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家主權與統合模式的比較 

 

「國家主權與統合模式的比

較」研討會致詞 
 

■陳明通／陸委會副主任委員 

 

 

 新世紀基金會陳董事長以及在座的論文

發表人、評論人，還有各位貴賓、媒體的

小姐、先生，大家早安！  

 今天很榮幸有這個機會受到邀請，來參

加這個研討會。承蒙我們主持人的介紹，

個人在陳水扁總統競選時期，擔任中國政

策藍圖的召集人，讓我有較多的機會，能

夠瞭解陳水扁總統究竟如何看待兩岸關

係。在今年的跨世紀講話當中，陳水扁總

統特別針對兩岸關係部分，提出了一個統

合的觀念，要如何與中國從經濟統合開

始、接著再從文化統合，進而在政治面上

達到一個新的結合。相信這些如何與中國

和平相處的談話，將引起朝野熱烈的討

論，同時亦有助於兩岸政策的擬定。  

 今天，我想還是根據陳總統跨世紀演講

的內容在這裡與大家一起腦力激盪，作進

一步的溝通，思考究竟我們要如何跟中國

相處。這是一個很好的開始，在很多場合

我常常提到，陳水扁總統的跨世紀演講所

提到統合的觀念，其實有幾個部分是值得

注意的：第一、要創造一個共同的空間，

也就是一個 public space，在這共同空間

裡，我們可以很務實地超越統獨立場、超

越種族的背景、超越意識型態，和大家來

討論與思考我們未來的走向。事實上，我

們離中國大陸很近，台灣海峽頂多只有一

百多海浬寬而已，不可能把台灣搬到夏威

夷去，所以我們應該要面對中國存在的事

實。尤其現在有很多台商、生意人，都去

中國大陸做生意賺錢，不可能和他們不進

行交流，而我們跟他們來往，不是為了順

從中國的一國兩制，變成中國的一省。如

何處理與中國的關係，並且和中國共存共

榮，對我們來說十分重要。這個跨世紀的

演講中，提出統合是一個過程，追求的目

標是要和中國能共榮共存。因此，我常常

說要超越族群的背景、超越意識形態，務

實地由社會基層逐次提升到政府高層，一

起來討論兩岸問題，並從中達成我們島內

的共識，才能夠進一步與中國大陸討論，

思考兩岸應該建構何種模式，我們才能夠

互蒙其利。  

 剛才我們陳教授也講得很清楚，不管是

什麼樣的統合模式，有的人說是邦聯、有

人說國協、有人說歐洲聯盟的模式，或者

是我們可以創造出個人的模式出來，這些

都不要緊，只要最後能夠和中國大陸共同

的繁榮、共同存在，我們都可以來討論、

來思考。  

 不過在討論的過程當中，有一個基本原

則不可忽略，那就是堅持我們是一個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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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的地位，這個原則是沒有什麼可妥協

的。  

 第二、我們無論採何種模式，一定要經

過我們兩千三百萬同胞的同意，我們是一

個民主國家，將人民視為國家的主人，並

給予尊重，這是民主國家最基本的要求。

所以，任何一個模式的討論，除了最後一

定要經過我們百姓的同意外，當然我們也

要想到，要怎樣才能說服、要怎樣才能和

中國大陸談，讓中國接受這樣的一個模

式。短時間雖然不可能，但是我相信，只

要我們有這個信心與誠意，可提供中國我

們過去發展經濟與推展民主的經驗，協助

中國和平演變。我們希望中國經濟情況好

轉之後，能夠帶動政治民主化，漸漸地重

視基本人權以及對其人民的尊重。當兩岸

都變成民主國家之後，才有可能進一步談

到哪一種整合或統合模式，雙方比較能夠

接受。  

 哲學家康德講過：「只有世界的國家都

變成民主國家，才有永久的和平。」我們

是要和中國追求永久的和平，所以我們在

討論整合時，我們要和中國大陸，不僅只

是追求經濟的繁榮，還要進一步促使中國

政治的民主化。雖然我們知道他們基層有

選舉，但是在村里之間哪有什麼選舉，而

且沒有合法的反對黨跟它競爭。我相信它

如果變成一個民主的國家，有一天反對黨

可以政黨輪替，我們要談的整合模式，才

有落實的一天。雖然，要達到這個目標可

能還要很久，但是我們絕對要有這個耐

心，我們有這個苦心希望它改變，這樣台

灣跟中國才有可能共榮共存。  

 今天在座的都是學者、社會菁英，我想

一流的頭腦所想出來的辦法，絕對可以給

新政府當參考。很榮幸受邀到此簡單說幾

句話，我祝福整個研討會，成功、順利，

這些報告、智慧，新政府一定用心來研

究，用心來參考，簡單幾句話，謝謝大

家。               ◎ 

（此專題演講發表於2月24日舉行的「國

家主權與統合模式的比較」研討會，由陳

雪琴記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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