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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陸
瞞
起
下
，
兩
岸
經
濟
、
文
化
與
政
治
的
衝
擊

﹒
回
歸
市
場
機
制
發
展
兩
岸
經
貿
關
係

﹒
政
治
認
岡
困
境
「
綁
架
」
兩
岸
關
係

﹒
以
知
識
及
歷
史
重
建
新
局

主
持
人

劉
兆
漢
、
(
時
報
文
教
基
金
會
董
事
)

主
談
人

陳
小
紅
(
政
治
大
學
社
會
象
教
授
)

與
談
，
六
高
長
(
東
華
大
學
公
共
行
政
研
究
所
所
長
)

陳
文
茜
(
立
法
委
員
)

陳
忠
信
(
民
進
黨
大
陸
工
作
小
組
主
任
)

• -~仇



陳
小
紅

美
國
匹
茲
堡
大
學
經
濟
與
社
會
發
展
博
士
。
現
任
政

治
大
學
社
會
系
教
授
。
曾
任
政
治
大
學
社
會
科
學
學

院
院
長
、

台
灣
社
會
學
會
常
務
理
事
、

婦
女
權
益
促

進
發
展
基
金
會
董
事
。
專
業
領
域
為
都
市
社
會
結

構
、

區
域
經
濟
、

社
會
變
遷
。
代
表
著
作
有
〈
都
市

住
宅
區
位
分
化
及
其
成
因
之
探
討
|
|
以
台
北
市
為

例
〉
、

〈
中
國
大
陸
的
都
市
化.. 

回
顧
與
前
瞻
〉
。

'、......~

、' "
心
，

等
L
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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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

美
國
紐
約
州
立
大
學
經
濟
學
博
士
。
現
任
東
華
大
學

公
共
行
政
研
究
所
所
長

、

行
政
院
大
陸
委
員
會
諮
詢

官
問

委
員
。
曾
任
中
華
經
濟
研
究
院
大
陸
研
究
所
所
長

、

句-

中
央
大
學
人
力
資
源
管
理
研
究
所
教
授

、

中
華
歐
亞

學
會
特
約
研
究
員
。
專
業
領
域
為
勞
動
市
場

、

總
體

經
濟
、

大
陸
經
濟
問
題

、

兩
岸
經
貿
。
代
表
著
作
有

《
兩
岸
經
貿
關
係
之
探
索
》

、

《
中
共
工
資
制
度
改
革

之
研
究
》
。



A 

陳
文
茜

紐
約
新
社
會
研
究
學
院
歷
史
社
會
學
博
士
班
。
現
任

立
法
委
員
、
「
文
茜
小
妹
大
」
節
目
主
持
人
。
曾
任

民
進
黨
中
央
黨
部
文
宣
部
主
任

、

中
國
時
報
美
洲
版

副
刊
主
編
、
勁
報
董
事
長
兼
發
行
人
。
專
業
領
域
為

國
際
事
務
及
兩
岸
問
題
。
代
表
著
作
有
《
、
文
茜
小
妹

大
》
、
《
陳
文
茜
的
虛
擬
人
生
》
。



陳
忠
信

東
海
大
學
畢
業
。
現
任
立
法
委
員

、

民
進
黨
大
陸
工

作
小
組
主
任
。
曾
任
陸
委
會
諮
詢
委
員

、

海
基
會
董

事
、

美
麗
島
雜
誌
主
編
。
專
業
領
域
為
社
會
思
想
與

理
論
、

國
家
安
全
。
代
表
著
作
有
《
一
葦
集
》

、

《
邁

向
後
美
麗
島
的
民
間
社
會

Y

《
國
家
政
策
與
批
判
的

公
共
論
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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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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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
社
會

《
、
王
缺
耿
》

θ
棟
小
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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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國
的
改
革
開
放
與
大
國
外
交

m 

近
年
來
，
儘
管
「
中
國
威
脅
論
」
和
「
中
國
崩
潰
論
」
的
論
述
各
有
其
支
持
者
，
然
而
，
自

一
九

七
八
年
北
京
政
府
確
立
改
革
開
放
路
線
以
來
，
迄
今
長
達

二
十
餘
年
的
高
經
濟
成
長
，
早
已
使
得
擁
有

十
三
億
人
口
、
九
五
九
萬
六
九
六

0
平
方
公
里
土
地
面
積
的
中
國
大
陸
，

一
躍
成
為
全
球
不
可
忽
視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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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度
。

尤
其
在
歷
經
東
亞
金
融
危
機
與
∞
〉
同
∞
衝
擊
之
後
，
中
國
市
場
挺
立
不
墜
，
也
讓
它
在
世
界
經

濟
體
系
中
的
地
位
加
倍
確
立
，
致
部
分
學
者
更
直
指

.. 

