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貫徹台灣入聯公投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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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入聯合國是絕大多數台灣人民共同的期待，這次強調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

的「入聯公投」，具有重要的意義。 

入聯公投的意義 

  「入聯公投」強調以台灣之名加入聯合國，是直接民主的行使，展現台灣人民要台

灣入聯的集體意志，是台灣國家正常化的重要一步。在推動公投的過程中，可以激勵公

民的政治參與，落實主權在民，凸顯人民是國家主人的真諦。同時，人民可以透過公

投，彌補代議政治的缺失，發揮人民制衡國會及國家政策方向的力量。 

入聯公投的效力 

  公投是台灣民主深化鞏固重要的一環，不容被扭曲污名化為「公投綁大選」。公投

與選舉不同，選舉是對「人」投票，公投是對「事」投票，合併一起舉行，只是同時舉

行，不是「事」綁「人」，這是民主國家的慣例，既省時省事省本，又能提高投票率。

人民應該自動領取公投票，投公投票，不管贊成或反對。公投用選票一票一票投下，其

結果彰顯台灣人民的意志，有法律的效力，更有實際的效果。公投結果與民意調查不

同：公投有法律的效力，民意調查只是意見的調查，無法律效力。公投通過的法律效力

沒有人能否認，世界會重視。 

  「入聯公投」案要順利通過，政府與媒體必須扮演資訊提供者的角色，強調台灣加

入聯合國的好處，而政黨、社團應鼓勵人民積極參與，鼓吹選民領公投票，投公投票。

任何要選民拒領或拒投公投票的政黨，既不負責任、違反民意，又會危害台灣人民的幸

福與前途。 

  台灣人民真正的希望，就是台灣有生存發展的空間、有國際參與的機會，就此，

「入聯公投」與「返聯公投」間最大公約數是台灣參加聯合國。為了讓國際社會了解台

灣人民的心聲，在大選時，各政黨應動員支持者，領取入聯與返聯公投票，投下贊成

票，使公投案通過，讓國際社會認識，台灣是台灣，中國並不代表台灣。否則，不但會

引起國際社會誤解，以為台灣人民既不願意加入聯合國，也不重視自己在國際發聲參與



新世紀政策建言 

 

新世紀智庫論壇第41期／2008.03.30 9 

的基本人權，而且中國會更振振有詞，反對台灣加入聯合國。 

入聯公投對未來政局的發展 

  「入聯公投」通過，對未來國家政策的走向有關鍵性的意義與法律上的約束力；公

民投票不但表達了民意，而且更是制訂法律或政策的依據。國家的政策與立法，須受到

公投通過的約束。 

  公民投票可以彌補代議政治的不足與弊病，面對中國國民黨當前在國會一黨獨大，

制衡更是重要。辛苦爭取而來的公民投票權，一定要好好珍惜落實；在政黨獨大專橫惡

鬥使國家陷入風暴危險時，人民訴諸公投，對國家政策直接表示意見，形成法律、憲法

的約制，才能避免社會的虛耗。每一次公投就是公民教育的機會，隨著公投經驗的累

積，充實主權在民的民主內涵，培養台灣人民決定自己命運的意志與力量。 

入聯公投與美中台關係 

  台灣是一個愛好和平、民主自由的先進國家，有十足的理由在聯合國佔一席之地。

我們支持「入聯公投」通過，向全世界表達台灣人民要入聯的集體意志與決心，正是台

灣爭取國際社會支持，早日成為聯合國會員國的力量。任何國家都無權反對透過民主程

序，一票一票投票累積所反映的台灣民意，台灣人民的選擇將會得到國際社會的尊重與

重視，特別是美國與日本。至於中國採取反對，一點也不奇怪；中國知道，一旦台灣人

民經公投凝聚的全民共識所產生的力量是巨大的，到時任何壓制都師出無名，失去正當

性，這也就是為什麼中國千方百計設法阻擋台灣的入聯公投。既然中國一再強調「寄望

於台灣人民」，台灣人民以「入聯公投」的民主方式展現集體意志，中國政府應該言行

一致，幫助台灣早日加入聯合國。 

  要之，國際反對的壓力愈大，我們愈要堅持。千萬不可退縮，否則，台灣人民就會

喪失決定台灣前途的神聖權利。台灣人民的意志決定「入聯公投」的成敗，美國與中國

或其他政府對「入聯公投」的反應，不是我們所能控制的。目前最重要的是盡其在我，

全力促成「入聯公投」案的通過，使台灣加入聯合國運動向成功之路跨出更大一步。 

入聯公投的結果與未來因應之道 

  「入聯公投」通過是台灣加入聯合國重要的一步，雖不代表台灣馬上就可以進入聯

合國，但卻有關鍵性的宣示作用，對總統有法律上的約束力。台灣加入聯合國運動是一

項長期馬拉松考驗，需要政府與民間密切合作，除了政府確立以台灣之名加入聯合國作

為國家重要政策，這個政策在公投通過之後，更有法律內涵與效力，全國人民須全力認

真推動，直到台灣加入聯合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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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者，公投決定台灣前途是台灣人民的基本人權，也是民主台灣在國際社會永續發

展的保障。面對中國侵略、併吞的威脅，透過公投展現主權在民的意志與力量，符合國

際社會強調自由民主人權的普世價值，是台灣對抗中國的重要武器。我們一定要好好珍

惜落實這項得來不易的民主成果，人民要作國家的主人，公民投票是尚方寶劍，是至高

無上的。 

  假使「入聯公投」的結果不如人願，也不要灰心喪志。還是要盡一切努力，向國際

社會說明公投數目所展現的正面意義及台灣人民意志所遭受的「鳥籠公投」限制，進而

推動修改「鳥籠公投法」，確保人民有效參與直接民主的權利。 

結論 

  台灣民主化，有起有落，是國家發展的必經歷程。今年立法委員選舉與總統選舉所

造成的大環境或許對公投不是有利，萬一不如人意也不必氣餒，還是要鼓起勇氣，再接

再厲，一直向加入聯合國的目標前進。 

  自助、人助與天助，三二二的「入聯公投」，為台灣人民提供一個非常重要的機

會，我們必須加以把握，好好運用公投直接民主，領公投票投「入聯公投」的同意票，

讓「入聯公投」成功，同時選出真正代表台灣人民、台灣國家的總統，開創民主台灣的

新紀元。 

  （本文原刊載2008年3月2日自由時報第A4頁「星期專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