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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9 5 年 9 月 8 日

    行政院政務委員呂桔誠已准辭職，應予免職。 
    此令自中華民國 95 年 9 月 1 日起生效。 

總   統 陳水扁 
行政院院長 蘇貞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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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9 5 年 9 月 8 日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專任委員李英毅已准辭職，應予免職。 
    此令自中華民國 95 年 9 月 11 日起生效。 

總   統 陳水扁 
行政院院長 蘇貞昌 

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9 5 年 9 月 8 日

    任命張明德為財政部高雄市國稅局簡任第十職等稽核，蘇麗娥為

財政部高雄市國稅局簡任第十職等督導，呂財益為財政部基隆關稅局

簡任第十職等關務監主任秘書，楊五雄為財政部基隆關稅局簡任第十

職等關務監室主任，李元哲為財政部基隆關稅局六堵分局簡任第十職

等關務監分局長，楊文華為財政部臺灣省北區國稅局花蓮縣分局簡任

第十職等分局長，黃伯川為財政部臺灣省中區國稅局苗栗縣分局簡任

第十職等分局長，陳妙珍為財政部臺灣省中區國稅局雲林縣分局簡任

第十職等分局長。 

    任命陳雪玉為教育部簡任第十二職等督學，魏如芬為國立臺灣大

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會計室簡任第十職等會計主任，林資木為國立中興

大學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 

    任命蔣德馨為法務部調查局會計室簡任第十職等會計主任，徐文

標、刁龍德為法務部調查局簡任第十一職等專門委員，韓季勳為法務

部調查局簡任第十職等督察，張治平為法務部調查局簡任第十職等秘

書，林先偉為法務部調查局簡任第十職等副處長，王汝浩為法務部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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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局航業海員調查處簡任第十職等副處長，張忠良為法務部調查局航

業海員調查處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黃百成為法務部調查局福建省

調查處調查站簡任第十職等主任，張祥山、李杭海為法務部調查局福

建省調查處簡任第十職等副處長，汪忠一為法務部調查局臺灣省調查

處調查站簡任第十職等主任，劉旭初、林敦志、朱崇德、黎金福為法

務部調查局臺灣省調查處簡任第十職等督察，江桂馨為法務部調查局

臺灣省調查處調查站簡任第十一職等主任，黃郁初為法務部調查局臺

北市調查處簡任第十職等秘書，周連發為法務部調查局臺北市調查處

調查站簡任第十職等主任，朱威林、秦台生、徐璐棣為法務部調查局

臺北市調查處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陳榮富為法務部調查局高雄市

調查處調查站簡任第十職等主任，康玉瓊、李明為法務部調查局高雄

市調查處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蕭湘台為法務部調查局高雄市調查

處簡任第十職等副處長，王金鑾為法務部調查局高雄市調查處簡任第

十職等督察，劉新貴為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人事室簡任第十職等

主任。 

    任命王鉑波為經濟部簡任第十二職等司長，翟大陸、陳奇福

為經濟部工業局簡任第十職等技正，連玉蘋為經濟部工業局簡任

第十職等副組長，徐世定為經濟部水利署水利規劃試驗所簡任第

十職等研究員。 

    任命楊玉珍、徐國超、陳福振、歐陽泰儒、高一傑、林慧玲

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許唵成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劉佳鑫為薦任公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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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命謝月華、鍾曉菁、吳佩姮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蔡雅欣、吳奇政、洪惠娟、郭惠美、鄭敏俊、黃秀絨、王淑

君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李惠靜、曾志明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李鳶玉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曾驛勝、鍾燕胡、吳昭瑩、劉能振、陳新君、許景森、羅美

秀、葉志飛、謝岳龍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林育諄、王進興、黃敏聖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陳忠光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連思源、黃嘉美、劉羽恬、董育任為薦任公務人員。 

總   統 陳水扁 
行政院院長 蘇貞昌 

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9 5 年 9 月 8 日

    任命施源欽為警監三階警察官。 
    任命吳佳益、徐炳期、李素麗、沈銘坤、黃寶利、黃詠武、林志

全、陳福郡、洪文憲、陳育生、范鳳嬌、簡嘉信、廖本能、黃家宏、

曾景裕、王瑩立、曾子國、陳禎宗、黃士原、鄭天明、黃智義、潘弘

振、王國清、溫天賜、吳坤正為警正警察官。 

    任命邱沛龍為警正警察官。 

    任命陳明晰為警正警察官。 

任命李健源、吳震為警正警察官。 

總   統 陳水扁 
行政院院長 蘇貞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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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9 5 年 9 月 1 1 日

    特派伊凡諾幹為 95 年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典試

委員長。 

總   統 陳水扁 
行政院院長 蘇貞昌 

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9 5 年 9 月 1 1 日

    任命林文淵為行政院人事行政局簡任第十職等視察。 
    任命林進盛為行政院新聞局簡任第十二職等處長，許國郎為行政

院新聞局簡任第十一職等權理簡任第十二職等主任秘書。 
    任命吳福康為行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臺中縣榮民服務

處簡任第十一職等處長。 
    任命陳建源為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簡任第十二職等處長。 
    任命洪玉泉為行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簡任第十一職

