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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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7月13日～16日  

地  點：天母農訓協會-國際會議中心  

5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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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輔會、台灣民主 

基金會 

 

陳隆志董事長（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 

 台灣聯合國協進會羅榮光副理事長、各
位同學、先生、女士，大家平安。歡迎參
加第三屆「新世紀台灣聯合國學苑—台灣
與聯合國系列講座」。 近我離開台灣出
國開會與演講，到美國紐約、夏威夷，瑞
士日內瓦及其他城市，再經紐約，今早六
時才又回到台灣。看到各位百忙之中來參
加「新世紀台灣聯合國學苑」活動，一方
面歡迎各位，另一方面也真歡喜各位對台
灣與聯合國事務有很大的興趣。  

 每一次出國開會，我都會感覺台灣為什
麼不是聯合國的會員國？我到日內瓦參加
聯 合 國 體 系 學 術 理 事 會 （ The Academic 

Council on the United Nations System，簡
稱 ACUNS） 的 年 會 ， 參 與 的 成 員 有 二 種

人：一種是對學術理論有研究的人，另一
種則是參與聯合國實務工作的人，這個組
織 結 合 上 述 兩 種 人 的 力 量 運 作 已 有 十 幾
年，對聯合國體系的運作頗有貢獻。參加
ACUNS在 日 內 瓦 的 年 會 時 ， 有 很 多 機 會
與來自世界各國的朋友討論，就台灣應該
加 入 世 界 衛 生 組 織 （ WHO） 的 議 題 提 出
報告，大家聽了之後頗有同感。事實上，
台 灣 要 加 入 世 界 衛 生 組 織 （ WHO） 或 聯
合國，目前雖然有相當大的困難，不過我
認為台灣人要利用所有的機會，將自己的
心聲講出來，爭取國際社會的支持，使世
界各國人民及政府逐漸瞭解，台灣無法加
入聯合國不但是台灣的損失，也是國際社
會的損失。會議結束之後，我到瑞士鄰近
的 一 個 小 王 國 叫 列 支 敦 斯 登
（ Liechtenstein） ， 該 國 人 口 才 三 萬 多 人
而已，面積不到台灣的二百分之一，但是
他們可以參加聯合國，在國際社會也很有
尊嚴。因此，像這種三萬多人口的國家，
在聯合國內有一席之地，但是台灣有二千
三百萬人口，又是一個科技發達、經濟發
展 ， 而 且 政 治 自 由 、 民 主 、 重 人 權 的 國
家，竟然不在聯合國裡，外國人士聽到我

    新世紀智庫論壇第27期／2004.09.30 44  



新世紀台灣聯合國學苑  

 
的說明之後，都會覺得聯合國怎麼會有這
麼不公平的代誌。  

 國際上很多人認為台灣當然是聯合國的
會員國，而從來沒想過台灣不是聯合國一
份子的事實。顯然，台灣要加入聯合國的
心聲，需要大大向外推展。我離開瑞士前
一天晚上，活動安排剛好與世界各國到瑞
士參觀的團體一起用餐，主持節目的人，
希望各國團體都有表現的機會，台灣人團
體當晚的表現十分出色。咱台灣的兄弟姊
姐到國際社會，參與任何活動時，一定要
表達台灣人的身份與願望，讓國際社會知
道台灣人的存在，要有堅持不懈的精神，
台灣才有希望早日加入聯合國。  

 今 天 是 第 三 屆 「 新 世 紀 台 灣 聯 合 國 學
苑 —台 灣 與 聯 合 國 系 列 講 座 」 開 學 的 日
子，既然我們希望加入聯合國，就要對聯
合國的事務有更進一步的瞭解及認識，包
括聯合國成立的宗旨、基本原則是什麼？
聯合國目前推動的工作以及對全世界人類
的貢獻是什麼？還有聯合國有什麼限制或
缺點，諸如此類的內容，我們都需要去深
入瞭解。  

 在這一屆「新世紀台灣聯合國學苑—台
灣 與 聯 合 國 系 列 講 座 」 課 程 安 排 ， 其 中
「 台 灣 與 聯 合 國 專 題 」 ， 由 我 來 擔 任 講
師，我們並不只是僅著眼於台灣加入聯合
國的議題，而是希望台灣在有限的國際空
間，思考如何與國際社會建立良性互動的
機制，尤其是在國際非政府組織的合作與
運作上。其次，這次學苑課程內容，也包
括「國際安全的議題」、「永續發展—環
境、經濟、社會與制度議題」、「婦女議
題」，這些議題無論是在國際社會或聯合

