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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本次學術交流活動自 12 月 3 日至 8 日，主要係前往中國大陸北京中央民族

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及蒙語系進行「2012 年蒙古國會選舉之分析與觀察」兩場

演講，並拜會該校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

邊疆史地研究中心及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等單位，就明（102）年兩岸藏事交流

工作項目細節進行洽商。演講學術交流活動進行順利，並獲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

與社會學學院及蒙語系師生關注及熱烈參與，會後更提出諸多問題，以進一步了

解蒙古政治概況。會後中央民族大學師生均表示爾後應多邀請臺灣學者至該校進

行類似之學術交流活動，以增長見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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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    訪問目的訪問目的訪問目的訪問目的 

 

本次訪問時間自 12 月 3 日至 8 日，總計 6 天，主要交流內容係前往中國大

陸北京中央民族大學進行「2012 年蒙古國會選舉之分析與觀察」兩場演講，並

拜會該校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史地

研究中心、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等單位，洽商明年兩岸交流工作。 

 

貳貳貳貳、、、、訪問過程訪問過程訪問過程訪問過程 

 

一一一一、、、、    中央民族大學進行兩場演講中央民族大學進行兩場演講中央民族大學進行兩場演講中央民族大學進行兩場演講 

12 月 5 日於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12 月 6 日於中央民族大學

蒙語系進行「2012 年蒙古國會選舉之分析與觀察」兩場演講，就蒙古憲政體制

與選舉制度進行介紹外，亦從民主化理論介紹蒙古民主化的過程（內容見附件）。

與會學者及學生均表示對此領域既陌生又有興趣，對憲政體制與選舉制度有初步

了解，希望演講人下次能再度至該校，針對政治制度做專題講演（照片 1、2、3、

4）。 

 

二二二二、、、、    拜會中國社會科學院副秘書長郝時遠拜會中國社會科學院副秘書長郝時遠拜會中國社會科學院副秘書長郝時遠拜會中國社會科學院副秘書長郝時遠（（（（照片照片照片照片 5555））））    

（一） 去（100）年 10 月邀請中國社會科學院籌組學者團來臺，由蒙藏委員會

採落地接待方式，舉辦「蒙藏研究發展趨勢研討會」，邀請大陸 10 名學者，

發表 10 篇論文，連同臺灣學者共 15 篇論文。今（101）年 7 月，依對等

互會原則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落地接待，在吉林延邊大學舉辦「海峽兩岸新

世紀以來世界民族問題的特點與趨向」學術研討會，邀請我方 14 名學者

前往參加，發表 13 篇論文，連同大陸學者共 16 篇論文。兩次會議均依對

等互惠原則，均採落地接待方式辦理。兩次會議雙方共計發表 31 篇論文，

兩岸民族學學者齊聚一堂，對兩岸蒙藏學術研究的交流助益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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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為延續臺灣學界與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學術交流成果，預定明（102）年

10 月邀請該院再度籌組學者訪問團至臺灣舉辦學術會議，達到一來一往

的交流原則，並建立制度化的學術交流機制。 

（三） 郝副秘書長提及目前中國大陸有些學者提出所謂「第二代民族政策」的

論點，該論點係於《新華文摘》2011 年第 24 期轉載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

心主任胡鞍鋼、胡聯合的文章《第二代民族政策－促進民族交融一體和繁

榮一體》，其內容主要是中國大陸應從識別 56 個民族，保持 56 個民族團

結發展的第一代民族政策，轉型到推動各民族交融一體，促進中華民族繁

榮發展的第二代民族政策；亦即從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四個方面，不

允許以各族群成分要求在特定區域享有特殊的權利和義務，以實現民族融

合，消滅民族界限。換言之，只承認公民個人權利，不承認民族權利，只

講公民個人，不講民族，取消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取消中國大陸對各民族

和民族地區的各種優惠和支持。郝副秘書長認為此論為“去政治化”的

「第二代民族政策」，批評此政策是一個偽命題，不符「中華人民共和國

憲法」中規定「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方實行區域自治，設立自治機關，行

使自治權。」同時「第二代民族政策」主張取消公民身份證上的「族別」，

使各民族分不清。郝副秘書長認為截止到 2008 年，全中國各級民族區域

自治地方共制定了 637 件自治條例，但都限於自治州與自治縣的層面，缺

乏由國務院相關部門針對五個自治區訂定自治條例。所以，如何完善民族

區域自治制度是中國大陸政治體制改革的議題之一。由於此次訪談，得悉

中國大陸學界正對其民族政策進行討論與爭辯，後續發展值得關注。 

 

三三三三、、、、    拜會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國強拜會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國強拜會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國強拜會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國強（（（（照片照片照片照片 6666））））    

