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與國際組織    

 

新世紀智庫論壇第58期／2012.06.30  79 

台灣與國際組織 
 

●陳隆豐／紐約大學法學博士（J.S.D.）、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董事 

 
 
 

壹、台灣參加國際組織是為子孫的現在與未來 

  台灣現狀的艱困，台灣未來的不確定，使人想到這一代台灣人與後代子子孫孫的將

來生計立命，為使子孫們能有美好的願景，台灣必須參加國際組織。台灣要加入國際組

織，尤其是聯合國。台灣加入國際組織為青年人與少年人找到一個可以想像與努力的前

途。有了確定的願景，青少年就更能有奮鬥的動力與意願，進而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台灣參加國際組織將為我們的子孫帶來所有的好處。參加國際組織不僅為我們這一代而

已，同時更為子子孫孫。參加國際組織是全面的，是永久的與永續的。 

貳、參與國際組織的外交是全民的、不分政黨的 

  參加國際組織是當代每一個國家外交的環節，任何一個國家的外交政策，在正常的

情形下，都應該以全民的福祉為依歸，即不管任何政黨當政，外交政策應該是一致的。

在台灣，外交也應無分藍綠，一切以國家利益為考慮，一切以人民福祉為前提。台灣參

與國際事務及參加國際組織是超越政黨的，不管什麼政黨執政，不管什麼人當總統都應

該積極的、正面的、肯定的為台灣在國際關係上找出路，努力、全力的尋求加入應該參

加的國際組織，尤其攸關全世界全人類的聯合國。 

  當今馬英九政府的外交休兵與消極的不爭取加入聯合國的外交政策，令人失望，令

人不解。 

參、台灣的現狀 

  自1949年蔣介石流亡政府君臨台灣，為台灣的當代史開啟了一直沒有確定的年代。

台灣六十多年來的存在，就是大家所熟悉、常掛在口頭的「現狀」，這個維持現狀，與

美國對台灣的政策、策略與戰術息息相關，美國的做法影響了台灣，所謂的現狀其實是

變動的，而不是固定的。 

  六十多年來美國對台灣的政策發展變動可分成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任其自然。韓戰爆發之前的混沌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中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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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軍隊接管台灣，1949年蔣介石集團流亡到台灣，美國對台灣採取消極的策略，要讓

台灣自生自滅，蔣介石政權隨時可能被共產中國消滅，毛澤東的人民解放軍可能隨時攻

打佔領台灣。 

  第二個階段是台灣化（Taiwanization）。韓戰爆發後到1996年，台灣在蔣介石國民

黨外來政權統治下，美國維護台灣不被中華人民共和國併吞，蔣氏戒嚴統治與白色恐怖

下，美國所追求的是如何使台灣“Taiwanization”—— 台灣化，這就是我們日後所講的

「本土化」。 

  第三個階段是民主化（Democratization）。1996年台灣人民直接選出台灣的總統，

美國開始強調台灣的民主，是民主化，這個階段一直進行到現在。美國朝野、行政部

門、立法部門與輿論界共同認為台灣民主化的政治，不僅確保台灣不被中國併吞，同

時，更可能以台灣的民主化，催促中國的民主化，希望中國能從中國共產黨專政下，變

成多元政治的國家。現今的階段，美國認為台灣是一個特殊的國家，在美國國務院的官

方網站，一度將台灣正確明白的列為世界上唯一的不正常的國家。 

  美國從伊拉克撤軍之後，現今正在計劃從阿富汗退出。美國看破中東局勢，卻發現

到中國的崛起，導致東海的緊張與南海的緊張，美國對環中國勢力的太平洋，重新調整

政策，加強聯盟關係，重新佈署軍力在亞太地區。有形的、無形的，台灣在美國的決策

上，變成必須注重的焦點，朝鮮半島的危機，使台灣有不可以被中國併吞的必要。美國

政策的調整，使台灣的存在，進入新階段。台灣的獨立存在，又成了美、中兩大勢力角

逐的平衡點。 

肆、台灣的國家認定—— 台灣人民自我的國家認定 

  假使，歷史會一再重演，台灣六十多年來的獨立存在，相信也可以維持幾個世代，

這種不正常的情勢，維持久了，就成常態，台灣的獨立存在就是自然，現狀的維持將被

注入新的內涵，即是台灣的國家正常化。 

  台灣的存在不能全靠美國，台灣的存在應當取決於台灣人民自由的表示，這就是我

們所強調的「國家認定」，台灣人民自己認定台灣已是一個獨立國家。 

  台灣目前的存在，或是通稱的「現狀」，是傳統國際法與當代國際法上，確確實實

的國家存在。從任何角度、觀點來看都是國家，台灣具備國家成立的所有條件，台灣是

一個國家。 

  然後，積極爭取國際社會的接受，國際組織的參加，尤其是加入聯合國，就成為台

灣國家發展最重要的一環。台灣一旦被聯合國接受，就獲得了國際社會對台灣的集體承

認，這是陳隆志教授所提出的及一再強調的。台灣法律地位未定，台灣是中國的固有領

土，是美國軍事統治地、中國一省的說法，自然消失。不統、不獨、不武的論調就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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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不通了，也不必講了。「台灣就是台灣」。 

