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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參加 WHO 是重要的國家政策 

 台灣加入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無論從國際衛生的

觀點，或從國家的立場而言，都是理所當

然 ， 而 必 須 頃 全 力 去 爭 取 的 重 要 國 家 政

策。在過去三十年間，台灣自退出聯合國

及 WHO以來，在醫療及 國際衛生上，台

灣相對孤立，使我們的研究人員及醫界人

士無法參與國際衛生的發展及政策討論，

影響深遠。雖然自1995年起台灣醫界聯盟

即 在 李 鎮 源 會 長 的 帶 領 下 ， 到 瑞 士 叩 關

WHO的 大 門 ， 但 前 幾 年 由 醫 界 聯 盟 主 導

的5月瑞士行，到往後由外交部主導的正

規外交戰，以迄三年前陳水扁總統將進入

WHO列 為 國 家 發 展 重 點 計 劃 ， 台 灣 加 入

WHO 之 路 一 直 十 分 遙 遠 。 在 過 去 十 年

間，台灣雖然嘗試了各種策略，也在名號

的 決 定 上 有 所 爭 執 或 分 歧 ， 台 灣 的 WHO

之 路 不 必 諱 言 ， 是 相 當 令 人 挫 折 及 失 望

的 。 政 治 的 現 實 考 量 其 實 是 台 灣 加 入

WHO的 最 大 阻 力 ， 在 過 去 幾 年 參 加 各 項

國際會議的經驗中，國際人士對台灣應加

入 WHO是 毫 無 疑 義 地支 持，但當碰到政

治 層 面 ， 包 括 WHO的 高 層 官 員 ， 都 表 示

無 能 為 力 。 因 此 ， 台 灣 加 入 WHO必 須 等

待契機的到來，而在 SARS期間，以及即

將 來 臨 的 禽 流 感 ， 對 台 灣 加 入 WHO都 將

是一個重要契機。  

WHO 是第三世界國家的舞台  

 2000年起，台灣開始嘗試以國際衛生人

員加入外交陣容，由衛生署國合組，以迄

目前的國合處，派遣衛生官員赴瑞士及華

府從事衛生外交。在2003年的1月，國合

組 駐 瑞 士 代 表 張 武 修 約 我 到 瑞 士 觀 摩

WHO執 委 會 的 運 作 。 我 們 是 在 國 際 外 科

組 織 的 一 位 瑞 士 友 人 的 協 助 下 混 進 WHO

總 部 的 執 委 會 觀 察 席 ， 旁 觀 執 委 會 的 進

行 。 在 這 次 執 委 會 中 ， 我 聽 了 WHO幹 事

長布侖特蘭三十分鐘精彩的演說，但也更

加 了 解 台 灣 加 入 WHO的 遙 遠 之 路 。 我 感

覺 ， 在 WHO執委會中， 美國及日本的代

表，似乎不具有主導會議的角色，反而非

洲 及 第 三 世 界 國 家 的 代 表 更 為 活 躍 。 事

後，我跟一些國際友人談到這一個現象，

得 到 的 結 論 令 我 對 台 灣 加 入 WHO蠻 表 不

樂 觀 。 友 人 認 為 ， 很 多 WHO代 表 國 根 本

繳 不 起 年 會 ， 而 美國 及 日本在 WHO是 屬

於 主 要 捐 贈 國 ， 因此 ， WHO運 作 上 十 分

依 賴 幹 事 長 的 募 款 能 力 。 美 日 兩 國 在

WHO只有出錢的份兒，美日主導 WHO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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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願 其 實 不 高 。 此 外 ， WHO執 委 會 及 大

