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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背景 

計畫內容 

主要問題 

本案主持人，台灣大學學系教授、兩岸統合學會理事長張亞中已發展出完整的「一

中三憲、兩岸統合」論述。主持人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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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另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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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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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方法 

第一、靜態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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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態部分，以訪談、參與座談會、研討會

為主。透過安排重量級學者、退役將領、退休大使、文化界人士、海洋專家學

者等與大陸相關人士分別就「兩岸和平協議」、「兩岸止戈立信機制」、「兩

岸國際共同參與」、「文化融合」、「海洋戰略合作」等五項主要議題進行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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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目標 

提供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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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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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計畫工作項目及期末成果 

會議摘要  

研討會：北京夏合研討會 
（1） 辦理目的：尋求兩岸在國際共同參與 

（2） 主辦單位：兩岸統合學會、方夏文化交流協會。在北京舉行。 

（3）辦理時間：2013/1/10-12 

（4）參與人員：台灣方面包括：程建人（前外交部長、駐美、歐盟

代表）、戴瑞明（前駐英國代表、教廷大使）、楊子葆（前外交

部政次、駐法國代表）、周國瑞（前駐巴西代表）、李宗儒（前

駐韓國代表）、郭明山（前駐挪威代表）、楊承達（前駐海地大

使）。另外尚有具外交經驗的學術界代表，分別為：朱雲漢（中

央研究院院士、蔣經國基金會執行長）、黃偉峰（中央研究院

歐美研究所研究員、前陸委會副主委、駐美副代表）、蘇宏達

（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台灣歐盟中心主任）、張亞中（台

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大陸方面的代表包括：周文重（前外交部副部長、駐美大使、

現為博鰲論壇秘書長）、徐敦信（前外交部副部長、駐日大使）、

朱祖壽（前駐荷蘭、匈牙利大使）、馬振崗（前駐英國大使）、

蔡方柏（前駐瑞士、法國大使）、關呈遠（前駐比利時、歐盟

大使）、張九桓（前駐新加坡、泰國大使）、王春貴（前駐馬來

西亞大使）、王泰平（前大使）、以及三位學者，分別是李義虎

（北京大學台灣研究院院長）、陶文釗（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院

美國研究所研究員）、鄭劍（中華文化發展促進會秘書長）等。 

（5）重要結論 

本次會議是兩岸 60 多年來第一次外交人員歷史性會面，在兩

岸關係的發展史上自然是歷史性的重要一頁。 

大陸與會者期待兩岸在涉外事務上能夠有一些共識，包括：第

一、堅持「一個中國」，兩岸的國際參與不應形成「一中一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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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兩個中國」，並認為「九二共識」是兩岸互動一個很好的

基礎。第二、透過協商是解決問題的唯一途徑，兩岸不宜在涉

外事務上單打獨鬥，任何問題都可以拿出來談，如此可以避免

兩岸的內耗。 有關兩岸涉外事務的處理應該依照「尊重現狀、

個案處理、先易後難、循序漸進」等原則。大陸與會者認為應

該針對各種不同國際組織的不同性質，個別處理。以「模式化」

的處理方式，例如台灣方面希望以 WHA 的「觀察員」模式，

或 WTO 的台澎金馬單獨關稅區的「經濟體」模式參與其它國

際組織的觀點並不現實，也是行不通的。大陸與會者認為，由

於每一個國際組織均有其自己的章程，身為國際組織的成員，

北京也必須按規章行事。第四、涉外事務與兩岸關係發展無法

分開單獨處理，並認為兩岸應該自行協商解決涉外事務問題，

不要透過外面力量來處理。  

台灣方面的與會者此行並不代表政府，亦有各人不同的見解。

總結可以包括幾點：第一、程建人大使表示，國際空間是台灣

民眾普遍關心的事，在思考兩岸國際參與問題時，兩岸不要再

墨守舊規，而應以創新的概念或模式（model）來思考，如此

才能夠讓兩岸從目前的和平走向統合。第二、「共同」應是兩

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核心詞，兩岸統合學會即主張以積極的「國

際共同參與」一詞來補充「國際空間」用語的不足，其意義也

在於兩岸應該尋求在國際間的「共同出現」以共同維護中華民

族的利益。 第三、張亞中提出並闡述「兩岸三席」做為未來

兩岸「國際共同參與」的新思維。第四、戴瑞明大使強調，北

京以國際組織現有章程規定作為台灣難以參與國際組織的理

由似乎有些牽強。他舉國際海事組織人士的話說：「只要你們

兩岸談定了，用甚麼樣的名義與方式加入都行」。在兩岸涉外

事務的處理上，北京其實可以善用其大國的影響力，以政治力

量協助台北突破參與國際組織的限制。  

 

研討會：兩岸共同保釣學術研討會 
（1）辦理目的：尋求兩岸在海洋事務上的合作 

（2）辦理時間：2013/5/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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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辦單位：由北京清華大學法學院兩岸法政問題研究中心和台

