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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來台灣積極努力要參加聯合國，可

是始終都無法加入。在這一年來，政府也

為了加入其他國際組織作了相當大的努

力，不久前，已經完成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WTO），另外，在參與世界衛生組織

（WHO）方面也有新的進展，這些都是

全民與政府共同努力得到的好成績，我相

信我們有一天一定會加入聯合國。  

 為什麼現在不能加入聯合國？我想是因

為中國的關係，因為自從我國推動加入聯

合國以來，中國一直打擊我們不讓我們加

入聯合國，最主要的手段是逼迫各國來表

明反對我們台灣加入聯合國，並以外交的

優勢來重擊我們。以去年為例，中國駐聯

合國代表王英凡在我們提出加入聯合國提

案後，除向聯合國秘書長抗議外，還要求

我們撤回簽署，而且中國在去年十月間在

北京召開「中非經濟合作會議」的機會，

邀請各國駐聯合國常任代表團參加。其對

我國友邦威脅利誘，這就是我們為什麼還

不能加入聯合國的主因。所以我們推動參

加聯合國工作之前，我們應該要注意以下

兩方面，第一是中國的態度；第二是聯合

國多數會員國的支持。目前中國還是保持

著霸權的心態，一直反對台灣加入聯合

國，所以我們將面臨高度的挑戰。現在聯

合國共有一百九十一個會員國，台灣只和

其中的二十八國有邦交，台灣雖然不能在

近期達成參與聯合國的願望，但我們一定

要有奮鬥不懈的精神與毅力，繼續爭取加

入聯合國，並獲得國際友誼及支持。  

 我們有沒有必要加入聯合國？加入後會

不會有影響或改變？台灣有必要加入聯合

國？以我們目前的局勢來看，中國一定會

趁機對台灣愈施加更大的打擊，所以我們

更要想辦法，如何結合政府、企業及民間

的力量，加入聯合國。  

 首先我們要先取得加入聯合國的共識，

對一般平民而言，除非出國遭到恥辱或刁

難，很少人能體會為什麼台灣一直想要加

入國際社會，更不用說加入聯合國，所以

我們現在要努力說服一般百姓去認識加入

聯合國的重要性。其次，我們加入聯合國

將有助於形成對台灣有利的國際輿論。因

為聯合國是國際政治最主要的舞台，台灣

在那裡不管做什麼都比較容易受到世人的

注目。所以申請加入聯合國後，可以證明

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眾所周知，台灣在外交上最重要的目標

除了要消極地消除中國的軍事威脅，以及

遏止其武力侵略外，我們更要進一步積極

地將台灣和中國的關係變的正常化。然

而，由於中國異常固執地堅持「一個中

國」的立場，很霸道的將台灣視為中國的

一部分，因此，台灣和中國的關係只有置

放在全球的國際關係中來思考，台灣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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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路。此外，全世界只有美國能制衡中

