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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我國自1993年推動重返或加入聯合國的工作以來，除了外交部駐紐約代表處每年積

極努力促成友邦國家的提案外，新聞局也配合廣作宣傳。國內的媒體每年9月對友邦的提

案有相當篇幅的報導，但是在提案遭到封殺後，聯合國的正式開會和議題的討論卻是完

全置之不理。當聯合國大會的重要討論成為國際新聞的焦點時，國內的媒體反倒是採取

冷處理的態度，造成聯合國的相關報導似乎僅僅和我國的重返或加入該組織有關，它的

其他新聞看起來和我們沒有任何關係。 

  我們當然可以將此現象歸諸於台灣目前並非聯合國的成員，因此國內對此世界性的

國際組織漠不關心，應是可以理解的。不過，若是從一位認真考慮要支持我國重返或加

入聯合國的非邦交國的角度來看，單單從國內僅在每年9月時表達了要成為的意願，而在

其他時間將其揚棄於一旁，它會懷疑台灣究竟是真正想藉參與聯合國善盡國際義務，還

是僅僅想要以此達成台灣獨立的政治目的。 

  做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中華民國（台灣）當然有權利也應該要加入聯合國。不

過，究竟我們對聯合國的瞭解有多少？我們是否真正認同聯合國的理念？國內研究國際

關係的學者在聯合國方面有什麼樣的研究？國內是否經常舉辦有關聯合國相關議題的國

際性會議？媒體處理聯合國的態度，不該是學界或政府相關單位的態度。換句話說，即

使我們目前不是聯合國的會員國，國內的教育界仍然要重視這個國際組織，因為它的決

策對包括台灣在內的全球性事務有深遠的影響。同時，正因為我們不是聯合國的會員

國，因此加強有關聯合國的教育和研究更有其必要。我們就以1990年為本報告的時間起

點，介紹國內的聯合國相關課程、專書、學術期刊論文、智庫的論述、碩博士論文、研

究計劃、及政大學生參與模擬聯合國的情形。 

貳、聯合國相關課程 

  以國內大學國際組織的課程來看，大部分的政治系皆開設國際組織的課程，相信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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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國這個最重要的國際組織當然會是課程內容的重點。不過單獨的聯合國課程則是不多

見。以下是一些大學相關課程的清單，相信所有授課老師都是此議題的最佳資源。 

台灣大學政治系  國際組織（楊永明、蔡政文） 

政治大學外交系   國際組織研究（黃奎博、邱稔壤） 

政治大學外交所  國際組織研究（黃奎博、李登科） 

政治大學新聞系  國際組織（李瓊莉） 

清華大學通識課程  國際組織（嚴震生） 

清華大學通識課程  聯合國（嚴震生） 

中正大學政治系  國際組織專題研究（藍玉春） 

中正大學政治所  國際組織（藍玉春） 

中興大學國際政治所 國際組織（沈玄池） 

成功大學政治系  國際組織（周志杰） 

東海大學政治系  國際組織（李大中） 

東吳大學政治系  國際組織（江啟臣） 

輔仁大學外交學程  聯合國體系（鍾志明） 

輔仁大學全人教育中心 國際組織（梁崇民） 

淡江大學日文系  國際組織法專題研究（許慶雄） 

義守大學通識課程  聯合國國際事務概論（Model United Nations）（韓賀伯） 

參、相關專書 

  相對於國際組織和聯合國課程的開設，國內相關的教科書並不多見。前政治大學外

交系周煦教授的聯合國與國際政治一書，雖然是1990代初期的作品，許多資訊已經過

時，亟待新版的發行，但它可能還是目前市場中最中規中矩的教科書。 

翁明賢，國際組織新論。台北：五南圖書出版，2005年。 

楊永明，國際安全與國際法：國際安全秩序規範與機制的建構與挑戰。台北：元

照出版，2003年 

王正華，中華民國與聯合國史料彙編:中國代表權。台北：國史館，2001。 

許慶雄，加入聯合國手冊。台中：加入聯合國聯盟，1998年。 

鄒念祖，聯合國與國際和平：第二代維和行動。台北：時英，1996年。 

陳 勝，瞄準聯合國。台北；新新聞出版社，1995年。 

龍寶麒，邁向廿一世紀的聯合國。台北：三民，1995年。 

江國青，聯合國專門機構法律制度研究。台北：天肯文化，1994年。 

張玉生，論中華民國與聯合國創立之關係。台中：東海大學，1994年。 

鍾嘉謀，重返聯合國之路。台北：黎明文化，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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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煦，聯合國與國際政治。台北：黎明文化，1993年。 

