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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台灣之名」步上世界舞台 
 

●陳文賢／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教授、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國際關係委員會委員 

 
 
 陳 隆 志 教 授 將 其 從 2002年 到 2006年 發

表 於 自 由 時 報 及 民 視 的 立 論 、 建 言 及 評

論 彙 集 成 「 以 台 灣 之 名 」 一 書 ， 也 成 為

陳 教 授 以 一 生 之 立 言 及 行 動 來 奉 獻 台 灣

的縮影。  

 「以台灣之名」，絕對不是單純的是針

對台灣的外交方面應以台灣之名來推動，

同樣重要的是，陳教授期待以台灣之名來

充實台灣認同的內涵及更進一步凝聚對台

灣國家的認同。書中陳隆志教授即一再闡

釋「台灣中國，一邊一國」的理念，也呼

籲凝聚「台灣為自己國家的認同」。更為

了過去中國國民黨長期污名化「台獨」，

而苦口婆心的闡釋台獨就是台灣獨立於中

國之外的簡單事實。因此台灣內部人民的

自覺或啟蒙就成為台灣能否真正成為一個

國 家 的 關 鍵 。 也 有 賴 於 台 灣 各 界 發 覺 問

題，凝聚台灣認同。  

 如果「外交是內政的延長」，台灣的駐

外人員在現代國家定義下的台灣人認同及

中國人認同，也會形塑出不同的外交做法

及目的，而有不同的外交結果。過去爭中

國正統的「漢賊不兩立」政策，導致在中

國 國 民 黨 統 治 下 的 台 灣 成 為 「 國 際 孤

兒」。期待台灣成為一正常國家與心存台

灣要與中國終極統一的外交人員也必會在

對外政策及做法上有所分野。因此本篇報

告也就從台灣的內部認同及對外作為兩方

面來談。  

一、自我否定國家地位或虛構

「中國」的思維及表露  

 台灣主要的中文報紙大概只有自由時報

及台灣時報在報導有關中華人民共和國時

會以其簡稱「中國」報導，其他號稱大報

的報紙，則礙於政治意識形態或考量未來

在中國事業發展的利益，仍在有關報導國

際 上 所 承 認 之 中 國 時 改 稱 為 「 大 陸 」 或

「中國大陸」，非但昧於國際事實也無法

與世界接軌，。  

 少數在台灣的影藝界及媒體人喜歡稱中

國大陸為「內地」，同時「兩岸三地」詞

彙的大量出現、不時出現，基本上都是把

台灣降為非國家的地位。特別在幾個民俗

假日例如中秋節或農曆新年，部分電視台

特別喜歡製作「兩岸三地」中國人大團圓

的現場連線節目。如果不是「一個中國」

的政治意識形態作祟，不是更應該包括新

加 坡 在 內 的 「 兩 岸 四 地 」 中 國 人 大 團 圓

嗎？基本上，沒有人會說台日美三地，而

一定是說台日美三國。台灣與香港及中國

大陸並稱「兩岸三地」，表示上面有一個

「一中」屋頂，是自降台灣國格的說法。  

 在國內一些號稱要提升成為世界一流大

學的學校，則在校園內仍充斥著中華民國

的領土範圍仍涵蓋中華人民共和國及蒙古

國領土的掛圖。在全世界一流大學中，真

的不知道有哪一所學校的教育或其所掛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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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圖中，台灣是因標示中華民國而存在

的？更不必說有一個領土範圍涵蓋中華人

民共和國及蒙古國的中華民國？但是也有

人辯稱中華民國是存在的，它還有二十幾

個邦交國，同時是台灣的正式國名，這種

弔詭的事實及政治意識形態的產物不禁令

人慨嘆。不做台灣主人，自甘為「台客」

的短暫現象，也曾為社會所目睹。  

 台灣許多大學院校內設有「中國大陸」

研 究 中 心 ， 許 多 的 教 育 及 學 術 資 源 投 入

「中國大陸」研究，但是對於聯合國及其

專門機構的研究，卻非常的缺乏。對中國

一個國家之研究的位階，幾乎是等同於與

台灣對其他國家及國際組織研究的總合。

反應在行政院組織架構上亦是如此，例如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的工作範圍幾乎就是處

