雖
則
在
短
期
間
內
也
會
遭
遇
或
多
或
少
的
困
難
，

當
前
全
球
的
經
濟
蕭
條
就
是
一
個
例
子
。
所
以
希
望
與
會
的
各
國
工
商
企
業
領
袖
確
認
自
由
經
濟
制
度
的
價
值
，
加
強
信
心
，
共
同

依
照
自
由
經
濟
制
度
的
原
則
，
作
為
各
國
貿
易
合
作
、
產
業
聯
繫
、
相
互
投
資
的
依
據
。
相
信
不
但
有
助
於
亞
太
地
區
的
經
濟
發
展
，

並
且
可
以
藉
由
人
民
生
活
水
準
的
提
高
，
奠
定
社
會
安
定
的
基
礎
，
進
而
促
進
區
域
以
及
世
界
的
和
平
。 

最
後
，
預
祝
本
次
大
會
圓
滿
進
行
，
順
利
成
功
。 

謝
謝
各
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