會成為第三世界國家聯合對抗美日等國國

際大藥廠高價藥物的舞台。美日代表只能

低調及被動防衛其本國大藥廠的利益。因

此 ， 在 台 灣 加 入 WHO的 外 交 戰 中 ， 過 度

依賴美日等國的幫助其實是一個錯誤的方

向。此 外， 2003年正 好 遇到 WHO幹事 長

的選舉，在執委會成員主要是第三世界國

家 代 表 的 前 提 下 ， WHO幹 事 長 必 然 受 到

第 三 世 界 國 家 的 牽 制 。 事 實 上 ， WHO不

像WTO或APEC，主要的議題是經濟，美

日 等 國 具 有 主導的地 位 。在 WHO， 主 要

議題是國際衛生，關鍵議題都在第三世界

國家 的 HIV/AIDS、 小兒 麻痺 、瘧 疾、 飲

水、嬰兒死亡率及營養等議題，因此，美

日等國能著墨之處有限。我在執委會觀摩

了 兩 天 及 聽 了 WHO幹 事 長 布 侖 特 蘭 的 演

說後，頗有所感，我們醫學界每天在奮戰

的 癌 症 及 代 謝 症 候 群 ， 到 了 WHO都 變 成

最不重要的議題，我們如果不從第三世界

國 家 的 立 場 切 入 ， 台 灣 加 入 WHO之 路 會

是十分艱辛的，因為第三世界國家一向是

以 中國 馬 首 是瞻 。 因 此 可 以說 ， 在 WTO

及APEC，美日是老大哥；而在WHO，中

國才是真正的老大，美日反而是第三世界

國家起而對抗的國家，低調而被動。  

SARS 為台灣加入 WHO 帶來契機 

 我在2003年1月回台後正在思索台灣加

入WHO的艱難之路時，適逢SARS 2月底

在 中 國 廣 東 爆 發 ， WHO開 始 扮 演 了 史 無

前例的關鍵角色。在疾病的通報、定義、

診 斷 方 法 、 病 因 的 認 定 、 實 驗 室 間 的 協

調、病人的治療，乃至國際旅遊警示區的

宣 布 ， WHO 都 扮 演 了 主 導 及 關 鍵 的 角

色。  

 SARS及禽流感的發生扭轉過去WHO注

重第三世界國家衛生的傳統，而重新回復

到歷史上鼠疫及黃熱病對世界肆虐的積極

角色。而且， SARS及禽流感的禍首在中

國，而受害的國家是以國際旅遊為主的已

開發國家，香港、新加坡、加拿大，甚至

美國及歐盟皆枕戈待旦，此一情勢，與上

文 提 及 的 ， WHO執 委 會 主 要 以 非 洲 及 南

美洲等國主導的情勢完全不同。而一向主

導WHO執委會的中國，在SARS及禽流感

反而成為全世界的罪魁禍首，中國成為過

街老鼠，態度之低調反而令人印象為之改

觀。顯然，只有在類似此種契機下，台灣

才有可能加入WHO。  

 當2003年4月20日，台北市立和平醫院

爆發SARS時，WHO在第一時間仍是拒絕

與 台 灣 溝 通 的 。 WHO也 許 是 經 由 美 國 疾

病管制局（CDC）協助台灣，但基本上，

WHO不 是 以正式名稱協 助台灣的，這種

態 度 與 WHO創立的普世 健康精神是完全

違 背 的 。 2003年 5月 4日 ， WHO首 次 派 遣

一個以Cathy Roth為主的代表團來台了解

台灣的SARS疫情，WHO這些代表接觸的

單位及對象基本上僅只於台灣疾病管制局

及國家衛生研究院，在衛生署的層次上即

多所顧忌，甚至不願與官員合照。 5月11

日 ， 台 灣 首 次 參 與 WHO的 視 訊 會 議 ， 由

我本人及陳建仁教授參加，這些會議的實

質討論，對疾病的傳遞模式、 SARS的潛

伏期等提供了重要訊息，5月中後，台灣

能由學術立場切入SARS防疫，參與WHO

視訊會議是非常重要的機制。由此，可以

想 見 ， 加 入 WHO對 台 灣 的 學 術 及 防 疫 是

多 麼 重 要 。 我 們 爭 取 加 入 WHO除 了 是 國

家立場上的考量外，學術及防疫等實質的

考量應是最重要的思考，也是我們堅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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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及普世健康最高原則。  

