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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與國際組織」新書發表會 

（台中場）紀要 

 
●陳雪琴／記錄整理 

 
 
 

主持人：廖宜恩（中興大學資訊科學與工程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記得1981年個人到美國留學時，因為接觸陳隆志教授的《台灣的獨立與建國》以及

許世楷大使等前輩的著作，無論是思想與理論上都受到很大的啟發，致使我日後走上追

求台灣獨立與建國的道路。個人清楚瞭解到作為一個有尊嚴的台灣人，唯有達成獨立建

國的目標，才能真正受到國際社會的重視。 

  台灣人民經過長期的努力，才促成今日社會民主化、自由化的發展。長久以來，陳

隆志教授與許世楷大使等人努力推動台灣加入國際組織的啟發，使我們瞭解到台灣人要

建立一個國家，首要之務就是加入聯合國及相關國際組織。所以，我積極參與推動台灣

加入聯合國運動，但是我也發現台灣加入聯合國的運動面臨一個發展的困境—— 無論是

台灣本土社團或民進黨等關心台灣何去何從的組織或個人，對於台灣要以甚麼方式加入

聯合國？以及我們所提出的訴求是甚麼？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看法，甚至沒有真正瞭解根

本的問題所在。譬如：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只是根據憲法現在的國號是「中華

民國」，如果我們沒有辦法清楚定義自己的國家？國號是什麼？甚至還在爭論中華民國

的國土是秋海棠還是老母雞？試問如果我們自稱是一個國家，卻無法定義自己的身分，

以及我們國家的領土有多大？我們國家的國民有多少人？該如何向國際社會主張台灣是

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以及憑什麼資格進入聯合國？ 

  今日，很高興看到陳隆豐博士發表《台灣與國際組織》這本新書，以台灣的角度與

立場，提出台灣要以一個主權獨立國家的身分，加入國際組織的迫切性與必要性，他對

台灣的用心與付出與他的兄長陳隆志教授一樣令人非常感動。台灣人應該對陳隆豐博士

今天所講的內容以及其所寫的書多加認識。此外，今日很榮幸邀請到陳隆志教授、許世

楷大使作為新書發表會的貴賓，相信大家聽過作者與兩位貴賓的真知灼見，無論在精神

上與心靈上可以得到很大的啟示，更重要的是，希望讓更多的台灣人民瞭解，台灣要如

何加入聯合國？台灣要如何作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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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賓致詞：許世楷（前駐日代表） 

  陳隆豐博士不僅是位傑出的律師、銀行的董事長，也是民進黨美東黨部的主委。在

百忙之中他能寫出《台灣與國際組織》這本鉅著，實在難能可貴，本人在此深表敬意。 

  我們要如何來看台灣的前途？在此簡略分為兩種主張：（一）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在此基礎上，台灣不需要與任何國際組織建立直接的關係，這就是「ECFA」、「一國兩

區」所要達成的目標；這種主張是希望將台灣關在一起，只要台灣與中國融合在一起，

台灣失去與外界接觸的機會或管道，只好任憑中國予取予求、為所欲為；（二）台灣、中

國，一邊一國：台灣和中國互不隸屬，雙方並行於國際社會追求生存發展，這也是大多數

台灣人所希望的結果。陳隆志教授日前所出版的《台灣在世界永續發展》一書中強調，台

灣要在世界性大舞台上生存發展，不是要和中國綁在一起，淪為中國的附庸必死無疑。 

  今日，陳隆豐博士所發表的《台灣與國際組織》，特別針對台灣如何生存於國際社

會？以及如何與其他國家互動相處？進行探討。在此舉出一個實例來說明：最近美國的

國防部長潘內達（Leon Panetta）在新加坡舉行的「香格里拉對話」上，闡述美國重返亞

太地區的外交政策。由於近來亞太周遭的國家都因為中國國力的崛起而倍感威脅，從國

家利益著想，台灣應該與東南亞各國聯合起來而不是單獨與中國對抗。這讓我想到中國

歷史春秋戰國時期的「合縱連橫」策略，台灣不但要結合美國與東南亞國家的力量，甚

至是與東協或是歐盟等國際組織聯合起來，共同抵禦中國的威脅。由此可見，台灣與國

際組織建立良好的雙邊關係，牽涉到台灣的安全與發展，非常重要。 

  廖教授剛剛有提到，台灣是不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陳隆豐博士在《台灣與國際

組織》書中認定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不過陳隆豐博士還主張台灣國家要繼續走

向正常化發展。基本上，台灣有固定的人民、固定的領土、有效管轄台灣的政府以及對

外交往的權能，從這些客觀的因素來看，台灣是一個國家。但問題是－－  有一個虛構的

「中華民國」，這部分個人的觀點與陳隆豐博士的主張有些許不同。「中華民國」於1949

年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消滅後，被中國國民黨流亡政權拿來台灣使用，現在台灣被「中華

