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球新局 F 的兩岸經貿關係

變局中的堅持與創新
兩岸精英會師齊獻策 為中國人尋找新方向

中國時報系創辦人余紀忠先生走了三年，這次會議

終於開成了，這樣子紀念父親，是弟弟(中國時報系董

事長余建新)和我幾年來的心願。

兩岸關係一直是父親念茲在茲、生命結束前覺得未

完成的心願，他的想法其實就是 ，希望在他有生之

年，在大陸真正喊起之際，開展兩岸和平對話的契

機 。 他經常談到民族認同，也一向強調分裂分治的中

國，應如何建立一個政治架構 ; 父親所提出的這條兩

岸和平之路， 也是研討會中大家都關心的課題 。

這次研討會雖然以兩岸經貿關係為主題，選了幾個

目前比較集中關注的議題 ，本來認為只是作為兩岸三

地互相瞭解，或是做意見交流與整理，但與會者堂富

的經驗與專業 ，以及對歷史的判斷、對未來發展的期

待，使這幾個議題的討論內容比預期的更為堂富 。

雖然，我們知道這些討論與意見仍然是不完整的，

但如同吳敘述教授所言，這樣的管道要繼續的推動，

議題仍要不斷地去談 ， 還要更深入與仔細地去談 。 很

多事情都是一點一滴走出來的，中國何其大、中華文

化何其堂富，往下走的經驗非常多，以此心態，必能

有所成果 。

創叫紀忠先生在與
肝癌搏鬥近六年後，

於民國九十一年四月九日上

午十時八分渣然長逝，至今

候乎三年有餘 。

余老先生一生扮演民主改

革推手 、 為兩岸關係壁畫藍

圖，其典範實則長存 。 為發

揚創辦人一生辦報之信念與

余範英

主張，及兩岸和平共榮之胸

懷，時報文教基金會早於兩

年前籌劃舉辦 【余紀忠先生

紀念研討會】 以表追思 。 然

則二00三年遭遇 SARS

風暴，二00四年又逢總統

大選 。 兩度蹉跎 ' 時報文教

基金會今年首度舉辦 【余紀

忠先生紀念研討會 】 ，讓創

辦人的宏觀視野再次呈現於 | 岸層峰尊崇以對 ; 放眼台海

世人面前 。 I 兩岸， 能穿梭海峽，坐而與

兩岸領導人長談兩岸關係

創辦人宏觀視野再度呈現 | 者，恐怕惟有創辦人一人而

盛事必有緣起 ! 創辦人辭 | 已 。 因此，時報文教基金會

世三年來，國際政治情勢出 | 籌辦 【余紀忠先生紀念研討

現全新變局，全球經濟格局 | 會 】 以 《全球新局下的兩岸

也在全球化浪潮沖激下，前 | 經貿關係》為主題，分就兩

所未見的重組新版圖 。 於此 | 岸金融 、 匯率 、 科技產業、

過程中，最受台灣人民關注 | 產業合作 、 區域經濟整合等

者，首推中國大陸的快速岫 | 課題進行討論，兩岸三地產

起，與東亞區域經濟整合的 | 官學界莫不鼎力協助，共襄

真體化 。 I 盛舉，參與研討會演講 、 主

其影響所及，不僅牽動台 | 持。、報告 、 與談者，俱為望

灣產業布局步履，形成兩岸 | 重兩岸之碩彥名儒，益發彰

競合複雜情勢，更因台灣對 | 顯華人社會對創辦人之禪

大陸經賀依存度不斷提高， I 敬 。

與雙方經濟總量消長態勢顯 | 齊聚一堂獻言獻策者，台

現，使台灣在戰略思維上陷 | 灣部分依議題先後順序有安

入視大陸為機會抑或威脅的 | 泰銀行董事長邱正雄 、 中信

兩難 。 針對諸多新形勢之演 | 局董事長許嘉棟、台灣智庫

變 ，如何擴大合作雙贏機

會 ，減少摩擦仟抗疑慮，有

待兩岸學界與智庫之間唔面

對話，共圖良策 。 此正是時

報文教基金會籌辦 【余紀忠

先生紀念研討會】 的主要緣

起 。

兩岸三地學界智庫唔面對話

創辦人一生心繫兩岸，兩

回﹒‘

董事長陳博志 、 總統府國策

顧問陳希煌、清華大學科管

院院長史欽泰 、工研院院長

林信義 、 東吳大學校長劉兆

玄、中華經濟研究院董事長

蕭萬長、中華經濟研究院院

長陳添枝 、 世新大學經濟學

教授華而誠、行政院副院長

吳榮義 、 國民黨副主席江丙

坤 。 此一陣容涵蓋前任、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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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政府財經決策高層官員及 新在研討會開幕典禮上發表

