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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美人護照出生地正名「台灣」30 週年  FAPA 呼籲美國廢除過時的「一中政策」 

 

在 1994 年之前，台灣裔美國人被迫在美國護照上將「中國」列為其出生地，此錯誤表述促使

「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ormos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Affairs, FAPA）發起一項政策倡議運動，

以糾正此荒謬錯誤，並保障台美人所應有的正當合理身分。 

 

2024 年 10 月 25 日，標誌著台美人護照出生地於 1994 年正名「台灣」立法生效 30 週年。FAPA

成功推動了此關鍵的政策改變，這是台裔美國人確立並保障其身分與認同的一個重大里程碑。 

 

30 年前，FAPA 和本會會員與我們在美國國會參眾兩院的朋友一同合作，推動、提出並成功通過

此項重要的台美人出生地政策修正案。自此修正生效成為法律，在台灣出生的台裔美國人終於能

將他們美國護照上的出生地正名為「台灣」。 

 

在此政策倡議通過前，於「台灣」出生的美國歸化公民被迫在其美國護照上被虛假地註記成在

「中國」出生，這不僅加深了「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誤解，並且冒犯地暗示台美人亦是「中國

人」，而這與絕大多數台美人的族群身分認定不符，甚至為此感到極度反感。此種強制將出生地

錯誤列為「中國」的不公正對待，曾使台裔美國人深感不平並沮喪了幾十年。 

 

第一階段：「台裔美國人的出生地註記」 

 

1991 年 9 月，FAPA 發起了一項政策倡議運動，要求將台美人的美國護照出生地註記從「中國」

更正為「台灣」。 

 

1992 年，FAPA 請美國國會議員致函國務院，要求修正此錯誤，但此舉並不成功。儘便美國的

「一個中國政策」從未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但國務院卻錯誤援引此「一中政策」並藉此回

覆，除非美國改變此項政策，否則無法將台美人的出生地從「中國」改列為「台灣」。 

 

此事件清楚地顯示，「一中政策」是多麼令人困惑及誤導，進而導致極為有害的曲解及誤判，這

即便對美國國務院及其官員來說亦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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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 年初，在陳榮儒會長的領導下，FAPA 改變策略，尋求透過「國會修法」來為台美人出生地

正名。在美國眾議員柏曼（Howard Berman, D-CA）以及參議員裴爾（Claiborne Pell, D-RI）的協

助下，台美人出生地改註「台灣」的修正案很快地被納入《1994 和 1995 財政年度外交關係授權

法》（Foreign Relations Authorization Act, Fiscal Years 1994 and 1995）待審。 

 

該法案於 1994年 4月通過並生效成為法律。該法律第 132 節（Section）的標題為「台裔美國人

的出生地註記」，要求美國國務卿必須允許在台灣出生的美國公民將其「出生登記」或「國籍證

明」上的出生地改列為「台灣」。 
 

 
 

第二階段：明文規定「出生地：台灣」的註記適用於美國護照 

 

儘管「台裔美國人的出生地註記」修正案已通過生效，但當時的美國國務院發言人麥柯里

（Mike McCurry）卻於 1994 年 5 月出乎意料地表示，此項針對台美人的出生地「台灣」修正

案，並不適用於美國護照上的出生地註記。國務院此種毫無道理的解釋，讓台美人深深感到被羞

辱。毫無疑問，國務院再次被令人困惑的「一中政策」給嚴重誤導了。 

 

儘管遭遇挫折，FAPA 並不因此就氣餒而放棄。在 1994 年夏天，FAPA 南佛羅里達州分會會長李

嵩義受到美國眾議員德意志（Peter Deutsch, D-FL）的邀請，在邁阿密海灘與美國總統柯林頓

（Bill Clinton）會面，甚至一起慢跑。李分會長利用這難得的機會，尋求柯林頓總統支持將台美

人護照上的出生地註記從「中國」更正為「台灣」。 
 

FAPA 總部與李嵩義分會長也立即與眾議員德意志合作，提議對該前述《外交關係授權法》進行

技術性修正，於其第 132 節增加「或護照簽發」等字。透過此進一步修正，將清楚明文規定，允

許在台灣出生的台美人能將其「美國護照」上的出生地變更或註記為「台灣」。 

 

該項技術性修正在 9 月 19 日於眾議院通過，隨後在 10 月 7 日於參議院通過。1994 年 10 月 25

日，柯林頓總統簽署包含該技術修正的法案，正式生效成為法律。自此，台裔美國人能藉由法律

明文依據，要求將其美國護照上的出生地正確註記為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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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階段：修法的施行 

 

1994 年 11 月 16 日晚上，被普遍認為是台灣第一位女記者的台裔移民楊千鶴女士告知 FAPA 總

部，她於當天下午已收到以「TAIWAN」為其出生地的美國護照，並感謝 FAPA 成功推動此項政

策倡議，讓台美人出生地正名能夠成真。 

 

在 FAPA 獲悉首例成功更正出生地的那刻，標誌著一個遲來已久的勝利，這也是所有台裔美國人

將引以為豪的新開始。自此，在台灣出生的台美人終於可以依法要求美國政府，正確地將其美國

護照及其他官方文件上的出生地列為「台灣」，而非「中國」。 

 

1994 年台美人護照出生地正名為「台灣」的修法及其持續施行，重申了美國堅持「台灣不是中

國一部分」的立場，並象徵著美國政府朝向默示承認台灣獨立的重要一步，與此同時，亦彰顯中

華人民共和國從未統治過台灣分秒的事實。 

 

若不了解相關歷史，如今人們可能很難想像，明明是出生於「台灣」的台美人，竟曾被迫在美國

官方文件上被刻意誤記為在「中國」出生，而且這一錯就是數十年。我們應該要牢記，我們今日

所享受並認為理所當然的事物，在過去可能並非如此。 

 

台美人出生地的成功正名與改變，正是前人堅定不移地的付出與倡議的最佳見證。我們今日所享

有的自由，源自於他們致力糾正那些不公不義，並確保子孫後代能保障其身分認同正確表述的努

力成果。 

 

在此台美人護照出生地正名「台灣」30 周年之際，我們慶祝此里程碑式的勝利，並回顧相關修

法背景與歷史。我們也要藉此機會呼籲美國，早日放棄那極易誤導且有害的「一中政策」（正如

我們在出生地正名運動中所見），並轉而採納更符合現實的「一中一台政策」，承認台灣是個主權

獨立的國家，並正視台灣與中國互不隸屬的事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