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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聯合國研究中心」成立大會

貴賓致詞 
致詞：黃志芳部長 
 

  本人今日受邀參與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台灣聯合國研究中心」成立大會，倍

感榮幸。 

  二次大戰結束之後，聯合國及其相關附屬機構乃成為國際社會最重要的國際組織架

構，扮演整個國際社會間溝通、協調與聯繫的角色，其重要性我不再贅述。台灣自1971

年離開聯合國之後，有長達二十多年有關聯合國的議題，在台灣完全消失蒸發。換言

之，從1971年以後的二十年間，台灣內部沒有人談論聯合國，甚至認為台灣不在聯合國

體系內是理所當然，這種現象一直持續到1980年代末期。事實上，早在三十多年前，陳

隆志董事長已經在海外開始大聲疾呼，台灣應該加入聯合國，而國內一些推動反對運動

及民主運動的有志之士，一直到1980年代末期至1990年代初期，透過各種公開遊行的方

式提出台灣一定要加入聯合國的主張。 

  由於民間團體的大聲疾呼及積極倡導，加上許多海外台灣鄉親熱烈的響應，立法院

最後通過決議，要求政府必須研究如何參與聯合國的對策，政府遂於1993年開始推動

「參與聯合國」的政策，當時僅是以「參與」、而非要「加入」聯合國為目標。自1993

年至2006年為止，當時政府的策略都是很謙卑地透過友邦在聯合國提案，請聯合國研

究，為何二千三百萬台灣人民在聯合國沒有代表權？但是，回顧過去十四年的努力，我

們的訴求並沒有得到國際社會的重視，聯合國對台灣所提出的訴求完全置之不理。今

（2007）年政府之所以會提出以台灣的名義正式申請為聯合國會員國，就是因為台灣人

民再也無法忍受聯合國漠視台灣二千三百萬人民嚴正的訴求。 

  今年政府向聯合國提出入會申請，如以票數的結果來看，我們並沒有成功，但是最

重要的意義在於，政府一改過去消極不作為的態度，由國家元首代表台灣向聯合國申請

成為正式的會員國，跨出歷史性的第一步。同時也向國際社會宣告，台灣是一個主權獨

立的國家，此乃無庸置疑，台灣有絕對的權利成為聯合國的正式會員國。雖然今年的入

聯案沒有成功，我們的確打了一場漂亮的仗，跟各位報告，到今年9月30日為止，國際媒

體探討有關台灣入聯案的報導，就多達二千二百七十七篇，這些報導當中有很多是國際

間重量級的媒體，對台灣的入聯案，也都有非常正面、支持、肯定的報導。若從國際文

宣及國際能見度來看，今年台灣直接推動入聯的努力至今所得到的效果，比過去十四年

努力得到的效果來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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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今年聯合國大會的會場內，為了台灣的入會案開放討論，一共用了四小時十

五分來討論，有一百四十個國家公開發言。台灣要加入聯合國的議題，能在聯合國會場

中公開討論，聯合國及國際社會充分瞭解台灣二千三百萬人民的心聲，這就是台灣要成

為聯合國正式會員國的主要目的。 

  台灣推動入聯的努力雖非一蹴可幾，但只要台灣二千三百萬人民，大家有志一同堅

定走下去，一定可以達到這個目標。我必須承認過去十四年間，政府不僅做得太少而且

策略也太謙卑，在此過程中，政府與全民必須一起努力。今日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宣