灣兩岸統合學會主辦、大陸國家海洋局海洋發展戰略研究所協

辦，在北京舉行。 

（4）參與人員：與會的台灣專家學者有：兩岸統合學會理事長、台

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張亞中，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研究員宋

燕輝，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東野，南華大學國

際暨大陸事務學系副教授孫國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

研究員林泉忠，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蕭琇

安。 

與會的大陸專家學者有：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李兆傑，清華大

學法學院副院長申衛星，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楊自然，清華大

學法學院副教授張新軍，全國台灣研究會副會長許世銓，海洋

發展戰略研究所研究員、副所長賈宇，海洋局海洋發展戰略研

究所副研究員丘君、付玉、李明傑，上海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副

教授劉丹，中國社會科學院邊疆史地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侯

毅，北京大學法學院博士研究生羅歡欣等。 

（5）重要結論 

釣魚台列嶼（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為中華民族固有領土。日

本為圖擴張，在 1895 年以前以該島嶼為無主地為名進行竊占，

不具國際法效力。1895 年中國清廷戰敗，依《馬關條約》，臺

灣及其附屬島嶼，包括釣魚台列嶼在內，被迫一起割讓予日

本。1945 年日本戰敗，依照具有國際法拘束力的《開羅宣言》、

《波茨坦公告》，《日本降伏書》及 1952 年的《中日和約》，釣

魚台列嶼應與臺灣本島一併歸還中國。 

1945 年《波茨坦公告》稱「開羅宣言之條件必將實施，而日本

之主權必將限於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國及吾人所決定其他

小島之內」。做為當事國的兩岸政府迄今並未同意日本的領土

可以包括釣魚台列嶼。 

1949 年起兩岸分治，致使兩岸均未參與《舊金山和約》，兩岸

人民權益未受到充分尊重。1972 年美國在將琉球群島轉移給日

本時，亦將在釣魚台列嶼的行政權轉移日本，日本以釣魚台列

嶼隨琉球而轉移歸屬日本主權的說法，是錯誤的認識。美國片

面移轉琉球群島與釣魚台列嶼的行為亦不符合《波茨坦公告》



 

5 

 

的戰後領土安排。 

日本據占釣魚島屬戰敗國強占戰勝國領土的行為，不僅違反國

際正義，也掠取了反法西斯戰爭的成果，為抗日戰爭付出慘重

代價的兩岸人民所不容。 

釣魚台列嶼領土主權為我中華民族所擁有，目前卻為日本所竊

占，全是由於冷戰期間兩岸對峙所致。目前兩岸已進入和平發

展期，實有必要就共同保釣事尋求共識。我們建議未來兩岸應

建立保釣的共同論述，共同撰寫「釣魚台列嶼為中華民族領土」

之多種語文說帖、建立共同劃界標準、交換保釣歷史資料、加

強兩岸海洋事務研究。未來應更進一步，成立「兩岸海域共同

體」，共同研究、開發、維護、治理兩岸在東海與南海的相關

事務。 

 

研討會：波茨坦公告紀念研討會：琉球地位與東海和平研討會 
（1）辦理目的：探討琉球的國際法地位以及琉球目前的政治及認同

現狀。  

（2）辦理時間：2013/7/26  

（3）主辦單位：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兩岸統合學會協辦 

（4）參與人員：松島泰勝（日本龍谷大學經濟學系教授、琉球民族

獨立綜合研究學會創辦人）、張亞中（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林泉

忠（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張啟雄（中央研究院近代

史研究所研究員）、許金彥（南榮技術學院應用日語系副教授）、許育

銘（東華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何思慎（輔仁大學日文系教授、日

本研究中心主任）、蔡季廷（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等四十餘

人。 

（5）重要內容：就以下議題進行討論，戰後政治安排與琉球問題、

中國大陸『再議琉球』與釣魚台問題、『琉球獨立』的現在與未來、

傳統東亞秩序下的琉球地位、二戰前後琉球地位的國際交涉、琉球/
沖繩民衆國族認同的過去與現在、戰後在台琉球人的獨立運動。與會

學者均認為，就國際法而言，正次戰後有關琉球地位的安排並沒有被

充分與正確地執行，迄今為止，雖然日本在琉球已經行統治之實，但

是就法理而言，琉球的地位迄今仍然未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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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報導多篇，請參考以下網址及相關聯結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26/4/8/3/102648361.html?colui
d=0&kindid=0&docid=102648361 

 

