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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正常化」座談會討論紀要 
 

●陳雪琴／記錄整理 

 

 
 
時  間：2006年12月23日 (星期六 ) 

地  點：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402D

室  

主辦單位：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  

主 持 人 ：陳隆志教授（台灣新世紀文教

基金會董事長）  

與 談 人 ：  

 林玉体／考試院考試委員 

 林正義／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研究員 

 姚嘉文／考試院院長  

 

主持人：陳隆志董事長 

 2006年9月12日是聯合國大會開會的第

一天，聯合國總務委員會否決台灣友邦所

提「參與案」及「和平案」，而無法列入

聯合國正式的議程討論。隔（13）日個人

在紐約千禧年大飯店舉辦「與陳水扁總統

對話視訊會議」，會中邀請尼加拉瓜共和

國與帛琉共和國駐聯合國常任代表、美國

的專家學者以及國際媒體與會。阿扁總統

在此次視訊會議中作出明確有力的宣示，

既然過去十四年來單靠友邦提案的方式，

無法如願加入聯合國，我們是否應該思考

改變策略—— 直接以台灣的名義申請加入

聯合國成為正式的會員國。  

 此次視訊會議的討論台灣如何加入聯合

國的內容，雖然更為明確與進步，仍需要

陳 總 統 向 聯 合 國 秘 書 長 提 出 申 請 信 。 對

此，我們要成為陳水扁總統的助力，支持

陳總統在卸任前，向聯合國秘書長提出申

請信，要求以台灣的名義加入聯合國，相

信這會在聯合國歷史上留下記錄，將來無

論誰擔任國家元首，以台灣的名義申請成

為聯合國會員國，是所有台灣人共同的願

望。申請加入聯合國是政府才能做的事，

過去很多國家申請加入聯合國時，原則上

都 是 由 國 家 元 首 向 聯 合 國 秘 書 長 提 出 申

請 ， 個 人 認 為 陳 總 統 如 果 要 尋 求 歷 史 定

位，就必須如此作。除此之外，台灣申請

成為聯合國正式會員國還要有其他配套措

施，比如說中國一再對外主張台灣不是一

個國家，而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根本沒

有資格參與聯合國。台灣向聯合國提出申

請之後，中國將會發動輿論戰、心理戰及

法律戰，擴大對台灣外交的打壓作為回應

應。所以，我們不但要準備在聯合國安全

理事會上辯論，也不可忽略在外交場合與國

際媒體做好準備，以因應中國的外交打壓。 

 安全理事會共有十五個國家，其中五個

常任理事國享有否決權，其它十國為非常

任理事國。過去幾年來與台灣有外交關係

的國家都不是安全理事會的會員國，2006

年巴拿馬獲選成為安理會的成員國之一，

或許對我們有所幫助。  

 總之，台灣要加入聯合國成為正式會員

國，提出申請時態度要明確，也要提出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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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的 配 套 措 施 。 民 間 與 政 府 必 須 相 互 配