論文集 

宋燕輝、焦興鎧，聯合國與歐美國家論文集。台北：中研院歐美所，1997年。 

______ 我國參與聯合國策略的再評估。台北；國家發展研討座談會叢刊，1995年。 

______ 「我國參與聯合國」政策評估與突破之道。台北：國民黨政研策會，

1995年。 

立法院，重返聯合國。台北：立法院圖書資料室，1994年。 

蔡 瑋，中華民國與聯合國：「我國加入聯合國週邊組織之可行性」研討會論

文。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1993年。 

肆、學術期刊論文 

  聯合國的專書雖然有限，但學術期刊論文的質量則是稍多一些。不過，若是以我國

亟欲加入這個國際組織的積極態度來看，真正從事聯合國相關議題的學者人數仍顯不

足。 

楊永明，「聯合國之反恐措施與人權保障問題」，月旦法學雜誌，第131期，2006

年4月，頁21-36。 

辛翠玲，「聯合國體系內NGO角色與參與機會變遷之分析：新制度主義的觀

點」，兩岸與國際事務季刊，第2卷，第2期，2005年6月，頁21-44。 

陳文生，「美國推動聯合國安理會1441號決議案分析」，問題與研究，第43卷，

第3期，2004年5、6月，頁23-47。 

陳文生，「伊朗接受聯合國安理會第598號決議之決策分析」，問題與研究，第42

卷，第2期，2003年3、4月，頁115-134。 

鄒念祖，「聯合國國際人權外交：中共的認知與政策」，問題與研究，第38卷，

第9期，1999年8月，頁89-101。 

鄒念祖，「聯合國與盧安達人權：滅絕種族及其他罪行之懲治」，問題與研究，

第37卷，第11卷，1998年11月，頁15-28。 

黃競涓，「論台灣『參與』聯合國的外交政策—女性主義的省思」，亞洲評論，

1998 年，秋冬卷，頁 84-104。  

楊永明，「聯合國維持和平行動之發展：冷戰後國際安全的轉變」，問題與研

究，第36卷，第11期，1997年11月，頁23-40。 

楊永明，「從國際法觀點看聯合國集體安全體系之法律架構、制度性問題與對應之

策」，台灣大學法學論叢，第26卷，第3期，1997年4月，頁183-212。 

陳純一，「聯合國的區域性質」，美歐季刊，第12卷，第1期，1997年，春季號，

頁8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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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聲實，「從國際組織法觀點分析聯大第二七五八號決議」，問題與研究，第35

卷，第11期，1996年11月，頁1-14。 

姜皇池，「論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否決權行使之限制：聯合國憲章第27條第3項但書

