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鴻展大洋精神與台灣國家正常化 
 

●陳隆志／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台灣是我們的國家，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台灣是世界的一部分，不是中國的一

部分。台灣是台灣，中國是中國，台灣與中國是二個互不隸屬的國家。這段自1895年到

現在的歷史非常獨特，充滿著喜怒哀樂、可歌可泣、血汗交織、受苦受難、同甘共苦、

覺醒奮發、勇敢行動，每一個台灣人應牢記、應珍惜這段打拚奮鬥史。 

壹、台灣進化為一個主權獨立國家的過程 

  由國際法與國際政治來看，自1895年至今，台灣經歷日本殖民統治、二次大戰後盟

軍軍事占領台灣（盟軍授權由蔣介石政府代表）、蔣介石父子中國國民黨流亡政權的非

法戒嚴壓迫統治、以及蔣氏流亡政權結束後，台灣進行民主化、本土化（台灣化）的政

治轉型、台灣人民有效自決的落實，開創了台灣民主自由人權立國的新紀元。上述持續

的演進過程可分為下列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 1895年到 1945年：自 1895年清日簽訂《馬關條約》（Treaty of 

Shimonoseki）之後，台灣被無條件永久割讓給日本，台灣成為日本的領土，日本統治五

十年的殖民地。 

  第二階段是1945年到1952年：台灣是第二次大戰後盟軍占領下的日本領土，盟軍統

帥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將軍下令蔣介石為首的中華民國軍隊代表盟軍接受日

本投降並軍事占領台灣，但是並沒有取得台灣的主權或所有權。 

  第三階段是1952年到1987年：在此時期的台灣國際法律地位未定。1952年《舊金山

對日和約》（The 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with Japan）生效，日本放棄對台灣（包括澎

湖）的主權與一切權利，並無提及日本放棄後台灣的歸屬國，台灣的國際法律地位因此

懸而未決。這就是台灣國際法律地位未定論的由來。值得一提的是，《舊金山對日和

約》是第二次大戰後有關台灣國際法律地位最具權威性的國際條約。在此同時，中國國

民黨流亡政權繼續在台灣進行軍事戒嚴的威權高壓統治，既沒有合法性，也沒有正當

性，其戒嚴高壓統治並沒有得到台灣人民的同意；台灣人民則被剝奪了基本自由與人

權，直到1987年7月解除戒嚴，情況才有所改變。 

  第四階段是1988年到現在：1988年1月蔣經國過世、蔣氏父子流亡政權統治台灣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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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台灣人李登輝繼任為總統，開啟了台灣民主化與本土化的政治轉型。從1991年終

止動員戡亂時期開始，廢除中國逃亡來台灣的「萬年國代」、進行國會全面改選、台灣

人民直選總統，達成政黨輪替、政權和平轉移等改革過程，實踐「有效的人民自決」。

這種「人民的有效自決」是建立在《聯合國憲章》及二大國際人權公約的人民自決大原

則之上。《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以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在

其第1條開宗明義宣示「人民自決權」：「所有人民都有自決權。他們憑這種權利自由決

定他們的政治地位，並自由謀求他們的經濟、社會和文化的發展」。要之，此種集體權

利的適用無須經由聯合國主持公民投票。台灣人民表現集體意志，共同打拚奮鬥，獲得

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與人權各方面獨特的發展成果，使台灣由被軍事占領地進化為

國際社會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台灣的國際法律地位也由未定變為已定，進化為一個實

