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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與兩岸統合》

内容概要

本書與《兩岸主權論》、《兩岸統合論》等書共同構成作者完整之「兩岸關係思想體系」，為前瞻性
之研究，也是對兩岸政府的「國是建言」。面對全球化的來臨，本書將「兩岸統合」的觀點提升至國
家戰略層次，論述的內容除了尋求解決兩岸爭議最有效的方案，更在提供當兩岸面對全球化之衝擊時
最有利的戰略選擇；它不僅有益於兩岸關係的良性互動，更有助於兩岸在全球化時代中成功的追求安
全與發展。本書分別從「全球化」與「兩岸統合」兩個面向，對未來的「台灣安全」、「台灣發展」
、「中共的強權之路」、「中國大陸內部安全與穩定」與「兩岸治理」提出討論。各章均包括三個架
構，一是相關的「理論探討」，並以歷史發展作為理論的補強，其目的在使全篇文章能有理論的依據
及論述的框架。二是相關主題的「辯證論述」，著重在理性的演繹，以期對要討論的問題有深入且具
有邏輯性的認識。三是針對相關問題提出個人的見解，並提出戰略性的「方向建議」。本書兼俱學術
性與政策性，其學術創見在於完整地建構兩岸關係之思想體系，提出「開放的服務型國家」、「兩岸
治理」、「兩岸共同體」、「兩岸三席」等觀念與理論基礎；其政策性在於除了補充先前所主張之「
整個中國」與「第三主體」的實踐性以外，並提出具體建議以助兩岸於全球化的衝擊時共蒙其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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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與兩岸統合》

作者简介

張亞中
德國漢堡大學哲學暨社會學院哲學博士、政治大學政治學博士，目前任職南華大學亞太研究所教授兼
所長，政治大學外交研究所兼任教授。國防大學榮譽講座。研究領域涵蓋歐洲、亞太與兩岸。近年開
啟全球化之研究，並著重全球安全與發展。曾任職外交部派駐歐洲維也納、漢堡與拉脫維亞等地，另
於任職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時參與大陸政策研究與制定。目前專書著作已逾十本，包括《兩岸主權論》
、《兩岸統合論》、《中國大陸與兩岸關係》、《歐洲統合：政府間主義與超國家主義的互動》、《
德國問題：國際法與憲法的爭議》、《美國的中國政策：圍堵、交往、戰略夥伴》等書，均為相關學
術領域之重要著作。最近新著《開放政治市場》（聯經出版）一書，闡述其個人的新政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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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標個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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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與兩岸統合》