研討會：北京會談 
（1）辦理目的：此次研討會的主旨是探討如何強化認同互信、探索

政治安排，以深化與鞏固現有的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成果。 

（2）辦理時間：2013/6/20-21 

（3）主辦單位：此次研討會由台灣的兩岸統合學會及大陸的中華文

化發展促進會、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主辦，財團法人二十一世

紀基金會、台灣大學政治學系、中國評論通訊社協辦。 

（4）參與人員：二十一世紀基金會董事長高育仁、前政治大學校長

張京育、前民進黨主席許信良、國台辦副主任孫亞夫、中國社會科學

院台灣研究所所長余克禮、中華文化發展促進會副會長辛旗以及兩岸

相關智庫學者專家近百人與會。《北京會談》也是兩岸紅藍綠第一次

在北京的公開對談，亦是繼去年 12 月在《台北會談》之後又一次兩

岸重要學術交流活動。 

（5）重要內容：本次研討會主旨為：探討如何強化認同互信、探索

政治安排，以深化與鞏固現有的兩岸和平發展成果。內容包括：目前

兩岸關係的機會與挑戰（兩岸關係情勢分析）；如何強化兩岸的認同

與互信（討論目前兩岸的認同與互信是否堅實？問題所在？與如何強

化）；兩岸政治安排與和平發展（討論是否需要政治安排，政治安排

的路徑與內容應如何？）；國民黨、民進黨的大陸政策與兩岸關係和

平發展；綜合討論：認同互信與政治安排（討論如何透過強化認同互

信與政治安排來深化及鞏固兩岸關係）。 

中國評論社將會議內容重點結集以《北京會談與築信會議》出版。 

會議報導總共 72 篇，請參考網站 

http://hk.crntt.com/crn-webapp/specKind.jsp?coluid=204&kindid=9832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26/4/8/3/102648361.html?coluid=0&kindid=0&docid=102648361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26/4/8/3/102648361.html?coluid=0&kindid=0&docid=102648361
http://hk.crntt.com/crn-webapp/specKind.jsp?coluid=204&kindid=9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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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築信研討會 
（1）辦理目的：探討兩岸如何推動軍事安全互信 

（2）辦理時間：2013/6/24 

（3）主辦單位：中華文化發展促進會、兩岸統合學會 

（4）參與人員：大陸方面包括國台辦副主任孫亞夫、中華文化發展

促進會辛旗、秘書長鄭劍、徐根初中將、劉繼賢中將、趙剛中將、周

伯榮少將、武桂馥少將、朱成虎少將、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郭

震遠、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黃嘉樹、海峽兩岸關係研究中

心特約研究員白光煒、中華文化發展促進會特約副研究員史曉東、中

央台辦研究局處長蘇政學、中央台辦研究局副處長李杰、中華文化發

展促進會學術研究部主任吳江。台灣方面包括：前政治大學校長張京

育、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暨兩岸統合學會理事長張亞中、甯攸武中

將、傅應川中將、傅慰孤中將、胡築生中將、蔣海安中將、劉忠桓少

將、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教授吳東野、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

中心教授嚴震生、鄭旗生少將、《旺報》總編輯戎撫天。 

（5）會議結論：這場研討會就兩岸軍事互信與政治互信的關係、建

立兩岸軍事安全互信機制的阻礙因素及兩岸軍事安全互信機制等內

容進行深入探討，達成了多項共識。1. 兩岸人民同屬中華民族，有

責任共同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共同促進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2. 
會議認為，兩岸軍事安全互信機制是政治互信的體現，建立兩岸軍事

安全互信機制，首先是政治問題而非單純軍事問題，必須秉持一個中

國框架(架構)。3. 會議認為，西方處理軍事互信的所謂“國與國”思
維，不適用於處理兩岸軍事安全問題。兩岸應以中華文化的止戈與立

信精神，及同為一家人的理念，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和增進中華民族

整體利益作出進一步安排。4. 會議期望，在尚未作出兩岸關係政治

安排以前，兩岸應以人民福祉為最高追求，強化溝通瞭解，謀取各種

有助於立信的軍事安全作為，以逐漸化解彼此在軍事安全上的疑慮，

並在維護中華民族海域權益上相互合作。5. 我們更需瞭解，惟有雙

方以民族大義立信，以大情大理築信，兩岸才能共築中華民族美好的

未來。 

中國評論社將會議內容重點結集以《北京會談與築信會議》出版。 

網路報導 16 篇，請參考以下網址及相關聯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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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hk.crntt.com/crn-webapp/specKind.jsp?coluid=205&kindid=9890 

 