布成立「台灣聯合國研究中心」，希望此研究中心將來在陳隆志董事長的領導之下，不

但就台灣加入聯合國的策略及作為，向政府提供更多的建言，也能夠擔負起普及聯合國

教育的平台，使國內人民對聯合國有所認識。無論外在環境、壓力有多艱難，一個偉大

的國家一定要有偉大的願景及發展目標，台灣要成為聯合國的正式會員國，需要政府與

民間的力量密切結合在一起，這是台灣二千三百萬人民偉大的願景及目標，為此神聖使

命大家一起打拚。 

  在此特別恭賀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成立國內第一個民間專職研究聯合國的「台

灣聯合國研究中心」，也預祝台灣聯合國研究中心將來會務蒸蒸日上，同時祝福在座的

各位嘉賓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致詞：謝志偉局長 

  代表中國國民黨參選明年台灣總統大選的馬英九在國內外數度呼應中國共產黨的

「一中原則」，並以「一中各表」來定位其「一中原則」，此舉與當年蔣氏父子「漢賊

不兩立」的心態本質上並無不同。只是，終其兩蔣戒嚴年代，台灣在中國國民黨和中國

共產黨眼中彷如兩條狗口中互相爭奪的一根骨頭，被迫跟著演一齣其為刀俎，我為魚肉

的悲劇，台灣人聽話都來不及了，哪還有說話的餘地？！如今，台灣民智已開，民主已

行，馬英九等還在和老共裡外呼應「一中原則」、「一中各表」，「不准台灣人當家作

主」的心態溢於言表，豈不令人毛骨悚然兼憤恨難平？弄了半天，中國國民黨老狗變不

出新把戲，卻還奢望解嚴都已二十年的台灣依舊永遠扮演那根老骨頭，易言之，只要兩

個中國黨都堅持「一中原則」，那就意味著，「國共內戰」仍未結束，而只要「國共內

戰」仍未結束，則「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就都能各自聲明對台灣的擁有

權，而其公約數則是「台灣自古即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兩個中國黨，硬是吃定

一個台灣，裡應外合地聯合反對台灣入聯，士可忍，孰不可忍？ 

  然而兩國之間——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傳說中」的中華民國——如何可能存在「內戰

關係」？既為兩國，則兩個國家之間不會有內戰，只有兩個政府、政黨或政權之間才會

出現內戰。換言之，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華民國之間沒有內戰問題，只有中國共產黨政

府與國民黨政府之間會發生內戰問題。此話怎講？1971年聯合國2758號決議文中清楚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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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是蔣介石的代表被驅逐出聯合國，中華民國一直以來沒有退出聯合國，只是改由中

華人民共和國來代表而已。所以，中國國民黨政府自1971年10月25日起就無法在聯合國

裡代表中華民國，聯合國內的中華民國是由毛澤東所領導的政府來代表。 

  在聯合國2758號決議文的內容，根本沒有提到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只有

提到中華人民共和國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府及「蔣介石

的代表」而已。英國的James Crawford教授亦清楚地提出「國民黨政府與共產黨政府之間

的內戰」，而非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華民國之間的內戰。要言之，該2758號決議文確

認，中國在聯合國的地位，是由當時毛澤東所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蔣介石的代

表，並確定了一件事——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 one of the five permanent members 

of the Security Council，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五個常任理事國的其中一個。 

  由此可見，中華民國從未滅亡，它只是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所取代。由此可見，中國

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內戰的結果，並不是等到1992年李登輝總統宣布台灣與中國是「特

殊國與國關係」之後，兩者才變成兩個國家，事實上，從1971年10月25日那一刻起，就

是中國已成一國，台灣則不屬於這個國家，至於是不是個國家，猶待努力。真正的問題

不是中國要怎麼辦，因為中國已經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在管理，至於台灣要怎麼處理？按

