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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主權與統合模式的比

較」研討會—綜合討論紀要 
 

■蘇芳誼／記錄整理 

 

 

時  間：2001年2月24日（星期六） 

     下午４ :45∼5：30時  
地  點：國立師範大學綜合大樓509 
     國際會議廳  
主辦單位：陳隆志新世紀文教基金會  
主 持 人 ：陳隆志教授  

 

陳隆志教授： 

 感謝各位的積極參與，現在離最後結束

的時間所剩不多，藉此最後機會擬就此次

會議的主題「國家主權與統合模式的比

較」，歸納出我們的心得並向政府單位提

出有效的建言。不過，在我們進行綜合討

論之前，我想先介紹從中國來的兩位訪問

學者，一位是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國際

政治系副主任張熙正教授，另一位是中國

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所長

王逸舟博士。我們進行綜合討論之前，兩

位教授是否能就今天參與這場研討會，提

出你們的感想與在座的所有朋友分享。  

張熙正教授： 

 謝謝陳董事長，嚴格來說我實在是沒有

資格發言的，因為我的研究領域並非是台

海兩岸問題，在各位專家學者面前發表我

的看法，還請各位多多指教。聽了一天的

會議還是有幾項感想可以提出來與各位討

論：第一、今天舉行這場會議的意義應該

給予肯定。因為這場會議是探討將來兩岸

關係發展方向問題，從一個學者的角度來

看待這場會議，可以說是反映學者對此項

議題高度的責任感，凸顯學者高瞻遠矚的

視野，為兩岸人民的福祉去設想未來的藍

圖，我認為這是我們知識份子責無旁貸的

一項任務。所以，從今天會議舉辦的情形

來看，發現大家在這一方面的表現是相當

出色的，特別是陳董事長能夠積極地舉辦

這類會議值得肯定，而本人能夠參與討論

深感光榮。第二、參加這場會議使我大開

眼界增長見識。先前在大陸耳聞台灣各界

對兩岸關係問題的觀點，如今我親臨現場

直接聽到各界的意見之後，讓我對這些意

見背後所隱含的意義與理由有更深入的認

識，讓我有更寬廣的角度來思考問題。所

以對我個人而言，可謂莫大的收穫。第

三、參加今天會議之前，我接觸過不少普

通老百姓、司機以及各方面的學者專家，

對台灣各方面的情況也都有了一些認識。

最大的感受乃由於時空的距離，使得雙邊

的認知以及信任度不足，進而造成相互猜

疑，往往使得最後的結果，總是不脫離

「相互對抗」。所以，我覺得此次能夠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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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來，我應該要扮演一個橋樑的角色，

