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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體制、功能與發

展》簡介 
 

●陳隆志／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1971年聯合國大會對「中國代表權」的問題做出第2758號決議案，聯合國「決定恢

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利，承認它的政府的代表為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唯一合法代

表，並立即把蔣介石的代表從它在聯合國組織及其所屬一切機構中非法佔據的席位上驅

逐出去。」中華民國政府被逼「退出」聯合國，雖然解決了聯合國的「中國代表權」問

題，但是台灣人民的代表權並沒有獲得解決。加上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張「台灣是中國的

一部分」並「代表台灣人民」，在國際上排斥孤立台灣，致使台灣一直未能參與或加入

聯合國。 

  也因此國內長期以來對於聯合國及其活動鮮少加以重視。1990年代因國人要求參與

甚至加入聯合國的呼籲漸增，學術界對聯合國及其周邊組織的研究也略為增加，但仍欠

缺整體的研究。對聯合國的體制、功能與發展，國內也缺乏可供參考的中文著作。有鑒

於此，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及台灣聯合國研究中心在外交部的部分經費補助下，邀集

國內有關聯合國研究的專家學者就不同的相關領域撰寫論文，並透過審查機制，完成了

《聯合國：體制、功能與發展》一書。 

  希望透過這些專論的彙編，可以提供政府、學術界、非政府組織及對聯合國相關事

務有興趣民眾一本包含聯合國各重要領域研究的專著做為參考。台灣聯合國研究中心為

了進一步讓國人了解聯合國周邊組織本身及其所推動事務的重要性，已規劃「台灣聯合

國研究書庫」，本書為第一冊，並將陸續出版相關的著作。 

  為了尊重參與論文寫作之專家學者在不同領域之研究的專精，以及維護論文所要表

達及論述之原意，因此在本書的編輯方面，幾乎維持了作者論文修訂後的完整性。本書

的作者群與內容如下： 

1. 前言／陳隆志（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董事長）、陳文賢（政治大學台灣史

研究所教授） 

2. 聯合國的成立、功能及對於世界秩序的貢獻／林碧炤（政治大學副校長） 

3. 聯合國的主要機關及其決策程序／李明峻（台灣國際法學會副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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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聯合國與國際法之制訂和發展／姜皇池（台灣大學法律系副教授） 

5. 聯合國與國際和平及安全的維持／羅致政（東吳大學政治系系主任） 

6. 聯合國與人民自決權／黃居正（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副教授） 

7. 聯合國與永續發展：經濟議題／黃宗煌（開南大學運輸觀光學院院長） 

8. 聯合國與永續發展：社會議題／王俊秀（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教授） 

9. 聯合國與永續發展：環境保育議題／葉俊榮（台灣大學法律系教授） 

10. 聯合國與全球教育文化發展／周志宏（台北教育大學文教法律研究所所長） 

11. 聯合國與人權保護／廖福特（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12. 聯合國與婦女地位的提升／林芳玫（台灣師範大學台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

所教授） 

13. 聯合國、全球公民社會與企業社會責任／顧忠華（政治大學社會系教授） 

14. 非政府組織與聯合國－兼論我國參與之道／陳麗瑛（中華經濟研究院政策顧

問） 

15. 聯合國的改革／林文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教授） 

16. 台灣與聯合國／陳隆志（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此外，為了讀者閱讀及查閱上的方便，本書以附錄的方式對聯合國及其相關組織、

聯合國條約及宣言等做了中英文名稱的表列。另外，也附錄了聯合國憲章及聯合國千禧

年宣言的中文版本、聯合國組織架構圖以及各會員國加入聯合國之年代供讀者參考。 

  本書的順利出版，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及台灣聯合國研究中心首先要感謝主編及

所有參與論文寫作的專家學者，他們不計較微薄的稿酬，欣然應允貢獻研究論文，使出

版本書的計劃能夠很快的定案及進行。其次也要感謝外交部補助部分經費。基金會蘇芳

誼副執行長的助編，黃英玟秘書的出版庶務執行，陳雪琴小姐的編排，及參與校對工作

之上述三位基金會同仁與「六七年級大聯盟」—許珍瑋、邱子雅、張詩穎、林祐竹、施

冠宇、陳以禮、黃淑惠、黃介忠、林秀珊、張琬如，以及黃琬珺、蔡仲彥、李靜怡、洪

慧芳等青年志工們，都是本書能順利與大家見面的重要因素，謹此致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