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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海峡两岸协议（以下简称“两岸协议”）是指海峡两岸间，经大陆的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简称“海协
会”）和台湾的财团法人海峡两岸交流基金会（简称“海基会”）平等协商，签署的对两岸均有一定
约束力的协议。2008年以来，两岸通过两会协商机制签署了二十余项两岸协议，涵盖了两岸交通运输
、 经济合作、社会合作等多个领域，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的构建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在两岸关系和台湾问题上，武汉大学有着悠久的研究传统。2012年4月，武汉大学以国家重点（培育）
学科、湖北省特色学科武汉大学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学科的研究人员为骨干，集合武汉大学国际法学、
政治学、公共管理等优势学科的涉台研究人员，成立了武汉大学两岸及港澳法制研究中心。成立之初
，中心即以突出的成果获批校级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14年6月，中心正式获批湖北省人文社
科重点研究基地，开启了武汉大学两岸关系法律问题研究的新起点和新篇章。
本书是武汉大学两岸及港澳法制研究中心获批湖北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以来的又一重大学术成果
。本书以两岸协议为主要研究对象，全景式地回顾了两岸协议在2008年到2014年的实施情况，这既是
对过去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一种总结，也是对当前正处于“深水区”中的两岸关系的一种展望。 本书
是集体合作的成果，根据分工和实际完成的情况，各部分的作者分别是：
总报告：周叶中、祝  捷、段  磊
背景篇：段  磊
商谈篇：张  培
效果篇：段  磊、莫广明
媒体篇：向雪宁
理论篇：祝  捷、段  磊
大事记：莫广明、张  培
全书由周叶中、祝捷统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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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武汉大学两岸及港澳法制研究中心是依托国家重点培育学科武汉大学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学科成立的、
以两岸及港澳法制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科研机构，是湖北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心主任周叶
中教授及其团队长期围绕两岸及港澳法制开展理论与对策研究，出版两岸及港澳法制方面的论著10余
部，在国内外重要期刊发表论文100余篇，主持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
项目等境内外项目40余项，编辑《两岸及港澳法制研究论丛》、《两岸及港澳法制理论文献要报》和
《台情简报》等连续出版物或内部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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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报告 两岸协议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的构建
一、两岸协议的制定
二、两岸协议的生效与适用制度
三、两岸协议的联系主体制度
四、两岸协议的解释制度
五、两岸协议的变更制度
六、两岸协议体系的构建
七、两岸协议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中的作用
第一部分 背景篇
一、两岸事务性协商的初创
二、两岸两会事务性协商机制的建立与中断
三、两岸党际交往的发展与两岸两会复谈
第二部分 商谈篇
一、两会复谈与制度化协商机制的重
二、两会事务性商谈频繁举行与事务性协议的批量签署
三、“后ECFA时代”与两会事务性商谈的平稳发展
第三部分 效果篇
一、2008年以来两岸协议执行的总体效果
二、2008年以来两岸协议执行的社会效果
三、2008年以来两岸协议执行的经济效果
四、2008年以来两岸协议执行的法制效果
第四部分 媒体篇
一、各方媒体对两岸事务性商谈与两岸协议评价的总体特点
二、两会领导人再握手，两岸制度性协商恢复
三、两岸事务性协商进入高速发展阶段
四、两岸事务性协商的“后ECFA”时期
五、“服贸之争”与两岸事务性协商的“深水区”
第五部分 理论篇
一、以两岸协议为研究对象的相关理论成果
二、以两岸关系为研究对象的相关理论成果
三、以台湾地区内部政治问题为研究对象的相关理论成果
第六部分 大事记
附录：两岸协议文本（1993-2014）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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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武汉大学两岸及港澳法制研究中心编：《海峡两岸蓝皮书（2008-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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