等組長，蔡精強為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糧署簡任第十一職等權理簡任

第十二職等副署長，許漢卿為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糧署簡任第十一職

等主任秘書，黃鵬為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花蓮區農業改良場簡任第十職

等研究員兼副場長。 
    任命賴錦豐為行政院勞工委員會簡任第十二職等參事，鄧明斌為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黃桂英為行政院勞工委員

會職業訓練局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 
    任命楊莉莉、劉介中為臺北高等行政法院簡任第十四職等法官，

胡方新為臺北高等行政法院簡任第十三職等法官，李世貴為臺灣板橋

地方法院簡任第十四職等法官兼庭長，倪彰鴻、徐福晉、張紫能、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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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莉、何君豪、談虎、連士綱、朱耀平、古秋菊、黃信樺、邱靜琪為

臺灣板橋地方法院簡任第十一職等法官，陳恒寬為臺灣板橋地方法院

簡任第十一職等法官兼庭長，黃綵君為臺灣南投地方法院簡任第十一

職等法官兼庭長。 
    任命陳錦朝為國家文官培訓所簡任第十職等編審。 
    任命黎健誠為審計部臺灣省臺南市審計室簡任第十職等審計兼課

長，游國雄為審計部臺灣省南投縣審計室簡任第十二職等審計官兼主

任，陳星金為審計部臺灣省臺東縣審計室簡任第十一職等審計兼副主

任。 
    任命徐志宏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劉丁華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周美如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林仲豪、廖奕晴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林季鴻、陳亦璇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陳勝凱為薦任公務人員。 

總   統 陳水扁 
行政院院長 蘇貞昌 

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9 5 年 9 月 1 3 日

    任命鹿篤瑾為行政院主計處簡任第十三職等權理簡任第十四職等

副主計長，陳燘為行政院主計處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鄭敏祿為行

政院主計處簡任第十職等編審，蔡鴻坤為行政院主計處簡任第十二職

等主計官兼局長。 
    任命王億、歐辰威以簡任第十二職等為行政院新聞局簡任第十一

職等副處長，胡聖芬以簡任第十二職等為行政院新聞局簡任第十一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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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專門委員，施宗仁為行政院新聞局簡任第十二職等參事，李國榮為

行政院新聞局簡任第十一職等專門委員。 
    任命賴璟賢為行政院衛生署管制藥品管理局簡任第十一職等主任

秘書。 
    任命袁致傑為行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臺中分局簡任

第十職等副分局長。 
    任命陳金圍為高雄高等行政法院簡任第十二職等法官，林陳松、

袁從楨為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簡任第十四職等法官兼庭長，姚勳昌

、盧江陽、王重吉、吳惠郁為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簡任第十三職等

法官，郭同奇、饒鴻鵬為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簡任第十四職等法官

，翁金緞、王獻楠、陳振謙、張麗娟、林勝利、蘇正賢、陳欽賢為臺

灣臺南地方法院簡任第十一職等法官，杭起鶴、林英志、陳美燕為臺

灣臺南地方法院簡任第十一職等法官兼庭長，王伯文、孫啟強為臺灣

高雄地方法院簡任第十一職等法官兼庭長，邱明弘、李昭彥、張世賢

為臺灣高雄地方法院簡任第十一職等法官。 
    任命朱竹青為考選部統計室簡任第十一職等統計主任。 
    任命逄廣進為審計部簡任第十一職等稽察兼副廳長，帥華明為審

計部簡任第十二職等審計官，陳忠武為審計部臺灣省新竹縣審計室簡

任第十二職等審計官兼主任，黃瑞銘為審計部臺灣省屏東縣審計室簡

任第十二職等審計官兼主任，林永釧為審計部臺灣省基隆市審計室簡

任第十二職等審計官兼主任，張銘恭為審計部臺灣省高雄縣審計室簡

任第十職等審計兼課長，賴政國為審計部臺灣省新竹市審計室簡任第

十一職等審計兼副主任。 
    任命范揚弦、江仟琦、曾淑萍、邱筱盈、廖家鼎、葉旭輝、羅瀚

倫、陳素燕、林鴻君、段延昌、王小其、蔡威士為薦任公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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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命邱德隆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林幸美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江鶖蘭、于幼新、葉生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黃齡瑩為薦任公務人員。 

總   統 陳水扁 
行政院院長 蘇貞昌 

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9 5 年 9 月 1 4 日

    特派陳唐山為中華民國慶賀貝里斯獨立 25 週年紀念特使。 

總   統 陳水扁 
行政院院長 蘇貞昌 
外交部部長 黃志芳 

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9 5 年 9 月 1 4 日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副署長張子敬另有任用，應予免職。 

    任命林達雄為行政院環境保護署副署長。 

    此令自中華民國 95 年 9 月 16 日起生效。 

總   統 陳水扁 
行政院院長 蘇貞昌 

﹏﹏﹏﹏﹏﹏﹏﹏﹏﹏﹏﹏ 
總統活動紀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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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事期間： 

