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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台湾政治转型与分离倾向》作者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方法，坚持邓小平“一国两
制”思想和江泽民“八项主张”，把是否有利于祖国统一作为审视台湾政治转型的主要标准。
将历史考察与实证研究相结合，这种综合分析的方法应予以肯定。
不少论点有独到见解和创新性，显示了作者扎实的学术功底和政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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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勇，男，1970年10月1日生。
山东省菏泽市曹县人。
博士。
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外事局副局长。
　　先后获得聊城师范学院（今聊城大学）哲学学士，南开大学法学硕士，清华大学法学博士。
英国伦敦经济学院（LSE）、莱斯特大学访问学者。
　　曾任南开大学政治学系学生辅导员，南开大学研究生会主席，共青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处长，全国
青联国际部副部长，全国学联副秘书长，中国青年国际人才交流中心副主任。
　　曾在《人民日报》、《求是》、《党政论坛》、《社会科学》、《台湾研究》、《思想政治工作
研究》、《道德与文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等报刊公开发表文章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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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政治发展理论与西方政治转型理论的区别第二节　台湾政治转型研究现状一、岛内研究现
状二、西方学者的研究三、大陆台湾研究概况第三节　台湾政治转型主要研究问题一、台湾政治转型
时间界限二、台湾政治转型主要研究问题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第二章　台湾政治转型的背
景和过程第一节　台湾政治转型的背景一、经济发展推动政治转型二、阶级关系的变化三、祖国大陆
发展的影响四、国际形势影响第二节　台湾政治转型的过程和内容一、转型之初的台湾“宪政”二、
李登辉的六次“修宪”三、陈水扁“二阶段宪改”与第七次“修宪”第三节　台湾政党政治与政治转
型一、“泛蓝”阵营与“泛绿”阵营二、选举与政治转型第三章　民主化的扭曲——“台独”第一节
　台湾民主的历史含义一、反对外国殖民统治，争取中华民族独立二、反抗专制统治，争取当家作主
三、反对分裂祖国，争取国家统一第二节　李登辉对“民主化”的歪曲一、歪曲“主权在民”，为分
裂打下理论基础二、利用“宪政改革”，建造分裂体制三、蓄意分裂国民党，削弱国民党实力四、充
当“台独”总后台，扶植“台独”势力五、逐步把两岸关系定位为“两国论”第三节　“台独”新发
展及陈水扁“台独”路线一、“台独”势力发展的原因二、“台独”势力发展的新特点三、民进党的
“民主”和“台独”四、陈水扁的“台独”路线第四章　“本土化”的异化——“去中国化”第一节
　台湾“本土化”的历史含义一、台湾“本土化”的历史概况二、台湾“本土化”的固有含义第二节
　“本土化”的异化一、构造以“认同问题”为核心的“本土化”理论体系二、推行以“重建心灵”
为目的的“文化台独”政策三、实施以“去中国化”为形式的“隐性台独”策略第三节　异化“本土
化”的实质及危害一、异化“本土化”的实质二、异化“本土化”的危害第五章　“国际化”的蜕变
——“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第一节　李登辉的“务实外交”一、“务实外交”的背景二、“务
实外交”的提出及内容三、“务实外交”的危害第二节　陈水扁的“多元外交”一、巩固与拓展与“
邦交国”关系二、提升与无“邦交”国家的“实质关系”三、积极参与国际组织第三节　“民主外交
”一、推行“国会外交”二、推行“全民外交”三、推行“人权外交”四、推行“NGO外交”第四节
　“民主化”与“国际化”一、“民主化”与“国际化”的关系二、美国与台湾的“民主化”和“国
际化”第六章　台湾政治转型与两岸关系第一节　民主与“台独”一、民主演变成分裂的工具二、分
离倾向发展的特点第二节　最危险的动向——“台湾法理独立”一、制定“公民投票法”，规定公投
的法律程序二、推动“公投入宪”，设定公投法理基础三、进行尝试性公投，逐渐接近“台独”实质
议题第三节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一、大陆对台政策与台湾“民主化”二、以十七大精神为指导，做
好新时期对台工作参考文献第一节　中文文献第二节　英文文献附录民进党党纲行动纲领-我们对当前
问题的具体主张台湾前途决议文正常国家决议文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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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政治转型与台湾政治转型研究　　孙中山先生1922年8月在《统一宣言》中曾经说过：“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这一点已牢牢地印在我国的历史意识之中，正是这种意识才使我们能作为一
个国家而被保存下来”。
中山先生还强调：“‘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
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享福；不能统一，便要受害。
”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21世纪面临的三大历史任务之一。
祖国的最终统一要靠“一国两制”的构想。
依靠这一构想，香港问题、澳门问题在20世纪末先后得到圆满解决，台湾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进程不
断推进。
　　“一国两制”，意即在大陆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仍实行资本主义制度。
台湾的资本主义制度既有资本主义的共性，又有基于台湾特殊的社会、经济和历史条件下的特性。
研究台湾地区的政治转型，是了解台湾、认识台湾的基础，是批驳“台独”分裂势力的需要，是贯彻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构想的要求。
　　第一节　什么是政治转型　　“政治转型”是当代政治发展理论的一个概念。
它是指一定社会的政治结构发生的重大变化。
它既包括狭义的同一社会内部政治结构及政治关系的重大变化，也包括广义的政治体制的根本变革。
　　一、政治转型理论的产生和发展　　政治转型既是政治发展的过程，又是政治发展的结果。
作为过程，它与政治发展是同一意义上的概念。
作为结果，政治发展与政治转型有着逻辑上的前因后果关系。
从理论上讲，政治转型是传统政治发展理论在当代的发展，是当代的政治发展理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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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作者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方法，坚持邓小平“一国两制”思想和江泽民“八项主张
”，把是否有利于祖国统一作为审视台湾政治转型的主要标准。
将历史考察与实证研究相结合，这种综合分析的方法应予以肯定。
不少论点有独到见解和创新性，显示了作者扎实的学术功底和政策水平。
　　——苏格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副所长　　该论文在学术上的最大特点，
是厘清了所谓“民主化”与“台独”倾向的关系，“本土化”与“去中国化”的关系，“国际化”与
投靠美国反华势力的关系，并在这些方面达到了国内理论界相关领域的最高水准，分析有深度，推动
了相关理论的发展。
　　——朱光磊　南开大学法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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