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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政府遷台後，兩岸分治五十幾年是客觀的事實，長期以來各自發展不同

的政治體系，經濟行為，意識形態。台灣早期的威權時期，對大陸政策固然保守，

大陸方面尤其毛澤東時代更是封閉，兩岸關係在動員戡亂時期是全然隔離，軍事

的敵對，影響了經濟、人文的聯繫。兩岸關係解凍後，政治緊張的現象依然存在，

國際上互相拉扯，舉世皆知，外交競爭更是激烈。 

二十一世紀開始，中國大陸累積實力，國家生產力大增，經濟發展向前跨越，

外貿吸引各國，外匯增加速度實不容小視，不論是和平崛起還是霸權抬頭，已足

以影響世局。兩岸關係也因而突顯其重要性，政界、國內學者莫不投入精力研究。 

從整合理論的角度切入，探討兩岸發展，應有其意義。雖然整合理論最初被

運用在 1950 年代，主要涉及對象是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歐洲，而南、北韓交流的

互動模式來看也頗類似。整合理論具有規範性，它是以國家的統合作為目標，和

分裂國家有很大的相似點。 

而中共的反分裂國家法出爐後，引起國際間的關切，儘管事後加以解釋，世

界各國大都抱著存疑的態度。我們可以看到「反分裂國家法」對兩岸政治爭議問

題，依然沒有理性科學的解構和整合。「反分裂國家法」的訂立，對台灣人民的

感情期待與實質認同，究竟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甚或是否直接影響到台灣人民

的感情，及是否會產生不利因素？都是非常值得關注問題。 

雖然反分裂國家法橫立兩岸之間，我們是否可以試著從整合理論分析兩岸統

合策略及面臨的困難。兩岸關係又具有相當錯綜複雜的特性，分歧問題甚多，如

何找出一個平衡點，努力以新的觀念思維和智慧來化解的對立衝突危機，是我

們應該深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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