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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赴大陸學術交流安排了多項行程，得到大量兩岸關係研究相關學術及實務

資料，並與中國政法大學 。 

一一一一、、、、中國大陸國際關係與兩岸研究學者訪談中國大陸國際關係與兩岸研究學者訪談中國大陸國際關係與兩岸研究學者訪談中國大陸國際關係與兩岸研究學者訪談：：：： 

大陸學者普遍認同兩岸經濟

與社會交流將持續熱絡進展，而此種進程將有助於兩岸在長期分裂後重新建立共識；

但對於是否已進入到政治議程仍有待觀察。在兩岸政策互動的層面上，近年來中共

積極推展「和諧世界」之外交政策，其主軸一方面是追求國家軟實力的提升，將中

國文化進一步對外輸出；另一方面，則是藉由持續成長的經濟與政治影響力，重新

形塑周遭區域的秩序。我國政府目前外交與兩岸政策的主軸則為「活路外交」政策，

強調兩岸間的和解與外交休兵，並擱置雙方主權爭議，這與中國推動和諧世界的政

策背景有相當正面的契合，因而有助於雙邊經貿與社會文化交流的頻繁。兩位大陸

學者認為目前兩岸人民對外來政治發展的共識是奠基在「九二共識」之上，在不否

定「一中」之原則下，雙邊可望展開初步的政治協商；然而若台灣政府在明年的總

統大選中由藍轉綠，則目前雙方對「九二共識」之基礎認同則將不復存在，有礙政

治協商進入到正式的議程。因此在政治協商的議程上兩岸不宜操之過急，可於兩岸

一般民眾交流中逐漸達成實質的「一中各表」，並促進兩岸人民對國族認同的共識，

甚至產生擴溢效應（spill over）由下而上改善雙邊政治關係。 

二二二二、、、、兩岸商務人士訪談兩岸商務人士訪談兩岸商務人士訪談兩岸商務人士訪談：：：： 

而在與兩岸商務人士的專題演講與訪談對話方面，目前兩岸商務人士對於貿易

自由化與社會交流多持較正面的態度，並多贊成加速推動兩岸在 ECFA 後續談判之

進展。特別是美國國會近期通過美韓自由貿易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 FTA），

勢必將擴大韓國在貿易上的優勢；由於韓國是我國出口貨品上的主要競爭對手，尤

以 IT 產業的產品近年來在美國市場上競爭激烈。明年韓美自由貿易協定正式生效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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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將有 118 億美元以上商品須課以較高的關稅，從而導致韓國對我國貿易的排擠

效應，以及可能面臨部分訂單轉向韓國的風險。若從兩岸關係及國際經濟戰略的角

度，兩岸經貿合作的擴大將加速兩岸自由貿易區之成形，並可深化兩岸產業合作，

無疑是台灣和大陸因應南韓日益強大的競爭壓力的最佳策略。台灣產業鏈橫跨兩岸

進行產業分工，透過 ECFA 將可以大幅降低生產成本，提升產品國際競爭力，降低

未來韓國和台灣主要貿易夥伴簽署 FTA 的衝擊。同時，ECFA 對兩岸關係之和平與

穩定所帶來的效應，不僅對兩岸人民有利，也是國際環境所樂見的。但另一方面，

部分赴大陸投資台商亦針對大陸投資環境的惡化提出顧慮，由於近年來沿海地區的

工資上漲，加上大陸地方政府在投資貿易法規尚未建立完整的保障機制，因此對持

續投資大陸地區暫時有所保留。 

三三三三、、、、中國政法大學學術交流中國政法大學學術交流中國政法大學學術交流中國政法大學學術交流：：：： 

中國政法大學是中國大陸最著名的法律、政治學院校。該校的前身是 1952 年

由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燕京大學、輔仁大學四校的法學、政治學、社會學等學科

組合而成的北京政法學院。1954 年，學校遷址至學院路。文革中學校被停辦，文革

結束後復辦。1983 年，北京政法學院與中央政法幹校合併，組建為中國政法大學。

1985 年，學校開闢昌平校區新校址。學校形成一校及本科生院、進修生院、研究生

院三院辦學格局。進修生院後更名為中央政法管理幹部學院單獨辦學，2000 年復又

合併於中國政法大學。中國政法大學為因應國際化趨勢，先後與 38 個國家和地區的

128 所知名大學和機構建立了合作關係，每年通過多種合作交流項目派出數百名師

生赴境外學習交流。2008 年建立的中國政法大學中歐法學院是中國政府和歐盟在法

學教育領域最大的合作項目。隨著該項目的實施，學校培養國際型法律人才的格局、

規模已經初步形成。該校所採取之國際合作模式，值得本校借鑒。另外，本次與中

國政法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多位教授會面，亦針對有關雙邊未來進一步學術交流之可

能提出意見交換，包括學者互訪、交換學生及共同舉辦研討會等多種合作可能，為

雙方交流合作未來可考慮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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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肆肆肆、、、、    政策建議政策建議政策建議政策建議 