頂尖專家學者，均稱一時之 〈我們站在歷史的轉折點上〉

選 。 演講 ，強調 「兩岸對立的時

代應該結束 」。

大陸國師級經濟學家吳敬禮 「人民期待兩岸和解，互

領軍 助互惠 ， 共生共榮， 一起走

大陸部分則有國師級經濟 出新的希望 。 兩岸中國人百

學家吳敬礎領銜，前國務院 年來的願望，只是國泰民

台辦經濟局局長 、北京清華 安，讓老百姓過上平平安安

大學台研所所長劉震濤則屬 的日子 。」 余董事長一席來

彼岸之台商推手 。 中國社會 自兩岸民間內心深處的呼

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 聲，正塵續了創辦人之理

所所長余永定兼具中國人民 三，"子K、 。
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身 演講中亦談到 I 回顧這

分，相當於中央銀行理事， 短短三年來的世界局勢，我

學術涵養豐厚 。 蒙大陸國務 們不得不說 rr' 世事如棋，

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孫曉 局局新』 。 中國時報系秉持

郁全力相挺，慨然允諾技術 著余創辦人的精神，以民族

經濟研究部部長郭勵弘 、 對 認同 、 民主自由、穩定大局

外經濟部部長張小濟 、對外 為三大原則，在變局中，我

經濟部副部長隆國強同時來 們有所堅持 ，也有所創新 。

台，堪稱精銳盡出 。 中國社 今天的研討會 ，正是想借助

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所 諸位的知識、經驗與智慧，

長張曉山對大陸農村經濟發 為兩岸的中國人尋找未來的

展之研究，在大陸則無人出 方向 。」 這番堅持，更展現

其右者 。 出創辦人所奠定之時報恢弘

香港方面更有中文大學校 格局 。

長劉遵義應邀來台，劉院士

之學術地位享譽國際，兩岸 以兩岸共同市場追求雙贏

景仰; 高盛集閻亞洲董事總 為表達對創辦人之敬意 ，

經理胡祖六屬青年才俊 ，煥 陳水扁總統於國務繁忙之

發出跨國集圖領袖丰果 。 際，特委派總統府游秘書長

錫1J({親赴研討會現場代為發

我們站在歷史的轉折點上 表書面談話，強調 「隨著中

萬般準備 ， 五丹十三 、 十 國改革開放不斷的深化，不

四日 ， 台北國際會議中心冠 論是經貿或是軍事的實力都

蓋雲集，創辦人風華再現 。 呈現大幅的成長，全世界不

【 中國時報系 】 余董事長建 但不可能忽視中國迅速的11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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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紀忠先生紀念研討會邀請兩岸三地產、 官 、學界專家學者 ， 針對兩岸經貿

