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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因為互聯網的興起，人類的社會行為超出社會階層與國家範圍，社會階層流

動、正超出國內，權力關係變化、正超出國內，利益基礎變化、正超出國內。 

    所以重點:超社會流動性與階層流動路徑，國際關係與權力關係定義，國際貨

幣與利益市場基礎。 

    依據偉人中本聰之路徑，應用 Crypto 的 WEB3.0、去中心化自治組織(DAO)

與 NFT，創造一個更完整的體系，解決上述三大重點問題。 

    然後在賽局中，可以使用這一股力量:金流戈殺破 

 

關鍵字：Crypto、DAO、NFT、超社會流動性、國際關係、國際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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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ecause of the rise of the Internet, human social behavior is beyond the stratum 

and the country, the social stratum is moving and is going beyond the country, the 

power relationship is changing and is going beyond the country, the interest base is 

changing and is going beyond the country. 

 

    So the focus is on: Suprasocial Mobility and Class Mobility Paths, defini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Power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Monetary and Benefit 

Market Basis. 

 

   According to the great man Satoshi Nakamoto path, applying Crypto's WEB3.0, 

Decentralized Autonomous Organization and NFT, create a more complete system and 

address the three key issues above. 

 

   Then in the game, you can use this power:Goldflow Armsforce Projection 

 

    Keywords: Crypto, DAO, NFT, Suprasocial Mobilit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Monet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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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 Introduction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目的 

    因為我喜歡研究各種詭異知識，這一些研究並非都在相同時期、背景、動機

之下展開。大致上可以分成三個時期:  互聯網金融、中華法西斯黨、國際關係與

地緣政治。 

    互聯網金融時期、動機是想賺錢，背景是大陸當時的 P2P 網貸熱潮，其實分

成兩種: P2P 個人對個人、P2B 個人對企業。P2B 之中最安全的一種模式，即企業

以未付款票據質押借貸，票據是未來有現金收益的證明，而且具有法律效力、有

強制力，對於大陸很多人是”欠錢老大”的觀念，就要請出共產黨政府的社會主義鐵

拳了。 

    中華法西斯黨時期、動機是反政府，背景是民進黨蔡英文倒行逆施，恣意侵

吞民間社團法人、國民黨黨產，就是台獨法西斯黨。因此，支持中華法西斯黨抗

衡台獨法西斯黨，並且與中華法西斯黨領導人、發行希特勒幣(Hitler Coin)，又建

立中華法西斯黨(DAO)，以數位韌性強化組織生存力。 

    國際關係與地緣政治時期、動機是想創業，背景是開發海上浮動城市

(Seasteading)，但是這得燒天文數字的錢才有可能，而且海上浮動城市會有地緣政

治問題。同時好友突然贈閱一書，大陸學者閰學通、國際關係概論，彌補自己基

礎知識上的空白地帶。 

    所以，研究目的是寫成論文、創造知識，擁有知識證明、知識產權，再轉變

成市場商品或服務、知識變現。發現原有路徑不適合自己，就研究設計新知識變

現路徑，了解新舊路徑差異優劣為何?於是就發現中本聰路徑，與自己和它面臨相

同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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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路徑    

