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再造公與義 專題報導

認識國際現實與兩停泊長
經濟須更開放政治須更理性與彈性

.國際1兒買組召集人倪炎元。 .立法院副院長江丙坤。 .台金院院長薛i奇。

土+.3:女立續二000年的 「 邁 問 J '顯然就有一個明示的 會的籌備過程中時，即發現

向公與義 J '時報文 預設，即台灣當下的理性空 這種感覺，竟是許多人共同

教基金會二00三年復以 間正在被壓縮，所有公共議 的憂慮 ，因而當余範英童車

「再造公與義」 會眾學者專 題的論述空問，其實是不理 長率先揭示以 「理性空間 」

家進行研討 。 很幸運的是， 性的 ， 用更淺白的語調說 1 做為研討會主軸時， 立即獲

這兩場研討會的籌備，我都 台灣對公共議題的討論，正 得所有分組召集人的認同 。

親身參與，可以直接比較兩 在逐步被感性凌駕 。「愛不 全球化與中國幟起的衝擊

次不同的心境 。二000年 愛台灣」 、 「會不會出賣台 在這次的研討會中 ， 我負

的氣氛是躍動的，那時節正 灣 」 等論述是這種氛圍下典 賣的主題是 「 國際現宜的認

值政黨輪替的初階 ，議論之 型的產物，而「身份政 識 J '這個主題並未被列入

間瀰漫著一股濃郁的期待與 治」 、 「 族群政治」 、 「認同 二000年的討論會中 ，它

展望 ， 今年的這場議程的氣 政治」等則是操作這種感性 會被納入這次的研討會，並

氛卻是有些靜默的 ，策劃過 的幾個關鍵槓桿'結果就是 成為第一場，正是前面所提

程中即嗅出不少檢討與反省 藍綠的「分類政治」 穿透到 到過的，這三年來擠壓台灣

的氣息， 而這種反省有很大 所有的政治與非政治領域 。 「理性空間 」 的論爭，有很

一部分正好落在研討會的主 台灣走到這一步，如果再不 大一部分源自於對台灣大環

月i曲之一 ，即所謂「理性空間」 召喚「理性的空間 J '整個 境的認知與焦慮， 這三年 ，

四個字上面 。 社會終將面臨被撕裂的境 台灣面臨了許多它發展經驗

既然要 「 再造理性空 地 。 我本人在參與這場研討 中陌生的衝擊，這中間最大

.中研院政治所籌備處主任吳玉山。

的兩個浪潮 ， 一個是全球

化， 一個是中國的Ilvlli起， 前

者讓台灣沒有選擇被納入全

球政經的結構中，後者則讓

台灣面臨被 「空洞化 」 、

「 邊緣化」甚至被收編的困

境，於是國族認同、國家定

位 、 產業西進、戒急用忍 、

三通直航等全在這種認知街

突與深度焦慮中爆發出來 ﹒

而究其實質， 這其中有許多

爭議，根本站在想像的基礎

上，完全脫離了現實了的情

境， 也因為這樣思考議題主

軸時乾脆就訂之為 「 臣服現

賞的認識 J '並將于題訂為

一 、 全球政經變遷與台灣的

出路， 二 、兩岸消長與台灣

的出路 。 在層面上可以說儘



量鎖定宏觀面而非具體政策

面 ， 以避免類似議題討論再

掉入意識形態爭 吵的陷阱

中 。

間經回策須更開放與彈性

就因為議題的主軸是針對

' 1見賓的認識 J '在人選安排

上也就可以跳開立場的考

量 ，純就問題性質作分工 。

我們分別找了薛琦與吳玉山

做為這個主題的主談人，薛

教授學術專長之一就是東亞

經濟的發展，又曾擔任過行

政院經建會副主委，不僅能

就全球與區域的位置界定台

灣的角色，更因為有過實際

的財經決策經驗，也不會將

問題的討論帶入高深的學理

概念中 。 另一位主談人吳玉

山教授的學術專長領域是國

際政治與政治經濟學 ， 所研

究的領域之一又是兩岸關

係' 曾就美國的外交政策以

及兩岸關係互動與政策發表

過多篇論文與評論 。 這兩位

學者分別就台灣的國際及兩

岸處境提出引言 ， 一位著重

經濟面 ， 一位著重政治面，

雖然向度不同， 但對台灣所

提出的警語卻是近似， E! IJ台

灣在經濟上必須更開放，在

政治上必須更彈性 ， 強用意

識形態在經濟上鎖國，在政

治上製造對立 ， 只會讓在全

球化的浪潮中被邊際化 。

為了決定合適的與談人，

著實傷了一陣腦筋，最先決

定的是經濟組的人選，我們

國際現實的認識

.全國十二萬農民抗議加入WTO後，在內憂外患的夾擊下造成生活困難 。

找了出身中研院院士， 目前 來了曾參與行政院亞太營運

擔任行政院政務委員的胡勝 中心諱:畫II '目前為理律法律

正，以及目前主持中華經濟 事務所律師的劉紹良，為相

研究院的陳添枝，胡勝正由 關議題提供法律人的視野 。

於目前正在擔任政府官員 ， 為了避免這組人選的立場過

可以就目前因應全球化衝擊 份偏向一邊，余董事長又想

的財經法理進行補充，陳院 到了找民進黨國際事務部主

長長期關注台灣的國際貿易 任 ， 目前擔任立委的蕭美琴

發展，面對中共經賀實力的 來參與與談，使得這個組

11蚵起，他有許多實證的研究 合，最後能夠兼顧領域 、 理

發現 。 論 、 實務 、 黨派甚至世代的

政治組方面我們最先找了 平衡 。

蘇起， 由於蘇教授的專長也 正由於我們找的人選相當

是國際政治，最重要的是他 恰當 ， 也使得這個議題的討

曾長期主持台灣兩岸政策的 論維持在 「 理性的空間 」

釐訂， 能夠充分的掌握兩岸 上，並未陷入意識形態立場

關係實務面 。 另外我們也找 的泥掉中，儘管在怎麼因應

中共帽起的挑戰中 ， 與會人

士有必仁智互見 ， 但台灣必

須更開放， 更彈性的處理相

關政策作為是所有人都同意

的 。 透過這次的研討，未來

有關 「公與義」 的相關研討

會 ，這個議題恐怕都必須再

納入了。對我個人而言 我

在這次參與研討與籌劃過程

中雖然主要工作是聯絡 ， 但

還是親歷相當多的觀念激

盪 ' 是次相當愉快的體驗，

也印證了不論再敏感的話

題 ， 其實都有它的 「理性空

間 J 0 ( 作者為中國時報總

主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