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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聯大2758號決議對台灣

國際地位與參與的影響 
 

●王思為／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副教授 

●陳雪琴／整理 

 
 
 

  林文程教授論文援引美國前國務卿魯斯克（David Dean Rusk）說：蔣介石「常對自

己在國際上的影響力、台灣的角色和中國大陸的動態，存有不切實際的幻想。蔣是一個

活在過去的人，不了解外在世界」的人。看到這段話特別有感受，主要是因為我們過去

接受政治思想教育，強調蔣介石不僅是民族英雄，而且還是世界偉人，表示他在世界上

佔有一定的份量。這是過去在黨國教育體制下所做的宣傳，可是在外人的眼裡看蔣究竟

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其實我們回顧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當時中國所面臨的其實

是一個戰敗的狀態，亦即中國面對來自日本的軍事攻擊，根本沒有招架的餘地，一路敗

敗到底，以致於才會有所謂「時間換取空間」的說法。總之，中國軍隊遇上日本軍隊一

路輸到底，但最後中國卻大言不慚對外宣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一個一路輸到

底輸到快要脫褲子的軍隊，最後卻對外宣稱打贏第二次世界大戰，這個說法聽起來非常

奇怪，主要是因為蔣介石必須做這樣子的宣傳。 

  無獨有偶，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法國跟中國一樣也是面臨被德軍佔領的狀況，可是

法國人通常不太敢講他們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因為事實上法軍遇上德軍一敗塗

地，整個國土幾乎都被德軍佔領。所以，我們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激烈的戰況，等到大

戰結束之後才有人開始倡議成立了聯合國，之所以在二次戰後會有聯合國出現，然後加

上有安全理事會的設計有五個常任理事國，一開始這五個常任理事國裡面，只有三個是

確定的，就是美國、英國以及蘇聯。英國首相邱吉爾覺得應該要把法國戴高樂總統拉進

來，而蔣介石則是因為美國羅斯福總統幫忙的關係也被拉進安理會。換言之，中國與法

國都是藉助外國勢力的幫忙，才能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獲得常任理事國的地位。雖然戴

高樂與蔣中正同樣都是軍人出身，但是他們卻是截然不同的政治人物，戴高樂至少還有

一些國際觀，反觀蔣中正渾身上下充滿中國式軍閥的氣味。美國讓蔣介石政權站上聯合

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的位置，才會出現後來這麼多麻煩的問題，有時我會反覆地想

說，假使當時聯合國沒有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的設計，中國只是聯合國內一個普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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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國，或許今日的狀況就會不一樣。 

  1971年聯合國大會通過2758號決議，對整個中華民國以及台灣後來的命運改變很

多，最值得我們提出討論的是，蔣介石拒絕美國與友邦所提出「兩個中國」或者「一中

一台」等等政策的建議，他會拒絕了這些安排的理由，如同李明峻老師說的，有一部分

是他不願意白白放棄他所代表的中華民國法統。其實，在當時威權統治時代，蔣介石想

要再創造一個政治神話其實是蠻簡單的，只是他不願意再創造新的政治神話的理由，可

能是顧慮到一旦新的法統創設後，接下來還會有其他新的問題產生。蔣介石不願意去處

理新的政治問題，於是他就把這個問題丟給蔣經國去處理，蔣經國因應內外在局勢的演

變，提出「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在變」的口號，嘗試推動改革。後來，蔣經國過

世，李登輝接任總統之後，最重要的是1999年接受《德國之聲》的訪問，提出「特殊的

國與國關係」的主張，宣示台海兩岸雙邊政府主權定位。隨後，2002年陳水扁總統再接

續提出「一邊一國」主張，更認定台灣與中國是兩個互不隸屬的國家。 

  在聯合國大會通過2758號決議之前，無論會不會有「兩個中國」存在，或是「一中

一台」存在的可能性，都是為了解決聯合國內中國代表權的爭議。蔣經國過世之後，李

登輝繼任為總統，展開政治民主化與本土化的改革，台灣主體性的意識慢慢增強。尤其

是1999年李登輝提出「特殊的國與國關係」之後，使我們注意到之前台海兩岸雙邊政府

為了爭奪聯合國中國代表權，出現國家是不是分裂的爭論已經慢慢地消失了，大家已經

不再去討論。我們從很多不同的面向可以發現，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台灣與中華人民共

和國在很多地方無論是人民、領土、政府與主權都互不隸屬、也不重疊，尤其最重要的

是台灣雖然一再被中國聲稱不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但是台灣的主權到底存不存在？

基本上，主權存在與否有一個重要的判斷基準，或許我們感覺某種程度上我們的主權不

是很完整，譬如林文程老師剛才報告時也提到，台灣與其他國家建立關係的能力有些缺

乏，但這是不是指對外交往能力的缺乏？我覺得其中存在著一個疑問。事實上，台灣並

不是沒有與其他國家交往的能力，而是其他國家受陷於或畏懼某種外在因素，導致世界

各國認為與台灣進行互動交往會惹禍上身。因此，我們本身沒有對外交往的能力，與受

到外在環境的限制影響台灣與國際社會的互動交往，我覺得兩者是不太一樣的。尤其我

們都具備人民、具有治理能力的政府以及有效管轄領土等國家成立的要件，當然我們也

有與其他國家建立關係的能力，證明我們的主權其實是存在的。 

  當然有一些國際法學者認為，因為台灣從來沒有對外大聲說出自己是一個主權獨立

的國家，所以台灣不算是一個國家。單就學理上進行探討似乎很容易，但是當有人在充

滿瓦斯的房間裡面，你要去做一些粗魯的動作，可能會有引爆的後果。所以，你說我一

定要把那個實體的東西明顯做出來，可是這樣會產生什麼樣的後果？基本上，這些國際

法學者不會在意後果與需要承擔的風險成本，所以從學理上進行探討似乎是很容易，但

事實上操作則是困難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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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回到台灣現在面對的問題，看到整個國際大環境與結構的發展對台灣愈來

愈有利，可是其中還是有一個不是很好處理的問題需要去面對，那就是我們國內還有主

張與中國統一的政黨。2008年台灣社會曾針對返聯與入聯的兩項提案進行公民投票，基

本上我們都知道台灣要重返聯合國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可是當時中國國民黨硬是提出

「返聯公投」。直到現在，蔡英文總統在今年10月10日的國慶文告裡面，也提出了一個

比較具體的論述，從1949年中華民國立足台灣開始做一個切割，經歷七十二年的經濟發

展、民主化與本土化的政治改革，使得台灣的政治從威權到民主、社會從一元到多元，

一步一腳印，成就了今天中華民國台灣的嶄新樣貌。可是台灣社會還是有主張台灣與中

國同屬一國的政黨，他們不時搬出要遵循蔣介石時代的中華民國法統，這是我們在未來

無法迴避必須要去處理的問題。 

  無論如何，我們慢慢地回顧歷史的演進，台灣經歷一連串政治民主化、本土化的過

程，再加上居住在台灣土地上所有住民的共同努力，逐漸將籠罩在台灣上空中華民國雲

霧慢慢撥開。當台灣上空萬里無雲，我們可以看得更高更遠，代表籠罩在台灣上空的中

華民國雲霧已經散掉時，我認為就是台灣成為一個正常化國家的願望達成的時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