1.2.1 中國路徑 VS 西方路徑 

    知識怎麼證明，如何變現問題? 有三條路徑可以選擇，中國、西方、中本聰。 

    中國，知識份子考試，科舉當官、落榜造反，歷史知名有黃巢起義。 

    西方，知識份子研究、大學創造，知識證明➡知識產權➡市場經濟。 

    知識就是力量，所以共同體的核心力量發展路徑，必然決定共同體的發展路

徑，中國知識變現主要追求權力(Power)，西方知識變現主要追求利益(Benefit)，決

定中國走社或走資。因為中國知識份子沒有資本、或知識轉成資本的路徑，就只

得支持社會主義了。同樣，面臨自由與威權、民主與專制之選擇時，必然排除自

由小政府、只得選擇威權大政府，而威權通常是以專制、一黨專政達成，因為黨

國大政府才有足夠黨職、官職供給知識變現。 

    台灣早期跟大陸屬於相同模式，之後民主化改以選舉競爭、群眾運動追求權

力，知識變現依然是追求權力，甚至逐漸的喪失知識性質。因為中國知識變現主

要追求權力，所以大政府的本身絕不會改變，民主化只是變成兩個威權政黨、輪

流瓜分一個大政府。 

    中國雖然引進西式大學，可是大學在創造知識、學習知識，兩者分際並不明

確，大學像科舉制度、考試學習的附屬或結果。中國學習西方知識變現模式，卻

從知識證明階段就出問題，加上知識產權薄弱、市場經濟以代工或山寨為主，整

條追求利益的知識變現路徑頗失敗的，若是追求權力的知識變現路徑缺額又不

足，大量知識份子無處可去就會走向體制的反面。 

    這就是為何中國青年感到內捲，其實是中國知識青年感到內捲。因為底層非

知識人口，本來就只能賣勞力、沒空感到內捲，感到內捲的其實是無處可去的貧

賤知識青年，流量廣告知識變現就是養套殺，可是不跳坑他們也沒任何出路，所

以不跳坑裡、號召躺平，其實是一種消極的反體制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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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西方路徑 VS 中本聰路徑 

    知識怎麼證明，如何變現問題? 有三條路徑可以選擇，中國、西方、中本聰。 

    中本聰，知識份子研究、互聯網創造，比特幣論文➡比特幣代碼➡市場經濟。 

    西方，知識份子研究、大學創造，知識證明➡知識產權➡市場經濟。 

   中本聰路徑解決知識變現三階段問題: 

    第一階段  知識證明部分 

    跨領域與學科:   非體系知識被排除，比特幣橫跨金融、數學、計算機(軟到

硬) 、經濟學、管理學、互聯網，所以那是一份不可能在大學體系發展的論文。但

是無大學承認授與其證明，其並無礙論文的知識性。 

    中心與邊陲的矛盾:   中心掌控權力、邊陲疏離權力，互聯網邊陲知識後來居

上、被大學中心權力排除在外。 

    操作性實力難以理論:   駭客無法證照證明，真的較量才知道級別。 

    第二階段  知識產權部分，不用申請知識產權，只需市場公認價值，中間成

本與門檻大幅降低。 

    第三階段  市場經濟部分，組織結社不用登記，資產發行沒有門檻，中間成

本與門檻大幅降低。 

中本聰路徑於比特幣首例，比特幣資產與 DAO，資產就是財富(Benefit)、組

織就是權力(Power)，比特幣知識變現以市場經濟、同時變現財富與權力。 

    自己與中本聰相似，互聯網創造非大學創造、未取得大學知識證明，知識產

權沒錢出版印刷與申請專利，市場經濟沒錢登記公司與資產發行，所以非常容易

就察覺到中本聰路徑的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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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中本聰路徑的超越性 

    以階層角度分析，國內社會底層➡中層➡高層➡國際社會底層➡中層➡高層 

推測名為中本聰的個人或組織，超越美國社會中層、直飛國際社會高層。  

    以財富角度分析，國內小型資本➡中型➡大型➡國際小型資本➡中型➡大型 

若最初的比特幣，還在中本聰手上，三千億美元市值，不知其份額多寡。而且比

特幣於貨幣市場有國際實力，只是不受國際權力、國內權力認可。 

    以權力角度分析，國內小型組織➡中型➡大型➡國際小型組織➡中型➡大型 

DAO 礦工短時間內就遍布世界各地，規模可比天主教會等老牌國際 NGO。DAO

的國際實力堪比老牌 N G O，但是不受國際權力、國內權力認可。 

    中本聰路徑，已是知識變現最先進路徑，因為它繞開所有的中間人，讓權力

尋租的剝削與成本最小化，那當然路徑會與權力有矛盾。 

    得著手於這三點，並且解決其障礙，超社會流動性(Suprasocial Mobility)、國

際關係(International Relations)、國際貨幣(International Monetary)，各自代表人類社

會的身分(Status)、權力(Poewr)、利益(Benefit)。 

 