總結本次學術交流暨訪談行程，在兩岸交流互動方面，我國自從馬英九總統

2008 年執政以來，即大力推動改善兩岸關係之政策，使兩岸互動頻繁密集。然而伴

隨著兩岸關係日益緊密，但有關台灣主權之議題，仍為目前兩岸交流互動時，最敏

感且最需智慧之議題。目前兩岸各自的「活路外交」與「和諧世界」政策有部分契

合，我國政府可善加利用此種政策背景下所創造之國際空間，積極推動我國在各項

國際組織的實質參與，並鞏固與邦交國間關係。同時，儘管目前兩岸處於「擱置主

權爭議」的階段，但政府仍應在適當的場合提出我國主權的立場，並且在兩岸對談

時，謹守「對等、互惠、尊嚴」的原則，避免造成主權立場的喪失，導致主權本身

被擱置。針對兩岸民眾的交流，應注重對一般大眾的宣導，避免自我矮化，或對大

陸人士有歧視性的行為。同時也應加強相關的配套措施，並在強調國家主權原則下，

推動兩岸交流，例如司法交流、衛生通報等，以避免良性交流變質。 

另外，從國際政治與區域關係的角度來看，中國大陸在經濟和軍事實力提升後

的作為，也帶來了有關鄰國邊界和牽涉主權相關問題的爭議，包括與東協的菲律賓、

印度、越南等國的南海主權爭議、與日本、南韓的東海油田爭議等，經常導致區域

關係緊張。因此，儘管中國正提倡「和諧世界」的政策和理想，在與中國交往時仍

應留意其背後的動機和目的；即使在經濟上與中國密不可分，但在政治與安全上仍

應保有獨立與戒備。就台灣的立場，與中國簽訂 ECFA 雖是經濟上的整合利於兩岸

關係的發展，但是中國強調先經後政，並予台灣讓利，這在兩岸後續的發展上其實

台灣方面更應該謹慎。因為在經濟全球化下開放自由貿易、減免關稅、開放市場為

主要趨勢，台灣與中國簽訂 ECFA 後，有幾項議題值得關注：（一）協議本身的正

當性與延續性，ECFA 雖有通報 WTO ，必須由 WTO 檢驗是否符合標準及規範，同

時假如雙方產生爭端或摩擦時能透過仲裁的機制，以得到制度化的保障。（二）台

灣與其他國家簽訂 FTA 的議題，台灣目前簽定自由貿易協定 （Free Trade Agreement）

FTA 的國家主要為中南美洲之國家，尤其面對東亞和東南亞國家的經濟整合並積極

與美國和歐盟簽訂 FTA，例如南韓與歐盟、2012 年生效的美韓 FTA，給予台灣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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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力，對於產業的衝擊頗大。台灣目前與新加坡展開洽簽自由貿易協定（FTA）的

研究；印度、菲律賓、紐西蘭等國亦有興趣，台灣更應積極與重要的貿易夥伴接觸

進一步發展密切的經貿關係。（三）後 ECFA 時代兩岸後續的交流與談判發展，政

治層面乃至牽涉到主權的議題是下一步進程，在經濟上從互賴到依賴；讓利到換利，

以致台灣在政治談判中失去籌碼或立足點，乃是台灣方面更應注意和思考的面向。 

最後，本人經過這次參訪與交流，有幾項對兩岸關係未來發展的願景和觀點，「有

所開放，有所堅持」：兩岸在經濟方面將來會朝向更緊密更依賴的趨勢，但是對於小國

而言與大國貿易不論是在價格或數量上基本上是市場接受者，所以以製造業起家的台

灣面對世界工廠和市場的中國勢必對於產業造成衝擊，但在現今經濟全球化的時代，

市場就是戰場，對台灣而言反而是契機，化衝擊為動力迫使產業轉型或創新，不失為

台灣保有永續發展的世界市場競爭力。但台灣也必須有所堅持，是理念和主權上的堅

持，在理念上堅持對台灣人民有利；在主權上堅持台灣的主權，在這兩堅持下發展兩

岸關係才不失維持中道。兩岸關係發展隨國內和國際環境的變化從過去敵對對抗、開

放探親到緊密的經貿文教交流，已是不同的局面，但是過去所遺留的問題仍是主要的

癥結點，其實中國在 ECFA 中讓利予台灣，這以讓為爭的用意其實是明顯的，對台灣

而言爭也不行不爭也不行，面對這情況台灣必須有當仁不讓的堅持；合理妥當的作為

才能維護台灣的基本價值。接著兩岸有意面對棘手的政治問題，這的折衝與尺度的拿

捏是重要且困難的，未來兩岸的發展則必須端看兩岸領導人的智慧和兩岸人民的民心

所向。另外，由於兩岸人民的交流日趨頻繁，經濟性與社會性的接觸與摩擦自然也大

規模提高，從而對兩岸人民之政治認同與民族認同帶來衝擊。因此所謂的「一中原則」

與「一中各表」等「原則」或「共識」，除了政治語言的意義外，於庶民文化層次上的

意義，將可能成為影響兩岸關係的重大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