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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岸是否能建立和平與穩定的政治關係對於台灣未來的發展影響甚鉅，值得關

注。目前兩岸各黨對於兩岸政治定位與走向基本上為：北京主張「和平統一、一國

兩制」，國民黨主張「一國兩區、不統、不獨，民進黨以「一邊一國」為其主要論

述。這三種主要論述均無法滿足對方。中國大陸由於受到政治意識形態的影響，學

者很難在兩岸政治關係上有獨特創見的主張。反觀台灣為一民主社會，思想多元與

自由，台灣應主動提出各種可能選擇，以供大陸菁英思考。本計畫提出「一中三憲、

兩岸統合」做為兩岸和平發展期的政治關係。「一中三憲」是兩岸政治定位與目標，

可做為回應北京所提的「一中框架」；「兩岸統合」亦即兩岸和平發展期應有的互動

與路徑方式。本計畫將詳細陳述其內涵。研究方法文獻分析與訪談為主，透過參與

相關研討會與訪談，了解兩岸菁英對於該主張同意與否的理由，以再精進修正。本

計畫期望能夠針對兩岸和平發展期的兩岸政治關係提出具體建議，提供政府與各政

黨決策時參考。 

 

(一) 計畫緣起(動機、背景) 

兩岸的定位與走向對於台灣影響甚鉅，必須關注。目前兩岸各黨對於兩岸

政治定位與走向基本上為：北京主張「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國民黨主張

「一國兩區、不統、不獨、不武」，民進黨以「一邊一國」為其主要論述。

「統」、「維持現狀」、「獨」等三種論述基本上均難以被彼此互相接受，因

而並不能形成一個穩定的和平發展論述。有鑒於此，為兩岸「和平發展期」

思考一個能夠在理論與邏輯上合理的論述實為當務之急。 

(二) 計畫內容 

申請人已發展出完整的「一中三憲、兩岸統合」論述。申請人認為「一中三

憲」是兩岸政治定位與目標，可做為回應北京所提的「一中框架」；「兩岸統

合」亦即兩岸和平發展期應有的互動與路徑方式。目前大陸方面已經愈來愈

多學者能夠理解該論述對兩岸和平發展的重要，亦有重量級學者稱，該論述

可以為台灣爭取最大利益，亦是北京能夠接受的最低底線，並具有可操作性。

申請人另認為，所謂「合情合理安排」，不僅只有「兩岸和平協議」與「軍

事互信機制」，尚應包括兩岸「國際參與」，於即台灣的國際空間問題。申請

人並就兩岸和平發展時期，雙方在文化、經濟、金融、軍事、國際空間等方

面應該的處理方式提出建議。 



 

(三) 研究方法 

第一、文獻分析。就現有的資料與文章進行閱讀分析，以期全面了解目前兩

岸政治關係的主張。第二、以訪談為主。透過安排重量級學者、退役將領、

退休大使等與大陸相關人士分別就「兩岸和平協議」、「兩岸軍事互信機制」、

「兩岸國際共同參與」等三項主要議題進行討論。第三、列印相關資料，提

供讀者參考，以補充其對兩岸關係原有的認識。 

 

(四) 執行方式與時程 

以閱讀、撰寫、訪談、撰寫等方式執行。時程以一年為期。 

 

 

(五) 預期效益 

應可提供臺灣社會一個合情合理的兩岸政治關係安排，以供各政黨在制訂

兩岸關係政策時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