國，因此，台灣在外交上最重要的國家就

是美國，所以台灣必須時時刻刻爭取美國

的支持。總而言之，台灣外交策略應該訂

定以一、加強「對美、日等大國的外交為

經常性的工作」。二、「台、中關係正常

化」為長期目標，以「加入聯合國」為中

程目標。  

 凝聚全體人民共識是未來台灣加入聯合

國的最堅實的後盾。過去十年，政府採用

「中華民國重返聯合國」的模式，然而，

我們申請八次都宣告失敗，最後我們提議

「以台灣名義申請重新參加聯合國」。  

 「新生國家理論」主張自1949年以來，

台灣的土地，以及人民從未受中國統治。

日本雖然在1951年的「舊金山和約」裡頭

放棄台灣，但是，台灣目前加入聯合國的

最大阻礙卻在於台灣當局自稱是「中華民

國」，既然聯合國早在1971年已認定由中

華人民共和國繼承「中華民國」，所以，

國際主流已認定「中華民國」不存在了，

因此，當局應該採用新的國名，如此一

來，台灣才可以在國際社會被接受。  

 回想當年，就是因為蔣介石國民黨政權

想要跟中國競爭代表正統的中國政權，因

此，在外交上才會有「漢賊不兩立」的立

場，這樣子，我們根本無力與中國抗衡，

反而進退失據。結果，台灣在1971年失去

以「台灣」為名義而留在聯合國的一大機

會，今天何苦又要固執於「中華民國」的

意識形態，犧牲台灣的利益呢？  

 中華民國雖然在台灣能有效統治，但

是，不論是對內或對外，一直都不願意以

台灣的名義來建構主權，依舊與中華人民

共和國的主權訴求糾纏不清，國際社會當

然不願意承認中華民國的法理主權，只能

以政治或經濟實體的身份，參加一些不用

主權國家資格的周邊組織。  

 總之，如果能確立「以台灣的名義申請

新加入聯合國」，我認為國際社會將很難

再藉口「不願捲入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

和國的領土紛爭」，一再的拒絕台灣參與

國際事務，否決台灣人民善盡地球公民之

責的權利。  

 一般的國家都以政府的主體來參加聯合

國的各項活動，頂多再配合來自學界的知

識支持。台灣的外交需要依靠政府以外的

力量比較多。世界到處都有台灣的僑民，

所以經過常年的打拚，我們這些台僑在當

地都有相當大的影響力。此外，世界各地

不管那個國家大部分都有台灣人的公司行

號，而這些公司行號都有相當大的資訊搜

集能力。對於台僑，我們可以訴諸其愛鄉

愛土的感情，對於台灣的海外企業，則可

給予其他商業上的利益，如果台灣能用心

將其加以組織化，讓民間力量積極參與台

灣的國際外交，則我國參加聯合國的各種

努力，將有預期的效果。  

 所以，對於遍佈在世界各地方的台僑，

我們可以鼓勵他們組成更多的自主性團

體，例如：美國的台灣人公共事務會、商

會、同鄉會、婦女會、同學會、或是人權

會等各項組織的成立；而且各種專業團體

的成立也是必要，例如：台僑的醫師會、

律師會、救援協會等。我們可以透過這些

團體來參與聯合國的事務，尤其是講求

「多元式民主」的美國，我們甚至於要鼓

勵第二代的台美人專攻法律、政治等學

科，以方便這些人可以直接參與政治的各

項活動，畢竟「台裔美國人」比自詡為高

等人的「華裔美國人」，更能體會祖國台

灣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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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在經濟全球化的潮流下，現代化的

企業都有國際化的傾向。由於台灣沒有參

加聯合國實際上的運作，以至於企業的權

益往往不能得到以國家作為後盾的保障，

台灣如果能加入聯合國，自然可以矯正這

種不利的情勢。  

 值得一提的是類似蔣經國基金會的設

置，由具有國際觀的企業集資贊助組成；

它是直接向總統負責的超黨派機構，有海

外基金會的白手套性質，卻不受外交部或

立法院的節制；它是個具有研究、規劃，

以及執行能力的團體。該基金會除了要具

備豐富的國際組織人脈及經驗，而且能得

到總統全然的信任，最重要的是一定要具

有強烈的「台灣心」。  

 自從現代的民族國家出現以來，台灣一

直承受外人的統治，沒有自己的國家。我

個人很關心國家，很喜歡政治，希望以後

有機會能參與政治，造福社會及國家。  

 最後，我希望學界以及其他專業團體應

強化國際的聯繫。例如，前總統李登輝訪

問日本、美國，呂副總統訪問布達佩斯，

國防部長湯曜明訪問佛羅里達，乃至於台

灣加入聯合國與世界衛生組織等，都可視

為突破外交孤立的攻勢作為。多加強與外

國的民間團體的聯結，以取得國際資源。  

 其實，要成功都要經過努力，才會有好

的結果，雖然台灣要加入聯合國的一員是

一項極難達成的外交工作，可是，大家想

一想，只要全國上下都不要分黨分派，大

家同心協力，以行動來教育世界、感動世

界、說服各國，我個人相信，有一天我們

一定會加入聯合國，一定會成功，我對我

們台灣有信心，加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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