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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中之國家主權—兼論馬政府

放棄推動台灣入聯 
 

●吳志中／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壹壹壹壹、、、、前言前言前言前言：：：：聯合國體系之重要角色扮演聯合國體系之重要角色扮演聯合國體系之重要角色扮演聯合國體系之重要角色扮演    

  自從馬英九於2008年當選中華民國總統以來，一直遭到反對黨嚴厲的批評，認為他

沒有能力捍衛國家主權。更有許多人認為馬英九所採取的治國政策極度傾向以武力威脅

台灣的中國，結果使得台灣的主權與國家永續發展的利益不斷遭受到損害。這樣的質

疑，其實不是沒有道理。在現代國際社會之體系裡，一個國家之主權是攸關人民生活福

祉與安全之重要概念。所謂主權國家的概念，就是沒有任何形式之權力是高於國家之獨

立自主。主權國家概念的確立，加上隨後發展之民主自由政治體系，讓國家的權力屬於

人民，並且也使得國家所建立之機構與行為都必須以人民為主，政府所制定的政策也必

須要為人民服務。 

  在過去，許多國家被強權所殖民，不具有主權國家的地位，人民辛苦工作的所得都

被殖民政府所剝奪，其生命與財產安全都無法獲得全面之保障。各國因此紛紛追求獨

立，期待做自己國家的主人，尋求自己國家社會之未來，國家之數目因此快速成長。 

  因此，現代主權國家也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國際聯盟時代的四十四國，增加到第二次

世界大戰結束後創立聯合國的五十一個國家。1979年國民黨的中國政府在聯合國被取

代，蔣介石政權代表被公開驅逐的時候，聯合國已經有一百五十二個主權會員國，到了

1989年天安門事件之時，則有一百五十九個會員國。現在，聯合國之正式會員的數目，

已經達到一百九十二個。瑞士本來堅持維持其中立國的國家政策，不願意加入聯合國。

然而，該國也在最後決定於2002年加入這個位在紐約與日內瓦的世界上最重要之國際組

織。自從蒙特內哥羅於2006年加入聯合國之後，大概全球所有主權國家都已經是該組織

的正式會員。沒有加入聯合國，但是普遍為國際社會所承認，也有自主的外交權之國家

只有太平洋地區的庫克群島、尼烏，以及歐洲的梵諦岡。然而，人口只有兩萬人，面積

七十六平方公里的庫克群島（於1997年與中國建交），以及人口只有一千五百人，面積

二百六十平方公里的尼烏（中國於2007年12月與其建交）卻都是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的

正式會員。此外，梵諦岡與巴勒斯坦則都是聯合國之常駐觀察員，只有台灣與科索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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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強烈的政治因素而無法參與聯合國。 

  不過，於2008年宣布獨立的科索沃，雖然加入聯合國遭受到阻礙，但是目前也有七

十個國家承認（包含美國、日本、德國、法國、英國、澳洲、加拿大等世界主要強權。

俄國、中國、伊朗、越南等則表示拒絕承認科索沃之獨立）。事實上，只有台灣是真正

的「國際孤兒」，因為台灣的中華民國官方政府堅持代表「中國」，國家名稱也被意識

形態化，再加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激烈反對，因此，中華民國台灣只有二十三個邦交

國。 

  現代國際關係體系經過多年的發展，透過戰爭解決問題已經被視為非法，這也是為

什麼世界各國均同意，必須透過一個全世界均能參與的平台來進行合作。這個國際社會

所共同承認之平台就是聯合國體系，而全世界所有國家，除了台灣之外，也都共同參與

這個平台的運作。 

貳貳貳貳、、、、台台台台灣與聯合國之恩怨情仇灣與聯合國之恩怨情仇灣與聯合國之恩怨情仇灣與聯合國之恩怨情仇    

  聯合國是根據舊金山條約，創立於1945年，其前身則為國際聯盟。第二次世界大戰

之時，美國擊敗日本，並且在美國海軍的運送之下，派遣蔣介石的軍隊前來佔領當時屬

於日本領土的台灣。隨後，雖然美國政府從未正式宣布結束對台灣之佔領，但是由於中

國發生內戰，因此，台灣自動成為被中國共產黨擊敗之中華民國國民黨政府之新根據

地。台灣也成為蔣介石幻想軍事反攻大陸，最重要的「復興基地」。而且，由於國際局

勢的轉變，世界進入冷戰，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五個常任理事國的中國席次隨即在美國的

