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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問題是近年來人們關注的焦點，本期「政治與法律」欄目推出三位青

年學者的論文，它們分別從不同的角度對台灣問題展開了分析：薛力的

〈台灣問題──一種建構主義的分析〉運用國際關係理論中的建構主義理

論，對台獨的歷史形成、現狀及未來可能的發展進行了分析，指出台獨的

深層原因是族群認同的變化，並由此提出了一些相應的政策建議；梁忠的

〈民進黨的對美作為（2000－2004）──游擊式的外交操作〉指出民進黨

的游擊式的對美作為是實現其台獨政治訴求的主要手段；王俊生的〈兩岸

與美國軍事外交的評估〉認為，在當今的國際關係中，中美關係是最具有

全局性和代表性的一組關係，而台海兩岸的軍事關係是影響中美關係的一

個重大變數。

魏文享的〈近代行規法律效力的演變〉以1930年行規討論案及「重整行規

運動」為中心，較詳細地描述了民國時期國家給行規賦予法律合法性的努

力以及由此引起的一些後果，指出「重整行規運動」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

行規作為因循守舊的習慣的不良形象，使之向成文化、科學化、合理化的

方向發展，是有其積極意義的。

藍勁松的〈中美研究型大學校長學術背景之比較〉從教育背景與工作背景

兩大領域對中美兩國研究型大學校長的學術背景進行了系統的描述與分

析，指出了雙方的不同之處，並進而提出了改進中國研究型大學校長選拔

政策的三點建議。

「人文天地」欄目的兩篇文章，孫隆基的〈「和你在一起」與不要和你在

一起〉由陳凱歌的影片「和你在一起」一路說開去，指出在中西電影表面

上的敘事差異背後實際上是文化價值觀念上的差異；吳勵生的〈網絡言說

與現代性精神〉通過對大陸文學及學術思想類網站的分析，認為網絡在促



進公共言論空間的產生以及推動中國社會由傳統向現代的轉型過程中能夠

發揮無可替代的力量和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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