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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學者舒伯特（Gunter Schubert）博士將於今年10月，在德國亞洲事

務雜誌ASIEN發表論文，闡釋歐盟在海峽兩岸政治僵局中所能發揮的調解

作用。我們十分高興得到作者及ASIEN的准許，讓該文的英文版本首先在

今期的網絡版上刊登。

舒伯特認為歐洲國家的整合經驗是歐盟參與解決兩岸問題的有利因素，歐

盟可以透過促進兩岸的經貿關係從而達致雙方的政治整合（political

integration）。他並列舉多個原因，說明歐盟能夠比美國擔當更積極的

中間人角色。所以歐盟應更主動地推動兩岸的談判進程。配合這篇文章，

我們重載了本刊在1996年對美國著名政治學家納伊（Joseph S. Nye,

Jr.）的訪問稿，談及了美國處理台灣問題的方針。兩篇文章均收錄於

「政治與法律」欄目。

非典型肺炎（SARS）在中國爆發，中國媒體報導今次疫情的處理備受關

注。「經濟、社會與傳媒」欄目刊登兩篇文章都以這次疫情為個案，探討

媒體與政府的關係。雲國強和呂品主張政府和媒體應建立緊急事件的信息

通報機制；胡逢瑛則指出事件反映民眾的知情權一直被剝奪，媒體以滿足

民眾知情權為發展方向是十分重要的。兩篇文章都對傳媒的報導情況做了

詳實的數據統計，請讀者留意。

「百年中國」刊登的兩篇文章分別探討清代初期及晚期民間現象的一個面

向。何素花回顧清初江南的社會風氣，剖析民間與朝廷意識形態的衝突；

魏飛回顧晚清發生的貴陽教案，這是清朝簽訂《北京條約》後發生的第一

宗教案，平息教案的過程困難重重，說明清廷所面對的複雜外交問題。

此外，德羅布克（John N. Drobak）及奈（John V. C. Nye）主編的論文

集──The Frontiers of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的中譯本



《新制度經濟學前沿》剛於今年一月出版，李增剛在今期的書評欄目，為

我們簡略介紹該書所收錄的文章。

最後，今期「人文天地」的內容十分豐富，三篇評論文章的主題分別是：

元曲雜劇、以基督教信仰作主題的現代小說、以及郁達夫的文學作品，在

此不再一一介紹，請各位讀者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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