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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國際間相互依賴

的程度甚高，資訊科技及航空運輸的快速

發展，促使全球的互動與交流更形緊密，

「世界村」已儼然成形，在這股潮流下，

我國已無法獨立於國際規範之外！有鑑於

此，為維護整體國家的長遠利益，順應國

際情勢發展，加入聯合國及其他國際組織

勢不可免。  

 儘管少數團體反對這個潮流，認為全球

化是富國奴役貧國的無形武器，也是製造

更多社會不平，以及貧富懸殊的黑手；而

面對台灣加入聯合國，有人認為台灣目前

拚經濟最要緊，其他都是枉然；有人認為

根本不值得參加；也有人說在中國的反對

下，根本無法加入，此乃遙不可及的空

談，應束之高閣……。這些反對的聲浪，

就如同向大海投擲的石子一般，連個漣漪

都激不起來。  

 台灣加入聯合國是台灣全體人民的基本

人權，也是全世界公平正義的問題。回顧

過去，自一九七○年代起，為牽制蘇聯，

美國開始玩「中國牌」，以致中國取代中

華民國加入聯合國，美國及其他國家紛紛

與中國建交，與我國斷交；迫於情勢所

逼，台灣形成國際孤兒，成為「非國之

國」，在國際上毫無國格，不僅外交人員

喪失奉派外國參加國際組織歷練的機會，

從此國際組織人才日益凋零；台灣人民的

權益在國外更是不受保護，國人前往他

國，無法得到駐外人員的協助與國家的保

護！多少年來，我們在處處受打壓的情況

下，努力奮鬥，現在，不能繼續坐以待

斃，而須極力爭取台灣在國際上應有的代

表權，以確保國人的權益，及舉國皆平等

的待遇。  

 台灣需要加入聯合國，有下列四點理

由：  

 一、做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內政、

外交二者缺一不可，才有望活躍於國際舞

台上，假使劃地自限，自我矮化，則淪為

中國的地方區域不遠矣。  

 二、聯合國及其下的國際組織是一個健

全而穩定的國際發展架構，台灣一旦加

入，即可獲得國際間的認同，能享有各項

國際規範之權利，甚至在受到其他國家不

平等之歧視待遇時，亦可透過正常管道尋

求解決。  

 三、迫使中國的「一國制」論調失效，

進而確保台灣是一個名實合一的國家，不

再只是個妾身未明的「亞太營運中心」，

更提升了國家安全的保障。  

 四、加入聯合國，便是參與了國際社會

互動的大舞台，不僅可以和其他的會員國

進行平起平坐的經貿活動，我國對外得享

有公平且合理的待遇之外，可以獲得國際

法的保障，在穩定而可預測的國際環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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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多邊的交流，獲取完整的資訊。  