照1945年聯合國憲章的規定，台灣的未來應交由台灣土地上的人民來決定。 

  所以，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所謂的爭鬥也好，或是對抗也罷，都是一個

假議題，這個假議題從1970年代起一直到現在，都沒有被打破。我在外都宣稱，台灣人

民這一次以台灣名義向聯合國提出入會申請，所根據的理由就是台灣人民在推動政治民

主化之後，已經不再把自己視為獨裁政權蔣介石的繼承者，而是民主台灣的開創者。台

灣主權是屬於二千三百萬台灣人民。 

  容我再強調一次，今日馬英九及中國國民黨採取所謂中華民國重返聯合國的主張，

除了自投羅網之外，其背後有一個計謀，就是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之間，一直把台

灣視為其口中的一塊禁臠，當然就不准其加入聯合國。因為他們對台灣的概念延續至今

從未改變過，當中國國民黨沒辦法再用戒嚴法統治台灣，加上台灣人民對自己的權利以

及台灣主體意識愈來愈清楚之後，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自然採取一致的立場，處理

台灣問題的態度也會愈來愈清楚。所以我常說，中國國民黨是「三ㄅ

ㄚ」政策，即聽到台

灣「罵三八」，碰到台獨「打嘴巴」，回頭看到中國「叫阿爸」。 

  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兩隻狗相鬥是他們的事，台灣人不再跟他們玩這場遊戲。

台灣人民為何要那麼衰，一百年來都由別人來決定台灣的未來？首先，國民黨五十年的

獨裁、三十八年的戒嚴，害台灣人民不敢講出心裡真正的話，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明白

告訴自己，不再將自己視為國共內戰的犧牲品。其次，台灣人民可以和中國人民談民主

與人權，但台灣絕對不與一個獨裁、會射殺自己人民、毆打記者，甚至到今日仍霸佔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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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射殺西藏人民的共產黨政權，討論任何和平或統獨的問題。假使我們與這種沒有人

權概念的政權談判，是不是等於在幫這個政權作背書？結果是對中國人民、台灣人民及

普世人權價值的背叛，我們台灣絕對不能做這種事情。最後，各位應該聽過，達賴喇嘛

或在印度的西藏人稱自己是西藏流亡政府，而不會自稱為1971年從西藏撤退到印度。在

此，我要強調的是，中華民國不能代表台灣，中華民國的中國目前是由中國共產黨的政

權所統治，所以它才有權利把國號改成中華人民共和國。 

  所以，不論中華民國在台灣、中華民國是台灣、或台灣是中華民國這都是假議題。

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外的另一個國家。台灣擁有任何國家所具備的條件，1971年10