國舞台上，我們所能扮演的角色是什麼？
重要的，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強調世界

性、全球性的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逐
漸受到重視，而民間非政府性組織可以發
揮的力量愈來愈大，雖然我們不在聯合國
之中，我們對聯合國有更深的瞭解之後，
可以思考從哪一種角度切入，積極參與扮
演世界公民的角色，希望這些課程能有所
幫助。  

 台灣要加入聯合國，台灣是一個主權獨
立的國家，我認為有兩件很重要的事情：
第一、對內要制定以台灣為主體的台灣憲
法，以台灣國家認同、台灣正名作為台灣
憲法制定的基礎；第二、對外以「台灣」
的名份，爭取加入聯合國及其有關的國際
組 織 （ 包 括 WHO） ， 如 此 ， 台 灣 作 為 一
個主權獨立的國家，才能成為名實合一、
正常化的國家。有人感覺台灣加入聯合國
這個工事很偉大，也很困難，但我認為台
灣是一個多元、活潑的社會，需要更多的
人來關心台灣加入聯合國的議題，在這關
心的過程中，全民對聯合國的瞭解與關切
提升之後，就可以發出很大的力量。實際
上，有關台灣加入聯合國的議題，並不是
只有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在關心而已，
像 近台灣的青年參加聯合國青年高峰會
議，準備要將台灣的泥土送到聯合國，讓
世界都知道台灣不在聯合國裡，大家應該
積極響應這種活動，使其變成一個全民性
的活動。  

 剛才有記者問我，基金會所主辦的活動
是不是只有針對大專學生，今日來參加的
學員雖然是以大專學生、研究生為基礎，
但是我們希望未來能夠動員更多社會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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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來關心。去年成立的「台灣聯合國協
進 會 」 （ The Taiwan United Nations 

Alliance ， 簡 稱 TAIUNA ） ， 就 是 希 望 將
台灣加入聯合國的運動，積極推展成為馬
拉松式的全民性運動，並喚起政府、海內
外 的 台 灣 人 、 民 間 團 體 、 企 業 界 同 心 協
力，整合一切力量共同促成台灣加入聯合
國 的 目 標 。 今 天 我 簡 單 在 此 講 幾 句 話 之
外，特別邀請「台灣聯合國協進會」副理
事長羅榮光牧師，與各位講幾句話，勉勵
各位如何抱持著信心與決心，向台灣走入
聯合國這一條光明的大道，共同來打拚。  

羅榮光副理事長（台灣聯合國協進會） 

 陳理事長、各位青年朋友，大家平安。
台灣國家目前 大的問題，面臨全世界一
個很獨特的問題，就是台灣在國際社會上
是個孤兒。全世界一百九十三個國家，只
剩下台灣國不是聯合國的會員國，甚至羅
馬的天主教廷梵諦岡，實際上它不是普通
的政治國家，而是屬於宗教實體，在聯合
國也是永遠觀察員，所以全世界只有我們
台灣國不在聯合國裡，二千三百萬優秀的
台灣人民沒有參與聯合國的活動，台灣人
民的權利不但受到剝奪，國際社會也遭受
損失。  

 在世界地球村裡竟然有一個國家，可以
不用負責任，做為一個國家的國民，不只
是享受權利而已，還要盡義務。一個人如
果沒有權利也不需盡義務的話，那他是什
麼人？他是植物人嗎？我參與普世教會組
織的運作，有機會參加普世教會會議時，
不忘積極爭取替台灣人出聲的機會，我常
說國際社會對待台灣國二千三百萬人民，
不只是剝奪我們的權利，而且也剝奪我們

的責任，這是一件很不公平的事。世界如
果要有真正和平，應該要公平，因為有公
義才有和平，東方的文化裡和平經常沒有
公義，強勢欺壓弱者後，要求弱者呼應和
平的主張，這不是真正的和平，和平必須
建立在公義的基礎上面。希望在座所有的
青年朋友，無論是學生或已進入社會做事
的人，「新世紀台灣聯合國學苑—台灣與
聯合國系列講座」提供各位很好的學習機
會。我在像各位這種年紀時，並沒有這種
學 習 機 會 ， 而 你 們 在 這 邊 有 這 種 機 會 學
習 ， 在 這 邊 互 相 鼓 勵 ， 可 以 讓 自 己 的 眼
光、心胸更寬廣，我覺得參加這種講座，
可 以 放 眼 全 世 界 ， 年 輕 時 如 果 有 這 種 心
胸，我們人生的發展是無可限量。台灣是
一個海洋國家， 近教育部杜正勝部長，
將台灣換個角度來看，台灣看起來像是一
尾很大又有力的鯨魚，這隻鯨魚可以游到
全 世 界 ， 在 海 洋 之 中 可 以 找 到 自 己 的 幸
福 、 自 主 性 。 因 此 ， 每 次 看 到 台 灣 地 圖
時，我就會想到台灣應該是有活力進入海
洋的世界，四海一家全世界都是我們台灣
可以發展的地方。  