1.2.4 身份(Status) 

    知識證明代表知識身份，知識產權代表知識價值，沒學歷但是一定要寫出論

文，才能坐實邊陲知識菁英身份，同時知識產權代表知識價值、知識潛在價值。

知識證明可以改變身份、獲得社會流動性(Social Mobility)，知識證明受眾範圍愈

大、超出了原生社會，於是身份階層流動超社會(Suprasocial)。 

    所以，人民群眾由國內社會、到國際社會，頻繁進行國際行為，因為可以獲 

得超社會流動性(Suprasocial Mobility)。有一個很好懂的案例，就是台灣統派支持

者，在原生台灣的社會階層低，而接觸中共的社會階層高，因為中共治下參與政

黨政治者必有知識身份、無須知識證明。那台灣人只要政治站隊，身份階層就必

然會流動，只是知識身份不純、人盡皆知，之後變現權力與利益時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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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站隊獲得階層流動性，屬於投機取巧、無法長期持續，還是得認真創造

知識、證明實力與身份，而且自己擁有知識產權、正式與潛在價值可以合作。 

    創造知識之後，知識證明、知識產權，可以 NFT 加密資產形式存在，國內知

識證明成為國際知識證明，變現成為國際權力組織與國際利益資本。 

 

1.2.5 權力(Poewr) 

    國際權力組織 VS 國內權力組織 

    聯合國憲章第 71 條第 10 章以指定諮詢機構、並且排除政府，而 INGO 的定

義由 1950 年 2 月 27 日 ECOSOC 的 288(x)決議第一次提出: ”國際非政府組織是任

何不通過訂立國際條約而成立的國際組織 ” 。  

    同樣屬於國際組織、都在進行國際行為，NGO 的國際權力與地位為何比 DAO

高? 依據國際關係理論，國際行為有法依法、無法援例，NGO 有法可依、有例可

援，而 DAO 沒有、則陷於非法。 

    我解決此問題的方法是:  NGO using Crypto to operate as a DAO = DAO us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o operate as an NGO。 

    應用 Crypto 技術讓 NGO 有 DAO 的國際性，因此有聯合國法律可依、慣例可

援，引用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之後 DAO 有 NGO 的法理性。 

形成這樣子的組合: 

 

    International Decentralized Autonomous Organization 

+ 

    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 

 

=   INGDAO 國際非政府去中心化自治組織 

   (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 Decentralized Autonomous Org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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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內權力組織 VS 國內權力組織 

    利用政黨組織，政府部門之間矛盾，繼續中華法西斯黨時期的、政黨型 DAO      

試驗。政黨型 DAO 的優點是，政黨法人不登記、以 DAO 之型態存在，受到政治

迫害時，因為有數位韌性，生存力會特別強。 

    形成這樣子的組合: 

     

    Decentralized Autonomous Organization 

+ 

    Party 

 

=   DAP 去中心化自治黨 

   ( Decentralized Autonomous Party ) 

 

1.2.6 利益(Benefit) 

    國際利益資本 VS 國內利益資本 

    開設經濟組織、展開經濟行為，國際 DAO 比國內公司，成本與門檻更低。所

以未來創業，先國際資本、後國內資本，就是必然的事情。因為其組織經濟行為，

還擁有發行資產功能，沒有資本就自己發行資產、充作資本。 

    形成這樣子的組合: 

     

    Decentralized Autonomous Organization 

+ 

    Company 

 

=   DAC 去中心化自治公司 

   ( Decentralized Autonomous Compan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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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希望的火種 