「
離
開
中
國
而
來
討
論
世
界
經
濟
發
展
的
前
景

似
乎
已
愈
來
愈
無
可
能

。

」

誠
然
，
中
國
大
陸
近
期
發
展
的
諸
項
指
標
，
皆
有
亮
眼
成
績
，
如
持
續
多
年
平
均
八
%
的
高
經
濟

成
長
率
，
年
均
五
百
億
的
外
資
投
入
，
至
少

三
分
之
二
全
球
五
百
大
跨
國
企
業
的
進
駐
，
眼
前
似
仍
無

垠
的
廣
大
內
銷
市
場
，
甚
至
世
界
第

一
條
磁
懸
浮
列
車
的
開
通
，
在
在
均
展
示
著
中
國
「
準
超
級
大
國

」

的
雄
姿
，
絕
對
不
容
小
獻

。

至
於
在
政
治
方
面
，
中
國
「
大
國
外
交
」
的
舉
措
更
未
曾
間
歇

。

遠
自
鄧
小
平
的
訪
美
，
江
澤

民
、
朱
鎔
基
於
國
際
政
治
舞
台
上
之
穿
梭
，
至
去
年
新
領
導
班
子
接
事
後
，
胡
錦
濤
、
溫
家
寶
的
陸
續

出
訪
，
由
俄
羅
斯
、
蒙
古
、
英
國
、
日
本
以
致
新
加
坡
、
法
國
，
不
圍
成
為
除
日
本
外
，
唯

一
涉
足
。
∞

會
議
的
亞
洲
國
家
，
並
挾
其
改
革
開
放
形
象
與
快
速
經
濟
成
長
勢
頭
，
於
二

O
O
二
年
初
正
式
成
為

者
吋
O
組
織
之

一
員
，
更
爭
取
到
將
分
別
於

二
O
O
八
與
二
O
-
0

年
舉
辦
之
北
京
奧
運
與
上
海
世
博

會
。

期
間
，
中
國
更
以
東
道
主
身
分
，
主
辦
過
上
海
五
國
會
議
、
〉
可
怕
的
，
以
及
在
海
南
舉
行
的
博
鱉

會
議
。

在
「
以
參
與
求
發
展
」
的
戰
略
思
考
架
構
下
，
中
國
不
再
侷
限
自
身
僅
作
為
「
第

三
世
界
結
盟
」

中
的
老
大
，
而
更
積
極
地
尋
求
其
「
全
方
位
」
的
合
縱
連
橫

。

在
區
域
經
濟

一
體
化
的
態
勢
下
，
中
國

大
陸
喊
起
的
衝
擊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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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然
也
不
會
忘
記
身
處
亞
太
地
區
之
事
實
而
亟
思
與
東
盟
國
家
發
展
更
進

一
步
的
合
作
關
係

。

十
加

一
、
十
加
二
、
十
加
三
暨
各
種
雙
邊
的
咐
，
斗
〉
於
焉
出
籠
。

中
國
致
力
突
破
改
革
過
程
中
的
挑
戰

深
語
「
外
交
乃
內
政
之
延
長
」
的
道
理
，
中
國
外
交
視
野
的
不
斷
拓
展
，
必
然
奠
基
於
國
內
政

治
、
經
濟
與
社
會
各
層
面
的
深
化
改
革
之
上

。

過
去
二
十
餘
年
，
在
自
計
畫
經
濟
轉
軌
至
商
品

/
市
場

經
濟
過
程
中
，
中
國
採
取
了
諸
如
農
村
中
的
「
包
產
到
戶
」
、
「
鄉
鎮
企
業
」
;
城
鎮
中
的
「
工
資
」
、

「
住
房
」
、
「
社
會
保
障
」
、
「
國
企
」
、
「
金
融
」
、

「
機
構
」
、

「
戶
籍
」
等
一
連
串
體
制
改
革
。

凡
此
改
革
又
每
每
引
發
不
同
程
度
的
社
會
衝
擊
與
陣
痛
，
形
塑
出
當
前
大
陸
新

一
輪
發
展
過
程
中

的
挑
戰
，
如
.. 

