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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入聯進行曲 
 

●陳隆志／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董事長、台灣加入聯合國大聯盟理事長 

 
 
 

  政府於今年7月19日正式以「台灣」的名義向聯合國申請加入為會員國，開啟了台灣

加入聯合國運動的新序幕。9月15日「公投護台灣，加入聯合國」大遊行，10月24日「全

民傳聖火，前進聯合國」，10月31日「以台灣名義入聯公投」連署書衝破二百五十萬

份，11月3日舉辦「聖火護台灣，加入聯合國」晚會，經過這一連串台灣入聯活動的激

勵，台灣國家主體意識大大提升。台灣入聯進行曲已經響起，UN for Taiwan的呼聲，將

由台灣傳向全世界。 

以台灣之名 申請入聯重大意義 

  以台灣之名申請入聯是歷史性的創舉。與過去十四年不同，這是主動、積極的作

法，訴求明確，展現全力推動台灣入聯的決心。 

  以台灣之名申請，名正言順，代表居住台灣這塊土地的所有人民，使國際社會清楚

分辨「台灣」與「中國」是兩個不同的國家。國際社會以「台灣」稱呼我們，而我們也

以「Made in Taiwan（MIT）」享譽全世界為榮。我們台灣明確的訴求是要成為聯合國會

員國，不是觀察員或其他的安排。 

台灣申請入聯已收到效果 

  政府提出台灣入聯的申請，在聯合國雖然遇到意料中的困難與阻礙，但是在短短的

四個月，至少已經有相當的成果： 

  第一、我們的政府向國際社會明確宣示，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台灣、中

國，一邊一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並不代表台灣。以「一台一中」政策取代「一中」政

策的思考討論，正在擴大。 

  第二、向國際社會明確表達台灣人民要加入聯合國的強烈意願，這是台灣人民的基

本人權，不容打壓、剝奪與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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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台灣的入會申請，在聯合國大會得到相當的公開討論，引起國際媒體空前的

注意重視。根據新聞局的統計，自7月中旬至今，共有兩千三百多則國際報導或評論台灣

入聯的新聞，超越過去十四年的總數。 

  第四、政府與民間密切合作，是入聯運動普及化的開始，人民的士氣高昂。政府提

出明確的國家政策，動員國家機器、人力及資源，加上民間力量的配合，形成一股台灣

入聯的大力量。行政院新聞局所出版「為什麼台灣要加入聯合國？」及台灣新世紀文教

基金會所出版的「台灣要入聯，作為會員國」兩手冊不約而同發行，兩者相輔相成，正

是一個明顯的例子。 

  第五、政府正式宣布將10月24日訂為「台灣聯合國日」，是台灣加入聯合國運動的

新里程碑，顯示政府要貫徹台灣入聯的政策；而「台灣聯合國研究中心」的成立，則彰

顯民間要擴大推展聯合國教育的努力更上一層樓，對展開全民性、全國性與全球性的台

灣加入聯合國的偉大運動，具有形與無形的意義。 

台灣要「入聯」與中華民國要「返聯」的不同 

  台灣要「入聯」是根據《聯合國憲章》第4條有關新會員國入會的規定，申請加入為

聯合國新會員國，強調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愛好和平的國家，有履行聯合國憲章義務

的能力與意願。台灣成為聯合國會員國時，中華人民共和國仍是會員國與安全理事會的

常任理事國。 

  反之，以「中華民國」的名義要「返聯」（重返聯合國）是要去聯合國與中華人民

共和國爭「中國」的席位，重啟「中國代表權」之爭，好像要以「中華民國」取代「中

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大會及安全理事會的席位，真是離譜。 

  關於此點，聯合國大會第2758號決議已經明白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在聯

合國唯一的合法代表，取代「中華民國」。 

「入聯」公投的重大意義 

  根據行政院陸委會所彙整各公私部門與學術機構今年以來有關台灣加入聯合國及公

投等相關議題的多次民調，贊成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的民眾都在七成以上，以台灣是

國家的名義加入國際社會已成為台灣的主流。 

  再從最近有關對美、日兩國人民所進行的民調資料來看，有五成五的美國人認為聯

合國應該接納台灣為會員國，而台灣入聯公投一旦通過，有七成的美國人會支持台灣的

決定；另外，有七成四的日本人認為台灣有加入聯合國的權利，假使台灣入聯公投通過

的話，有八成一的日本人表示支持台灣加入聯合國。 



 新世紀政策建言 

 

新世紀智庫論壇第40期／2007.12.30 6   

  自助天助人助的真理，在台灣入聯的過程中佔有無可取代的地位。假使我們要改變

過去將自己的未來交給別人決定的命運，假使我們希望得到國際社會的支持，首先，我

們必須以實際的行動站出來，投贊成台灣入聯的公投票。 

  公民投票是基本人權、普世價值，也是落實人民自決、深化民主的利器。入聯公投

是以直接民主的方式，展現台灣人民集體的民主意志，其效力遠遠超過於民意調查，會

得到國際社會對台灣民意的重視。我們生逢其時，透過公投的民主程序，能夠共同創造

台灣歷史，為我們自己及代代子孫，作出「台灣入聯」堅定與明智的選擇，讓全世界都

看到二千三百萬台灣人民要加入聯合國為會員國的意願與選擇。 

聖火護台灣，加入聯合國 

  9月15日高雄舉行入聯大遊行大集會，美國紐約聯合國對面廣場也有大集會大遊行，

同一時間，太平洋兩岸海內外的台灣人，並沒有因為大陸大洋的阻隔而減少高升的熱

情，群策群力大集結，開展強化全球性的入聯運動。10月24日全國性的入聯運動接續展

開，「台灣聯合國日」政府舉辦「全民傳聖火，前進聯合國」，台灣入聯的理念，隨著

代表光明與團結、和平與公義的聖火全台灣跑透透，傳遍全國大小鄉鎮。10月31日二百

五十萬以上的台灣人民，在入聯公投連署書上，用自己的名字寫台灣歷史。11月3日入聯

聖火回到原出發點的凱達格蘭廣場，由台灣加入聯合國大聯盟主辦「聖火護台灣，加入

聯合國」晚會，彰顯人民與政府同心協力，台灣入聯進入全民化的新階段，台灣入聯的

聖火一棒接一棒，生生不息。 

  在台灣爭取入聯的關鍵時刻，台灣人民不分男女老幼、不分族群、大家做伙手牽

手、心連心，以個人能做、應該做的具體行動，通過台灣入聯公投案，向國際社會表

達，台灣要加入聯合國的意志與決心。 

台灣入聯成功之道 

  台灣人民要擺脫國際孤兒的命運，勇敢面對事實，向國際社會表達台灣是一個有優

秀人民的主權獨立國家。我們要以積極的態度、堅定的意志，政府與民間密切合作，海

內外台灣人的意志與力量總集結，團結一致，向台灣入聯的成功之路邁進！ 

  （本文原刊載2007年11月4日自由時報第A4頁「星期專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