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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紀台灣的國際角色 
 

■陳隆志／新世紀文教基金會董事長、總統府國策顧問 

 

台灣二千三百萬人民，優秀勤勉，是台灣能夠好好迎接二十一世紀的

大資產與動力；因此，新政府應集結優秀人民的智慧，充分發揮民間

與政府的力量，使台灣的外交以及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皆能脫胎

換骨。 
 

 千禧年3月18日是台灣歷史的一個里程

碑，台灣選民展現了智慧、勇氣與決心，

共同寫下了歷史的新頁，開創了新紀元。

民主進步黨的陳水扁與呂秀蓮當選總統與

副總統，台灣第一次發生政黨輪替，和平

移轉政權。新政府將展現新面貌。  

 在新世紀的國際社會，台灣究竟應扮演

如何的角色，外交政策何去何從，顯然是

大家非常關心的課題。外交是國家安全的

一環，國家安全是外交的一個重要任務。

國家安全在維護一個國家獨立自主以及領

土完整，保障人民的生命財產福祉。它不

僅是軍事力量的充實與展現，更涵蓋國民

捍衛國家的意志，國際外交，以及政治、

經濟、社會、文化等力量。這些力量的總

和，構成現代國家安全的整體。  

 對於島國台灣，外交是一個主權獨立國

家的表徵。作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台

灣必須走入國際社會，開拓國際外交；在

相互依賴關係日益密切的國際社會，積極

參與、作為及貢獻。  

 外交是內政的延長。外交與內政相輔相

成，必須密切配合。  

 

一、當前國際局勢與台灣外交

困境 

 冷戰結束已十年，世界新秩序正在繼續

變化的過程中。在軍事上，大國之間正進

行既聯合又鬥爭的角力賽；在經濟上，以

幾個大經濟集團為中心的地球村日益形

成；在政治上，自由民主的意識型態，逐

漸成為世界的主流價值。尤其，科技的日

新月異，加深了多元互動、相互依存的關

係，對於國際關係常帶來巨大的挑戰與衝

擊：一方面保有傳統主權觀念與權力平衡

的基本特質，另一方面則展現跨國界及超

主權互動的新現象。同時，「非政府組

織」（NGOs）跨國的運作展現了國際公

民社會的新動力，正是當今新世界秩序不

可忽視的一股力量。  

 今日，台灣是世界第十四大貿易國，製

造的產品遍及全世界，「台灣製」享譽全

球，台灣的外匯存底將近一千億美元，佔

世界第三位；台灣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及東

南亞國家的投資龐大。在經濟奇蹟之外，

島國台灣也出現令世人所稱讚的政治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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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國際社會異口同聲稱讚台灣在經濟發