合，作為阿扁總統的後盾，讓阿扁總統有

強而有力的勇氣、信心與智慧，在現有的

階 段 下 能 盡 力 發 揮 ， 為 台 灣 參 與 國 際 社

會、爭取應有的國際地位及尊嚴打拚。  

 這 次 視 訊 會 議 ， 國 際 媒 體 的 反 應 相 當

好，相信有助於凸顯台灣被排除在國際社

會，無法成為聯合國會員國的荒謬事實。

個人認為或許政府可以思考，將與查德斷

交省下來的外交經費，轉換作為推動台灣

加入聯合國運動之用，再動員所有的外交

人力及資源，與海內外全體台灣人民密切

配合，相信這將是促進台灣加入聯合國不

可忽略的力量。  

與會者：羅榮光秘書長（台灣聯合國協進

會） 

 台灣社會內部有國家認同的問題，所以

我們會聽人說一些觀念混淆、似是而非的

說法：「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這

是將台灣當成地區，而把中國當成國家的

說法，而另一種說法則是，在此所謂的中

國是指文化上的中國，這也是觀念混淆不

清。就算中國是我們的友邦，我們也不能

說我是中國人，如同美國人一樣，雖然他

們的祖先很多來自於英國，但也不會說自

己是英國人。  

 因此，我常常在強調主張要多寫一些有

關台灣國的文章，同時也要教育台灣人民

正確的國家認同，不必等到制憲完成。制

憲完成之前，倘若有一萬、十萬、百萬，

甚 至 千 萬 的 人 都 說 我 們 的 國 家 是 台 灣 國

時，我想離我們要達成的目標就不遠了。  

 長期以來，我在自由時報一直撰寫有關

台灣國的文章，而在座的各位作家是不是

也能開始寫台灣國，協助國民對台灣的國

家認同有更清楚的認識。  

與會者： 

 台灣要正名、進入聯合國這些話，我們

都 聽 膩 了 。 請 教 林 玉 体 委 員 ， 台 灣 要 正

名，你的方法是什麼？請教林正義教授，

台灣要進入聯合國，你的方法又是什麼？  

與會者： 

 個人認為台灣許多派駐在外的人員還存

有錯誤的國家認同，以致於未能替台灣打

拚。阿扁總統要選對人派駐在外，台灣才

有前途，像駐日許世楷代表這麼有心，台

灣和日本的關係才會變好，否則只會拖累

台灣。  

與會者：楊東傑醫師 

 因應中國所發動對台的輿論戰、心理戰

及 媒 體 戰 ， 民 間 的 聲 音 要 發 出 來 支 持 總

統，以台灣的名義申請加入聯合國運動。

因此，我們還需要喚起更多人一起來參與

連署，人民實際參與以行動表達對政府的

支持，希望政府儘速以台灣的名義申請成

為聯合國會員國，彰顯台灣人民的意志，

總統對外才有足夠的說服力。  

與會者： 

 台灣如何才能變成一個國家？就國內層

次而言，是國家正常化的過程；從國際層

次上而言，則是參與聯合國。台灣推動國

家正常化運動從陳水扁總統當選後，就沒

有再進行，我們必須認真思考如何持續推

動下去，這是當前刻不容緩的代誌。  

 基 本 上 ， 國 家 正 常 化 的 要 件 ， 包 括 ：

一、語言的準備，過去的國民黨化教育造

成大多數人無法好好使用台灣國的語言，

譬如在很多教科書之內都印有「做一個堂

堂正正的中國人」的文字，造成我們的潛

意識，被誤導而認為自己是中國人，接受

文化中國的洗腦。所以，我們必須強調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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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台灣人」被認為是以前來的在地人，

而外省人無法認同這種觀點，我認為只要

有心愛台灣，都應該承認他是台灣的人。

另外，我認為最好成立一家公營電視台，

專門推廣台灣國的語言，我們習慣台灣國

的語言之後，自然就會有愛護台灣的心態

及 本 土 意 識 ， 如 此 一 來 無 論 是 外 來 或 在

地，就會為台灣的永續共同來努力。過去

所採行的語言政策，是一種不正常、中國

化 的 語 言 ， 我 們 在 使 其 正 常 化 發 展 。 其

次，我認為必須集結各個團體的力量，選

出一個新的名字，大家共同來推動。  

與談人：林主体委員 

 要求別人比較困難，凡事要由自己先做

起，現在雖然是新政府執政，但我認為政

府在用人的政策上值得檢討。以我為例，

在考試院負責本國史地的考試，我認為本

國史地是指台灣而已，這是從我接任考試

委員之後才有的。因此，我認為政府施政

在決定用人的時候，需要考慮到採用的人

是否台灣國的堅定意志與立場。我認為這是

民進黨取得執政權，掌握行政、財務、人事

等主導權，卻做得離離落落的主要原因。 

與談人：林正義研究員 

 要用什麼樣的方法，台灣才能加入聯合

國，這可能是一種手段。台灣加入聯合國

是一種長期的目標，且在過程中我們需要

一些方法，如下：  

 一、以前都稱國名為「中華民國」，但

現在如果進入無論是總統府、外交部、新

聞局等很多政府單位的網站，都可以發現

政府單位在中華民國的名稱後面都會加上

（台灣）表示。  

 二、雙邊邦交國的數目要比較多，爭取

加入聯合國的機會。  

 三、我們提出台灣加入聯合國的備忘錄

內容，去年共使用八次中華民國（台灣）

的名稱，2006年的備忘錄內容，僅有第一

次是使用中華民國，後來就完全沒有用中

華民國，改用台灣來取代。  

 四 、 2000 年 以 後 台 灣 的 非 政 府 組 織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 NGO）至聯

合國參加有關的活動越來越多。2004年陳

水扁總統特別在就職演講提到，二年內要

讓 台 灣 參 與 世 界 衛 生 組 織 （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成真。WHO是聯合國