月25日聯合國通過第2758號決議時，當時聯合國只有一百三十三個國家，如今已經達到

一百九十二個國家。如果全按照中國國民黨的說法——固有疆域是不能改變的。那麼今日

多出來的那些國家從何而來？如果中國國民黨執意要和中國共產黨鬥爭，就不要拿台灣

來墊底。綜上所言，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的「一中原則」，其實是要共同欺負、壓

榨台灣。 

  過去我曾擔任二年台灣駐德國的外交官，不敢說有什麼成就，但我做到一件事，就

是向德國外交人員深入介紹台灣的民主歷程、或在德國到處演講，包括國會、國會議員

選區、大學、中學、扶輪社、社區圖書館、甚至街頭、電視、廣播、或投稿報章雜誌，

或應邀參加各種座談會，讓德國人瞭解「台灣」，其中絕對沒有任何中華民國的雜質在

裡面。我認為台灣要成為一個民主、自由與主權獨立的國家，尚欠缺一件事就是：從總

統、政府到每一個人民，都要說台灣是一個國家。從1971年蔣介石的代表被趕出聯合國

開始，1987年解嚴、1996年直選總統、2000年政黨輪替直到今日，我們都在實踐一個國

家的所有權利及義務，現在只差讓中國國民黨死心，如果中國國民黨不死心，我就不安

心。讓我們手牽手，共同推動台灣加入聯合國。 

致詞：李鴻禧董事長 

  今天受邀來參加台灣聯合國研究中心的成立大會感到非常光榮。剛剛黃部長與謝局

長的演說中，對於台灣與聯合國的關係多有討論，我以另外一種不同的角度，來探討台

灣加入聯合國的相關議題。我們從歷史的發展脈絡來看，並非全都是走捷徑直接由點到

點，而是像黑格爾所謂的辯證法——正、反、合持續演變來的。人類是理性的動物，一方

面因為有理性，瞭解人類若是沒有組織社會建立國家，人類很難生存，但人類畢竟是動

物，是自私、殘忍且不顧別人的生死，只在乎自己的金錢、生命、面子。人類有這樣的

特質，而由人類所組成的國家亦然。 

  起初因為交通不發達，人類所組成的國家規模都很小，後來漸漸有大國出現之後，

不但不會被他國所侵略，還有餘力去併吞其他小國，結果這些國家愈併愈大，於是十

八、九世紀時遂出現許多大帝國，相繼併吞鄰近的小國變成自己不可分的一部分，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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掠奪這些殖民地上的資源。但是這些被併吞的小國，因為不同的民族性、宗教信仰、文

化特質等因素，導致殖民地人民起來抵抗大帝國而獨立。二十世紀人類發生二次世界大

戰，都是將過去十八、九世紀前被殖民或被強佔地區，作一次大清算。例如第一次世界

大戰，像德國、奧匈帝國、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等大帝國相繼解體。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

之後，人類組織聯合國，在聯合國內設有託管委員會，協助戰敗國所佔領的殖民地人民

追求獨立，或者由戰勝國暫時軍事佔領，等佔領期限結束也要協助該地區人民獨立，例

如美國在二次戰爭尚未結束時，就提出協助菲律賓爭取獨立的打算。這一段的歷史，可

以說人類所組成的國家，一開始由小國擴大成大國、隨後大國又分解成為數個小國，這

可以解釋為何第二次大戰後，全世界原本只有五、六十個國家，如今卻有一百九十多個

國家的理由。 

  在這股世界潮流當中，最可憐的就是台灣。台灣先是日本的殖民地，大戰結束之後

又被中國所併吞，台灣原本有獨立建國的機會與條件，但是被中國國民黨霸佔。1971年

是台灣外交關係發展的關鍵，當時蔣介石政府一再對外宣稱其領土包括蒙古與整個中國

大陸的土地，造成很多人根本分不清楚台灣與中國的不同。再加上蔣介石政府拒絕接受

「兩個中國」、「一台一中」的建議，又堅持採取漢賊不兩立的作法，演變到最後台灣

的外交活動空間一再縮減，台灣也失去應有的國際地位。 

  蔣介石政府接管台灣不久，就發生二二八事件，隨後又用戒嚴法嚴密控管人民的行

動與思想，國民黨政府實施動員戡亂時期，改變台灣法律的發展環境。原本讀法律的

人，不是以當律師、賺大錢為主要目的。每一位法律人不僅要能照顧到自己，同時也要

替國家社會背負正義的十字架。特別是我們這一個世代的人，受限於戒嚴令與施行臨時

條款的期間，攻讀憲法與國際法的學者，當時只要憑學術良心，依照正常學術主流思想

來教授憲法的課程，很容易會與當時戒嚴的體制相抵觸，變成一個禁忌。當時台灣的領

導人與政府高層，一點國家認同的意識都沒有，而當時的社會環境也幾乎沒有國際公法

學者的發展空間。我們年輕的時候，真正科班出身，不要說願意研究攻讀憲法的學者很

少，研究國際法的學者也是很少，像陳隆志教授這樣的學者是屈指可數的。 

  今日看到「台灣聯合國研究中心」正式成立，又由國際法專家陳隆志教授來帶領，

相信這對台灣未來的發展有所助益。我相信中國一定會反對反對台灣獨立，但從世界發

展的潮流來看，中國想要透過武力威嚇台灣達到阻止台灣走向獨立這條路，我認為至少

最近這幾年，中國是不敢有大動作。因為我們的總統正式以台灣之名申請加入聯合國，

雖然知道申請入聯這條路不好走，短期內也不會有通過的可能性，至少迫使聯合國不得

不討論有關台灣入會的問題，如此一來，中國想要併吞台灣，困難度增加不少。雖然美

國與中國都對台灣畫上紅線，強調如果台灣宣布獨立，美國就不協助防衛台灣，中國甚

至說一旦台灣宣布獨立，中國會以武力攻擊台灣。話雖如此，台灣也不能坐以待斃，我

們需要努力打拚爭取公投入聯過關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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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際上，台灣是不是有宣布獨立的必要。因為台灣有一定的人口數量、領土面積，

