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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與聯合國專門機構 
 

●陳隆志／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自從1971年聯合國大會通過第2758號決議之後，中華民國在聯合國體系下相關國際

組織的會員國籍先後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所取代，台灣被拖累成為國際孤兒，到現在還是

被排除在聯合國大門之外。 

  台灣加入聯合國及其體系下所有國際組織為會員國是台灣人民共同的願望。2007年

10月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台灣聯合國研究中心成立以來，深深感受到建立「台灣聯合

國研究書庫」向國人介紹聯合國及其體系相關著作的重要性與迫切性。2008年我們邀請

學者專家，分別從不同的層面，介紹聯合國體系與世界衛生組織的運作、功能與發展，

同時完成《聯合國：體制、功能與發展》、《世界衛生組織：體制、功能與發展》兩本

聯合國研究專書的出版。2009年台灣聯合國研究中心再接再厲，以聯合國十五個專門機

構作為研究的主軸，並出版《聯合國專門機構：體制、功能與發展》。 

  聯合國成立最重要的宗旨除了維持最基本的世界秩序，保持國際和平與安全，也要

建立最適當的世界秩序，促進世界各國在經濟、社會、文化、人權與人道方面的合作與

發展。聯合國十五個專門機構與聯合國具有相輔相成的關係，在全球化的發展潮流下，

不管是政治、經濟、科學、教育、文化等種種國際交流活動，或多或少都要透過聯合國

與專門機構的平台來進行，由於專門機構各有其特殊的功能與任務，其所處理的事務更

是與人類的生活水準與品質息息相關。 

  基本上，這十五個專門機構按照不同的功能類別，可以分為四類，在財經金融方面

有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集團；在文化、教育、衛生與旅遊方面有聯合國教科文組

織、世界衛生組織、聯合國世界旅遊組織；在促進農業與工業發展方面，國際農業發展

基金、糧食及農業組織、國際勞工組織、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在電信、資訊與通訊方

面的組織：國際民航組織、國際海事組織、國際電信聯盟、萬國郵政聯盟與世界氣象組

織。台灣因為不是聯合國的會員國，也不是專門機構的會員，無法度參與十五個專門機

構的運作，在各領域的發展處處受限。《聯合國專門機構：體制、功能與發展》透過學

者專家提綱挈領，針對十五個專門機構的體制、功能與發展進行論述，由以下重要案例

的提出，凸顯為什麼台灣要加入聯合國的理由，以及台灣被排除在聯合國的大門之外，

對台灣國家的利益與台灣人民的福祉造成傷害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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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勞工利益方面，國際勞工組織具有政府、勞、資三方的特殊結構，台灣勞資方的

代表以觀察員資格出席國際勞工組織大會，但是台灣不是會員國，無法度發言，也無法

度參加國際重要勞工政策的表決。 

  在飛航安全方面，台灣不是國際民航組織的會員國，只能以權宜的措施與其他國家

相互取得飛航的利益，但無法彌補台灣不能透過參與國際民航組織之運作或利用《芝加

哥公約》所賦予的規避權，作為航權與外交談判的籌碼。 

  在電信通訊與網路方面，台灣被排除在國際電信聯盟之外，台灣國際電話國碼886僅

是保留給台灣使用，並未正式登錄。此外，我國向國際電信聯盟提出電話號碼與網路協

議（IP）位址對照（ENUM）的國碼註冊，由於台灣886國碼並沒有正式登記，以致於提

出ENUM國碼的申請案，被國際電信聯盟拒絕。 

  在對外郵政方面，因為台灣不是萬國郵盟的會員，雖然採取權宜的措施維持對外郵

路的暢通，但是國際上普遍使用的「國際回郵信封券」無法度在台灣使用，而台灣也無

法度在萬國郵盟的體系下，直接進行國際郵運的作業。  

  在氣象預報方面，因為台灣不是世界氣象組織的會員國，失去與全球通訊系統接收

氣象資料的途徑，為了維繫氣象預報作業的進行，每年必須花費不少經費間接取得重要

的氣象資料。由於是間接取得的氣象資料，時效性本來就不足，無法在第一時間納入氣

象預報系統，加上可運用的氣象資料又少，對氣象預報作業造成困擾。 

  聯合國各專門機構所負責的領域與當今國際社會所有國家與人民生活各領域息息相

關，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希望本書的出版，可以提供政府、學術界、國內非政府組織及

對聯合國事務有興趣的民眾一本有關聯合國專門機構的參考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