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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語 汪明生 2018 年 1 月

2016 年台灣三度政黨輪替以來，兩岸交流更加明確係以民間產學的自發方式為主。本

期“公共事務評論”的實務篇，即介紹四段在過去 20 年來，於台灣地區與兩岸交流方面，

為求把握因應社會環境轉型變遷所呈現的際遇挑戰之下，所建構推進的返還原初的公民自發

連結努力。 

首先，是於 2017 年 11 月 5 日於高雄福華飯店召開的第二屆'孫中山與公共事務'論壇，

主題係為“一帶一路與科學傳播”，議題涵蓋兩岸南南合作、青年基層關注、與民間產學對

接等。值得介紹的是，在當前兩岸官方交流中斷的情況下，大陸方面有 30 位代表出席，南

台灣的南高屏澎等地區共有 300 餘人積極參與，可謂官冷民熱、密接地氣。會中所倡議的兩

岸南南合作，也是繼 2017 年 1 月於廣西柳州召開的首屆兩岸南南論壇以來，在台灣的首次

積極規模回應。 

其次，是於 2010 年 12 月 5 日與 8 日，分別於台北圓山飯店與高雄中山大學召開的“兩

岸 MPA 教育與大陸公共管理院長“論壇。大陸方面出席的各校公共管理學院院長與資深學者

近 70 位，台灣方面的參與層面規模亦十分廣泛踴躍，涵蓋南北兩地的公管學界、產業企業、

科技新創、政界領袖、政府部門、社團菁英、領域專家、表演藝術、宗教文化、大眾傳媒等，

充分反映呈現多元豐富公共領域課題事務的各個面向層次，不只空前，可謂絕後。 

復次，則是在 2008 年 5 月 18 日與 25 日，兩度於高雄深入基層群體與綠軍精神堡壘的

三鳳宮所舉辦的“兩岸佈局 高雄準備”論壇。當時總統大選剛結束，政黨再度輪替，高雄

民眾投給馬英九比謝長廷多了兩萬多票，多數人都預計期待兩岸將會大幅開放，連綠軍支持

者都十分關注。現場自發參與的，是一百多位靜靜聆聽的當地民眾，主講者則包括了跨國企

業 CEO、市府經發局長、在地學界領袖、地方民意代表與各個社團負責人等。此活動可謂

高雄在地多年來的兩岸議題破冰解嚴，然而兩天的拋磚引玉流量不抵20年的禁忌桎梏存量，

加以政治人物的瞻顧顢頇與選舉算計，8 年迄今境況依然、兩岸同志仍需努力。 

又次，本期實務篇共收錄兩篇論文，主題包含自主防災社區的培養營造及高雄自由經濟

示範區的回顧。前者透過實務操作，可讓居民充分了解災害防制的重要性，並以成功案例大

力推廣。後者討論如何在政府提出籌備後，卻又無疾而終，並以最沉痛的建議訴說，期望未

來高雄還能有較穩健的發展。 

歸結以上，由台灣與南台灣這 30 年來民主轉型下的城市發展與兩岸交流經驗看來，在

市場與政府大體雙皆失靈之下，以公民自發自我組織與自我管理的公民治理第三條路，確是

如同無論先進發達抑或傳統原始國家地區的普遍經驗一樣，是從邏輯理論與操作實踐上，最

終與僅存的唯一選項。一路走來當然不易，可堪回首足以告慰的，就是如同本期刊自 1999

年以來的摸索開創堅持至今，主要依靠與展現的，其實當然就是不忘初心的內在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