強制棄權條款之探討﹞，問題與研究，第35卷，第10期，1996年10月，

頁15-32。 

姜皇池，「台灣與聯合國：歷史糾結與法理分析(下)」，法學叢刊，第41卷，第4

期，1996年10月，頁74-97。  

姜皇池，「台灣與聯合國：歷史糾結與法理分析(上)，法學叢刊，第41卷，第3

期，1996年7月，頁83-102。  

姜皇池，「論聯合國觀察員制度：台灣參與聯合國可行模式之探討」，政大法學

評論，第55期，1996年6月，頁159-190。 

鄒念祖，「美國對聯合國和平動態度」，問題與研究，第34卷，第11期，1995年

11月，頁50-59。 

陳文賢，「聯合國與集體安全」，問題與研究，第34卷，第9期，1995年9月，頁1-11。 

鄒念祖，「聯合國與海地危機」，問題與研究，第33卷，第12期，1994年12月，

頁1-11。 

姜皇池，「台灣與聯合國：台灣是否有權利加入聯合國？」台大法學論叢，第24

卷，第1期，1994年12月，頁181-200。 

陳純一，「聯合國國際法委員會『國家及其財產的管轄豁免條約』草案評析」，

問題與研究，第33卷，第7期，1994年7月，頁70-81。 

陳純一，「由法學觀點看聯合國瑝前面臨的問題與美國的態度」，美國月刊，第9

卷，第5期，1994年5月，頁19-36。 

陳純一，「非會員國駐聯合國觀察員之地位」，問題與研究，第33卷，第1期，

1994年1月，頁77-92。 

趙國材，「我國參與聯合國行動評議」，國魂，第557期，1993年12月，頁12-15。 

吳東野，「聯合國和平部隊在國際區域衝突的角色：從德國派兵海外的爭議談

貣」，問題與研究，第32卷，第10期，1993年10月，頁25-33。 

芮正皋，「參與聯合國及其周邊組織的研析」，問題與研究，第32卷，第10期，

1993年10月，頁11-24。 

吳東野，「德日爭取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席位」，問題與研究，第32卷，第7

期，1993年7月，頁11-20。 

陳文賢，「聯合國會員國的會籍與代表權問題」，問題與研究，第32卷，第4期，

1993年4月，頁51-64。 

林岩哲，「聯合國維持和平部隊之評介」，問題與研究，第 31 卷，第 10 期，

1992 年 10 月，頁 6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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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智庫論述 

  雖然學界對聯合國的研究並不積極，不過民間對國際組織的討論和論述就相對顯得

活躍。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在這方面的表現，是有目共睹。它的刊物—新世紀智庫論

壇自1998年發行以來，就經常以聯合國為主題，在將近短短不到十年間，就有超過七十

篇的論述和聯合國有關，其中與台灣加入聯合國有關者如下： 

陳隆志，「台灣的聯合國路：個人四十年的心路歷程」，第37期，2007年4月30

日，頁15-17。 

林正義，「台灣的聯合國之路」，第37期，2007年4月30日，頁139-142。 

陳隆志，「台灣聯合國協進會青年團」，第37期，2007年4月30日，頁188。 

陳隆志，「致陳水扁總統函：以台灣名義申請成為聯合國會員國」，第36期，2006

年12月30日，頁4。 

黃居正，「以台灣名義加入國際組織的必要性」，第36期，2006年12月30日，頁

15-24。 

林文程，「凝聚全民力量支持台灣爭取成為聯合國會員國」，2006年12月30日，頁

25-32。 

陳隆志，「以台灣的名義身份，申請加入聯合國為會員國」，第36期，2006年12月

30日，頁4-6。 

羅榮光，「以『台灣』國名申請加入聯合國」，第33期，2006年3月30日，頁107-109。 

陳隆志、「紀念聯合國六十週年，展望台灣加入聯合國」，第32期，2005年12月30

日，頁8-13。 

徐郁芬、楊昊，「聯合國的改革與國際社會的發展：『千禧年發展目標』的複層次

意涵與台灣之參與策略」，第32期，2005年12月30日，頁26-48。 

陳隆志，「在台灣紀念聯合國日」，第28期，2004年12月30日，頁4-6。 

李登科，「台灣與聯合國」，第28期，2004年12月30日，頁12-13。 

郭俊偉，「聯合國千禧年發展目標之環境永續發展世界高峰會─探討台灣非政府組

織之國際參與和國內實踐成效」，第25期，2004年4月30日，頁57-74。 

陳隆志，「海外台灣人推動加入聯合國的回顧與展望(1950-1991)」，第25期，2004

年4月30日，頁88-96。 

黃俊榮、徐敏思，「『台灣加入聯合國』策略的回顧與展望」，第24期，2003年12

月30日，頁4-9。 

楊斯棓，「如何凝結『台灣加入聯合國』的國內共識」，第24期，2003年12月30

日，頁51-57。 

康健寧，「如何運用網際網路，爭取國際對台灣加入聯合國的支持」，第24期，

2003年12月30日，頁5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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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隆志，「台灣與聯合國：歷史與政策觀」，第24期，2003年12月30日，頁96-100。 