伴
隨
國
企
改
革
而
來
的
大
量
下
崗
/
失
業
者
之
再
就
業
問
題
;
金
融
/
國
企
/
鄉
鎮
企

業
進

一
步
發
展
所
牽
涉
的
「
產
權
」
問
題
;

二
元
結
構
下
，
城
鄉
社
會
保
障
不

一
與
區
域
發
展
不
均
衡

而
致
產
生
之
社
會
不
公
平
和
地
區
差
異
問
題
﹒
，
因
掌
握
改
革
開
放
過
程
中
資
源
者
之
尋
租
行
為
所
衍
生

之
貪
腐
問
題
等

。

中
國
可
否
於

二
O
二
五
年
順
利
地
挺
進
擬
議
中
的
「
小
康
社
會
于
就
某

一
意
義
上

昔日
，
即
端
視
其
有
無
能
力
有
效
地
解
決
前
述
諸
項
課
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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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灣

•• 

從
「
經
濟
奇
蹟
」
到
「
政
治
奇
蹟
」

回
過
頭
來
檢
視
台
灣
的
發
展
，
在

一
九
四
九
至

一
九
七
五
年
蔣
介
石
領
政
時
期
，
除
期
間
發
生
的

八
二
三
金
門
砲
戰
外
，
兩
岸
關
係
基
本
上

言
可
謂
是
各
自

為
政
的
。

而
在
那

一
段
白
色
恐
怖
、
威
權
統

治
等
於
今
觀
之
均
屬
負
面
的
政
治
氛
圍
下
，
台
灣
卻
極
其
諷
刺
地
締
造
出
中
國
有
史
以
來
最
富
庶
的
經

濟
局
面
，

一
如
今
日
大
陸

。

七
0
年
代
時
，
台
灣
持
續

二
位
數
字
的
經
濟
成
長
曾
被
譽
為
「
經
濟
奇

蹟
于
而
在
美
蘇
低
盪
(
已
。
古
巴
巴
對
峙
下
，
協
防
台
灣
成
為
美
國
圍
堵
蘇
聯
、
中
共
共
產
勢
力
擴
張

的
重
要
戰
略
佈
局
之

一
環
。

不
過
，

一
九
七

一
年
，
台
灣
被
迫
退
出
聯
合
國
，
可
謂
戰
後
發
展
過
程
中

的
第

一
次
外
交
挫
敗
，
而

「
漢
賊
不
兩
立

」
政
策
，
也
讓
台
灣
失
去
了
更
多
的
盟
邦

。

蔣
經
國
總
統
繼

事
後
所
提
出
的

「
莊
敬
自
強
、
處
變
不
驚

」
號
召
，
雖
起
到
凝
聚
民
心
的
若
干
作
用
，
加
以
十
大
建

設
、
十
二
項
建
設
、
十
四
項
建
設
的
次
第
展
開
，
堪
稱
為
台
灣
結
構
轉
型
找
到
了
新
的
出
路
，
而
「
三

不
政
策
」
伴
隨
著

「
務
實
外
交

」
'
似
乎
亦
築
起

一
道
國
家
安
全
的
擋
火
牆

。

唯
由
「
威
權

」
過
渡
至

「
權
威
」
體
制
的
作
為
，
卻
難
掩
當
時
仍
處
黨
外
者
之
不
耐
，
經
過
中
壢
事
件
、
美
麗
島
事
件
的
爆
發
，

暨
其
後

一
連
串
街
頭
社
會
運
動
之
出
線
，
終
於
博
得
了
衝
撞
體
制
後
而
來
的
國
會
全
面
改
選
、
戒
嚴
之

解
除
和
總
統
的
全
民
直
選

。

大
陸
唱
起
的
衝
擊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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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三
共
識
」
到
「
兩
國
論
」
主
張