質上的國家——但還不是一個正常化的國家。 

貳、台灣國家的進化與正常化 

  如何將台灣一個實質上的國家轉化為一個正常化的國家，是今日台灣政府與人民所

面臨的重大挑戰。這個挑戰主要來自於中國威權主義的擴張，強化對台灣的外交打壓與

武力進逼，不僅破壞台海區域的和平穩定，也挑戰當前的國際秩序。這個嚴峻的挑戰是

台灣人的危機或轉機？對台灣人的智慧、勇氣、堅持、寬容與團結帶來明顯且迫切的考

驗！ 

  一個國家是不是「偉大」，並不是看領土面積的大小、人口的多寡、軍事武力的強

弱、外匯存底或黃金儲備的多少，或者是基礎建設的好壞來決定，而是由優質進步的基

礎建設、多元開放的社會意識、純潔誠實的公民品行以及開闊廣大的心胸氣度，一點一

滴累積凝聚而成。這些現代文明國家所特有的一流素養氣度，具體表現在促進民主、自

由的普世價值、人權立國的發展目標以及落實人民自決原則的堅持。進一步來說，就是

對人性尊嚴的尊重、人類安全的關切，以及對世界和平的付出。 

  以下分四方面來探討闡述。（一）台灣人民價值的選擇；（二）自助、助人展現台

灣的韌性國力；（三）在國際強權互動中台灣的關鍵角色；（四）發揚大洋精神，建立

正常化的台灣國。 

參、台灣人民的價值選擇 

  培養多元思維的國際觀，換一個角度來看台灣，重新詮釋台灣的面貌，有助於我們

以更開闊的心胸，找到台灣未來的立足點。什麼是我們應該追求的價值？台灣人應該團

結起來為台灣作對的事，讓世界知道台灣、看見台灣、甚至愛上台灣是一件真美好的代

誌。不敢尋求自我突破的國家，絕對不會贏得世人的尊重。在今日的世界，台灣要得到

國際社會的公平對待，根本的對策就是落實台灣國家正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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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雖然已經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但還不是一個正常化的國家。台灣要成為一

個正常化的國家，有五個關鍵的要點： 

  （一）落實台灣正名：「台灣正名」是國家正常化運動首要的目標，其目的在於排

除、改變長期以來縱容國家認同混亂及國格曖昧不明的現象。同時，公開明確聲明台灣

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凸顯台灣與中國的不同——台灣是台灣，中國是中國；台灣與中

國是二個互不隸屬、互不管轄的國家。台灣是民主自由的國家，中國是一黨專制的獨裁

國家。今日正是以民主方式去掉「中華民國」過時的假招牌或其他類似不清不楚的招

牌，正名國號為台灣或台灣國的良好時機。四十年前美國制定的《台灣關係法》

（Taiwan Relations Act）以「台灣」與「台灣人民」為主體、為中心——不再提起「中華

民國」——的明智果斷作法就是最好的例證，值得咱台灣的官員、民意代表與人民模仿。

這雖是遲來的正義，但總比拖延的不正義好。 

  （二）以公民投票催生台灣憲法：台灣在演進為一個國家的過程中，還沒有產生一

部真正自己的憲法。由於沒有《台灣憲法》，導致國家認同的混淆，台灣是不是一個國

家的爭論，仍然持續不斷。在國內無法形成應有的人民共識與國家團結，在國際上也無

法享有一個國家應有的地位。對此，我們需要透過公民投票催生一部適合台灣的國格國

情、人民真正需要的《台灣憲法》，落實主權在民。台灣正名也可以憲法化。 

  （三）以台灣之名參加聯合國及其體系下的國際組織：參加的模式包括直接成為會

員國或經過觀察員的過渡階段。由政府採取主動，以台灣國家的名份申請加入為聯合國

的新會員國，一而再、再而三，強力宣示凸顯台灣是國際社會一個愛好和平、自由民主

的主權獨立國家，有能力與意願履行《聯合國憲章》的義務。配合政府的主動積極作

為，國內外台灣人要認真打拚展開台灣加入聯合國的運動，年年持續不斷，直到台灣成

為聯合國的新會員國。 

  （四）落實轉型正義：「過去不過去，未來就不來」。轉型正義是台灣朝向正常化

發展的關鍵，台灣要走出歷史悲情，建立以人權公義為基礎的社會，奠定民主深化的碁

石，順應聯合國與國際社會落實「轉型正義」的大潮流。有嚴肅的歷史反省、堅定果斷

的處理態度，才能激發更大的改革能量，大步向正常化國家的目標邁進，早日成為一個

以人權與公義、民主與法治為基礎的正常化國家，進一步促成人性尊嚴與人類安全的維

護。 

  （五）培養正常化國家國民的意識、涵養與氣度：每一個台灣人的積極作為是促成

國家正常化發展的根本動力。如何凝聚台灣國的國民意識、展現台灣國國民的恢弘氣

度，人人有份，人人能做。我們要以尊重自己、也尊重別人為基礎的人性尊嚴作為國家

社會發展的依歸，以共同的歷史記憶強化台灣命運共同體的國家認同，落實轉型正義，

促進族群融合；透過民主自由人權的普世價值，強化與周邊國家的睦鄰關係；進一步結



    台灣國家進化與正常化的挑戰與願景 

 