展及民主的成就，但是，為什麼台灣在國

際社會無法得到一個國家應有的尊嚴？為什

麼在外交上台灣是一個國際社會的孤兒？  

 中共長期無理的打壓，當然是一個重要

的原因。但是，國民黨長期執政下的錯誤

外交政策必須負最大的責任。國民黨堅持

「一個中國」、「漢賊不兩立」的立場，

演成「賊立漢不立」，「蔣介石的代表」

於1971年被逐出聯合國，喪失了聯合國的

席位，聯大第二七五八號決議，承認中華

人民共和國為「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

「中華民國」喪失國際的合法性。之後，

並陸續喪失在聯合國體系下眾多功能性國

際組織的席位，退出國際多邊外交的正式

場域。同時，也逐漸喪失邦交國，中華民

國外交部成為「斷交部」；而不願彰顯台

灣主權獨立的事實，甘願自稱為「一個中

國」下的「政治實體」，使台灣人民的

「國家意識」無法凝聚。李登輝總統遲來

的「兩岸之間為特殊國與國關係」之說

法，雖有助於彰顯台灣為主權獨立國家的

重要政治現實，但台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

之間的主權糾葛並沒有得到進一步的釐清

與化解。由所謂「一個中國各自表述」或

「一個中國是未來」的說法，可見「一個

中國」陰魂未散，國人不能不警惕。  

 長期錯誤虛假的「一個中國」外交政

策，使台灣國不成國，定位不明，名不正

言不順，處處受困擾，既危害台灣的國家

安全，也阻塞國際外交生存發展空間的開

拓。  

二、外交的目標 

 使台灣成為名實合一的正常化國家，在

國際社會積極參與作為，促進世界和平合

作，貢獻人類，確保台灣的國家安全及永

續發展，應是新世紀台灣外交的目標。  

我們要建立一個能夠洞悉全球化潮流，

並且能夠體認自身國際角色與國際優勢地

位的新政府，充分結合後冷戰世界的主流

價值，強調以「國家安全」與「經濟安

全」為主軸。  

 今日，國家的競爭力不在領土的大小或

人口的多寡，而在於一個有效率、有活力

的政府，能夠發揮全民的力量，以因應在

政治、軍事、經濟及科技都快速變遷的國

際社會。在一個注重效率、效能與效益，

三效合一的活力政府帶領下，台灣才能與

全球化的潮流接軌，為保障台灣的安全、

生存與發展，開拓更多的國際活動空間，

建立名實合一的正常化國家。  

 最重要的，台灣應該在全新「國家意

識」的基礎上，與世界各國以及國際社會

展開「全面正常化」的外交關係。公元二

千年的總統大選，三大候選人合起來的得

票率達百分之九十九，其所代表的共識是

台灣（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

家，台灣人民不希望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統治。這是台灣人民的新國家意識，是推

展正常化國家的基礎。  

 要做為當代世界的正常化國家，就要順

應及落實國際社會主流價值——政治民

主、人權保護、自由經濟、公民社會、及

永續發展。  

 外交政策的目標，是國家安全的一環，

在於保障台灣的生存與發展，並擴大台灣

在國際社會的活動空間。透過政府效能的

提升並結合全民的力量與資源，創造有利

推展對外關係的國內外環境，以維護並提

升我國的民主政治、自由經濟與社會福

祉。在長遠目標上，台灣的外交政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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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平等與公義的國際社會，促進區域與

