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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摘要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與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為建立定期學術交流之機制，

共同主辦之「兩岸和平研究」學術研討會，至今已舉辦第九屆，兩所（院）學者以此

平台為基礎，加上其他單位學者專家，每一屆都就不同的研討主題，針對兩岸和平的

倡議與建構貢獻所學。今(2013)年八月，本所與中國人民大學，再與黑龍江大學共同合

作，於哈爾濱黑龍大學舉辦第九屆「兩岸和平研究」學術研討會，研討主題為「美國

亞太再平衡戰略背景下的兩岸關係：影響與走向」。會議當天共發表論文十四篇，分就

「國際格局與兩岸關係」、「亞太局勢與兩岸關係」以及「島內政局與兩岸關係」三大

主題進行研討。本次研討會，學者們不僅就論文主題討論熱絡，在專業領域及各校校

務發展方面，也提供了良好的交流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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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文 

 

（一） 目的 

  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與中國人民大學黨史系於 1993 年即開始進行學術交流，並且

擴展至其他學科。近年來則與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建立了定期舉辦學術研討會

的機制。鑒於兩岸學術交流管道甚多，因此有建立品牌的倡議，雙方同意以「兩岸和

平研究」作為學術研討會的名稱，希望兩所（院）學者以此平台為基礎，再邀請其他

單位學者專家共同參與，針對兩岸和平的倡議與研究貢獻所學。期望達成以下會議目

標： 

1. 提昇國內對中國大陸現況認知與研究素質 

2. 增進兩岸學術之交流與研究成果分享 

3. 建構「中國研究」領域常態性之學術交流平台 

4. 彰顯台灣民主經驗與公民社會品質 

  自 2006 年起「兩岸和平研究」分別於烏魯木齊、台北、北戴河、西安、長春等地

舉辦學術研討會，由兩校負責輪辦，除了理論的探討之外，也提出許多建設性的意見，

甚獲相關單位的重視。今(2013)年暑期，由中國人民大學負責主辦，於 8 月 1 日至 8 月

5 日，於哈爾濱黑龍江大學舉辦第九屆「兩岸和平研究」學術研討會，研討會主題為：

「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背景下的兩岸關係：影響與走向。會議當天共發表論文十四篇，

分就「國際格局與兩岸關係」、「亞太局勢與兩岸關係」以及「台灣政局與兩岸關係」

三大主題進行研討。本次研討會，學者們不僅就論文主題討論熱絡，在專業領域及各

校校務發展方面，也提供了良好的交流契機。 

大陸學者與會名單： 

姓名 工作單位及職務 

時殷弘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美國研究中心主任 

黃嘉樹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當代中國政治研究所所長 

陳 岳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執行院長、教授 

李寶俊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教授 

金燦榮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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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英津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 

林 紅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 

方長平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副教授 

閆 瑾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副教授 

李逸舟 海峽兩岸關係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員 

劉 紅 中國社會科學院臺灣研究所研究員 

牛 軍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 

張沱生 中國國際戰略研究基金會研究員 

台灣學者與會名單： 

姓名 任職單位及職務 

寇建文 政治大學東亞所所長 

鄧中堅 政治大學外交系教授兼國際事務學院院長 

施哲雄 政治大學東亞所退休教授 

王信賢 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副教授 

黃瓊萩 台灣大學政治系博士后研究員 

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助理教授(2014.2.1 起聘) 

張亞中 臺灣大學政治系教授 

張登及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丁永康 醒吾技術學院國貿系副教授 

張執中 開南大學公共事務管理學系副教授 

張弘遠 致理技術學院國貿系副教授 

 

簡要行程表： 

日期 行程 

8/1 台北直飛哈爾濱 

8/2 第九屆“兩岸和平研究”學術研討會 

8/3 與人民大學國關學院及黑龍江大學政府管理進行學術交流 

8/4 中蘇邊境、黑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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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返回台北 

 