95 年 9 月 8 日至 95 年 9 月 14 日 

9 月 8 日（星期五） 

․無公開行程 

9 月 9 日（星期六） 

․南下台南家鄉並視察南部科學園區（台南縣） 

․蒞臨「95年精英獎頒獎典禮」致詞並頒發終身成就獎給得獎

人謝敏男（台北市） 

9 月 10 日（星期日） 

․訪視花蓮「財團法人台灣基督教主愛之家輔導中心」並致詞

（花蓮縣秀林鄉） 

9 月 11 日（星期一） 

․無公開行程 

9 月 12 日（星期二） 

․無公開行程 

9 月 13 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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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見宏都拉斯國會議長米契列地（Roberto Micheletti Baín）及

議員等一行 

․以視訊方式出席「配合本年我推動參與聯合國案視訊會議」

並致詞（總統府） 

9 月 14 日（星期四） 

․蒞臨由總統府志願服務團所舉辦的「傳愛～童心‧童書到社

區」贈書儀式並致詞（高雄縣鳳山市） 

﹏﹏﹏﹏﹏﹏﹏﹏﹏﹏﹏﹏ 
副總統活動紀要 

﹏﹏﹏﹏﹏﹏﹏﹏﹏﹏﹏﹏ 
記事期間： 

95 年 9 月 8 日至 95 年 9 月 14 日 

9 月 8 日（星期五） 

․參訪嘉義市市立博物館（嘉義市） 

․參訪王田社區（嘉義市） 

9 月 9 日（星期六） 

․蒞臨「2006點燃希望之光職訓暨就業博覽會」致詞（宜蘭運

動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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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蒞臨「第59屆律師節慶祝大會」致詞（台北市） 

9 月 10 日（星期日） 

․無公開行程 

9 月 11 日（星期一） 

․無公開行程 

9 月 12 日（星期二） 

․無公開行程 

9 月 13 日（星期三） 

․無公開行程 

9 月 14 日（星期四） 

․無公開行程 

﹏﹏﹏﹏﹏﹏﹏﹏﹏﹏﹏﹏ 
總統府新聞稿  

﹏﹏﹏﹏﹏﹏﹏﹏﹏﹏﹏﹏ 
總統出席配合本年我推動參與聯合國案視訊會議 

中華民國 95 年 9 月 13 日 

陳總統水扁先生今天晚間在總統府出席配合本年我推動參與聯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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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案視訊會議。會議由「財團法人台灣新世紀文教基金會」陳隆志董

事長主持，並由尼加拉瓜共和國駐聯合國常任代表賽維亞(Eduardo J. 

Sevilla Somoza)大使、帛琉共和國駐聯合國常任代表貝克(Stuart Beck)

、美國傳統基金會資深學者譚慎格（John Tkacik, Jr.）及紐約市立大學

教授周鉅原參與對談，總統於陳董事長開場引言後致詞，之後與 4 位

與談人對談並作綜合回應，會議結束前也接受駐紐約國際媒體記者提

問，就他們關切的議題，一一答覆。 

總統在陳董事長開場引言後的致詞內容全文為： 

首先，誠摯的感謝各位撥冗前來參加本次的視訊會議，並一起分

享有關台灣參與聯合國這個重要議題的看法。 

聯合國大會第 61 屆常會在昨天正式開議，世界各國的領袖及高層

首長齊聚於聯合國總部，但很遺憾的，由台灣 2300 萬人民以民主選票

直接選出的國家領導人，仍然被迫在這個重要場合缺席。 

台灣長期被排除在聯合國體系之外，不僅剝奪了台灣人民平等參

與國際社會的基本人權，更明顯違反了聯合國憲章所揭櫫的會籍普遍

化原則。 

歷年來，台灣參與聯合國的訴求一直非常的理性、溫和。以今年

為例，台灣透過友邦同時提出兩項的議案，其中一項為「台灣 2300 萬

人民在聯合國的代表權及參與問題」，簡稱「參與案」；另外一項為

「聯合國應該在維護東亞地區之和平與安全上扮演積極角色」，簡稱

「和平案」。 

「參與案」敦請聯合國承認台灣 2300 萬人民在聯合國應該有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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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並邀請台灣參與聯合國及其專門組織的會議與活動，以維護台灣

人民平等參與聯合國的基本權利。 

「和平案」則呼籲聯合國要正視東亞的和平與安全，並採取更積

極的作為來協助化解可能的衝突與爭端。 

大家都知道，中國自北京「天安門事件」之後，17 年來的國防預

算每年都以兩位數字成長，遠遠超過其自身防衛的需求。而其軍事事

務的不透明化，以及極權統治的共產政權本質，對其國內人民及區域

的國家都造成嚴重的威脅。 

特別是對台灣人民而言，中國政府不但在各種國際場合蠻橫的打

壓台灣、發表各種文攻武嚇威脅的言論，更在其東南沿海部署了超過

800 枚的飛彈對準台灣，去年更通過所謂的「反分裂國家法」，試圖為

其所謂的武力犯台尋求法理的依據。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聯合國做為一個以維護並促進世界和平的國

際組織，不應該漠視東亞的安全，更不應對台灣人民此一合理的訴求

相應不理。 

我們願對兩岸關係未來的發展抱持著開放的態度，不過尊重 2300

萬台灣人民自由意願的選擇，仍然是我們不變的堅持。 

我們不斷的強調並重申，以和平的方式，透過平等的對話來解決

台海兩岸的歧見。本人在過去 6 年裡，公開對中國至少釋放超過 40 次

的善意談話，在這個場合也要再度提醒中國的領導人，唯有中國放棄

對台的武力恫嚇、以及停止在國際社會蠻橫打壓台灣，才能夠為兩岸

的對話營造有利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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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來兩岸關係的發展必須符合「主權、民主、和平、對等」四大

