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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台灣之名入聯合國」座談會

綜合討論紀要 
 

●陳雪琴／記錄整理 

 
 
 
時  間：2007年10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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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單位：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 台灣聯合國研究中心 

主持兼引言人：陳隆志／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報 告 人：姜皇池／台灣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 

     廖福特／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籌備處副研究員 

     涂醒哲／台灣加入聯合國大聯盟秘書長 

 

與會者：王獻極（908台灣國運動召集人） 

  個人對陳隆志教授長期來不斷推動台灣加入聯合國的努力，在此表達最大的敬

意。經過很多人的努力，推動台灣加入聯合國已經變成全民運動，接下來要怎麼持續

進行非常重要。剛剛各位報告人都提到，「中華民國」是台灣加入聯合國最大的障

礙。個人認為，「中華民國」不是一個國家，「台灣國」則還沒有成立，所以美國人

說台灣爭取加入聯合國，是台灣要邁向獨立的第一步。個人建議，從現在開始政府與

人民都不要再用「中華民國」這個名稱，一律改用「台灣」做為我們國家的名稱。 

與會者：康淑美（輔仁大學職能治療學系兼任副教授） 

  台灣要加入聯合國的先決條件，自己必須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其實，從1996年

台灣人民直選總統之後，台灣就已經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我們沒有對外宣佈獨立的

必要，我們應該將每年的5月20日訂為台灣國家主權紀念日，因為從1996年、到2000年與

2004年這些年的5月20日都是台灣總統的就職日。雖然我們想要更改國名，同時在國際外

交上承受壓力，但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的事實是不容抹殺的，未來還需要政府及民

間共同努力來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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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者：陳憲全（玉樹四季生技病理顧問公司） 

