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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我國參加非政府組織的努

力方向 
 

■田弘茂／外交部部長 

 

 

主持人—新世紀文教基金會陳董事長隆

志、亞太公共事務論壇陳董事長敏賢，行

政院青輔會林主任委員芳玫、協辦本次研

討會的各單位負責人及代表、以及與會各

位女士、先生，大家好。  

 人類即將邁向二十一世紀的時候，今天

我們在台北舉辦台灣非政府組織研討會具

有特殊的意義。我們要討論的不是「政

府」要如何施政，來面對新世紀。今天齊

聚一堂的是國內主要民間團體代表和專業

人士，大家一起探討台灣的「非政府組

織」在走向二十一世紀的路上會碰到什麼

情況？要扮演什麼角色？如何分享彼此經

驗？如何相互扶持？如何發揮「非政府組

織」的功能？如何從事國際互動？如何凸

顯台灣民間社會的特質，盡一份國際成員

的責任？  

 二十世紀最後十年全球發展起了根本的

變化，今日國際關係的特質至少包括下列

三點：  

 1.國際交流不斷，互動頻繁；  

 2.各種非國家成員（non-state actors），

如跨國公司、宗教組織、人權與人道團體

等，在國際關係中的重要性增加；  

 3.非政府組織在國際重要決策上，不論

在政策的輸入、過程、或產出都扮演重要

角色。  

 讓我們從聯合國的發展來看非政府組織

角色的提升。1946年五十一個國家在舊金

山簽署聯合國憲章時，全球有四十幾個非

政府組織受邀參與。1972年聯合國在瑞典

首都斯德哥爾摩舉辦首屆人類環境會議，

約有四百多個非政府組織代表參加，1992

年聯合國在巴西里約召開全球環保會議，

全球近千個NGO代表參加。而今天全球

已經有二千多個非政府組織與聯合國建立

諮商地位關係。九○年代以來聯合國舉辦

有關人權、環保、社會發展、人口、婦女

等全球性會議，非政府組織均積極參加對

話、諮商，甚至引導全球政策。此外「國

際反地雷聯盟」成功地促成通過國際反地

雷條約；「無疆界醫師組織」工作成效卓

著，亦因而獲得1999年諾貝爾和平獎；數

千名國際和美國國內民間草根代表在去年

西雅圖世界貿易組織部長級會議期間，表

達了強大民間聲音，令人側目。上述各項

發展顯示，全球各地互賴性越深，非政府

組織重要性也越高。  

 在觀察世界快速變化的同時，我們也不

禁要看看國內自身的轉變。1990年代以來

我國社會發展隨著國際的腳步進入新階

段，政治民主化、經貿持續成長、民生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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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人權觀念提升、國際互動頻繁。在這

樣的一個環境下，國內非政府組織不論在

自我組織的發展、或者在與國際的聯繫上

都有突破性的成長。從早期地方性慈善關

懷活動，發展至今日對人權、社會發展、

教育、文化、宗教、環保和政治均高度參

與，且專業意見以及民意的功能也逐漸增

加。據外交部上年非正式的統計，近三年

來我國內有二十餘個團體經常性參與國際

慈善救援活動；國內扶輪社向國際總社累

計捐款金額高達美金一千七百餘萬元，獅

子會、同濟會歷年國際捐款額亦達數百萬

美元，慈濟基金會上年在四十餘國從事慈

善活動，台灣世界展望會在國內及國際都

極為活躍，其相關活動具有深遠的教育意

義。1998年巴布亞新幾內亞海嘯、1999年

中美洲風災、科索沃難民等重大國際災

難，我國內民間團體積極響應救援；另值

得一提的是台灣路竹會醫療團遠赴馬其

頓、非洲賴比瑞亞和印尼震災義診，近日

內將再組團赴南美洲。這種非營利性、利

他性的情超，正是非政府組織最為可貴的

特性。  

 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外交長期處於逆境，

尤其在1971年退出聯合國後，我國不論在

雙邊或多邊官方關係的開展上都受到許多

侷限。所幸，我國能夠掌握國際貿易發展

的契機，在民間企業、勞工界的努力、以

及政府的政策配合下，我國民間工商業發

揮潛力，奠定國家生存、繁榮和發展的基

礎。面對新世紀的國內外環境，台灣非政

府組織應可在三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第

一，透過國際互動，培養及強化本身組織

和活動能力，擴展國人視野；第二，透過

對人道、環保、人權、民主等議題的關注

和貢獻，提升台灣形象並建立國際友誼；

第三，經由民間與民間之交流，使我國與

各國的關係更加多元化，也使我國的發展

與國際脈動更密切。  

 不過我們也必須了解，各國非政府組織

的發展和活動普遍遭遇財力和專業人力不

足的問題，政府部門有責任、也有義務提

供非政府組織發展的有利環境，必要時，

要以明確的政策鼓勵國內民間組織健全發

展、提升專業能力和國際活動力。在此同

時我們也要尊重非政府組織之自主性和民

間特性，使政府和民間共同成長，攜手邁

向充滿挑戰和機會的二十一世紀。  

 利他性非政府組織是文明社會的特有產

物。這次研討會的舉行不僅表示我國社會

發展已經逐漸成熟，也顯示我國國際關係

之開展也將開始邁向一個新的里程。個人

在政府部門中負責外交工作，能親賭此一

發展，並參與其中，感到特別榮幸，本人

及外交部同仁未來將加強和各位聯繫，也

請各位隨時提供意見和指教，我們將盡最

大的努力來和各位配合。最後再次感謝主

辦單位的邀請，敬祝研討會順利，各位與

會貴賓身體健康、事業順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