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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定位與全球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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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如何成為一個現代化進步的國家，

並在國際舞台上扮演重要的角色，是台灣

人共同的願望與期待。身為二十一世紀的

台灣人，對於個人存在的價值與台灣的定

位要有明確的認知，並在區域合作與全球

發 展 的 思 維 中 ， 探 討 台 灣 永 續 發 展 的 策

略，以開拓台灣更大的活動空間。  

 作為一個現代人，有與生俱來的人格、

尊嚴與自由意志；而自我價值的提升，除

了財富之外，也包括對其他價值的追求與

實現。每一個人具備正確的生命價值觀，

在面對問題時，就能夠站在人性尊嚴、互

相尊重的立場，探究人與人、人與社會、

人與國家、甚至延伸到區域合作與全球發

展的關係。  

 強調本土認同，以台灣為主體，是我們

思考台灣未來的發展方向，不可缺少的條

件。認同台灣是一種發自內心、愛護自己

生存發展的鄉土之力量，也是台灣永續發

展的根本；而確立台灣的主體價值，則是

台灣人追求獨立自主、走台灣路的正確態

度 。 台 灣 要 成 為 一 個 獨 立 自 主 的 現 代 國

家，台灣人民的國家意識非常重要；堅定

的國家意識，是台灣抗拒中國併吞的護身

符，也是台灣子子孫孫安身立命的根基。  

 區域化與全球化是國際發展的趨勢，台

灣處身亞洲太平洋區域，需要發揚海洋文

化，培養睦鄰合作的區域觀，與亞太國家

建立密切的合作關係，也要開拓寬廣的全

球思維，積極參與國際事務。台灣要在亞

太區域內，展現合作睦鄰的善意，可提供

一個人文關懷與資訊成果分享的平台，發

揮人權立國的理念，積極推動人權關懷的

志業，結合亞太民主自由國家的力量，在

亞太區域發展民主法治的政治環境、保障

人 權 的 社 會 環 境 、 與 自 由 市 場 的 經 濟 環

境，對促進區域和平與穩定，作出最大的

貢獻。  

 雖然台灣的國土面積不算大，但是在全

球國家經貿實力的排名是真頭前。在經濟

全球化的互動中，我們要培養開闊的國際

視野，善用台商遊走於世界各地經貿投資

的機會，與世界其他國家的人民與社會建

立良好的關係，將有助於擴大台灣的國家

影響力。  

（本文播出日期2005年10月25日民視「台

灣廣場」節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