羅榮光，「成立台灣聯合國協進會之目的與必要性」，第24期，2003年12月30日，

頁116-117。 

葉俊榮，「聯合國與台灣：經濟與社會議題」，第23期，2003年9月30日，頁19-31。 

陳麗瑛，「台灣參與聯合國具諮詢地位之INGO之策略」，第23期，2003年9月30

日，頁32-53。 

陳南宏，「推動台灣加入聯合國之我見」，第23期，2003年9月30日，頁67-71。 

郭蒨蒨，「台灣加入聯合國新思維」，第23期，2003年9月30日，頁72-74。 

曾俊傑，「台灣如何加入聯合國」，第23期，2003年9月30日，頁75-77。 

黃宏忠，「談台灣與聯合國」，第23期，2003年9月30日，頁78-80。 

張藝璉，「重溫昔日的溫情─返聯合國懷抱」，第23期，2003年9月30日，頁81-82。 

趙萃文，「一個國中生對加入聯合國的認知」，第23期，2003年9月30日，頁83-84。 

洪正豪，「台灣與聯合國」，第23期，2003年9月30日，頁85-86。 

陳隆志，「聯合國的人民自決原則─台灣的個案」，第22期，2003年6月30日，頁4-8。 

林奇立，「把台灣傳出去」，第20期，2002年12月30日，頁81-85。 

蔡同榮，「舉行公民投票以台灣名進入聯合國」，第20期，2003年12月30日，頁

86-90。 

黃正杰，「唐斯模型(Downsian model)與台灣加入聯合國」，第20期，2003年12月

30日，頁91-100。 

陳隆志，「台灣與聯合國」，第19期，2003年9月30日，頁4-10。 

陳麗瑛，「聯合國非政府組織體系之運作及我國參與策略」，第18期，2003年6月

30日，頁54-70。 

陳隆志，「台灣與聯合國─回顧與展望」，第14期，2001年6月30日，頁7-11。 

吳子丹、沈斯淳，「我國參與聯合國努力的回顧與檢討」，第14期，2001年6月30

日，頁24-29。 

林正義、林文程，「台灣為何與如何參與聯合國？」，第14期，2001年6月30日，

頁30-42。 

許世楷、施正鋒，「如何結合政府、企業及民間的力量促進加入聯合國？」，第14

期，2001年6月30日，頁43-48。 

  其他刊登在新世紀智庫論壇中與聯合國相關的論述則包括： 

陳隆志，「聯合國與原住民」，新世紀智庫論壇，第35期，2006年9月30日，頁32-33。 

楊智偉，「聯合國對國際原住民議題的關切」，新世紀智庫論壇，第35期，2006

年9月30日，頁34-42。 

陳宗巖，「聯合國的改革與國際社會的發展」，新世紀智庫論壇，第33期，2006

年3月30日，頁9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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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芳誼，「聯合國成立人權委員會」，新世紀智庫論壇，第33期，2006年3月30

日，頁117-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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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座談會及研討會 

  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舉辦與聯合國（由於WHO為聯合國的組織，因此兩者的參與

在意義上相當接近）有關的座談會或研討會如下： 

「以台灣之名公投加入聯合國」座談會，2007年7月28日。 

「以台灣之名積極爭取成為WHO會員國」座談會，2007年4月29日。 

「以台灣的名義申請成為聯合國會員國」座談會，2006年10月2日。 

「以台灣的名義加入WHO的機遇與挑戰」座談會，2006年5月6日。 

「台灣加入WHO的新策略」座談會，2006年1月15日。 

「Taiwan for WHO」座談會，2005年4月24日。 

「如何加強對聯合國的研究」，2004年10月17日。 

「台灣加入WHO」研討會，2002年3月23日。 

「台灣與聯合國」研討會，2001年6月16日。 

柒、碩博士論文 

  在過去十七年的三十多篇碩博士論文中，政大外交研究所的碩士論文就超過三分之

一，顯示這仍然是研究國際組織暨聯合國的重鎮。或許在今年五位老師獲得相關的整合

型計畫後，會有更多的研究生以此為論文題目。 

陳道恩，國際人道救援機構與剛果民主共和國難民救援。政治大學外交研究所碩

士論文，2007年。（指導教授：姜家雄） 

龔孟穎，未盡的責任：聯合國人道干預之實踐。政治大學外交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7年。（指導教授：姜家雄） 

張嘉慈，國際環境建制中非政府間組織角色探討；三次聯合國環境會議之研究。

政治大學外交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年。（指導教授：張亞中） 

黃培玉，世界衛生組織之研究-國際政治糾葛下我國與世界衛生組織之關係演變。

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年。（指導教授：黃文鴻） 

鍾京佑，台灣非政府組織參與世界衛生組織之研究。政治大學中山人文社會科學

研究所博士論文，2005年。（指導教授：孫本初）  

卓 迪，聯合國集體安全制度的實踐與挑戰 ─以兩次波斯灣戰爭為例。淡江大學

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年。（指導教授：張京育） 

詹前胤，聯合國經濟改革行為者之研究。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5年。（指導教授：袁鶴齡） 

謝雯欽，中共參與聯合國維和行動之研究：新自由制度的觀點。中山大學大陸研

究所碩士論文，2005年。（指導教授：林德昌） 

莊杏如，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暨其他國際組織對國際商事仲裁法發展貢獻 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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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東吳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年。（指導教授：程家瑞） 

