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與聯合國  

 

「台灣與聯合國」研討會綜合

討論紀要 
 

■蘇芳誼／記錄整理 

 

 

時  間：2001年6月16日（星期六） 

     下午5:00∼5：30 
地  點：台灣大學法律學院、社會科學院 

     國際會議廳  
主辦單位：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 

協辦單位：「台灣全國站起來！」運動、  
     台灣安保協會、台灣關懷中心、 
     亞太公共事務論壇、國家展望  
     文教基金會、國際文化基金會  
主 持 人 ：陳隆志教授  

 

陳隆志教授： 

 多謝大家熱情的參與討論，接下來進行

的綜合討論，希望還沒有發表意見的人能

夠踴躍提出。不過，在開始進行綜合討論

之前，請容許我先講幾句話。四年前我剛

回國時，許多朋友都問我，是不是因為我

退休了才回到台灣？我回答說，如果我真

的退休，為何要閒置我在美國的大房子不

住，回到台灣住在三十多坪的小房子內，

整天與許許多多的報章期刊為伍。事實

上，個人的所作所為就是所謂「老兵不

死」（An old soldier never dies）的精

神。當我從1960年代，開始撰寫關於「台

灣、中國與聯合國」（ Formosa, China 

and the United Nations）、「台灣的獨立

與建國」的相關著作時，就主張「一台一

中」，也就是台灣與中國各自擁有國家主

權，台灣以獨立自主的身份加入聯合國。  

 在某個層面來看當時的處境，比現在還

要困難，雖然那時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未進

入聯合國，蔣介石政府主政下的中華民國

政府，不斷派遣特務、職業學生甚至是外

交部官員，監視我們的行動，甚至還扯我

們的後腿。不過，當1970年國際外在的局

勢已經開始逆轉，各種局勢對我們十分不

利，友邦沙烏地阿拉伯乃透過管道向當時

的蔣介石政府提出建言，希望中華民國能

夠認清「漢賊不兩立」的政策已經走入窮

途末路。假使中華民國台灣想要繼續享有

在聯合國的會籍，就必須開始思考「一台

一中」或「兩個中國」方案的可行性。很

遺憾，蔣介石政府並沒有接受上述建議，

致使三十年來我們的對外關係幾乎停擺，

害我們至今還在討論該如何加入聯合國的

相關事情。  

 三十多年前，當蔣政權還在聯合國時，

在海外的台灣人社團從事外交工作時，便

不忘爭取要以台灣的名義來加入聯合國。

殊不知三十年後的今日，我們還在原地繼

續討論如何以台灣的名義爭取加入聯合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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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情。所不同者，台灣社會三十年來已

