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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政府的聯合國政策 

  馬政府日前展示其聯合國議題的新做法。與過去參與、加入聯合國的訴求完全不

同，這次只訴諸討論是否參與聯合國專門組織。馬政府認為這樣的作法是兼顧務實與兩

岸關係。但提出後，不僅中國駐聯合國大使王光亞致函聯合國秘書長，表示台灣「沒資

格」參與聯合國任何組織活動1，同時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秦剛也表示，台灣民眾參與國際

問題應由兩岸協商解決2。更有甚者，往昔透過邦交國在大會提出的聯合國案，這次更出

現巴拉圭3、海地、巴拿馬4等國，也傳出不支持台灣的UN提案。這意味中國認為台灣根

本不應該提出聯合國案，而要台灣先取得中國的同意再做打算。這也顯示此次台灣的UN

提案，將創下有史以來支持聲音最少的一次。換句話說，中國不認為馬政府的提案有助

於兩岸關係，而台灣的邦交國基於種種理由，也對這個馬政府自認務實的提案不再強力

支持。 

馬政府聯合國提案的三大錯誤 

  馬政府的聯合國提案有三個嚴重問題。第一是馬政府對台灣的定位，導致任何的入

／返聯提案必然會出現與1971年2758決議案相衝突，進而在沒有法律依據下，使台灣進

入聯合國面臨猝死的命運。其次，是馬政府的此次聯合國提案，在未界定何謂「有意義

參與聯合國專門機構」的情形下，形同給中國一張決定台灣國際空間空白支票，根據自

己的喜好定義「台灣的有意義參與」。第三，是馬政府的做法也給聯合國一個免除自身

道德責任的階梯，將聯合國沒有解決的台灣代表權問題，轉為兩岸的問題。此外，馬政

府對於台灣入聯的心態，還是存著乞討他國，希望獲得別國施恩，在憐憫下使台灣得以

進入聯合國。這種心態會是台灣入聯的最大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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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定位出現嚴重問題 

  馬政府上台後，宣稱要以「九二共識」進行兩岸協商，對國際媒體宣稱兩岸關係是

「非國與國的特殊關係」5，在訪問中美洲時，又明確拒絕「雙重承認」6。這表示馬英

九總統同意中國的主張：「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將兩岸關係由李前總統的「特殊國

與國關係」、陳前總統的「一邊一國」，快速倒退回兩蔣時代的「一國兩府」。 

  當馬總統不再主張台灣是個主權獨立國家，而只是中國的一部分，台灣是否能進入

聯合國及其周邊組織，就要與聯合國的中國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協商，看北京政

府是否願意讓台灣參與。也難怪中國駐聯合國大使王光亞可以名正言順指出，台灣根本

沒有參與聯合國及其相關組織的資格，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秦剛也可以振振有辭，要求台

灣必須與中國先協商，經過中國的允可後再決定要如何參與。 

  馬政府認為此案務實，但實際上這是個極為務虛的提案，因為這個提案的前提——台

灣的地位，是台灣自己主張是中國的一部分，但又表示這個中國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所

代表。由於在1971年聯合國大會的2758決議案中，已經確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

合法代表，因此這個提案在其前提已經牴觸1971年的聯合國決議下，確定不可能有通過

的機會。所以，這會是個務實的提案嗎？ 

  台灣在民主化後用了近二十年時間，走出兩蔣時代與中國互爭代表權，「漢賊不兩

立」導致「賊立漢不立」的結果，更要還給從1945被剝奪決定自己命運的台灣人民一個自

決的機會，但自從馬政府上台後，似乎將台灣倒退回二十年前，讓當年兩蔣獨裁統治所做

的錯誤決策，在今天還要荼毒我們的子孫，這是馬政府聯合國政策最令人無法認同之處。 

給中國決定台灣國際空間的空白支票 

  馬政府的聯合國提案更給予中國一張決定台灣國際空間的空白支票，形同中國可以

任意決定台灣的聯合國參與。馬政府談到「聯合國專門機構的有意義參與」，但又不表

示何謂「有意義參與」，更重要的，是過去政府都嚴加強調的兩岸國際對等，在馬政府

的提案中完全不見。 

  首先，如果中國以副會員方式主動幫台灣申請加入，但代價是中國宣稱台灣是中國

的一部分，如同以色列幫巴勒斯坦加入若干聯合國專門機構，或美國之於波多黎各一

樣。試問屆時台灣要不要接受？如果不接受，中國勢必可以進一步指責台灣前後態度反

覆，把所有的問題推給台灣。 

  其次，眾所周知，自從2005年中國與世界衛生組織秘書處簽署祕密備忘錄，要求台

灣參與「世界衛生組織」專門會議時，其人選必須在會議開始前五星期提報秘書處，以

便由秘書處轉北京政府以使中國政府對台灣人選行使同意權。在這個機制下，2006年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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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參與會議淪為個位數，甚至在2007年沒有參加7，北京政府還表示台灣已經獲得有意義

