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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台灣自1993年開始爭取參與聯合國，至今已經進入第十六個年頭，不管如何努力，

卻連邊都沾不上，聯合國總務委員會至今均拒絕將台灣參與聯合國的任何案子列入聯合

國大會議程。目前執政的民進黨推動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的公投案，最大在野黨的國

民黨則推動重返聯合國的公投案，只要了解聯合國運作的人均知道，縱然台灣的民意百

分百的支持這兩個公投案，讓這兩個公投案都通過，台灣至少在短期的未來仍然進不了

聯合國的大門，因為台灣參與聯合國大致有三個途徑，其一是爭取「中國代表權」途

徑，即當年（1971）台灣如何退出聯合國，現在台灣以同樣途徑爭取重返聯合國，這是

國民黨「返聯公投」所爭取的途徑。但是因為任何涉及「中國代表權」之決議，是屬於

重要問題，依聯合國憲章第18條第2項之規定，「大會對於重要問題之決議應以到會及投

票之會員國的三分之二之多數決定之。」雖然此一途徑不涉及安理會常任理事國行使否

決權問題，但目前聯合國一百九十二個會員國中，與中國有邦交者有一百七十國，而與

台灣有邦交者只有二十三國（教廷並非聯合國之會員國），因此台灣要贏得三分之二聯

合國會員國的支持，顯然有客觀上之困難。 

  其二是申請以新會員方式入會，這是民進黨「入聯公投」所尋求的途徑。然而依據

聯合國憲章第4條第2項之規定，申請成為新會員之國家，「將由大會經安全理事會之推

薦以決議行之」，另憲章第27條規定對新會員入會問題，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可享有否決

權，因此台灣尋求以新會員方式加入聯合國，很難過中國否決權這一關。 

  其三是尋求以觀察員身份參與聯合國。觀察員除了不能投票外，可以參與聯合國的

大部分會議。目前聯合國對取得觀察員之程序並未明確規定，但是台灣能否取得觀察員

身份之關鍵仍在於中國的態度。而中國甚至對台灣以觀察員的身份參加世界衛生大會

（World Health Assembly，WHA）都反對，當然絕不可能會容忍台灣成為聯合國之觀察

員。 

  既然不管公投結果如何，台灣均無法如願成為聯合國之會員國，為何台灣需要如此

大張旗鼓、勞師動眾，推動「入聯公投」？為何中國需要如此在意，上至國家主席胡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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濤，1 下至一些中國國家所掌控的喉舌，要發動一波接著一波批判台灣的攻勢？為何美

國的國務院官員，包括美國國務卿萊斯（Condoleezza Rice）、副國務卿尼葛洛龐特

（John Negroponte）、副助理國務卿柯慶生（Thomas J. Christensen）、美國在台協會

（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AIT）台北辦事處處長楊樹棣（Stephen Young）等均跳出

來表示反對?而台灣內部當然更不缺乏反對的聲音。這些反對的聲浪，使探討「入聯公

投」更加有意思。 

二、入聯公投的意義 

  一個吸引超過三百萬民眾連署、民調顯示有超過七成台灣民眾支持的公投案，絕不

會像美國國務卿萊斯在2007年12月21日的新聞記者會上，所批評的單純是「一個挑釁的

政策（a provocative policy），沒有必要地升高台海緊張，對台灣人民在國際舞台上沒有

真正好處」，2 或是像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楊樹棣所言，此一公投沒有必要

（not necessary）或助益（helpful）。3 

  首先，台灣經過超過二十年之努力，業已經成為一個完全民主的國家，根據自由之

家（Freedom House）評比，台灣是亞洲最民主的國家之一。4 自1991年以來之七次修

憲，雖然台灣的憲法離理想仍有很大之差距，但是人民主權之理念已經躍然紙上。公投

是直接民主的實踐，也是人民主權理念的落實。西方先進國家中，瑞士自1848年開始至

2006年9月24日止，共已經舉行五百四十次公投；三十二個歐洲國家的憲法規定有直接民

主程序和全民表決的規定；許多拉丁美洲的憲法也有類似之規定。5 台灣在美國之鼓勵

與協助之下，既然已經成為完全民主國家，而且根據中央研究院「社會變遷調查研究」

在1998年所從事的問卷調查顯示，台灣有七成以上的民眾同意，「有爭議性的國家政

策，應該讓全體公民投票來決定」。這說明台灣民眾當家做主的信念，也代表台灣民眾

有信心來處理爭議性的國家問題。 

  其次，舉行「入聯公投」是對中國武力威脅與一再地外交打壓之反彈。台灣具有兩

千三百萬人口，排世界前五十名，同時也是世界上前二十大經濟體之一，平均國民所得

超過一萬六千美元，遠比中國高，也比聯合國一百九十二會員國中的大多數國家高。當

一些貧困、人口少的小國均已成為聯合國會員國，台灣依舊被排除在聯合國之外，甚至

連世界衛生組織、國際民航組織（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ICAO）、國

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ILO）等關係台灣人民生活、安全及健康

的政府間國際組織，均只能望門興嘆，台灣人民之挫折感可想而知。台灣民眾當然了解

國際政治的現實，對美國採取雙重標準，向中國這種摧殘人權的專制國家磕頭，對北

韓、蘇丹、緬甸等中國支持之反民主、流氓國家束手無策，卻幫助中國來打壓台灣，當

然點滴在心頭。但是中國一方面傾全力打壓台灣，阻擾台灣參與聯合國、反對台灣成為

世界衛生組織成員或觀察員、權力謀求台灣公投，另一方面又吃台灣豆腐，表示了解台



 台灣2008新展望 

 