首
任
民
選
總
統
李
登
輝
自
詢
台
灣
當
時
情
境
為
經
歷

一
場
政
治
上
的
「
寧
靜
革
命

」
'
執
政
早
期
尚

期
繼
經
濟
奇
蹟
後
，
得
以
再
開
創
政
治
奇
蹟
'
因
而
贏
得

「
民
主
先
生

」
雅
號
。

是
時
大
陸
對
台
政
策

祭
出
「

一
國
兩
制
」
、
「
葉
九
條
」
，
我
方
除
回
應
國
統
綱
領
外
，
更
成
功
地
在
新
加
坡
促
辦
了
辜
汪
會

談
，
簽
署
所
謂
「

一
中
各
表
」
的
九
三
共
識
。
「
經
濟
學
台
灣
、
政
治
學
台
北
」
是
當
時
我
方
相
當
理

直
氣
壯
的
對
中
宣
示

。

唯
李
登
輝
執
政
後
期
接
受
日
本
司
馬
遼
太
郎
的
訪
問
時
，
操
弄
「
台
灣
人
的
悲

哀
」
省
籍
情
結
、
提
出
「
兩
國
論
」
'
和
赴
美
康
乃
爾
大
學
訪
問
演
說
等
，
均
觸
及
經
濟
日
益
壯
大
的
中

國
之
敏
感
神
經
，

一
九
九
六
年
飛
彈
危
機
與

二
O
O
0

年
總
統
大
選
朱
鎔
基
嚴
厲
的
對
台
喊
話
，
在

「
李
六
條
」
、
「
江
八
點
」
的
糾
纏
與
海
墓
、
海
協
對
話
機
制
之
不
順
暢
中
，
似
仍
看
不
出
解
套
跡
象
。

兩
岸
經
貿
、
民
間
交
流
日
益
熱
絡

弔
詭
的
是
，
蔣
經
國
前
總
統
於
去
世
前
不
久
宣
佈
的
解
除
戒
嚴
，
開
放
黨
禁
、
報
禁
，
為
台
灣
的

民
主
化
揭
開
了
序
幕
，
而
其
於
去
世
前
釋
出
開
放
台
灣
人
民
赴
大
陸
探
親
的
政
策
，
也
開
做
了
兩
岸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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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往
來
的
紀
元