精彩书评

1、继续阅读台湾学者研究两岸关系的著作，因为受限较少，台湾的学者的视野很宽，创新也很多，
总能提出一些让人耳目一新的见解，尽管有些看起来不一定能够实现，但话又说回来，事在人为，有
些东西现在看起来没有实现的可能，或许随着条件的成熟以及形势的变化，将来可能就成了救世良方
也不一定。台湾大学政治系的张亚中教授的《全球化与两岸统合》一书即是要提出一套解决两岸关系
的方案，它和张老师之前出版的《两岸主权论》、《两岸统合论》共同构成了作者解决两岸关系的整
体思想体系。与之前两本书相比，本书强调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看待两岸关系，作者指出，在后冷战
时代，全球已经从军事安全转为“综合性安全”，而以“风险社会”的视角来看，冷战时代尚以意识
形态为界，而在全球化时代，富有的中心国家和一些原本处于边陲地位的国家也被纳入近来，并且许
多发生在边陲的事件甚至会对中心国家产生巨大的影响，比如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即是典型的例子
。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了他的第一个命题：台湾愈与全球互赖，全球愈会重视台湾的安全需要。另
一方面，后冷战时代，尽管美国建立了单级格局，但随着全球安全议题的多元化并且跨国界化，它已
经无法绝对主导世界秩序，在这种情况下，以前在欧洲出现的“梅特涅体制”得以再现，许多事务需
要各国协力合作来完成，但这对台湾却未必是好事，因为各大国在其他议题上需要中国大陆的合作，
所以作者提出他的第二个命题：全球安全问题愈重要、愈急迫，两岸安全问题即愈有可能被忽视、被
推迟。当然，对两岸来说，全球化时代的许多特质并非全然适用，观察两岸关系的发展进程可以发现
，其中仍然充斥着冷战时代遗留下来的思维模式、行为方式以及利益纠葛，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安全
对台湾来说仍然是安全的主轴，因而作者提出其第三个命题：台湾的国家政治生存安全威胁并不因全
球化而有改变。与此同时，经济安全对台湾来说也十分重要，这甚至可以关系到台湾的政权能够延续
的问题，因此，“全球化时代，如果未能有效经济发展，台湾的国家生存安全仍然会受到威胁”就成
为作者的第四个命题。还需注意的是，在台湾内部，国家认同始终困扰着那里的人们，并称为撕裂社
会团结的重大问题，因此作者提出第五个命题：台湾如果不能解决认同问题，台湾的国家安全根本无
从建立。另外，台湾还面临着参与国际事务时不得不接受“非国家化”的安排，同时还要面对中共军
事对峙所导致的困境，而依赖美国等国外势力的支持，因为双方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同盟关系而显得缺
乏可靠性，因此作者提出以下命题：台湾在国际间的“出现”并不必然会增加台湾的国际地位，反而
有可能是“去国家化”的深化；未能同步或更强地良化两岸关系，外交无法发挥维护台湾安全的功能
；台湾的整体国力无法与中共进行长期的武力对峙；台湾的军力应该是政府推动大陆政策进取的后盾
，而不是逃避两岸关系的依靠；目前美国对台湾虽有政治性的保护与约束，全球化时代美国对台湾的
保护将减弱。因此，作者希望台湾能够认清这种形势，改变过去对相对收益、主权以及安全政策的迷
恋，在作者看来，台湾与大陆争高低得不偿失，还不如从“绝对收益”的角度追求发展，同时，他也
认为对主权的部分让渡也可以带来权力的扩大，这正是全球化时代各国在让渡权力的过程中影响力不
断扩大的事例所证明的，另外，“安全”作为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问题，很容易被政治人物操弄而非
真正的追求，所以他提出如下命题：全球化时代，台湾只能以“绝对收益”而无法以“相对收益”作
为思考的准则；全球化的台湾应先追求权力而非主权；全球化台湾“制造和平”战略目标应高于“追
求安全”。在此基础上，张教授指出，芬兰模式、以色列模式和东德模式对解决两岸问题皆不可取，
因为前者虽然时时处处考虑苏联的存在以制定其和平政策，但其实它没有受到苏联在领土与主权上的
要求；中者则拥有对美国国内极大的影响力，绝非台湾可比；而后者则得到了苏联和华约的支持，且
最终随着二者的解体使自己也丧失了独立性。因而作者提出，台湾更应该学习欧盟，积极融入全球化
并与大陆建立两岸区域经济体，当然其前提是处理好“一个中国”问题，作者的建议是以“整个中国
”思维作为两岸和平的基础，其具体意涵是承认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作为主体而存在的同
时，建构“整个中国”为第三主体，形成“两岸共同体”，在后面的章节中作者进一步将之比作一个
“屋顶”。作者之所以作上述主张，是考虑到“一中各表”这一“同意歧异”的临时性做法并不能长
久，且很容易导致“两个中国”的理解，因而主张“一中共表”，这就既考虑到了中国大陆对“一中
原则”的坚持，同时也兼顾台湾对其自主管辖权的要求，并且也考虑到两岸互不对对方拥有实际治权
的现实。或许很多人会说这种主张实际上是承认了台湾的主权，是搞“两个中国”，但是，如果考虑
到“整个中国”这一第三主体的存在，则有助于消除这一疑虑，并且后续安排方面，比如参与国际组
织，可以在两岸共同参与的同时，引入第三主体同样作为参与者，就如同欧盟那样，其成员国加入了
国际组织，欧盟自身也可以加入，在这种情况下，大陆、台湾和整个中国各自分工，前两者各自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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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與兩岸統合》

