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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高雄市姊妹市及友好城市締盟數量分析 

 

一、 目的： 

  COVID-19疫情爆發至今，於防疫規範措施實行下，大眾工作、生活、

休閒、教育等空間與互動關係改變，重新定義了個體間的活動距離、生活習

性等，也同時影響了城市間的實體交流。本篇通報旨在透過分析高雄市姊妹

市及友好城市統計機制，為未來後疫情時代全球環境變化下與國際城市間

互動模式以及活動規劃提供參考。 

 

二、 姊妹市及友好城市締盟數量： 

  自高雄市民國 51年締結第一個國際姊妹市─美國夏威夷州檀香山市開

始，截至 110年 9月與帛琉科羅州締結為姊妹市，共與 16個國家、35個城

市締結為姊妹市及友好城市（如圖一）。 

 

 

 

 

 

 

 

 

 

 

 

  以下另以圖二呈現疫情爆發前 2 年間（107 年至 108 年）與疫情期間

（109年至 110年）本市新增姊妹市及友好城市締盟情形。 

圖一 

 各區域締盟城市數量： 

北美洲地區 15 個 

中南美洲地區 4 個 

亞太地區 12個 

歐洲地區 1個 

非洲地區 3個 



 

 

 

 

 

 

 

 

 

 

  相較於以往實體會面的交流方式，疫情期間大部分國家封鎖邊境或封

城，許多原定舉辦的大型國際活動因而停辦或延期，在無法國際旅行情況

下，國際交流多改以線上互動、視訊會議、跨國展覽以及辦理紀念活動等方

式推行，本市更有別以往，利用異地簽署模式，於 110年與帛琉科羅州簽署

姊妹市協定。由 107至 110年締盟數據（圖二）可得知疫情前後締結城市數

量並未有明顯差異，姊妹市及友好城市關係之締結係基於互信互惠、實質交

流的基礎。 

 

三、 統計分析小結： 

  對任何國際城市而言，於疫情期間維繫姊妹市及友好城市間的交流，甚

至開闢新的友誼關係，至關重要。然進一步推斷，疫情雖減少實質互訪，但

並未真正影響本市與國際城市之情誼，關鍵在於城市間經年累月透過國際

性節慶活動、會議論壇以及實質議題交流鞏固雙邊合作基礎，並透過多元方

式持續良好互動。 

 

圖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