 台灣在 SARS防疫中，歷經和平醫院、

高雄長庚醫院、以迄後來的台北市立陽明

醫 院 所 累 積 下 來 的 經 驗 及 成 績 ， 深 受

Cathy Roth及美國CDC的讚美。因此，當

WHO的 SARS大 會 決 定 6月 18日 於 馬 來西

亞 吉 隆 坡 舉 行 時 ， Cathy Roth 即 主 動 問

我，是不是台灣可以組一個四人代表團去

參加。Cathy Roth此一態度之改變，與上

述5月初剛來台時完全改觀，我發現WHO

對台灣的態度有所改變。此一改變背後的

原因除了是台灣有很好的 SARS防疫經驗

外，更重要的是中國北京的 SARS正如火

如荼的爆發開來，成了全世界的大隱憂，

更甚者，中國政府不但隱瞞疫情，更悍拒

WHO派 員 赴 北 京 調 查 及 協 助 防 疫 ， 已 成

世界的公敵。  

 6 月 18 日 起 在 馬 來 西 雅 吉 隆 坡 的 三 天

SARS大會中，中國代表團在高強副部長

的帶領下，態度十分低調，中國成了過街

老鼠，國際媒體群體指責中國隱瞞疫情的

態度。相反地，我當時代表台灣出席，每

天 一 出 現 在 會 場 即 受 到 CNN 、 BBC 、

NHK等 國 際 媒 體 的 包 圍 ， 全 世 界 眾 多 媒

體希望經由台灣代表的口中，發出對中國

的指責，此一現象在香港、新加坡及日本

媒體更是明顯。很顯然地，中國正成為眾

矢之地，但很多國家對中國卻毫無辦法，

只有借助台灣發聲，這是非常詭譎離奇之

處，也是台灣位處國際外交戰中的根本關

鍵之處。  

台灣在吉隆坡世衛 SARS 大會打

了一場勝仗  

 2003年6月18日早上八點，WHO官員與

中國代表團開了一次會，此次會談顯然影

響 了 大 會 中 WHO對 台 灣 及 中 國 的 態 度 。

當天早上的大會中，我與高強副部長相互

打了招呼，國際媒體也以「兩岸哥倆好」

形 容 。 高 強 副 部 長 低 調 地 報 告 了 中 國 的

SARS疫情後即悻然離去，在他的演講中

完全未提及台灣，不像過去一直宣稱中國

在 照 顧 台 灣 。 很 顯 然 地 ， WHO與 中 國 在

當 天 早 上 的 會 談 結 果 不 圓 滿 ， WHO是 在

逼迫中國公開 SARS疫情，很可能中國並

未 讓 步 。 因 此 ， 當 天 下 午 三 點 ， WHO官

員David Heymann在大會會場的記者會中

公開宣布取消台灣的旅遊警示區，北京成

為全世界唯一還列在旅遊警示區的城市。

David Heymann竟然向張武修代表恭喜，

並 打 趣 地 說 ， 晚 上 WHO的 酒 會 是 不 是 由

台灣來打理？！駐馬來西亞代表處的吳處

長 及 李 組 長 簡 直 不 敢 相 信 WHO態 度 之 改

變 。 WHO的幹事長布侖 特蘭遇到我時，

我向前自我介紹來自台灣，她聽了竟然高

興地替台灣恭喜。馬來西亞的衛生部長蔡

銳明也拉著我要記者替我們照相，這樣的

結 局 真 令 人 不 可 思 議 ， 台 灣 與 中 國 在

WHO的 處 境 竟 然 一 夕 間 驟 變 ， 孰 說 台 灣

不 可 能 加 入 WHO呢 ！ 當 晚 ， 台 灣 代 表 團

在 旅 館 大 廳 舉 行 慶 祝 酒 會 ， David 

Heymann 率 WHO 官 員 到 來 ， 美 國 CDC 的

官員也率隊參加，十分令人高興。  

政治的現實—— 台灣成了 WHO

對抗中國的一顆棋子  

 吉隆坡WHO的SARS大會後約一週，中

國 意 外 改 變 原 先 抗 拒 WHO官 員 赴 北 京 調

查 的 態 度 ， 決 定 讓 WHO的 官 員 赴 北 京 ，

與 SARS大會前的蠻橫態度完全不同。顯

然 地 ， WHO對 台 灣 的 傾 斜 改 變 了 北 京 的

思維，中國政府禁不起北京是全世界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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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 列 在 WHO旅遊警示區 的恥辱，以及因