内部事务，而涉及到全中国的事务则有整个中国来处理，比如大陆与其他国家的领土边界问题，比如
台湾的前途问题，都需要两岸人民共同来处理。作者的这一想法，是来自于对全球化时代实现全球治
理的考虑，并将之引入到两岸关系中希望实现“两岸治理”，进而构建两岸公民社会，最终实现两岸
的善治。作者的上述想法自然是好的，但是忽略了一个重要前提，即两岸并不如欧盟那样拥有共同的
政治、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因而对这种带有明显政治性的安排很难达成共识，这不是简单的两岸共同
文化、血缘就能轻易改变的，也不是两岸紧密经贸联系所能推动的，更不会随着两岸交流的密切而有
所松动，这些因素只会减少两岸人民的误解，逐渐形成一种共同的生活体验，但是，只要两岸制度方
面差距仍大，两岸当局在处理问题方面的做法就仍会千差万别，自然就使得两岸整合后的“整个中国
”无法运转。况且，大陆方面也很难接受这种安排，在国际上已经广泛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代
表全中国的情况下，它很难自愿放弃这一地位，尽管它在两岸关系上开始软化，以“大陆和台湾同属
于一个中国”这种姿态表达与台湾的平等意涵，但这只不过是为了更好的与台湾交往甚至最终引其谈
判，但其不会轻易放弃对整个中国的主导权；另外，台湾已经在偏向独立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对很多
台湾人来说，尽管口头上主张维持现状，但并不认为统一有什么意义，因此，徒然增加一个“整个中
国”架构并不对其有多么大的吸引力。因此，作者的想法虽好，却缺少一个连接点，即将想法与现实
衔接的点，让两岸当局和人民愿意为这一安排放弃现有的坚持，并为之而努力。作者指出了这一看法
的好处，并指出其必要性所在，但仍然缺乏实现这一安排的内驱动力。说到作者提到的必要性，自然
得提一提作者对大陆强权之路的思考，大陆在崛起的过程中，要面对既有强权的因应策略，这包括预
防性战争（崛起的强权也有可能先采取这一方式）、约束方式、遏制方式和交往方式，作者指出面对
中共的崛起，各大国可能会采取上述方式的综合形式，而中共必须要忍耐，不能急躁的采取主动姿态
，如果发动预防性战争，特别是对台采取战争措施，将很可能使大陆失去崛起的机会，作者的这一判
断不无道理，长期以来大陆一直奉行“不当头”、韬光养晦的外交策略，与作者的想法不谋而合，而
历史上许多或成功或失败的大国也给中国大陆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教训。另外，大陆在面对地缘
政治上的种种限制，包括周边国家的不友好以及海洋面向上的包围，也需要台湾成为自己的支持者，
以使自己能够真正走出这一包围圈，这也是两岸关系必须寻找出路的必要性所在。而对台湾来说，它
既面临着大陆沿海纵线上的压力，也面临着发达国家构成的横线上的压力，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表明，
如郑氏父子那样放弃大陆市场意味着台湾失去了发展后劲，如刘铭传那样听命于朝廷就失去了自我发
展的主动性，不得不服从于整体安排，这就有可能使自己沦为牺牲品，而成为日本的基地，则会付出
更大的成本，因而台湾应该以大陆为腹地，谋求成为全世界的贸易中心，这就要求台湾积极进取，使
自己在全世界的大格局中充当头脑而非身体，并通过建立“开放的服务型国家”，以服务业为主导，
走在世界创新事业的前列。而对大陆来说，面对全球化对其内部安全与稳定的冲击，特别是国家权威
和社会连带的撕裂，需要实现地方分权来重建人民的地区认同，并采取措施缩减贫富差距，这就要求
大陆当局不能仅靠经济改革改善民生和爱国主义来维持其合法性，还需要使民主参与政治建构民主政
治来增强其合法性。而台湾的存在有助于为大陆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范例，这就包括文化也包括政治
，因为台湾的宗教自由、政治民主已经证明可以帮助社会实现团结和稳定。总而言之，两岸统合不仅
有助于两岸实现和平，也有助于大陆内部的稳定与发展，尽管大陆近年来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但
接踵而来的社会冲突也亟需采取措施改变，而这正是两岸统合亟需实现的意义所在。《全球化与两岸