     新世紀智庫論壇第99-100期合輯／2022.10.30 46   

合與整合本土在地化與世界全球化的力量，作為台灣人自我肯定、自我實現的動力，以

世界為舞台，積極參與國際事務，成為全球公民社會重要的一份子，鴻展海洋國家的大

洋精神，貢獻人類，促進人類安全、世界和平。 

肆、自助、助人展現台灣的韌性國力 

  台灣要走出國際孤兒的宿命，就要竭盡全力展現台灣存在的價值。過去台灣在經濟

發展的成就為國際社會所肯定，民主轉型的努力也為世界各國帶來啟發。2020年初武漢

肺炎疫情全球大爆發，對人類發展帶來前所未有的衝擊，台灣政府與人民齊心防疫的努

力，展現以民主治理為基礎的「韌性國力」，使台灣受到全世界前所未有的關注。 

  台灣的韌性國力不同於「硬實力」的不戰而屈人之兵，也有別於「銳實力」的咄咄

逼人。回顧四百餘年來的發展歷程，台灣面對一次又一次的挑戰始終屹立不搖，不但沒

有被擊倒，面對病毒不斷變異，考驗一波又一波接續到來，台灣展現大洋國家旺盛的生

命力，將危機化為轉機。在此要特別強調，台灣沒有來自世界衛生組織（WHO）的奧

援，「自助」是台灣防疫成功的關鍵。武漢肺炎疫情全球爆發之初，政府透過籌組口

罩、防護衣等重要醫療物資國家隊的合作模式，成功凝聚全民防疫共同體的集體利益。

隨後，人民發揮高度的自律與公民素養，配合政府政策進行口罩數量的調節，將有限的

口罩禮讓給有真正需要的第一線醫療人員與經常出入醫療院所的病患，強化台灣內部命

運共同體的集體意識。 

  疾病無國界，傳染病無國界，台灣體認到成為全球防疫網破口的無奈，呼籲全球所

有政府與人民必須通力合作才能建立一個完整的全球防疫網絡。因此，在全球疫情嚴峻

時期，台灣內部口罩供應無虞之下，率先提出「人人要健康，台灣能幫忙」防疫外交的

政策。台灣大方分享成功防疫的經驗，也對美歐日等世界其他嚴重缺乏防疫物資的國家

雪中送炭，在台灣內部出現疫苗供應短缺的時候，日本、美國、立陶宛、斯洛伐克、捷

克與波蘭等國接連伸出援手，提供應急救命的疫苗。台灣透過跨國合作防疫資源互通有

無的方式，合力圍堵病毒的擴散，建立良善的循環。台灣的好、台灣的友善、台灣的勇

敢，在這場全球防疫的戰鬥中被世界看見。 

伍、在國際強權互動中台灣的關鍵角色 

  1970年代美、中關係正常化以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政治領袖樂觀以為對中國採取

接觸交往的政策，協助改善脆弱的體質，幫助其融入國際體系，可以帶動中國民主化與

自由化的和平演變。經過四十多年來的嘗試，促成中國政治、經濟、軍事與文化等綜合

國力的崛起，中國勢力愈來愈大，西方國家不但沒有如願改變中國，反而出現被中國改

變的危機。特別是近十年來，中國貫徹戰狼外交的手段，表現在外的盡是軍事擴張與追

求經濟霸權的行徑，引起國際社會對於中國勢力擴張的警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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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起，美國不再容忍，接連發動規模空前的貿易戰、科技戰與金融戰，美中關

係從合作夥伴走向競爭對立，經濟脫鉤與政治對抗的強度愈來愈強，連帶外溢影響美國

的盟友紛紛對中國採取強硬的立場。中國野心勃勃提出「一帶一路」經濟總戰略，為此

美國積極在亞洲展開軍力重新部署，提出自由開放印太區域的發展願景，著手規劃印太

戰略並結合日、韓、印、澳與其他亞太盟國之力，推動印太經濟架構（IPEF），加強與

印太區域國家的供應鏈合作，同時也透過四方對話（Quad）舉行外長與領袖高峰會議、

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AUKUS）機制，擴大對日本、印度與澳洲的軍事合作，聯手圍堵