原則，這是多數台灣人民的堅持，而聯合國及其專門組織正可做為台

海兩岸良性互動、交換意見，以及溝通合作的平台。 

台灣做為亞太地區重要的民主國家，也是華人社會唯一自由民主

的國度，對區域的和平與穩定具有重要的意義與貢獻。而台灣民主化

的經驗，對中國廣大的 13 億人民亦具有燈塔效應的示範作用。 

而台灣身為世界第 17 大經濟體、第 16 大貿易國，位處西太平洋

海空運輸的樞紐，我們有無比的熱誠與責任感來參與國際合作與發展

，無論在貿易、環保、衛生、人權、反恐及安全等全球性或區域性的

議題，我們都樂意透過多邊的合作，共同面對並尋求解決之道。 

儘管台灣人民參與國際事務的權利長期受到壓制，而且來自對岸

中國的抵制與封鎖日益嚴峻，但我們仍然選擇用正面、積極的方式來

貢獻國際社會。 

「參與案」與「和平案」這兩項議案，於昨天的總務委員會已經

遭到否決，將不列入大會的正式議程。這樣的結果並不令人意外，但

面對連續 14 年的叩關挫敗，我們必須認真的思考，未來是不是應該採

取不同的策略來爭取台灣參與聯合國的權利。 

長期以來，台灣為了參與國際社會，在名稱的使用上被迫做許多

的妥協安排，譬如，在參加奧運會時，用「中華台北」、在加入「世

界貿易組織」（WTO）時，用「台澎金馬個別關稅領域」，而在參與

聯合國方面，由於中國強力的打壓，前後也曾使用過：中華民國、中

華民國在台灣、中華民國（台灣）等不同名稱進行提案，只希望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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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台灣爭取到最大的國際空間。 

隨著政治的民主化，台灣內部對於應該用什麼名義參與國際社會

，有愈來愈多的討論，而依據最新的民意調查，有高達七成九的民眾

贊成，應該以「台灣」的名義申請加入聯合國，這種民意的呼聲是任

何一個民選的國家領導人及政府所不能夠漠視的。 

事實上，國際社會長久以來一直以「台灣」來稱呼並認知這塊土

地和人民，包括美國與台灣有關的國內法就稱為「台灣關係法」。而

「歐洲議會」歷年來所通過的各種支持台灣參與國際組織、關切台海

和平的決議案，也都以「台灣」的名義來稱呼我們。 

如果以「中華民國」的名義，不但將陷入「一個中國」代表權之

爭，更會與對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混淆不清。不久之前，中國國

家主席胡錦濤訪問美國時，在白宮草坪的歡迎儀式，就曾經發生司儀

口誤講出：「演奏『中華民國』國歌」的情事。 

以「台灣」的名義參與國際社會，不但有助於釐清海峽兩岸是兩

個不同的國家，更明確表示我們無意挑戰 1971 年聯合國針對「中國代

表權」所做的 2758 號決議。這個決議接納「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聯

合國，然而並沒有妥善的處理 2300 萬台灣人民在聯合國的代表權及參

與問題，但長期以來，卻被錯誤的引用為把台灣排除在聯合國體系之

外的理由。 

我們認為，唯有台灣人民依民主方式選出的政府，才是唯一能夠

在聯合國代表 2300 萬台灣人民的合法政府。 

台灣是一個主權國家，2300 萬台灣人民絕對愛好和平，台灣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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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不但有意願、也有能力履行聯合國憲章的義務，台灣不應該被排除

在聯合國的大門之外。以「台灣」的名義申請加入聯合國，是 2300 萬

台灣人民參與國際社會所做的最佳選擇。 

既然台灣內部已經有高度的共識，同時絕大多數的國際社會也習

慣以台灣來稱呼、認知這塊土地和人民，我們不但沒有理由自我設限

，甚至是刻意迴避，更應該認真的思考以「台灣」的名義直接申請加

入聯合國，以新會員國的身分重新申請，以回應民意的要求，並將台

灣在過去半個世紀，為追求自由、民主、和平與繁榮的成功故事，積

極展現在世人的面前。 

聯合國成立的宗旨，在透過各會員國集體的努力，防止並消除對

和平的威脅，制止侵略與破壞和平的行為。 

台灣身為國際社群的一員，有權利與全世界所有的國家一樣，享

有聯合國對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的承諾與保障，這是 2300 萬台灣人民

所擁有的基本人權，是不容以任何理由剝奪限制的。 

本人謹代表台灣政府及 2300 萬的台灣人民，誠摯的呼籲所有聯合

國的會員國，秉持著為實現人類永久和平的崇高理念，早日接納台灣

成為聯合國的正式會員國。 

同時，為了讓全世界變得更民主、更和平，我們除了持續深化並

提升台灣民主的內涵之外，更將致力於捍衛台海和平的現狀，希望國

際社會能繼續關心並支持台灣對於確保亞太地區和平與穩定所做的努

力和貢獻。 

最後，本人要感謝主辦單位及所有促成這次越洋視訊會議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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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工作伙伴，也要感謝在場所有貴賓熱誠的參與。尤其要向長期支持