以及有效運作的政府，也能向國外享受權利及負擔義務，台灣實質上已經是一個獨立的

國家。有人說很多國家都不承認台灣，所以台灣不是一個國家，我認為我們不需去理會

這種說法。因為這種國家承認說，在第二次大戰結束後，已不再是國際法的主流；我比

較傾向接受「存在說」，實際上我們已經演進成為一個國家。愈多國家願意承認台灣，

只能說有利於台灣在國際社會伸展而已。但如果台灣人自己都不承認台灣是一個國家的

事實，內部還有一部分人說自己的國家是中華民國，甚至未來還要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統

一，這樣的說法對台灣是有害的。如果台灣宣布獨立的話，會產生某種程度的危險性，

但如果不宣布獨立，至少也要堅持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目前我們不宣布獨立，或

許可以採取一個靈活的對策，例如以台灣之名申請加入聯合國，來解決目前的問題。假

使台灣的入聯公投能夠過關，具體表示出台灣人民的多數意志，昔日強調「民族自

決」，現在國際社會所強調的就是「住民自決」的精神。一旦台灣二千三百萬人民公投

多數通過以「台灣」之名加入聯合國，明確向國際社會宣告我們的國家就是台灣國，這

比任何方式要來得有效，國際社會必然重新思考與台灣的關係。所以，我們一定要認真

推動入聯公投。 

  台灣獨立建國的目標要實現，需要更多國際法學者的支持與投入，好在天佑台灣，

有陳隆志教授等人士的推動宣導，強調台灣主權獨立的事實。陳隆志教授成立「台灣聯

合國研究中心」，我個人非常贊同。我也認為台灣人必須多多瞭解國際法的發展、國際

問題、以及國際政治的流動。接下來我們就要以實際的行動，展現台灣是一個主權獨

立、民主自由的國家。 

  另外，我們也不能忽略台灣尚未加入聯合國這段期間應該怎麼辦？一旦台灣加入聯

合國之後又該如何處理？又台灣加入聯合國之後，隔壁的流氓（中國）還是在聯合國之

內，我們應該如何因應？都需要我們以認真的態度面對。過去台灣人都很怕死、貪財、

要名聲，以前國民黨的民意代表到一般民眾的婚喪喜慶場合上走一遭，就可以拿到選

票，或者利用二二八白色恐怖的方式恐嚇台灣人，甚至利用國民黨的黨產進行綁樁腳賄

選的行為，這是台灣人被打壓的過去。如果我們不能擺脫過去這些不良現象，不但對不

起自己的後半輩子，也對不起自己子孫的幸福。大家一定要打拚，讓入聯公投過關，否

則有一天中國來打台灣時，我們拿什麼東西來對抗？ 

  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所舉辦的活動，我觀察的結果上年紀的人佔大多數，我拜託

各位朋友，要多多灌輸自己的小孩也能和你有一樣的想法，也要鼓勵自己的家人一起來

參加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所舉辦的各種座談會，吸收學者專家的觀念，這樣子大家的

頭腦才會比較清醒。最後，看到在座的各位認真地聽演講，我覺得台灣的未來是很有希

望的。多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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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詞：涂醒哲秘書長 

