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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討論紀要 
 

【編按】2008年2月24日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與國際文化基金會，於福華

國際文教會館2F卓越堂共同舉辦「2008台灣國際關係的新展望」座談會。

本單元的內容係整理自該場座談會綜合討論與談人以台灣話發表的部分，

岡崎久彥所長與李鴻禧教授使用日語發表的部分並未列入。 

 

●陳雪琴／記錄整理 

 
 
 
時  間：2008年2月24日(星期日) 

地  點：福華國際文教會館2F卓越堂（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30號） 

主辦單位：國際文化基金會、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 

協辦單位：外交部、行政院新聞局、亞東關係協會、手護台灣大聯盟、台灣加入

聯合國大聯盟、台灣聯合國協進會、台灣國際法學會、台灣法學會、

台灣安保協會、台灣教授協會、凱達格蘭基金會、台灣21世紀婦女協

會等 

引 言 人：陳隆志／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與 談 人：岡崎久彥／非營利機構法人岡崎研究所所長 

     彭明敏／前總統府資政 

     李鴻禧／凱達格蘭基金會董事長 

     吳志中／東吳大學政治系助理教授 

 

與談人：吳志中（東吳大學政治系助理教授） 

  能與各位前輩一起討論台灣的國際關係，個人深感榮幸。剛才在台下聽彭明敏教授

專題演講，彭教授說得非常清楚，台灣目前所面臨的局勢非常艱困，如果我們不努力打

拚，台灣的外交空間很容易就萎縮。國民黨統治台灣從1949年開始一直到2000年，從來

沒有人檢討過為什麼台灣的外交空間一直萎縮，目前僅剩二十多個邦交國？2000年以前

我們的外交可以說是一敗塗地，如果我們不好好選擇國家的領導人，交給國民黨來管理

台灣，我們的外交會變得非常危險。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我對台灣的未來仍深

具信心，從下列幾個角度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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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在軍事方面：2000年以後，美國仍然想賣先進的潛水艇給台灣，不是政府不