。

兩
岸
間
的
接
觸
於
今
亦
已
由
老
兵
、
老
鄉
次
第
推
展
至
各
個
面
向

。

統
計
資
料
顯

示
，
一
九
八
八
年
迄
二

O
O
三
年
九
月
止
，
台
灣
赴
大
陸
旅
遊
人
數
已
高
達
二
九
三
二
萬
一
九

O
O

人
，
每
年
平
均
約

二
百
萬
人
;
而

一
九
八
八
年
迄

二
O
O
三
年
十
月
止
，
大
陸
來
台
人
數
亦
達
九
十
六

萬
三
三
八
九
人
，
平
均
每
年
約
六
萬
五
千
人

。

探
親
、
旅
遊
與
各
項
文
化
交
流
外
，
兩
岸
經
貿
往
來
之

頻
繁
更
不
在
話
下
;
事
實
上
，

一
九
九

一
年
迄
二
O
O
三
年
十
月
止
，
經
濟
部
投
審
會
統
計
指
出
，
我

方
赴
大
陸
投
資
企
業
共
計

三
O
七
九
二
件
，
總
金
額
達

三
三
二

﹒

八
億
美
元
。
至
於
長
駐
大
陸
台
商
人

數
保
守
估
計
至
少
有

一
百
萬
人
。

近
年
來
，
台
灣
每
年
賺
取
大
陸
約

二
五
0
億
元
的
外
匯
，
大
陸
業
已

取
代
美
、
日
躍
升
成
為
台
灣
最
大
的
貿
易
伙
伴
，
而
台
灣
也
已
成
為
大
陸
的
第

一
大
進
口
國
。

此

一
貿

易
依
存
關
係
在
大
陸
掘
起
成
為
「
世
界
工
廠
」
態
勢
下
，
短
時
間
內
似
尚
難
降
溫

。

國
際
生
態
樽
變
下
的
台
海
關
係
與
台
灣
政
策
回
應

總
之
，
二
O
O
0

年
，
陳
水
扁
接
任
總
統
時
的
台
灣
內
、
外
環
境
，
與
兩
蔣
甚
或
李
登
輝
時
期
相

比
，
均
已
起
了
不
小
的
變
化

。
首
先
，
隨
八

0
年
代
蘇
聯
瓦
解
，

一
二強
鼎
立
的
國
際
局
勢
已
有
了
轉

變
。

在
綜
合
國
力
方
面
，
現
階
段
的
中
國
固
然
仍
非
美
國
對
手
，
然
其
所
蘊
藏
的
市
場
商
機
、
經
質
、

大
陸
雌
起
的
衝
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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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技
潛
力
，
均
已
挑
戰
美
國
作
為
世
界
第

