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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紀台灣聯合國學苑— 

台灣與聯合國系列講座》開幕式 
 

 

 

時  間：2003年7月14日∼17日  
地  點：天母農訓協會 -國際會議中心  

402A教室（台北市中山北路  
七段113號） 

主辦單位：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 

協辦單位：外交部、教育部、青輔會 

 

陳隆志董事長（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 

 歡迎大家來參與今日舉辦的「新世紀台

灣聯合國學苑」，共同來研習聯合國的事

務。在開幕式之前，有媒體朋友問我，為

什麼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要舉辦「新世

紀台灣聯合國學苑」？台灣加入聯合國，

可以說是大家共同的願望，我們大家都希

望有朝一日台灣能加入聯合國。台灣加入

聯合國這件代誌，對我們而言，是一件偉

大且非常有意義的工程，不過也是一件非

常困難的工作。今日我們看台灣在國際社

會中的地位，我們不但無法參加政府性的

國際組織，甚至政府兩位官員代表政府參

加非政府性的世界婦女高峰會議，也是因

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打壓，而被排斥。因

此，台灣需要加入聯合國，加入聯合國這

一條路一定要走，假使台灣成為聯合國的

會員國時，台灣可以與世界一百九十一個

國家彼此互動，正常交往，台灣才算是國

際社會名實合一正常化的國家；另一方

面，台灣如果可以進入聯合國，要加入聯

合國體系底下的國際組織，包括WHO

（世界衛生組織）、 ILO（國際勞工組

織）等這些重要組織就沒有問題。  

 加入聯合國是一件很重要的工事，回顧

過去這幾年來的努力，台灣加入聯合國的

運動才算是剛剛開始而已。台灣要加入聯

合國，需要政府、民間、企業三個部門的

共同合作，以及國內、國外力量的總結

合，朝向正確的大方向去發展，經過一段

長時間才可看出績效。推動台灣加入聯合

國，需要一種跑馬拉松的精神與毅力；台

灣要加入聯合國並不是單單用喉嚨喊就可

以達成，雖然每年九月份聯合國大會準備

開議的時候，我們籌組遊說團體拜訪聯合

國或發動遊行，也是一份很重要的工作。  

 做為一個民間智庫，台灣新世紀文教基

金會期盼以拋磚引玉方式，喚起國人對聯

合國的重視，既然要加入聯合國，一年三

百六十五日都要努力，我們應該從教育開

始，培養國人對聯合國成立的宗旨、目

的、功能、相關活動以及成就等，有更深

一步的認識。另外一方面，舉行這個培訓

營，我們也希望能夠幫助培養國家未來參

與聯合國事務的人才，這些人才需要具備

國際觀，同時也要對人權、環保、人道救

援、非政府組織、公民社會等議題有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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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瞭解與認識。回答剛才媒體朋友訪問我

