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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台灣之名加入聯合國運動 

不應淪為外交休兵的祭品 
 

●李明峻／台灣國際法學會秘書長 

 
 
 
  二次大戰後迄今六十幾年來，台灣作為一個主體在國際間進行活動，不論是國內藍

綠陣營，抑或以各種方法承認或不承認台灣的國家，都不能否認此一事實。然而，馬政

府自2008年上台以來，不但接受「一個中國」，否認台灣實質上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

家，甚至以「外交休兵」為藉口，連在國際社會露臉出聲的機會都放棄。 

  然而，中國給台灣的空間並沒有比民進黨執政時期進步，馬團隊錯將自我矮化當作

外交休兵。按照中國的思維，中華民國是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所取代的政權，正視中華民

國的存在等於在否定自己，在正式的國際或外交場合，絕不容許中華民國國旗及其他國

家象徵符號的存在。反觀我國在外交休兵口號下，採取自我限縮的行事策略，但中國無

所不在的打壓仍然存在，只是現在竟連抗議都加以避免。台灣的主權與自由、獨立、民

主、繁榮的現狀，正面臨空前重大的危機。 

外交休兵的弊害 

  馬政府上任後，2009年11月歐巴馬政府與中國簽定的「美中聯合聲明」，北京要求

華府尊重中國在台灣、西藏、新疆的「核心利益」，此舉堪稱是繼柯林頓訪中時口出

「三不」後的再一次對台傷害，但馬政府卻保持緘默不提異議，以外交來說，沒有反應

就是默認、接受，等於間接承認這個主張，弱化台灣主權。 

  例如，2010年10月中國以新會員國的身份在「美洲熱帶鮪魚委員會」提案要求，台

灣不得坐於其他「國家」之間，禁用台灣的國歌、國徽、國旗，而且文件中禁止出現中華

民國、台灣、行政院、外交部等具有主權意涵的稱謂。再者，台灣從1992年起便是東南亞

國家中央銀行總裁聯合會的會員，但自中國加入此組織後，竟要求台灣的名稱必須從原來

的官方名稱改為「中華台北中央銀行」。同時，中國要加入「國際亞洲醫學生聯合會」，

再一次要求創始會員國的台灣必須將台灣的名稱更改為「中國台灣」。這些案例都說明，

馬政府的所謂「外交休兵」可能淪為「外交休克」，只是一廂情願棄械投降的作法。 

  除了以觀察員的身份參與世界衛生大會（而且每年的觀察員資格必須獲得中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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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之外，馬政府不僅放棄申請加入聯合國，而且要求參與「國際民航組織」與《聯合

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也沒有具體進展。中國不僅繼續阻撓台灣參與主要的國際組織，