伍、國際組織 

  現今的國際組織幾乎可說是涵蓋了人類生活的全部。形形色色的組織真是多彩多

姿，多種功能與獨特功能的組織各自存在著，沒有重複，也沒有衝突。 

  國際組織分為政府間國際組織與非政府間國際組織，後者就是通稱的NGO。國際組

織繁多，NGO更多，從來沒有正式的、權威的，一個不漏的統計。政府間組織大大小小

可能有二百個與三百個之間，NGO可能成千。我們的主題是台灣的國家認定與國際組

織，因此，全書集中在政府間國際組織，選擇了與台灣有密切直接關係的較大型組織，

包括性較廣的組織。又將這些組織分成聯合國體系的國際組織，與非聯合體系的國際組

織。有四個重要非政府間組織，因為影響深遠，也特別提到：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國

際紅十字運動、國際標準化組織（ISO）、國際度量衡局。 

  ECFA簽定前，時常提到，東協加一、東協加二、東協加三是什麼碗糕。亞太會議又

是什麼？更淺顯的，中華民國紅十字會又是什麼？是不是山寨版的、海賊版的、自己封

的組織？ 

  每天大家看電視、讀報紙，許多國際時事新聞都與各種國際組織有關。瞭解國際組

織，讀起新聞看電視新聞報導當更加有趣。因瞭解而覺得有趣味。 

  台灣與國際組織，這本書探討了五十八個國際組織，每一章自成單元，從前言開始

談一個組織成立的背景，再進而討論各個組織組成的憲章、公約、多邊條約，瞭解各組

織的宗旨、目的、活動，再談到組織的機構，會員或會員國的加入，最後結論，對一個

組織的前瞻未來作了精簡的提示。 

  為讀者勾勒出一個國際組織的存在，與台灣的關係或沒有關係，即使沒有關係也影

響到台灣。 

陸、台灣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 

  台灣的國家發展應該朝向全球化，力求國際化。我們瞭解到「台灣不能鎖國」，更

不能鎖到中國，而應該與國際，尤其是國際組織，鎖在一起，台灣的鎖國應該是鎖到國

際，台灣應加入每一個應該加入的國際組織，為全民、為子孫帶來所有的福祉，享受文

明世界生動活潑組織所帶來的好處。台灣應該成為世界村的一員。 

柒、中國應該幫助台灣加入國際組織 

  台灣加入國際組織，尤其是聯合國，很多人都以為是中國的問題，其實最根本的問

題是台灣的政府，台灣的執政者的心態—— 心情與態度。中國的反對是一個困難，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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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能克服，中國對台灣政策的改變靠我們的努力。 

  台灣的加入國際組織，中國不必為台灣出力，只要不出力阻礙就可以了，不阻礙反

對就是幫忙。 

  爭取中國的幫助，有三部曲： 

一、 在善意的基礎上開始接觸，接觸、再接觸。 

二、 溝通、溝通再溝通。 

三、 談判、談判再談判，一直到有結論，達成雙方都不十分滿意，但都可以接受的

結論。 

  談判、溝通能力的養成增進從知識的取得而來。瞭解台灣與國際組織，將有助於與

中國的交往，使中國的領導者、中國人民瞭解台灣成為聯合國會員，對中國而言不是壞

事，更可能是好事一樁。 

  天下沒有打不破的僵局。在聯合國，1949年到1971年間，中華人民共和國努力要取

代蔣介石政權代表，經過二十多年的奮鬥、掙扎，最後成功，就是最好的例證。美國對

蔣介石代表的堅強支持，美國在聯合國由絕對的支配力，日漸消失；支持中國人民政府

為中國代表的力量，終於足以抗衡美國的力量。經過外交妥協、談判與交換條件，蔣介石

代表被踢出聯合國，中共代表進入聯合國。歲月的經過，各方勢力的消長，中國現今強硬

鴨霸的態勢也不會是永遠的。只要台灣撐下去，努力下去，自己認定是一個國家，終究會

進入聯合國。 

捌、幸福的子孫，代代的驕傲 

  艱難的事情需要有準備，聖經說「凡事皆有時」，傳統所講的「天時、地利、人

和」。我們要有準備，要準備就要瞭解，當台灣參加聯合國的時機到臨，即台灣參加聯

合國具備天時、地利、人和的時機來到，我們有準備就不會措手不及，自然水到渠成，

成功達陣。「台灣與國際組織」這本書的出版就是要為這個情景作準備，貢獻些微的知

識力量。 

  台灣參與國際組織是這一代台灣人與代代子孫幸福生活的追求，是全面價值的追

求。有一天台灣成為聯合國會員國，為子孫帶來幸福願景，我們的後代將會為所有世代

台灣人共同的努力與堅持感到驕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