    所以 DAO 不論如何演變，基於互聯網技術的國際性都不可能改變，NGO 可

以選擇有沒有 I、當國內的或國際的，DAO 則根本不可能選擇。那麼 DAO 應該是

IDAO，此時組織的 O 若是 NGO，就會因為其國際性變成 INGO，INGO 可是又有

物質條件的本質不同，那麼它就需要一個新的定義。 

    INGDAO，國際非政府去中心化自治組織 

   (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 Decentralized Autonomous Organization) 

    IDAP，國際去中心化自治黨 

   ( International Decentralized Autonomous Party ) 

    IDAC，國際去中心化自治公司 

   ( International Decentralized Autonomous Company ) 

    新的物質條件與中本聰路徑，新知識力量、新組織型態、新資本模式，新經

濟基礎決定新上層建築，希望的火種即將遍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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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2 Literature review 

 

2.1  中本聰論文首頁 

    從知識證明論文、到知識產權代碼，最後產生比特幣、市值 3000 億美元。不

得不去思考，13 頁/ 3000 億美元，難道就是知識的價值? 若我也寫了論文，以 NFT

加密 Token 的形式成為資產，來挑戰嘗試中本聰路徑究竟如何。 

    沒有任何權力干預，全部都是知識實力，大家來硬碰硬的話，野戰法師現在

挑戰學院法師、黑魔法現在挑戰白魔法。 

 
谷哥搜尋，中本聰論文 P.01 

 

Fig. 2.1 中本聰論文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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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3 Research methods 

 

3.1 順從用戶習慣觀念試驗新組織 

 純粹數字的組織型態，用戶會有適應性問題，對於用戶習慣與觀念，順從一

定比改變容易。 

    什麼樣的習慣與觀念?? 就是所謂的登記制度，法人組織的登記證書。用戶一

定要看到那張證書，否則好像就少了一些什麼，那麼到底是少了一些什麼??在試做

的過程之中答案逐漸浮現。  

     

    其實用戶還是信仰權威、追隨權力，不是誰都會想挑戰權威、顛覆權力，順

從用戶的習慣與觀念，會讓事情容易進展許多。 

  

                  Fig. 3.1 世界道教總會登記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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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4 Research results and analysis 

 

4.1 什麼樣的新國際組織? 

 以 NFT 自創組織、自發證書，如此 DAO 就不會只有數字、像是遊戲。在沿

用權威、挑戰權威，在順從用戶、改變用戶，如此之間取得一種平衡。 

 

 

 

Fig. 4.1 NGO+IDAO 試驗的自發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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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新國際組織與何種新權力結構與新行為模式? 

 首先，國際知識證明散布，國際知識價值傳播。 

    其次，知識組織實驗的行為，論文以編程方式實驗、實驗成功，知識價值受

市場經濟認可、大家競逐交易。 

 

 

    這是最初的比特幣結構。 

 

    比特幣開始、以太坊擴散，力求權力結構的去中心化、無中間人。以太坊上

還爆發了一場 ICO 風暴，在 ICO 階段資產與治理開始分流。 

 

 

 

 

 

 

                   Fig.4.3 以太坊權力結構圖解 

 

                  Fig. 4.2   比特幣權力結構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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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g.4.4 INGDAO 權力結構圖解 

     

    INGDAO 是一個重要的開始，因為國際去中心化自治組織，可是國際社會本

來就是無政府狀態，許多的犯罪與不良行為頻頻發生，依照國際關係理論就是國

際行為體與國際行為缺乏國際規範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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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INGDAO 與國際關係分析 

 

                  Fig. 4.5 INGDAO 與國際關係分析圖解 

    1.在國際關係之中的國際行為體，把國際行為體分為國家行為體、非國家行為

體，非國家行為體的 INGO+DAO 或 NGO+IDAO =  INGDAO，成為非國家行為

體並且進入國際規範之內。 

    2.國際秩序之中的國際主導價值觀、目前是互聯網自由，而 DAO 就是互聯網

自由的極致，只是發展尚未完全、國際無法統一規範。 

    3.參與聯合國與 ECOSOC 合作，聯合國五常之中的三大國格局、不可能被顛

覆，然後接受或創造制度安排以獲得保障。比如:國際組織不具法人格，那麼掛在

聯合國名下，是否就會擁有法人格? 反正早晚要加入的話，實驗就直接用聯合國

圖徽。 

 
閻學通、何穎著，國際關係分析(第三版)，P.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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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INGO+DAO 的新舊結構融合 