並推動台灣加入聯合國的海內外鄉親和社團，表示由衷的敬意。 

各位鄉親在海外所點燃的火花，今天已經成為台灣全民的共識，

我們一定會將歷史的火炬，一棒一棒的傳承下去。儘管今年台灣加入

聯合國的努力再度受挫，但我們絕不會放棄，一定會堅持到底並蔚為

全民運動，直到台灣成為聯合國的正式會員國，實現台灣人民長久的

願望與目標。謝謝大家！ 

總統在回應友邦代表及學者談話內容為： 

非常感謝四位不論是大使、學者或專家的發言或高見。大家都知

道，聯合國憲章最重要的精神與原則是平等參與及會籍普遍化，特別

是聯合國憲章特別規定作為會員國的條件，台灣沒有一項是不符合的

。台灣不但是個主權獨立的國家，而且愛好和平，更重要的是，台灣

有意願也有能力來履行聯合國憲章的義務。2300 萬台灣人民的聲音不

應被漠視，2300 萬台灣人民的聲音應在國際社會被聽見，更重要的是

，2300 萬台灣人民的集體人權不應被剝奪。 

在昨天聯合國的總務委員會，有關台灣參與聯合國、台海及東亞

和平等議題無法透過實質的討論及面對，只是作程序上的處理，這樣

的程序上處理還違背相關的議事規則，我們深感遺憾。我們非常感謝

尼國賽維亞大使的一席話，大使閣下特別提到，有關台灣參與聯合國

的策略應予修改，並提出新策略，希望能夠聆聽大家的指教。 

我們非常感謝台灣友邦在聯合國長期以來對台灣的堅定支持，一

年又一年在聯合國為台灣執言。雖然經過 14 年的叩關，我們還是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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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願，但是我們的友邦仍舊如此力挺，實在讓我們敬佩及感動。 

9月 4日本人非常高興能夠參加第 1屆台灣與太平洋友邦元首的峰

會，並得到海釣冠軍。並不是本人特別會釣魚，而是剛好與我們最敬

愛的帛琉總統雷蒙傑索閣下同一組，因為在帛琉釣魚，魚群比較認識

雷蒙傑索總統閣下，所以我們釣得比較多。在帛琉峰會，我們共同發

表帛琉宣言，宣言內容是對太平洋島國論壇及太平洋計畫的迴響，我

們認為應該要堅持 2004 年太平洋島國論壇及太平洋計畫的精神。 

我們認為台灣有義務也有責任強化與太平洋友邦國家的實質關係

，必須強化海洋民主聯盟，來建立全方位夥伴關係。雖然台灣不是聯

合國的正式會員國，但我們願意善盡國際社會地球村一員的責任與義

務。雖然台灣在太平洋的友邦都是蕞爾小國，但對 2300 萬台灣人民而

言，不會有任何的歧視或大小眼，都是平等對待，也願意與所有友邦

國家分享台灣在各項的努力經驗及締造的成就。 

所以當帛琉、馬紹爾、吉里巴斯、吐瓦魯等所有的友邦國家都成

為聯合國的正式會員國時，為何 2300 萬台灣人民要被排除在聯合國的

大門之外？我們非常同意剛才貝克大使所提到，必須要透過對話和平

解決爭端，我們認為台海歧見及兩岸爭端只有對話和平解決才是人類

之福。北韓在今年 7 月初瞄向日本海發射飛彈時，就引起國際社會的

震驚與關注，甚而在聯合國安理會提案要制裁北韓。在 10 年前當台灣

第 1 次舉行總統直選時，中國也曾瞄準台灣二度試射飛彈，最近的距

離也只有 55 公里。10 年來中國不但不曾放棄對台動武的企圖與念頭，

反而變本加厲地通過所謂「反分裂國家法」，為其武力犯台取得法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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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我們真的非常擔心，因為台海危機不下於朝鮮半島的危機。因

