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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聯合國及中國對台三戰 
 

●陳隆志／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中國近年來因為經濟實力的提升，主動參與國際事務，積極擴大中國在國際政治的

影響力，營造一個大國崛起的氣勢。隨著中國國際地位的擴大，中國對台灣的政策也愈

來愈靈活，軟硬兼施，成為台灣國家安全最大的威脅。 

  2005年中國通過「反分裂國家法」，將中國武力併吞台灣的策略明文化，也發展出

結合外交、經濟、法律、心理等軟性的戰略，透過對台三戰（法律戰、心理戰與輿論

戰）的交互運用，製造台灣社會的矛盾，分化內部的團結，以動搖台灣穩定的基礎。 

  否定台灣主權的地位是中國對台法律戰的主軸。今年咱政府正式以台灣的名義分別

向世界衛生組織與聯合國提出成為會員國的申請，兩個國際組織的秘書處都以台灣不是一個

主權國家，沒有資格申請為會員國的歪理，退回台灣的申請。堅持以台灣之名爭取成為世界

衛生組織與聯合國的會員國，是對付中國以法律戰否定台灣主權地位的必要策略。 

  製造與利用內部矛盾，降低台灣人民的對抗意志，是中國對台「心理戰」、「輿論

戰」的目的。中國一方面利用國際媒體嗆聲，表達反對「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公投」

的立場，同時又透過外交管道，全面動員施壓，要求美國、日本與歐盟國家對台灣入聯

公投表態反對，塑造全世界與中國站做伙反對台灣入聯公投的假象。面對來自聯合國的

打壓及中國恐嚇的國際壓力，台灣內部「養老鼠咬布袋」，有人唱衰以台灣之名爭取加

入聯合國的努力，甚至另外提出「以中華民國名義、或以台灣名義、或以其他有助於成

功並兼顧尊嚴的名稱，申請重返聯合國及加入其他國際組織」等似是而非的公投案，想

要混淆並影響台灣人走自己台灣路的意志與立場。  

  中國的三戰是對民主台灣的主要威脅，認清中國對台三戰的本質，是我們維持國家

安全，進一步確保台灣主權獨立、走向國家正常化，不可忽略的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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