 

Fig. 4.6 DAO 化之後的國際與國內先後主次關係改變 

 INGDAO 的組織證書已經完成了，NFT 免費鑄造、成本零元、毫無門檻。 

    因為成本、門檻與風險問題，去中心化、國際領先部分為總部，中心化、國

內落後部份為分支。一但遭遇到打擊與癱瘓，去中心化生存力更強韌，大不了就

只損失各國的分支。 

    所以，讓 DAO 一直隱匿，地下經濟與地下組織，難道會比較好嗎? 它現在就

是處於不登記的地下黨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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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INGDAO 的資產與治理 

 

Fig. 4.7 法律與體制上的資產定義 

    加密資產(Crypto assets)，在各國都法律與監管不明，導致如此的真正的原因

是，連事物的本身定義都不明。比如在會計學裡面，比特幣或者是猴子頭貼可以

算是現金嗎? 反正即期票據算是現金就是了。 

 

 

文程(志光出版)，會計學(含中級會計學)(高普考、三四等特考、地方特考、會計師 考試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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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4.8 INGDAO 發行 NFT 即期匯票 4000 萬 TW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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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4.9 INGDAO 發行選票 3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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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國際行為體的國際關係確定 

 

Fig.4.10 INGDAO 的實驗初步完成 

    INGDAO 的資產與治理實驗初步完成，全部完成就是 NFT 票據資產，在世界

各國登記各種類型的法人。 

    此為國際行為體之國際行為，可是票據有分國內票據、國際票據，於是撿回

了很久之前，互聯網金融時期的票據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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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國際行為體、國際關係與國際貨幣 

4.3.1 國際匯票與國際貨幣 

 國際匯票(International Bill of Exchange)  

=    

    國際貨幣(International Monetary )  

    匯票，發票人委託付款人到期兌付之工具，未載到期日視為見票即付，未載

收款人以執票人為收款人。付款人承諾代替發票人先行兌付、稱為承兌匯票，匯

票若無付款人承兌，由發票人自己兌付、如同本票。 

    法定貨幣的法償性就是，國庫之中有黃金與外匯，政府承諾保證兌付，所以

法定貨幣即政府作為發票人、見票即付之本票。 

    那麼，見票即付鈔票=  見票即付本票 =見票即付匯票，再做成 NFT。 

    解決一:   不能找零的問題 

    所以 NFT 匯票，全是一元、最小單位。 

    解決二:   票據流通與標準問題 

    國內票據流通未達國外，新技術流通可達國外，但各國國內外匯管制、票據

法令標準不一，於是發現聯合國的國際票據公約、統一標準，而且國際票據並非

國內票據，當資產本身具有國際性質、國際權力介入，大部分的中小型國家其實

無法反對聯合國的國際權力。 

    解決三:   國際行為體把國際票據當作國際貨幣，於國際關係的問題 

    涉及力量投射(Power projection)，危險又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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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力量投射(Power projection) 

    若是政府簽發票據、投放它國，是否屬於國家投射力量(Power projection)、影

響它國?畢竟經濟制裁以凍結帳戶貨幣為手段，那麼經濟影響以投放帳戶貨幣為手

段，兩者一定都屬於硬實力(Hard Power)。 

     什麼樣的影響?一定比經濟制裁更高級，因為力量不只在對象國家外部，反

而力量會進入對象國家內部。 

    以二戰納粹德國對英國的伯恩哈得行動(Operation Bernhard)而言，偽造敵人的

貨幣不是戰爭罪、軍事上也很難說是戰爭行為，不過它確實是納粹德國侵略行動

的一部分，這樣子的歷史案例就提供了一種標準。 

    投射力量屬於硬實力、經濟制裁以上，進入對象國國內經濟干預、經濟侵略

或經濟援助。那麼我們就來看看判定的標準有哪些: 