一
霸
權
的
地
位
，
尤
其
長
征
火
箭
升
空
後
，
兩
國
戰
略
武
器

之
競
爭
更
加
白
熱
化

。

加
以
九
一

一
事
件
、
伊
拉
克
戰
事
後
，
除
英
國
外
，
與
美
交
惡
的
德
、
法
等
歐

盟
國
家
，
或
看
重
中
國
商
機
，
或
厭
惡
美
國
獨
大
氣
焰
，
而
蘊
育
出

一
股
新
的
國
際
均
衡
態
勢

。

新
一

代
中
共
領
導
人
審
時
度
勢
與
東
協
的
結
盟
，
更
使
中
國
坐
實
了
亞
太
大
圓
的
地
位

。

就
連
七
0
年
代
被

冠
以

「
亞
洲
第

一
」
的
日
本
，
都
不
得
不
費
心
與
之
周
旋

。

在
內
政
方
面
，
在
「
發
展
是
硬
道
理

」
的

指
導
原
則
下
，
中
國
當
然
也
沒
閉
著
，
沿
海
、
沿
江
、
沿
邊
的
開
發
策
略
正

一
步
步
見
證
於
珠

三
角
、

長
三
角
、
京
津
唐
、
東
北
以
至
大
西
部
開
發
的
謀
略
上

。

北
京
、
上
海
固
然
為
奧
運
、
世
博
、
打
造
世

界
級
城
市
而
大
興
土
木
，
香
港
、
澳
門
也
忙
於
緊
抓
的
個
可
〉
帶
來
的
機
遇
，
急
於
接
軌
珠

三
角
。

反
觀
台
灣
，
前

一
階
段
所
推
行
之

「戒
急
用
忍

」
'
癱
瘓
了
亞
太
營
運
中
心
的
學
劃
'
至
於
「

三
通

不
通
」
亦
嚇
阻
了
外
商
來
台
投
資
熱
度
，
無
視
於
中
國
的

「
深
耕
台
灣
，
佈
局
全
球
」
策
略
因
之
不
免

跛
腳
，

「
台
灣
平
台

」
始
終
亦
難
建
構
起
來

。

台
商

一
再
等
待
三
通
未
果
下
，
大
多
無
奈
地
決
定
「
用

腳
投
票
」
'
且
愈
來
愈
多
選
擇
去
而
不
返
，
致

「
積
極
開
放
，
有
效
管
理
」
難
有
實
現
可
能

。

對
阿
扁
總

統
言
，
更
嚴
峻
的
挑
戰
還
在
於
內
部
結
構
如
何
轉
型
與
整
合
的
問
題

。

持
續
低
迷
的
經
濟
成
長
率

(甚

至
於
負
成
長

)
、
居
高
不
下
的
財
政
赤
字
、
逐
漸
竄
昇
的
失
業
率
、
日
益
突
顯
的
貧
富
差
距
、
前
朝
遺
留

下
來
的
黑
金
選
舉
文
化
和
族
群
問
隙
，
均
待

二

餌
平
。



一
一
一

區
思

主
講

於
此
消
彼
長
的
大
環
境
下
，
或
許
基
於
「
時
間
並
不
站
在
台
灣
這
邊

」
的
考
量
，
遺
憾
的
是
，
吾

人
看
到
的
是
更
多
以
政
治
手
段
企
圖
解
決
經
濟
、
社
會
問
題
的
作
法

。

儘
管
學
者
們
再

三
呼
籲
留
心
台

灣
有
被
邊
緣
化
的
危
機
，
政
策
上
似
乎
始
終
透
露
出

「
本
土
化
」
多
於

「
全
球
化
」
與
「
區
域

一
體
化
」

的
思
維
。

見
諸
於
教
育
方
面
者
，
至
少
包
括

「
通
用
拼
音
/
漢
語
拼
音

」
之
爭
論
，
以
及
將
中
國
史
自

台
灣
史
中
區
隔
開
來
而
列
入
世
界
史
、
加
強
母
語
教
學
、
加
重
本
土
課
程
(
認
識
台
灣
)
比
重
等

。

見

諸
於
社
會
融
合
方
面
者
，
如

宣
揚
台
灣
人
意
識
、
以
本
土
語

言
作
為
檢
證
愛
台
與
否
的
標
準
等

。

而
在

政
治
面
向
上
，
除
於
護
照
上
加
註

「
台
灣
」
字
眼
外
，
近
半
年
來
更
因
勝
選
考
量
而
提
出

一
邊

一
園
、

公
投
、
制
憲
等
主
張

。

兩
岸
關
係
不
僅
因
此
降
至
冰
點
，
美
、
法
、
日
等
國
元
首
對
此
亦
加
指
點
，
賠

盡
了
台
灣
領
導
者
與
百
姓
的
尊
嚴

。

國
家
認
同

本
土
化
?
去
中
國
化
?

由
後
李
時
期
以
迄
阿
扁
當
政
階
段
，
前
述
各
項
政
治
與
社
會
舉
措
若
置
於
兩
岸
競
局
的
大
環
境
下

觀
察
，
其
中
邏
輯
自
然
不
難
掌
握

。

露
骨
地
說
，
或
許
也
正
因
此
消
彼
長
，
政
府
對
全
球
化
脈
絡
下
經

濟
活
動
的
日
益
整
合
難
以
確
實
有
效
地
阻
擋
，
轉
而
將
精
力
投
注
於
「
國
家
」
與

「
社
會
」
的
重
構

大
陸
喊
起
的
衝
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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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認
為
在
歷
史
的
當
兒
，
或
許
只
有
重
新
定
位

「
台
灣
」
'
方
有
行
使
國
際
法
上
「
國
格
」
之
可
能

。

基
此
，
愈
擔
心
被
邊
緣
化
而
成
為
附
屬
於
巨
大
中

國
的
一
省
，
加
入
聯
合
國
、
國
家
正
名
、
台
灣
問
題
國
際
化
等
動
作
即
愈
為
彰
顯
，
台
灣
主
體
意
識
亦

愈
為
強
烈
。

而
為
區
辨
本
土
與
外
來
的
差
異
，
去
中
國
化
的
腳
步
自
然
更
形
緊
湊

。

只
是
，
與
大
陸
同
文
同

種
、
本
是
同
根
生
的
善
良
小
百
姓
，
卻
被
迫
明
確
表
態
與
選
邊
站
;
人
口
結
構
中
絕
大
多
數
的
閩
南
族

群
，
幾
乎
保
證
了
族
群
牌
的
無
往
不
利
;
除
成
立
聊
備

一
格
的
原
民
會
外
，
硬
生
生
地
將
「
正
港
台
灣

人
」
的
原
住
民
(
二
%
〉
遺
忘
到
另
一
個
角
落

;
而
十
二
%
至
十
五
%
的
外
省
族
群
，
哪
怕

即
是
出
生
於

此
，
也
都
被
視
為
帶
有
原
罪

。

每
遇
選
舉
，
此

一
撕
裂
更
形
鮮
明
。

諷
刺
的
是
，
兩
岸
交
流
迄
今
，
來
台

之
大
陸
新
娘
已
逾
十
八
萬
人
，
若
加
上
其
他
外
籍
新
娘
則
近

三
十
萬
人
，
近
日
的
一
項
統
計
更
顯
示
，
台

灣
每
四
位
新
生
兒
中
就
有

一
位
的
母
親
為
外
籍
新
娘
，
此
等
子
女
長
大
後
，
究
竟
應
認
同
自
己
為
「
台
灣

人
」
?
「
中
國
人
」
?
抑
或
「
〉
O
〈
人
」
?
另
一
方
面
，
相
關
調
查
也
透
露
，
七
成
的
台
灣
年
輕
人
有
意