起，更深刻感受到中國市場 | 兩岸共同市場， 一方面將衝
磁吸效應的巨大力量 。 姑且 突降低， 另一方面甚且結合

不論海峽兩岸之間複雜的歷 為合作夥伴 。

史與政治情勢，即使台灣只 劉院士之酌見亦與余董事

是世界村的一員 ，也都必須 長建新開幕致詞所談到的

正視中國這個重要的因 「 和解合作，取代對立對

素 。」 抗 」 、 「 全球經濟一體化 」 、

香港中文大學校長劉遵義 「 兩岸關係由 『 量變」到

在開幕專題演講 (全球經貿 『 質-變 JJ J 的國際大局與兩岸

發展新趨勢的探討》中則強 關係演變之三大趨勢相互輝

調，現階段全球經貿的發展 映 。

因為新角色的加入 ， 形成彼

此互賴;同步性愈來愈強、 卓見良策足供兩岸執的當局

分工也愈來愈細 。 每位參與 反思
者不能只停留在競爭態勢， 研討會涵蓋 「大陸金融變

而是要以協調、追求雙贏的 革與兩岸金融事業發展」、

解決辦法，在經濟上視同共 「人民幣與新台幣匯率政策

生為和平的基礎 。 諸如形成 的調整 」 、 「 大陸農村改革



的兩 將貿 做! (系全 球 新
t
i 

e-
局 F 

軍冒E言軍 言 ， 創辦人余紀忠先生走了

三年，這次會議終於開成

了，這樣子紀念父親，是弟

弟(余董事長建新)與她幾

年來的心願 。

開展和平對話的契機

兩岸關係也一直是創辦人

念茲在茲 、生命結束前覺得

未完成的心願，他的想法其

實就是，希望在他有生之

年 ， 在大陸真正11掘起之際，

兩岸有和平對話的契機可以

開展， 。 他經常談到民族認

同，也一向強調分裂分治的

中國，應如何建立一個政治

架構，使政治安排有所開

展，怎樣再往前走 ， 這也是

與會學者專家們都很關J心的

課題 。 吳敬老講到諒解跟理

家能共同發揮智慧，創造出 | 解，並說兩岸要能夠談 ， 就

兩岸雙方皆能接受的最低共 | 能慢慢趨向於找出結果 ， 這

識，增進交流 、化解歧見， I 應該也是大家的期待 。 同

在此最低共識下積極建立多 | 峙，很多事情都是一點一滴

種 、 多樣、多渠道的交流平 | 走出來的，中國何其大 、 中

台 ，透過更細緻化、 更緊密 | 華文化何其豐富，以此心

化的交流安排 ，溝通彼此歧 | 態，必能有所成果 。

見與交換經驗 。 兩岸政治 、 | 研討會有智慧激盪出的高

經貿前景經緯萬端，吳敬老 | 亢， 也有感性迴蕩出的沉

擲地有聲之謊言晶 ，揭輩出兩 | 峙 。首度舉辦的 【余紀忠先

岸有識之士對兩岸和平發 | 生紀念研討會 】 ，在余董事

展 、 互利合作之戰略高度 。 I 長範英特別對所有前來共襄

相對研討會過程中的理性 | 盛舉的朋友 、 三位會議主持

思維，時報文教基金會余董 | 人以及大會與談者表達最高

事長範英的閉幕謝辭，則理 | 敬意與謝意聲中，圓滿的落

性與感性兼容 。 在創辦人辦 l 下l惟幕 。

報生涯 、 生活點滴老照片逐

發展提出建言 。

與兩岸農業合作的前景 」 、 | 濟學家吳敬隨之 《全球新局

「大陸與台灣高科技產業發 | 下的兩岸經貿雙贏政策〉閉

展的競合 」 、 「 兩岸經質現 | 幕專題演講中更加清晰、 透

況 、 問題與對策 」 、 「 東亞 | 徹;亦即，兩岸應充分利用

區域經濟整合對兩岸經濟的 | 互補優勢以追求互利雙贏 。

機會與挑戰」 等六大主題 。 I 吳敬老閻明， 兩岸由於同文

在學有專精之兩岸學者 、 專 | 同種， 地理 、 語言 、 文化接

家發表論文及與談評論之 | 近且相似 ，應多展開良性互

下，兩天研討會之內容寬廣 | 動 。

紮寶 、鞭辟入理，透析出豐

碩的理性瑰寶 ，而激盪出之 | 利用互補優勢為全球華人創

卓見良策及前景趨勢，足供 | 造福利

兩岸執政當局及經質業界參 l 以消極方面觀之 ，可以避

酌反思 。 I 免犯下同樣錯誤 ， 減少資源

歷經兩天論證辯詰，兩岸 | 浪費 ; 以積極方面作為，可

全方位經貿趨勢之探討固已 | 以相互提攜 ， 為兩岸經濟及

逐漸理清脈絡，然而宏觀視 | 全球華人創造更大福利 。 在

野之底蘊則在大陸國師級經 政治面上，則期盼兩岸政治 | 一呈現的回憶氛圍中，她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