  今天在座的各位，都是在替台灣寫歷史、為台灣拚未來，特別是明（2008）年有幾

件事情很重要，我們千萬不能輕忽： 

  第一、2008年1月份的立法委員選舉，首次採用兩票制的投票方式，也就是說有史以

來人民可以投政黨的認同票，民進黨必須努力爭取更多人民對民進黨政策的認同，民進

黨必須在政黨認同票的部分，至少要拚得55％以上，才算是有認真在拉票。 

  第二、2008年3月的總統選舉，事實上比2000年及2004年的總統選舉更重要。因為此

次有馬英九代表國民黨出來競選，無所不用其極要奪回政權。我常說這是一個威權復辟

或是台灣民主延續的關鍵戰爭，也是一個專制中國與民主台灣對抗的戰爭，台灣人民究

竟是要與中國統一，還是要追求台灣獨立，都必須在這場總統大選中決定。 

  總結來說，2008年無論是立委選舉或是總統選舉，皆是台灣歷史的轉捩點。特別是

今年5月間陳總統以台灣的名義申請加入世界衛生組織（WHO），雖然如事前所預料沒

有通過，但在我們並沒有放棄，隨後7月份政府再以台灣的名義申請加入聯合國，這些都

是台灣有史以來第一次的創舉。要不是因為外交部努力打拚，再加上陳總統展現堅定的

決心，我們也不會得到超過預期的效果，甚至引起全世界對台灣入聯的注意與迴響。 

  雖然台灣提出入聯公投的主張，逼迫美國不得不對台灣畫出紅線，這些是我們事前

與過去所不知道的事，包括：第一、美國替台灣與中華民國作了切割，美國說中華民國

不是國家，既然中華民國不是國家，為何台灣過去被這個不是國家的「中華民國」管那

麼久？第二、美國還說台灣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同時也糾正聯合國潘基文秘

書長錯誤的說法。第三、美國說台灣的國際地位未定，若以國際法的觀點來看，台灣的

國際地位當然未定，假使台灣的國際地位未定，那麼按照人民自決的原則，當然由台灣

人民來決定台灣的未來。另外，按照陳隆志教授的說法，台灣經過漸進式民主化的改

革，已經演進成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坦白講大家都很高興，台灣人現在很清楚：中

華民國不是國家，台灣也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台灣地位既然是未定，最後還

是要由台灣人民來決定。無論如何台灣早已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今年因為有外交部

的努力以及陳總統的「衝撞」，如果沒有此衝撞何來成果。 

  今日很高興能夠看到「台灣聯合國研究中心」的成立，而外交部也正式把加入聯合

國當作是國家政策的一部分，我認為這是非常好的作法，相信在日後每一年台灣推動加

入聯合國或WHO時，都能夠提出一套完整的論述，爭取世界各國的支持。另外，我也相

信我們推動加入聯合國及WHO的運動，不能只是理論探討而已，後續還要培養更多優秀

的人才參與運作，例如在各大院校成立聯合國研究所或是在醫學院內，設立至少一、二

個WHO的研究所等，作為政府培育參與國際事務人才的搖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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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大家一起打拚，未來大家一起歡喜來收割，早日進入聯合國。 

致詞：洪茂雄董事 

  本人在此代表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董事會說一些勉勵的話，陳隆志教授從1967年