    經濟干預:是或非合意、好或壞結果，重點是符合法律或慣例。所以保持干預

力量的好處是，不論對象國的本身意願如何，都可以選擇造成好或壞結果。 

    經濟侵略:偽鈔、非合意、壞結果，經濟援助:真鈔、合意、好結果。侵略與援

助其實有模糊地帶，好壞本就難料、真偽只差跳票。真偽只差跳票的意思是，若

鈔票就是票據的話，違約算不算是一種偽詐?? 偽詐就進入了侵略的定義。 

    投射力量手段、分直接與間接，當經濟行為協助軍事行為時，才會對其經濟

制裁、直接投射，所以多數時候各國都只是以 INGO 間接投射力量。 

    INGDAO、間接投射力量，比軟實力(Soft Power)、巧實力(Smart Power)力量

更強，因為經濟行為可以協助軍事行為、還是對象國國內的，革命戰爭當然屬於

硬實力(Hard Power)毫無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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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示範案例與資料 

 

Fig.4.11 中華法西斯黨時期構想的希特勒鈔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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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4.12 公約草案、國際慣例 

 

Fig.4.13 本票型紙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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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聯合國與 INGDAO 

     

    國際權力問題，INGDAO 如許多 INGO 一樣沒有國際法人格，將導致發票人

這一個簽約主體是有爭議的，那解套方案可能有三: 

一、以 INGDAO 的領導人與控制的所有國內法人做為簽約主體。 

    二、承認 INGDAO 就是”迷你”國際法人。若是不承認，國際經濟行為等於沒

有行為人，票據無發票人或付款人，這幾千億元我不就不用還了嗎?爽! 

    三、可不可以掛名在國際法人之下、比如聯合國。因為 with United Nations 

ECOSC，with 可以解釋成為加盟嗎? 聯合國窮國一堆又麻煩事多，很多國家不繳

與欠繳會費，就理解為何聯合國會找 INGO 合作，因為這些在地合作者可以自籌

經費、分攤業務，可是 INGO 是加盟到聯合國內部成為法人之一部、或獨立於聯

合國外部? 

    INGO 改組成為 INGDAO 之後，可以發行國際貨幣、自籌經費分攤業務，甚

至加盟聯合國內部，等於聯合國以後可以發行國際貨幣、自籌經費，一條財政改

革方案出現。 

    統一在某個國際法人是一個解決方案，不然未來數以百萬計的 DAO、國際行

為體創業，展開經濟與政治行為，應該如何規範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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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烏克蘭、台灣、北約與 INGDAO 

 

     

Fig.4.14 國際匯票型紙鈔 

    所以，INGDAO 可以促成鈔票的北約(左)、台灣(中)、烏克蘭(右)，彼此直接

或間接貨幣流動連帶(Money flow Joint)、力量投射聯合(Power Projection Joint)，等

於創造一個既遂的長期外交事實，因為票據發行後會長期流動，所以投射力量也

會長期存在。 

    總結就是: 

  “這一次我支援你，下一次你支援我，要求就是名正言順的了。” 

  “這一次支援會是長期保持，因為投射的力量持續流通。” 

  “希望下一次獲得什麼層級的支援，應該在這一次積極創造既遂事實。” 

  “起碼創造的既遂事實從硬實力起跳，而且對象是北約集團無數個成員國。” 

  “經濟軍事絕對不可以分開，以免下一次被只丟錢打發、應付了事。” 

  “錯過此次俄烏大戰，很難再有機會賣人情給北約了，機會成本損失巨大。” 

  “經濟軍事的互援關係，以國際貨幣流通影響，讓國際人民見證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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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5 Conclusion and Suggestion 

