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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紀政策建言討論會 
 

●陳隆志／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2000年台灣首次政黨輪替以來，咱政府

面對的問題愈來愈複雜，外部有來自中國

不斷增強的文攻武嚇，內部有國家認同分

歧引起的政治惡鬥，憲政秩序混亂、國會

議事空轉，大大影響國家政務的推動、社

會的穩定發展，傷害人民的福祉。  

 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於5月19日至20

日舉辦「新世紀政策建言」討論會，邀請

民進黨游錫堃主席擔任貴賓致詞，也邀請

學者專家來共同討論。議題包括：台灣國

際 地 位 的 提 升 、 全 球 化 下 台 灣 經 濟 的 定

位、由轉型正義到文教人權、台灣憲法應

有的內涵與制憲動力、以及台灣國家安全

的維護。最後進行綜合討論與建言，由各

場主持人提出總結報告。參加討論會的報

告 人 與 聽 眾 互 動 熱 烈 ， 在 此 提 出 個 人 心

得，與大家分享。  

 第一、以台灣之名申請加入聯合國作會

員 國 ， 可 凸 顯 台 灣 是 一 個 主 權 獨 立 的 國

家，打破中國宣稱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之

謬論，爭取台灣應有的國際尊嚴與地位。  

 第二、制訂台灣憲法，須建立健全的政

府體制，以解決複雜的憲政問題。將國際

人權水準納入憲法，使台灣憲法與國際潮

流同步發展。鼓勵全民參與制憲的過程，

由下而上，落實主權在民，可產生對台灣

憲法的親切感，發展健全的憲法文化。  

 第三、面對中國的武力威脅，台灣要有

足夠的自我防衛能力與全民團結的意志，

以維持台海和平。繼續深化民主，結合世

界民主自由的力量，協助中國推動政治民

主化，促進亞太區域的和平安全。  

 第四、台灣經濟過度依賴中國，是產業

發展的隱憂。咱政府要打破「中國是恢復

台灣經濟活力唯一希望」的迷思，推動知

識 經 濟 、 產 業 轉 型 ， 創 造 優 良 的 投 資 環

境，重新確立台灣在全球經濟體系中的地

位。要全球化，不是中國化。  

 第五、台灣在歷史真相的追求過程中，

找到國家重建與社會改造的道路，透過轉

型正義及文化反省，不斷深化民主、改革

媒體，才能凝聚台灣主體意識，向正常化

國家的目標前進。  

（本文播出日期2007年5月23日民視「台

灣廣場」節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