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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 
 
 

中國詩人？ 
我國詩人？ 
兩者均是？ 



陸委會 捍衛國家主權 RAP篇 30秒版 

• http://www.youtube.com/watch?v=1o
sdTi8aNBI&feature=related 

• 中華民國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台灣的命
運2300萬人來決定（拼拼拼）；836項大
陸農產品，還有大陸勞工，不開放就是不
開放，嚴格把關攏為了守護台灣；悲情脫
掉、自信得到，對抗脫掉、協商得到，導
彈要脫掉、互信才得到，中華民國主權更
加屹立不搖 
 

http://www.youtube.com/watch?v=1osdTi8aNBI&feature=related
http://www.youtube.com/watch?v=1osdTi8aNBI&feature=related


中華民國國旗歌 
• http://www.youtube.com/watch?v=SB

svzKshKCw 
• 山川壯麗、物產豐隆；炎黃世胄，東亞稱
雄。 毋自暴自棄、毋故步自封，光我民族，
促進大同。 創業維艱，緬懷諸先烈；守成
不易，莫徒務近功。 同心同德，貫徹始終，
青天白日滿地紅。 同心同德，貫徹始終，
青天白日滿地紅！  
 

http://www.youtube.com/watch?v=SBsvzKshKCw
http://www.youtube.com/watch?v=SBsvzKshKCw


 
史觀、論述、政策 

 
 

 
 

史觀 

論述 政策 



•本國史 

•世界史 歷史 

• 台灣史 

中國史 

世界史 
歷史 



• 台灣史：原住民、荷蘭、明鄭、清
領、日治、國民黨、中華民國 

• 中國史：堯舜禹湯…宋元明清、中
華民國（-1949)、中華人民共和
國… 

•中華民國放在哪裡？ 
 



殖民史觀 

•從世界史看自己。曾經的政權
為外來政權 

•外來政權對本土的貢獻與危害 
•論述：主權獨立、前途自決 
•政策：獨立 

 



台灣民眾 台灣人/中國人趨勢分佈(1992-2011) 



台灣民眾統獨立場趨勢分佈(1994-2011) 



史觀的改變 
• 顯性台獨：積極尋求建立獨立的台灣共
和國 

• 隱性台獨：認為台灣已經是個主權獨立
的國家，國號暫時叫中華民國 

• 顯性獨台：中華民國是個主權獨立的國
家。中華民國＝台灣 

• 隱性獨台：中華民國是個主權獨立的國
家。一中憲法。 
 



獨台史觀下的兩岸政策思維 

• 現實主義思維：維護國家安全。軍備、
依賴美國。美中台三角關係的思維 

• 自由主義思維：加強兩岸交流，貿易
和平論。但是兩岸經貿交流不平等。
（農產品不進口）。 

• 共同點：堅持國家主權獨立。 
• 獨立於誰？美國？日本？中國大陸？ 



應如何看兩岸關係的未來 

• 兩岸和平發展 
• 讓整個中國走得更好 
• 不是roc或prc贏，而是所有中
華民族人民的贏，因此，不應
是美中台的博奕，而是台北、
北京與十三億人民的博奕。 
 



兩岸目前政治現狀 

一個中國 物質權力 
 

平等憲政秩序主體 



兩岸統合學會 

基本論述 

一中三憲 

定位與目標 

兩岸統合 

路徑與互動 

統？ 
獨？ 

維持現狀？ 
 

一中一台 ？ 
柔性台獨？ 
穩健台獨？ 

 
兩個中國？ 
獨台偏安？ 
先獨後統？ 

一個中國 
 

和平統一、 
一國兩制 



PRC 

澳    港 
ROC 

兩岸 與 中國 的關係 
CHINA=ROC 

 
一中各表 

CHINA=ROC 
or 

CHINA=PRC 
 

不表一中 
 

一邊一國 
CHINA=PRC 

ROC=TAIWAN 
 

ROTaiwan 

 