寫「Formosa, China and the United Nations」這本書至今已屆四十年，過去他在海外不斷

鼓吹「一台一中，台灣人民自決」以協助台灣走入國際社會。如今他回到台灣跟大家一

同打拚推動正名、制憲與加入聯合國等國家正常化的工作，當作是他一生的志業，一路

走來始終如一，其人格特質值得敬佩。 

  「台灣聯合國研究中心」成立，具有兩大意義、三項期待： 

  意義一，外交部黃志芳部長、新聞局謝志偉局長以及在座的各位貴賓，來自社會各

界，今天齊聚一堂參與成立大會，顯示台灣的政府及民間一條心，有信心與決心要送台

灣加入聯合國，希望台灣加入聯合國的目標很早日實現。 

  意義二，陳隆志教授當初設立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時，採用「台灣新世紀」的名

稱，我想他的內心一定充滿著抱負，希望這個基金會繼續創造台灣的新世紀。我們從今

日開始，要合作寫台灣加入聯合國的奮鬥史，這是一個新的里程，希望大家共同勉勵。 

  期待一、希望結合國內對聯合國研究有興趣的學者，一起投入研究聯合國的由來、

時代任務及目前的改革與發展等問題。 

  期待二、希望「台灣聯合國研究中心」能夠做為推廣聯合國教育的平台，透過研討

會、座談會、演講與發行刊物等方式，教育社會大眾，瞭解聯合國的運作機制與其在國

際社會所扮演的角色。 

  期待三、「台灣聯合國研究中心」日後的研究成果質量均備，不時可以提供好的政

策建言供政府參考。 

  最後，再度感謝外交部黃志芳部長提出創新的外交思維，讓我們耳目一新，另外新

聞局謝志偉局長智勇雙全，扮演政府最佳的發言人，同時也要感謝李鴻禧教授、涂醒哲

秘書長及在座的各位貴賓鼓勵並督促「台灣聯合國研究中心」能順利完成任務。 

主持人：陳隆志董事長 

  台灣加入聯合國確實是一項大運動，我們成立「台灣加入聯合國大聯盟」，小弟被

公推擔任「台灣加入聯合國大聯盟」的理事長，這個組織的屬性比較偏重於行動類的。

另外，因為小弟具備國際法學者教授的專業背景，所主持的「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

則在於扮演一個民間智庫的角色，在基金會的架構下成立「台灣聯合國研究中心」，有

助於深化台灣人民對聯合國的瞭解，促進全民參與入聯的運動，這一部分外交部非常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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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並支持基金會朝這方面去努力。 

  剛剛黃部長在致詞中一再強調，台灣加入聯合國的目標要完成，需要政府及民間一

起來努力。特別是今年從陳總統、行政院張院長、外交部黃部長、再到新聞局謝局長等

政府主要的官員，一再以具體的行動展現政府推動台灣加入聯合國的決心，我們人民與

各社會團體本身也不能袖手旁觀，例如「台灣加入聯合國大聯盟」除了原有的發起人與

團體之外，陸陸續續有其他全國各地的社團申請加入，每一個人要「不輸人也不輸陣」

共同參與推動台灣入聯的偉大工程。今日的台灣是一個民主、自由、開放的社會，只要

每一個人「不輸人也不輸陣」，加上各民間社團徹底發揮其多元的力量，相信台灣加入

聯合國的美麗願景，會早日實現成真的。 

  在現在二十一世紀的台灣人，已經不再是過去所形容那種怕死、貪財及愛面子的台

灣人。我認為「愛面子」是愛民主，今日台灣人所愛的是民主、自由、人權的普世價

值，而不是指面子的問題。現在台灣社會也沒有過去那種擔心害怕的環境，就像過去所

發生的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等，包括當時我人在美國寫「台灣、中國與聯合國」或

「台灣的獨立與建國」等當時所謂的「禁書」時也沒有寫作的自由，但現在這種恐怖的

氣氛已經不存在，所以我們也沒有什麼好怕的。雖然四十年前我在海外為台灣打拚時會

覺很孤單，可是四十年後的今日來看，台灣的人才濟濟，疼惜台灣的人也很多。特別是

政黨輪替之後，七年來我們也培養不少優秀的治國人才與經驗，雖然仍有很多需要改革

之處，這幾年來的成就也很可觀。 

  總之，我們要結合全國之力量化作台灣加入聯合國運動，是全民性、全國性、全球

性，我們要以跑馬拉松的精神持之以恆，相信一定會成功；有此信心、希望、決心，大

家共同打拚，台灣要加入聯合國的美夢，也一定成真。最後，引用我在Formosa, China 

and the United Nations書中的一句話，跟大家分享：「If I am not for myself, who will be for 

me? If I am for myself only, what am I ? If not now — when ?」（假使我不為我自己，誰會

為我？假使我只為我自己，我是什麼？不是現在，等待何時？），期待大家共同為台灣

的未來作伙打拚，多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