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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的感言與無限的感謝：
基金會二十年 
 

●陳隆志／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2017年是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創設的二十週年，對基金會的成長意義重大。這是

感恩的時刻，回顧反省與展望的時刻，也是進入向台灣國家正常化的大目標繼續堅持、

加速度邁進的新階段。 

母親 台灣 我回來了！   

  1993年5月27日當飛機平安降落桃園國際機場，旅居美國三十三年，回到故鄉台灣的

心願達成。原本只要二十多小時的歸鄉路，竟然走了三十三年，只因為1967年與耶魯大

學恩師拉斯威爾（Harold D. Lasswell）教授合著在美國發表《台灣、中國與聯合國》

（Formosa, China and the United Nations: Formosa in the World Community）一書，說出台

灣人民真正的心聲，提出台灣人民自決與「一中一台」的政策主張，揭穿外來統治集團

蔣氏王朝的真面目，指出台灣的未來、前途，成了中國國民黨政權的敵人。1971年，

《台灣的獨立與建國》一書又在全球發行流傳，筆者更成為蔣政權的眼中釘。（該書被

蔣政權列為禁書，有人由國外帶回台灣被發覺，受到長期關禁在政治犯監獄的懲罰。） 

  留學美國，接受人性尊嚴普世價值與當代民主思潮的洗禮，感受見證五十年代、六

十年代世界人民自決獨立建國運動風潮的激勵，以自己能順應、參與自決潮流為台灣獻

身、獻心、獻力感到驕傲，也不斷鼓勵自己要自強不息。《黃昏的故鄉》一曲道出旅居

海外台灣人對故鄉真心、真誠、與無盡的懷念與思慕。 

  作為一個台灣南部出身的草地囝仔，我終於回到日思夜夢的溫暖、親切與美麗的家

園，親吻且站在家鄉芬芳的土地上，令人振奮不已，內心的喜悅與感動無法用言語來形

容。除了受親友熱情招待之外，許多同學、朋友異口同聲對我說：「你趕快回來台灣

拚！」要拚什麼？如何來拚？作為台灣人知識份子的我，決心發揮個人的良知良性與才

能，承擔一份社會責任、要繼續以學術研究探討台灣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對內及對國

際介紹台灣人的存在、生存發展與真正的願望，傳播民主建國的理念，作為對母親台灣

實實在在的回報、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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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會的創立與宗旨   