研討會：兩岸海洋戰略圓桌會議 
（1）辦理目的：探討兩岸如何在中華文化上進行合作 

（2）辦理時間：2013/8/6-9 

（3）主辦單位：兩岸統合學會、中國評論通訊社。 

（4）參與人員：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張亞中擔、政治大學國際關

係研究中心研究員鄭端耀、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院長李明、南華大

學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副教授孫國祥、退役中將蔣海安、退役中將傅

應川、中國評論通訊社社長郭偉峰、副社長王平、總經理李為民、副

總編羅祥喜等。 

（5）重要結論：1. 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必須重視海洋，沒有兩岸在

海洋上的戰略合作，未來的復興之路必然充滿荊棘，兩岸和平發展趨

勢亦將受到影響。2.兩岸不應將冷戰時期美日等依其國家利益所主導

形成的東亞海域秩序安排視為理所當然，而應從歷史、法理為依據，

堅定地維護中華民族在釣魚台列嶼及南中國海應有的合法權益。3. 
兩岸共享整個中華民族的海域權益，有責任用知識為基礎、以實力做

後盾，共同合作維護整個中國海域的主權與主權權利、在國際海洋區

域進行合作，維護兩岸的共同利益。4. 兩岸目前所面臨的海洋挑戰

日益險峻，應積極推動海洋戰略對話與合作，就兩岸海洋戰略的思

維、目標、內涵、文化、作為、路徑等進行探索，以有效追求兩岸共

同海洋利益。5. 兩岸海域的主權為中華民族的祖權，由兩岸所共有

及共享，雙方在制訂海洋戰略時亦應顧及彼此的利益與福祉，相互提

供優勢，協助維護雙方在相關海域上的治權，以共同治理的態度面對

兩岸未來的合作。6. 會議建議，兩岸可增進東海與南中國海油氣開

發做為兩岸海洋戰略合作的突破口，共同推動研商成立兩岸海洋合作

架構。7. 會議建議，兩岸可訂定海洋日，以彰顯重視海洋之決心，

亦建議以鄭和下西洋之起程日，即七月十一日為中華海洋日。8. 會
議建議與鼓勵，兩岸海商漁船在海域懸掛中華旗以凝聚兩岸為共同體

的一家人認同共識，會議亦建議兩岸政府主動視中華旗船隻為當然保

護標的，以維護兩岸人民之民族利益。9. 會議認為，兩岸應建立海

洋戰略的持續性的制度性溝通與合作管道，中國評論通訊社與兩岸統

http://hk.crntt.com/crn-webapp/specKind.jsp?coluid=205&kindid=9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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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學會願意承擔此一民間責任，邀請兩岸海洋戰略學者專家輪流在兩

岸舉行圓桌會議，整合現有的合作管道，提供智慧，共同為中華民族

的海洋利益做出貢獻。10. 本次會議建議以青島做為兩岸海洋圓桌論

壇的長期基地，並決定下次會議將在台灣墾丁舉行。 

會議報導總共 35 篇，請參考網站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crn-webapp/specKind.jsp?coluid=9&k
indid=10230 

 

研討會：雲對話時代：全球化背景下的中華文化傳播研討會 
（1）辦理目的：探討兩岸如何在中華文化上進行合作 

（2）辦理時間：2013/9/23-24 

（3）主辦單位：南方報業傳媒集團主辦，南方都市報•凱迪網路、臺

灣大學兩岸暨區域統合研究中心、佛光山佛陀紀念館、鳳凰衛視《震

海聽風錄》欄目組參與承辦與協辦。 

（4）參與人員：星雲大師、國際佛光會秘書長覺培法師、北京大學

中文系教授張頤武、鳳凰衛視時事評論員邱震海、佛光大學中文系教

授暨研發長謝大寧、人間福報社長符芝瑛、南方都市報編委陳文定、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張亞中，等約三十名。 

《凱迪網路》將會議全文刊登在網路。 

http://special.kdnet.net/2013data/index.html 

【對話雲時代】兩岸三地的中華文化整合前景及意義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1&id=9526925&replyID=2676
4745&page=1&1=1#26764745 

【對話雲時代】中華文化如何與世界文明對接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1&id=9527200&replyID=2676
7801&page=1&1=1#26767801 

 

研討會：重慶夏合研討會：紀念開羅宣言七十週年 
（1）辦理目的：紀念開羅宣言七十週年並探討兩岸在國際的共同參

與。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crn-webapp/specKind.jsp?coluid=9&kindid=10230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crn-webapp/specKind.jsp?coluid=9&kindid=10230
http://special.kdnet.net/2013data/index.html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1&id=9526925&replyID=26764745&page=1&1=1#26764745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1&id=9526925&replyID=26764745&page=1&1=1#26764745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1&id=9527200&replyID=26767801&page=1&1=1#26767801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1&id=9527200&replyID=26767801&page=1&1=1#26767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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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辦理時間：201311/26-28 

（3）主辦單位：兩岸統合學會、（大陸）方夏文化交流協會 

（4）參與人員：大陸方面：周文重大使、徐敦信大使、朱祖壽大使、

北京大學台灣研究院院長李義虎、張九桓大使、于振起大使、張紅虹

大使、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院長劉國深、《貴陽日報》社社長孫波、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咨詢委員會主任俞新天、西南政法大學國際法學