的問題時，我就強調：台灣新世紀文教基

金會舉辦「新世紀台灣聯合國學苑」是拋

磚引玉的一種嘗試，運用基金會有限的資

源，今年我們共舉行三項與聯合國有關的

活動：第一個活動是聯合國徵文比賽，去

年舉辦過一次反應不錯，今年分為社會組

與大專組繼續舉辦；第二個活動是聯合國

研究獎助金活動，鼓勵國內博士班、碩士

班的同學，提出他們有關聯合國議題的研

究計畫，並由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國際

關係委員會的委員來指導，待研究計畫完

成後，將陸續刊登在本會所出版的新世紀

智庫論壇；第三個活動則是今日開始為期

四日的培訓營。實際上，推動聯合國運動

全民化，需要一步一步來落實，培養對聯

合國有較深的認識，只要大家對聯合國有

較大的興趣、關心時，就可以形成一股推

動台灣加入聯合國的風潮。  

 今日不論是在這裡或是海外（包括美國

也有很多的組織）推動台灣加入聯合國運

動，不僅是想要加入聯合國而已，在台灣

尚未加入聯合國之前，我們都要充實自

己，對聯合國有更多的認識。希望大家抱

著這種心情，在這四日之內，用心參與，

相信可以獲得很大的收穫。我們在排課的

時候，以聯合國為中心，但也會講到國際

事務、聯合國、整個國際局勢、國際關

係、國際安全、經濟發展、環保、人權、

台灣要加入WHO等我們所關心的議題。

有的人反應，課程會不會排得太緊湊了？

我們希望大家能充分利用精心安排的課

程，在老師講課之餘，善加利用師生對談

的機會，有什麼意見盡量表達。大家抱著

嚴肅、認真，但又輕鬆、學習的心情，在

今日開始的活動中，讓各位學員對於所關

心的事情，有更深的認識，這是一個很好

的開始。  

 這次我們舉辦活動的經費，除了基金會

本身自有的資源之外，青輔會、外交部、

教育部都有補助。青輔會林主委說，青輔

會在政府部門裡資源比較有限，不過被認

為是小而美、非常有創造力、衝勁、領導

性的組織，在今日全球治理、公民社會大

趨勢之下，我們林主委在這一方面，做了

很多領導、提攜、培養後進的工作，現在

我們就請林主委給我們勉勵。  

林芳玫主委（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 

 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陳董事長，還有

在座各位青年伙伴們，大家好。很高興能

夠來到這裡，我認為主辦單位舉辦這樣一

個「新世紀台灣聯合國學苑」的活動，非

常有意義。剛才陳董事長已經講過了，我

們要加入聯合國，不是說每年到了九月的

時候，舉行一些每一年都做些儀式性的動

作，加入聯合國是三百六十五天，每天大

家在各自不同的崗位上，都可以有一點點

小小的貢獻，如果有幾百個、幾千個，甚

至幾萬個像各位這樣有理想、有能力的年

輕人集合在一起，每個人小小的一點貢

獻，就像一塊拼圖一樣，一定可以拼湊出

台灣青年對於國家未來發展的願景。  

 雖然今天主辦的主題是聯合國，不過我

舉一個WHO的例子，可能大家會更加瞭

解。前一陣子有一位立法委員想要參加

WHO的會議，結果，事情最後發展演

變，他卻變成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代表去

參加WHO。現在不管是哪一黨有醫學或

是公衛背景的立委，他想要參加WHO的

會議，他要怎麼參加呢？事實上，這些相

關重要的會議，很早就在網路上公佈，

WHO很多的會議是開放給一般公眾去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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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參加的，當然名額很快就滿了。除了這

