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 2016年4月號／292期

海
基
會
活
動
報
導

3月9日，海基會舉辦「25週

年回顧與前瞻論壇」，林中森

董事長於會中致詞。

作為兩岸協商的第一線，完整見證兩岸關係跌宕

起伏的海基會，在成立25週年之際，舉辦「海基會

25週年回顧與前瞻論壇」，以便社會大眾更加瞭解

海基會在政府大陸工作體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兩岸

關係未來發展的趨勢。馬英九總統、吳敦義副總統皆

應邀出席，並致詞訓勉，高度肯定海基會是政府唯一

授權處理兩岸事務的中介團體，見證兩岸頻繁交流而

累積的成果，而海基會的過去，刻劃在兩岸關係發展

史中，尤具重要象徵意義。

本次論壇由海基會副董事長兼副秘書長周繼祥擔

任主持人並總結，邀請文化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兼中

山與中國大陸研究所所長趙建民擔任引言人；另邀請

海基會前副董事長兼秘書長邱進益、台灣大學國家發

展研究所教授兼所長陳明通、東華大學公共行政學系

教授兼系主任高長和台灣產經建研社理事長洪奇昌擔

任與談人，除回顧過去25年海基會在兩岸關係發揮

文／高蓓蓓

的作用，同時，對海基會的未來發展做前瞻性的討

論。透過學者專家們的集思廣益、腦力激盪，擦出許

多火花，也帶給與會人士及社會各界對海基會角色及

未來兩岸關係更多的思考。本次論壇除邀請台商、台

生及陸生、大學相關系所學生及陸配團體負責人等出

席外，也邀請陸委會相關業務處主管蒞會參加本次論

壇，全程開放媒體採訪，現場約有150人參加。

「九二共識、一中各表」係兩岸關係基礎

馬總統出席致詞時表示，除肯定海基會創造了

「九二共識」、「辜汪會談」及「兩岸制度化協

商」三大歷史里程碑，並強調，「九二共識」源自

於1992年8月1日前總統李登輝主持「國家統一委員

會」全體委員會議時，就「關於一個中國的涵義」達

成之決議，內容是「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之

原則，但雙方所賦予之涵義有所不同」。

「海基會25週年

 回顧與前瞻論壇」

 紀實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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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總統除期許未來要鞏固兩岸和平、維持台海現

狀，並強調，「九二共識」和憲法是一體兩面，一個

中華民國、兩個地區，推動「九二共識」就是「一中

各表」，不是一中一台或台獨，那是憲法不容許的。

海基會的功能走向

陸委會前副主委趙建民教授於引言時表示，目前

國台辦和陸委會建立溝通制度後，外傳海基會功能弱

化，但趙建民否認此說法，弱化與否取決於海基會未

係沒有進展，但目前海基會服務功能還是不可或缺；

而陸委會前副主委高長教授也呼應表示，海基會近8

年來針對兩岸人民提供的服務業務量大幅增加，不僅

十分勞力，面對越來越複雜的業務性質，亦需勞心，

提供更順暢的交流環境與更好的服務品質。

「九二共識」引發熱議

邱進益在論壇上表示，兩岸於1992年關於「一

個中國」涵義的協商過程中，我方堅持以口頭方式各

當日媒體出席踴躍，現

場約150人參加。

馬英九總統出席「海基

會25週年回顧與前瞻論

壇」致詞，肯定海基會

創造了「九二共識」、

「辜汪會談」及「兩岸

制度化協商」等三大歷

史里程碑。

論壇由海基會副董事長兼副秘書長周繼祥（左3）擔任主持人，陸委

會前副主委趙建民（右1）擔任引言人，海基會前董事長洪奇昌（右

2）、陸委會前主委陳明通（右3）、海基會前副董事長兼秘書長邱

進益（左2）和陸委會前副主委高長（左1）等學者及官員出席。

來的功能及大陸對兩岸關係的態度，海基

會仍有很長的路可走。

對此，海基會前副董事長兼秘書長邱

進益表示，從其到海基會上任的首日，就

定義海基會是個沒有明天的機構，階段性

任務完成後，應當結束，否則代表兩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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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總統在林董事長陪同下參觀海基會歷

史照片展。

自表述，導致後來「九二共識」引發爭議。邱進益進

一步指出，因為當時對「一個中國」的原則有共識，

但雙方對「一個中國」的內涵沒有共識，使用「九二

諒解」比較恰當。 

在2000年至2008年期間，先後擔任陸委會副主

委和主委的台大教授陳明通表示，2000年民進黨執

政時，他曾向時任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請益，1992

年到底發生什麼事？辜前董事長明確地使用「諒解」

兩字。陳明通認為，1992年發生的歷史事實，比較

精準和沒有爭議的說法，應是達成一種諒解，相較於

「九二諒解」一詞，「九二諒解」比較容易讓人接受。

2007年至2008年擔任海基會董事長的洪奇昌呼

應說，倘若當初使用「九二諒解」一詞，相信現在碰

的困難會比較少。但洪奇昌強調，「九二共識」自

2000年被創造出來後，國民黨2008年重返執政，延

續2005年連胡會對「九二共識」一貫的政治立場，

惟2012年中共十八大將「九二共識」寫進政治文

件，「九二共識」的內涵至此出現變化，其內涵與過

去蘇起教授所說的，以及國共雙方所說的都不同。

對此，趙建民指出，討論究竟是「九二共識」還

是「九二諒解」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對岸人民願意和

平對待我們。假使「九二共識」、「一五共識」或

「台灣共識」做的到，台灣也沒必要反對。名詞不重

要，如何做得到才重要。

高長則表示，2月中旬曾到

北京與大陸學者交流，大陸學者

對蔡主席所提的「憲政」一詞仍

有疑問，若能將「憲政」改為「憲

法」的話，大陸比較容易接受。

陳明通則認為大陸對台系統

並未真正瞭解「憲法」與「憲

政」的區別。陸方願意接受「憲

法」而不願意接受包括大法官解釋在內的「憲政」，

是他們對憲政的意涵不夠瞭解。中華民國憲法本文並

未提到兩岸關係，因為制定當時仍只有一個中國，就

是中華民國。兩岸分治後制定增修條文，但增修條文

第11條寫的是「自由地區與大陸地區間『人民』權

利義務關係及其他事務之處理，得以法律為特別之規

定」，這裡強調的是「人民」之間的關係，並不能將

之視為兩岸的政治定位。這也是為什麼蔡主席要說

「憲政」，憲法本文、增修條文、大法官所釋及法院

判例等綁在一起，所構成的憲政架構。

和平兩岸　行穩致遠

本會周繼祥副董事長兼副秘書長於總結時強調，

兩岸互動中，「互信」是最基礎、最重要的核心。就

如洪奇昌理事長所言，民進黨內部已經有做一些改

變，這些改變是非常難得的，但對岸卻要民進黨改變

更多，可見如果沒有互信，改變是很難讓對方看到

的。至盼新政府能夠展現成熟的智慧，細心呵護政府

各部會及海基會這些年來努力的成果，不要讓這些努

力付諸東流。不論兩岸關係怎麼走，可以確定的是，

過去，海基會肩負向對岸遞送橄欖枝的使命，未來，

理當繼續承載民眾的期盼，努力精進，發揮和平兩岸

的角色與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