中國霸權黑手伸向印度洋與太平洋。 

  台灣位居中國勢力擴張的最前線，中國戰狼外交擴張野心鋒芒畢露，對台文攻武嚇

持續升級，公開宣稱台灣海峽為內海，不承認海峽中線的存在，同時中國軍機、軍艦常

態化在台灣周邊海空域活動，影響台灣的國家安全與飛行安全；中國也在南海島礁興建

軍事化設施，在東海進行軍事演習，衝擊印太地區的和平穩定。尤其是烏俄戰爭爆發

後，國際社會見識到俄羅斯威權政府擴張的野心，不僅烏克蘭與歐盟各國受到影響，連

帶也造成國際社會的不安。由於台灣在民主自由普世價值與印太地緣政治的發展、半導

體與全球資通訊設備供應鏈的穩定，都佔有無可取代的關鍵地位，一旦台海情勢生變，

對全球的永續發展帶來傷害是烏俄戰爭所比不上的，影響所及，愈來愈多的民主國家在

不同的國際場域接續為民主台灣的存續與安全發聲。他們有志一同表達反對中國片面改

變台海現狀及任何動武威脅的立場，強調民主台灣的生活方式應由台灣人民決定，力挺

提升與台灣政治、經濟與文化的關係，支持台灣積極參與國際組織，為國際社會作出更

多貢獻。 

  台灣不是大國政治的籌碼，在美、中兩大強權的戰略對峙下，我們應把握當前對自

己有利的環境，爭取最大的國家利益。在國際民主社群國家集結對抗威權主義擴張的大

潮流下，台灣要站在歷史正確的一方，堅持民主自由與人權是台灣的核心價值，對內鞏

固台灣人民對民主政治的認同，對外則是在國際社會凸顯台灣與中國的區別。確確實

實，台灣是世界的台灣，台灣的民主自由、經濟活力與國家安全都牽動世界局勢的發

展。確確實實，台灣愈來愈受到國際社會重視與關切，人民的自信心也日日增加，大家

要同心協力、眾志成城，使台灣早日成為一個真正屬於台灣人民、名實合一、在世界永

續發展的正常化國家。 

陸、發揚大洋精神，建立正常化的台灣國 

  事在人為！面對這個風起雲湧的世界、瞬息萬變的台海兩岸局勢，台灣必須增強自

我的能量，無論是國防武力、經濟競爭力、社會安全網絡以及民主自由的體制都是不可

忽略的要點。不錯，持續深化台美、台日關係的正常化，結合民主同盟國家的力挺，凸

顯台灣戰略地位的重要，促使台海問題國際化，有助於穩定台海局勢、促進區域安全。



    台灣國家進化與正常化的挑戰與願景 

 

     新世紀智庫論壇第99-100期合輯／2022.10.30 48   

但是，更重要的是，台灣的命運必須由台灣人自己來決定，展現台灣全體人民的意志，

這是「人民自決原則」的真諦。烏俄戰爭對台灣的啟示，除了要做好萬一中國發動戰爭

的準備之外，烏克蘭人民一定要「先」展現出「自己的國家自己守護」堅定意志，世界

各國才能伸出援手。顯然，這是自助人助天助、自己的國家自己救的根本道理。台灣要

成為一個真正屬於台灣人民、名實合一、在世界永續發展的正常化國家，重任在我們自

己身上，除了自助自救以外，別無他途。 

  1971年，我在《台灣的獨立與建國》一書的結論提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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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共同的國家意識。什麼是「大洋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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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連天，天連水，一望無際是大海大洋

的偉大所在。大洋大海使人有無限寬廣的視界」。要之，「我們要以無所不包、無所不

容的精神促成台灣人的大團結；以能忍能動、能屈能伸的精神破除悲觀的宿命感」。台

灣要在國際上發光發亮，必須肯定台灣的價值與精神，培養無限視界的眼光，以開闊的

胸襟取代僵化落伍的傳統思維，以島為點、以海為面，擺脫眼光視野的短淺，開拓更宏

大的格局。大海大洋遼闊無際，無人能強加占有，為台灣人提供無限發展的機會與舞

台，為海洋國家的台灣提供了新挑戰。 

  如今接近半世紀的歲月過去了，大洋精神仍是我們的追求，仍是我們要發揮的。歷

經歲月的淬鍊，海內外台灣人的打拚奮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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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轉型正義以及培養正

常化國家國民的素養與氣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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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的同心協力，眾人持之以恆，相信，台灣國家正常化的美夢必定成真。 

  台灣人加油！天佑台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