樣個別報名參加之外，另外一個管道就是

WHO跟很多民間團體，有所謂的 official 

relationship，又稱做 formal relationship，

意思跟聯合國下面有諮詢地位的非政府組

織的關係是一樣的。WHO經過許多制度

化、嚴格的審查制度之後，就可以跟一些

相關的非政府組織建立這樣的官方關係。

事實上，這類的組織不會只有衛生方面，

範圍相當廣泛。只要這個世界組織在台灣

設有分會，我們就可以透過組織的管道向

總會反映，如果總會派代表參加WHO的

會議，我們可以跟總會爭取參與WHO會

議的名額，不論是一個、二個、甚至三個

名額也可以，然後我們可憑這個世界總會

的台灣分會的身份，參加WHO的會議。

台灣有國際會議組織的世界分會其實不

多，因為醫學跟衛生是相當專業的領域，

相較其他的領域，我們在這方面有分會的

組織則是非常多。高雄樹德大學的王淑英

院長，最近剛剛出版了一本書，書中詳細

列了所有跟WHO有official relationship的

團體，以及這些團體是否在台灣有分會，

各式各樣的什麼小兒科醫學會、內科醫

學、外科醫學、化學毒物反應、熱帶醫

學、婦產科醫學很多台灣都有分會。  

 我們過去有一個很大的迷思，總認為不

管是加入WHO還是聯合國，都是外交部

或是從事政治工作者的事情，跟其他人沒

有關係。事實上這跟每一個行業都有關

係，以醫學來講，當一個醫生想要關心公

共事務的時候，除了去選立委或是爭取擔

任政黨的不分區立委之外；其實你也可以

從專業的立場切入，不論你是小兒科醫生

還是流行病學醫生，你所參與的專業學

會，是否有參與這個國際性會議，他是如

何去參與WHO，裡面相關的議題又是什

麼？而相關的專業、最新專業的議題是什

麼？我們自己可在專業的領域裡，做出怎

樣的貢獻？我們應如何向世界介紹台灣在

這裡面的表現？或者台灣有哪裡不足，請

世界專家給我們支援，這就是從專業的領

域來參與WHO。事實上，台灣要參與聯

合國也是這樣，因為聯合國所涉及的領域

更廣，包含文化、教育、藝術與永續發展

等很多領域，而聯合國之下具備諮詢地位

的團體也不少，台灣在這部分有諮詢地位

的組織非常少，相較起來WHO與台灣有

相當關係的組織，反倒非常多。很可惜的

是，一個專業的醫生，當他轉換跑道變成

不分區立委，立委其實也是一個專業，政

治也是一個專業，他卻沒有在既有的專業

上再去學習另外一個政治、以及公共參與

的一個專業，反而循著一個最傳統的泛政

治化，我們要強調的是政治的專業，而不

是泛政治化的東西。參加國際組織可以有

什麼樣的方式，他毫無所知，他只是很想

參加，在很想參加之下，就會鬧出這樣的

笑話。  

 我覺得台灣的危機並不是什麼顏色跟什

麼顏色的對決，而是大家都不尊重專業，

對於年輕人我都抱著很高的期望，因為你

們現在就有的知識，都是我到了四十幾歲

才懂的知識，雖然我比你們多增長了二十

年的生理年紀，但是在國際組織的認識度

上來講，我跟你們的年齡是一樣的，甚至

你們上了這三天的課之後，功力是比我

強。再過三年或是五年、十年，各位將會

是各行各業的中流砥柱或是精英、領導

者。剛剛我看了名單，除了有一些政治系

之外，還有很多其他的科系，我覺得跨科

系的學習是一個正確的觀念，任何一個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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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都需要跟國際接軌。當各位成為各行各

業的精英之後，你們不會只滿足於這個專

業裡面而不再鑽研新知，你一定會想要從

這個專業裡面繼續去拓展，對於社會、國

家、世界有所貢獻，也許你會想去參加這

些相關領域的世界組織。你們在這麼年輕

就具備各方面的視野，就知道要怎樣去運

作，也知道怎樣才能讓台灣加入WHO、

聯合國。換句話說，這些挑戰其實也對於

你們自己的專業，以及台灣在世界上做出

貢獻，建構一個發揮的空間，這就是我對

各位的期許。非政府組織（NGOs）這個

詞，事實上從聯合國設立的時候，就在聯

合國的憲章裡明文規定了，聯合國各項重

大的政策，都要加入非政府組織的諮詢跟

意見，由此可見非政府組織跟政府，雖然

有一些工作非政府組織是自己獨力完成，

跟政府沒有太密切的關係，我覺得這樣也

很好。非政府組織有很多種，但是有一些

非政府組織可以跟政府有很密切的合作，

這密切的合作，並不是選舉的時候要當樁

腳，而是針對重大的政策合作，給政府提

出這方面的諮詢，我覺得年輕人若能在年

輕的時候，透過參與自願組織、社區、非

政府組織參與公共事務，其實是累積一種

公共參與的經驗。所以，有很多人問我，

青輔會為什麼要特別提倡非政府組織、第

三部門，我說原因有很多：一、非政府組

織本身就是一種工作，就是一個提供就業

機會，大家不管唸什麼科系，將來畢業有

可能在你生涯發展中，選擇到非政府組織

去工作。二、對台灣未來的政壇有一種想

像、希望它是什麼樣子。現在陳總統常常

說他是貧戶出身，表示台灣的階級流動是

相當的高，貧戶之子也可以成為總統。我

希望十年或是二十年後，不論台灣的總統

是貧戶出身，還是富貴之家出身也好，我

希望台灣的領導人，都有非常深入的志工

參與的經驗，或是參加過社團、公益組

織，在裡面投入很多的伙伴，我覺得這對

台灣整個政壇來講，是一個很大的轉變。  

 我想不管是在哪一個國家，在台灣或是

在美國、日本，大多數的民眾可能都搞不

清聯合國的組織架構是什麼？但是沒關

係，一個社會理念，它的文明的區隔性，

文明進步的指標，其實是這個社會最上層

百分之三到百分之五的人，他們的素質是

怎麼樣，就決定了這整個國家約略七成到

八成左右的一個競爭力。所以，如果我們

不求所有的台灣民眾都要瞭解聯合國是怎

麼一回事，但是，如果這個社會的青年人

裡面，最精英的一群對於聯合國的組織、

WHO、相關的國際組織是怎麼一回事，

都搞不清楚的話，我覺得是一個很大的損

失；可是如果大家搞得清楚這是怎麼一回

事的話，我想對於你們自己個人，或是你

們專業上的成長，甚至對整個社會，都有

很大的幫助。  

 從最實際的一個角度來看，其實加入

WHO之後，需要根據各個國家的經濟發

展狀況，從各個國家國民生產毛額中某個

百分比拿來做國際性的援助，比較有錢的

國家要去援助發展中的國家。聯合國也有

一些類似的規定，我們台灣因為沒有加入

聯合國，多年來沒有辦法讓別人來幫助我

們，我們也沒有去幫助別人。因此，這對

於我們整個民族性、集體性的人格氣質來

講，是一個很大的遺憾。我們希望有機會

可以接受別人的幫助，也有更多的機會去

幫助、援助別人，形成一個很好的互惠跟

交流管道。  

 最後，再一次表達對於主辦單位舉辦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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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研習營的用心，剛剛看到厚厚的一本