李久如，台灣推動參與世界衛生組織政策研究-內外部因素之分析。東吳大學政治

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年。（指導教授：江啟臣） 

杜立麒，世界衛生組織之研究。政治大學外交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年。（指導

教授：林碧炤） 

林森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推動世界遺產公約之研究。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

碩士，2004年。（指導教授：沈玄池） 

蔡明螢，瑞士中立外交政策轉變之研究：以瑞士加入聯合國為例。南華大學歐洲

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年。（指導教授：周世雄） 

戴慶正，聯合國維持和平行動的變遷與發展－波士尼亞案例之研究。政治大學外

交學系戰略與國際事務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03年。（指導教授：鄧中堅;

蔡東杰） 

陳進益，聯合國維持和平行動類型之研究。政治大學外交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

年。（指導教授：林碧炤） 

龔麗華，聯合國難民問題處置之研究。政治作戰學校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

年。（指導教授：楊森） 

李季傑，聯合國與非政府組織合作關係之研究－以國際人道救援為例。南華大學

非營利事業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年。（指導教授：王振軒） 

林季蓉，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組織及其運作之研究。政治大學外交研究所碩士論

文，2002年。（指導教授：李明） 

許瑞文，聯合國處理柬埔寨與東帝汶問題之比較。政治大學外交研究所碩士論

文，2002年。（指導教授：陳鴻瑜） 

藍天虹，後冷戰時期聯合國維和任務與預防外交。政治大學外交學系戰略與國際

事務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02年。（指導教授：林碧炤） 

吳明德，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推展成人教育理念與方式之文件分析。中正大學成人

及繼續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年。（指導教授：楊國德） 

梁堯清，撤銷仲裁判斷之理論與實踐。國防管理學院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年。（指導教授：陳煥文） 

鄧修倫，聯合國體系下「女性議題」發展之探討。台灣大學政治研究所碩士論

文，2001年。（指導教授：石之瑜） 

莫亦凱，聯合國與國際非政府組織關係之研究。政治大學外交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1年。（指導教授：林碧炤博士） 

曲法連，聯合國非政府組織活動之研究:以綠色和平組織維護亞馬遜雨林行動為

例。淡江大學／拉丁美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年。（指導教授：陳雅鴻） 

林國棟，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安理會投否決票之行為分析，中山大學大陸研



 以台灣之名公投加入聯合國 

 

新世紀智庫論壇第39期／2007.09.30 52   

究所碩士論文，1999年。（指導教授：林文程） 

陳乃綾，聯合國財務管理-會費攤派與財務困境之研究。政治大學公共行政研究所

碩士論文，1996年。（指導教授：吳秀光） 

郭俊富，聯合國維持和平行動之研究。文化大學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年。

（指導教授：洪丁福） 

劉永健，我國爭取參與聯合國問題之研究。政治大學外交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

年。（指導教授：蘇貣） 

鄒志雄，聯合國憲章下集體安全體系之研究。國防管理學院法律研究所碩士論

文，1995年。（指導教授：魏靜芬） 

劉憶昕，聯合國和平維持活動—兼論日本與聯合國集團安全保障。淡江大學日本

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年。（指導教授：許慶雄） 

廖徽慈，聯合國貿易暨發展會議對國際海洋法之影響。海洋大學海洋法律研究所

碩士論文，1993年。（指導教授：陳荔彤） 

曹金增，聯合國會員國會籍問題之研究－兼論我國「參與」聯合國途徑之評析。

東海大學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1993年。（指導教授：李子文） 

戴妙如，後冷戰時期聯合國安全理事維持和平功能之研究—以波斯灣戰爭為例。

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研究所碩士，1992年。（指導教授：周煦） 

王俊凱，聯合國國際商品買賣公約適用範圍及解釋原則之研究。中興大學法律研

究所碩士論文，1992年。（指導教授：林誠二） 

史亞平，聯合國維持和平行動之研究。政治大學外交研究所碩士論文，1990年。

（指導教授：周煦） 

捌、國科會研究計畫 

  從國科會政治學門在過去十七年（和我國開始進行重返聯合國的努力幾乎同一時

間）所核准的一千八百四十九項專題研究計畫來看，僅有十二項是和聯合國議題有關，

比例不到百分之零點七，其中還有五項是今年新核准的一個整合性計劃。另外，根據個

人的分析及推測，有四項計畫（陳鴻瑜、張啟雄、林德昌及魏鏞）或許和台灣參與聯合

國的議題有關。全部加起來僅十六項，明顯比例偏低。 

林碧炤，聯合國與國際衝突解決：聯合國和平維持及和平維持部隊之研究。國科

會專題研究計畫（整合型），2007-2008年。 

邱稔壤，聯合國與國際衝突解決：後冷戰時期聯合國在拉丁美洲之維和行動與人

道救援。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整合型），2007-2008年。 

姜家雄，聯合國與國際衝突解決：聯合國、歐洲國際組織與衝突解決。國科會專

題研究計畫（整合型），2007-2008年。 

陳純一，聯合國與國際衝突解決：聯合國大會與安理會解決國際衝突制度之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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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整合型），2007-2008年。 