院教授潘國平。台灣方面包括：前部長程建人、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

授張亞中、前部長歐鴻鍊、前主委林享能、戴瑞明大使、前次長邱榮

男大使、前次長楊子葆大使、冷若水大使、詹秀穎大使、中央研究院

朱雲漢院士、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員張力、兩岸統合學會執行長鄭

旗生等近三十餘名。 

（5）重要結論：前外交部長程建人在閉幕式中表示，本次討論會中，

與會的各位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反映出了目前兩岸關係發展的情

形。他本人參加過很多討論會，這次討論非常獨特。感謝方夏協會對

本次研討會的支持，並希望大陸外交官及學者中，還沒有去過台灣的

人去台灣走走，這樣可以對台灣有更深的認識和理解。前外交部長歐

鴻鍊表示，大家本次研討會都很認真地討論了《開羅宣言》。日本發

動了侵略戰爭，直到現在都不肯承認戰爭罪、不道歉、也不賠償，還

試圖將罪行合理化，把扭曲的歷史編到教科書裡。兩岸都是勝者，卻

沒有得到勝利成果，日本戰敗，卻得到了大量的國際援助，反而是贏

家。這是歷史的諷刺。現在兩岸都表現出了追求和平的高度意願和認

同，使得兩岸關係在九二共識基礎上獲得了巨大的進展。歐鴻鍊認

為，九二共識是一大突破。但是，兩岸目前擱置爭議共識的重要性已

經超越了九二共識。因為九二共識的“一中各表”難以落實，任何一

方的表態，另外一方都會否認。但是，有了擱置爭議的共識，任何一

方都應該不再表態，否則就把爭議重新放到檯面上。因此，九二共識

的實踐有賴擱置爭議的落實。 

歐鴻鍊表示，多數台灣人認為大陸對台灣抱有敵意，因此他們總認為

大陸對台的善意和讓利有背後的動機，這說明雙方缺乏互信，也說明

兩岸關係需要採取步驟來增進互信，化解負面因素。兩岸應該確認現

在兩岸仍然處於內戰狀態，簽署文件正式結束敵對狀態，消除雙方敵

意，增進民族感情，否則兩岸和平發展往前走還是會遇到瓶頸。 

中國大陸前外交部副部長、駐日本大使、方夏協會榮譽會長徐敦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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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會議有共識，也有不同看法。這些都是客觀的，不是人為製造的。

因此需要對話，擴大共識，減少差異，這是困難的，但也要迎難而上。

坦白說，進行政治對話是大陸各方的期待，包括高層和老百姓。但是

台灣方面對兩岸政治對話有一定憂慮和困難。所以現在，大家遇到的

最大挑戰既不是台灣，也不是大陸，而是中華民族的權益和尊嚴。因

此，需要中華民族的團結來共同維護民族的利益。 

會議最後由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兩岸統合學會理事長張亞中宣讀

會議共識：《開羅宣言》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同盟國針對日本軍國

主義殘暴侵略所達成重要且莊嚴的共同主張、共識與承諾，是世界人

民反對侵略戰爭的一項重大成果，也是奠定戰後亞太地區和世界和平

穩定的重要基石，其歷史正當性及法律效力不容質疑。我們反對破壞

公認的國際秩序，堅決維護中華民族固有領土。我們真誠呼籲相關國

家應牢記歷史，珍視來之不易的和平，共同維護亞太地區和世界的和

平穩定。 

網路報導 27 篇，請參考以下網址及相關聯結 

http://hk.crntt.com/crn-webapp/specKind.jsp?coluid=205&kindid=10631 

 

研討會：推動兩岸文化融合研討會：深化文化認同、探索文化協議 
（1）辦理目的：深化文化認同、探索文化協議。 

（2）辦理時間：2013/11/30-12/1 

（3）主辦單位：兩岸統合學會、（大陸）孔子基金會、香港中國評論

社 

（4）參與人員：大陸方面：大陸方面與會人員：中華文化學院第一

副院長葉小文、中國孔子基金會理事長王大千、上海台灣研究學會會

長暨台灣研究所所長俞新天、中國實學會會長暨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張

踐、浙江省儒學會常務副會長暨浙江社會科學院教授吳光、中國社會

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儒教研究中心秘書長暨中國人民大學孔子研

究院研究員趙法生、中國孔子基金會副理事長牛廷濤、中國孔子基金

會學術部主任劉廷善、葉小文院長秘書李源。台灣方面包括：兩岸統

合學會理事長、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張亞中、中華文化復興總會副

會長林谷芳、中華僑聯總會理事長簡漢生、華芃大學校長朱建民、佛

光大學研發長謝大寧、銘傳大學公共事務學系教授暨兩岸研究中心主

http://hk.crntt.com/crn-webapp/specKind.jsp?coluid=205&kindid=10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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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楊開煌。香港方面與會人員：中國評論通訊社社長郭偉峰、中國評