（二） 會議過程 

    第九屆「兩岸和平研究」學術研討會由寇建文教授、陳岳教授、丁立群教授、時

殷弘教授、閻瑾教授與李逸舟研究員共同主持開幕，會議分為「國際格局與兩岸關係」、

「亞太局勢與兩岸關係」以及「台灣政局與兩岸關係」三大主題。每一主題皆有五至

六位台灣與大陸學者發表論文，而其他與會學者亦針對各項議題進行研討與對話。 

 

第一場次：國際格局與兩岸關係 

 時  間：9:45-11:50 

 主 持 人：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李寶俊教授 

 論文發表人： 

1.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   時殷弘教授 

2. 政治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院長   鄧中堅教授 

3.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 牛軍教授 

4. 黑龍江大學政府管理學院 文長春副教授 

5. 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  黃瓊萩助理教授 

6. 台灣大學政治學系  張登及副教授 

 討論內容摘要： 

    時殷弘教授表示美國的再平衡政策分為幾個層面，第一個是軍事戰略層面。中國

已經被美國定位為長久的對手。第二個是外交層面，美國在中國周邊各領域不遺餘力

爭取外交勝利，於是中國的周邊外交更顯得軟弱。第三個是經濟層面，美國首先要實

現能源自足，再者在亞太地區進行 TPP 談判。雖然 TPP 前景不樂觀，但其談判進度大

大超越預期。關於中國對於美國亞太再平衡政策的回應，時殷弘表示，很明顯地，大

陸國內重視軍事再平衡，卻避開談外交再平衡，因為美國進行外交再平衡，輕易地揭

露了中國周邊外交的尷尬處境。而經濟再平衡也不怎麼受到重視，因為中國認為 TPP

的影響不會太大，甚至中國也正在考慮未來加入 TPP。再者，中國在東海與南海上面

臨的困境，要強調統籌兼顧，要整合國家在外交、軍事與戰略上的需要，要與國內的

需求調整出一個平衡。 

    鄧中堅教授的發言重點在中國如何因應美國再平衡政策之中的經濟部分。TPP 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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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看起來還是在談判階段，未來也尚不明朗，但 TPP 將來的發展也勢必和全球經貿體

系結合，亦即 TPP 也會形成軟性規範權力，而這樣的勢力對中國而言是不可小覷的挑

戰。他舉例，當年美國制裁北韓發展核武，凍結了平壤的國際戶頭，後來又宣布開放，

允許北韓將資金轉回其國內。而當北韓請求中國協助時，卻沒有一間中國的銀行願意

協助，最後由一間俄羅斯的小銀行完成作業。鄧中堅表示，這個例子顯示了中國還是

深受國際規範的軟性力量影響。在兩岸關係的未來發展上，不論國際格局如何發展，

都不能跳脫以人為本。 

    牛軍教授提出中美關係原本就是一直在改變中，所以無需為再平衡政策感到驚嚇

或焦慮。他定義中美關係一直是相互依存，依然不斷上升的關係。牛軍指出，中國學

者在看中美關係時，經常有兩個很大的盲點，首先是總是只從自身觀點出發，再者是

經常要符合官方觀點。研究國際關係不應該總是侷限在計算雙方武器的多寡，而應該

更重視實際的對外交往案例裡透露的訊息。牛軍進一步以 TPP 為例，TPP 顯然反映了

亞太國家對於 WTO 現有體制設計的不滿意之處。所以處理國際局勢變化，不應該以敵

我關係的概念來理解，而應該以一種創新概念、設計新的體制，來面對新的局面。文

長春教授從東西方文明的脈絡來解讀中國如何理解與對應美國的再平衡政策，提出從

古典合縱連橫策略來看未來中美關係的型態發展。張登及教授從歷史面向與國際結構

來分析美國大戰略自冷戰之後的發展。 

    黃瓊萩延續前面的發言，爬梳美國再平衡政策背後的大戰略文化與思維邏輯，同

時分析中國有無可能發展出類似戰略邏輯。黃瓊萩從政治文化與世界觀的角度切入，

指出美國的大戰略思維是一種敵我分明，以推廣自由民主價值，宣揚美國精神的「門

戶開放」戰略；而中國外交風格著重關係與因時制宜，在發展大戰略的認知、期望與

手段調配上，經常出現矛盾，因此很難發展出美國式的大戰略。回應黃瓊萩的發言，

在場與會的黑龍江大學學者與時殷弘教授指出中國確實也有自己的大戰略，雖與美國

不同，但戰略條理清晰。 

     

