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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

θ
高

長

兩
岸
關
係
向
來
與
台
灣
經
濟
社
會
的
整
體
發
展
息
息
相
關

。

在
九
0
年
代
初
期
，
兩
岸
關
係
尚
稱

順
利
，
不
過
最
近
幾
年
，
不
但
沒
有
改
善
，
似
乎
還
有
惡
化
的
趨
向

。

事
實
上
，
無
論
政
黨
輪
替
前

後
，
執
政
者
皆
曾
提
到
「
以
經
貿
為
主
軸
」
發
展
兩
岸
關
係
的
概
念
，
而
我
認
為
如
果
真
能
劍
及
履

及
，
兩
岸
關
係
應
該
就
不
至
於
太
過
糟
糕

。

眾
所
周
知
，
由
於
政
治
上
的
對
峙
，
兩
岸
經
貿
交
流
長
期
無
法
正
常
化
發
展
，
即
便
大
陸
與
台
灣

都
已
先
後
加
入
岩
、
門
。
，
應
受
其
基
本
規
範
的
約
束
，
但
有
關
貿
易
自
由
化

、

服
務
貿
易
市
場
開
放

、

各
項
經
貿
合
作
等
議
題
，
仍
然
因
為
政
治
因
素
的
阻
撓
，
使
得
兩
岸
雙
邊
協
商
難
以
推
展
，
兩
岸
關
係

「
以
經
貿
為
主
軸
」
的
政
策
宣
示
可
以
說
根
本
未
落
實
。

大
陸
喊
起
的
衝
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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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治
介
入
經
濟
活
動
的
得
與
弊

「
政
治
」
介
入
經
濟
活
動
確
有
其
理
論
根
據
。
新
古
典
經
濟
典
範

(
5
。

口
。
o
c
g
ω∞
古
巴
芯
片m
e
m
5
)認
為
，
市
場
機
制
的
運
作
若
發
生
失
靈
之
丘
吉
門

0
)
現
象
時
，
政
府
應
介

入
干
預
，
以
確
保
資
源
的
配
置
能
更
合
乎
效
率
的
要
求
。
至
於
造
成
市
場
失
靈
的
原
因
，
可
以
從
公
共

財
(
古
巴
拉
∞o
色
的
)
、
外
部
性
(
2
8
5
色
泣
。
己
及
市
場
力

(
5
2
.
}
a
H
v
o
g
R
)

等
方
面
來
探
討
。

由
於
公
共
財
具
有
非
排
他
的
聯
合
消
費

C
O
F
E哥
C
O
口
∞
口
B
o
e
與
非
敵
對
性
言
。
口
片
古
巴
泣
。ω
)，
不

易
決
定
合
理
的
市
場
價
格
，
另

一
方
面
，
理
性
的
個
人
也
不
會
自
願
付

一
定
的
價
格
來
使
用
公
共
財
，

都
想
當

一
位
搭
便
車
者

(
p
g
E
兮
門
)
，
所
以
政
府
必
須
在
公
共
財
的
提
供
上
，
扮
演
積
極
且
重
要
的

角
色

。
至
於
外
部
性
，
主
要
是
源
於
市
場
中
特
定
經
濟
成
員
所
採
取
的
行
動
，
對
別
的
經
濟
行
為
造
成

影
響
;
市
場
力
則
是
指
特
定
經
濟
成
員
可
以
操
縱
市
場
價
格
，
兩
者
都
會
導
致
資
源
配
置
無
法
達
到
伯

拉
圖
效
率

G
R
o
g
m
A
P
B
2
)
，
因
此
政
府
這
時
應
該
扮
演

一
個
管
理
者
的
角
色
，
直
接
介
入
以
降
低

經
濟
損
失

。

就
學
理
而
言
，

兩
岸
經
貿
交
流
活
動
被
認
為
具
有
外
部
性
，
其
自
由
發
展

一
方
面
可
以
為
台
灣
|
尤
其
對
個
別

廠
商
和
個
人
|
|
創
造
經
濟
利
益
，
但
在
另

一
方
面
卻
可
能
危
及
國
家
安
全
，
因
為
中
國
當
局
從
不
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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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要
透
過
加
強
兩
岸
經
貿
的
交
流
，
達
到
以
民
逼
官
、
以
商
圍
政
，
最
後
達
成
兩
岸
正
式
統

