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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主體性的新思考 
 

■陳隆志／新世紀文教基金會董事長、總統府國策顧問 

 

 基於對新世紀新政府的期許，新世紀文

教基金會於4月舉行「新世紀政策」研討

會的系列，連續五個星期六全日程的研討

會，已在台大社會科學院及法律學院的國

際會議廳圓滿舉行。以新世紀基金會五個

委員會為中心，由4月1日起分別就國家安

全、國際關係、憲政法治、財經科技、及

社會文化等主題加以研討思考，集思廣

益，向新政府提出建言。（來參加研討會

的貴賓、主持人、報告人及評論人，有好

幾位是陳唐新政府團隊的閣員。）  

 在這一個系列的新世紀政策研討會，有

一個主要共識貫穿五個不同議題的研討

會——就是，建立台灣的主體性。無論是

國家安全、國際關係、或憲政法治、財經

科技、社會文化，都應以台灣主體性為基

礎。以台灣主體性為出發點，要建立保衛

台灣的國家安全體系，在國際社會扮演新

角色，使憲政體制合乎台灣真正的需要，

建設民主法治的人文科技國，以及發展以

台灣為主體的文化。  

 在愈受強鄰變本加厲的文攻武嚇之下，

凝聚台灣內部的共識、團結保台的力量愈

為重要。在國際外交空間愈受打壓之下，

愈要勇敢、正正堂堂走出去，以新思維與

新作風，開拓新天地。國民大會虛級化，

為台灣憲政帶來轉機，國人應珍惜良機，

建立健全的憲政體制，以期台灣的長治久

安。建立綠色矽谷的科技島，既需要民主

法治，又需要人文的素養與品質。建立以

台灣為主體性的文化是一件須持續努力的

大工事，既要本土化，又要國際化，既要

琢磨台灣島國的海洋文化，也要融匯發揚

地球村民主人權、市場經濟、公民社會的

主流價值。  

 台灣主體性的建立及培養，人人有責，

需要全民的參與及盡力。經之營之，必有

所成。  

（本文原刊載2000年5月5日自由時報新世

紀智庫評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