  隔年（1994年），台灣大學法律學系邀請我擔任客座講座教授，配合我在美國教書

的時間，我回台灣教國際人權法與聯合國法一學期，一方面得與熱情的學界同仁及學生

互動共勉，另一方面利用這一個寶貴的機會瞭解台灣內部發展進步的情形。經過觀察再

觀察、思考再思考，個人認為參考西方民主先進國家的發展經驗，成立一個具備歐美特

色的民間智庫（think tank），作為匯集台灣理念相同的社會菁英與學術界人士知識、智

慧及才能的平台，針對國家重要發展的政策進行研究並提出前瞻性的規劃與政策建言，

可以發揮最大的功效。為此，個人奉獻出資，加上眾親友以及企業界人士的熱情贊助支

持，終於1997年9月創立「財團法人陳隆志新世紀文教基金會」。 

  作為一個民間智庫，基金會強調以台灣為根本，以世界為舞台，邀請理念相近的學

者專家貢獻他們的學識智慧，透過不同的角度與層面，探討有關台灣國家發展建設的各

項國內、國際問題。一方面向政府提出政策建言，一方面從事教育大眾、傳播理念的工

作。最終目標在確保台灣的國家主權與安全，提升台灣的國際地位，樹立健全的民主憲

政，尊重人權法治，發展經濟，開拓人文科技，建立以台灣為主體的文化與多元的公民

社會，成為名實合一的正常化國家，在世界地球村永續發展。 

二十年的回顧與成長  

  基金會成立時，我是紐約法學院（New York Law School）有終身職的專任法學教

授。為了兼顧台灣、美國兩邊的工作，我與紐約法學院同意一個安排，每年9月到12月，

聯合國召開大會時，我都會留在美國；我的課都排在第一學期，其他八個月的時間我多

在台灣或是美國、台灣自由來去。這一點是獨立法學院與一般大學不同的所在，比較有

彈性，感謝紐約法學院多年的瞭解與支持。 

  基金會初期運作的主軸邀集不同領域的學者專家分別組成國際關係、國家安全、憲

政法治、財經科技、文教人權與產業發展等六個政策委員會。各委員會舉辦與基金會設

立宗旨有關的系列專題演講、研討或座談會，作為各方意見交換、理念對話與政策辯論

的平台。 

  顯而易見的成果，表現在眾多攸關國家重大發展、影響國家前途走向的政策建言

上，基金會提出不少客觀的研究與具體可行的方案。例如：「台灣主權的重要聲明」、

「國會大選後的憲政運作國是建言」、「台灣正名：台灣人民的基本權利重要聲明」、

「再造新國會國是建言」、「以台灣名義申請成為聯合國會員國及WHO會員國的建言」

等等，對於釐清政策內涵與凝聚國民共識，有真大的幫助。 

  2001年，「財團法人陳隆志新世紀文教基金會」正式更名為「財團法人台灣新世紀

文教基金會」。基金會得以順利完成正名，與2000年台灣第一次政黨輪替息息相關，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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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台灣民主發展的關鍵里程。台灣歷經人民直選的四位總統，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

二十年的發展階段有幸見證政黨輪替，民主化、本土化的轉型，以及台灣由在戒嚴統治

下的軍事被占領地進化為一個主權獨立國家的過程。這個過程還包括民主轉型、公民投

票、以台灣之名申請加入聯合國為會員國的歷史性創舉、以青年學子為主體訴求自己國

家自己救的太陽花運動，以及2016年1月總統大選及國會改選大換血、達成實質的政黨輪

替，台灣人愛台灣、充分展現認同台灣的主體意志與力量。 

  台灣從二十世紀走向二十一世紀的前後，正是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積極運作的時

刻。無論是自由化與民主化的政治改革或者關鍵性的歷史發展，都在已經發行七十六期

的《新世紀智庫論壇》季刊留下深刻生動的紀錄。二十年來所累積的豐富內容，既有議

題設定的廣度又有議題探討的深度，尤其是基金會所推動的重點工作—促進國人對聯合

國的認知與瞭解，推動台灣加入聯合國為會員國已奠定雄厚的基礎，使台灣早日成為國

際社會名實合一的正常化國家。這些對於闡明台灣作為一個主權國家的尊嚴，確立台灣

永續發展的願景，顯得重要，更是精采。 

  在各界學者菁英共同參與耕耘下，基金會另一項具體的發展成果，就是日漸豐富與

多元的「新世紀智庫叢書」與「台灣聯合國研究書庫」。首先，在「新世紀智庫叢書」

部分：已出版包括《當代國際法引論》、《當代國際法文獻選集》、《新世紀新憲政：憲

政研討會論文集》、《新世紀的台灣國：1998～2001年民視及自由時報評論集》、《國際

人權法文獻選集與解說》、《以台灣之名：2002～2005民視及自由時報評論集》、《公

民投票與台灣前途》、《台灣在世界永續發展：2006～2012民視及自由時報評論集》。

最新著作《美國、台灣、中國的關係：國際法與政策觀點》（The U.S.-Taiwan-China 

Relationship in International Law and Policy），英文版已由美國紐約的牛津大學出版社

（Oxford University Press）出版；漢文版不久就會問世。《新世紀的台灣國》、《以台

灣之名》及《台灣在世界永續發展》三本書合起來記錄涵蓋個人代表基金會每週在「民

視台灣廣場」的評論以及在自由時報的「新世紀智庫評論」及「星期專論」—是前後十

四年（1998～2012年）努力的結晶，也是向大眾傳播台灣國家正常化的理念之見證。

（許多計程車司機朋友常常會向我打招呼致謝，真令人感到窩心；台灣人實在可愛，有

情有義。） 

  其次，在「台灣聯合國研究書庫」系列方面，推動聯合國相關議題與台灣在地生活

的連結，促進台灣聯合國學的普及與深化，已完成十本著作的出版，自2008年開始依序

如下：《聯合國：體制、功能與發展》、《世界衛生組織：體制、功能與發展》、《聯

合國專門機構：體制、功能與發展》、《國際重要公民投票案例解析》、《國際社會公

民投票的類型與實踐》、《台灣與國際組織》、《聯合國與人權保障》、《聯合國人權

兩公約》、《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與《兒童權利公約》。後續還有《身心障

礙者權利公約》正緊鑼密鼓寫作、編輯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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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才的培育是國家發展的根本大計。提升國人對聯合國及相關組織機構的認知與瞭

