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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反對侵略 和平才是國際社會的核心利益 

 

臺灣在供應鏈重整中扮演重要角色 

3月 31日，「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會員國同意英國入會。

近年來推動改革以符合 CPTPP所要求高水準條件的臺灣於前年 9月申請入會，期

盼臺灣的入會也能早日獲得同意。 

基於分工、信賴與自由貿易的全球化近年來為避免洩漏機密、高科技流用至

軍事、以及制裁被政治利用等風險，經濟安全保障逐漸獲得重視，供應鏈的重整

正持續進行中。臺灣不僅是擁有先進技術的經濟體，更是值得信賴的國際社會夥

伴，能以民主陣營之一員為世界做出貢獻。 

 

經濟繁榮是和平所賜 

東亞於 70多年來，並未發生大規模的戰爭，持續的和平促成各國的經濟發

展。可以說經濟繁榮是維持和平所賜。相反的戰爭一瞬間就破壞了過去累積的經

濟成果和社會安定。 

尤其是世界因全球化變得緊密，如同俄羅斯軍事侵略烏克蘭般，不僅破壞烏

克蘭的國土，也招致包含日本等許多國家的物價上漲，任何區域的戰爭都會對全

世界的發展造成影響。特別是臺灣有最先進的半導體工廠聚集，萬一發生台灣有

事，對世界經濟所帶來的影響恐無法估計。 

臺灣長年來面對中國的軍事威脅。中國共產黨主張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一部分，若是臺灣繼續拒絕統一，將不排除使用武力。但是從歷史來看，臺灣從

未曾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所統治，臺灣大多數民意希望的是維持現狀而非統一。臺

灣蔡英文總統向中國呼籲，在對等與尊嚴的原則下進行對話和交流。 

當前，臺灣海峽受到世界所注目，緊張升高的主要原因是，強化專制獨裁的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並不放棄以武力統一臺灣之立場，持續準備進攻臺灣，在國

際社會引發許多不安和對立。最近也以蔡總統過境美國時與眾議院議長麥卡錫為

藉口，共軍動員包含航空母艦等實施包圍臺灣的軍事演習，從空中與海上對臺灣

進行威嚇。倘中國以統一為名對臺灣行使武力，這絕對是對臺灣的片面性侵略。 

 

和平才是國際社會的核心利益 

中國主張臺灣是其絕對無法退讓的「核心利益」，但對國際社會而言，和平

才可以說是「核心利益」。守護和平是不要讓侵略戰爭發生，對於片面以武力變

更現狀的行為國際社會必須一致地堅決反對。若不如此，則強國野蠻地侵略小國

被放過，國際秩序恐怕會瓦解。 

而和平雖然是愛，但若是沒有守護所愛的故鄉和親人之力量，則和平將成為

悲劇。沒有抵抗力量的和平極為脆弱，投降則命運掌握在他人手中，失去實現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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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理想的方法。有尊嚴的生存是重要的，必須保持力量的均衡。 

臺灣為強化防衛力量將竭盡所能，同時推動與美國和日本等國在安全保障上

進行合作、提升嚇阻力為當前的緊要課題。若是讓對方能夠認清侵略戰爭必須支

付高昂的代價，則無謀的侵略將被嚇阻，有助於預防戰爭與維持和平。 

 

民意能影響國家 

為事先防止侵略戰爭，不僅軍事力，也需要外交的力量和民間的力量。在外

交上，必須持續努力讓民主國家團結一致，不要造成孤立或分裂，透過有尊嚴的

對話創造和平。 

而所謂民間的力量則是以民意影響國家。不單只是民主國家，專制獨裁國家

政府也不能忽視民意。專制獨裁國家想要掌控言論，正代表對於民意過於在意。

戰爭會造成民族滅亡與國家孤立，遭致國際社會排除，也會奪走親人和友人的生

命，甚至於自身的性命都會面臨危險。發動戰爭國家的人們也是如此，若是能廣

為宣傳侵略戰爭沒有英雄與勝利者的真相，就能創造出冀求和平的力量。 

 

應重新思考國際組織排除臺灣的問題 

聯合國於 1971年通過 2758號決議，同意中華人民共和國加盟聯合國及代表

中國，但並未賦予臺灣的代表權給中華人民共和國。聯合國裡臺灣的代表權問題

尚未解決。臺灣要求有意義地參與世界衛生組織（WHO）、聯合國氣候變遷架構公

約（UNFCCJ）、國際民航組織（ICAO）、國際刑警組織（ICPO）等國際組織，但因

中國強加「一個中國原則」於各國而阻礙臺灣參加，臺灣無法充分地參加聯合國

相關活動與國際組織，在與國際社會的合作和分享資訊等出現不便。 

國際社會必須再度確認，現在要重新回到聯合國憲章的理念，推動遵守國際

法及聯合國憲章，以和平的手段解決紛爭，絕不容許以武力解決。不能因中國的

壓力而讓臺灣成為地理上的空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