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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向二十一世紀之台灣非政府

組織：研討會引言 
 

■陳敏賢／亞太公共事務論壇董事長 

 

 

 非政府民間組織（NGOs），在歐美民主

社會中，以各種不同主題及社會任務而組成

的，已有數百年的歷史。這些組織，有的以

監督政府行政措施為己任，有的以喚醒民

眾對公共利益重視為基礎，都是希望聚集志

同道合的族群，為社會盡一份力。參與者的

動機，也多是將個人家園與社會、與國家，

看成是息息相關，不能分割的一體。這份

認知是根深柢固的，是絕對的。這份認知，

也使得非政府民間組織能在歐美盛行不衰。  

 每一個在歐美的非政府民間組織，都有

它獨特的主題，以不同的角度，切入對社

會問題的看法及解決的方法。如環保造

林，以環境保護為己任，由鄉鎮而市州，

由市州而全國，由國內推向國際。在保護環

境的主題下，負起各項各級的責任。積極的

成員們，持續不斷的努力，也漸漸得到企業

界的支持及合作。更藉教育與媒體，喚起大

多數民眾的認知，聯手督促政府，甚至逼使

國際各民主國家，群起立法規限：或限制山

林砍伐，或加強河流整治，或綠化城市社區

等等，都以實際行動，滴水成河，匯成巨

流。這一類例子，在歐美不勝枚舉。而每一

個成功的民間組織，都是先內而後外，穩

固了組織本身在當地社會中的地位後，在

得到國人的認同下，才漸漸地推向國際。  

 在二十一世紀的今日，台灣的非政府組織

是否也應有一番新的作為呢？台灣社會的公

民參與感一向不高，缺乏政府積極的輔導與

企業界的補助，加上嚴格的法律規範，使得

許多民間非政府組織，不知如何面對許多切身

有關的社會問題。這不但造成民間組織經營

困難，對公民社會的建立也無實質的助益。 

 今天恭逢盛會，以「邁向二十一世紀之

台灣非政府組織」為主題的研討會，有幸

能邀到各界名人學者，集精英於一堂，研

討並交流，如何將我們台灣社會面臨的問

題切片分割，如何將認識落實推展，如何

帶動起台灣人民與政府，重視民間的組

織，如何充分發展民間組織的力量，如何

將我們的各個組織與國際組織接軌交流等

等，該是我們今天最大的課題。  

 陳總統在就職演說中提到，未來外交工

作要加強與國際非政府組織的互動，這確

實是突破外交困境的一個好方法。資訊與

交通，使得「全球世界村」、「世界公

民」等名詞，變成可能實現的理想。非政

府民間組織的互相磋磨、交換經驗，將是

二十一世紀世界公民的任務。  

 本人在此，借歡迎各位貴賓之時，也僅

以期待祝福之情，希望大家踴躍發言討

論，找出實際的方向，讓我們共同攜手協

力，經營更加美好的台灣公民社會。敬祝

大會順利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