世界的和平繁榮，並維護人類人權與全球

生態的永續發展。  

三、新世紀外交的原則與策略 

 關於新世紀外交的原則與策略，陳水扁

國家藍圖「外交政策白皮書」提出不少新

思維，是小組成員集思廣益的成果，值得

進一步的研讀思考。在此僅僅作扼要的介

紹。  

 在尋求新世紀台灣的國際角色，台灣應

以「新國際主義」為主軸，以主權獨立國

家的身份，明確表達信守聯合國憲章及各

項國際公約的意願，以維護國際新秩序。

在「國家安全」與「經濟安全」的基礎

上，維護台灣的主權獨立，發展正常化的

外交關係。以「多元外交」作為「全面參

與國際社會」之大戰略。準此，台灣要積

極融入國際社會，改善與中國的關係，強

化外交政策整體的力量。  

 台灣的外交，必須打破傳統外交的界限

及束縛，才能突破目前的困境，而有所作

為。尤其，要順應國際公民社會日漸強大

的力量，參與非政府性跨國活動，在實質

上廣結善緣，這種友好關係一旦建立普

及，將是台灣加入政府性國際組織水到渠

成之日。  

 基於上述原則的認知，台灣的新外交策

略有下列數項：  

 (1)民主外交：民主是國際的一個主流

價值，台灣國內的民主改革是民主外交的

重要基石。  

 (2)經貿外交：經貿資源是台灣拓展國

際空間的重要資產，應妥善加以運用。除

鞏固既有的經貿關係之外，針對各區域間

的金融、投資貿易合作，台灣可提供更多

的貢獻。  

 (3)睦鄰外交：台灣與亞太地區的國家

有密切的經貿關係，我們應努力將此種關

係逐漸轉化為集體安全的外交關係。  

 (4)全民外交：台灣民間社會有無限的

人才，無窮的活力。要促成全民外交，就

要結合政府有限的資源與民間無限的資

源，作多元性、多面向、多層次的運用發

揮。  

 (5)人道外交：重視人性尊嚴及人民的

福祉，尊重人道與人權，是當代國際主流

價值之一環。我們要以實際行動表示關

懷。  

 (6)環保外交：追求環境生態與全體人

類的永續發展，不能單靠個別的國家，而

需要區域性及國際性的合作。生活在互賴

關係日益密切的地球村，我們要關心，要

參與，為這一代，也為後後代代。  

四、三點具體的建議 

 台灣新外交所面臨的工作，千頭萬緒。

在陳水扁國家藍圖外交政策白皮書，也有

很多寶貴的建議。  

 這些建議，都值得大家進一步的瞭解與

思考。在此，我只想提出三點具體建議，

對台灣今後推展新外交將有關鍵性的作

用： (1)推行以台灣為主體的外交； (2)建

立全民外交學院；及 (3)建立台灣國際關

懷 基 金 （ Taiwan's International Caring 

Fund）。  

 第一、推行以台灣為主體的外交：在國

際上活動，無論是雙邊或多邊互動的場

域，都以「台灣」的名義自稱，以與「中

國」區別，爭取各國政府及國際人士的認

同與支持。今日，國際社會幾乎都以

TAIWAN（台灣）稱呼我們，而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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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ublic of China（中華民國）。「台灣

製」（Made in Taiwan）可說是國際公認

的註冊商標，我們應以台灣為榮。別人都

以台灣稱呼我們，為什麼我們自己不敢或

不要如此稱呼自己。台灣的總統大選，九

二一大地震，世界媒體的注意力集中台

灣，都以台灣稱呼我們，報導台灣的消

息。美國著名的「台灣關係法」正是這種

國際認知的代表。  

 在國際上，許多人根本搞不清楚中華民

國（Republic of China, ROC）與中華人民

共 和 國 （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的差別。有的人則說ROC與PRC的

差別是PRC有人民，ROC沒有人民。在國

際上，一提到「China」，一般的認知就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而不是中華民國。自

