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球新局下的兩岸經貿關係

余紀忠先生紀念研討會
唯有大決大斷 才能創造和平新局

在民主對話架構下共創台海新機會

文 / 袁世敏

五月十四日
鐘 ，- 余紀忠先生紀

念研討會」進入閉幕階段，

余小姐與在場的所有來賓，

靜穆地看著銀幕播放余先生

一生辦報幾個重要歷程的紀

錄照片 ， 我的眼淚不禁奪

眶 。

為人子女 ，剛經歷喪母之

痛 ，我深深體會思念至親的

悲傷，同時，身為余小姐辦

公室的一員，參與整個籌備

研討會的過程，完全瞭解其

間的複雜 、 困難、無力與無

奈 ;身為台灣社會的一份

子，更讓我對當前的環境和

台灣的未來深深憂慮 。 當

然 ， 我也知道我的這些感觸

與感動，早日在場的許多人都

.劉遵義/香港中文大學校長

是一樣的 。

迫於形勢好事多磨

余先生於九十一年四月九

日過世 ， 原訂於九十二年四

月九日舉辦的「省思與展望」

週年紀念研討會，針對余先

生生前最關注的媒體 、 兩岸

經濟和政治三方面，邀請國

I嚎 、 大陸及國內的學者一起

討論，不料在召開的前兩個

星期， 突然爆發前所未有全

球性的SARS疫惰 ， 會議不

得不立刻取消 。

到了第二年重新再修正議

題 ，卻又碰上二00四年二

月總統大選藍綠對決局面，

舉國皆瘋 ， 要理性冷靜地討

論兩岸未來的經濟發展或政

。吳敬I連/中國國務院發展中心
研究員

治局勢，幾乎是不可能的

事 。 迫於形勢之下，只好暫

緩舉辦 。 後來也證實這樣的

決定是正確的 。

因為選情造成的族群撕

裂， 加上選前一天 「兩顆子

彈 」 引發的紛亂 ， 整整延燒

了大半年 ，陳水扁政府因為

誠信問題 ，所有政策停t罷，

加上緊接下來的立法委員選

舉， 一連串的政治操弄讓全

國幾乎陷入無政府狀態 。 這

樣的氛圍 ， 讓許多人更加期

待一次 「化危機為轉機 」 的

總檢討 。

反分裂團土法增加籌辦困蓋自荳

研討會的基調就在這樣考

量之下，以當前最需要檢視

。余永定/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
政治研究所所長

的政治及經濟問題為主，進

行兩天的討論 。 政治方面希

望能邀請到國際上知名的亞

洲問題專家 ， 一起來探討國

際政治現狀以及兩岸和平發

展的途徑 ; 經濟方面，在全

球化的浪潮下，除了希望政

府提出更明確的經濟發展方

向外，當前亟需突破的兩岸

各項合作問題，更是關鍵所

在 。

鑑於策劃了兩次的研討會

都未能如預期舉辦 ，由余小

姐領軍的籌備工作小組，很

早就開始密集討論規劃研討

會的議題及邀請的人選 。

九十三年十一月初，中共

為了反制台灣立委選舉提出

的各種 「 正名」 、 「 制憲」

.郭勵弘/中國國務院發展中心技
術經濟研究部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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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嘉棟/中央信託局董事長 .蕭萬長/中華經濟研究院董事 .江丙i申/國民黨副主席 、 .林信義/工業技術研究院董事長

立法委員

及「去中國化」等主張， 兩岸的盛會 。 基於大家的 五月十三 、 十四日，籌 是一次重量級的交流眾

宣布要制訂 「反國士分裂 熱切期望，儘管在籌備期 備多時的紀念研討會終於 會，幾乎所有企業及工商

法」 。 這個舉動將原來就笈 間，申請大陸人士來台的 召開 。 會議當天，參與會 團體的負責人，都親自蒞

是可危的兩岸關係瞬間急 過程波折不斷，申請文件 議的大陸 、 香港和台灣的 臨會場，希望多暸解大陸

凍，雙方互相終止各種參 在境管局、教育部 、 陸委 專家學者，以及受邀與會 經濟政策對台灣未來的影

訪交流活動，連帶影響到 會之間踢來踢去，籌備小 的國內工商企業、 金融、 響 。

原訂的舉辦日期及人選 。 組始終抱持著 「 不斷嘗 貿易，還有兩岸關係方面 與會大眾都抱持著 「 如

甚至原來規劃的政治議 試 、 不斷突破 、 不放棄任 的相關人士齊聚一堂 。 相 何能為兩岸的將來多盡一

題，也因為困難度增加， 何可能性 」 的態度，只是 信每一位與會者都有一個 分力量、多創造一次機會」

籌備小組決定暫時將兩個 大家都很清楚地感受到 ， 共同的感慨，老先生過世 的想法，的確可以看到民

議題分開舉辦，先召開以 單純的一場研討會都會引 已經三年了，兩岸的關係 間交流的活絡 ， 大家期待

經濟議題為主的研討會 。 發如此高度的敏感度，兩 依然停滯不前;就如中國 兩岸和解，能夠互助互

岸的未來如何往前邁進? 時報余建新董事長開幕所 惠 、共生共容;國際局

台海共同期待但成盛會 我們所領教到的複雜與被 言 ，這場得來不易的盛 勢 ，風起雲湧 ， 實在不容

為了慎重起見 ，余小姐 折，真真切切地說明了兩 會，只能用「好事多磨」 許兩岸的中國人虛度蹉

特地與工作小組的召集人 岸之間所有問題的癥結所 來形容 。 也由於多磨，我 跎'喪失共創未來的機

一工商時報社長鄭家鐘一 在 。 們需要更大的勇氣與智 會 。

起去了一趟北京，當面再 慧 ，同時，也更加珍惜這 余先生逝世三週年的紀

度邀請從第一年就答應要 重量級專家學者共軍一堂 次的機會。 念研討會終於圓滿而豐富

來台的大陸經濟學家吳敬 余先生高瞻遠咽，很早 的舉辦完畢 。余小姐的閉

E迪先生，同時，也和預定 就對兩岸關係多次發表他 為兩岸多創造一;欠機會 幕感言說道，這樣紀念余

邀請的大陸學者初步討論 的看法，提出「唯有大決 誠然，不只主辦單位瞭 先生是她多年的心願，也

這次研討會的主要方向 。 大斷，才能開創和平尊嚴 解這次聚會的機會難得， 就是持續余先生對兩岸的

雖然台海兩岸因為 「 反 的新局.JJ他說，兩岸決 每位遠道而來的大陸貴賓 期盼，期盼雙方在民主認

國土分裂法」的出現 ， 陷 策者要慎辨時勢，排除空 更能體會過程的困難，大 同的架構下，創造對話契

入僵持的局勢，有太多無 言 ，把握時機，方能化解 家都盡可能地把喔在台灣 機而後尋求雙贏的結果 。

法預期或掌控的變數，但 戰爭危機，創造和平新 的時間 。 兩天的會議中， 兩天會議的結束代表另一

是不管是大陸的官方或學 局 。 這番話，在他老人家 大家竭盡所學 、 暢所欲 個使命的開始 r 余先
術界，因為認同余先生在 過世三年後，還是一針見 言 ，提出對台灣經驗的肯 生，這條路，我們仍然會

兩岸關係上前瞻性的見 血道出解決兩岸關係的政 定及兩岸合作的必要;對 堅定而勇敢地走下去」。

解，都期待能夠促成這次 策方向 。 國內的工商界而言 ，這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