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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關係法與台灣 
 

●陳隆志／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馬英九總統最近接受CNN有線新聞網專訪時表示「永遠不會要求美國為台灣而戰」

（We will never ask the Americans to fight for Taiwan），引起關心台灣國家安全的團體與

人士的反彈。他們抗議馬英九說出這款違背台灣民意、傷害台灣人民、傷害台灣國家利

益的話，已經失去作為一個台灣國家領導人的立場。 

  美國政府在「台灣關係法」展現對維護台灣國家安全的立場與態度。「台灣關係

法」宣示維護西太平洋地區的和平及安定，符合美國的政治、安全及經濟利益，是國際

社會關切的問題；任何意圖以非和平方式，包括使用經濟制裁或禁運手段，決定台灣的

未來，被視為對西太平洋地區和平與安定的威脅，為美國所嚴重關切。 

  絕大多數的台灣人民瞭解美國是維護台海安全的安定力量，並且肯定三十一年來，

美國依「台灣關係法」提供防禦性武器給台灣，以及協防的承諾，對確保台灣的安全，

促進台灣經濟的成長，帶動台灣政治的民主化、本土化，演進為一個主權獨立國家有真

大的貢獻。 

  在全球化的國際社會中，世界各國互相依賴共同承擔風險，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孤立

自足；透過集體安全互相防衛與援助，才是真正的選擇。台灣是一個民主自由、愛好和

平的國家，時時刻刻受到中國一千多顆飛彈的武力威脅。2008年5月之後，台灣選出一位

自願當中國細漢仔的總統，為了屈從中國落實「終極統一」的目標，他不惜違背競選承

諾，不顧台灣人民的死活，甚至用欺騙的手段，要將台灣鎖入中國。 

  「自助、人助、天助」。面對內外嚴峻的挑戰，台灣人要展現捍衛自己國家安全的

決心與意志；但是，我們也需要朋友的幫忙相挺。美國是台灣最重要的朋友，台灣人民

珍惜美國的友誼，也感謝美國對台灣安全的援助與承諾。 

  日後，我會就「台灣關係法」的立法背景、宗旨、內容、對台灣的貢獻與影響，加

以分析說明。 

  （本文播出日期2010年7月8日民視「台灣廣場」節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