論通訊社副總編輯羅祥喜、中國評論通訊社採訪主任林艷三十餘人。 

（5）重要結論：與會達成以下共識：第一、文化是認同的基礎，兩

岸應高度重視文化融合的重要性與必要性，以互相學習、平等交流、

求同存異、和諧共榮的態度，積極豐富與推動兩岸的文化融合，以促

使兩岸關係得以平穩進入經濟與政治統合。第二、為強化與鞏固兩岸

四地及華人的共同身份認同，與會者建議兩岸四地推動發行中華卡，

由兩岸四地組成中華卡委員會，共同研商持中華卡可享有權益的內容

及施行方式，以供政府參考。第三、為強化兩岸青年對於中華文化的

共同認識，與會者建議兩岸共同編纂四書讀本及中華文化基本教材；

兩岸高中使用的國語文課本，達成教材內容一半以上相同。與會者亦

呼籲共同編纂認識兩岸之教材，以方便兩岸人民相互了解當代兩岸的

政經社會發展。第四、文字是文化的載體，為強化兩岸的文化與文字

認同，與會者建議兩岸可以從多方面積極推動文字趨同化的工作。第  

五、為增進兩岸青年共同的歷史記憶，強化兩岸青年共同的文化認同

與民族認同，與會者建議推動共同編纂歷史教科書，初期可以包含三

皇五帝至清朝的範圍。第六、兩岸應以傳統文化為基礎，以包含儒釋

道及多民族文化的內容，建立中華文化價值觀及當代道德規範，以與

現代社會結合，以深化並豐富兩岸人民對中華文化的認同與榮耀。第

七、歷代先賢哲人創立和體現中華文化精神，與會者呼籲兩岸應在重

要地點建立包含多民族的中華文化先賢塑像，以受後世敬崇。與會者

亦呼籲兩岸共同將萬世師表孔子誕辰紀念日九月二十八日明訂為中

華教師節日，並鼓勵共同追思與舉辦相關活動。第八、與會者呼籲兩

岸政府應簽署以增進兩岸文化融合為宗旨的文化協議，以深化兩岸的

文化認同。第九、與會者呼籲兩岸媒體應多報道及參與文化交流活

動，以促進兩岸文化融合。第十、與會者呼籲有關各方積極重視本次

會議共識，並由主辦單位繼續成立工作小組，舉辦相關研討會，針對

議題深入探討，擴大參與凝聚智慧，共同為兩岸文化融合做出積極貢

獻。 

網路報導 14 篇，請參考以下網址及相關聯結 

http://hk.crntt.com/crn-webapp/specKind.jsp?coluid=205&kindid=10910 

    

http://hk.crntt.com/crn-webapp/specKind.jsp?coluid=205&kindid=1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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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座談會 

（1）「一中框架與兩岸政治關係」座談會 

2月 2日在台北主持。探討兩岸未統一特殊情況下的兩岸政治關係及

相關問題。參與者還包括海基會顧問李建榮、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科

學院院長邵宗海、前扁辦主任陳淞山、國政基金會政策委員鄭安國

與會。與會者就中共十八大政治報告這種極為重要的文件中使用「一

中框架」這個用語，並將「九二共識」寫入報告，以及「國家尚未

統一特殊情況下的兩岸政治關係」的表述，對未來兩岸關係發展所

具有的啟示和意義，各自發表了獨到的見解。 

（2）「國共關係的現狀與前景」座談會 

3月 9在台北主持。參與者還包括中國文化大學政治系教授林忠山、

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邵宗海、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政策委

員鄭安國、佛光大學文學系教授謝大寧，就國共兩黨在政治議題上

可能對話的可能性進行討論。 

（3）「兩岸保釣論述與作為的省思」座談會 

3月 13日在台北主持。參與者包括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研究員宋燕

輝、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美歐研究所研究員吳東野、中央研究

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林泉忠、南華大學國際暨大陸學系副教授孫

國祥、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美歐研究所助理研究員蕭琇安。就

從國際法與國際政治探謝兩岸保釣的可能性。 

（4）福州出席座談會 

3月 22日參加由大陸海峽兩岸關係研究中心主辦的「第十一屆兩岸關

係研討會」。張亞中除擔任會議主持人外，並發表報告，主張「一中

三憲、兩岸統合」是和平發展期的最合情合理的政治安排。3月 24日

張亞中與福建省台研會秘書長李吉壽等人座談，兩岸和平發展期的政

治安排進行討論。 

（5）前往廣州會晤中華文化發展促進會 

4月 19-23日前往廣州會晤與中華文化發展促進會辛旗、鄭劍、吳江



 

14 

 