（一） 該中心於 1983 年成立，明年 30 週年，主要研究邊界問題、疆域變化、

邊疆治理、治邊思想、治邊政策與制度、邊疆開發、邊城疆吏（歷史人物）

及邊疆研究學術史等領域。從區域上分為東北、北部、西北、西南及海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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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2002 年從社科院民族所及近代所獨立出來，成立一個實體研究中心，

正式編制 40 人，出版「中國邊疆史地研究」季刊，及出版 70 多種「邊疆

史地叢書」。該中心設有 7 個部門，包括綜合處、編輯部、網絡圖書部、4

個研究室（東北與北部邊疆研究室、西南與海疆研究室、西北邊疆研究室、

疆域理論研究室）。 

（三） 該中心亦與中央民族大學、內蒙古大學、復旦大學、南京大學等高等院

校合作研究項目，包括：「東北邊疆歷史與現狀」、「新疆歷史與現狀」、「西

南邊疆歷史與現狀」、「北部邊疆歷史與現狀」等項目。 

（四） 在各省區設立工作站，加強與地區學者的調查研究合作關係，包括：雲

南、廣西、吉林、新疆、內蒙古等地。 

（五） 由於研究計畫太多，出現搶課題、完成率低的現象。為控管研究品質，

規定 1 個人最多只能負責兩個研究項目，由專家委員會開會審批，結案率

應達 95%，否則不能進入「創新工程」（係由中國大陸教育部投入 2000 億

人民幣，推動之 2011 協同創新中心工程）之內。 

（六） 中國社科院隸屬於中國大陸國務院，接受中宣部指導，儘量避開民族問

題以免重複，不做純民族研究。 

（七） 該中心有中國南海研究院與我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有一個輪流

舉辦「海峽兩岸南海問題學術研討會」的機制共 10 年，未來計畫將兩岸

海洋領域合作納入兩會議題，進行機制化的討論。 

 

四四四四、、、、    拜會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院長丁宏等教授拜會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院長丁宏等教授拜會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院長丁宏等教授拜會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院長丁宏等教授    

（一） 今（101）年由蒙藏委員會於 10 月在臺灣舉辦「兩岸民族學學術研討會」，

大陸方面由中央民族大學協調，邀請 14 名大陸學者來臺參加會議，連同

臺灣學者共計發表 24 篇論文。基於對等互惠原則，及為建立爾後蒙藏委

員會與民族大學系統之學術交流平台，明（102）年應由中央民族大學落

地接待，由臺灣學者組團前往參加會議。目前洽定於明年 8 月 16 日抵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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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17 日至 18 日在北京舉辦 1 天半會議，臺灣學者不超過 14 人，會後

前往西藏自治區參訪，惟相關費用需經主管機關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核准

並支持。 

（二） 為了解臺灣原住民族研究狀況，該院特別要求需有臺灣原住民研究學者

參與會議。學術會議以三大領域為主：學科理論、大陸少數民族研究及臺

灣原住民族研究。 

 

五五五五、、、、    拜會中國大陸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拜會中國大陸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拜會中國大陸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拜會中國大陸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    

（一） 與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丹珠昂奔副主任談及明年由中央民族大學在北

京舉辦學術會議事宜，副主任建議參訪地點可增列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或內

蒙古自治區作為備案。屆時由該會負責聯絡自治區民委負責落地接待。 

（二） 今（101）年蒙藏委員會透過該會順利完成多項交流工作，明年仍將依

循相同模式由該會協助聯絡地方單位，推動兩岸藏事工作交流，減少文件

往來之行政程序。 

 

參參參參、、、、訪問心得訪問心得訪問心得訪問心得    

    

一一一一、、、、    中國大陸師生對政治民主化議題既陌生又感興趣中國大陸師生對政治民主化議題既陌生又感興趣中國大陸師生對政治民主化議題既陌生又感興趣中國大陸師生對政治民主化議題既陌生又感興趣    

由於中國大陸仍屬一黨專政極權制度，此次協商演講題目時，事先聲明演講

內容涉及政治民主化，惟該校並未忌諱，欣然接受演講者的題目，且演講過程及

海報均未受到干擾，顯見學術界對政治民主化議題的接受程度較為寬廣。演講內

容雖然是針對蒙古的國會選舉，但在比較政治研究時，常常以中華民國之總統選

舉及國會選舉之選舉制度為例，間接宣揚中華民國主權在民的觀念，不啻為一次

成功的民主政治思想交流。 

    

二二二二、、、、中國大陸學術研究成果品質仍待改進中國大陸學術研究成果品質仍待改進中國大陸學術研究成果品質仍待改進中國大陸學術研究成果品質仍待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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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拜會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副主任時，李副主任表示雖然

中國大陸的研究人員及項目很多，但有「重立項，輕結項」的現象，應建立考核

評價體系以減少弊端，包括：拖期、延期、未完成等現象，影響研究成果品質。 

    