願
到
上
海
或
大
陸
發
展
，
更
有
研
究
指
出
，
年
輕
人
在
有
選
擇
前
提
下
，
寧
願
當
外
國
人
(
尤
其
是
美
國

人
)
的
比
例
似
乎
還
高
於
當
台
灣
人
或
當
中
國
人

。

這
對
如
此
強
調
國
家
認
同
的
當
今
執
政
者
言
，
又
具

何
特
殊
意
義
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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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題主

台
灣
政
治
本
土
化
的
激
進
發
展
，
當
然
也
逼
使
中
國
大
陸
不
得
不
提
前
其
處
理
台
灣
問
題
的
時
間

表
，
只
要
對
「
台
獨
建
國
」
的
憂
慮
日
深
，
兩
岸
間
的
安
全
似
乎
即
愈
無
保
障
。
不
同
於
以
往
的
不
過

是
其
展
示
「
大
國
」
更
熟
練
的
外
交
身
段
罷
了
!
當
「
四
不

一
沒
有
」
再
也
無
法
合
理
化
對
岸
「
聽
其

言
，
觀
其
行
」
的
立
場
時
，
公
投
議
題
引
起
美
、
日
、
法
等
高
層
之
關
注
甚
或
指
點
，
便
成
了
再
自
然

不
過
的
事
兒
!

邁
向
共
存
共
榮
、

互
補
合
作
的
未
來

吾
人
或
許
可
以
後
附
表
格
為
參
考
，
約
略
回
顧
過
去
五
十
年
來
兩
岸
經
濟
、
政
治
與
社
會
變
遷
情

勢
之
錯
位
，
以
鋪
陳
出
未
來
應
可
採
循
之
走
向

。
(
見.. 

【
兩
犀
經
濟
政
治
社
會
變
遷
表
】
〉

其
實
，
兩
岸
內
部
各
有
其
待
解
決
問
題
，
大
陸
此
刻
正
忙
於
各
項
制
度
變
遷
，
台
灣
在
以
小
博
大

過
程
中
，
更
應
戮
力
於
結
構
轉
型
，
提
升
教
育

/
科
技
水
平
和
人
民
的
生
活
素
質
，
發
揮
永
遠
的
「
燈

塔
效
應
」
，
而
非
鎮
日
製
造
島
內
的
集
體
焦
慮

!

兩
岸
領
導
人
均
宜
順
應
全
球
化
/
區
域
一
體
化
走
向
而

非
逆
勢
操
作
，
應
秉
持
更
寬
廣
的
人
文
與
社
會
關
懷
和
政
治
智
慧
，
掌
握
各
種
社
會
脈
動
，
尋
求
互
補

合
作
空
間
以
擎
劃
中
國
人
的
世
紀
，
庶
幾
「
分
」
、
「
和
」
議
題
也
就
水
到
渠
成
，
自
然
圓
滿
矣
!

大
陸
帽
起
的
衝
擊

97 



經濟

政治

1949-
1977 

計畫經濟

意識型態

主導

一一一連

串的政治

鬥爭/運
動

社會|強政府

弱社會

:,w I 

中圓大陸
~?' • .已 I 恤

鼠標:"} I 

'、 1978- 1949- 1987-
1986 

拼經濟 拼經濟 日益自由化

改革開放下力圖接 以臻 與國際化，

軌市場經濟，大力招商 I ~均富」社|唯受政治影

引資 |會為依歸|響日深

強勢政府領導下的各項|由威權體

體制改革;如: I 制逐漸過

1. 工資改革 |渡到權威

2. 住房改革 |體制

3. 社會保障體制改革

4. 國有企業改革

5. 金融財改體制改革

6. 機構改革

7. 戶籍制度改革等

各項體制改革所引發的

一連串社會矛盾，如:

1. 三農問題

2. 就業問題

3. 區域/城鄉差距問題

I 4. 社會保障問題
5. 貪腐問題等

敬業

基本和諧

. 

拼政治

一一隨民主

化紛至會來

的各項選舉

強調本土化

與去中國化

發展益趨多

元化，唯受

政治衝擊，

族群對立突

顯，急功近

利氣氛瀰漫

宏
觀
社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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