經產生極大的演變，國際社會對於民主化

與自由化的國家，特別重視。雖然台灣在

促進民主、自由的發展與尊重法治、人權

的努力仍舊不足，有許多地方需要改進，

但是，相較於白色恐怖時期，台灣在這方

面的進步實在是很不容易。所以，今日我

們做伙談論如何加入聯合國，至少在民主

自由這方面的條件，是可作為我們進入聯

合國的主要訴求；再者，我們海內外各種

機構培養了不少優秀的的人才，這些人力

資源都是我們推動加入聯合國運動所必須

倚重的。  

 長期以來隨著其國力不斷增強，中國對

台灣的武力威脅未曾減弱，在聯合國或是

其他國際組織，採取一貫打壓的作法，讓

我們無論是參與國際活動或推動對外交流

都顯得困難重重，面對如此窘困的外交局

勢，一味地譴責蔣介石政府三十年前錯誤

的決策已經於事無補。現在最重要的莫過

於我們這一代台灣人要如何掌握自己的未

來，隨著過去三十年來國際局勢的轉變，

外在時空條件也不再相同，我們要群策群

力、集思廣益找出一項可行的解決方案。

今日我們聽到了不少寶貴的建議，在我們

討論的過程當中，特別提到台灣的主權、

台灣是否為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以及國際

承認等相關問題，這類涉及國際法的議題

正好是本人的研究領域。在此本人希望藉

此機會提出個人的一些看法：傳統上對於

國家構成的要件，大多是指具備固定有效

控制的領土、人民、政府以及具備與外國

交往的能力，若依據上述四項構成要件，

台灣當然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這些實

質的條件乃是以台灣為中心，只不過國家

的名稱一直還採用中華民國。不過，一個

政治實體一旦具備了上述四項要件，是否

必然成為一個國家？一般而言，「宣示

說」（Declaratory Theory）支持這種主

張，認為一個政治實體具備了上述四項要

件，不論是否獲得他國的外交承認，這個

政治實體早已存在了，如同一個嬰兒一旦

出生，就已經具備人格，必須視為一個

人。另外，國際法學者則有其他的想法，

認為僅具備這四項要件還不夠，必須與其

他國家互動，並獲得相當數量國家的承認

才算，透過承認國家才算是真正存在，此

即 所 謂 的 「 構 成 說 」 （ Constitutive 

Theory）。但是，也有人提出質問：假設

構成說成立的話，究竟要多少國家的承認

才算數？有人認為只要獲得大國的承認就

可以，另外也有人認為要有一定的數目，

甚至還有人認為必須獲得鄰國的承認才算

數。我們舉以色列為例，以色列建國之

初，僅獲得了美國的外交承認，周圍的鄰

國沒有給予以色列外交承認，但並不否定

以色列已經存在的事實。由此可知，國際

法如欲針對國家成立所獲得的「承認」，

給予一個明確的界定，是一件十分困難的

事。於是有人提出「折衷說」，亦即一個

國家成立的要件必須具備上述四項要件，

但若又獲得其他國家的外交承認，對這個

國家的成立更具加分的效果。所以，根據

個人這些年來的觀察，大多傾向於國家一

旦存在，就已經算是一個國家，至於是否

獲得其他國家的承認或是有無建立外交關

係，則是另外一種領域的問題，由此可知

「宣示說」是比較能反應現有的實際狀

況。今日也有人提起，台灣加入聯合國具

有集體合法性與正當性。所謂集體合法性

與正當性的功能，在我看來台灣一旦成為

聯合國的一員，將產生集體承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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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個人提出兩點，台灣兩千三百萬人