  個人有下列問題請教台上各位：請說明金門與馬祖是不是屬於台灣的一部分？因為

二次大戰結束後，當時台灣還是日本的國土，麥克阿瑟指派蔣介石的軍隊來接管台灣直

到今日，所以台灣是不是應該交由聯合國來託管？ 

與會者：吳紹開（外交部外交領事人員講習所副所長） 

  從外交的面向來看，個人相信美國的民意和國會議員多數是支持台灣的，但是在美

國國務院中，還有許多是季辛吉主導美國外交時期所培植出來的外交官，他們仍是採取

非常現實的觀點來看待台灣問題。我們不要忘了，過去美國採取現實主義的作法出賣過

台灣，比如說二二八事件時容忍國民黨的殺戮，而台美斷交時，美國國務院也是為了連

中制俄又再一次出賣台灣。我覺得不應該再給美國第三次機會出賣台灣，我們必須要有

一致的聲音，堅持台灣的主權與人民的自決權，而透過公民投票的方式，我們的立場才

站得穩。如果我們自己的聲音是分裂的，根本沒有辦法告訴全世界，台灣人民到底選擇

了什麼？波羅的海三小國是一個值得我們學習的榜樣，他們在面對外來的侵略者時，便

抱持著堅定的意志，「縱使用原子彈把我們的國家夷為平地，我們還是要爭取自己的權

利建立自己的國家」，最後才換來波海三國的獨立自主。 

報告人：涂醒哲（台灣加入聯合國大聯盟秘書長） 

  回應剛剛有人提到金門與馬祖的問題，我認為未來如何做一個徹底的解決，可以交

由國際法的學者們來研究比較妥當。此外，我們以公投的方式展現全民要加入聯合國的

意志，這種作法在世界民主化的架構下是最簡單的方式。無論是台灣要爭取加入聯合

國，或是變成一個正常化的國家，都會因為「中華民國」的名稱徒增不少困擾，我們必

須先處理這一個問題，成為一個與中國互不隸屬新而獨立的國家後，再加入聯合國。 

報告人：姜皇池（台灣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 

  說金門與馬祖屬於台灣的一部分，在法理上是有爭執的空間，需要進一步去做處

理。剛才外交部吳副所長說的沒錯，台灣人民的聲音要表達出來，相信在座的各位會有

一個疑問，我們到底要做什麼？簡單而言，就是在2008年我們有權力透過公投的方式，

對外表達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也要成為聯合國的會員國。過去台灣人的聲音沒

有受到重視，以致於台灣的前途都是由別人來決定，1895年日本與中國簽訂馬關條約，

1943年的開羅宣言由中國、美國、英國三國討論決定台灣的命運、後來1952年舊金山和

約也針對台灣的問題進行討論。因此，以這個角度來看，2008年我們都必須要投下公投

票，透過公投的民主程序展現台灣人民的心聲，讓全世界知道我們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

的國家，台灣要加入聯合國成為會員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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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人：廖福特（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籌備處副研究員） 

  陳文賢教授的文章內容很精彩、也很豐富，但因時間限制的關係，剛才我快速簡短

宣讀陳教授的文章，有任何不足之處，還請各位多多包涵。 

  以下是我個人的觀點，不代表陳文賢教授。我個人是以下列的觀點，看待金門與馬

祖的問題。基本上，我不在乎金門與馬祖的過去，但是台灣、金門與馬祖卻有共同的未

來。換句話說，雖然金門、馬祖與台灣的歷史發展進程不一致，但就人民追求自由與民

主自決的觀點而言，台灣無論是要加入國際組織或做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都需要與

金門馬祖進行互動，當然要將金馬包括在內。此外，台灣要作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必須處理兩個問題，第一是我們自己到底要什麼？第二是國際社會能否接受？明

（2008）年的公民投票，我們必須要展現人民的意志，這是作為一個國家最重要的基

礎。最近美國萊斯國務卿對巴勒斯坦獨立提出她的看法，他認為此刻是美國及國際社會

考慮如何讓巴勒斯坦獨立的時刻。實際上，以色列不會同意巴勒斯坦獨立的，縱使如

此，以色列在面對國際政治的現實，最後也不得不自我調整。我想台灣也是一樣，不管

中國如何反對，台灣人民必須具備堅定的意志，展現作為一個主權獨立國家的態度，唯

有如此，台灣國家獨立的主權才得以確保，我們的後代子孫才能在國際上生存發展。 

與會者：楊劉秀華（國際文化基金會董事長） 

  推動台灣加入聯合國有二點建議：一、雖然由民間做起，但是如果官方沒有參與，

就看不到成果；二、希望各位專家，譬如李鴻禧等教授們能以簡單明瞭的話語，增進大

家對聯合國的瞭解，台灣人民才有辦法全力支持政府的入聯政策。 

主持兼引言人：陳隆志（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剛才楊劉秀華女士講得沒有錯，我們可以開設一些訓練課程，讓更多的人瞭解聯合

國，並願意為台灣加入聯合國發出更大的力量。為慶祝台灣聯合國研究中心的成立，台

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完成一本內容簡單明瞭「台灣要入聯，作為會員國」的小冊，就是

希望讓更多的人瞭解為什麼台灣要加入聯合國。有需要的人可以向本會索取，也歡迎各

界能夠熱烈贊助及支持基金會作更多推動台灣加入聯合國的代誌。 

  我記得1960年在美國留學時，剛好遇到美國的總統大選，候選人在第一次電視辯論

中被問到有關金門、馬祖的問題，例如1958年發生的金馬炮戰，一旦中共出兵攻打金

門、馬祖時，美國要如何處置？我記得他們的回答都是：一旦中共對金門、馬祖的攻

擊，就是對台灣本島的攻擊，美國應該要去協助防禦。 

  個人認為金門、馬祖與台灣、澎湖的地位不一樣，但如果金門、馬祖的人民想要決

定他們的未來，就像台灣人民要透過公民投票來決定台灣的未來一樣，金門、馬祖的人

也應該有其自決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