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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隆志／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世界衛生組織（WHO）陳馮富珍秘書長致函邀請「中華台北」（Chinese Taipei）以

觀察員的身分，參加 5 月 18 日在日內瓦召開的第六十二屆世界衛生大會（WHA）。馬

政府非常得意向台灣人民宣佈被邀出席今年 WHA 的消息，強調這是「外交休兵」、

「活路外交」的重要成果，肯定中國對台灣的善意回應，表現了「胡六點」的精神。 

  實際上，過去十二年因為敵國中國的反對，台灣無法參加 WHO。中國會改變態度允

許馬政府派代表出席 WHA，對台灣有甚麼要求？台灣又必須付出甚麼代價？馬政府至今

沒有對台灣人民說明清楚。 

  台灣與中國交涉任何代誌，不能只看表面，而忽略實質。這種自我矮化，接受「一

個中國」原則，作為中國允許台灣出席 WHA 旁聽的交換條件，是閹割台灣主權的作

法。在此我們向馬政府提出嚴正的抗議，並提出下列幾點觀察及建議： 

  第一、「胡六點」的精神代表「一個中國」的架構：2008 年 12 月公布的「胡六

點」，強調恪守「一個中國」、「台灣參與國際組織活動問題，在不造成兩個中國、一

中一台的前提下，可通過兩岸務實協商，做出合情合理的安排」。馬政府沒有嚴正反駁

「胡六點」的精神，卻接受以「中華台北」的名稱、觀察員的身分出席 WHA，等於是跳

入中國所設的陷阱，承認「一個中國」原則，默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第二、接受中國對台灣所施的小惠，傷害台灣國家利益：2005 年中國與 WHO 秘書

處秘密簽訂瞭解備忘錄（MOU），台灣參加 WHA 必須得到中國的同意，參加的地位列

在中國之下。中國向 WHO 秘書處推薦台灣出席 WHA，是這次台灣可以出席 WHA 的主

要原因。WHO 與中國簽訂的瞭解備忘錄是秘密外交的秘密協定，台灣不是中國的附庸，

台灣與WHO進行任何的互動，不應該受到中國的干涉操縱。 

  第三、台灣參加 WHO 有健康人權的一面，也有牽涉台灣國格的政治面：國家主權

不能成為參加 WHO 的犧牲品，這次馬政府以中華台北不倫不類的名稱，得到中國施捨

一個觀察員的身分出席今年的 WHA。這種由中國片面決定台灣參加的模式，以自我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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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放棄台灣獨立主權國家的國格作為交換條件，大大傷害台灣的國家利益。假使放任

這種事情繼續下去，由中國實質掌握台灣參加任何國際組織的決定權，中國宛如台灣的

宗主國，將嚴重危及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的事實。 

  第四、不透明的決策風格，使台灣人民憂心：這次沒有中國向 WHO 秘書處的推

薦，台灣根本無法出席 WHA。一個多元的社會應有政策討論的空間，人民有知的權利，

這次出席 WHA 已經超越衛生健康的範疇，甚至涉及到國家主權等高度敏感的問題。馬

政府不可掩飾與中國談判的內容，包括所付出的代價；政策過程必須透明化。 

  第五、以台灣之名加入 WHO，才是正確的選擇：假使我們在國際上不認為自己是一

個國家，不願意爭取主權國家應有的權利，那麼台灣在國際上將停留在「非國家」的地

位。台灣爭取加入 WHO 或聯合國，最正確的作法就是以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的明

確立場，申請加入為正式會員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