5.1.1 結論與建議 

    在超社會流動與國際關係的問題，超國家非反國家、超國際非反國際、超社

會非反社會、無政府非反政府，或說得盡量避免朝此方向發展。把 I+NGO +DAO

就是為了解決這些問題，在國際法人與國家法人之間，在國際社會與國內社會之

間，在有政府與無政府之間，不但要找到一個立足點、還要發揮功能性補充，就

是國際關係之中的功能主義(Functionalism)。 

    在國際關係與國際貨幣的問題，”貨幣流動”(Money flow)形成”力量投

射”(Power projection)，但是有兩種 Power 定義、實力或權力: 國際關係的 Power、

偏向權力，軟權力(Soft power)、巧權力(Smart power)、硬權力(Hard power)、銳權

力(Sharp power)。權力依托實力存在，現在硬權力有兩種硬實力，戰力投射(Force 

projection)、財力投射(Golden projection)。即使都在硬權力定義之內，以撒幣換出

兵的算盤也未免太過理想。所以這裡有一種”錢力投射”，以混淆灑幣與出兵的邊

界，力量以錢投射、再把錢的象形字拆解出”金流(Goldflow)”、”戈殺(Armsforce)”、”

破(Projection)”，金流戈殺破可以化錢為兵、破空殺人。 

    若力量投射不只是大撒幣，就要真正有一些戰果，才可以當作外交籌碼。可

是中華民國國民參戰、攻殺俄軍，會有中華民國刑第七條問題。中華民國與俄羅

斯尚未宣戰，此時發生流血衝突就有法律疑義，國際行為體分為國家行為體、非

國家行為體，若 INGDAO 非另一個國際法人、非國家行為體行為，就是中華民國

國家法人、國家行為體行為，只是雖然是國家行為體、中華民國，卻是非政府行

為體、非政府行為，是中華民國人民自己行為。將適用於刑第七條，俄烏戰爭不

論參加何方，於中華民國境外所犯之罪必然超過本刑最低三年。甚至克里米亞大

橋遭到恐怖攻擊，俄國主張烏克蘭是政府行為、國家恐怖主義。如此一來，就算

只是財力投射、援烏也等於資恐，可能適用資恐防制法第八條、第九條，以及資

恐防制法第十一條第三項，明文”第八條或第九條之罪，中華民國人民於中華民國

領域外犯罪者，適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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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大量的中華民國國民、公務人員，在臉書或職務援烏都涉及資恐行為，資

恐行為最大模糊地帶就是”恐”的判定，不只中華民國國內標準，聯合國與大國另有

國際標準，國際反恐依然是大國重要利益，那麼可能俄烏就當作互相恐攻，屆時

國際權力大於台灣權力、官大一級壓死人，洋大官壓死台大官，援烏行為就被當

作資恐行為、官員就坐牢了。 

    必須與中華民國政府合作，避免同中華民國官員坐牢，那麼 INGDAO 就得受

承認是國際的法人組織、非法人組織，行為人放棄國籍、行為地離開境內，行為

體、行為人、行為地皆非中華民國，中華民國就是在與幽靈集團合作。 

    解決潛在風險問題之前，合作只可以是財力投射、資金指定用途是市場投資

與人道援助，然後錢力投射、戰力投射就必須建立幽靈集團，可是誰會放棄國籍

當幽靈集團? 集團就是跟逃逸外勞、非法移民一樣的幽靈人口，為何會有正常的

中產階級、公務人員，自願降級變成麻煩人口、底層賤民?  因為… 

    因為他們可以獲得”超社會流動性”，脫離舊身分階層、換取新流動機會，然後

會有兩種結果:  

    一、你不給他路走、他自己找路走的無政府之路    

    二、你不給他路走、你的敵人給他路走的反政府之路 

    隨者 WEB3.0 的不斷發展，希望的火種即將灑遍世界，但會是甚麼樣的希望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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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ERENCE 

    主要是參考自己從反政府到無政府之經驗，如果我還是沒路走、就還是要投

敵造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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