 從公民社會的角度來看台灣這幾年的發
展，我深深體會到台灣是你和我的國家，
而不單是陳水扁總統的國家，我們都是國
家的主人，這個國家要何去何從，要發展
到什麼程度，你和我不是只有權利而已，
還有責任。所以，我愈來愈能體會，台灣
要加入聯合國並進入國際社會，所有台灣
人民都有責任，都要一起來推動。外交部
今年如果來不及推動，明年就要以台灣為
名申請加入聯合國，我們計畫在 7月21日
拜訪外交部長，建議要加緊計畫向聯合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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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申請，雖然中國一定會打壓台灣，但
是台灣的聲音一定要發出去，讓國際社會
知道台灣被阻擋在聯合國大門之外的不合
理事實。  

 前些日子我剛參加完美國長老教會總會
的活動，我們提出一個要求，希望總會能
支 持 台 灣 加 入 世 界 衛 生 組 織 （ WHO） 。
四、五十個國際教會的代表，包括來自亞
洲、非洲、南美洲各國教會代表齊聚在一
個dinner party上，我站出來講述台灣受到
國際社會孤立，二千三百萬人民受國際社
會的隔離，這是一件很不公平的事。我對
各 國 教 會 的 代 表 說 明 台 灣 不 是 WHO的 會
員國也不是聯合國會員國之後，有幾位時
常 參 加 國 際 教 會 會 議 的 教 會 領 袖 就 問 我
說，台灣真的不是聯合國的會員國嗎？他
們感到很驚訝！剛才陳教授也講到，我們
台灣人可以對國際社會默默出力，我們對
國際社會發出的心聲，不夠廣也不夠多，
我們如何強化我們的說服力，使國際社會
更願意傾聽台灣人的心聲？我認為我們需
要增進對國際事務的瞭解，因此這次學苑
安排的講座，有知識才有力量，話要講的
有說服力、合理，知識必需要充足，自己
還要有信心，不斷的學習及加強。  

 今年 5月「台灣聯合國協進會」與「台
灣 基 督 長 老 教 會 」 ， 都 有 組 台 灣 加 入
WHO宣 達 團 到 日 內 瓦 ， 我 坐 在 世 界 衛 生
大 會 （ WHA） 的 旁 聽 席 ， 這 是 我 這 一 生

第一次正式參與聯合國所屬團體的國際會
議，我在旁聽席看他們如何辯論，獲得一
個很好的學習機會，也感受很深，台灣的
問題可以提出來講，台灣的能見度就能提
升 。 因 此 ， 台 灣 人 在 國 際 上 要 不 斷 的 出
聲，讓別人不會忘記我們，如果我們被中
國打壓而不出聲，別人就不會知道我們真
正的需要與心聲，更不知道如何協助我們
爭 取 應 得 的 權 利 與 責 任 。 我 已 經 六 十 幾
歲，我要鼓勵青年朋友，我們要思考打拚
的 目 的 是 什 麼 ？ 不 是 只 為 我 們 這 一 代 而
已，也為了你們這一代，所以我要來這裡
鼓勵你們，希望能鼓勵更多的青年朋友來
參加，讓台灣因為我們的打拚、努力，
後加入聯合國。雖然加入聯合國是一個馬
拉松的運動，我相信二千三百萬人民如果
有信心、願意付出心力時，我們台灣民族
就可以強壯起來，因為跑馬拉松時身體要
強壯，才能繼續跑下去，台灣如果要生存
下去，就要不斷出聲，而台灣的年青人更
要不斷充實自己，培養自己變成有深度內
涵的人，讓全世界的人覺得台灣人很有學
養 、 親 切 、 愛 好 和 平 ， 願 意 和 台 灣 互 動
時，會有愈來愈多的國家替我們講話，支
持台灣加入聯合國。請問我們有沒有這種
信心？有信心，就要開始實踐， 後祝福
各位這幾天的學習順利平安。  

（本開幕式內容由陳雪琴、蘇芳誼紀錄整
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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