而且在台灣已經是會員的國際組織要求台灣更改參與名字，持續在國際社會圍堵與矮化

台灣，但卻不見馬政府的強力反駁與反制作為。 

  尤有甚者，外交休兵更進一步導致外交休克。我國一些外交官更以外交休兵為庇

護，堂而皇之與中國外交人員在私下場合見面，對於受到打壓的問題不再據理力爭，而

是像小媳婦般的逆來順受。此點不但有辱國格至極，也導致國家整體外交環境弱化。陸

委會副主委高長曾公開點名巴拉圭及薩爾瓦多這兩個邦交國，表示如果不是兩岸關係改

善，台灣友邦想跟中國建交，卻遭到北京拒絕，否則可能部分國家早已與我國斷交。 

  馬英九的「外交休兵」乃是極為不負責任的作法，也與他本人的政治論述互相矛

盾。首先，任何國家不論大小強弱，都必須在外交領域積極努力，俾在瞬息萬變的國際

情勢中，確保並擴大國家利益。但在所謂的「外交休兵」，美其名降低台海緊張，但台

灣則付出慘痛的代價，那就是台灣的主權地位也逐漸稀釋，連國際友人都以為台灣已接

受自己是中國的一部分，或未來的中國的一部分。在這種情況下，我國的邦交國會見異

思遷並不難想像。 

以台灣之名加入聯合國運動的重要性 

  事實上，台灣申請加入聯合國是一種和平建國救台灣之手段與策略。因為台灣早已

具備一般主權國家的客觀要件—— 土地、人民、政府，只要以台灣名義提出申請加入聯

合國，即可完成建國的主觀要件，以和平的方式，達到向際社會宣示建國的目的。此種

作法並非以革命、攻擊等激烈手段達到建國目的，而是以有組織的人民，以堅定的意志

力，這是一種和平的建國運動。 

  台灣申請加入聯合國立即產生的效果是會引起國際注目，使世界各國瞭解台灣要作

為一個國家的事實。一個領域的人民要從另一個國家分離獨立，建立新國家，沒有必要

提出任何條約或任何國際法依據，證明不屬於原有國家之後才有權利建國。美國獨立宣

言中一再指出，由人類發展過程來看，人民要求獨立建立新國家，是國際社會應予尊重

及保障的權利。人民有獨立建國的意志，就有權利建立新國家，這是不容否認的自然權

利。所以「申請」階段即可使台灣共和國成為一個主權國家，國際社會並沒有權利否

認，中國也不能再把台灣問題當作其內政來處理，使中國對台灣不能再輕舉妄動。 

  眾所周知地，台灣加入聯合國面臨的阻力是中國，因為中國主張台灣是中國的一部

分，不是一個主權國家，它不但可以運用其關係阻止各國支持台灣入會，而且它是安理

會常任理事國，擁有否決權可以否決新會員入會。但台灣申請加入聯合國是向國際社會

宣示台灣是一個符合聯合國會員國條件的主權獨立國家。要取得國際社會承認，最重要

的一步是主張自己是一個國家，因為國際社會只承認當事者的主張，你自己不主張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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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國際社會憑什麼去承認你的國家地位？任何正常國家都不必去宣示自己的主權國

家地位，但尚未獲承認的國家就有必要不時表明主權國家地位。 

  另一方面，台灣受到中國強權的壓力，只有利用申請加入聯合國間接表示國家定

位。台灣若持續進行參加聯合國運動，久而久之在國際間已成習慣，各國也逐漸瞭解台

灣事實獨立，這對台灣建構正常國家是很重要的舉措，但馬總統竟然放棄此項努力，在

主權問題上大幅退讓，對台灣造成嚴重損害。特別是馬政府違越台灣人民的意願，放棄

參加聯合國的努力，台灣人民更應該奮起努力，自己向國際社會發聲，讓國際社會知

道：馬政府的政策並非台灣人民所支持的政策。 

台灣面臨的挑戰 

  按照中國的思維，中華民國是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所取代的政權，正視中華民國的存

在等於在否定自己，因此在正式的國際或外交場合，絕不容許中華民國國旗及其他國家

象徵符號的存在。但我國在外交休兵的口號下，不僅不敢展示國旗，連國慶兩字都不敢

張貼。甚至在國家整體外交環境弱化的情況下，我國某些外交官以外交休兵為庇護，堂

而皇之與中國外交人員在私下見面，對於中國的限制不再據理力爭，而是像小媳婦般的

逆來順受。馬政府所提的外交休兵並未替台灣爭取更多的外交生存空間，反而因自我限

縮而讓中國得寸進尺。 

  在外交休兵的前提下，馬政府表示既不增加邦交國，也不積極尋求加入國際組織，

甚至連世界衛生組織也不積極尋求加入，不再爭取任何國際空間，但在面對中國一再主

張「台灣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在「外交休兵」下沉默以對，國際社會就會認

為台灣人民不希望建立有別於中國的國家。 

  過去台灣多次嘗試參與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不成，甚至連要求成為世界衛生大會

（WHA）觀察員亦不可得，中國的打壓固然是原因之一，但主要癥結在於台灣不願放棄

做為國家的身份。現在馬政府放棄自己的獨立主權而接受「一個中國」原則，當然可比照

港澳一般在中國同意下參與國際組織，但這難道是台灣人民想要的嗎？更何況既以「中國

的同意」為前提，則中國當然可隨時收回「同意」，屆時這將是「中國國內事務」，國際

社會完全無法置喙。 

  事實上，從國際法的意義思量，台灣要加入國際組織，就要明確宣示台灣不是中國

的一部分，台灣與中國是兩個互不隸屬的國家。同時，不論是從提升台灣國際地位、彰

顯台灣有別於中國之個別國際地位，或是向國際社會宣稱台灣是獨立有別於中國之政治

實體之目的觀察，則顯然以觀察員身份參與世界衛生大會不足以增進上述目的。民進黨

執政時期，以爭取新邦交國與參與國際組織的「突圍」思維為主軸，這才是釐清台灣國

家定位的戰略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