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106)年第 70 屆世界衛生大會(WHA)討論有關 

邀請臺灣以觀察員身分參與 WHA 案相關國家發言要點彙整表 

 

日期 場次 國家 發言要點 

5/22

上午 

總務

委員

會 

有關

納入

議程

辯論 

 

 

史瓦濟蘭 

衛生部長 

席蔓拉

Sibongile 

Ndlela-Simelane 

1. 中華民國臺灣在獲得國際支持的情況下，2009年開始以觀

察員身分參與WHA。臺灣在技術性會議的參與有效防止

全球疫情擴散，臺灣致力協助他國面對挑戰，促進WHO

宗旨。疫病傳染無國界，各國都不應在對抗疫情擴散的戰

役中缺席。 

2. 臺灣對國際社會貢獻卓著，特別在對抗新型傳染性疾病的

領域。為達WHO能使全世界人民獲得高水準健康的宗旨

，排除部分人民的參與，將與2030年達成永續發展目標牴

觸。確保全球各國獲得衛生資訊至為關鍵。各國交換資訊

，取得正確相關疫情的通知極重要。任何一個缺口都將影

響對抗傳染疾病的措施。 

3. 我們應維持臺灣繼續以觀察員身分參與。所有利益關係者

均應在衛生領域全力合作，此符合所有會員國的利益。中

華民國臺灣倘發生疫情將不僅威脅該島嶼居民，也將對全

世界造成威脅。史國政府相信中華民國臺灣持續在WHA

的參與將對WHO有益，並有助加速達成永續發展目標。

中華民國臺灣需要我們，而我們全球衛生社群也需要他們

。 

中國駐日內瓦

聯合國分部代

表團常代馬朝

旭 

1. 中方堅決反對將涉臺一案列入大會議程，對於中國臺灣地

區參與世界衛生大會，中國政府立場明確一貫，即必須按

照一個中國原則下參與，聯大2758號決議案及世衛大會

25.1號決議案為一個中國原則奠定法理依據。 

2. 2009年至2016年中國政府連續8年同意臺灣地區，以中華

臺北名義、觀察員身分參加世界衛生大會，是在一個中國

原則下，經兩岸協商後作出的特殊安排。目前臺灣民進黨

當局拒絕承認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直接導致臺灣地區參加

今年世衛大會的基礎不復存在，過去8年特殊安排難以延

續。 

3. 中國中央政府始終高度重視臺灣同胞的健康福祉，在一個

中國原則前提下，我們對臺灣地區參與全球衛生事務做了



妥善安排。在國際衛生條例框架下，臺灣地區同世衛組織

和各國信息交流暢通，機制完善，臺灣地區的醫療衛生專

家可參加世衛組織相關技術會議活動，有需要時世衛組織

可派專家赴臺灣地區進行指導，這些安排確保突發之國際

公衛事件，臺灣地區可以即時有效面對。目前臺灣地區專

家也在正常參加世衛組織活動，所謂臺灣地區無法參加世

界衛生大會，是忽視臺灣人民健康福祉，將導致國際防疫

缺口，是完全不符合事實的。 

4. 少數國家提出涉臺提案，根本不是真正關心臺灣地區人民

健康，他們的真實目的是為臺灣民進黨當局謀求所謂國際

空間，和挑戰一中原則，此行為當然不被國際社會所接受

。為維護聯合國和世衛大會權威性，為確保世衛大會順利

進行，中方強烈要求立刻做出裁決，不將涉臺提案列入大

會議程，並提交大會通過。 

索 羅 門 群 島  

衛生部長 

凱圖吾 

Tautai Kaitu’u 

 