聯大於1971年通過第二七五八號決議，承

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之

後，「中華民國」在國際上已失去合法正

當性。不脫離「中國」的混淆，台灣就無

法有效走入國際社會。  

 因此，無論是雙邊互動，或要參加各種

不同的國際組織（政府性及非政府性），

都應多用「台灣」的名稱，以在國際社會

上 建 立 明 確 的 國 家 定 位 與 名 份

（ Identity），可逐漸獲得國際社會的肯

定與支持。  

 第二、建立全民外交學院：一個全民政

府，要結合政府與民間的力量，有效落實

全民外交，需要建立一個全民外交學院，

以發揮台灣全民的總體力量。在傳統外交

處處受中國打壓、在實質國際互動日增的

台灣，全民外交有其特殊性與必要性。尤

其，為經貿投資、教育、文化教流、社團

合作、觀光等等頻頻出國的人，比例上台

灣可能居世界的第一位。出國的人正是台

灣實質上國民外交的親善大使。如能加以

必要及適當的訓練、講習，將是台灣巨大

的外交資產。  

 依非常初步的想法，這一個全民外交學

院，可與中央研究院相似，同隸屬於總統

府，但功能則與中央研究院大為不同。其

功能不在做高深的學術研究，也不在教育

培養學士、碩士或博士，而是針對全民外

交的實質需要，成為多元、開放、靈活的

訓練機構。訓練的對象不限於職業外交官

領事官，而可能推及企業、科技、經貿、

教育文化、學生、新聞、農業、工業、社

團、婦女等等各種領域的人才。訓練時間

的長短富有彈性，看對象及需要而定，例

如，可為期三個月，也可為期一週。訓練

的重點在增強國人對台灣真正的認識、國

際局勢、國際法、國際禮儀、外國文化語

言風俗習慣等等，以期國人出國時，能與

國際人士有效溝通，傳播台灣的國情實

況，表達台灣人民的心聲，成為島國台灣

實質的親善大使。  

 第 三 、 建 立 台 灣 國 際 關 懷 基 金

（Taiwan's International Caring Fund）：

從事外交，當然需要資源，以台灣的經濟

實力，經濟資源是我們從事全民多元外交

的重要資產。問題是如何加以善用，以發

揮最大的效力。很明顯，我們要擺脫短線

操作，以所謂「金錢外交」或「凱子外

交」玩邦交數目的遊戲。  

 做為地球村人類大家庭的一員，台灣應

出於「愛人如己」的關懷，對於各種不同

災難的人民，應及時伸出援助之手。這不

是一種短線權宜的盤算，而應是一種長期

持續的承諾。基於這種關懷之心而作的善

事，日積月累，一定會得到世人的肯定，

自然而然廣結善緣。要之，這種基金稱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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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國際關懷基金」，比國際合作發展

基金更為恰當，也最能反映新世紀台灣外

交的新精神。經過全盤悉心妥善規劃，制

度化及透明化的運作，分辨先後緩急，經

之營之，日久必有所成，也正是台灣在國

際社會受肯定的一個大道。  

五、結言 

 新世紀的來臨，帶來新考驗及新契機。

島國台灣的外交，需要創造性的新思維及

新作風。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國民黨政權長期

錯誤的「一個中國」政策與論調，造成台

灣今日國不成國，國家安全飽受威脅，在

國際社會寸步難行的外交困境。所謂「一

個中國，各自表述」的「創造性模糊」，

對島國台灣的生存發展，已造成明顯與立

即的危險。以台灣為主體性的外交，必須

徹底脫離「一個中國」的陷阱，才能有新

的開始，新的機運。所謂「特殊國與國的

關係」，不是文字遊戲，必須確確實實澈

底落實。以「台灣，中國，一邊一國」為

國家明確定位，凝結全民的國家意識及國

民意志，是新世紀台灣外交再出發的根

本。  

 過去已成過去，我們不能沈緬於過去的

錯誤，而要記取歷史的教訓，將悲情化為

前瞻積極進取的力量。  

 台灣為世界列國大家庭的一員，應該是

新世紀地球村的一個重要國家。經過半世

紀來的進化、進步與蛻變，我們應嚴肅認

真探討台灣在整個國際社會中應該扮演的

角色。  

 台灣位於大海洋與大陸地交會的線上，

是亞洲與太平洋交合的重心。地理上的獨

特性，為台灣在整個人類文明演進的過程

中提供一個得天獨厚的地位。如何以台灣

為本，發揮台灣在國際地緣政治上的優越

條件，光大現代海洋文化，值得我們認真

思考再思考。  

 如何發掘台灣多方面、多元性的優點，

加以發揮，以島為點，以海為面，在亞洲

太平洋社區暢通發展，在世界舞台上大大

作為發揮，順應世界大潮流，落實國際社

會政治民主、經濟自由、社會多元開放的

主流價值，與人類分享台灣成功轉型的經

驗及資源，將「國際的孤兒」轉化為受國

際尊敬器重的第一流國家，正是新世紀為

島國台灣所帶來的新考驗及新機運。  

 台灣二千三百萬人民，優秀勤勉，是台

灣能夠好好迎接二十一世紀的大資產與動

力。九二一大震災，為台灣帶來慘痛的損

失，但也展現了台灣人民團結的偉大力

量。百折不撓，打斷手骨顛倒勇。我們要

集結優秀人民的智慧，充分發揮民間與政

府的力量，使台灣的外交以及政治、經

濟、社會、文化皆能脫胎換骨。  

 我們期待：新世紀的台灣，國家定位及

外交目標明確清新，在健全政黨輪替政治

之下，有一個清流有效的全民政府，充滿

新希望與信心，既有遠大的願景也腳踏實

地，由長程、中程及短程規劃推動外交及

其他政策，分優先緩急，發揮全民的力

量，早日建立一個名實合一的正常化國

家，確保國家安全，在國際社會積極作為

貢獻，永續發展，代代不息。    ◎  

（此專題演講發表於4月8日舉行的台灣的

國際角色「新世紀政策」研討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