此本次「和平案」的提案未受到國際社會尤其是聯合國各會員國普遍

對待與重視，我們感到非常遺憾。 

其次，我們非常感謝譚慎格教授提到蔣介石政權在 1971 年被逐出

聯合國的那一段故事，蔣介石政權被逐出聯合國不應該等同於 2300 萬

台灣人民也被逐出聯合國。蔣介石政權之所以被逐出聯合國主要是因

為他要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爭「一個中國」的代表權。的確，目前存在

著「一個中國」的問題，也確實只有一個中國，這所謂的一個中國是

指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不會去爭所謂一個中國的代表權。我們認為

「一個中國」就讓中華人民共和國去代表，而 13 億的中國人民也讓中

華人民共和國去代表，但中國無法代表 2300 萬台灣人民，只有 2300

萬台灣人民選出的合法政府才有權利代表台灣，也只有台灣人民合法

選出的政府才能代表 2300 萬人民在聯合國的代表權及參與權。 

本人也同意譚慎格教授提到，有關台灣參與聯合國問題必須先說

服台灣人民。雖然在台灣內部對國家認同問題有嚴重的分歧，但對於

以台灣名義申請加入聯合國乙案，根據民意調查顯示，幾乎有 79％的

人民表示非常贊成，這是完全超越統獨之爭、超越意識型態之爭，這

是非常難得的台灣內部共識。儘管在台灣內部有嚴重的國家認同分歧

，但是對絕大多數的台灣人民而言，絕對無法接受台灣成為香港第二

、無法接受所謂「一國兩制」、更無法接受將台灣矮化成為中華人民

共和國的一個地方行省或特別行政區，台灣是一個主權國家。 

最後，本人非常感謝周鉅原教授的發言，的確台灣駐紐約辦事處



總統府公報                          第 6707 號 

 20

距聯合國總部非常近，但我們努力了 14 年仍無法如願。過去，台灣努

力了 12 年才成為 WTO 第 144 個會員體；我們努力了 12 年亟欲成為

WHA 的觀察員，仍未如願；在叩關加入聯合國部分，我們努力了 14

年，往後我們會繼續努力，只要是對的事，我們會繼續走下去。 

我們非常同意「集體人權」是普世的價值，我們也同意周教授剛

才提到，聯合國是和平鴿而非鴕鳥，台灣絕對是和平的締造者，而非

麻煩的製造者。我們希望繼續朝申請加入聯合國此一大家庭而努力，

為全人類的和平來盡心盡力。謝謝！ 

總統接受媒體提問答覆內容為： 

一、問：我（美國國家周報駐聯合國特派員 Ian Williams）對您剛

才提到台灣在要求參與聯合國方面還是蠻溫和的，最近我訪問夏處長

，我向他說，會議時會吵的人才有糖吃，對於台灣用台灣名義加入聯

合國，您認為中國可能會有什麼樣的反應？剛才貝克大使提到很多聯

合國會員過去是殖民地，對於住民的疆界與自決，其實是非常堅持的

，台灣對於民族自決權利是否應該更為努力？是否考慮用這樣的方式

？如果考慮目前的政治氛圍，像北韓、伊朗一樣，是否乾脆考慮發展

核武呢？台灣是否有考慮這點？但我並不是倡導發展核武，您們說他

們有 800 枚飛彈對準台灣，其實可能就是一種藉口，所以台灣有否考

慮發展核武？或許可以透過這樣來吸引注意。 

答：很清楚的，對於台灣希望能夠參與聯合國，中國一定會有反

應，而且中國的反應，我們都非常清楚，他們絕對會杯葛。就像台灣

希望成為 WHA 的觀察員，雖然台灣不是要用台灣自己的名義或者中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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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的國號來申請成為 WHO 的正式會員國，我們只是以衛生實體的名

義希望成為 WHA 的觀察員，經過 10 年的努力，仍然不可得，因為中

國的反對，因為中國的杯葛與抵制。所以有人就在檢討，即台灣要成

為 WHA 的觀察員這樣的因應、這樣的準備、這樣的方式，是不是妥適

？如果當初台灣就直接申請，希望能夠成為 WHO 的正式會員國，可能

比現在我們只是用衛生實體申請成為 WHA 觀察員來得有效。過去在聯

合國參與方面，我們花了 14 年時間，都是在談聯合國 2758 號的決議

，這樣一種的參與方式，是不是最好？我相信 14 年過去了，證明過去

的這些努力，可能是有問題，是值得商榷的，所以我們必須認真考量

，來改弦更張。 

所以，今天我們參與 UN，絕對不是像過去一樣，用所謂要重返聯

合國這種舊思維，而是希望以新的會員國這樣的身分，重新申請加入

UN。剛才我也特別引用台灣內部的民意調查，顯示 79﹪、將近 80﹪

的台灣民眾贊成以台灣的名義申請加入聯合國。所以有人這樣建議，

希望台灣政府以及台灣人民為了展現台灣參與 UN 以及以台灣名義申

請加入聯合國的意志與決心，是不是能夠透過公民投票的方式來展現

台灣人民的強烈意願，讓國際社會能夠聽到 2300 萬台灣人民最基層的

心聲？ 

2300 萬的台灣人民非常清楚，我們自己的國際處境。沒有錯，會

吵的孩子有糖吃，但我們絕對不會用發展核武來引起國際社會的注意

，因為台灣絕對不是北韓，我們仍然認為民主是台灣最好的 TMD，台

灣不可能擁有核武，不可能發展核武。2300 萬台灣人民絕對是和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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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好者及和平的締造者，如果台灣要用發展核武的方式，來引起國際