讓雙方能夠進行溝通，把台灣所見所聞，

以及各界的意見和想法，傳達給大陸的學

者與一般百姓知道。另外，我也有義務將

大陸人民對台灣的想法告訴台灣的朋友，

如此一來雙方就能夠相互瞭解並建立彼此

信任，這對化解現存於雙方的歧見是有幫

助的。尤其是剛剛聽到有些朋友提到台灣

獨立，以及台灣民族主義的問題，在大陸

也是同樣有民族主義的問題，假若大陸的

民族主義不加控制的話，會造成相當嚴重

的問題。易言之，我的經驗告訴我，年輕

人的民族主義是很容易被激發出來的，假

若台灣宣布獨立，我預估百分之七十的中

國年輕人，會主張使用武力，這種後果將

不堪設想。所以，如果兩方面都放任民族

主義自由發展，很可能發生超出我們所能

處理的結果。因此，如何讓雙邊極端的民

族主義逐步淡化，進而促使雙邊能夠往中

間靠攏，我覺得是雙方學者的責任與義

務。一旦雙邊極端的民族主義能夠淡化，

雙邊的信任以及瞭解，很快就能夠建立起

來，那麼兩岸人民未來的和平與發展是可

期的。  

陳隆志教授： 

 十分高興聽到張教授願意擔負兩岸溝通

橋樑的一席話，相信你今天參加這場研討

會所得到的觀感，遠比你在北京接觸的台

灣學者、政治人所得到的，更能夠接近台

灣一般人民的真正想法，接下來我們邀請

王教授來跟我們講幾句話。  

王逸舟教授： 

 首先，我十分贊同剛才張教授所提出的

看法，我認為今天來到這裡聽到許多學術

界或非學術界人士所發表的看法，都是具

有理性基礎的，儘管這和之前看電視所得

到的觀感有些出入，但今天所談論議題之

深入、探討態度之嚴謹是無庸置疑的，這

是我來之前所無法想像的。其次，一如張

教授所言，兩岸的認知差異頗大，各說各

話的情形十分嚴重，當然有人會將這種情

形歸罪於大陸官方透過媒體宣傳的結果，

大陸政治家運用政治力影響的結果，原則

上我並不否認這種說法。但是，我卻認為

導致上述現象的因素，乃導源於兩岸分隔

了將近五十年，致使意識形態、社會制

度、經濟發展、語言都有極大的落差。我

不得不承認這種差異的產生，是有利於兩

岸相互的學習，進而爭取彼此更大程度的

理解，以寬容的態度來爭取相互間的和平

相處。所以未來近似於今天所舉辦的研討

會，促成兩岸學者多多參與，並透過理性

的溝通加上寬廣心態，來增進彼此的瞭

解。最後，我想說的是自從蘇聯解體之

後，大陸在這十多年以來，針對兩德統

一、南北韓的統一，甚至是未來海峽兩岸

關係如何順應全球化經濟整合的發展潮

流，舉辦了為數眾多的研討會。在此我不

得不佩服陳董事長的先知灼見，將所有議

題按照不同區域整合在一起，召集多位專

家學者共同探討，找出彼此的異同之處，

這點是大陸學術界所未曾做過的。因此，

我希望將來有更多的機會，不論是在台灣

或是北京，兩岸的學者能夠跳脫目前差異

的思維方式，誠心的相互溝通，相信當有

助於解決兩岸的問題。我十分同意先前一

位先生所言，對於未來兩岸關係的進展，

包括國家主權與統合模式，在全球化的時

代潮流下，抱持著謹慎樂觀的態度。  

陳隆志教授： 

 謝謝王教授的發言，十分感謝你肯定了

今天的研討會所採行理性研討的態度。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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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的理性討論，與台灣一般的Call in節

目，真是天壤之別。同時，剛剛聽完兩位

教授的發言，我個人覺得像兩位這種態度

與發言令人尊敬，希望我們能夠繼續保持

聯繫。接下來，我們歡迎大家提出看法並

歸納出幾點心得，提供給新政府作為參

考。  

張先生： 

 在成就一件事情之前，不僅需要主觀的

理想意願，也要考量現實的利害關係，所

以目前應該脫離舊有平行的統獨思維，不

論是「統一合併」或是「同理合作」，總

要有一個誠意存在。亦即，我們應該先去

考量「統一」並提出一些統合模式以及國

家主權的考量，因此個人認為統一的模式

對台灣較有利者乃將中華民國以及中華人

民共和國整合在一起成為中華國協。而所

謂主權方面，台灣基於歷史以及現實環境

底下，人民有絕對的主權，可以決定台灣

是否要獨立或統一，而另外我們也要尊重

大陸的相對主權，台灣不可忽視與中國過

去歷史的淵源，而恣意脫離中國。另外，

台灣方面應該多下功夫，說服中國領導人

能夠多尊重台灣兩千三百萬人民的意願，

而不是以收回台灣視為中國領導人完成大

一統目標的唯一選項。  

陳隆志教授： 

 請大家多多發表關於今天會議的心得綜

合結論。  

淡江大學歐洲所研究生： 

 個人認為所謂 integration是統派學者所

提出來的問題，個人十分不解難道我們已

經來到非走向統合的地步了嗎？過去我一

直追隨各位前輩過去所提出的主張，同時

我也沒看過你們提出有關於統合的主張，

而現在是否我們已經無法堅持我們原有的

立場了嗎？  

陳隆志教授： 

 至少在我個人立場來說，台灣已經是一

個主權獨立國家，這個根本立場未曾改

變。今天舉辦這個會議，並不意味著現在

要討論統合或整合的時機已經成熟了，我

個人並不是如此認為。由於年初陳總統提

出統合的概念時，引起大家諸多的聯想與

解讀，就一個民間智庫的立場，認為目前

雖然不是與中國談論統合的成熟時機，但

是，希望能夠透過學者專家的研究心得，

進行理性的探討，至少能增進社會大眾對

統合的實質內涵能有更為深刻的瞭解。至

於我的立場則是十分清楚，國家統合問題

在目前並不成熟。台灣與中國相互瞭解程

度有極大的落差，而要如何彌補這項落

差，需要多多增進彼此的瞭解與溝通。在

中國方面，一直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強

迫台灣接受一個中國的原則為前提，雙方

才有坐下來談判的可能；反觀台灣面對中

國無理的要求時，更應該堅持台灣是一個

主權獨立的國家，台灣與中國可以彼此相

互瞭解與對話，但是必須在一個平等的基

礎上，且在對話談判過程中，中國必須放

棄以武力作為威脅，尊重台灣兩千三百萬

人民獨立自主的決定。我認為所謂「台灣

獨立」，就是認定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

國家，「台獨」就是台灣的現狀。自從中

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沒有一天統治過

台灣，沒有一天有效控制過台灣，這是不

可抹煞的一個歷史事實。台灣與中華人民

共和國是兩個不同的國家，在彼此相互尊

重的前提下，在文化種族相似的背景下，

希望中國也能夠順應世界的大潮流，建立

以民主、自由、人權為重的國家，才能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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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造福中國人民。假使中國想在二十一世

紀成為一個偉大的國家，就不能只靠飛

彈、核子武器等軍事力量及經濟力量，更

要落實民主、自由、與人權。如此一來，

中國與台灣才有可能成為相互尊重、平等

互惠的兄弟之邦，這對維繫台灣海峽兩岸

的和平、亞洲地區的安定甚至是世界的永

續發展都是一大貢獻。最後，衷心感謝大

家的積極參與，同時也感謝各位主持人、

論文發表人、新世紀文教基金會的工作同

仁、志工以及基金會的幾位董事亦來此參

與活動，也順此表達謝意。另外，也特別

感謝基金會國際關係委員會的洪茂雄教

授、林正義所長、林若雩所長等的規劃協

助，使今天這場研討會能順利進行。多謝

大家，祝福大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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