支持之下由台北的政府所代表，以協助華盛頓所代表的資本主義世界對抗蘇聯所領導的

共產主義世界。在當時，台灣竟然能夠代表整個中國，成為聯合國最重要的五大強權之

一，很明顯的，台灣只是聯合國與世界強權遊戲的棋子而已。蘇聯甚至為了抗議台北政

府的代表權，而拒絕出席安理會，讓聯合國得以出兵介入韓戰。只是，這樣由台北代表

整個中國的情形必然無法持續。二十二年後，雖然美國、日本等二十二國想要力保中華

民國留在聯合國的會員資格，然而由於蔣介石「漢賊不兩立」之外交政策，堅持寧為玉

碎不為瓦全之零和遊戲，終於在1971年的2758號決議案裡，被聯合國驅逐。台北政府的

官方代表被踢出國際社會，台灣人民的權益完全被強權的利益所犧牲。隨後幾年，日

本、美國等世界強權紛紛與中華民國政府斷交，不再承認退居台北的前中國南京政府，

中華民國外交部的氣勢也一落千丈，從未夢想過重返聯合國。 

  二十年以後，當時的反對黨領袖之一呂秀蓮認為台灣也是國際社會之一份子，更應

該在聯合國有一席之地，因此於1991年率先在台灣發起加入聯合國運動。由於其訴求正

當，也完全符合我國之國家利益，外交士氣低落的國民黨政府只好於1993年開始以國家

之力量重新規劃以「中華民國之名義重返聯合國」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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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49年建國的北京共產政府，是中國合法的政府代表，目前是擁有十四億人口的

強權，是世界領土大小排名第三的世界性大國（比美國之領土還廣闊），都花了二十二

年才得以進入聯合國。而於2008年當選台灣總統的馬英九，卻天真的認為，只要臣服於

中國，就可以藉由中國政府的幫助，重返國際社會，因此輕率的於2009年放棄我國人民

努力了十八年之入聯政策。由於馬英九所代表之台北政府放棄成為正常國家之嘗試，世

界各國之媒體，以及聯合國之大會又再度開始遺忘居住在台灣之二千三百萬人民之基本

權益，台灣國家主權也再度遭受到重大的傷害。 

參參參參、、、、民進黨與國民黨本民進黨與國民黨本民進黨與國民黨本民進黨與國民黨本來應該具有的共識來應該具有的共識來應該具有的共識來應該具有的共識：：：：國家主權與加入聯合國國家主權與加入聯合國國家主權與加入聯合國國家主權與加入聯合國    

  如果住在台灣的居民可以冷靜下來討論國家之未來，瞭解到必須找到方法，以面對

崛起中，但是又對台灣極度不友善之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維護國家永續發展當務之急，

其實，國家社會裡基本之共識應該存在的。我們不否認台灣的內部是存在許多不同之意

見：有一部分的人認為中華民國之國號絕對不可更改，另外有一部分人則認為國家的名

稱必須與中國作清楚的切割，最後有一部分的人認為只要國家能夠生存下去就好。然

而，最大的共識，就是九成以上的人認為，台灣不應該與中國在一起。也就是說，絕大

部分住在台灣的居民同意，台灣必須維持一個與中國不同之政治制度，發展與中國不同

之未來，這也是屬於台灣人民的主權主張。 

  在蔣介石與蔣經國之時代，雖然其對中國之主張不務實，然而，卻堅持中華民國與

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差異是存在的，而且任何企圖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良好關係的人，

都被視為叛國，並且受到嚴厲之制裁。李登輝總統主政時期，是台灣之經濟國家力量在

世界上，相對而言，最強大的時代。李登輝總統因此企圖在不改變代表中國之政治立場

之下，企圖以經濟及民主發展之力量突破中國的壓迫。然而，這樣的戰略也有其極限。

承認台灣之國家增加到二十九國，然而，有實力的國家如同南韓、沙烏地阿拉伯、南非

等國仍然不放棄台灣而去。所謂「務實外交」，其實也有其極限。陳水扁時代的民進黨

雖然掌握行政權，卻沒有國會之多數，因此無法持續以經濟實力維護邦交之政策。所

以，民進黨企圖透過民主之深化，人權立國之主張，獲得國際之同情。不過，由於未能

精確的掌握國際局勢之轉變，民主人權外交之政策也受到極為嚴厲之考驗，邦交國之數

目反而減少。 

  無論如何，也不管其不同之政治主張與信仰，台灣歷任總統都是以捍衛國家主權為

己任，企圖為存在於台灣之國家找出可行之出路。也因此，在過去傳統國民黨政府，與

2000年之後之民進黨政府之教育與統治之下，住在台灣的居民是具有國家意識。不過，

台灣的人民確實有分裂之國家認同，也對國家未來之發展有不同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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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肆肆肆、、、、放棄國家主權主張之馬英九政府放棄國家主權主張之馬英九政府放棄國家主權主張之馬英九政府放棄國家主權主張之馬英九政府    