民國」給羈絆住，使台灣無法成為一個真正的主權獨立的國家。因此，個人最後的結論

與陳隆豐博士的主張類似，也認為台灣需要推動國家正常化才能成為主權獨立的國家。 

  台灣具備成為一個國家的客觀條件，從李前總統時期所提出的「特殊國與國的關

係」，到陳前總統又進一步提出「台灣、中國，一邊一國」。儘管如此，個人始終認為不

拿掉「中華民國」的招牌，台灣如何成為主權獨立的國家？只要「中華民國」的招牌還

存在，台灣主權的意志表達就不清楚，還會造成世界各國對「中華民國」、「中華民國在

台灣」等名稱的混淆不清，甚至是認為中華民國或台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同一國，這

是現在台灣人本身也混淆不清自己的國家是台灣或中華民國。由此可見，台灣受到「中

華民國」的羈絆，造成至今無法真正獨立、無法正常化。讓人感到憂慮的是2008年馬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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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上台之後，不僅台灣的主權逐漸喪失，最近馬政府又提出「一國兩區」的說法，就是

要阻絕台灣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 

  此外，《台灣與國際組織》亦提到陳水扁政府積極推動台灣加入聯合國的成果。2007

年7月陳水扁前總統對聯合國提出「以台灣之名義申請加入聯合國為會員國」的作法，這

是台灣政府第一次向聯合國與國際社會明確表態，要以「台灣」國家的名稱向聯合國提

出入會申請。如果我們能繼續不斷地嘗試申請，不僅可以凝聚台灣人民的意志與力量，

也讓世界各國清楚瞭解台灣要加入聯合國的決心。中國推動加入聯合國歷經二十二年的

努力才成功的經驗告訴我們，只要努力有朝一日台灣必能達到目標。 

  此外，《台灣與國際組織》也探討2008年3月的「入聯公投」失敗的原因，因為中國

國民黨也提出「返聯公投」的議題，主張中華民國要重返聯合國，很明顯這是要來混淆

視聽，採取一切手段意圖阻撓公投的順利進行，導致最後入聯公投的提案無法通過。其

實，公投入聯的目的不單單只是拚政治，還包括其他攸關人民福祉的事項，支持台灣加

入聯合國的比率很高，只是因為公投案的門檻很高，才導致入聯公投的挫敗。 

  台灣爭取加入聯合國的方式有很多種，我支持透過公投決定國家大事，但是不見得

要用公投方式來推動台灣加入聯合國。台灣加入聯合國，不是透過一次的申請就能夠達

成目標，這是要不斷地努力推動的長期任務。因此，改採另外一種方式，也就是將公民

投票的題目訂為「以台灣名義申請加入聯合國是總統的責任」，或許這個題目更符合推動

台灣加入聯合國運動的發展需要。 

  至於，為什麼我們強調台灣加入聯合國很重要？在客觀條件上，台灣雖然符合作為

一個國家的要件，但是無論是國際社會或是台灣內部都有所質疑。反觀，台灣一旦成為

聯合國的會員國，等於是得到國際承認，如果我們深入了解聯合國一百九十三個會員國

中，有些國家的條件甚至還不如台灣，只因為它加入了聯合國為會員國，就被國際承認

為一個國家。 

  最後，我要強調的是，每個人要有「人生觀」，決定要做甚麼樣的人？要怎麼做實踐

人生目標？還要具備使命感；作為一個人如果沒有「人生觀」失去了生命的意義，用

「醉生夢死」四個字來形容他的人生也不為過。同樣地，身為台灣的國民要培養「國家

觀」，這是目前台灣最欠缺的部分，究竟台灣人民希望台灣成為甚麼樣的國家？我們如何

期待這個國家能為台灣人民做些什麼？台灣人民究竟該如何貢獻心血、建設台灣成為一

個富強康樂的現代化進步國家？相信今天來參與這場新書發表會，可以得到更多的啟

發，日後也會產生更多的能量，加快腳步讓台灣進入聯合國，早日達成建設台灣成為一

個正常化國家的目標。 

引言人：陳隆志（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我認識作者陳隆豐博士已超過半個世紀以上，也許在台灣大家可能比較認識陳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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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但在紐約的陳隆豐博士積極投入慈善事業，包括：創設台灣會館、設立「台灣藝