1. 索羅門群島支持將臺灣參與WHA議案納入議程。索國政

府已向衛生大會致函，盼臺灣可以如同過去8年，持續以

觀察員身分參與WHA。 

2. 索國認為衛生是基本健康人權，無論文化、社會、經濟或

政治地位，都應該被公平且有尊嚴的納入全球衛生體系。

我們認為此一權威性的組織不應忽視臺灣2千3百萬人願

意共同對抗全球衛生議題的意願，此也違反永續發展目標

(SGDs)載明「不應遺漏任何人」的精神。 

3. 臺灣對國際醫療貢獻有目共睹，排除臺灣參與將不利於對

抗全球傳染性疾病。WHO是專業國際衛生組織，並非為

政治目的而聚會。排除臺灣的參與對大會係一損失，並無

助於對抗全球疫病。 

4. WHO宗旨盼使全世界人民獲得儘可能高水準的健康。臺

灣政府是能夠掌控該地區防治傳染性疾病，避免2千3百萬

人受到威脅的唯一政府。索國政府支持此提案應納入議程

，並送交全會進行公平辯論。 

古巴 

衛生部長 

歐黑達 

Morales Ojeda 

1. 古巴拒絕將「邀請臺灣以觀察員身分參與WHA議案」納

入。全世界只有一個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唯一且合法

的中國的代表，此已獲得國際社會的全體認同。依據聯大

2758號決議案及世衛大會25.1號決議案，臺灣作為中國的

5/22 

上午 



一省，在所有活動的參與均必須符合一個中國原則。 

2. 本次WHA議程相當緊湊，包括遴選WHO幹事長等重要議

題，因此會議議程不應遭受此提案干擾，我們應該討論更

重要議題並作成決定，以確保WHO順利扮演其角色，採

取必要措施提升全人類的衛生條件。古巴支持中國的發言

，反對將邀請臺灣參與WHA的提案納入議程。古巴認為

各國無須就此議案進行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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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 

全會

有關

決定

議程

辯論

發言 

 

 