 況且，加入國際組織好處不勝枚舉，

如：加入「世界著作權公約」，台灣人民

的著作在世界各地皆可獲得保障；加入萬

國郵政聯盟、世界氣象組織、國際電訊聯

盟、國際貨幣基金會等組織，我們可與各

會員國交換郵政、氣象、電訊、金融的相

關資訊，只要彼此能密切聯繫合作，必能

產生最大的力量。  

 相對的，聯合國需要台灣，有下列三點

理由：  

 一、根據聯合國憲章有關會籍普遍化的

原則，便應該包含台灣，不論是在人口方

面，或重要的地理位置上，台灣都有助於

各方面的推行，再加上聯合國的法律公

義，將可相輔相成，相得益彰。  

 二、目前世界各國極力推行合作，加強

文化、經濟交流，及維護國際和平與安

全，當台灣與中國能同在多邊的國際架構

機制下，正常化互動時，對台海以及國際

和平，將成為促進全球和平共處的堅固基

礎。  

 三、台灣成功創造「經濟奇蹟」，而且

正以和平改造「政治奇蹟」。台灣經驗足

為開發中國家楷模，對於聯合國的財經及

活動，必能全力支持，並分享台灣經濟發

展經驗；同時，順應全球民主化的潮流，

可與其他會員國分享台灣由戒嚴時期和平

轉型民主自由國家的歷程。  

 憑以上所述各要點，台灣無法參與國際

組織，是國際社會的一大損失。既然，台

灣與聯合國相互需要，那麼台灣應成為聯

合國的一份子，但新的做法應該如何？  

 由於我國國際處境特殊，時常必須面對

中國非理性的打壓，因此，和世界各國發

展政策溝通與協調管道時，往往倍受阻

礙，必須努力尋求突破之道！眾所周知，

近年來我國要加入聯合國的提案頻頻碰

壁，到現在還不得其門而入！  

 今年是我國第十度叩關聯合國，有別歷

年敏感的提案名稱「中華民國」，友邦的

提案文件是以「中華民國（台灣）」為標

題，草案內容係直接要求聯合國承認我國

在聯合國應有代表權；此標題含有解釋性

備忘錄的特色，有助國際區別中華民國與

中華人民共和國，並凸顯中華民國指的是

「台澎金馬」。  

 然而，中國謬言代表台灣，事實上中國

沒有統治過台灣一天，更無權剝奪台灣的

席位，以及台灣人民的權利，且聯合國第

二七五八號決議文之法律意義，提及中華

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及其他相關機構中，

未賦予其代表中華民國。因此，我國至今

仍被排除在聯合國之外，是國際社會對台

灣非常不公不義的情狀。  

 如是，台灣要加入聯合國的訴求需明確

表達，重點是要以台灣的名份申請為會員

國，而非觀察員，對於常任理事國要事先

爭取支持，強調台灣有履行聯合國憲章義

務的能力與意願，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

政府能有效行使統治權與獨立維持對外關

係，近年來政治漸趨民主、尊重人權與維

護言論自由；再者，我國外匯存底位居前

茅，人口二千一百三十餘萬，多於四分之

三的聯合國會員國。加入聯合國的條件可

謂一應俱全。  

 在中國極力壓榨台灣國際生存空間的今

日，我國外交薄弱，唯有確立自我的立

場，國人上下齊心，努力拓展多元的全民

外交，才能突破中國的重重高牆，尤其是

政府與僑胞在國家方向的理念一致時，發

揮的力量一定會很大；因此，不僅要靠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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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部及世界各地的使領館、代表處加以推

展，更要充分運用台灣僑胞的人脈及社區

關係，展現出民主自由人的人民力量，使

國際社會肯定台灣、支持我國成為聯合國

的會員國。  

 此外，國內也要配合有效的文宣，教育

民眾並化解反對的聲浪，強調加入聯合國

是「台灣的權利與義務」，在努力爭取的

過程中，一定要結合政府、民間的密切合

作，以發揮最大的力量，畢竟加入聯合國

是一項大工事，持續努力的鬥志與決心，

是能否取勝的關鍵，相信只要同心協力，

永不放棄，集結國內外的力量，將可美夢

成真！  

 為了促進台灣國際關係的正常化，自我

競爭力的提升，更是不容忽視！尤其近來

經濟的下滑、中國的蓬勃發展，都不利於

我國追求成為聯合國一員的目標，因此，

國家的政策、方針，都需謹慎評估，台灣

不僅要站起來、走出去，更要讓國際社會

見識台灣日益強大的國力。  

 「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我們始

終相信：人的堅強信念，可以突破銅牆鐵

壁！也許這條邁向聯合國之路既辛苦又漫

長，但只要我們以國父的革命精神自許，

踏上成功的坦途，將不是夢想。加入聯合

國，我們要有新的思維與做法，更需要一

點勇氣，面對彼岸的文攻武嚇，讓我們

「手牽手、心連心」，群策群力為國奮

鬥，譴責中國的霸權主義，宣揚台灣民

主、自由、人權、愛好和平、助人之形

象，在陳水扁總統的領導下，以新思維與

新作風，推動台灣加入聯合國的全民運

動。  

 新紀元的來臨，台灣奇蹟將再度刷新歷

史——用我們努力不懈的心！    ◎ 

 

74 新世紀智庫論壇第23期／2003.09.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