接受國民黨五十年的教育，讓台灣人對於

中國的文攻武嚇，顯得懦弱與退縮。我想

說台灣猶如一張紙，中國就好比是一把

刀，一張紙要如何抵抗刀的攻擊？假若把

紙貼在鋼板或石板上，刀子如果硬要攻擊

貼在鋼板上的紙，受害者絕對是刀。所

以，我相信中國一旦攻擊台灣，戰爭的發

生絕對會加速中國共產黨政權的滅亡，江

澤民以及朱鎔基會是歷史的罪人，我們無

須懼怕中國的攻擊。但是，如果自己人用

水慢慢地澆在這張紙上，貼在鋼板上的紙

最後一定會翻起來，到時候不用中國的攻

擊，我們自己的力量就會消失，進而導致

滅亡。因此，推展對外關係，顯得十分重

要，我們必須加入聯合國，與世界多數愛

好和平的國家相處，這是我們的外交工作

必須再加把勁努力的目標。其次，希望透

過此次研討會發表一封聲明來反應大家的

意見，即要求放棄使用中華民國的名稱，

改用台灣共和國的名義申請加入聯合國，

這是我們大家的共識，期待大會能夠予以

實踐行諸於文字，成為我們集體的共同聲

明。 

屆時我們雖然不一定需要單獨與所有國家

建立合法的外交關係，但實際上聯合國各

會員國會認為在聯合國組織內，我們是一

個愛好和平的國家，能夠與其他國家建立

平等的往來關係。在這種關係基礎之上，

我們在國際社會上的合法性與平等性，將

獲得相當程度的保障。我就先講到這裡，

現在開放綜合討論時間，歡迎大家踴躍發

言，提出各位的寶貴意見。  

郭來富畫家： 

 很高興能夠參與「台灣與聯合國」討論

會，聽到在場各位先進的寶貴意見，覺得

收穫豐富。長期以來，個人參與許多跨國

性的文化活動，認識相當多的外國友人，

雙方的書信往來也都使用台灣，所以我認

為我們有相當的理由可以加入聯合國。因

為全世界只有中國反對我們加入聯合國，

我們應該結合所有文明的國家或是注重人

權的國家，共同發起連署將沒人權、沒人

性的中國趕出聯合國。中國留在聯合國只

會污染聯合國，我們要結合有正義感的所

有國家，支持用台灣的名義參與聯合國，

這一定可以成功的。此外，我還認為我們

需要進行台灣精神的再教育，透過台灣精

神教育的推展凝聚對於國家的認同，然後

再與世界文明接軌，這樣我們才能一一落

實加入聯合國的計畫，以上是個人小小的

建議，請指教。  

陳隆志教授： 

 這個意見十分寶貴，但是要用台灣共和

國的名稱來加入聯合國，可能會比用台灣

這個名稱困難，這涉及到地理名詞與政治

名詞的界定，影響層面更為廣大。假使能

以台灣的名義申請加入聯合國，其所代表

的意義顯得十分重要，所以我個人主張應

以Taiwan（ROC）來取代多數人使用ROC

（Taiwan），比較能夠凸顯台灣的地位。

另外，陳國雄先生寫了一本書名為「台灣

免驚」，書中提到台灣具備國防嚇阻的力

量，有機會大家可以買來閱讀，絕對有助

陳隆志教授： 

 我想剛剛這席話正好呼應李鴻禧教授所

強調今年年底立委選舉，立法院若能形成

一個相對穩定多數的組合，會有利於台灣

未來政局的運作，到時候可開始討論如何

凝聚共識、國家認同等問題。 

許石枝長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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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瞭解我們的國防武力。  

長老教會牧師： 

 大家都知道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存在，

該組織為了脫離以色列的管轄，運用許多

另類的作法，爭取目標的達成，台灣是否

可以考慮仿效他們的作法？台灣可說是民

主的模範生，以往按照現有世界秩序文明

的作法來爭取台灣的獨立主權以及加入聯

合國，但世界各國都懼怕中國的威脅，若

我們能夠參考阿拉法特的方法，比如說到

中國大陸在世界各地的大使館，用橡皮筋

打破中國大使館的玻璃，製造另類的議題

以吸引國際媒體的注意，藉機凸顯國際社

會長期忽略台灣的事實。 

陳隆志教授： 

 台灣在國際社會上所展現的民主與自

由，是我們從事外交工作最有利的武器，

我們應該將這股力量充分發揮。另外在國

內積極從事教育，引導大多數人走向歷史

正確的一方，與世界主流價值接軌，讓國

際社會多瞭解台灣。 

李鴻禧教授： 

 剛剛聽到施正鋒教授與葉法官兩人的辯

論，我認為兩人的觀點之不同，乃在於憲

法與國際政治學對於主權的認定上有所出

入。在國際法上，一個國家之所以存在，

乃在於擁有一個固定不變的領土、人民與

一個有效統治的政府，並在國際社會上能

夠享受權利負擔義務，擁有上述這些東西

後，國家才算是存在。後來，又有學者提

到光是「存在說」並不足以反應事實，國

家還必須具備宣示才成立，這就是「承認

說」，但這種看法已經不受國際社會大多

數國家所認可。故究竟有無加入國際組織

或是得到多少國家承認，這全都是國家進

行外交工作的一部份，其在國際社會所享

有的權利與應盡的義務比較廣泛，並不能

否定一個國家已經存在的事實。基於此，

個人認為台灣就必須依據這個理論，提出

台灣早已成為一個國家的事實，聯合國並

沒有任何理由來加以否認，因為唯有透過

這種方式，台灣才有足夠的理由來應付中

國的打壓。  

 第二、我想解釋為何我們不以「台灣共

和國」的名稱來加入聯合國，因為國內部

分統派的媒體，不斷地透過一切管道對我

們進行洗腦，阻礙我們對台灣獨立的追

求。不過，現在有一種對策，今年年底的

選舉，我們讓較具有本土意識的國會議員

進入國會，相信對台灣的政治運作會有正

面的影響。有了這些具本土意識的國會議

員進入國會，並給予陳總統大刀闊斧表現

的機會，未來台灣還是有很大的發展空

間。近來媒體的報導，把中國的經濟發展

視為台灣未來的希望，但我們觀察許多日

本的報導，日本對中國的投資近兩年來大

幅度銳減，十年前日本就發現中國大陸在

廉價的勞工與技術的快速提升，未來在世

界各地將會看到中國廉價品的出口品，但

中國後續若無外資以及新技術的引進，未

來的問題也會很多。因此，我們要繼續支

持新政府，不斷地給予鼓勵與支持，中國

未來將會改變，屆時將會是我們最好的機

會可以突破外交重圍。  

 不論外在環境如何演變，我們要掌握好

自己的方向，好好教育我們的子弟真心愛

台灣，支持本土派的報社，反對統派的報

社，社會才會和樂。至於經濟的不景氣，

我認為這是全球整體經濟不佳所導致，怎

可說是新政府一手造成的，近幾年來台灣

經濟的高度發展，讓我們的日子過得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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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如今經濟稍微不好，這一陣的困境只