廊」，提供給來自台灣文化藝術工作者發揮的舞台等，種種無私的奉獻，使得陳隆豐的名

號在法拉盛地區比誰都響亮。昨天我們在台北台大校友會館舉辦第一場《台灣與國際組

織》新書發表會，呂秀蓮副總統與高英茂次長也都蒞臨致詞，今日的自由報紙與電視台

等傳播媒體都有報導，相信日後陳隆豐博士在台灣的知名度一定會大大提升。 

  作者陳隆豐博士在《台灣與國際組織》的序言特別提到，在業務繁忙之中，能夠完

成《台灣與國際組織》實在不容易，要不是寫作過程中受到妻子的督促與鼓勵，並發揮

極大的決心、耐心與恆心，恐怕很難寫出這本七百四十頁的鉅作。 

  《台灣與國際組織》一書的中心思想，也是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所一貫強調的：

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但還不是一個正常化的國家，台灣如果要成為一個正常化的

國家，需要制定台灣憲法，國家正名憲法化，以台灣之名加入聯合國及其他國際組織。今

日的台灣長期處於國際孤立的狀態，台灣人民對國際上各類的國際組織欠缺瞭解，也少有

人獲得參加國際組織活動或是就業的經驗，剝奪優秀的台灣子弟在國際舞台發揮的機會與

空間。做為地球村的一份子，台灣不應該與國際社會脫軌，台灣人民要提升台灣人民的

國際視野，必須先對重要的國際組織有進一步的瞭解，然後再求加入參與和操作之道。 

  事實上，台灣參與各種不同領域國際組織的理由，不僅僅是拚政治，而是拚經濟、

社會、文化、生活等各種不同領域，包括：政治的參與、人權的保護、資訊教育、健康

衛生、專業才能的發揮、工作財富、家庭親友之情以及宗教自由與社會公義的追求等。

總而言之，這些不同國際組織的運作與發展，其實都與我們日常的生活與生存發展息息

相關。《台灣與國際組織》彙集五十八個與台灣有關係的國際組織，是一本提供國人增加

對國際組織認識的工具書，對台灣前途真正關心的人，一定要深入瞭解這本書的內容，

台灣人民增加對國際組織的認識，對於日後擴大國際交流與掌握國際發展脈動大有幫助。 

  台灣加入聯合國是一件大工事，雖然困難重重，但是陳前總統在八年任期間完成一

項偉大成就－－ 2007年7月代表台灣人民以台灣之名義向聯合國提出申請為會員國，這是

台灣歷史也是聯合國發展史上的第一次。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雖然違反聯合國的議事規

範處理台灣入會的申請，使得台灣入會的申請挫敗，但是台灣元首代表台灣人民明確向

國際社會宣示，台灣是一個有別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權獨立國家，台灣是一個愛好和

平的國家，台灣有意願與能力履行《聯合國憲章》的義務，加入聯合國為會員國，意義

非常重大。 

  此外，作者在書中開宗明義強調台灣人民主觀的「國家認定」與「國家認知」，是台

灣加入國際組織的開始與達成的關鍵。台灣在客觀上具有人民、領土、政府以及對外交

往的權能，符合成為一個國家要件，但是在國際上或台灣內部對台灣是否為一個國家一

直是困惑眾人的問題。個人提出的「國家進化論」強調台灣由被軍事佔領地進化為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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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這個國家的建構乃是經過台灣民主化、本土化的過程，最終進化為一個國家。因

此，台灣人民的主觀認定非常重要，不管其他國家如何看待台灣，是不是承認台灣為一

個國家，台灣問題的癥結所在，終究要回歸到台灣政府與人民是不是自我主觀認定台灣

就是一個國家。 

  陳隆豐博士主觀認定台灣當然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作為《台灣與國際組織》論述

的起點，既然是一個國家欲取得國際尊嚴、被國際社會所接受、被其他國家所認定，就是

要加入聯合國與其他國際組織為會員國。當今的國際組織可說是五花八門，《台灣與國際

組織》一書將與台灣有相當密切關係的五十八個主要的政府間國際組織，分成聯合國體系

的主要國際組織與其他主要國際組織兩大篇，就每一個國際組織的成立緣起、宗旨、目

的、活動、機構、會員、與台灣的關係、當今現狀及前瞻未來，作簡單扼要的鋪陳論述。

這五十八個國際組織包羅萬象，影響各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與人道的各個層面。在

全球化的世界，台灣要與國際社會接軌，就要增加對國際組織的認識與瞭解，透過《台灣

與國際組織》深入淺出的介紹，有助於讀者建立對國際組織的具體概念與切身的瞭解。 

  台灣要成為一個正常化的國家，需要提升台灣的國際地位，《台灣與國際組織》建議

台灣應以台灣的國家名義，正式申請加入各種國際組織，包括聯合國及其他國際組織。

希望《台灣與國際組織》的出版能帶動更多人來認識瞭解各種不同的國際組織，為台灣

參加聯合國及其他國際組織的運動注入一股力量，為台灣立足國際社會永續發展與台灣

人民的國際參與帶來新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