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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努力參與聯合國的檢討 
 

■陳隆志／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1971年，聯大第2758號決議通過、中華

人民共和國進入聯合國、取代「中華民

國」之後，台灣漸漸成為國際的孤兒，既

無聯合國的席位，也無法度參加聯合國體

系下眾多功能性的國際組織。雖然在國際

外交上孤立，但是台灣並沒有自地球上消

失。相反的，經過台灣國內外人民的犧牲

奮鬥、努力打拚，創造了台灣的經濟奇

蹟，也將過去的戒嚴威權統治轉型為民主

政治。隨著民主化與本土化，台灣人民要

參與國際社會的要求與願望日增，展現要

加入聯合國的強烈意願。  

 為因應人民的要求，政府乃於1993年開

始努力，尋找加入聯合國的方法與途徑。  

 自1993年以來，外交部透過友邦提案，

先是希望聯合國大會成立「特別研究委員

會」，討論台灣加入聯合國的可行方案。

再來是要求聯合國大會重新檢討、撤銷或

修改1971年所通過的聯大第2758號決議，

以期達到所謂「分裂國家平行代表權」的

模式，用「中華民國」或「中華民國在台

灣」的名稱參與。1999年的提案，則是要

求聯大設立「工作小組」，以研究台灣參

加聯合國的問題。在2000年的聯大，由於

新政府沒有時間做全盤政策的檢討評估，

所以，暫時沿用1999年的模式。  

 但是，在中國強烈的反對之下，過去八

年都在聯大總務委員會的討論，就遭到封

殺，根本無法列入大會正式議程討論。在

過去那種做法之下，我國處於被動，隨波

逐流，沒有明確的方向目標，沒有明確的

訴求，也就沒有有效國際文宣的配合。很

多國際人士根本還不知道台灣被排除在聯

合國之外。  

 陳水扁總統最近在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

會所舉辦「台灣與聯合國」研討會，表示

要打拚進入聯合國的決心，應該把握今年

的契機，採取積極主動、有明確目標與訴

求的新政策，向台灣成為聯合國正式會員

國的大道邁進。  

（本文原刊載2001年7月5日自由時報新世

紀智庫評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