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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計畫背景與議題 

和平是兩岸共同的語言，追求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則是海峽兩岸人民共同的

目標。目前的兩岸關係可以說是前所未有的平靜，但是回顧 1986 年兩岸人民恢

復往來以降，四分之一世紀的時間，兩岸關係時而波濤洶湧，時而僵持低盪，兩

千三百萬及十三億人民的心情，常常因此而起伏糾結，無不期盼一個和平安穩的

大環境，讓各行各業可以在自己所處的小環境中，追求各自的人生目標，並經營

日常的方方面面生活。 

由此可見，兩岸關係的和平穩定是一個重大卻又困難的事，需要海峽兩岸雙

方的主政者發揮智慧，領導彼此的社會與廣大的人民共同來努力。準此，如何透

過制度化的設計，達成兩岸關係長期的和平穩定發展，就成為當前一項迫切的議

題。本所經過近年來的整併，成立了「大陸與兩岸關係」教學研究組，同時本所

一向自許為兩岸關係研究與交流的一個重要學術平台，擁有相當的師資及研究資

源，體察目前的兩岸情勢發展，決定選擇此一議題，作為本研究計畫的主題。 

（二） 計畫工作項目與產出 

本研究計畫主要分成兩個部分：一、舉辦公聽會，二、赴大陸進行移地研究。

就前者而言，將邀請政府主管事務部門官員、民意代表、相關領域的學者專家及

政黨意見領袖，舉辦五場公聽會，就預先設計的討論議題，聽取各方的意見。 

就赴大陸進行移地研究而言，將就此一議題設計深度訪談問題，訪問北京主

管對台事務官員、對台智庫學者專家，瞭解其等對如何制度化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的看法。此一訪問的結果將回過頭來，徵詢國內政府主管事務部門官員、民意代

表、不同陣營政黨以及學者專家的看法。 

完成上述兩部分的意見蒐集後，本研究計畫將提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制度

化政策建議，同時就如何落實此一政策，提出法制面的工作建議，使本研究結果

具有可操作性，並落實本校「公共政策與法律研究中心」設立的目標。 

（三） 計畫預期效益 

1. 藉由國內公聽會的舉辦，瞭解各方面對如何制度化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基

本信念、具體內涵及政策目標。 

2. 藉由赴大陸進行深度訪談，瞭解北京主管對台事務官員、對台智庫學者專

家，瞭解其等對如何制度化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看法。 



 

3. 對赴大陸移地研究的結果，將進一步徵詢國內政府主管事務部門官員、民

意代表、不同陣營政黨以及學者專家的看法，瞭解海峽兩岸對此一研究主

題的相同及相異想像，從而提出相關的政策建議，及如何落實的法制面工

作項目草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