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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合國於9月15日召開第六十四屆大會，作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台灣當然有權

利，也應該加入聯合國為會員國，這是台灣絕大多數人民的共同願望與要求。  

  2007年，當我們大家努力推動台灣入聯的公投時，中國國民黨舉辦反入聯公投遊

行，當時的馬英九以總統候選人的身分發表聲明指出「我們參加今天遊行，不為別的，

是為了傳達我們全民的心聲—要為我們國家爭取在國際社會的平等地位……。」馬英九

的政治承諾言猶在耳，沒想到當選總統之後，爭取台灣在國際社會的平等地位的政見，

竟是騙人的空頭支票。  

  2008年，馬氏政府為了營造與中國外交和解的氣氛，在台灣爭取加入聯合國的作法

上自我退縮，採取「有意義參與聯合國專門機構」的口號取代「入聯為會員國」的策

略。2009年，更出現重大突變，馬氏政府乾脆放棄自1993年以來由友邦聯合提案爭取參

加聯合國的模式，改向中國叩頭求和，尋求中國讓台灣以次於獨立國家的身分參與聯合

國外圍的專門機構而已。 

  馬氏將台灣的外交寄託在中國意旨上，一再模糊台灣的國家主權，使生氣蓬勃的台

灣入聯運動成為外交休兵的祭品，違背絕大多數台灣人民要加入聯合國為會員國的主流

要求與願望，更大大傷害台灣的國格與尊嚴。  

  由國際法的觀點來看，自1895年以來，台灣就不是中國的一部分。台灣歷經持續演

進的過程已成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假使政府不以台灣的名義根據聯合國憲章第四條

的規定，向聯合國提出申請加入為新會員國，透過具體的行動向世界表明，說服各國，

尋求國際社會支持台灣入聯的訴求，就無法凸顯台灣是一個愛好和平的國家、台灣人民

要加入聯合國的心聲，以及台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兩個互不隸屬國家的事實。恰恰相

反，馬氏政府模糊台灣主權、排除使用台灣名號、放棄在聯大提案爭取參加聯合國等作

法，容易使支持台灣的友邦產生混淆，誤導國際社會以為中國擁有台灣的主權，進一步

將台灣推入被中國統治的黑洞。  

  台灣的聯合國路雖然辛苦漫長，但是絕對不是「不可能的任務」。向正確的大目

標，團結前進，持之以恆，我們共同的美夢有一天一定成真。  

  （本文原刊載《自由時報》自由廣場，2009年9月17日，第A15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