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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討論紀要 
 

●陳雪琴／記錄整理 

 
 
時 間：2007年4月29日（星期日）  

地 點：外交部外交領事人員講習所二樓 

    國際會議廳 

主持人：李明亮／前衛生署長、台灣新世 

        紀文教基金會董事 

場 次：如何結合政府與民間的力量，促  

    進以台灣名義成為WHO會員國 

與談人：陳再晉／行政院衛生署副署長 

    吳運東／世界醫師會理事 

    涂醒哲／台灣紅絲帶基金會董事長 

    林世嘉／台灣醫界聯盟基金會執 

        行長 

 

與會者：羅榮光秘書長（台灣聯合國協進

會） 

 我 們 推 動 以 台 灣 的 名 義 加 入 WHO的 同

時，我認為台灣自己也要成為一個健康的

國 家 。 台 灣 人 要 先 承 認 自 己 的 國 名 是 台

灣，這次陳總統終於提出以台灣國家之名

加 入 WHO，台灣才會健 康起來， 這 也 是

大家長久以來打拚的目標。  

 台 灣 聯 合 國 協 進 會 過 去 在 推 動 加 入

WHO的 活 動 ， 發 現 大多 數人都想 要 加 入

WHO， 重 要 的 是 人民有 沒有足夠的 信 心

及共同合力推動的意志力。不論是政府機

關或是民間團體想要提升台灣人的信心，

我想只有發揮馬拉松長跑的精神來宣傳及

教育人民，強化台灣人民的意志與信心，

讓台灣能夠健康起來。此外，世界上還有

很多人不知道台灣不是WHO及UN的會員

國，我們要加倍努力把台灣的心聲傳送到

世界各地。  

與會者：洪茂雄董事（台灣新世紀文教基

金會） 

 我 建 議 台 灣 參 加 WHO運 動 應 該 予 以 制

度 化 ， 也 就 是 成立一 個 台灣 WHO基 金 ，

集合政府和民間的所有力量，經費的來源

除了政府每年撥付一定比例的經費之外，

也要徵收台灣企業至中國投資的安全捐，

因 為 台 商 到 中 國 的 投 資 會 影 響 台 灣 的 安

全，這些 人應 負 社 會責 任， 提 撥 5～10％

安 全 捐 充 當 WHO的 基 金 。 其 次 ， 要 收 回

國民黨的黨產，台灣現在要重回聯合國與

WHO， 是 替 國 民 黨 政 府 錯 誤 的 外 交 政 策

善後，國民黨應償還這筆債務。  

與會者： 

 雖有很多人研究此問題，但我想大部分

台灣人民可能還不瞭解聯合國及其他國際

組織，包括WHO、WTO或是APEC等有何

不 同 。 台 灣 加入聯合 國 及 WHO應 該 要 同

步進行，加入聯合國是首要的目標，一旦

能加入聯合國，其它就不用再傷腦筋。  

 但是目前要加入聯合國有一個大問題，

就是台灣人國家認同的問題，這是我們自

己的問題，而台灣正名、制憲如果沒有完

成，好像是延續過去對蔣政權的看法，以

及支持這個在1971年被聯合國認為無代表

中國的獨裁政權，台灣人民不應該繼續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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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接受，我認為這是對台灣的傷害。  

