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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基會舉辦「九二共識」20 週年學術研討會紀實 

                                       文/海基會綜合處 

   回顧 1992 年 11 月，海基會與海協會達成「一中各表」的共識，兩會

隨即於翌年在新加坡舉行「辜汪會談」；2008 年 5 月，馬總統上任後，兩會

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重新恢復中斷十餘年的接觸與協商，兩岸關係

邁入嶄新階段，迄今已舉行 8 次會談，完成簽署 18 項協議，成果暨效益都

是有目共睹。 

海基會舉辦研討會，備受各界矚目 

    今（2012）年適逢「九二共識」20 週年，為增進各界對「九二共識」

與兩岸情勢之瞭解，海基會和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共同規劃舉辦「九

二共識」20 週年學術研討會，邀請國內外學者專家齊聚一堂，就相關議題

進行討論。這是海基會在今年 5 月正式搬遷到大直新辦公大樓之後，首度

舉行的大型研討會議，活動場地特別安排在紀念第一任董事長辜振甫先生

而命名的「公亮廳」，更是饒富意義。 

    11 月 9 日一早，海基會陸續湧進爆滿的人潮，活動受到各界關注的程

度可見一斑。當日除邀請國內外學者專家，針對「九二共識」的意義與兩

岸關係的未來發展提出建言，馬英九總統、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王郁琦主任

委員也應邀出席發表談話；此外，包括總統府楊進添秘書長、國家安全會

議袁健生秘書長等政府機關首長及代表、海基會董監事與顧問、外國駐台

代表、國內外媒體記者與各大專院校師生等，總計超過四百位來賓出席了

這場盛會。 

林中森：海基會見證「九二共識」的形成 

    海基會林中森董事長致歡迎詞時表示，在政府授權下，海基會一直站

在兩岸協商的第一線，同仁更親身見證「九二共識」的形成，海基會很榮

幸也責無旁貸來舉辦這個研討會，和大家一起探討「九二共識」與未來兩

岸關係。 

    林董事長指出，「九二共識」是兩岸互釋善意，互以同理心，設身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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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對方設想的開始，也是擱置爭議，相互秉持「對等、尊嚴、互惠」原則

啟動兩岸協商的重要基礎。過去 20 年，海基會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

完成了許多艱鉅的任務。未來，海基會將在既有基礎上，貫徹政府政策，

落實「黃金十年，國家願景」有關和平兩岸的政策綱領，推動兩岸制度化

協商，優先處理經貿、攸關兩岸民生福祉及交流秩序等議題，穩步擴大交

流領域，為兩岸人民創造更大福祉。 

王郁琦：「九二共識、一中各表」是創造性大智慧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王郁琦主任委員緊接著致詞表示，現階段臺海已由

過去的緊張對峙走向緩和善意，兩岸人員往來與交流合作更邁向嶄新紀

元，此時可說是臺海六十多年來最和平、最穩定的時刻。一切歸因於雙方

在 20 年前確立了「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的互動前提，擱置既有爭議與矛

盾，以人民福祉為念，務實處理兩岸事務所累積的成果。 

    王主委強調，「九二共識、一中各表」凸顯中華民國主權存在事實，更

是創造性的大智慧，讓兩岸能各自表述、擱置爭議、走出僵局。針對兩岸

未來發展，政府將優先推動「擴大並深化兩岸各層面交流」、「推動兩岸兩

會互設辦事處」以及「通盤檢討修正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等三大重點工作，

讓兩岸和平穩定繁榮發展的格局可長可久。 

馬總統：「九二共識」不是政治符號，而是歷史事實 

    馬英九總統在百忙之中撥冗蒞臨，更彰顯政府對「九二共識」的重視

與支持。馬總統在致詞時首先肯定海基會舉辦「九二共識」20 週年學術研

討會，他賦予此項會議三個重要意義，包括，一、確認「九二共識」的歷

史事實並給予正確評價；二、確立「九二共識」係目前兩岸交流互信之基

礎；三、宣示「九二共識」為確保兩岸和平發展之關鍵。馬總統細數「九

二共識」形成的特殊歷史背景，強調「九二共識」絕非口頭或憑空而來。 

    馬總統語重心長地表示，「九二共識」不應是政治符號，而是歷史事實。

尤其「九二共識」體現我方在中華民國憲法下，「正視現實、擱置爭議」的

精神及務實解決問題的態度，不僅符合憲法對兩岸的定位，以及國統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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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年所通過的「關於一個中國的涵義」，同時也顧及雙方對等、尊嚴之往

來原則。 

   馬總統進一步闡述「九二共識」在兩岸關係發展歷程中的重要性，也

舉例說明「九二共識」對兩岸關係的影響與外溢效果。馬總統強調，他上

任 4 年多來，陸續於 9 個重要場合發表有關「九二共識」的談話，即是希

望各界了解「九二共識」是兩岸關係的基礎，也是確保兩岸和平發展的關

鍵。 

    馬總統呼籲，兩岸之間，可以戰、可以和，可以是鬥爭，也可以是競

爭；可以隔絕，也可以交流，雙方關係全在一念之間，端視彼此如何運用

智慧作出最佳抉擇。最後，總統指出，儘管兩岸關係目前已達致諸多成果，

但仍有進步空間，未來政府將繼續努力，希望超越目前兩岸互動的格局，

為彼此打下長遠永固的基礎。 

公開討論，激盪理性與智慧火花 

  本次研討會規劃兩場討論會，主題分別為「『九二共識』與兩岸互信的

建構」及「『九二共識』與兩岸關係未來發展」，邀請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

國安組政策委員鄭安國、政治大學榮譽教授邵玉銘擔任主持人，台灣大學

公共政策與法律研究中心主任包宗和、金門大學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教授

高輝、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教授趙建民、中華科技大學副校長李英明

等長期鑽研兩岸關係的學者專家，發表了 4 篇精采的論文，中央研究院政

治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兼所長吳玉山、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副教授兼所

長張五岳則擔任與談人。 

    與會人員先後就不同角度，深入檢視「九二共識」的內涵與效益、建

構兩岸互信的基礎，並探討如何鞏固深化「九二共識」以及兩岸關係的未

來發展。不僅席間討論熱烈，台下聽眾也踴躍發言，不斷在現場激盪出理

性與智慧的火花。 

圓桌論壇交鋒對話，擘劃兩岸未來藍圖 

   圓桌論壇是研討會的壓軸。主持人海基會高孔廉副董事長兼秘書長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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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九二共識」從 1992 年到現在已經 20 年了，不容置疑。兩岸兩會因「九

二共識」開啟事務性商談，但光有「九二共識」只是暫時擱置爭議，是階

段性的，還是不夠，必須再往前推進，重點包括「互不否認治權」及「兩

岸兩會互設辦事處」等。 

    出席圓桌論壇的與談人包括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國安組召集人陳錫

蕃、中國文化大學法律研究所教授焦仁和、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董事長趙

春山，還有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教授胡偉星、美國理奇蒙大學政

治系教授兼文理學院副院長王維正，5 位來賓在兩岸關係領域裡，不論是工

作上或者是學術上，都有豐富的經驗與深入的研究。圓桌論壇設定「兩岸

新時代、九二新意義」為主題，進行理論與實務的交鋒，並藉由對話，構

思擘劃兩岸發展的藍圖，希望提供政府未來思考、推動政策的方向。 

    「九二共識」20 週年學術研討會在與會人士熱烈的掌聲中落幕，劃下

圓滿的句點。展望兩岸關係的未來發展，各界寶貴的意見，不論是對凝聚

台灣的共識，還是兩岸的共識，都留下了彌足珍貴的紀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