一
之
目

的
;
同
時
，
也
採
取
政
治
高
壓
的
手
段
，
譬
如
宣
示

「
不
放
棄
使
用
武
力
解
決
台
灣
問
題
?
孤
立
以
及

壓
縮
台
灣
的
國
際
活
動
空
閉
，
吞
併
台
灣
之
意
圖
昭
然
若
揭

。

由
於
「
國
家
安
全
」
是
屬
公
共
財
，
因

此
需
要
有
政
府
力
量
介
入
加
以
調
控

。

然
而
，
必
須
指
出
的
是
，
政
府
直
接
干
預
經
濟
活
動
，
矯
正
市
場
失
靈
狀
況
，
並
不
能
保
證
資
源

配
置
效
率

一
定
比
市
場
運
作
好
，
在
實
務
上
，
也
有
可
能
因
為
政
府
角
色
扮
演
不
當
而
出
現
「
政
府
失

靈
」
狀
況
。

政
府
(
或
某
些
政
客

)
為
建
立
統
治
基
礎
，
試
圖
利
用
政
治
權
力
整
合
民
間
的
經
濟
力
量

為
所
欲
為
，
也
是
造
成
政
府
失
靈
狀
況
的
原
因
之

一
。
另
外

一
個
可
能
的
原
因
是
文
官
體
系
問
題
，
特

別
是
政
治
酬
庸
式
的
任
命
，
使
得
政
府
勞
務
的
提
供
，
不
管
是
公
共
財
或
管
制
，
都
不
會
像
私
人
部
門

那
樣
有
效
率

。

強
調
動
態
概
念
的
新
國
家
安
全

以
國
家
安
全
為
訴
求
，
對
兩
岸
經
貿
交
流
加
以
管
制
，
確
實
有
其
理
論
根
據
，
也
能
為
國
人
所
接

受
。

問
題
是
，

「
國
家
安
全

」
該
如
何
定
義
?
管
制
兩
岸
經
貿
交
流
對
台
灣
的
「
國
家
安
全

」
一
定
較

大
陸
蝠
起
的
衝
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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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保
障
嗎
?

「
國
家
安
全
」
如
果
是
指
國
家
領
土
、

主
權
、
制
度
不
受
敵
人
的
威
脅
，
強
調
以
保
護

性
、
排
斥
性
的
措
施
強
化
自
身
的
安
全
，
那
是
最
傳
統
的
靜
態
安
全
觀
念

。

冷
戰
結
束
之
後
，
主
流
國

際
社
會
已
不
再
主
張
這
種
安
全
觀

。

由
於
國
與
國
之
間
無
法
孤
立
存
在
，
孤
立
隔
絕
式
的
作
為
反
而
因

為
閉
塞
而
造
成
不
安
全
，
所
以
新
的
安
全
觀
乃
強
調
動
態
的
概
念
，
主
張
在
不
斷
的
交
流
、
接
觸
、
交

往
過
程
，
尋
找
安
全
、
獲
得
安
全
、
增
加
安
全

。

在
此
情
況
下
，

「
國
家
安
全

」
建
立
在
國
家
對
資
訊

掌
握
的
時
效
、
觀
念
的
領
先
，
以
及
影
響
力
上

。

當
然
，
對
於
國
土
的
安
全
、
情
報
的
安
全
、
反
制
對

方
的
破
壞
與
竊
取
等
安
全
觀
念
，
並
沒
有
完
全
喪
失
其
意
義

。

由
此
可
知
，
國
家
經
濟
實
力
愈
強
，
安
全
即
可
獲
得
較
大
的
保
障
，
反
之
亦
然

。

從
動
態
安
全
的

角
度
來
看
，
開
放
兩
岸
經
貿
交
流
可
以
創
造
和
擴
大
相
互
的
利
益
，
而
共
同
利
益
愈
大
，
相
互
危
害
的

可
能
性
就
愈
小
，
同
時
台
灣
的
經
濟
實
力
加
強
，
對
圓
家
安
全
的
保
障
便
自
然
提
高

一
些

。
「
管
制
」

兩
岸
經
貿
交
流
，
表
面
上
可
以
避
免
籌
碼
流
失
，
防
堵
我
消
彼
長
，
但
是
此

一
策
略
最
大
的
缺
失
卻
在

於
無
法
充
分
、
正
常
地
參
與
國
際
分
工
，
並
且
易
造
成
政
府
與
企
業
間
之
磨
擦
，
不
利
於
國
家
經
濟
實

力
向
上
提
升

。

易
言
之
，
「
管
制
」
必
須
支
付
高
昂
的
代
價
，

一
旦
發
生
政
府
失
靈
的
狀
況
，
甚
至
將

回
過
頭
來
危
害
國
家
的
安
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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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
岸
經
貿
開
放
有
利
台
灣
經
濟