社會的注意，相信台灣是沒有資格成為聯合國大家庭的正式成員。 

二、問：陳總統您好！我是日本「每日新聞」駐紐約的坂東賢治

，日本作為台灣的鄰國非常關切台海的和平問題，且日美安保條約當

然對台灣海峽也有影響，小泉首相快要下台，日本就要產生下一任首

相，我要請問總統對未來日本政府對台海的和平穩定的立場有何期待？ 

答：我們非常感謝台灣與日本能成為最佳的價值夥伴與安全同盟

，去年日、美「２＋２」會議，也就是日美安全諮商會議，能夠首度

將台海議題納入日美共同戰略目標之一，共同戰略目標裡特別提到有

關台海爭端、兩岸歧見必須透過對話和平解決，依據了解這是日本政

府所堅持的一個結果。我們認為日本對台海的和平、安全與穩定如此

關注，這是讓 2300 萬台灣人民非常敬佩與感謝的地方。 

去年 3 月，中國通過所謂「反分裂國家法」，日本政府也與美國

政府一樣表達嚴重關切之意，且日本政府也跟美國一樣對歐盟有些國

家要對中國武器禁運解禁，持相同的反對態度。雖然小泉首相即將卸

任，但本人仍要再次地代表台灣政府與 2300 萬台灣人民對小泉首相在

過去幾年對台灣的堅定支持，及在維繫台海和平、穩定所做的努力與

貢獻，表達肯定與感謝之意。 

安倍晉三官房長官一定可成為小泉首相最佳的接班人，我相信他

的當選絕對是百分之百的，我們非常欣慰安倍晉三官房長官能夠成為

日本未來的新首相，這也是日本與台灣共同的福氣。 

安倍晉三官房長官過去幾年與台灣有非常好的互動，本人也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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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與他對話，個人對他非常有信心，且相信他對今後在增進台灣與日

本的實質友好關係定可再度做出最大的努力與貢獻。 

中國軍備擴充與現代化，及在東南沿海針對台灣所做的飛彈部署

，相信危害的絕對不是台灣一國一地，包括日本在內所有亞太地區的

國家也同樣受到嚴重威脅。亞太地區，特別是台海的和平、安全與穩

定絕不只是台灣的義務與責任，相信也是日本、美國及台灣共同利益

之所在，雖然台、日沒有正式的外交關係，但在維持台海的和平、安

全與穩定方面，台灣與日本絕對可成為最佳的準軍事同盟關係。 

三、問：我來自紐約太陽報，想請教陳總統，聯合國有非常多的

腐敗，使得很多美國人認為，美國應該要離開聯合國，應該要像台灣

這樣子，是一個自由、民主、經濟非常成功的國家，而不是聯合國的

會員，但是為什麼您這麼樣地堅持台灣要加入這麼一個有問題的組織

呢？ 

答：我相信美國絕對不會離開聯合國，我也相信 2300 萬的台灣人

民也不會因為聯合國有一些問題就不敢加入聯合國，成為聯合國的會

員國。我相信這不但是 2300 萬台灣人民的權利也是我們的義務，我也

相信美國不但不會離開，而且美國也應該要拿出立國的精神，能夠關

心並支持台灣也能夠與美國一樣成為聯合國的正式會員國。台灣沒辦

法成為聯合國的正式會員國，也讓我們在參與像是 WHO(世界衛生組

織)方面受到很大的限制，我相信關於衛生、人權絕對不應該受到剝奪

與限制，特別是在過去 SARS 疫情以及現在禽流感的疫情方面，台灣

絕對不應該成為全球防疫體系唯一的缺口。台灣沒辦法成為聯合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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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會員國，所以包括台灣漁民的權益也受到許多的妨害，因為台灣

沒辦法簽署國際海洋法公約，對台灣漁民的權益可以說受到很大的影

響。一樣地，因為台灣不是聯合國的會員國，所以雖然台灣有許多世

界級的文化遺產，我們沒辦法向聯合國來登記，這也是全人類文化遺

產非常重大的損失，對 2300 萬台灣人民來講，也是非常不公平的事情。 

四、問：總統先生晚安！我（美國 ABC 前廣播名節目主持人 John 

Batchelor）非常榮幸曾參與您連任過程，台灣非常幸運有一位像您這樣

的總統，我想要瞭解的是，如果台灣成為聯合國的會員國，對美國民

眾有何益處？  

答：我相信美國的民眾一定會非常高興，因為民主、自由、人權

、和平的普世價值，不但是美國人民能夠享有，2300 萬台灣人民也能

夠共同來分享。當然，很清楚的一點，因為我們都瞭解到，台灣是美

國的第 8 大貿易伙伴，而且在去年雙邊的貿易總額達到 560 億美元以

上，而美國對台灣的出口也達到 220 億美元以上，這樣的一種緊密台

美經貿關係，我們竟然沒辦法順利地來推動簽署兩國的自由貿易協定

（FTA）。全世界很多的國家，與美國的經貿關係沒有像台灣與美國關

係這麼友好，但是美國仍與他們推動簽署自由貿易協定。為什麼台灣

沒辦法受到這樣一個關注，而受到不相同的對待，最主要的原因是因

為台灣不是聯合國的會員國。另外，有一點我們必須要強調的是，美

國作為全球民主社群的龍頭老大，對於全球民主社群的份子與成員，

應該要給予相同的對待，不應該有雙重的標準。當然，台灣若成為聯

合國的會員國，對美國所謂的「一個中國」的政策，必須要重新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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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不會再有像過去一樣的矛盾。 