第二場次：台灣政治與兩岸關係 

 時  間：16:00-17:30 

 主 持 人：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  施哲雄教授 

 論文發表人： 

1. 台灣大學政治學系  張亞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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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國國際戰略研究基金會  張沱生研究員 

3. 國台辦海峽兩岸關係研究中心政治室主任 鞠海濤研究員 

4.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  林紅副教授 

5. 黑龍江大學政府管理學院  于海峰講師 

 討論內容摘要： 

    張亞中教授從權力與結構角度看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政策，而指出中國大陸正處在

處理關係的初級階段。在兩岸關係上，北京現在主要還是兩套論述，一個是內戰理論，

一個是一國兩制理論。在外交上，北京對台北的禮讓很有限。另外，兩岸的歷史教育

也出了問題。美國對兩岸關係的策略是分而不離，和而不合。而再平衡政策給予台灣

更強烈的「分」的結構。張亞中指出，軍事互信的概念是西方的觀念，是國與國的關

係才有辦法操作的概念；因此這個概念不適用於兩岸關係，而是採取中國文化的「信」

與「諾」，止戈立信，亦即大陸宣布放棄對台用武，而台灣宣布放棄獨立，兩岸共同用

中華文化的思維來處理彼此之間的關係。唯有在論述上發展出一個「和」的論述，外

交上共同參與，軍事上止戈立信，在海洋上進行戰略合作。張亞中特別對大陸學者提

出問題，希望與會學者一同思考大陸如何才會放棄武力對台。 

    張沱生研究員先分析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的發展與進一步調整的可能方向。他

指出，中國的應對方式就是發展新型大國關係。另外，在軍事方面與朝鮮問題上，中

美也有正面的發展，彼此的協調與溝通也增加。兩岸關係的發展與中美關係息息相關。

只有中美關係正面發展，兩岸關係才有可能進一步朝互利方向發展。TPP 是一個明顯

的例子，台灣將來如何加入，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鞠海濤研究員認為美國重返亞

太對台海情勢的影響不大，他判斷美國並沒有把台灣作為其亞太戰略的重要工具。主

要是美國沒有改變其一個中國政策，且美國樂見國民黨執政。林紅副教授提出穩定與

信任如何在兩岸關係之中建立。她提出，美國對台軍售雖然好像為台灣帶來信心與安

全感，但美台關係因此侷限於軍事關係。于海峰講師回應從上午延續到下午的討論，

探討中國如何定位自己的角色與在國際舞台上的位置。中國一方面認為自己是大國，

一方面強調自己是發展中國家。中國崛起過程，應該避免將台灣問題提到太高的位置，

同時小心處理民族主義，以免在走向大國之路的過程中受到太多阻礙。 

    時殷弘教授指出，美國並沒有認可中國提出的「新型大國關係」。西方媒體對於習

歐會時提出的這個概念有很多的分析與批評，但若仔細觀察，歐巴馬從來沒有給予中

國要求的新型大國關係給予正式承認甚至回應。可見中美關係並沒有大家所想的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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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艱難的挑戰還很多。他又舉出韓國總統朴槿惠訪問中國，是個成功的案例，但中

國與朝鮮關係的回溫，肯定也會對中韓關係形成影響。一位與會的黑龍江學者主張，

大陸要統一台灣，應該在 2008 年就要做了。那時候陳水扁在位，只要他繼續往獨立方

向走，大陸就有理由統一台灣；而馬英九上台，維持不統不獨，那只要他一直在位，

大陸就永遠無法統一台灣。 

 