台
灣
社
會
上
流
行

一
種
說
法
，
稱
兩
岸
的
經
貿
愈
開
放
、
自
由
，
台
灣
的
資
源
流
失
將
愈
嚴
重
，

不
利
於
台
灣
經
濟
持
續
、
穩
定
成
長
，
因
而
主
張
管
制

。

弔
詭
的
是
，
過
去
多
年
來
，
兩
岸
經
貿
交
流

並
沒
有
因
為
管
制
而
中
斷

。

兩
岸
經
貿
關
係
發
展
對
於
台
灣
經
濟
的
影
響
，
根
據
相
關
研
究
發
現
，
基

本
上
是
利
大
於
弊

。

以
雙
邊
貿
易
為
例
，
兩
岸
根
據
比
較
利
益
原
則
進
行
貿
易
，
台
灣
自
大
陸
進
口
農

工
原
料
，
有
助
於
穩
定
國
內
市
場
供
需
的
平
衡
，
提
高
產
業
競
爭
力
，
促
進
相
關
產
業
的
發
展
;
對
大

陸
出
口
之
擴
張
，
則
刺
激
了
台
灣
地
區
的
社
會
總
需
求
，
經
由
向
前
連
鎖
及
向
後
連
鎖
作
用
，
直
接
或

間
接
地
影
響
台
灣
地
區
產
業
的
繁
榮
和
國
內
生
產
總
值
的
成
長

。

尤
其
，
從

一
九
八
0
年
代
初
期
迄

今
，
我
們
和
大
陸
之
閉
的
雙
邊
貿
易
每
年
都
是
出
超
，
最
近
幾
年
出
超
金
額
大
約
是
兩
百
億
，
所
以
有

人
著
眼
於
資
金
外
流
，
但
事
實
上
我
們
每
年
也
從
對
岸
賺
了
不
少
錢
進
來
，
所
以
這
是
對
台
灣
經
濟
有

利
的
發
展
。

從
資
本
的
流
動
來
看
，
台
商
到
大
陸
投
資
不
只
帶
動
了
兩
岸
賀
易
，
同
時
更
促
進
了
兩
岸
產
業
分

工
，
在
製
造
活
動
上
進
行
垂
直
分
工
或
水
平
分
工
，
在
企
業
經
營
層
面
進
行
功
能
性
的
分
工
，
基
本
上

對
於
台
灣
整
體
產
業
、
經
濟
發
展
是
有
利
的

。
一
般
人
憂
慮
台
商
到
大
陸
投
資
發
展
可
能
產
生
產
業
空

大
陸
喊
起
的
衝
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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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
化
的
問
題
，
實
證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
只
有
造
成
某
些
傳
統
勞
力
密
集
加
工
型
製
造
業
的
生
產
萎
縮
，

但
新
興
產
業
代
之
而
起
，
以
及
兩
岸
企
業
逐
漸
形
成
「
功
能
性
分
工
」
體
系
，
仍
促
使
台
灣
的
製
造
業

整
體
保
持
顯
著
的
成
長

。

由
此
可
見
，
台
商
赴
大
陸
投
資
造
成
台
灣
產
業
結
構
的
調
整
，
對
台
灣
經
濟

發
展
具
有
正
面
意
義

。
一
項
新
的
研
究
結
果
指
出
，
台
灣
的
產
業
群
緊
並
未
因
台
商
前
往
大
陸
投
資
而

遭
到
破
壞
，
相
反
的
，
它
不
但
沒
有
造
成
我
消
彼
長
的
情
勢
，
甚
至
連
大
陸
新
的
產
業
群
眾
也
掌
握
在

我
們
的
手
中
，
這
對
台
灣
經
濟
發
展
是
非
常
有
利
的
訊
息

。

此
外
，
有
關
資
金
回
流
的
問
題
，
記
得
央

行
曾
經
公
佈
台
商
到
大
陸
投
資
大
概
累
積
了
七
、
八
百
億
至
一
千
億
，
但
是
每
年
從
大
陸
賺
了
錢
又
匯

回
來
的
比
例
，
大
概
只
有
個
位
數
字
的
幾
億
而
己
，
非
常
不
對
稱
;
然
而
事
實
上
，
很
多
台
商
採
取

「
台
灣
接
單
，
大
陸
生
產
」
的
模
式
，
所
以
資
金
並
不
是

、
也
用
不
著
從
大
陸
賺
了
錢
又
匯
回
來
，
而
是

早
就
把
利
潤
留
在
台
灣
，
如
此
當
然
無
法
從
正
式
的
統
計
裡
面
看
出
實
情

。

大
陸
經
貿
政
策
宜
減
少
政
治
干
預

未
來
在
全
球
化
趨
勢
下
，
圓
際
分
工
愈
趨
細
膩
且
複
雜
化
，
而
大
陸
地
區
在
國
際
分
工
格
局
中
的

地
位
已
愈
來
愈
重
要

。

我
們
不
能
迴
避
參
與
國
際
分
工
，
而
應
以
積
極
的
態
度
，
善
加
利
用
大
陸
地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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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資
源
與
市
場
腹
地
，
以
提
升
國
際
競
爭
力

。

其
實
整
體
而

言
，
台
灣
當
前
產
業
競
爭
力
仍
然
大
幅
領

先
大
陸
地
區
，
尤
其
在
創
新
、
整
合
能
耐
方
面
，
善
加
利
用
市
場
機
制
，
積
極
參
與
合
作
分
工
，
對
台

灣
產
業
競
爭
力
的
提
升
必
有
加
分
作
用

。

我
們
希
望
政
府
的
大
陸
經
貿
政
策
，
直
接
的
平
預
愈
少
愈

好
，
基
於

「
市
場
失
靈
」
理
由
所
採
取
的
干
預
手
段
，
應
適
度
並
視
環
境
變
化
適
時
調
整
，
不
能
無
限

上
綱
。

回
歸
市
場
機
制
發
展
兩
岸
經
貿
關
係
'
提
升
台
灣
在
國
際
分
工
格
局
中
的
地
位
，
對
台
灣
發
展

更
有
利
，

「
國
家
安
全

」
也
更
能
獲
得
保
障

。

大
陸
帽
起
的
衝
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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