解，與推展台灣加入聯合國的運動息息相關。為了促進國內對於聯合國議題的研究與探

討，培育更多具國際視野的專業人才，基金會積極推展「台灣與聯合國」系列活動：先

後舉辦「新世紀台灣聯合國學苑」、「聯合國研究獎助」與「新世紀聯合國徵文」。同

時，也與台灣聯合國協進會、台灣加入聯合國大聯盟以及美國紐約的「新世紀研究院」

（New Century Institute）進行合作。再者，基金會秉持培養人才的立意，舉辦「新世紀

WTO國際經貿法菁英訓練團」，邀請成功大學許忠信教授擔任團長，規劃為期五天兼具

理論深度探討與實務廣泛分析的課程，至今已舉辦十二屆，培育超過五百名學員。感謝

十二年來真多國內第一流國際經貿法教授專家的參與奉獻，傳授知識、啟發年輕的一

代，尤其要感謝蔡英文總統在未擔任總統的國家大任之前，年年撥冗來菁英訓練團擔任

講師，分享切身寶貴的經貿談判經驗及相關知識智慧，勉勵培養青年學子。期待盼望有

朝一日，這些具備流利外語溝通能力與專業知識學養的生力軍，可以貢獻國家，幫助台

灣在WTO國際經貿及相關舞台上發光發熱。 

台灣國家正常化的發展願景   

  彰顯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成立二十週年，本期的《新世紀智庫論壇》乃以特刊的

形式發表，整理過去二十年的資料，展現基金會成立以來，倡議台灣國家進化論與國家

正常化、闡揚台灣正名與國家主體意識、制定台灣憲法與落實公民投票、推動台灣加入

聯合國為會員國等目標的努力成果，作為基金會歡慶二十週年活動的一部分。 

  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走過二十年的歲月，經歷許許多多的事物，之所以能夠累積

豐厚的基礎與成果，除了這些年來許許多多參與基金會活動的學者與專家，共同努力完

成的心血與智慧的結晶之外，還有社會各界熱心人士、基金會董事、工作同仁與無私志

工的執著付出，以及親友鄉親的關注、勉勵、合作與支持。沒有眾人的鼎力支持與鼓

勵，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無法在台灣要成為一個正常化國家的倡導與推展上作出具體

的貢獻，謹此致上最深的謝意與最大的敬意。 

  基金會的二十年代表一個成長歲月的結束，隨後「轉大人」，現在開始的是成人歲

月的新階段。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必須在現有的基礎上，秉持初衷繼續以感恩、謙卑

的策略，承擔更大的責任，持續向建設台灣成為一個世界第一流正常化國家的目標—尤

其是台灣加入聯合國為會員國—的大工事，打拚再打拚。懇請大家為台灣新世紀文教基

金會加油，也敬請大家繼續做我們的後盾。 

永遠的大洋精神 

  1971年，在《台灣的獨立與建國》一書中，個人提到「大洋精神」，強調台灣是一

個海洋國家，我們要以大洋精神的包容、廣大、寬宏、博愛，融合各族群，建立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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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共同的國家意識。「大洋精神」是無所不包、無所不容的寬廣深厚的精神，也是能忍

能動能屈能伸的精神，半世紀過去了，大洋精神仍是咱的追求，仍是咱要發揮的。歷經

歲月的淬鍊，台灣已演變進化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但還不是一個正常化的國家，我

們要以大洋精神推展國家正常化的全民運動。無論是追求台灣正名、制訂台灣憲法、以

台灣之名加入聯合國為會員國，或者進行正常國家國民的心理建設、台灣文化主體性的

建立，都需要台灣人以崇高偉大的大洋精神來推進，永遠向前。 

  建設台灣成為一個名實合一的正常化國家，是台灣人共同的願望與期待。台灣國家

正常化運動是馬拉松式的長跑運動，需要結合海內外台灣人集體的意志，加上政府與人

民的同心齊力，眾人持之以恆，相信，台灣國家正常化的美夢必定成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