  不同於前幾任總統，馬英九於2008年當選之後，便積極採取親中國之政策，將國家

之外交總戰略定調為兩岸之關係優於台灣與國際社會之連結。馬英九認為，中華民國要

走向國際社會，必定是要從屈服於中國之外交政策開始。因此，馬英九政府採取極高的

政治規格，歡迎中國特使陳雲林來台，降下所有象徵中華民國主權之國旗與象徵，以國

家警察之力量暴力鎮壓所有表示不滿之示威與遊行。連中國所送之熊貓，所經之處也都

降下青天白日滿地紅之國旗以向中國示好。 

  在聯合國體系裡，台北之馬英九政府不僅僅於2009年開始，不再推動加入聯合國之

政策，更接受以「中國台北」之北京政府殖民地之名稱成為世界衛生組織大會之「臨

時」觀察員。所謂臨時觀察員之位階，是指台北政府以「中國台北」之殖民地名稱進入

世界衛生組織大會，是在中國籍秘書長陳馮富珍的邀請之下成行，而非大會之決議案。

因此，只要北京政府不滿意台北政府之表現，隨時可以拒絕再度發給台北政府之邀請

函，剝奪台北參與世衛大會之參與。因為，台北政府每一年5月參與世界衛生組織大會的

權利並非具有大會之決議作為法律之根據。 

  同時，馬英九雖然曾經宣示要以總統之權力捍衛中華民國之主權，但是卻在2009年4

月30日舉辦記者會提到，我們必須對國際社會有「誠信」，認為台灣的政府不能在世界

衛生組織尋求國際地位上的「突破」，也不應該堅持某些「意識形態」。因為，如果台

灣尋求這些國際地位上的承認，國際社會會將台灣當作是馬英九所言的『Minus負面』因

素。在隨後，葉金川也說：「大家珍惜這樣的機會，一定要behave，守規矩，讓大家看

得起我們」，更強調「宣示主權，台灣就是個爛國家」。 

  總統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捍衛國家主權，保護人民的利益。如今中華民國政府的總統

與部長都認為捍衛台灣主權是錯誤的事情，要在國際社會上不要找中國的麻煩，馬英九

與葉金川在這一次對台灣主權所造成的傷害已經非常明顯了。 

伍伍伍伍、、、、結論結論結論結論：：：：陷入危機中之台灣陷入危機中之台灣陷入危機中之台灣陷入危機中之台灣    

  如同本文在文章中的論述，聯合國體系已經成為二十一世紀國際社會最重要的舞

台，而且，除了台灣之外，所有國家都是這個國際舞台的一份子，不管是主角、配角、

導演或者是製片……等等。台灣為了自己國家、社會與人民的前途與永續發展，一定要

參加聯合國體系的運作平台。馬英九身為總統的義務，就是要確保台灣的國家主權，捍

衛台灣的國家利益。如今，馬英九卻以總統之身分，帶頭放棄讓台灣國家正常化之政

策。 

  就中國北京中央政府的戰略觀點而言，中華人民共和國統一台灣是終極沒有改變的

目標。中國總理溫家寶在2010年3月的中國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開幕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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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提出政府工作報告時指出，中國與台灣兩岸簽署「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有其

重要性與必要性，並且也強調堅持中國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祖國完全統一的大

業」必定能完全實現。 

  自從馬英九就任總統以來，在經濟政策上與中國簽署「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

議」；在外交上放棄台灣加入聯合國之政策；在內政上透過教育、觀光政策之開放開始

讓大量之中國人進入台灣；在國際危機的處理方面，於2010年爆發的北韓擊沈南韓軍艦

天安艦以及中國與日本在釣魚台的衝突事件裡，馬英九政府在初期都採取與北京非常一

致的外交立場；在國家主權的象徵上放棄國旗、歡喜接受殖民地中屬台北之稱呼。這些

政策，都讓台灣更加進入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勢力影響範圍內。就國際社會對兩岸關係的

發展觀察而言，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其國家總目標之逐漸達成，可謂大獲全勝。馬英九政

府在國際社會所欲傳遞的訊息已經極為清楚：台灣的人民所選出的總統馬英九政府同

意，中華民國或者台灣之主權不再存在，全世界只有一個中國，北京是唯一合法政權，

台灣屬於中國！這樣嚴重的國家危機，生於斯，長於斯的台灣人民是應該要擔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