等會晤，就兩岸關係與兩岸軍事安全機制如何安排事充分放映意見。 

（6）哈爾濱參加第九屆兩岸和平研究學術研討會  

8月 1-5日前往哈爾濱參加由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及人民大學國際關

係學院舉辦的第九屆兩岸和平研究學術研討會，本次會議主題為：美

國亞太再平衡戰略背景下的兩岸關係：影響與走向。本人就美國重返

亞太對兩岸關係影響之總體評估做主題演講，演講中提出「一中三

憲、兩岸統合」的論述。  

（7）2014年兩岸關係展望座談會 

在台北舉辦“2014年兩岸關係展望”論壇，由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張亞中主持；評論員有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邵宗海、銘傳大

學公共事務學系教授兼兩岸研究中心主任楊開煌、國家政策研究基金

會政策委員鄭安國、台灣大學經濟學系教授林建甫、遠景基金會副執

行長孫揚明、佛光大學教授謝大寧。座談會探討 2013年兩岸關係發

展的成果與不足，分析影響當前兩岸關係發展的主客觀因素，探討

2014年兩岸關係發展的機遇與挑戰。與會者認為，兩岸關係發展，2013

年有成果但並不順利；兩岸有政治傳話，沒有政治對話；兩岸關係只

是過去邏輯的自然推動，沒有新的進展。對於 2014年的兩岸關係，

與會者多持謹慎保守的看法。從台灣內部來看，執政黨與馬政府的不

同步，加上選舉因素，兩岸關係難有樂觀期待。東亞國際情勢上，中

日問題升溫、日韓緊張、南北朝鮮不穩定、美中新型大國關係模糊，

台灣只會更難為。唯一樂觀的面向是，民間團體可以多交流，有助兩

岸增進理解；在經濟上，服貿協議有望過關，貨貿協商也會有進展。

但就整體趨勢而言，2014年之後的兩岸認同斷裂現象、挫折感會愈來

愈嚴重。許多民間團體已進行多樣活動增加兩岸相互理解，但增加理

解與認同是兩回事情，因此在民間交流活動中，應積極從共同參與創

造出新的認同。否則，放任斷裂現象持續，未來兩岸將不知道如何走

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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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策建議 

建議以「一中三憲、兩岸統合」的論述來處理兩岸政治關係。「一中三憲、

兩岸統合」的論述由三個要素所構成。 

第一、主權即是財產權或所有權，治權即是管理權。兩岸目前憲法在「主

權的宣示」上是重疊的，此一憲法宣示，表示兩岸均不主張與不贊同對方分離，

也反對對方獨占「整個中國」主權，兩岸和平發展因而必須在兩岸共同接受「主

權宣示重疊」，承諾不分裂「整個中國」主權與領土的基石上發展，若無此主

權不可分離的共識，兩岸和平發展一切基礎將不復存。 

第二、兩岸治權的來源都是自己的憲法，而非對方所授予，雙方或許在

對外（第三者）權力上有大小之分，但是在兩岸事務，也就是整個中國的內部

事務方面，兩岸地位不應有差序，而是地位平等，相互接受對方為一個憲政秩

序主體，彼此平等對待、協商、共事。若無此平等共識，兩岸和平發展過程必

將存在著恐懼、猜忌、懷疑，這樣的果實也不會甜美。兩岸簽署和平協議（定），

共同承諾不分裂整個中國主權，相互接受彼此的憲政治權，此即成為兩岸必須

遵守，屬於兩岸人民所共有的第三份憲法性文件。 

第三、兩岸應該有推動「共同治理」的機制。兩岸僅是互動、互惠的聯

繫，並不能夠形成「合」的結構，也唯有在相關議題與政策上形成共同體、共

同政策，進行共同治理，兩岸和平發展才能逐漸鞏固、強化，進而讓統一水到

渠成。這個合的階段就是透過統合機制逐漸形成與完善第三憲的過程。第三憲

的治理範圍愈廣，權力愈大，兩岸自然就從「一中三憲」走向「一中一憲」，

如此也就完成了「共同締造」。 

在軍事議題方面，傳統的軍事安全互信思維屬於西方國際關係現實主義

的思維，它是建立在國與國、勢均力敵的前提之上，而且是在有關主權領土等

核心問題解決後才有可能建立。兩岸關係不屬於外國間的關係，自然應有一套

從中華文化來解決兩岸軍事潛在衝突的思維。在論述上，建議以「止戈立信」，

取代西方的「軍事互信」，呼籲兩岸以民族大義來立信，簽署和平協議，並透

過軍事戰略合作來相互築信，從而達到兩岸真正的和平。 

在涉外事務方面，建議以「兩岸國際共同參與」為目標，讓兩岸均能在

國際上共同維護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在參與的方式上，建議提出「兩岸三席」

與「平等不對稱」的概念，來處理兩岸在多邊組織與第三方的雙邊關係。 

在文化事務方面，呼籲在兩岸在史觀上應逐漸接近，以反映兩岸同為一

「命運共同體」的事實；建議兩岸四地分別發行「中華卡」，做為以民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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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別的另一個身分文件，強化彼此的身分認同；也建議兩岸應該推動「文字趨

