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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聯合國創立六十週年，也是聯合

國尋求改革創新的契機。當前聯合國的工

作並不侷限於維持和平與解決衝突，聯合

國體系下各組織所從事的工作，相當多元

豐富，涉及人類生活的各種層面。  

 加入聯合國，提升台灣的國際地位是台

灣人民共同的願望、要求與期待。為因應

聯合國全方位的發展，依賴民間的力量，

推動加入聯合國的運動，效果有限且不夠

深入。因此，政府與民間必須攜手合作，

針對聯合國的特質、如何主導國際議題、

未來可能的發展，進行深度的研究，並基

於拓展外交關係的前提下，研議出一套具

體策略。  

 推動台灣加入聯合國是一項馬拉松式的

全民運動，著重在可持續性與可操作性。

在可操作性方面，過去十三年，透過友邦

聯合提案的方式，不論爭取二千三百萬台

灣人民的代表權或是凸顯台海和平的重要

性，都無法突破中國的外交打壓。我國必

須改變外交策略，以「台灣」是一個愛好

和平的國家之名義與身份，主動向聯合國

提出加入為新會員國的申請。雖然這個作

法 必 定 會 遭 遇 中 國 在 聯 合 國 安 理 會 的 否

決，但具有積極重要的國際意涵：如此，

才能向國際社會凸顯「台灣、中國，一邊

一國」，並強化台灣需要聯合國，聯合國

也需要台灣的事實。  

 在可持續性方面，加入聯合國的運動，

不應成為每年的例行公事，而應積極認真

推動。每年10月24日聯合國日當天，可舉

辦聯合國議題的國際研討會，邀請國內外

對聯合國事務有經驗的學者專家參與，以

學術交流的途徑，提振國內學術界研究聯

合 國 的 風 氣 ； 另 一 方 面 可 建 立 互 動 的 平

台，從台灣的觀點，提出有關聯合國改革

與未來發展的建言，擴大台灣與國際溝通

的管道。每年研討會結束之後，將會議的

成果加以消化，轉化成為推動普及聯合國

教育的肥料，並灌溉在社會各階層，培養

人民參與聯合國事務的興趣，成為推動台

灣加入聯合國一股源源不絕的動力，促成

台灣的國家正常化。  

 天 下 無 難 事 ， 只 要 政 府 、 民 間 同 心 協

力，國內外台灣人持續不斷打拚，台灣加

入聯合國的美夢一定會成真。  

（本文原刊載2005年10月22日自由時報新

世紀智庫評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