補充資料，這樣的一本寶典，你們三天之

內消化不完沒有關係，回去再慢慢讀。今

天多少人？回去發揮一下直銷的精神，你

們回去再繼續傳遞給另外十個人，這樣的

一個網絡慢慢就傳散出去，我們台灣的未

來就很有希望，謝謝大家。  

蕭美琴委員（立法院） 

 今天，很榮幸應陳教授之邀來跟各位見

面。大家都是年輕人，我現在這一輩或是

年紀比我大幾歲的這些立法院的同仁，早

期參與過學運或是從你們這個年紀開始參

與政治的朋友，常在那邊抱怨，現在的年

輕人好像都不太關心政治、社會，或是國

家公共政策的議題。以前學運隨便就可號

召幾千人、幾萬人，那時候台灣當然也是

在歷經劇烈的變動，包括政治改革、國會

改選、要求總統直選、廢除刑法一百條。

當然，後面一代一代接續上來之後，台灣

社會現在已經變的很自由，甚至自由氾

濫，政治人物亂來，讓人民有將立法院視

為台灣亂源的感覺。現在整體環境，可能

跟早期民主運動時代不一樣了，但是各個

團體所舉辦的營隊活動卻從未少過，而我

每次參加營隊看到有那麼多的學生來參

與，不論是北部還是南部，幾乎都是爆

滿，我想這個也是另外一種學習方式。雖

然台灣社會已經改變了，年輕人參與公共

事務或是參與政治的方式也不太一樣，相

信大家都有一個基本的態度，就是要瞭解

我們國家前途該何去何從的基本慾望，我

覺得這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一件事。  

 當然我年紀可能比你們大不少，但是在

立法院可能還算是比較年輕的。所以我有

一個基本的責任，來這裡為大家鼓勵。我

看了你們的資料這麼厚一疊，不曉得大家

有沒有做功課，我相信你們這幾天應該有

相當豐富的機會能夠瞭解。我要強調一

點，不要以為我們年紀比較輕，或是可能

我們的力量比較小，沒有辦法很積極的去

改變現在怎麼樣的狀況，面對國際現實，

中國那麼強大的一個國家，我們在國際上

如何立足、競爭、生存、發展，其實都是

相當大的一個挑戰。我知道年輕人是充滿

創意，以前我當學生的時候，遇到中國射

飛彈，自己透過網路向世界各國傳達這個

消 息 ， 後 來 美 國 Business Week 報 導

Taiwanese fight fire with wire，我想這是

一個很好的國際宣傳，有一個效果出來。

不是說大家年輕，應該要當外交官，我相

信大家在各行各業，不管是做律師、醫生

或是其他職業都好，我們都要瞭解我們的

生活，已經跟國際社會脫不了關係，不管

是出國旅行也好，甚至大家出國留學、唸

研究所、或是我們的工作都會牽涉到相關

的一些國際業務。  

 大家除了在這邊學習之外，希望能多發

揮各位的創意，當然今天來這邊不是要來

拉票，至少就我個人的經驗，我自己在民

進黨這樣的體系裡成長，我從十幾年前開

始參與政治到今天，至少我覺得我們當今

的一些老闆，或者是今天的執政黨是相當

重視年輕人、尊重年輕人的，我覺得最重

要的是能信任年輕人，有承擔重任的一個

能力。我從十幾、二十幾歲開始被交付一

些重要任務，到今天甚至黨內能夠支持我

當不分區的立法委員，我想這是我們黨裡

面的一個生態、一個文化，也就是對年輕

人一個基本的相信。我們相信年輕人能夠

有最好的點子，能夠有最活潑的創意，有

最努力向上的一個精神，失敗沒有關係，

大家可以繼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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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在國際上要生存，就是需要台灣年

輕人的精神，雖然我們常會被罵成童子

軍，但這沒有關係，因為還是很多人相信

我們年輕人的能力，基於這種信任，也就

是我們今天來到這裡要跟大家鼓勵的理

由。我相信陳隆志教授這幾十年來當教

授，教過那麼多的人，現在仍然要繼續這

樣的工作，因為他也相信大家有機會來學

習，未來每一個人都能為我們的國家，為

台灣在國際上做一些事情。  

 最後，我再一次給大家鼓勵，不好意

思，我來的時間比較晚，沒有辦法跟大家

做更多的互動，大家接下來還有很多的課

程，但是還是希望大家努力的加油，大家

以後都是我們台灣最重要的草根外交尖

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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