同化」，使用相同「中華文化基本教材」；在國文課本選材上，應有至少一半以

上的重疊，以使兩岸年青人能有共同的文字及文化記憶。 

在海洋事務方面，我們認為目前兩岸在國際事務方面，最迫切也最需要

合作的地方就是海洋。東海的釣魚台列嶼及南海是中華民族的固有領域，兩岸

有責任共同維護海洋主權及主權權利。為此，建議兩岸政府將 7月 11日，鄭

和下西洋的日子做為兩岸的中華海洋日；以共同開發油氣田做為兩岸海洋戰略

合作的開啟項目；建議兩岸政府維護懸掛「中華旗」漁商船隻；期盼兩岸政府

能夠成立「海域共同體」，共同治理兩岸在相關海域的事務。 

 

三、出版專書 

《論統合》，（香港：中國評論學術出版，2014年 1月）。50萬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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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附件 

會議記錄（略，請參考《論統合》一書相關各章） 

活動照片集 

 
 2013/1/10-12 研討會：北京夏合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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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1-25 日前往福州出席座談會。3 月 22 日參加由大陸海峽兩岸關係研究中心主辦

的「第十一屆兩岸關係研討會」，發表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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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5/17-20 研討會：兩岸共同保釣學術研討會 
 
 

 
2013/5/17-20 研討會：兩岸共同保釣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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琉球地位與東海和平研討會 2013/7/26 在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舉行 

  
日本龍谷大學經濟學系教授、琉球民族獨立綜合研究學會創辦人松島泰勝。 

  
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兩岸統合學會理事長張亞中在琉球地位與東海和平研討會開

幕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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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北京會談》2013/6/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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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信研討會召開 

  
張亞中在築信研討會上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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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海洋戰略圓桌會議”建議與鼓勵，兩岸海商漁船在海域懸掛中華旗。 

 
2013 年 8 月 7 日至 8 日，中國評論通訊社與兩岸統合學會合辦的“兩岸海洋戰略圓桌

會議”在青島市舉行，會議深入探討兩岸海洋戰略合作前景等問題。中評社社長郭偉

峰，以及六位著名的台灣政治戰略及兩岸問題專家學者與會。山東省委常委、青島市

委書記李群會見了與會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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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 日在台北主持「一中框架與兩岸政治關係」座談會 
 
 
 

 

3 月 9 在台北主持「國共關係的現狀與前景」的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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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3 日在台北主持「兩岸保釣論述與作為的省思」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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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1.26.重慶夏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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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1.30.兩岸文化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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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本研究計畫後所撰寫之文章 

由於本研究案是探討如何建立兩岸關係的政策性論述，本人以先在時事評論期刊上發

表為主，以下所發表之文章，均非時事評論，而是將已建立的「一中三憲、兩岸統合」、

「兩岸國際共同參與」、「兩岸三席」、「止戈立信」機制、「建立兩岸海域共同體」等見

解做分析陳述。 
張亞中，＜兩岸和平發展期應是統合期：以統合深化認同與互信＞，《中國評論》，2013

年 1 月 
張亞中，＜兩岸外交握手向前行：記北京“夏合會”＞，《中國評論》，2013 年 2 月 
張亞中，＜建立兩岸共同保釣論述的制高點＞，《中國評論》，2013 年 4 月 
張亞中，＜維護安全或創造和平？台北的抉擇＞，《中國評論》，2013 年 5 月 
張亞中，＜台灣多元視野下的兩岸關係＞，《中國評論》，2013 年 6 月 
張亞中，＜兩岸共築中國夢：從強化聯繫到建立結構＞，《中國評論》，2013 年 7 月 
張亞中，＜從“軍事互信”到“止戈立信”：中華文化的思維＞，《中國評論》，2013

年 8 月 
張亞中，＜探索兩岸和平協議＞，邵宗海主編，《探索兩岸和平協議的多元角度觀察》，

（香港：中國評論出版社）。 
張亞中，＜中國和平崛起的困境與因應之道＞，《學術前沿》，2013 年 2 月號（北京），

大陸學術核心期刊。 
張亞中，＜論兩岸國際共同參與＞，張登及主編，《東亞區域競合與兩岸國際參與創

新》，（台北：21 世紀基金會出版，2013）。頁 87-103。 
張亞中，＜台灣多元視野下的兩岸關係＞，邵宗海主篇，《2013 年多元角度觀察兩岸

關係走向》，（台北：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科學院兩岸與中國大陸研究中心，

2013），頁 53-68。 
張亞中，＜從“日治”到“日據”：撥亂反正的起步＞，《中國評論》，2013 年 9 月 
張亞中，＜推動和平發展期兩岸的身份認同：中華卡與中華旗＞，《中國評論》，2013

年 12 月。 
 
出版專書，《論統合》，（香港：中國評論學術出版，2014 年 1 月）。50 萬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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