五、問：我知道這是今天最後一個問題，我是德通社駐聯合國記

者，您提到了一些改變、重新調整策略以進入聯合國，我了解這當中

的困難度，但是反過來說，我們也應該看看是不是應該進入聯合國。

在 2000 年有 29 個國家與台灣有外交關係，如果我沒記錯的話，現在

這個數字已經下降到 24 國了，您在過去 6 年來人民支持度有所下降，

台灣的經濟也不是那麼良好，為什麼您現在要改變策略呢？因為您只

有 2 年的任期即將屆滿，另外一個問題，現在是否您還有領導權，帶

領台灣人民前往更好的未來以及加入聯合國？這樣的一個領導權，是

主導任何一個宏偉計畫時非常重要的一點，除非您擁有政治主導權，

才能帶領人民執行這樣一個重大的計畫。 

答：非常感謝。我相信最重要的是 2300 萬台灣人民的強烈意願，

我一再地強調，有將近 80%的台灣民眾支持以台灣的名義直接申請加

入聯合國。在台灣這樣一個民主多元、甚至在國家認同有嚴重分歧的

國度，能夠有 80%民眾支持直接以台灣名義申請加入聯合國，這是非

常不簡單的事情。這樣的一個聲音，作為國家領導人，必須要聽到、

必須要重視，而且也必須順應民意加以推動。 

沒有錯，這是一個非常困難的事情，甚至是不可能的任務，但是

只要是對的事情、是對的路，我們就必須要堅持。只要我們堅持、勇

敢地走下去，有一天我們一定會成功。過去我們之所以沒有辦法成為

聯合國的會員國，是因為所謂「一個中國」政策的問題；一樣的，台

灣之所以沒辦法跟更多的國家建立正式外交關係，也因為「一個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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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問題。 

所以對目前的政府來講，對於「一個中國」的主張，我們是非常

清楚，是要揚棄的，我們認為有必要以台灣名義申請加入聯合國，只

要我們能夠成為聯合國的會員國，我相信與台灣建立正式外交關係的

國家，絕對不只二十幾個國家，而是一百多個國家。今年剛好是我們

退出聯合國 35 週年，我們離開聯合國這個大家庭已經 35 週年了，很

多人都已經忘記過去我們是怎麼樣離開聯合國的。既然我們沒有辦法

用中華民國的名義加入聯合國，我們只有用台灣、新的名義，用新的

會員國的身分，直接申請加入聯合國。 

雖然我的總統任期不到 2 年，但是我們希望走出第一步，也希望

個人縱使以後不當總統，也能夠持續與 2300 萬台灣人民一起努力，推

動以台灣名義加入聯合國。 

副總統出席「2006 點燃希望之光職訓暨就業博覽會」 

中華民國 95 年 9 月 9 日 

呂副總統秀蓮女士今天上午前往宜蘭，參加由勞委會在宜蘭運動

公園所舉辦的「2006 點燃希望之光職訓暨就業博覽會」，除祝福大家

能夠覓得合適工作外，並期盼在所有鄉親的努力下，宜蘭的希望之光

能夠更加發揚光大。 

副總統致詞時表示，在今天台北一片緊張下，看到宜蘭歡天喜地

，舉辦就業博覽盛會，讓她感到欣慰。尤其來到宜蘭，更令她想起前

任勞委會主委陳菊女士，她是宜蘭的女兒，也是台灣的女兒，在任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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勞委會期間，為勞工朋友不停奔走、奉獻甚多，現在競逐高雄市市長

，希望能為高雄市市民做出更多服務，令人感佩。而接替的李應元主

委繼續為勞工權益努力打拚，兩人都是勞工同胞的好朋友。 

副總統肯定勞工朋友對台灣經濟的貢獻，因為勞工是台灣重要的

基礎，沒有勞工就沒有今天的台灣，特別是有愈來愈多的女性勞工投

入職場，形成所謂的粉領勞工（pink labor），讓台灣的經濟在紅花、

綠葉的搭配下，擁有現今的卓越成果。 

副總統指出，經由全民與政府的共同努力，台灣的失業率，在 6

月已降至 3.87﹪，是 6 年來最低，較諸法國的 9﹪，美國的 5.8﹪以及

日本的 4.2﹪都還要低，這表示我們的經濟已在起飛當中；於此同時，

勞委會的就業輔導機制益顯重要，因為，目前台灣有 40 萬工作人口，

但擁有 50 萬的工作機會，因此大家不要怕沒有工作做，在就業輔導機

制的穩定發展上，勞委會一直扮演了相當重要的角色。 

副總統也告訴現場與會者，在雪山隧道通車後，可以說讓宜蘭更

加閃耀，希望之光照亮宜蘭，因為交通是重要的任督二脈，相信交通

條件的改善，會為宜蘭帶來更燦爛的未來；此外，對於今天盛大的就

業博覽會，副總統也祝福所有參與民眾，不管勞方或資方都能覓得合

適的工作機會與人才。她以自身經驗勉勵年輕人，找第一份工作應該

抱持接受挑戰的心情，因為，工作挑戰性愈高，收獲愈大，未來回憶

，會更充滿成就感，例如她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美國留學時，利用課

餘時間幫人帶小孩，第二份工作則是在漢堡店打工，兩份工作都讓她

收獲匪淺，幫人帶小孩讓她瞭解家庭問題所在，漢堡店則看盡人生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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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現在回憶，仍感觸良多。 

副總統期許，所有待業民眾在尋得工作後，應以腳踏實地的心態

與精神，盡心盡力做好任何一件事，所謂「萬丈高樓平地起，英雄不

論出身低」，只要努力、盡力，一定可以開創人生坦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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