统合》作者：张亚中目录：英文目次英文摘要前言：一个“两岸关系思想体系”建构的完成第一章 论
台湾安全第一节 全球化安全的特质一、全球风险社会的形成二、大国主导的“梅特涅体制”再现第二
节 全球化台湾安全的特质一、政治生存仍是安全的主轴二、经济发展为安全的本质三、国家认同是安
全的基础第三节 全球化台湾安全的困境一、在国际间“去国家化”逐渐成型的困境二、与中共军事对
峙的困境三、依赖美国的困境第四节 全球化台湾安全的逻辑思辨一、绝对收益与相对收益何者适用的
思辨二、主权与权力何者优先的思辨三、和平政策与安全政策何者为重的思辨第五节 全球化台湾安全
的设计一、相关模式的可能选项二、加速全球化并建构两岸区域经济体三、“整个中国”思维是两岸
和平的基础四、“两岸统合”是积极进取的安全政策小结第二章 论中共的强权之路第一节 因应强权
崛起的可能战略选择：历史与理论一、以预防性战争来因应强权的崛起二、以约束方式来因应强权的
崛起三、以遏制方式来因应强权的崛起四、以交往方式来因应强权的崛起第二节 地缘政治对中共强权
之路的挑战一、美国的整体战略布局二、中共要成为海洋强权的挑战三、中共要成为大陆强权的挑战
第三节 全球化对中共强权之路的挑战一、全球化对中共与西方都是遂行战略的机会二、经济全球化对
中共强权之路的限制三、经济全球化对中共强权之路的机会第四节 中共的战略选择一、是否要和平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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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两岸关系二、是否要掉入西方安全困境军备竞赛的战略陷阱三、是否要加速全球化四、是否要用
耐心来迈向强权之路小结第三章 论台湾发展第一节 台湾发展战略：历史上的定位与省思一、明末的
发展策略：郑氏父子的海商策略二、清末的发展策略：刘铭传的现代化建设三、日本殖民期的发展策
略：基地战略第二节 全球化国家发展的策略：理论性的探讨一、全球化对传统国家发展策略之冲击二
、全球化的国家定位发展策略一：虚拟国家三、全球化的国家定位发展策略二：共同体国家四、全球
化的国家定位发展策略三：开放的服务型国家第三节 全球化与中国大陆对台湾发展的挑战：纵横线的
压力一、纵线的压力：中国大陆对台湾发展的挑战二、横线的压力：全球化对台湾发展的挑战第四节 
台湾的因应：成为“开放的服务型国家”一、“开放的服务型国家”：台湾的一种选择二、推动“两
岸统合”：纵线的助力三、加速“全球化”：横线的助力小结第四章 论中国大陆内部安全与稳定第一
节 全球化对国家内部安全与稳定的冲击一、国家权威的冲击二、社会连带的撕裂第二节 全球化对中
国大陆内部安全与稳定的冲击一、对国家权威的冲击：地方主义与分离主义二、对社会连带的撕裂：
贫富差距与社会割裂第三节 中国大陆内部安全与稳定整合力量的重建一、国家权威正当化的强化：加
强政治参与与采行分权精神二、社会连带的再整合：有形与无形社会连带的补强与建立第四节 中国大
陆内部安全与稳定整合力量重建的助力一、全球化有助于公民社会与道德的建立二、两岸统合有助于
中国大陆的稳定与发展小结第五章 论两岸治理第一节 促进两岸和平的理论：三个理论的论述一、以
现实主义解决两岸争议：方法不足取但概念重要二、以新自由主义推动两岸关系：虽有限制但值得采
行三、以建构主义重塑两岸认同：永久和平的必要作为第二节 两岸治理的思维：跨越传统的统治模式
一、治理的产生：风险社会的形成二、全球治理与两岸治理：两者的异同三、两岸治理的提出：跨越
统独的论述第三节 两岸治理的基石：两岸定位的确定一、两岸基本政策的歧异与趋近：歧异与妥协二
、两岸治理的基础：建立“整个中国”的思维第四节 两岸治理的实践：两岸统合的推动一、国际关系
中的两岸治理：“两岸三席”与国际参与二、两岸关系中的两岸治理：两岸共同体与“认同”建立小
结第六章 结论：迎接全球挑战契机、开创两岸和平昌荣参考资料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4
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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