新世紀智庫論壇第41期／2008.03.30 54   

灣人民當家做主的心意、「中國政府重視並積極維護台灣民眾的衛生健康福祉」、6 嘲

笑台灣舉行入聯公投不得人心，更加讓台灣人民反感。 

  第三，美國副助理國務卿柯慶生（Thomas J. Christensen）呼籲台灣領導人，要「預

期潛在的中國紅線和反應，避免不必要和無益的挑釁。」7 問題是台灣做什麼事情北京

不表反對？近幾年來中國對台灣的外交孤立變本加厲，它的黑手甚至伸進非政府組織，

不是排擠台灣，不讓台灣正常參與，就是要求台灣改名。最近的例子是「世界動物衛生

組織（OIE）」於2007年5月25日第七十五屆年會中，通過第20號決議「恢復中華人民共

和國在世界動物衛生組織履行合法權利及義務」，將台灣地位貶為「非主權區域會

員」，並更改台灣的會籍名稱為「中華台北（Chinese Taipei）」。8 北京「以前不准國

際組織出現中華民國之名稱，現在又不准台灣使用台灣的名義參與國際組織。不僅反對

台灣與其它國家的政治接觸，而且進一步要切断台灣與其它國家的經貿關係，阻擾台灣

與其它國家簽訂自由貿易協定。如果依照中國之定義，可以說處處是紅線，台灣將是寸

步難行。美國必須深思是否要將劃定紅線的權力由北京獨享。美國副國務卿尼葛洛龐特

在2007年8月表示，台灣的入聯公投是一項錯誤（mistake），美國反對任何此類公投，

「因為它是走向宣佈台灣獨立，改變現狀的一步」，9 這種說法幾乎完全反映中國的立

場，美國應該自問的是其是否樂於充當中國的傳聲筒？美國近幾年來，國家形象普遍不

佳，許多國家的人民對美國越來越沒有好感，10 除了美國政府經常一意孤行之外，美國

時常為自身利益採取雙重標準也是重要原因。美國需要評估打壓民主的台灣，向專制、

破壞人權紀錄惡名昭彰的中國磕頭，在長期上是否真正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 

  第四，台灣藉「入聯公投」讓北京了解，不斷孤立、打壓、和羞辱台灣是要付出政

治代價的。中國對台灣羞辱和打壓不斷地積累台灣人民對中國之不滿，削弱台灣人民因

文化及血緣關係所帶來對中國之情感，迫使台灣人民決定走自己的路，使北京所期望的

兩岸統一越來越遙遠。如果北京認為「入聯公投」等同於追求法理上台獨，這也是北京

逼迫使然，使台灣必須明確的主張主權國家的地位，以免在中國的打壓之下，日漸弱化

台灣作為主權國家的地位。 

  當然台灣從「入聯公投」所引發的國內外紛紛擾擾中，也要深刻反省，為何台灣在

中國的外交打壓、不斷升高的軍事威脅之下，明明是受害者，但是在國際社會反成為挑

釁者，或是麻煩製造者，而北京許多片面破壞台海現狀的行為卻能避開國際的譴責？為

何台灣未能發揮民主和人權的軟權力（soft power），反而在國際宣傳上處處受制於專制

獨裁、迫害人權罄竹難書的中共政權？是國家的硬權力（hard power）決定一切嗎？或是

北京的外交越來越精緻、成功？還是台灣的外交和國際宣傳出現問題？如果是因為北京

外交成功的原因，則台灣應該要以敵為師，深入去了解中國的外交策略與做法，以收知

己知彼之效。如果是我們的國際宣傳有問題，則台灣要深入檢討，改進缺點，以增加戰

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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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語 

  任何人都知道在目前國際情勢下，台灣要參與聯合國是一種不可能之任務，也充分

瞭解縱然通過以台灣名義參與聯合國之公投，或是重返聯合國之公投，台灣依然會被摒

除在聯合國之外。但是公投是民主國家之常態，參與公投是民主國家公民的權利。台灣

克服內部重重阻力以及中國之壓力，才有今天的民主政治發展成績，台灣的人民應該珍

惜此一得來不易的權利。 

  面對中國之外交上的趕盡殺絕，所有台灣的人民均受害。北京政權相信的不是仁義

道德的勸說，而是實力的展現，台灣內部的分裂讓中國肆無忌憚的打壓台灣。2004年因

台灣內部的分裂，讓兩項大家認為絕大多數台灣人民都會支持的公投議題竟然沒有通

過。現在中國又信誓旦旦地表示「入聯公投…不得人心，是註定要失敗的。」11 希望台

灣民眾踴躍參與公投，展現台灣真正的民意，不要重蹈2004年的覆轍，否則台灣未來會

繼續讓中國看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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