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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十屆會議 
 
 

  請求在第六十屆會議議程內列入一個補充項目 
 
 

  聯合國在維護台海和平方面扮演積極角色 
 
 

  2005 年 8 月 5 日布吉納法索、查德、甘比亞、瓜地馬拉、馬拉威、馬

紹爾群島、諾魯、帛琉、聖克里斯多福、聖文森、聖多美普林西比、索

羅門群島、吐瓦魯駐聯合國代表給秘書長的信 
 
 

 我們各奉本國政府指示,謹要求根據大會議事規則第 14 條,將題為“聯合國在

維護台海和平方面扮演積極角色”的補充專案列入第六十屆會議議程。茲按照大

會議事規則第 20 條的規定,附上一份解釋性備忘錄(附件一)和一項決議草案(附件

二)。 

 請在“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的標題下審議本項目。 

 

        布吉納法索常駐聯合國代表團 
        常駐代表 
        蜜雪兒·卡凡多(簽名) 
 
        查德共和國常駐聯合國代表團 
        常駐代表 
        馬哈馬特•阿里•阿杜姆(簽名) 
 
        甘比亞常駐聯合國代表團 
        常駐代表 
        克里斯平·格雷-詹森(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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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瓜地馬拉常駐聯合國代表團 
        臨時代辦 
        羅伯特·拉瓦列·巴爾德斯(簽名) 
 
        馬拉威共和國常駐聯合國代表團 
        常駐代表 
        布朗·基姆分巴(簽名) 
 
        馬紹爾群島共和國常駐聯合國代表團 
        臨時代辦 
        安妮特•諾特(簽名)  
 
        諾魯共和國常駐聯合國代表團 
        常駐代表 
        馬琳•摩西(簽名) 
 
        帛琉共和國常駐聯合國代表團 
        常駐代表 
        斯圖爾特·貝克(簽名)  
 
        聖克里斯多福常駐聯合國代表團 
        常駐代表 
        約瑟夫·克裏斯馬斯(簽名) 
 
        聖文森常駐聯合國代表團 
        常駐代表 
        瑪格麗特·休斯·費拉裏(簽名)  
 
        聖多美普林西比常駐聯合國代表團 
        臨時代辦 
        多明戈斯•奧古斯托•費雷拉(簽名) 
 
        索羅門群島常駐聯合國代表團 
        常駐代表 
        科林·貝克(簽名)  
 
        吐瓦魯常駐聯合國代表團 
        常駐代表 
        埃內爾·索塞內·索波阿加(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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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解釋性備忘錄 
 

 臺灣海峽的安全與和平不僅關係到臺灣海峽兩岸人民的生命與財產，而且關

係到整個東亞乃至整個世界的和平與穩定。中華人民共和國迅速擴充軍事力量，

頒佈所謂的“反分裂國家法”，這可能會危及臺灣海峽的和平。聯合國和國際社會

應密切注意這一形勢，並採取必要的預防、應對措施，理由如下： 

 1. 維護和平與安全是聯合國的宗旨 

 《聯合國憲章》第一條明確規定聯合國的根本宗旨是“採取有效集體辦法、

以防止且消除對於和平之威脅，制止侵略行為或其他和平之破壞；並以和平方法

且依正義及國際法之原則，調整或解決足以破壞和平之國際爭端或情勢”。 

 《憲章》還賦予聯合國協助促進和平解決爭端的重大責任。《憲章》第三十

三條明文規定：“任何爭端之當事國，於爭端之繼續存在足以危及國際和平與安

全之維持時，應儘先以談判、調查、調停、和解、公斷、司法解決、區域機關或

區域辦法之利用、或各該國自行選擇之其他和平方法，求得解決”。 

 此外，《憲章》第三十四條規定安全理事會負有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之主要

責任，“得調查任何爭端或可能引起國際磨擦或惹起爭端之任何情勢，以斷定該

項爭端或情勢之繼續存在是否足以危及國際和平與安全之維持”。 

 因此，維護包括臺灣海峽在內的區域和平與安全，是聯合國的責任和義務。

鑒於臺灣 2,300 萬人民的和平與安全受到嚴重威脅，聯合國應對之表示關切，並

予以密切注意。 

 2. 維護和平是保障人權的必要基礎 

 戰爭是對基本人權的最殘暴的損害，而戰爭威脅與恫嚇是對保護和促進人權

的最大挑戰。《聯合國憲章》的序言明確規定：“欲免後世再遭今代人類兩度身歷

慘不堪言之戰禍，重申基本人權，人格尊嚴與價值”。沒有和平，就沒有人權。

和平是保障人權的最重要基礎。 

 有鑒於此，如果戰爭的威脅和陰影不消除，臺灣 2,300 萬人民的基本人權就

得不到保護。換言之，如果臺灣人民不能免於戰爭恐懼，則聯合國對保障人權的

承諾就將只是空談而已。臺灣海峽的和平問題不僅僅是一個現實世界的安全問

題，還是一個道德與人權問題。 

 3. 和平與安全是 21 世紀聯合國所有會員國的共同目標 

 各國元首和政府首腦在 2000 年 9 月發表的《聯合國千禧年宣言》中公開宣

誓：“我們決心根據《憲章》的宗旨和原則，在全世界建立公正持久的和平”，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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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申明矢志支持“以和平手段並按照正義與國際法原則解決爭端”。世界各國領