中國大陸駐日

內瓦聯合國分

部代表團常代

馬朝旭 

1. 中國代表團堅持該補充提案不予列入會議，臺灣是中國的

一部分，臺灣問題是中國內政，是國際廣泛認知，也為國

際法認可。中國立場明確一貫，依照一中原則處理，WHO

同意中華臺北自2009年到2016年連續8年參與是在「一中

原則」下經過兩岸協商做出的安排，但現民進黨政府拒絕

承認此政治基礎。聯大2758號及世衛組織第25.1號決議案

是世衛組織遵循一中的法理基礎，世衛組織不邀請臺灣參

與完全符合聯大與世衛決議的相關規定。 

2. 中國高度重視臺灣人民的健康福祉，並在一中原則下 做

了妥善安排，在國際衛生條例規範下，臺灣的溝通是暢通

的，機制是完善的，臺灣的專家可以參與活動，有必要時

世衛專家也可赴臺灣指導，目前臺灣專家也可參與技術活

動。 

聖文森 

衛生部長 

布朗 

Luke Browne 

1.  日前已有11個會員國提案將臺灣納入WHA觀察員，但是

並未被接受，聖國抗議此一結果，並強烈譴責任何刻意斷

絕與廣大群眾交換訊息之行為。 

2.  WHO過去8年邀請臺灣出席WHA，係認知到沒有人應該

被遺漏，因此，我們怎麼可以將2300萬人排除於此重要議

題之外？聖國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臺灣的說法純屬

虛構，難道中國之一部分可以被邀請以觀察員身分與會？ 

3.  全世界都知道臺灣是自治政府，有自由選舉、國旗、國歌

，我們必須從歷史中走出來，畢竟聯合國及WHO決議案

並未定義「一中」，並未明指中國代表臺灣。 

4.  所謂「一中」與我們今天的提案與聯合國決議案並無衝突

，我們關切此一真正的全球醫療平臺之宗旨，即 Leave no 

one behind，而排除臺灣已違反WHA之可信度、公正性與

效率。 



古巴 

衛生部長 

歐黑達 

Morales Ojeda 

大會過去處理過這個問題，有關臺灣加入世衛大會事，聯大

與世衛大會已經做了決議，也就是 2758 號、25.1 號決議案，

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唯一的中國的代表來參與世界衛生組

織與世衛大會。 

帛琉 

衛生部長 

羅伯特 

Emais Roberts 

1. 帛琉代表1萬7000人支持臺灣2千3百萬的兄弟姊妹，因為

他們在WHA沒有聲音。帛琉擁護WHO之宗旨，沒有任何

人之健康應該被遺漏。為何忽視臺灣兩千三百萬人，我們

如何在有此缺口之情形下，繼續擁護這樣的價值？ 

2. 為何WHA過去八年接受臺灣參與，今年卻不行？難道

WHO與WHA之宗旨、觀念及想法在過去一年中已有改變

？ 

3.  中華民國臺灣擁有全世界最佳醫療體系之一，卻沒有任何

代表可以在此與大家分享經驗？臺灣過去20年投資60億

美元協助國際人道醫療援助，何以不讓他們在此分享這樣

的成功故事？ 

4.  政治事務應在其他場域討論，而不是在WHA，健康是基

本人權，且屬於這個星球上的每一個單一個體，包括兩千

三百萬臺灣人民，認為臺灣有權取得代表權，給予其觀察

員地位，係唯一正確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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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 

全會

總討

論之

各國

發言 

美國 

衛生部長 

Thomas Price 

對於 WHO 未能依過去 8 年的慣例繼續邀請台灣出席 WHA

表達失望，並將繼續堅定支持台灣不被排除在 WHO 之外。 

德國聯邦 

衛生部長 

葛侯 

Hermann Grohe 

鑒於疾病無國界，國際醫衛體系不應留有空白，爰德國支持

所有相關行為者廣泛、有意義且無例外之參與，對本年未邀

請所有近年曾與會之觀察員出席感到遺憾。 

布吉納法索 

衛生部長 

梅達 

Nicolas Méda 

本人謹藉此機會，繼美國之後，支持臺灣成為致力於健康工

作、沒有人應該被遺漏之世衛組織會員。本人謹對中華民國

臺灣長期透過建置衛生中心、訓練公衛專業人員及對抗疾病

，強化我國公衛體系，表達布吉納法索之謝忱。 

澳大利亞 

衛生部常務副

部長 

Martin Bowles 

澳大利亞堅定認為，世界衛生大會(WHA)及世界衛生組織

(WHO)為追求全球衛生利益，必須儘可能具包容性。上年邀

請臺灣以觀察員身分出席WHA，對WHO與臺灣互動交流而

言，是一項具高度價值的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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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上午 

全會

總討

論之

各國

發言 

宏都拉斯 

衛生部長 

Delia Rivas  

本人謹藉此機會，向為達到全球健康無條件提供援助之各國友

邦政府表達謝忱，特別是中華民國臺灣政府及人民過去在全球

防疫，以及目前為達成聯合國2030年永續發展目標議程之努力

。自8年前臺灣即透過參與WHA大會提供寶貴貢獻，本人期盼(

臺灣)持續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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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 

 

