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感  言 

 

新世紀智庫論壇第37期／2007.04.30 6   

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十週年

感言 
 

●陳隆志／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1990年代台灣的民主化與本土化，為台灣帶來很大的變化。中國國民黨政權長期用

來壓迫所謂「海外異議份子」的黑名單逐漸失去作用；在海外為爭取台灣獨立自主、民

主自由人權的鬥士，陸續回到久別的故鄉台灣。 

  1967年9月，「Formosa, China, and the United Nations」一書在美國紐約出版發行。當

時我是耶魯法學院博士後的研究員，該書是與耶魯的恩師、美國社會科學泰斗拉斯威爾

（Harold D. Lasswell）教授合著的學術著作。 

  該書的基本立場是建議聯合國採行「一台一中」、「台灣人民自決」的政策，以合

理解決當時的「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問題」。對於當時台灣未定的國際法律地位、一

台一中政策的必要性、台灣由戒嚴威權統治可能的轉型及成為獨立國家之後對內、對外

的建國問題都加以論述。因為該書的立論不容於當道，蔣政權將我由昔日所稱讚的「三

科狀元」（高考行政官、司法官、外交官）罵為「漢奸」，列入他們的「黑名單」。 

  隨著「海外黑名單」的解除，我於1993年5月27日晚回到睽違三十三年的故鄉台灣。

台灣大學邀請我作三場「台灣前途關鍵系列」的演講，其中一場就是「台灣加入聯合國

的展望」。在停留十七日三十場以上的演講，我都以台灣加入聯合國為主題。當時，我

強調：台灣已經演進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要以台灣的名義，申請加入為聯合國的會

員國，才能在國際上成為名實合一、正常化的第一流國家。 

  睽違三十三年的故鄉台灣顯然變、變……變了很多，需要時間去重新瞭解認識。經

過觀察再觀察，思考再思考，我認為民主多元的台灣可能真需要歐美式的民間智庫，就

國家公共政策向政府及民意代表提出建言，也可教育民眾。因此，我於1997年回到台

灣，自己出錢，也得到親友及企業界的幫助，成立台灣的第一個民間智庫——財團法人

陳隆志新世紀文教基金會（當時政府還不准用「台灣」二字，乃用「陳隆志」以示負

責；事後，於2001年5月17日正名為「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 

 
 



感  言 

 

新世紀智庫論壇第37期／2007.04.30 7 

 

  基金會的宗旨在求確保台灣的國家主權與安全，提昇台灣的國際地位，樹立健全的

民主憲政、尊重人權法治，發展經濟、人文科技國，建立以台灣為主體的文化與多元的

公民社會，使台灣成為名實合一的正常化國家，在地球村永續發展。 

  基金會集台灣社會與學界的菁英，組成五個政策委員會（國際關係、國家安全、憲

政法治、財經科技與文教人權）做為運作的核心，分由不同領域舉辦與本會設立宗旨有

關之系列專題演講或研討、座談會。十年來邀請參加的貴賓不分藍綠，政治意識相當多

元，有來自於學術研究單位的學者專家，不同單位的政府官員，也有不同政黨的代表，

他們可以在會議中發表不同的政治主張，表達不同的政治屬性，甚至進行政策辯論，對

釐清政策內涵與未來影響有真大的幫助。 

  作為一個超然的民間智庫，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十年來積極倡導制憲、正名與以

台灣的名義加入聯合國等建設性理念的落實，以促成國家正常化。對攸關台灣國家發

展、國家前途的重要政策，提出具體建言，例如：台灣主權的重要聲明、國會大選後的

憲政運作國是建言、台灣正名：台灣人民的基本權利重要聲明、再造新國會國是建言、

以台灣名義申請成為聯合國會員國及WHO會員國的建言等等。 

  做一個新興的民主國家，台灣的民主化繼續發展，自1997年以來，歷經兩次總統大

選、三次立法委員選舉、三次北高市長的選舉過程，促成國會改革、政黨輪替與公民投

票，以及以台灣之名申請加入為WHO會員國（不久以後聯合國會員國）。這些改革，自

最初的理念倡議、到擴大推動宣導、引起社會各界注意、全民參與討論的過程，都在

『新世紀智庫論壇』歷年刊載的內容留下軌跡。無論從議題設定的廣度與文章討論的深

度，『新世紀智庫論壇』的內容，彰顯台灣政治改革與時俱進的特質，透過理論與實務

相互印證的過程，發揮民間智庫應有的監督功能，基金會得以恢弘的視野氣度，提出台

灣國家正常化的論述與主張，作為台灣未來永續發展的願景。 

  除已經發行三十六期的『新世紀智庫論壇』季刊之外，基金會也從事文化教育活

動，出版了下列的「新世紀智庫叢書」：《當代國際法引論》（元照）、《當代國際法

文獻選集》（前衛）、《新世紀新憲政憲政研討會論文集》（元照）、《新世紀的台灣

國：1998～2001年民視評論、自由時報新世紀智庫評論集》（遠流）、《國際人權法文

獻選集與解說》（前衛）、《以台灣之名：2002～2005民視及自由時報評論集》（允晨

文化）、以及《公民投票與台灣前途》（前衛）。此外，基金會也非常重視對一般民眾

的啟發教育工作。因此，個人多年來每週都出現在『民視評論』或最近的民視『台灣廣

場』，也在自由時報『新世紀智庫評論』專欄及「星期專論」發表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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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促進國人對聯合國的認知與瞭解，推動台灣加入聯合國，使台灣成為國際社會名實

合一的正常化國家，是目前基金會的一個重點工作。本會積極推展「台灣與聯合國」系

列活動：先後舉辦「新世紀台灣聯合國學苑」、「新世紀WTO國際經貿法菁英訓練

團」、「聯合國研究獎助」、與「新世紀聯合國徵文」，以增進國人對聯合國的瞭解，

強化台灣本土認同，培育具國際觀之人才。同時，也與台灣聯合國協進會、手護台灣大

聯盟及美國紐約的「新世紀基金會」（New Century Institute）合作。 

  本（37）期的「新世紀智庫論壇」以十週年特刊的形式發表，回顧整理過去十年資

料，展現基金會成立以來，闡揚台灣主體意識、貫徹台灣正名、推動制憲與以台灣的名

義加入聯合國等目標的努力成果，作為基金會歡慶十週年活動的一部分。十年是一個階

段，對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而言，它的意義不但是一個階段的完成，而是這些年來許

許多多參與基金會活動所有學者專家與貴賓，共同努力所凝聚的心血結晶。 

  十年來，承蒙各界熱心人士、本會工作伙伴與志工、以及親友鄉親的關注、勉勵、

合作與支持，謹此致最深的謝意與敬意。在歡慶十週年的今日，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

以感恩、謙卑的心，希望對國家正常化——尤其台灣入聯合國——的大工事，能倍加努

力打拚。 

  台灣要成為正常化的國家，政府要拚，人民也要拚。制訂台灣憲法，國家正名憲法

化、以台灣名義加入為聯合國的新會員國、培養正常化國家國民的素養氣度等目標雖然

艱難，但是意義偉大崇高。只要我們的政府與人民同心協力，結合海內外台灣人集體意

志，共同努力打拚，持之以恆，台灣國家正常化的美夢一定成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