三三三三、、、、蒙藏委員會與中國大陸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已建立溝通管道蒙藏委員會與中國大陸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已建立溝通管道蒙藏委員會與中國大陸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已建立溝通管道蒙藏委員會與中國大陸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已建立溝通管道，，，，有利未來蒙藏有利未來蒙藏有利未來蒙藏有利未來蒙藏

暨其他少數民族交流工作之推展暨其他少數民族交流工作之推展暨其他少數民族交流工作之推展暨其他少數民族交流工作之推展    

  中國大陸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係對岸處理少數民族事務之專門機構，隸屬於

國務院之下，蒙藏民族亦為其工作對象與範圍，其工作屬性與蒙藏委員會相同。

因此，蒙藏委員會近幾年循序漸進地與該委員會建立溝通管道，以推動兩岸蒙藏

暨其他少數民族之交流工作。今年在兩岸藏事業務上藉由該委員會之協助已順利

完成 10 項交流工作，包括：甘肅及西藏自治區民委來臺參訪團、臺灣醫療人員

赴青海醫衛考察團、臺灣大專青年赴西北民大及北方民大藝術參訪團、臺灣學者

參與「海峽兩岸新世紀以來世界民族問題的特點與趨向」學術參訪團、中國大陸

大專青年來臺參訪團、兩岸民族學學術研討會、青海醫療人員來臺深度觀摩、中

國大陸少數民族藝文團體演出、中國大陸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人員來臺參訪團、

青海醫療人員來臺參訪團等。未來在既有的基礎下，仍採一來一往、對等互惠原

則，由該會協助推動與地方藏區事務的交流工作。尤其是西藏自治區的交流將與

西藏自治區民委加強聯繫，以利直接溝通，順利推動臺灣與西藏自治區之交流，

增加西藏自治區人員來臺機會，以體會臺灣自由民主社會的氣氛與環境。 

    

肆肆肆肆、、、、訪問建議訪問建議訪問建議訪問建議    

    

一一一一、、、、應與中國大陸學術團體協商應與中國大陸學術團體協商應與中國大陸學術團體協商應與中國大陸學術團體協商，，，，增加臺灣學者前往中國大陸演講次數增加臺灣學者前往中國大陸演講次數增加臺灣學者前往中國大陸演講次數增加臺灣學者前往中國大陸演講次數，，，，以加強以加強以加強以加強

大陸學者接觸西方學術研究方法之機會大陸學者接觸西方學術研究方法之機會大陸學者接觸西方學術研究方法之機會大陸學者接觸西方學術研究方法之機會    

此次前往中央民族大學演講經驗體會中國大陸學校師生非常期盼學習來自

外界的知識，甚至對即將與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合併之蒙藏委員會相當好奇。由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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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藏事務具有相當的歷史意義，而中國大陸的蒙古族約 581 萬人、藏族約 541 萬

人，所以他們對臺灣的蒙藏事務相當重視與好奇。同時對於西方的政治民主化理

論因為接觸不多，在在顯示渠等汲取西方知識的熱情。可見臺灣學者如果能以西

方學術研究方法的基礎，前往中國大陸授課或演講，對當地學術的研究方法論當

有助益，且有助於其學術向西方開放的程度。基此，蒙藏委員會已與西北民族大

學商定明（102）年 7 月安排 4 名臺灣研究蒙藏學者前往該校進行蒙藏專題演講，

期促成兩岸學界制度化之交流模式。 

    

二二二二、、、、與中國大陸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轄下之六所民族大學進行交流與中國大陸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轄下之六所民族大學進行交流與中國大陸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轄下之六所民族大學進行交流與中國大陸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轄下之六所民族大學進行交流    

  中國大陸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轄下有中央民族大學、西北民族大學、西南民

族大學、中南民族大學、北方民族大學及大連民族學院。另各省市亦分別有各自

的民族大學，所以民族大學的資源相當豐碩。中央民族大學現已列入中國大陸

「985」及「211」工程名單之內（「985」工程係中國大陸為建設世界一流大學和

高水準的研究型大學而實施的建設工程，1998 年 5 月 4 日由當時國家主席江澤民

在慶祝北京大學一百週年大會中提出；「211」工程則指 21 世紀的 100 所重點大

學），且已與文化大學建立姐妹校，目前正積極推動與政治大學的合作關係。蒙

藏委員會為蒙藏事務主管機關，向來推動蒙藏研究不遺餘力，定當繼續協助政治

大學落實兩校交流合作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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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 第一場演講 

 

 
照片 2 第一場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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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 第二場演講 

 

照片 4 第二場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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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5 拜會中國社會科學院副秘書長郝時遠教授 

 

 
照片 6 拜會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李國強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