的專門機構，這二年來我們看到根據《國

際衛生條例》之「普遍適用」原則，過去

台灣沒有辦法參加世界衛生組織中的很多

活動，現在差不多可以參加一半以上；另

外 ， 也 有 人 提 出 建 議 ， 政 府 應 申 請 成 為

WHO的 觀 察 員 ， 雖 然 這 也是一種方法 ，

但非政府所採用，雖然我們有這些方法，

這 並 不 是 說 台 灣 在 一 年 就 可 以 加 入

WHO。  

與談人：姚嘉文院長 

 剛才有人提到領土範圍的問題，其實手

護台灣大聯盟曾進行研究，也想要印一本

有 英 譯 有 關 台 灣 國 土領 域 （ territory） 的

專書，但其中還是有一些困難無法解決。

實際上，台灣的領海範圍比領土範圍還要

寬還要廣，我們要有一個觀念，台灣是一

個海洋國家，無法兼顧到土地範圍與領海

範圍的權力；至於，台灣真正的領海有多

寬？如何認定？其中牽涉到一些問題，我

曾請教過台大地理系教授相關的問題，他

們也沒辦法瞭解其意義。另外，大韓民國

憲法中對於領土範圍有所規定，而韓國金

大中前總統就將「民主貫徹，統一完成」

八個字當其政治目標，當時我就問他要怎

麼做？他的回答是民主貫徹可以做，但統

一完成就沒有辦法，因為韓國新一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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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對統一目標的完成並沒有期待。可見

是 否 要 在 憲 法 中 闡 明 領 土 的 範 圍 值 得 討

論。我個人則認為台灣新憲法的內容，不

應該再涉及領土範圍的問題，只要註明國

家領土或領域的變更，只要經過國會同意

即可。  

 台灣推動加入聯合國的運動有一段很長

的時間，如果只是將加入聯合國與否當成

目標，我認為這樣還不夠。事實上，推動

台灣加入聯合國的運動我在1978年美麗島

時期就已提出，當時還有一張以中英文撰

寫「UN for Taiwan」的傳單。  

 我們長期所推動的運動，不會只是以當

會員國為目標而已。其它的目標尚包括：

一、台灣是一個國家。在美麗島時期談台

灣 是 不 是 一 個 國 家 ？ 這 是 一 項 敏 感 的 議

題，因此就推動台灣加入聯合國運動，以

此來凸顯台灣是一個國家的事實。二、強

調Say no to China的意涵。有人提議既然

台灣要參與聯合國，只要派一、二位代表

加入中國的代表團，象徵意義上台灣與中

國共享主權參與聯合國；我們對於這種分

享 主 權 參 與 聯 合 國 的 說 法 ， 持 反 對 的 態

度，因為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台灣應

該是以一個新而獨立的會員國加入，不是

以與中國合併以加入聯合國為目標。三、

向國際社會宣導台灣的名稱，讓世界知道

台灣的存在。四、檢驗海外之僑團是否支

持台灣。因為很多在海外接受僑委會補助

之團體，每年9月會都會登報反對台灣加

入聯合國，我認為僑委會不應該繼續補助

這些窩裡反的團體。五、爭取台灣成為聯

合國會員國。我相信這需要一段很長的時

間努力才能完成，在此運動期間，不能因

為沒辦法加入而氣餒，推動台灣加入聯合

國運動經過三十年的努力，已經讓世界各

國對台灣加入聯合國的目標越來越清楚，

同時，表示台灣的決心：堅持台灣是一個

國家、不和中國合併。  

主持人：陳隆志董事長 

 台灣加入聯合國運動，最終目標是加入

聯合國成為正式的會員國。台灣在尚未加

入之前，其努力參與的過程本身，會有極

大的收穫，就是台灣人民互相學習與勉勵

並集結此一運動能量。雖然需要長期的努

力，但仍值得努力去落實。終究而言，加

入聯合國需要由政府來提出申請，過去威

權統治時，台灣人民無法自由表達意志，

因此有很多人在海外從事獨立建國、參與

人民自決運動的組織，也是為了要向聯合

國與國際社會表達台灣應該要加入聯合國

的訴求，畢竟這僅是民間社團的聲音。誰

能真正代表國家？那個人就應該向聯合國

提出成為正式會員國的申請。最近，陳總

統已經表達得很清楚，我們應該繼續督促

陳總統，要求政府應把握機會，向聯合國

秘書處提出入會申請。  

 個人認為推動台灣加入聯合國，是所有

台灣人要共同努力去打拚目標，在此提出

一個如何將目標落實的具體作法，就是集

結親朋好友的力量，共同加入台灣聯合國

協進會（TAIUNA）。台灣聯合國協助會

成立的目的，一方面是協助國人瞭解聯合

國相關的國際事務，同時台灣聯合國協進

會也有凝聚台灣人民力量的功能，成立至

今已三年多的時間，已經有將近一千二百

個會員，如果能繼續擴大會員，增加至一

萬人、十萬人，甚至百萬人，眾志成城，

相 信 這 股 推 動 台 灣 加 入 聯 合 國 的 自 主 力

量，對早日實現台灣加入聯合國成為正式

會員國的目標，有極大的幫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