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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绪论党的十七大报告站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提出了一系列有关
台湾问题的新方针、新政策、新论断，为我们正确处理台湾问题提供了明确而系统的指引。胡锦涛同
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郑重呼吁，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协商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达成
和平协议，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
架”是十七大报告针对台湾问题进行的重大理论创新，是落实中央对台工作一系列方针政策的新举措
。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外交等各个领
域，需形成包括经济框架、政治框架、文化框架、社会框架和外交框架在内的框架体系，而法律机制
则是这一框架体系中一以贯之的基本机制。基于台湾问题的法律属性，关于台湾问题的法律属性和宪
法属性，参见周叶中：《加强对台特别立法势在必行》，载《宪政中国研究》（下），武汉大学出版
社，2006年版；周叶中：《台湾问题的宪法学思考》，《法学》，2007年第6期。我们认为，法律机制
将在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过程中起基础性和关键性作用。本书将对什么是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
展框架的法律机制、为什么需要法律机制，以及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的法律机制包括哪些内容
等重大理论问题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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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的法律机制研究》着眼于构建两岸和平发展框架的一个方面，以构建这
个基本框架的法律机制为研究对象，全书分为八章，作者首先从宏观方面论述了宪法机制对于构建两
岸和平发展框架的意义和作用以及宪法解释手段对两岸关系研究的方法，然后论述了构建这个基本框
架所面临的法律障碍和解决机制；进而从微观入手，对构建基本框架行政合作机制及司法协调机制的
意义和所面临的困境进行论述，中间穿插了包括两会协议对于克服两岸和平发展框架法律障碍方面的
作用和“陆资入岛”所面临的困境和解具体问题的论述。文稿论述较为严谨，且针对现实问题，对于
解决构建两岸和平发展框架面临的具体问题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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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的法律机制释义如果我们给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的法律机制下
一个粗浅的定义，那么它可以被概括为调整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过程中各种事务的法律规范、法律制度
和法律运行的总称。然而，这一描述性定义远远不能满足我们对台工作理论与实践的需要，因此有必
要从法律机制的一般定义出发，对“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的法律机制”这一范畴作更为细致的
分析。法律是社会关系的调整器。法律机制将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转化为权利义务关系，进而通过调
整权利义务关系来实现对社会的控制。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已经成为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标志性成
果。参见[美]庞德著，沈宗灵、董世忠译：《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商务印书馆
，1984年版。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是中华民族的核心利益所在，也是我们党领导全
国人民在新世纪要完成的三件大事之一。“和平统一”是解决台湾问题的最佳方式，而构建两岸关系
和平发展框架，则是体现这一战略思想的重要举措，法律机制应该、也能够在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框架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具体而言，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的法律机制，在性质、目的、功能
、内容和体系上都具有鲜明的特点。在性质上，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的法律机制是宏观性与微
观性的有机统一。台湾问题是中华民族的核心利益所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重大战略步骤。同时，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又与两岸人民的民生福祉和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因此，两
岸关系和平发展是宏观性与微观性的统一。而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的法律机制，也就兼具宏观
性与微观性。具体体现为制度上的复合性与实践中的多元性。所谓制度上的复合性，即在制度体系上
，不仅包括两岸关系定位、两岸关系政治安排，以及其他涉及两岸关系走向等重大问题的宏观制度，
还包括调整两岸民间交往和经贸交往的微观制度。所谓实践中的多元性，即在实践环节上，宏观层面
的中央和有关部门依法开展的各项涉台活动，两岸有关机构相互接触、合作等活动，以及微观层面的
司法裁判、行政执法行为和公民所进行的法律活动等，都构成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法律实践的一部分。
在目的上，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的法律机制坚持为台海地区谋和平与两岸人民谋福祉的统一。
概括而言，就是和平与发展。当前，除极少数“台独”分子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各方均能接受的
最大共识。惟有把握好这一最大共识，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的法律机制构建成为和平法、发展法
，并通过法律机制的作用，才能以和平保障发展，以发展促进和平。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的法
律机制，一方面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主张法制化，为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奠定法理基础；另
一方面建立相应的配套制度，将和平发展的思想具体化、程序化，使其能发挥实效。同时，构建两岸
关系和平发展框架的法律机制，应特别重视台湾人民的民生福祉，积极在法律机制的制度构建与实施
运行中，贯彻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将保障和实现台湾人民的利益放在重要位置，使台湾同胞能
从中感受到祖国的关怀与热情。在功能上，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的法律机制，既要承担法律规
制功能，又要发挥政策宣示作用。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的法律机制的一般原理，是将台湾问题
通过法律对特有的权利义务机制进行调整，以期达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目的。然而，由于台湾问题
的敏感性，使我们对两岸关系的处理具有较强的政策性。实践中的经验也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迄今
为止，我们对台工作的主要依据仍然体现为政策，具体表现为领导人的讲话，有关部门的谈话、指示
等。从目前形势看，政策——尤其是中央领导同志提出的、具有宏观指导意义的政策，在对台工作中
仍占据着主导地位。尽管政策不仅不应从对台工作领域中退出，相反，其作用还应得到进一步加强，
但在表现形式上，政策应及时转化为法律。将政策以法律形式加以体现，可以提高政策的科学性和权
威性，并加强政策的宣示效果，也可借助法律固有的稳定性、明确性特征，达到稳定台湾人民心理、
威慑“台独”分裂势力的目的。《反分裂国家法》的实践与效果已清晰地说明了这一点。在内容上，
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的法律机制同时包含公法与私法。如前所述，台湾问题具有高度的复杂性
，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外交等各个领域，牵涉公权力与公权力之间、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
，以及私权利与私权利之间错综复杂的法律关系。因此，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的法律机制也具
有复杂性。既包括调整公权力与公权力之间、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的公法规范，也包括调整私权利与
私权利之间的私法规范。具体而言，公法所针对的问题包括两点：其一是具有根本性的台湾地区及台
湾地区公权力机关的地位问题，此类问题主要通过宪法规范加以解决；其二是两岸公权力机关对涉台
事务如何处理的问题，这些主要通过行政法规范来解决。私法所针对的问题则主要集中于两岸民间交
往和经贸往来方面，主要通过民法规范来解决。此处所称的宪法、行政法、民法均从广义而言，其含
义并非限于部门法意义或法典意义。当然，公法与私法的划分并非绝对，对一些需要同时运用公法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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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和私法手段加以处理的问题，应摆脱理论上的桎梏，发扬务实精神，以切实解决问题。而且，公法
规范与私法规范的复合性，也决定了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的法律机制，并非是以某一部门法为
核心的单一规范体系，而是包括宪法、行政法、民商法、诉讼法、国际法、环境法等多个部门法体系
在内的多元法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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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周叶中、祝捷主编的这本《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的法律机制研究》着眼于构建两岸和平发展框
架的一个方面，以构建这个基本框架的法律机制为研究对象。全书分为八章，首先从宏观方面论述了
宪法机制对于构建两岸和平发展框架的意义和作用以及宪法解释手段对两岸关系研究的方法，然后论
述了构建这个基本框架所面临的法律障碍和解决机制；进而从微观入手，对构建基本框架行政合作机
制及司法协调机制的意义和所面临的困境进行论述，中间穿插了包括两会协议对于克服两岸和平发展
框架法律障碍方面的作用和“陆资入岛”所面临的困境和解具体问题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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