此 所 帶 來 對 中 國 在 經 濟 與 社 會 的 雙 重 衝

擊。  

 6月28日，我與衛生署陳建仁署長再度

赴曼谷參加APEC衛生部長會議，APEC會

議的重點仍是探討如何經由會員體共同對

抗 SARS，與會的代表 仍 是十分強硬的抨

擊中國對疫情的隱瞞，尤其是美、日、及

馬來西亞代表。但此時，WHO的SARS召

集人David Heymann態度已由吉隆坡的對

抗中國立場轉向，他告訴我，台灣將無法

在6月28日當天由SARS疫區除名，而北京

將由旅遊警示區及 SARS疫區同時除名。

這 一 個 決 定 令 我 十 分 不 滿 ， 並 當 場 向

David Heymann抗議不公，因依WHO的定

義， SARS疫區除名須在旅遊警示區除名

之後三週無新病例方能取消，何以北京能

同時除名，而台灣反而落在北京之後，於

7月5日方能自疫區除名。David Heymann

告訴我，他與我都是科學家，政治上的決

定他無能為力。David Heymann是一個十

分有原則，也對台灣十分支持的官員，我

能體會到他的無奈。很顯然地，台灣是被

WHO當 成 一 顆 棋 子 ， 用 來 壓 迫 中 國 開 放

的敲門磚，這一段過程令我畢生難忘，弱

國無外交的無奈讓我久久無法平息。同樣

的事情演變也發生在台灣與日本衛生部長

的早餐會上，在6月29日一早雙方部長會

議 中 ， 台 灣 代 表 以 能 與 日 本 衛 生 部 長 會

談，自是感到十分滿意，因此低調以對，

以免引起中國的抗議。可是當我們進入會

場，赫然發現日本衛生部長對與台灣衛生

部 長 會 談 一 事 大 肆 張 揚 ， 竟 然 攜 帶 NHK

記者轉播台灣與日本衛生部長洽談 SARS

合作交換疫情的消息，大大出乎我曼谷駐

泰代表的預期。日本政府的此一態度也是

在 向 中 國 北 京 政 府 傳 遞 與 台 灣 交 好 的 信

息，逼迫北京同意日本科學家進入廣州及

北京了解疫情。2003年10月我參加琉球的

流感會議時，遇到日本國家感染症研究院

（ NIID） 的 官 員 時 ， 即 知 道 日 本 防 疫 專

家已赴廣州瞭解疫情。顯然，日本對台灣

友好的姿態刺激了中國態度的軟化。台灣

又再度成了國際外交的一顆棋子。  

禽流感與 2008 年奧林匹克—— 台

灣加入 WHO 的另一個契機  

 在 SARS後期，緊接著禽流感又到來。

由於在過去四百年間發生的十二次全球流

感 疫 情 中 ， 有 九 次 疫 情 起 源 於 中 國 ， 因

此 ， 2004年至今來勢洶洶的 H5N1禽 流 感

與中國更是脫離不了關係。1997年香港的

H5N1禽傳人疫情，其實源頭也起源於中

國廣東。2004年，香港大學的管軼教授更

於自然（Nature）雜誌報告，截至2004年

為止，所有的 H5N1禽流感病毒皆源於廣

東省。可是，有了 SARS的前車之鑑，各

國政府深怕禽流感侵襲，希望能與中國建

立密切的伙伴關係，希望中國能將禽流感

的 第 一 手 消 息 提 供 給 他 們 。 WHO 、 美

國、及歐盟對中國都採取懷柔策略，儘量

不用激烈的語氣去批評中國對禽流感疫情

的 不 當 管 控 ， 深 怕 因 此 激 怒 中 國 而 不 與

WHO或 歐 美 合 作 ， 導 致 禽 流 感 疫 情 的 爆

發 ， 此 種 懷 柔 政 策 發 揮 到 淋 漓 盡 致 。 因

此，美國政府在2005年10月在華盛頓的禽

流感防疫會議及2005年及2006年1月在北

京的禽流感會議，基本上為了安撫中國都

未 邀 請 台 灣 參 加 ， 只 有 在 瑞 士 的 WHO大

會及2006年1月12日聯合國在東京舉行的

禽流感大會，邀請台灣出席。可是，有一

位 WHO官員私底下告訴 我，他們並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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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國 在 禽 流 感 疫 情 上 不 與 WHO合 作 ， 因

為2008年的奧林匹克大會是中國的經濟命

脈，如中國在禽流感控制不得宜，或是隱

瞞 疫 情 ， 受 危 害 的 首 先 就 是 中 國 本 身 ，

WHO 會 建 議 取 消 2008 年 的 奧 林 匹 克 大

會，這一絕招算是命中了中國的要害。未

來禽流感的疫情將不可避免的會來臨，台

灣 如 何 掌 握 此 一 契 機 ， 爭 取 加 入 WHO將

十分關鍵。  

弱國無外交，台灣加入 WHO 需

耐心等待天明  

 從 1995年台灣醫界 聯 盟主導 加入 WHO

開始，歷經 SARS及禽流感疫情，至今已

超 過 十 年 ， 台 灣 加 入 WHO的 大 門 迄 今 仍

遙遙無期。我的感受是，在現況下，海峽

兩岸的關係如未能改善，台灣不論是以何

種名號申請加入，除非再來一次 SARS，

或 禽 流 感 真 的 到 來 ， 否 則 這 一 條 WHO之

路是不容易打開的。但是，機會總是會降

臨 到 有 準 備 的 人 身 上 ， 就 如 吉 隆 坡 的

SARS大會及瑞士的禽流感大會一樣，機

會是會到來的，契機總是存在，台灣必須

能抓住那關鍵時刻，奮力一擊，方能創造

出 奇 蹟 。 至 於 應 該 以 何 種 名 義 加 入

WHO ， 或 應 正 式 申 請 加 入 WHO 成 為 會

員 ， 或 僅 申 請 當 觀 察 員 ， 可 能 都 不 是 重

點。我個人傾向以台灣名義申請加入為會

員。中國的立場非常清楚，不論台灣以何

種 名 義 出 席 ， 他 們 皆 會 反 對 。 兵 法 上 有

云，欲得其下，先攻其上，如台灣的底線

是可以接受當觀察員，則談判的策略應用

應以更高一級的正式會員為目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