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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fics.org.tw/issues/subject1.asp?sn=1653〉。 
詹火生，2002 年 3 月 22 日。〈意識型態對公共政策的影響－台灣老人經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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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usc.cuhk.edu.hk/wk_wzdetails.asp?id=3994〉。 
張冠華，2004 年 11 月。〈兩岸經濟關係的演變、影響與展望〉，「第四屆兩岸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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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院大陸委員會，2003/12/1。《蔡主委於「台灣省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聯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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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網站，〈http://www.mac.gov.tw/big5/cnews/cnews93101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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