想買，而是國民黨反對，使得買潛水艇的預算一直無法通過。由此可見，不是我們買不

到武器，只是國民黨在內部反對，所以外交上有中國的打壓阻止台灣採購武器，美法等

國還是願意賣武器給台灣，這是很不簡單的事。 

  第二、在外交方面：歐盟各會員國在台灣可以說，大部分都設置相當規模的大使館

或代表處，他們派駐在台灣的代表也都很有代表性，由此可以看出雙邊密切的關係。實

際上，我們與大國之間的關係和過去比起來是愈來愈好，台灣雖沒名份仍須努力爭取。 

  第三、在經濟方面：台灣在世界各國的經濟實力與經濟市場規模的排名，大概排在

第十六位上下，由此可見台灣的表現到目前為止還算不錯。今年第一季的稅收還破紀

錄，國民黨一再批評民進黨不懂經濟，如果國民黨說得對，為何政府的稅收會一直增

加？由此可見繳稅的人愈來愈多，經濟的發展也愈來愈好。此外，有一點我想提出來討

論，有些人以GDP的高低作為衡量國家強弱的指標，其實這種說法不是很公平。以法國

為例，法國人的收入高、但法國的物價也高，麥當勞在台灣賣一百元，在法國可能就賣

二百元，法國人的收入雖高，他們的消費能力也沒有很高。 

  綜合而言，台灣目前在軍事、外交或經濟各方面，與過去相較起來表現並不差。如

果從這三方面來看台灣未來國際關係的發展，我認為台灣目前沒有立即宣佈獨立的必

要，剛才岡崎大使也提到，台灣現在宣佈獨立不會被國際承認。雖然台灣沒有獨立的問

題，卻有改國名的問題。目前更改國名需要得到大多數人民的同意，如果現在沒辦法實

現，需要讓更多人知道台灣正名的好處，正名推行起來很困難，仍要繼續推動。我記得

2003年我看法國電視台訪問非洲布吉納法索的農民，記者問當地農民，你們稻米種得很

好是受到誰的幫助？農夫的回答：當聯合國及世界各國都不理我們時，只有「中國」照

顧我們。事實上，台灣對布吉納法索的援助作得很好，這位農夫所說的中國，其實就是

中華民國，可是他們卻感謝中國，這是我們外交失敗的主因。另外，我提出一個想法，

為什麼「中華民國」的英文名稱一定是Republic of China？以電腦公司宏碁為例，宏碁的

英文品牌不是Hong-Gi而是Acer？這是語言翻譯層次的問題，值得我們進一步思考。 

  我認為台灣推動對外工作仍具優勢，中國與其他國家簽約時，一定要求對方在最重

要的位置第一條條文中寫入「台灣為中國的一部分」的內容。如果有機會台灣、中國與

其他國家平起平坐參與國際會議，中國沒有站在真理的一方，害怕跟台灣辯論，縱使雙

方辯論也不會得到支持，所以無所不用其極打壓台灣，最好台灣都不要出席參加任何國

際活動。另外，台灣是民主國家，中國害怕台灣落實民主，1996年台灣第一次推動總統

直選，中國以飛彈威脅無效；2000年台灣再次總統大選時，中國也說要血洗台灣；連

2004年台灣推動「是否同意政府與中共展開協商談判，推動建立兩岸和平穩定的互動架

構？」公投，中國也反對台灣公投。一旦台灣推動公投成為習慣之後，中國無法統治台

灣，甚至中國也受到台灣推行民主，而影響中國共黨政權的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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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台灣很多人都害怕中國會以武力攻擊台灣，我認為從中國處理境內雪災的過程來

看，他們連雪災都處理不好，怎麼有完善的後勤支援能力，支持出兵台灣？更何況中國

的武力並不是很強，美國與中國曾發生「撞機事件」，中國的飛機是性能良好的蘇愷二

十七，與美國的飛機撞擊後自己墜毀。全世界飛行員飛行技術最好的國家是美國和以色

列，原因是他們有相當充分的訓練，好的飛行訓練需要巨資，每小時飛行要花費約一百

萬台幣，不是每一個國家都能訓練好飛行員。中國現在比較有錢，才剛開始有足夠的能

力培訓飛行員。台灣人要保衛自己的國家，就要拿出氣勢來，相信中國不敢對台灣有所

舉動。 

與談人：彭明敏（前總統府資政） 

  無論是民進黨或國民黨政府，從未鼓勵台灣人在面對外來威脅時，我們要覺醒、要

站起來，不怕犧牲保衛這個國家。任何一個國家社會面臨外來威脅，如果該國人民沒有

覺悟及決心維護這個國家社會的安全，我想這個國家沒有存在的權利。我認為在國家面

臨戰爭存亡的威脅時，必須鼓勵並要求人民付出必要的代價，維護自己國家的民主體制

及生活方式。 

  我不是經濟專家，我知道台灣經濟並非如國民黨所說那麼壞。任何國家經濟發展的

好壞不是單一國家所能控制的，國民黨說民進黨執政經濟不會好，唯有讓國民黨執政台

灣經濟才有希望，有何根據？ 

  我再補充一點，台灣有必要對美、日的國會議員多下功夫，相信可以爭取到多數的

人來瞭解台灣並支持台灣，透過他們的影響力要求他們的政府制訂有利於台灣的政策。

目前，我們欠缺的是人才及資源，像駐日羅福全大使及歐盟高英茂代表等人，皆是非常

熱心又能幹的人，可惜缺乏國家在人力及財力的支援，台灣的外交政策已經走到一個徹

底重新檢討外交政策的階段。另外，我們最擔心台灣選出國民黨籍的總統，一旦中國攻

打台灣，恐怕沒有抵抗的意志，馬上投降。所以，我們一定要選出一位能認同台灣、有

抵抗外來壓力的人，來帶領台灣走向更好的未來。 

引言人：陳隆志（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今天所邀請的演講人及與談人所發表的意見，非常值得大家來思考。個人歸納整理