第三場次：台灣政治與兩岸關係 

 時  間：16:00-17:30 

 主 持 人：黑龍江大學政府管理學院  安成日教授 

 論文發表人： 

1.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  黃嘉樹教授 

2. 致理技術學院國貿系  張弘遠副教授 

3. 北京聯合大學台灣研究院 劉紅教授 

4.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  王英津教授 

5. 開南大學公共管理學系 張執中副教授 

 討論內容摘要： 

  黃嘉樹教授指出，兩岸關係目前還是擱置爭議的狀態，目前可行，但未來要如何

發展，最終還是得處理。他提出三個內外矛盾解釋兩岸關係。張弘遠教授從經貿層面

來看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政策。他提議用「再均衡」的概念來看美國亞太政策的發展，

特別是經濟上，美國有重新均衡的需要。面對國內反恐政策與市場需求，以及中國在

亞太地區的逐步崛起，美國必須思考如何在新的權力結構之下，重新調整其策略以及

如何做出妥協。另一方面，台灣內部目前面臨各種社會變動，在諸層不穩定因素的影

響下，台灣處理兩岸關係，其中一種未來發展的可能性是出現一個英雄式的領導人物，

而走向日本安倍晉三的路線。這也代表台灣的兩岸關係政策與態度越來越難以預測，

也是大陸方面必須密切注意的。 

    劉紅教授分析馬英九上任之後，大陸方面對他的評價，同時講述他對於馬英九執

政之後的台灣政治發展。王英津教授主張兩岸都要務實面對問題，特別是如何處理「中

華民國」的問題。王英津從兩岸憲法的歷史發展與內容、台灣對於大陸的政策，來指

出台灣的大陸政策在法理與事實上的衝突。而且台灣內部的兩種政治勢力對峙，也使

得台灣在大陸政策的發展上顯得遲滯。他認為國民黨停止動員戡亂應該就是放棄以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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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中共爭奪大陸領土的宣告，但台灣並不承認已經放棄統一大陸的事實。而民進黨

也面臨如何對待中華民國的尷尬狀態。 

 

（三） 心得及建議 

  中國大陸的穩定發展與東亞安定息息相關，「了解中國」自然成為世界各國必修的

功課，由於同屬中華文化、語言相通、習俗相近，中國大陸對於台灣而言更是重要。

尤其兩岸經貿往來密切，ECFA、貨幣清算協議等協定或機制簽訂後，兩岸之間的距離

更為接近，對於台灣而言，中國大陸成為台灣重要的經貿市場，對於中國大陸而言，

台灣過去的發展可以為其現在的發展提供經驗。因次，兩岸之間透過學術互動，建立

一個經驗交換的開放平台，有利於兩岸之中國研究學術的相互交流與理解。 

 「兩岸和平研究」學術研討會自 2006 年起至今已分別於兩岸舉辦過九次的會議。藉

由此會議平台，本所與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建立了厚實的學術交流基礎。近二

年來，此活動已有兩院校之年輕學者參與會議，將繼續以此會議平台延續兩校之學術

合作關係，此外，也藉此聽取中國大陸年輕學者對當前兩岸關係之意見。中國人民大

學國際關係學院，還特別建議：未來可以將會議的參與人員擴大至兩岸青年學子（特

別是博士生層次），以求進一步擴大兩岸學校的的深度與廣度，以符合兩岸不斷擴大和

深化交流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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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活動照片 

(1)會議地點：黑龍江大學留學生公寓     (4)張亞中教授發言 

 

 

 

 

 

 

 

 

(2)開幕式：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     (5)張執中教授發言 

 寇健文與黑龍江大學副校長丁立群 

 互贈紀念品                          

 

 

                

 

 

 

 

 

(3)鄧中堅教授發言                     (6)閉幕式：寇健文所長發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