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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政府「退出」聯合國已有四十二年之久，台灣因在中華民國統治之下也連

帶受害。雖然聯合國被稱為「世界的大家庭」，但是因為台灣不是聯合國的會員國，使

得住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的大多數人民對於聯合國有關的事務，無論是在參與或推動台灣

加入聯合國事務上，甚至是資訊的取得上，都存有相當程度的阻礙。 

  台灣是世界地球村的一份子，住在台灣的人不能因為四十幾年來台灣不在聯合國體

系內，就可以不把「世界大家庭」所處理的事務當一回事，完全拋諸腦後。台灣新世紀

文教基金會是一個以台灣國家發展、推動台灣加入聯合國為宗旨之政策研究推廣的民間

智庫。為了擴大國人聯合國教育的普及化，推廣「聯合國學」的研究與學習風氣，基金

會陳隆志董事長於2007年成立「台灣聯合國研究中心」，目前已發表七本與聯合國有關

的專書，在座的各位如果有興趣，可以在網路上查詢，或到基金會來參考相關的著作。

除此之外，今年我們也舉辦多場「台灣與聯合國的系列座談」，其中於2013年1月12日舉

辦的「聯合國、台灣與世界文化遺產」座談會，成功大學建築系傅朝卿教授受邀以「讓

世界看見台灣－登錄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的意義」發表專題演講。傅朝卿教授在演講

中，一再強調台灣有許多世界級的自然環境與文化遺產，充分具備登錄為世界遺產的資

格與條件。 

  台灣的文化遺產要與國際接軌，台灣的自然遺產也不例外。延續探討台灣文化遺產

與國際接軌的議題，今天（9月14日）則進行「聯合國、台灣與世界自然遺產」的探討，

除了邀請台灣大學王鑫名譽教授發表「讓世界看見台灣－登錄世界自然遺產的意義」專

題演說，另外，也邀請文化大學地理系雷鴻飛助理教授與高雄師範大學地理系何立德教

授，針對「推動台灣自然地景的保育」與「地質公園的設立」兩項議題進行座談。 

  自1971年以來，因聯合國2758號決議案要求驅逐蔣介石派駐聯合國的代表，連帶使

台灣與聯合國失去聯繫的管道，即使太魯閣國家公園充分具備提報世界遺產的條件，但

是台灣不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會員國，又不是《保護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公約》的締

約國，無法正式啟動申報的程序，這是台灣人民的無奈。 

  個人始終相信，機會是給有準備的人，台灣要與國際接軌，尤其是增進人民對聯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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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及其體系的瞭解，培養人民成為推動台灣加入聯合國運動源源不絕的動力，非常重

要。假使有一日以台灣之名加入聯合國為會員國的美夢成真，正正堂堂參加聯合國的運

作，屆時不但台灣多樣且豐富的自然與文化遺產有機會走向世界舞台，台灣的國際地位

也必定獲得提升，台灣社會與人民國際參與的空間將會更加的寬廣。這是今天我們舉辦

這場座談會的用意，希望大家共同為台灣加入聯合國這個目標繼續努力，讓台灣早日加

入聯合國，能與所有國家共同努力，為維護及提升國際社會的和平與全球的永續發展做

出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