要熬過去就好了，保持著樂觀的心態來面

對這一切，千萬不可失去信心才好。  

陳隆志教授： 

 感謝李鴻禧教授的一席話，相信您的話

對大家都有一定的鼓勵與加油。請大家看

看大會的手冊內容，假使大家對於各議題

的結論都有同感，請鼓掌表示認同。第一

場，聯合國的重要性、功能與成就。聯合

國的確對我們十分重要，雖然每個人對聯

合國的評價不見得相同，但是聯合國的基

本任務，乃在於保持世界和平與安全，進

而促使國際社會的政治、經濟、社會、教

育、文化、人權等方面均衡發展，聯合國

在這方面的確是受到肯定。第二場，我國

參與聯合國之回顧與檢討。1971年聯合國

大會通過2758號決議，中華人民共和國取

代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聯合國局

勢的逆轉並無法改變蔣介石政府頑固「漢

賊不兩立」的外交政策，讓台灣在國際社

會中的外交活動屢屢受創。直到1990年代

台灣進行民主化之後，才有人倡議台灣應

該要加入聯合國，積極在國際社會負責任

行義務，這才促使舊政府開始尋求加入聯

合國的機會。過去八年來的作法，極力主

張聯合國應設立一個特別委員會，撤除或

修改1971年所通過的2758號決議。我認為

這種努力雖不無小補，但卻缺少一項台灣

想要以一個新的會員國加入聯合國明顯的

訴求，無這項明確的訴求，會讓台灣申請

加入聯合國的行動變得十分被動，加上沒

有搭配有效的國際文宣活動，當然也就使

台灣申請加入聯合國的成效受到限制。第

三場，探討的主題是台灣為何要參與聯合

國，又如何來參與聯合國。台灣申請加入

為聯合國的會員國，最重要的是凸顯台灣

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聯合國可說是世

界政治的中心，加入聯合國所代表的不僅

是台灣要成為聯合國的會員國，同時還要

在世界論壇上，對世界各國表達我們台灣

人民的意志，希望加入聯合國體系內國際

功能性組織如WHO、 IMF等。進一步來

講，加入聯合國代表著世界各國對於台灣

的集體承認，儘管我們沒有與每一個國家

都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只要我們加入聯

合國並與其他會員國平起平坐時，就代表

台灣擁有與國際社會中各國平等的國際地

位，對台灣的國家安全增進不少，在國際

整體規範下與中國互動，也比較容易建立

一個正常化的關係。  

 再者，台灣要加入聯合國，實際上聯合

國也需要台灣，當台灣加入聯合國時，聯

合國才算是真正代表全人類的國際組織。

台灣加入聯合國不但可以提供財政上的支

持，台灣寶貴的發展經驗更是可以提供給

許多轉型中的聯合國會員國作為參考，由

此可知台灣加入聯合國的益處是顯而易見

的。我們討論如何加入聯合國時，我認為

最有效的方法還是以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

國家的立場申請加入聯合國，根據聯合國

憲章第四條的規定，提出台灣是一個愛好

和平的國家，有履行聯合國憲章的意願與

能力，並從事對國際社會的貢獻。個人認

為這種說法，一定可以獲得聯合國的支

持，肯定台灣是一個願意履行聯合國義務

的國家。我們無須懼怕在申請加入聯合國

過程時中國會行使否決權，當我們能夠獲

得二分之一以上國家的支持時，假使中國

一直濫用否決權將會導致世界各國的譴

責，轉而成為支持台灣的力量。台灣具有

的民主與自由，是合乎世界主流價值的潮

流，我們一定要加強這方面的努力，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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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社會體會到台灣是一個愛好和平與自由

的民主國家，國際社會絕對不可因中國的

壓力而不支持台灣。  

 第四場，我們如何結合政府與民間企業

界的力量促進加入聯合國。我認為加入聯

合國運動要具備參與馬拉松賽跑的精神，

同時也要有長期奮鬥的心理準備，我們絕

不能等待機會的來臨，假使我們不隨時準

備加入聯合國，那麼剛才所說的一切都是

白做工。因此我們必須從教育上、心理

上、組織上與運動的整體整合發展切入並

開始準備，機會一到我們就可以充分把

握，然而要形成上述機會與條件，還是依

靠我們政府與民間力量的結合，以共同的

國家目標一起來努力打拚，結合台灣內部

的力量，加上海外台僑的力量與國際友人

的援助，所有力量合而為一，共同為加入

聯合國而努力。  

 為了我們共同的美夢，希望在不久的將

來台灣能夠成為聯合國的一員，或許這種

美夢現在看來，似乎是不可能達成，但是

只要我們不斷努力打拚，有一日美夢就會

成真！感謝大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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