 此外，聯合國網站提到台灣時，後面還

冠上Province of China，我認為外交部應

該要處理這個問題，向聯合國提出抗議，

聯合國無權決定台灣是中國一部分。  

與會者：莊明雄院長（新樓醫院） 

 過去台灣都是透過友邦國家提案，然後

再由聯合國總務委員會來決定此議題。如

果正式以台灣的名稱提出申請，我要請教

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陳董事長，此類國

際法律問題是否還需要經過聯合國總務委

員會表決，或是交由人民公投表決，更容

易達成目標？  

與會者：陳隆志董事長（台灣新世紀文教

基金會 

 我 們 主 張以台灣之 名 申請加入 WHO及

UN，而總統也說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

國 家 ，這 次 中 國 籍 的 WHO秘 書 處 幹 事 長

以台灣根本就是中國的一部分，並非一個

國家為理由，將台灣的申請資料送回。針

對 WHO的 回 應 ， 我 們 必 須 據 理 力 爭 ， 包

括 政 府也 要 思 考 如何 回 應 WHO秘 書 處 的

違法亂紀。我認為台灣無論是爭取加入聯

合 國 或 WHO， 一定會遭 遇這類的問題，

並不是今年申請被退回以後就不再提出，

我們還是要有後續的動作。  

 我 認 為 這 次 以 台 灣 名 義 申 請 加 入

WHO， 我 們 遭 受 來 自 中 國 的 打 壓 ， 可 以

說 是 中 國 對 台 三 戰 的 典 型 ： 第 一 、 法 律

戰：台灣如果不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今天我們就無須談論，該如何加入聯合國

或 WHO。 我們必須堅持 台灣是一個主權

獨立國家的立場。第二、輿論戰：台灣這

次 到 日 內 瓦 爭 取 加 入 WHO 是 否 做 好 準

備，一有任何狀況，政府隨時可以對國際

媒體發表台灣人的心聲。第三、心理戰：

我 們 是 否 有 足 夠 的 信 心 與 毅 力 ， 堅 持 到

底，推動以台灣之名加入WHO與UN。針

對中國對台三戰以及反分裂國家法，我們

要提出強力的辯駁，在國際法律的立場上

站 穩 腳 步 ， 獲 得 更 多 國 際 法 學 專 家 的 支

持，需要大家共同的打拚。  

 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的資源有限，能

夠做到的事有限，最重要的是要靠政府作

出正確的決策，制訂正確的方向，發揮國

家機器的力量，再加上民間力量的配合，

政 府 民 間 攜 手 合 作 ， 繼 續 努 力 ， 終 有 一

天，台灣加入UN與WHO的美夢會成真。  

與談人：陳再晉副署長（行政院衛生署） 

 台 灣 要 加 入 WHO， 必 須 在 國 際 定 位 、

外交政策上提出一套說理性很強，以台灣

為 主 體 的 完 整 論 述 ， 向 國 際 社 會 積 極 遊

說。  

 在 我 們 加 入 WHO之 前 ， 我 們 還 要 作 相

當多的功課，就像陳隆志董事長所言，我

們一定要輿論與心理面雙管齊下，在情與

理的層面上，作出完整的論述，積極參與

國際醫療衛生工作，配合行動動之以情，

相信台灣終有一天會加入WHO。  

與談人：涂醒哲董事長（台灣紅絲帶基金

會） 

 中華民國只有資格退出聯合國，但是沒

有資格加入，要加入就一定要用「台灣」

的名稱；如果要用台灣之名，就必須要用

公投方式進入聯合國及世界衛生組織。台

灣聯合國協進會現在成立一個青年團，最

近還會提出一個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的

訴 求 ， 邀 請 各 黨 總 統 候 選 人 來 連 署 。 此

外，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公投若是能通

過，就可以證明85％或90％的人民，認為

以台灣的名義加入聯合國是對的代誌，既

然這是對的代誌，陳水扁總統就要以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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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首的身份向聯合國提出申請。  

 WHO或是世界衛生大會（WHA）運作

的主體在於會員國，而不在秘書處。我們

是 否 也 可 以 拜 託 陳 水 扁 總 統 具 名 寫 信 給

WHO所 有 會 員 國 ， 請 他 們 在 台 灣 提 出 此

案時給予支持。在 SARS肆虐台灣期間，

我 前 後 共 寫 信 給 當 時 WHO 的 幹 事 長 Dr. 

Brundtland共七次之多， 雖然沒有回信，

但還是有派二位專家來台灣；我也曾行文

給一百四十一個國家的衛生部長，請求他

們 支 持 台 灣 成 為 WHO的 會 員 國 ， 雖 然 沒

有得到任何回應。我認為如果以總統的身

份發出信函給所有會員國，應該比較會有

效果。總統在信中可以表達我們的態度，

世界衛生組織秘書處如果處理台灣的申請

案，不詢問各會員國的意見而直接作出決

定，這是不對的。另外，也要向各會員國

強調，台灣進入世界衛生組織的理由非常

正 當 ， 因 為 世 界 的 防 疫 體 系 不 能 出 現 缺

口。  

 在此，我提出一個疑問，剛剛林永樂司

長說2002年我們已經提出以台灣之名加入

世界衛生組織，但我在2003年擔任衛生署

長 時 ， 怎 麼 不 知 道 ， 我 記 得 2003年 是 以

「 健 康 實 體 」 提 出 ， 怎 麼 2002年 以 「 台

灣」提出。我記得之前從未以台灣之名提

出，好像這幾年都是以「健康實體」提出

申請？這其中是不是有問題，還是我自己

記錯？  

與會者：吳運東理事（世界醫師會） 

 回應剛剛涂署長的疑問，我記得只有一

年是以台灣名義，當時涂署長沒有去日內

瓦，而是由副署長參加，其他都是使用健

康實體。  

 我 非 常 贊 成 剛 才 有 人 說 ， 國 民 要 對

WHO的 任 何 事 都 知 道 ， 這 也 是 我 們 要 加

強的地方。另外國內學者專家參與任何國

際會議一定要使用台灣做為我們國家的名

稱出席，尤其是醫界的所有學術團體更應

該 去 爭 取 ， 而 不 僅 是 為 了 達 成 參 與 的 目

的，願意自我矮化。  

主持人：李明亮教授（前衛生署長） 

 針對這場座談會，提出下列幾項結論：

一 、 台 灣 要 加 入 WHO， 無 論 是 國 內 或 國

外的宣導都必須加強，要讓國民有信心，

必 要 時 寫 信 給 有 關 的 國 際 人 士 ， 包 括

WHO的 官 員 爭 取 支 持 。 二、政府要用更

多的經費撥付給民間組織。三、儘快成立

一 個 WHO研究中心，或 是類似的組織、

智 庫 或 基 金 會 等 專 責 單 位 來 處 理 事 務 。

四、以公投方式進行。五、積極培育國際

醫療人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