 巴拉圭 

衛生部疾管局

長 Aqueda 

Cabello 

巴拉圭盼在此特別強調臺灣參與世界衛生大會及世界衛生組織

之重要性。臺灣除協助其他國家面對衛生議題之挑戰外，亦以

共同實現世界衛生組織之願景為目標，提供不容忽視之貢獻以

實現吾人之健康權。在此，特別表達巴拉圭盼臺灣明年可續參

與世界衛生大會的堅定期望。 

史瓦濟蘭 

衛生部長 

席蔓拉 

Sibongile 

Ndlela-Simelane 

1. 我們感謝即將卸任 WHO 幹事長的領導、聯合國相關組

織、雙邊與多邊捐助者，特別是「全球基金」、「美國總

統防治愛滋病緊急援助計畫」(PEPFAR)、歐盟及中華民

國臺灣，對改善眾多我國人民生活具有重大貢獻。身為一

個面對許多衛生挑戰，且難以達成 WHO 目標的國家，我

們感謝中華民國臺灣政府持續給予支持。 

2. 在本次第 70 屆 WHA 會議中，中華民國臺灣的缺席為一

大憾事，此將影響吾人在控制及消除傳染性疾病的集體合

作與努力。因此，我們呼籲 WHO 重新考慮目前對中華民

國臺灣參與 WHA 的立場。 

薩爾瓦多 

衛生部長

Violeta 

Menjivar 

主席女士，基於包容性、普遍性及不遺漏任何人之原則，薩爾

瓦多在此特別表達支持臺灣維持以觀察員身分參與世界衛生大

會之意。 

日本厚生勞動

大臣政務官馬

場成志 

（Seishi Baba） 

在邁向全球化的時代，面對傳染性疾病跨境傳播的威脅亦隨之

增加，吾人不應遺漏任何一個地區，以致造成地理上的真空狀

態（geographical vacuum）。我們相信強化復原力與永續性，以

及具包容性的體系，將有助於為緊急衛生情勢預作更好之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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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會

總討

論之

各國

發言 

索羅門群島 

衛生部長 

凱圖吾 

Tautai Kaitu’u 

索羅門群島對於臺灣被排除在WHA 之外，盼在此表達強烈失

望。各方及全球利益關係者的合作是(衛生)工作的基礎。臺灣在

全球衛生議題的積極參與，對於達成WHO 目標的工作極具貢

獻。我們在此希望再次呼籲WHO 未來邀請臺灣以觀察員身分

參與WHA。 

瓜地馬拉 瓜地馬拉一年前幸有各協助，如臺灣政府提供之援助，始解



衛生部長

Lucrecia 

Hernandez 

除公立醫院用品供應不足的危機。 

尼加拉瓜 

衛生部秘書長

Carlos Saenz 

尼加拉瓜對於臺灣未獲邀以觀察員身分參加第 70 屆世界衛

生大會深表遺憾，世界衛生組織需要各方合作，俾為人類健

康此一共同利益提出貢獻，不應拒絕臺灣 2,300 萬人民與世

界衛生組織分享其成就與經驗之權利，以達到永續發展目

標。特別在吾人為人類福祉致力於和平、包容、和諧、團結

及相互支持的時刻，尼加拉瓜將持續堅定支持臺灣，並籲請

各會員國共同支持兄弟邦臺灣以觀察員身分參與世界衛生

大會。 

諾魯 

衛生部長

Charmaine 

Scotty 

因為各國的慷慨(協助)，諾魯身為一個小島國家，大幅受惠於

WHO 全球倡議。…基此，我若未提及諾魯接受來自捐獻國臺灣

極具熱忱且極具重要性的醫療援助，將成為我的疏失。臺灣不

是WHO 會員國，而且被遺漏於聯合國永續發展第 3 項目標

(SDG3)─「確保所有人民健康及促進各年齡層之福祉」之外。 

帛琉 

衛生部長 

羅伯特 

Emais Roberts 

1. 帛琉與世界上許多國家都相信並同意，政治不應該凌駕於

健康基本權利之上；疾病傳染無國界，亦不會因人而異。 

2. 中國民國（臺灣）係帛琉在衛生領域之重要友邦之一，倘

若沒有這些友邦，許多帛琉人民不可能獲得醫療所需最佳

診治。臺灣的優秀醫學技術提供之可負擔之醫療服務，已

成為帛琉人民醫療轉診的目標國。有效滿足帛琉人民之醫

療需求，包括病人轉診等。 

3. 自2003年起，中華民國（臺灣）已擴大其對帛琉及許多國

家於技術援助、教育、農業、能力建構、基礎建設及健康

等領域之協助。另派遣不計其數之醫療團，提供帛琉人民

更好的醫療選項，有效提升帛國健康水準，此皆與聯合國

永續發展目標SDG-3相符。帛琉願為中華民國（臺灣）對

全球健康之善意卓越貢獻作見證，並提請WHO及WHA注

及臺灣之努力，並讓臺灣以觀察員身分出席大會。 

4. 臺灣自2009年至2016年獲邀以觀察員身分出席WHA之事

實，足證臺灣對全球健康之卓越貢獻，並獲得WHO會員

及國際社會之強力支持，臺灣2千3百萬兄弟姊妹之聲音應

該被聽到，並受到這個大會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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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地 

