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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還是國小低年級時，天真的以為聯

合國就是當媽媽罵我時，我會聯合爸爸來

不理她，這個時候我和爸爸同一條陣線，

我們這一組就是聯合國。  

 到了國小中年級時，我從百科全書裡得

知：在二次世界大戰後，人人渴望過和平

的日子，追求安定的生活，所以在1945年

由中、美、英、蘇四國發起組織聯合國，

總部設在紐約，以促進國際合作，維持國

際和平與安全為宗旨。我國是聯合國創始

會員國，也是安理會的五個常任理事國之

一，但自從1971年因為和中共競爭中國代

表權而被迫退出。因此，我所認知的聯合

國，雖然是擁有大會、理事會及國際法院

等機構，以達成維護國際秩序和世界和平

任務的組織，但我仍懵懂的以為：聯合國

對我們的生存發展沒有任何影響！我們小

朋友只要用功讀書，長大後努力賺錢，自

然就能國富民強，繁榮富庶。我們不需要

靠加入聯合國來肯定我們的成就，退出就

退出，沒什麼大不了的，世界正義就讓別

的國家去主持吧！  

 而當我從各種新聞媒體報導中，得知這

幾年來我國政府和民間推動重返聯合國，

都是因為中國藉其常任理事國身份加以阻

撓，多數國家也不敢伸張正義，所以至今

我們仍無法再加入。我不禁感嘆：聯合國

這座神聖殿堂已被強國操縱，完全喪失掉

主持正義的立場，每次大會，也成了「嘉

年華會」或「萬國博覽會」，對一個已背

離成立宗旨的組織，我們還有必要以加入

它來肯定我們的成就嗎？我們還有必要為

加入它而犧牲一些堅持嗎？這對政治民

主、經濟自由、國力雄厚的咱們台灣來

說，又是何苦呢？這些疑問一直存在著。  

 至今我即將進入國中，看到這則徵文，

利用暑假期間，找了一些資料，和爸爸深

入討論，爸爸告訴我說：「聯合國是全球

規模最大的國際組織，像是個國際大家

庭，聯合國中不管是富國或窮國，都享有

這個大家庭裡的權利與義務。從1945年開

始運作以來，雖然不能如預期般地發揮最

大功能，但在關懷兒童、難民、人道救援

及協議解決國家間的衝突等方面，確實也

有一些貢獻。國家如同個人，被孤立總是

不健康，如果台灣在國際社會的生存空間

越來越縮小，就會導致台灣的國際地位、

經濟利益甚至國人旅遊的權益，都無法獲

得充分的保障，這對維持台灣的生存與發

展也產生影響。在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幾乎

都參加的狀況下，台灣作為一個主權獨立

的國家，加入聯合國是合情合理的選擇，

藉由國際社會認識及承認台灣的存在，讓

我們有尊嚴、有國格的走進國際社會，否

則會把自己困死在這個島上……」。  

 經過爸爸的解說，雖然我仍不是很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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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但為了讓台灣踏入世界舞

台，也為了讓台灣存在的得更「體面」一

些，我終於明白，如果要提升我們的國際

地位，加入聯合國確實是有必要的。但是

我們該用什麼方式推動，才能突破中國的

圍堵呢？我認為的具體方法如下：  

 一、提高國人對參與聯合國的瞭解及支

持：國家的前途應該要取決於全體國民的

共同決議，政府任何的政策與措施，都必

須考慮人民的期盼與需要。因此，讓國人

更瞭解國際現實及國家當前的處境，明白

唯有加入聯合國，才能增加我們在國際間

活動的彈性與空間，當首要之途。  

 二、對有邦交國家持續加強各種關係：

外交部應該儘可能安排總統、副總統親往

訪問，凸顯我們對這些友邦國家的重視與

珍惜。  

 三、尋求與無邦交國家建交：對無邦交

的國家，那怕是小國寡民的國家，我們都

應爭取建交，如果無法建立邦交，也要退

而求其次建立具官方性質的機構，甚至利

用民間力量，以增進彼此間經貿、文化和

科技交流的方式，加強雙方的實質關係。  

 四、儘量參加國際組織：不論是用「中

國、台北」、「中華台北」或「台灣、澎

湖、金門、馬祖」名義，只要能參加，就證

明了我們存在的事實。像是加入世界貿易組

織，對政府來說，如同加入了經貿的聯合

國，對一般民眾而言，無論食衣住行，任

何商品及服務，都因為開放競爭，而價格下

降，品質提升，這就是加入WTO的好處。  

 五、厚植經貿實力：外交是最現實、最

利益也最無情的工作，我們唯有不斷增強經

濟實力，才能對國際社會提供協助，才會受

到國際間的重視，也才有重新加入聯合國

條件，這就是「條件勝過人為」的道理。  的 

 六、緩和兩岸關係：過去，因為中國的

打壓，我們一直無法加入聯合國等國際組

織，未來，我們要再加入聯合國，必須在

中國不反對的情況下，才有可能如願。所

以，如何讓中國明白，兩岸同時加入聯合

國，並不必然會造成永遠的對立分裂，相

反地，可以攜手合作，互惠互利，尋求共存

共榮，增強彼此對國家統一的信心與決心。  

 七、積極培養外交人才：傑出的外交人

才，除了外語能力外，相關的經貿、法政

及談判知識，更不可或缺。因此，我認為

全方位的外交人才培養很重要，當然我對

外交也很有興趣，將來如能考上大學，我

會選擇讀這個科系。  

 八、參與國際體育活動：體育外交，是

成本最低，卻最有成效的外交方式，像是

韓國在這次世界杯足球賽中，球員們不但

踢出了個人的前途，也踢出了國家的聲

望；又像是民國五十七年我國紅葉少棒

隊，打敗曾得世界冠軍的日本少棒隊，使

台灣能在國際社會中揚眉吐氣，也獲得全

世界的讚譽。  

 不可諱言，我國朝共同推動的參與聯合

國活動，短時間被接納的可能性非常小，

而上述這些作為，一時之間，其實也很難

有什麼明顯的重大突破，但重要的是要讓

台灣與全世界接軌。因此，我們就應該要

按照賢哲教導我們的「從大處著眼，由小

處著手」循序漸進，逐步推展；就現階段

來說，全力拓展國際空間，加強對外關

係，積極參與，克盡責任，分擔國際義

務，才能贏取國際間的注意、同情與支

持。我們雖然知道爭取的過程必然會遭遇

重大阻撓，仍然要知其不可為而為之，這

是一項長期奮鬥的目標，相信全體國人有

此智慧與決心，克服困難，達成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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