前面幾位演講人、與談人的看法，提供大家參考： 

  第一、在此台灣歷史非常的關鍵時刻，我們舉辦「2008國際關係的新展望」座談

會，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希望在三二二總統選舉，我們一定要選出一位認同台灣是自己國

家的候選人，由認同台灣的人來擔任台灣的總統，才有堅強的意志防衛台灣。我們必須

大大傳達這個理念，鼓勵更多人參與投票，選出一位真正認同台灣的總統。 

  第二、與總統大選同時舉辦的還有台灣「入聯公投」，我們一定要加強推動。現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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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防禦中國入侵最有效的武器，就是台灣的民主武器——主權在民、直接民主的落實。

我們透過公民投票的行使，一次次地學習累積經驗，台灣人民透過意志的表達，進一步

成為深化鞏固台灣民主的利器。所謂習慣成自然，讓台灣人瞭解公民投票是身為一個民

主國家人民最基本的權利，其他國家沒有任何反對的理由。剛剛吳志中教授特別強調的

中國最害怕台灣人變成真正台灣國的主人，台灣人民透過公民投票除了可以防範國會與

立法委員的失職濫權之外，還可以用來保護台灣國家的安全。因此，希望大家都能去支

持「入聯公投」案，要去領票並投下贊成票。 

  第三、台灣想要在國際上有所發展，一如剛剛彭明敏教授所強調的，台灣必須努力

爭取重要國家的支持，例如歐洲國家與美、日、澳等國。特別是今天我們所邀請貴賓——

岡崎大使，過去也幫台灣說過不少話。個人衷心期盼，台灣與日本繼續深化密切的雙邊

關係，並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擴大轉化促使日本政府改變對台政策，甚至影響美國與歐洲

各國，從「一個中國」變成「一個中國，一個台灣」，這是一個突破性的改變，在此拜

託岡崎大使能多給予協助。 

  第四、持續推動台灣國家正常化的工作：國家正常化的工作，包括（一）台灣國家

正名，不要再使用「中華民國」的國號，台灣過去出口很多產品到世界各國，Made in 

Taiwan（MIT）代表優良的產品，受到國際社會的肯定，台灣正名運動就是要凸顯台灣

的特質，非常有意義。（二）制定台灣憲法：台灣需要制訂一部以台灣為主體、表達國

格，切合社會與人民發展需要的憲法。（三）加入聯合國及其相關國際組織。（四）建

立正常化國家國民意志與素養：透過直接民主、主權在民的行使，形塑台灣人做台灣國

國民應有的心理建設。這種塑造正常化國家國民的智慧及勇氣，不但有助於促進台灣認

同，也可以提升台灣人民的國際觀，讓台灣的發展與世界發展接軌同步前進。（五）自

助、人助、天助：不論其他國家對台灣的態度如何，假使台灣的人民及政府，自己不努

力、不爭取表達自己心聲的機會，是沒有人會替我們講話的。過去台灣推動政治民主化

的過程，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如果沒有民主前輩的犧牲奉獻，從1980年起推動民主改

革至今，一再向不可能的事情挑戰，也就沒有後來解除戒嚴、解除黨禁、解除報禁、推

動國會全面改選、總統直選及政黨輪替。這種自助、人助、天助的態度，也是大家確保

台灣國家安全，所不可或缺的要素。 

  最後，非常感謝來自日本的貴賓，包括——岡崎久彥大使、小田滋博士、池田維大使

等給我們鼓勵及關心，也提供很好的意見，值得大家深思共勉。另外，也要多謝演講人

彭明敏教授，以及與談人李鴻禧教授、吳志中教授，都提出精闢的見解。更感謝今天在

座的每一位聽眾全程熱心的參與。還有，與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合辦今天會議的國際

文化基金會，特別是楊劉秀華董事長，對這次會議的舉辦出力很多，以及各個協辦單位

與所有志工朋友。祝大家平安、健康，台灣國三二二總統大選，一定要贏，台灣才有前

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