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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隆志／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1935年出生於台南縣麻豆鎮。 

  學歷：1948年佳興國民小學第一名畢業，考取台南一中初中部；1954年台南一中第

一名畢業保送台灣大學法律系，1958年台灣大學法律系第一名畢業，同年8月月入伍服預

備軍官役十八個月。1960年8月到美國留學，四年內先後得到西北大學的法學碩士

（1961）及耶魯大學的法學碩士（1962）與法學博士（1964）。台大在學中（1954〜

1958），四考連中：大一外交行政人員普通考試通過，取得參加高等考試的資格；大二

普通行政高考，台灣省性高考第一名；大三司法官高考，全國性高考狀元；大四，高考

外交官領事官。 

  現任：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董事長，紐約法學院法學榮譽教授，新世紀基金會

（紐約）理事長，美國政策科學中心董事，美國法律編纂協會終身會員，新世紀智庫論

壇發行人兼總編輯，新世紀智庫叢書及台灣聯合國研究書庫總策畫。 

  經歷：曾任紐約法學院法學教授，總統府國策顧問，總統府顧問，總統府人權諮詢

小組委員兼副總召集人，行政院人權保障推動小組委員，台灣聯合國協進會創會理事

長，台灣國際法學會理事長，台灣加入聯合國大聯盟理事長，國際人權聯盟副會長及理

事，美國法學院聯合會國際法組主席，美國國際法學會理事，美國比較法學會理事，美

國比較法季刊編輯，耶魯法學院資深研究員、資深學者，國際人權研究所（法國）主

講，台灣大學法律系客座講座教授，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會長，美國律師公會人權雜

誌總編輯，獲有美國紐約州律師執照，《世界名人錄》（Who’s Who in the World）自

1991～1992起就包括陳博士在內。 

  主要著作： 

一、英文部分 

 （一）BOOKS 

Formosa, China and the United Nations: Formosa in the World Community. St. Martin’s Press, 

1967 (with H.D. Lass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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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n Rights and World Public Order: The Basic Policies of an International Law of Human 

Dignity.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0 (with M.S. McDougal & H.D. Lasswell). 

An 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Law: A Policy-Oriented Perspective.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An 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Law: A Policy-Oriented Perspective. 2nd 

Editi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 

Membership for Taiwan in the United Nations: Achieving Justice and Universality (Editor). 

New Century Institute Press, 2007. 

An 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Law: A Policy-Oriented Perspective. 3rd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The U.S.-Taiwan-China Relationship in International Law and Polic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Human Rights and World Public Order. (New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with M. 

S. McDougal & H. D. Lasswell). 

 （二）CHAPTERS IN BOOKS 

“One Taiwan, One China: Self-Determination for Taiwan,” in Hearings on 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efore the Senat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92nd Congress, 1st Session, at 347-61(1971). 

“Self-Determination as A Human Right,” in Toward World Order and Human Dignity: Essays 

in Honor of Myres Smith McDougal, at 198-261, edited by W.M. Reisman & B. Weston, 

the Free Press, 1976. 

“Human Rights and World Public Order,” in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Human Rights, Tenth 

Study Session, Summary of Lectures (Strasbourg, France, July 1979). 

 （三）LAW REVIEWS AND RELATED PUBLICATIONS 

“Formosa for the Formosans,”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6, 1970, p.37. 

“Solution for Taiwan: Hold a Plebiscite,” Washington Post, May 23, 1971, p.B6. 

“A UN Plebiscite?: Let Taiwan Decide,” The New Republic, May 29, 1971. 

“A U.N. Plebiscite for Taiwan,” Vista, October 1971. 

“The Nation of Taiwan,” Washington Post, December 24, 1993, p.A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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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nel: Chinese Participation in the United Nations,” 65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 (1971)  (with D. Rusk, J.A. Cohen, R.M. Goodman, W.P. Bundy & S.H. Tan). 

“Who Owns Taiwan : A Search for International Title,” 81 Yale Law Journal 599-671 (1972) 

(with W.M. Reisman). 

“The Right to Religious Freedom and World Public Order: The Emerging Norms of 

Nondiscrimination,” 74 Michigan Law Review 865-898 (1976) (with M.S. McDougal & 

H.D. Lasswell). 

二、漢文部分 

 （一）專書 

《台灣的獨立與建國》（美國：耶魯法學院，1971年）。 

《台灣國際法律地位的進化與退化：舊金山和約四十年後》（公民投票出版社，1991

年）。 

《台灣的獨立與建國》（月旦出版公司，1993年）。 

《台灣憲法文化的建立與發展》（主編）（前衛出版社，1996年）。 

《當代國際法文獻選集》（總策畫）（前衛出版社，1998年）。 

《當代國際法引論》（元照出版公司，1999年）。 

《公民投票與台灣前途》（主編）（前衛出版社，1999年）。 

《新世紀、新憲政：憲政研討會論文集》（主編）（元照出版公司，2002年）。 

《台灣非政府組織國際參與策略之研究》（研究主持人）（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委託研究報告，2002年）。 

《國際人權公約國內法化之方法與策略》（研究主持人）（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委託研究報告，2003年）。 

《新世紀的台灣國：1998～2001《民視評論》、《自由時報》新世紀智庫評論集》（遠

流出版公司，2003年）。 

《國際人權法文獻選集與解說》（主編）（前衛出版社，2006年）。 

《以台灣之名：2002～2005民視及自由時報評論集》（允晨文化出版社，2007年）。 

《台灣在世界永續發展：2006～2012民視、自由時報評論集》（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

聯合國研究中心，新學林出版公司總經銷，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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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台灣、中國的關係：國際法與政策觀點》（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聯合國研究

中心，新學林出版公司總經銷，2018年）。 

《當代國際法引論：政策導向的闡述》（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聯合國研究中心，新學

林出版公司總經銷， 2022年 7月）。本書英文版書名為  An 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Law: A Policy-Oriented Perspective. 3rd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本書翻譯群包括廖福特、黃昭元、姜皇池、張文貞、徐揮彥

及宋承恩等學者專家。 

 （二）專書文章 

〈戰後台灣國際法律地位的演變〉，《台灣主權論述論文集（上）》（國史館，2001

年），頁13-24。 

〈台灣人民的自由與獨立〉，何義麟、許維德、藍適齊主編，《思鄉懷國：海外台灣人

運動文獻選輯》（財團法人現代文化基金會，2002年），頁134-138。 

 （三）台灣聯合國研究書庫總策畫 

《聯合國體制功能與發展》（2008年）。 

《世界衛生組織體制功能與發展》（2008年）。 

《聯合國專門機構體制功能與發展》（2009年）。 

《國際重要公民投票案例解析》（2010年）。 

《國際社會公民投票的類型與實踐》（2011年）。 

《台灣與聯合國組織》（2012年）。 

《聯合國與人權保障》（2013年）。 

《聯合國人權兩公約：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2014

年）。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2015年）。 

《兒童權利公約》（2016年）。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2017年）。 

《國家人權機構之國際比較分析》（2018年）。 

《被外交孤立的台灣：聯合國「中國」代表權22年爭議始末》（201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