理 有 關 台 灣 對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一 國 的 事

務，位階與外交部是一樣的，這樣的認知

與事實無怪乎台灣在國際化的推動方面會

遭 遇 到 更 多 主 張 西 進 者 有 形 或 無 形 的 阻

力。  

二、政府以身作則及民間匯集力

量的正名努力仍待加強  

 過去六年，我們的努力不夠，執政的民

進黨也做的不夠積極。台灣有許多以「中

國」為名且官股為大戶的企業，例如中國

石 油 公 司 、 中 國 鋼 鐵 公 司 、 中 國 造 船 公

司、中華航空公司（China Airlines）等沒

有一個正名成功或者曾有過正名的努力。

社會也啟蒙不足，民間企業或大學院校具

有「中國」之名者，舉凡中國信託、中國

商業銀行、中國文化學院、中國醫藥大學

等是否仍就以掛有「中國」之名為傲，，

無人不得而知。  

 不過也足見正名的努力尚未能真正的往

下紮根，更從充斥台灣許多大小城市及鄉

鎮的「中國」街名中又可看出。論者每每

認為這不妨礙生活，或認為更改企業名稱

會影響企業利益等理由而反對。然而許多

國家的國號都可以更改，所牽涉的事務應

更為繁雜，因此實在看不出上述理由的正

當性，也只能說「以台灣之名」的努力更

須加倍。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民不會自稱為「大

陸地區」，一定是自稱中國，但台灣的政

府及人民卻習以為常的自稱台灣為「台灣

地區」。舉例而言，政府官員稱中華人民

共和國也經常稱「大陸」，差一點台灣的

機場或港口等入境處就會有專為「大陸人

民」而設的通關服務，而不是以中華人民

共和國的人民來加以對待。過去為了因應

中國觀光客來台，政府有關單位就曾計畫

在台北及高雄國際機場入境處，擬以標示

「People in the Mainland Area」（大陸地

區人民）來作為專屬入境指引。  

 此外，台灣電視媒體的氣象報告，不分

報導所用的語言，到今天仍舊一律習慣以

「台灣地區」的氣象報告加以播報。若是

公股電視台政府或也可建議加以改正並學

習其他國家的報導。中華郵政總局所編印

的「台灣地區郵政區號」也是一例。  

 台 灣 總 統 出 國 拼 外 交 所 撘 的 飛 機 是

「China Airlines」（對國際人士來說應會

是中國航空）。新發行的國民身分證只見

到簡稱也會是「中國」的中華民國，卻看

不到任何「台灣」的字眼，若有的話大概

會是「台灣省」。執政黨政府曾經表示過

中 華 民 國 就 是 台 灣 ， 那 為 何 不 乾 脆 就 用

「 台 灣 身 分 證 」 而 非 「 中 華 民 國 身 分

證」，或至少也讓「台灣」的字眼出現在

我們的身分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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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台灣」之名申請加入聯

合國成為會員國  

 陳隆志教授長年以來結合「台灣聯合國

協進會」（TAIUNA）等民間社團一再呼

籲政府應以「台灣」之名來推動申請加入

聯合國，成為聯合國的會員國，也曾籲請

政府勿再以「健康實體」申請世界衛生大

會的觀察員，而應以「台灣」之名申請家

加入世界衛生組織成為正式會員。  

 今 （ 2007） 年 是 陳 水 扁 總 統 任 內 可 以

「 台 灣 」 之 名 申 請 加 入 聯 合 國 的 最 後 一

年，應也會是陳總統任內能實際讓台灣在

國際社會成為名實相符之個國家所做的歷

史努力。雖然沒有人會認為短期內有成功

的 機 會 ， 但 台 灣 申 請 加 入 聯 合 國 這 一 小

步，絕對會是台灣歷史的一大步，這應也

是台灣國人的共同期待。  

 我 們 應 全 面 性 及 普 及 性 的 「 以 台 灣 之

名」來走入國際社會，如果台灣都是以參

與為最大目的，則香港所參與的國際組織

及活動比台灣還要多，但是香港已經是中

國的一部分，幾乎已經沒有成為一個國家

的機會。而台灣至少是被國際社會視為事

實上的國家（de facto state），要讓台灣

走向世界，世界走入台灣，就應讓世界感

受到台灣就是一個國家。而非讓國際社會

看到台灣人民投機取巧的心態，看到所謂

的中國崛起，又想成為中國的一部分要和

中國「統一」。  

 這一方面新加坡應有讓台灣學習之處。

一樣是祖先許多都是來自當今的中國，但

新加坡不會自稱「新加坡地區」，也不會

稱中國為「大陸地區」，新加坡人更不會

自稱為中國人。但新加坡卻贏得中國的尊

重，在經濟等各方面建設也贏得世界的注

目。而在台灣雖有主要的政黨主張台灣是

中國的一部分及要和中國終極統一，卻曾

在國際場合遭來中國官員「誰理你們」的

譏笑，台灣更時時刻刻面對八百枚飛彈及

武力犯台的威脅，這應也深深值得這些政

黨及其領導階層的思考。  

 駐 外 單 位 在 有 邦 交 國 家 則 應 努 力 改 以

「台灣大使館」取代「中華民國大使館」

（對國際人士來講還是中國大使館），在

無邦交的國家則以「台灣代表處」來作為

努力的目標。政府應把這些努力視為台灣

國家化的目標及進程，也可進一步讓國際

社會感受到台灣是一個國家或努力成為一

個國家的事實。  

四、結語  

 試想，如果當時政府接受台灣民主運動

前輩的建言，在蔣介石的代表還沒有被驅

逐出聯合國，在美國和中華民國沒有斷交

之 前 等 各 種 歷 史 機 會 中 ， 即 「 以 台 灣 之

名」建立一個國家，今天台灣應就不會面

臨中國的威脅，也可以和新加坡一樣和中

國都會是「遠親近鄰」。在國際社會上台

灣更會是受到尊重的一個具有愛心又有行

動的工業化民主國家。  

 逝者已矣，來者可追。台灣政府及民間

都應把握稍縱即逝的歷史機會，「以台灣

之名」讓台灣步上世界舞台。我們深信只

要 結 合 政 府 及 公 民 社 會 的 努 力 並 持 之 以

恆，陳隆志教授及民主、台獨運動前輩頃

一 生 打 拼 及 日 夜 夢 想 的 「 新 世 紀 的 台 灣

國」必有美夢成真的一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