黃奎博，聯合國與國際衝突解決：聯合國在東南亞之衝突解決與和平建立：一個

少有大國參與的模式？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整合型），2007-2008年。 

胡念祖，一九九五年聯合國魚群協定對區域漁業管理組織影響之研究：協定正式

生效五週年之檢視。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2007-2008年。 

嚴震生，檢視國際組織介入區域及國內衝突的經驗：論聯合國非洲維和行動之功

過。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2006-2007年。 

陳鴻瑜，台灣之法律地位的演變（1956-1972）。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2006-2007年。 

張啟雄，台灣加入世界衛生組織（WHO）的兩岸名分秩序之爭：加盟模式觀點分

析。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2005-2006年。 

張雅君，中共對聯合國維和建制的參與行為：全球安全範式實踐的性質與困境。

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2004-2005年。 

林德昌，台灣非政府組織參與國際社會之研究。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2004-2005年。 

林文程，中共參與聯合國之研究。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2002-2003年。 

魏 鏞，分裂國家在國際法下之地位問題：有關「政治實體」之國際法人地位的

探討。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2001-2002年。 

胡念祖，一九九五年聯合國履行協定中「相容性」及「預防性作為」法理及實務

條款之研究。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1999-2000年。 

裘兆琳，美國與聯合國之財政危機：美國國會之角色分析。國科會專題研究計

畫，1998-2000年。 

邱坤玄，務實外交與兩岸關係之研究－重返聯合國與兩岸關係之研究。國科會專

題研究計畫，1995-1996年。 

玖、模擬聯合國 

  個人服務的政治大學學生在2004年首次參與在紐約舉辦的模擬聯合國（NMUN）會

議，隨後即成立政大青年國際會議社（Youth Association o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成員並參與當年第一屆台大模擬聯合國會議（NTUMUN），隨後又參加了美國模擬聯合

國在芝加哥舉行的會議。2006年起，青國社在政大舉辦了第一屆國立政治大學模擬聯合

國會（NCCU MUN），今年6月再度出擊，並將此會議改名為第一屆國立政治大學台北

模擬聯合國會議（NCCU Taipei MUN）。 

  類似的活動不僅在台大、政大和台灣許多大專院校展開，甚至一些英語教學的高中

學生也有參與。這些活動不僅讓台灣學生對聯合國的議事規則及重要討論議題有更多的

認識，也因他們的國際參與，能將我國被排除在外的窘境讓更多熱心於聯合國的國際青

年有所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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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舉辦單位 舉辦地點 參與學生／學校 組織／代表國家 

06-01-2007 

06-03-2007 

NCCU Taipei 

MUN 
台北 

近200位學生 

27間大學 

安理會 

大會 

世界貿易組織 

03-20-2007 

03-24-2007 
NMUN 紐約 21位學生 義大利 

06-02-2006 

06-04-2006 
NCCU MUN 台北 

80多位學生 

14間大學 

UNDP 

UNCTAD 

11-19-2005 

11-22-2005 
AMUN 芝加哥 10位學生  

03-22-2005 

03-26-2005 
NMUN 紐約 

34位學生 

11間大學 
加拿大 

04-06-2004 

04-10-2004 
NMUN 紐約 23位學生 

泰國 

赤道幾內亞 

 

  此外，台灣有許多大學都籌辦「國際事務研習營」，指導老師和規劃課程的工作人

員若是能夠將有關聯合國的課程納入，將會擴大台灣青年學子對此國際組織的興趣和相

關知識和資訊的掌握。 

拾、結論 

  國內目前已有不少團體非常積極推動台灣加入聯合國，但若是從我國的大學教育之

相關課程、專書和學術期刊論文的出版、碩博士論文的撰寫、專題研究計畫的申請等學

術層面來看，則顯然還是不足。雖然以上所蒐集的資訊仍有許多遺漏之處，但不可否認

的事實就是學術界在聯合國議題的研究仍待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