袖保證“竭盡全力，使我們的人民免於戰禍，不受國內戰爭和國家間戰爭之害”。
為了實現這個目標，各國政府決心“世界各國必須共同承擔責任來管理全球經濟

和社會發展以及國際和平與安全面臨的威脅”。 

 今年是聯合國成立 60 周年。如何應對冷戰後以不斷擴大的全球化為特點的

國際形勢，對聯合國的進一步發展來說至關重要。《聯合國千禧年宣言》明確列

出了這個國際組織今後努力和改革的方向。聯合國維護和平與安全，行使其預防

衝突及確保和平解決爭端的職能，這已經成為衡量聯合國改革和提高其有效性的

結果的重要指標。聯合國有責任和義務在包括臺灣海峽在內的區域安全問題上發

揮關鍵作用，以表明它在新千禧年中的決心和努力。 

 4. 中華人民共和國不放棄對台使用武力 

 《聯合國憲章》第二條第三項明文規定：“各會員國應以和平方法解決其國

際爭端，俾免危及國際和平、安全、及正義”。第二條第四項要求“各會員國在其

國際關係上不得使用威脅或武力，或以與聯合國宗旨不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

任何會員國或國家之領土完整或政治獨立”。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不願公開做

出承諾，放棄在解決臺灣海峽爭端中使用武力。過去十年裏，中華人民共和國每

年以兩位元數的速度增加其軍事預算，不斷加強其軍事部署。這愈來愈成為對臺

灣人民安全的嚴重威脅。事實上，中華人民共和國已針對臺灣部署了約 700 枚導

彈，而且這個數字還在以每年 100 枚的速度增加。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民解放軍

經常舉行模擬攻台的軍事演習，為以戰爭方式解決臺灣海峽爭端作準備。 

 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今年 3 月頒佈了所謂的“反分裂國家

法”，強調在特定時間和情況下，它將採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解決臺

灣海峽兩岸的爭議。單方面通過這項法律的目的無疑是要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使用

武力攻台提供合法藉口。這不僅明顯違反《聯合國憲章》中規定的和平解決爭端

的原則，而且還是對臺灣 2,300 萬人民安全與生存的威脅。鑒於中華人民共和國

公然準備使用非和平方式解決臺灣海峽問題，聯合國絕對必須對此表示嚴重關

切，採取必要措施，以免被人視為默認甚至贊同這種違反《聯合國憲章》的行為。 

 5. 臺灣海峽的和平與安全受到國際社會的注意 

 中華人民共和國單方面頒佈“反分裂國家法”，加劇了臺灣海峽的緊張局勢，

威脅到東亞地區的和平與穩定。許多國家，包括美利堅合眾國、日本和歐洲聯盟

成員國，對這一動態表示了嚴重關切。它們擔心中華人民共和國企圖用武力來改

變臺灣海峽的現狀。這些國家鼓勵臺灣海峽兩岸進行對話，用和平方式解決爭端。 

 美國眾議院在 2005 年 3 月 17 日通過第 98 號決議，對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通

過其所謂的“反分裂國家法”之後臺灣海峽的現狀有可能改變表示嚴重關切。歐洲

議會在 7 月 6 日通過了一項關於歐洲聯盟、中國與臺灣關係及遠東安全的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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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該“反分裂國家法”。這項決議指出，該法不符合國際法，不是一件能藉以順

利實現“祖國和平統一”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所宣稱目標的工具，並破壞遠東地區

脆弱的安全平衡。此外，這項決議呼籲臺灣海峽兩岸建立相互信任和尊重，求同

存異，恢復對話，促進海峽兩岸關係的和平、穩定發展。 

 14 個國家最近聯名寫信給聯合國大會主席、聯合國秘書長和安全理事會主

席，強調所謂的“反分裂國家法”威脅臺灣海峽的現狀，並繼而危及東亞地區的和

平與穩定。任何使用武力的行為不僅將嚴重違反《聯合國憲章》伸張的原則，而

且還將違反秘書長提交聯合國大會的報告“大自由：實現人人共用的發展、安全

和人權”的精神。 

 6. 臺灣海峽的和平對亞洲及太平洋地區的和平、繁榮與發展至關重要 

 臺灣是東亞地區重要的地緣政治和經濟樞紐，也是海空交通運輸的中心，每

天有數千架民航班機和 500 至 600 艘商船穿過臺灣海峽及其空域。在當前區域一

體化和全球相互依存日增的趨勢下，海峽兩岸關係的和平與穩定直接影響到亞太

地區乃至整個世界的和平、發展與安全。聯合國有責任密切跟蹤該地區形勢的發

展。聯合國，作為一個全球對話論壇，能夠在促進臺灣海峽的和平與安全中發揮

積極主動的作用，實現《憲章》所伸張的維護與追求和平的理想與目標，從而為

聯合國在 21 世紀建立和平的職能樹立一個範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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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決議草案 
 

 大會， 

 考慮到聯合國基本宗旨之一是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並為此目的：採取有效

集體辦法，以防止且消除對於和平之威脅，制止侵略行為或其他和平之破壞；並

以和平方法且依正義及國際法之原則，調整或解決足以破壞和平之國際爭端或情

勢， 

 確保按照《憲章》的規定，各國有義務以和平方法解決其國際爭端，以免危

及國際和平、安全與正義， 

 回顧全體聯合國會員國的首要義務是在發生國際爭端時，根據《聯合國憲章》

第六章規定的程式，以和平方法解決爭端， 

 認識到和平是保障人權和伸張正義的必要條件，訴諸非和平方法解決爭端是

侵犯人權、違背正義的做法， 

 承認台海和平對亞太地區的和平、繁榮與穩定至關重要，並注意到台海的和

平與穩定有可能受到損害， 

 重申聯合國負有預防衝突與維護和平的責任， 

 決定： 

 (a) 敦促台海兩岸以和平方法解決爭端； 

 (b) 請秘書長指派一名特使或一個事實調查團評估台海安全情勢，並向大會

和其他相關聯合國機關，包括安全理事會，提出報告； 

 (c) 請秘書長採取必要措施，鼓勵並協助台海兩岸建立和平對活與交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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