CHINA=PRC 
 
世界上只有一
個中國 
 
大陸和台灣同
屬一個中國 
 
中國的主權和
領土完整不容
分割 

兩岸統合學會 
整個中國 

CHINA=PRC+ROC 
中國的主權為兩岸人民所共有與共享 



港澳之一國兩制 

PRC憲法 

香港、澳門基本法  
法源於 
中共憲法第31條 



一中三憲 

和平（基礎）協定 
 

基本互信 
承諾不分裂整個中國 

兩岸為憲法上的平等關係 
 

互動方式 
兩岸平等而不對稱 
共同體方式運作 

 

第三憲的基石 
和平（基礎）協定 

 

鉚釘 
建立基本互信 

現狀 
 
 

兩岸均為一中憲法 
兩岸治理為互不隸屬 

• PRC憲法 
• 1954/1975/ 
• 1979/1982 

ROC憲法 
1947 



兩岸統合 
第三憲的形成與實踐 



「一中同表」與「一中各表」的辯論 
Debate on interpretations of One China 

• 時間：2010年1-2月 
• 與聯合報進行「一中同表」
與「一中各表」的兩岸和
平發展路線的辯論 

• 可以進入台大圖書館或中
國評論網全文免費下載 

• http://cn.chinareviewne
ws.com/crn-
webapp/cbspub/readB
ook.jsp?coluid=wskj&c
oluname=%E7%B6%B2
%E4%B8%8A%E9%96%
8B%E5%8D%B7&booki
d=37441 

http://cn.chinareviewnews.com/crn-webapp/cbspub/readBook.jsp?coluid=wskj&coluname=%E7%B6%B2%E4%B8%8A%E9%96%8B%E5%8D%B7&bookid=37441
http://cn.chinareviewnews.com/crn-webapp/cbspub/readBook.jsp?coluid=wskj&coluname=%E7%B6%B2%E4%B8%8A%E9%96%8B%E5%8D%B7&bookid=37441
http://cn.chinareviewnews.com/crn-webapp/cbspub/readBook.jsp?coluid=wskj&coluname=%E7%B6%B2%E4%B8%8A%E9%96%8B%E5%8D%B7&bookid=37441
http://cn.chinareviewnews.com/crn-webapp/cbspub/readBook.jsp?coluid=wskj&coluname=%E7%B6%B2%E4%B8%8A%E9%96%8B%E5%8D%B7&bookid=37441
http://cn.chinareviewnews.com/crn-webapp/cbspub/readBook.jsp?coluid=wskj&coluname=%E7%B6%B2%E4%B8%8A%E9%96%8B%E5%8D%B7&bookid=37441
http://cn.chinareviewnews.com/crn-webapp/cbspub/readBook.jsp?coluid=wskj&coluname=%E7%B6%B2%E4%B8%8A%E9%96%8B%E5%8D%B7&bookid=37441
http://cn.chinareviewnews.com/crn-webapp/cbspub/readBook.jsp?coluid=wskj&coluname=%E7%B6%B2%E4%B8%8A%E9%96%8B%E5%8D%B7&bookid=37441
http://cn.chinareviewnews.com/crn-webapp/cbspub/readBook.jsp?coluid=wskj&coluname=%E7%B6%B2%E4%B8%8A%E9%96%8B%E5%8D%B7&bookid=37441


統合方略 
 

 張亞中 著 
 可以進入Google全文下載 
 本書是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大
方向所建立的大論述。本書為
其「一中三憲、兩岸統合」論
述做詳盡的析論。內容包括： 
基礎架構： 
法律關係： 
統合路徑： 
台灣前途： 
兩岸定位： 
認同建立： 
建立互信： 
特殊關係： 
理論依據： 
統合實踐： 

 



兩岸政治定位探索 
張亞中主編 
可以進入Google全文下載 
兩岸政治定位問題為兩岸
必然需要面對的議題，亦
是未來兩岸是否能夠持續
順利和平發展的基石。為
了探索此一重要議題，兩
岸統合學會自2009年分別
透過撰文、舉辦研討會等
方式與兩岸相關菁英學者
進行探討。本書收錄兩岸
學者對於兩岸政治定位與
和平協定的觀點，  
 



百年中國：迷悟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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