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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I 

摘  要 

21 世纪的到来，对于大陆、台湾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世纪之交，两岸关

系的发展进入新阶段。本文希望对新世纪以来台湾的大陆研究现状进行分析。一

则为读者呈现描述性的框架，使大家了解到步入 21 世纪以来，台湾的大陆研究

的全貌、关注点与趋势，为读者了解台湾学术界对大陆的认知提供一定的参考；

二则针对其中的热点话题——大陆经济、两岸经济，结合国际形势、两岸发展形

势与政策等，进行更加深入细致的解读，证明经济因素在两岸关系发展中的重要

地位。最后，本文是对台湾的大陆研究刊物的初步研究，以期为后人的相关研究

奠定一定基础，并提供研究思路上的借鉴。 

本文以台湾 TSSCI 核心学术期刊《中国大陆研究》在 2000-2012 年间发表的

320 篇学术论文为研究对象。《中国大陆研究》是研究大陆问题的学术性、信息

性刊物，着重探讨大陆的意识形态、党政、经济、文教、社会、军事诸方面问题。

1958 年创刊，是台湾最早开始做大陆研究的刊物，也是台湾唯一一个专门、全

方位做中国大陆研究的核心刊物，在台湾的大陆研究领域极具代表性。 

本文采用内容分析的方法，对 320 篇样本从年份、作者、关键词、研究主题、

两岸关系等 9 个方面进行编码分析。文章首先对作者队伍、研究者之间的协作性、

十三年间各个主题的数量变化趋势等做描述性分析，并对研究主题进行归类。接

下来，针对热点问题：经济主题和两岸经济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与大陆经

济形势与政策、台湾发展情况、两岸关系发展情况做比对分析，研究发现在对经

济主题的的讨论上，时间和内容上紧扣大陆经济发展形势与政策；而在两岸经济

的探讨上，存在以下特征：第一、相比于台湾当局的对陆政策，受大陆对台政策

的影响要多一些。第二、充分反应台湾广大民众的强烈呼声。第三、为两岸关系

的发展起积极作用。整体看来，研究发现,《中国大陆研究》存在客观性、实用

性、时代性、权威性的特征。 

 

关键词：大陆研究；大陆经济；两岸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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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Abstract 

The arrival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epoch-making significance for the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the development of cross-strait relations 

comes into a new stage. 

This paper aims to analyze the research status of Taiwan's mainland study since 

the new century.First to present a descriptive framework for the reader, which made us 

see Taiwan core academic journals on the mainland studies’s focus , the whole picture 

and trends,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reader to understand the cognition to the 

mainland in Taiwan's academia. Secondly, for the two hottest topics —— mainland 

economy, cross-strait economic, combined with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development situation and policy, etc. conduct a more intensive reading, to prove that 

economic factors have the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relation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s.Last,this article is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aiwan's mainland 

research,and to lay a foundation for future generations of research and provides 

research ideas on the drawing. 

In this study，select the《Mainland China Studies》2000-2012，320 papers as the 

object of study. 《Mainland China Studies》 is the study of Chinese mainland 

academic, informative publication, focus on the ideology of China, party and 

government, economy, culture and education, social, and military aspects of 

problems.It was founded in 1958, the first publication doing “mainland China studies” 

in Taiwan .And also the only specialized and comprehensive core journals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mainland in Taiwan.It is very representative in Taiwan's mainland research 

field. 

This study adopts the method of content analysis, coding analysis to 320 samples 

from year, authors, keywords, research theme, Cross-Strait Relations and so one in 

nine aspects.First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author team, collaboration between 

researchers, the number of each topic change trend in the thirteen years,and classif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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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II 

the research topics. Next, the paper addresses two hot issues: economic themes and 

cross-strait economic issues in-depth and detailed analysis,do comparative analysis 

with mainland China economic situation and policies ,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 

cross-strait relations. We find that the topic of discussion on the economy, is closely 

linked to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situation on the continent and the timing 

and content of the policy; And on the discussion of cross-strait economic, there are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 first, compared with the Taiwan authorities of land policy, 

more affected by the mainland policy on Taiwan. Second, fully reaction of Taiwan's 

general public outcry. Third, it plays an active role on the development of cross-strait 

relations .As a whole, the study found that studies of mainland China is objectivity, 

practicability and tim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uthority. 

 

Keywords: Mainland China Study, Mainland Economy, Cross-strait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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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进入 21 世纪，海峡两岸的关系开始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突破。两岸三通全面

实现，海协、海基两会制度性协商恢复，国共两党在阻隔了 60 年后首度握手，

大陆游客开始赴台旅游，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即将商谈。海峡两岸关系走

向了一个历史性的突破阶段。2008 年,海协会和海基会签署了《海峡两岸空运协

议》,一个全新的大三通时代开启。[1](263)
 

2000 年 3 月 18 日，台湾地区领导人大选，是台湾政治上的一个分水岭。陈

水扁就职后，新当局利用执政地位和资源，在内外政策中贯彻落实“台独”理念，

以强化民众的“台独”意识，巩固权力基础。到 2002 年陈水扁执政两周年之际，

经济增长再下滑至-2.12%，而失业率则大幅翻升到 5.33%。与此相联系的是出口

及投资的衰退，竞争力的下降，岛内民众对当局信心普遍下降。由于岛内经济形

势逐渐逆转，台湾工商界一方面呼吁解除“戒急用忍”政策，一方面强烈呼吁开

放“三通”。[2](1109-1110)
  