衛生部長 

Marie Greta 

Roy Clément 

聯合國 2030 年永續發展第三個目標，即「確保所有人之健

康生活方式，促進各年齡層所有人之福祉」，不應具有排他

性。因此，海地政府支持中華民國（臺灣）以觀察員身分出

席世界衛生大會。 

馬紹爾群島 

衛生部長

Kalani Kaneko 

1. 具改革性的永續發展目標(SDG)需要各方共同參與。基

此，我政府對於臺灣本年未能以觀察員身分受邀參加

WHA 深感遺憾。畢竟，這個組織及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均強調包容性，以及所有人均應享有權益。除此之外，臺

灣對全球公共衛生包含在馬紹爾群島已作出重要貢獻，並

提供不可或缺的資訊。疾病傳染無國界，臺灣 2 千 3 百萬

人民享有不可剝奪的平等衛生待遇權。 

2. WHO 不是一個政治組織，而是一個中立且致力於追求基

本人權進程的組織，且並不為任何單一會員國的狹隘政治

利益而服務。如果我們真正為確保任何人均不應被遺漏，

則應該瞭解臺灣的缺席將對全球衛生網絡造成嚴重損害。 

吐瓦魯國 

衛生部長 Hon. 

Satini Manuella 

吐國加入其他國家及國際醫衛團體的行列，承認中華民國臺

灣在國際社群及國際社會諾大且實質的(醫療)貢獻。 

聖文森 

衛生部長 

布朗 

Luke Browne 

 

1. 聖文森是一個資源有限的發展中小島國家…我們甫收到

中華民國台灣捐贈的救護車。臺灣國際團結合作精神一直

與我們同在。我今日所佩帶的領帶是臺灣派駐我國的醫療

團所贈送的。而在此時他們面臨進入這個大會的困難時

刻，聖文森選擇與他們站在一起。 

2. 對於若干漠視現實及國界，並宣稱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一部分的說辭，實令人感到荒繆。我們今日所看到的情

況，是不應在此出現的赤裸裸政治操控。聖文森深切期待

有一日，臺灣能在此大會及國際事務享有一席合法地位。

在共同打造永續發展時代的國際衛生照護議程上，我希望

我們不會遺漏任何人。 

  中國大陸駐日

內瓦聯合國分

部代表團常代

馬朝旭(行使

「答辯權」) 

中國代表團根據大會議事規則第 57 條，要求行使答辯權，

在本次會議一般性辯論中，聖文森與格瑞納丁、帛琉、馬紹

爾群島等國代表，就「中國台灣地區」參加世界衛生大會問

題，多次發表不負責任的言論，中方再次聲明，台灣是中國

的一部份，「中國台灣地區」參加世界衛生大會問題，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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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一個中國原則」處理，聯合國大會第 2758 號決議，

和世衛 25.1 號決議，為世衛組織遵循「一個中國原則」，提

供了法理基礎，任何人不能利用本組織的會議，挑戰這個原

則，個別國家代表剛才的發言，嚴重違反聯合國和世衛組織

的相關決議，也與本次會議的討論議題無關，中國代表團對

此表示強烈反對，我們要求有關國家嚴格遵守本組織的各項

原則和規定，停止干涉中國內政，謝謝主席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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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委員

會 

聖克里斯多福

及尼維斯 

駐日內瓦名譽

領事 

Steven 

Goldstein 

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對臺灣未能同過去 8 年獲邀以觀察員

身分出席本年世界衛生大會(WHA)表示失望，將臺灣排除在

WHO 外，等同將 2300 萬人排除在健康人權之外，聖國建請

WHO 授予臺灣觀察員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