參與。試問，馬政府的作法，不是形同讓北京政府可以將「世衛模式」推廣到其他相關

國際組織嗎？ 

  此外，對於台灣還保有會籍的聯合國相關組織，可能也因此會導致會員資格降級，

如2007年台灣於「世界動物衛生組織（OIE）」的資格，被降為非主權國家會員的事件

等，也很可能會催化這樣的模式在其他地方重演。君不見當馬政府主動提出台灣參與國

際組織的名稱，「中屬（華）台北（Chinese Taipei）」為可接受的底線時，已經有多少

國家在雙邊關係上，自動改稱台灣為「中屬（華）台北」了嗎！ 

將「台灣入聯兩岸化」，加速「一中原則國際化」 

  馬政府將原本是國際議題的台灣入聯問題兩岸化，其結果將導致「一中原則國際

化」。台灣入聯雖然無法一蹴可幾，但這個議題卻在國際上非常有效的暴露台灣國際位

置的尷尬與不合理。國際社會一方面以台海穩定為由要台灣不宣佈獨立，但又不接受台

灣是個國家。其所導致台灣人民國際權益受損的狀況，在聯合國事務中最被凸顯。因此

台灣入聯議題不僅關連到入聯，還是個迫使國際社會面對台灣人民被政治隔離的有效宣

傳工具。 

  去年陳總統首次以台灣名義提出要申請加入聯合國，雖然沒有成功，但卻引起國際

對台灣在聯合國不被代表的事實，以及台灣國際地位等這兩個問題，成為全球討論的焦點

之一，更因此迫使聯合國秘書處收回自前任秘書長安南以降，對2758號決議案的錯誤解

釋，不再主張2758決議案認定台灣被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甚至也不能單方面對台灣入聯

問題逕自否決或發表意見，因為這是逾越秘書長職權的行為。美、日等國也先後提出對聯

合國「一中政策」的不同觀點。一時間，台灣開始發現由國際法來論證台灣的位置，對

台灣是多麼有利，而國際上存在對「一中政策」的不同理解，也在此事件被首次彰顯。 

  馬政府的作法不僅沒有在陳前總統2007提案的基礎上繼續向前，反而急速後退。在

接受台灣是中國一部分後，自己又提出要兩岸「外交休兵」，還說要與中國協商台灣的

國際空間，更說兩岸不是國與國關係。對於聯合國及其他國際組織來說，不僅可因此使

其免除不遵守章程而錯誤處理台灣，或對台灣進行政治隔離的責任，更使這些組織藉此

反向指控台灣，要求應該先與中國協商，等到有結果後再向聯合國，或其他國際組織等

提出申請。使過去二十年來將台海議題國際化的努力，再內縮到兩岸化下化為烏有。 

台灣進入聯合國不是求他國施恩 

  馬政府將台灣入聯議題當成乞求他國憐憫，在累積夠多「關愛的眼神」後，希望能

否在他國施恩與牽引後，側身入聯合國的「窄門」。因此馬政府只會斤斤計較是否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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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對台灣入聯議題感到不耐，而沒注意到，即使別的國家會很不高興，但為了台灣人

民的尊嚴與利益，作為這個土地的總統必須盡其所有為其子民努力。畢竟他要保護的是

台灣人民的利益，而不是別的國家領袖的個人喜好。 

  因此「台灣入聯」作為運動本身，應放在最基本的人類價值之上思考，而不是去爭

論要如何得到哪些國家的支持。換句話說，「台灣入聯」作為運動，可以也應該凸顯台

灣被聯合國「政治隔離」的不公平處境，是聯合國的不義作為侵害台灣人民的基本人

權。 

  從這個角度來看，「台灣入聯」運動的本質就是個人權運動，不是政治運動。是對

聯合國對台灣人民政治隔離的抗議，不是拜託聯合國會員國支持台灣「有意義參與」的

施捨與憐憫。只要聯合國持續沒有台灣的平等參與，就一再凸顯聯合國的不公義。台灣

入聯是我們的權利，不是聯合國對台灣的獎賞。 

以台灣名義新會員加入聯合國才是正道 

  馬政府宣稱要「活路外交」，但實際結果卻是中國什麼都無須答應，但台灣卻在主

權、安全與外交空間等議題上步步退讓，付出沈重代價，甚至既有的邦交國都開始有異

見。「活路外交」帶來的是不是「叩頭外交」，答案已經揭曉。 

  台灣要以獨立方式自主入聯，是台灣社會的主流共識。2007年民進黨政府提出以台

灣名義加入聯合國成為新會員，不僅造成國際重新重視台灣議題，更導致聯合國秘書處

收回之前對2758決議案的錯誤解釋，也促使美日等國重新審視台灣地位的法律問題，以

及其「一中政策」的內容。雖然過程出現許多爭議，同時也相當程度複雜化了台美關

係，但這些畢竟可以透過操作面的處理而改善，但台灣國際地位的根本問題獲得再度重

視，卻對台灣的永續發展有重要助益。這也意味未來台灣如要能入聯，只有以台灣名

義，以新會員方式加入才是法律上可能的，也才是走大門，行大路的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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