世纪之交，围绕台湾问题的国内形势、国外形势均发生了相当巨大的变革。

大陆地区的综合实力显著加强，在国际上的地位不断提高；香港和澳门顺利回归，

为解决台湾问题提供了典范。世纪之交，在世界经济增长普遍放慢的情况下，我

国大陆地区的经济仍然一枝独秀，依然以年均 7%以上的速度持续强劲增长。甚

至有舆论认为，人口已经高达十三亿的中国大陆地区将成为亚洲的经济增长中

心，还有经济学家甚至把中国大陆地区看成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2](1158-1159)
  

21 世纪的到来，既为大陆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基础，

也为两岸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历史机遇。[2](1160)
 

1.2 研究对象 

本文以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办发行的刊物《中国大陆研究》在

2000-2012 年间，所发表的全部共 320 篇论文为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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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研究》，为台湾 TSSCI 等级的学术性季刊，是研究大陆问题的学

术性、信息性刊物，着重探讨大陆的意识形态、党政、经济、文教、社会、军事

诸方面问题。该刊于 1958 年创刊，是台湾最早开始做大陆研究的刊物，迄今为

止，仍是台湾专门研究大陆的唯一核心期刊，在大陆研究领域极具代表性。 

1.2.1《中国大陆研究》在台湾学术界的地位 

《中国大陆研究》，由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办发行，创刊于1958

年，原刊名《匪情月报》，自 1985 年起更名为《中国大陆研究》。本刊物的组织

成员如下表所示： 

表 1.1：《中国大陆研究》组织成员 

         姓名 所属机构 

发行人 丁树范 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 

主编 丁树范 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 

国际咨询委员 

杨大利 美国芝加哥大学 

王绍光 香港中文大学 

关志雄 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 

编辑委员会 

石之瑜 台湾大学政治系 

包宗和 台湾大学政治系 

杨开煌 铭传大学公共事务学系 

宋学文 中正大学战略暨国际事务研究所 

林正义 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 

林文程 中山大学中国与亚太区域研究所 

吴秀光 台北大学公共行政暨政策学系 

周行一 政治大学财务管理学系 

王振寰 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 

汤京平 政治大学政治系 

林祖嘉 政治大学经济系 

许光泰 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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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网站 http://iir.nccu.edu.tw/per1/pages.php?ID=per102 

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以下简称“国关中心”）过去常被称为是国

民党的智库，该单位主任郑端耀于 2010 年有以下说明：“国关中心”大概也可

以算是台湾最具有历史悠久性的（研究机构）。[3](146) 

在过去，台湾只有两个单位有资格研究大陆。说到台湾的大陆研究，首先要

说到政治大学的“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和“东亚研究所”。[4](56)
 

“国关中心”是目前台湾地区最重要的当代中国史研究机构，收藏有大陆公

开出版物、大陆资料剪报、政大有关部门大陆专业研究论著、台湾军情人员的分

析报告、大陆去台港人员的回忆录等。“国关中心”经历了国际研究会→国际关

系研究所→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的演变过程。[5] 

 “国际关系研究会”于 1953 年 4 月 1 日成立，主要任务为研究中国共产党

及国际问题，供台湾当局参考。1955 年 4 月编印《问题与研究》中文月刊，1958

年 1 月又编印《匪情月报》，两刊均未对外公开发行，仅供有关机关及人员参考。

国际关系研究会于 1961 年改为“中华民国国际关系研究所”。1975 年 7 月 1 日，

“国际关系研究所”改为“国际关系研究中心”，隶属“国立”政治大学。1985

年 7 月，《匪情月报》更名为《中国大陆研究》,1986 年 5 月起出版美国月刊。[5]
 

   “国关中心”有好几个研究所，其中第三、第四研究所主要从事大陆研究。

第三研究所主要从事大陆法律、政治研究，各位研究员的研究专长如下表： 

 

表 1.2 ：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第三研究所成员 

姓名 研究专长 

陈墇津 大陆意识形态、环境保护 

丁树范 国防与军事、亚太安全 

熊自健 大陆文教 

周玉山 文艺意识形态 

张雅君 中央与地方关系 

袁易副 中国共产党党政、亚太安全 

陈道明 中国共产党党史 

梁玉英 香港、澳门问题，中国共产党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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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斯俭 大陆当代农村政治、地方政府与企业关系、中央与

地方关系，民意调查与两岸关系 

寇健文 文武关系 

徐斯勤 中央与地方关系及地方政治、国内与对外贸易、金

融关系之政治分析 

童振源 两岸经贸关系、大陆经济发展与政治，台、中、美

三角关系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网 

 

 “国关中心”第四研究所主要从事大陆社会、经济、文教及少数民族等问

题研究，各位研究员的研究专长如下表： 

 

表 1.3：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第四研究所成员 

姓名 研究专长 

许光泰 两岸法律关系 

宋国诚 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对台政策 

刘胜骥 党政、文教 

廖淑馨 边疆民族史、蒙藏地区 

陈德升 两岸经贸、大陆经济 

方孝谦 意识形态、农村社会 

冷则刚 国际政治经济、两岸关系、全球城市 

江振昌 大陆农村、政经改革 

王瑞琦 两岸教育交流 

赵苏成 大陆文教、区域经济 

陈永生 大陆宗教、经济 

罗忆珍 大陆少数民族 

陈伯志 日本经济、大陆经济 

于有慧 国际政治经济学 

沈曼卿 大陆妇女、儿童暨家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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