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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
麗
榮
、
黃
鳳
祝

韋
德
認
為
，
正
是

﹁
資
本
主
義
和
平
﹂
為
中
國
的
和
平
崛
起
贏
得
了
空
間
和
時
間
。
其
基
本

假
設
命
題
是
：
經
濟
發
展
、
資
本
市
場
的
整
合
、
共
同
的
國
家
利
益
、
外
交
政
策
取
向
的
相

似
性
，
有
助
於
減
少
國
家
間
的
武
力
衝
突
和
戰
爭
。
在
全
球
化
時
代
，
自
由
貿
易
和
經
濟
的

相
互
依
賴
對
於
世
界
和
平
的
促
進
作
用
比
民
主
更
直
接
、
更
重
要
。

大
國
的
崛
起
與
衰
落
，
意
味


全
球
政
治
、
經
濟
、
資
源
乃
至

價
值
與
標
準
的
失
衡
與
重
構
。
二

十
世
紀
上
半
葉
，
這
種
力
量
的
失

衡
引
發
了
兩
次
世
界
戰
爭
，
最
後

在
舊
秩
序
的
廢
墟
上
實
現
均
勢
的

重
建
。
全
球
化
時
代
，
作
為
世
界

上
人
口
最
多
的
國
家
，
中
國
經
濟

的
快
速
發
展
無
可
避
免
地
導
致
全

球
力
量
的
轉
變
。
由
此
造
成
的
全

球
性
陣
痛
，
令
人
疑
惑
世
界
何
以

會
和
平
接
受
中
國
的
崛
起
？
德
國

政
治
學
家
韋
德
︵E

r
ic
h
W
e
e
d
e

︶

的
答
案
是
：

﹁資
本
主
義
和
平﹂

︵T
h
e
C
a
p
ita
lis
t
P
e
a
c
e

︶
。

自
由
貿
易
讓
中
國
和
平
崛
起

韋
德
認
為
，
正
是
中
美
、
中

日
、
中
歐
、
中
印
、
大
陸
與
台
灣

之
間
的
自
由
貿
易
和
經
濟
依
賴
，

為
中
國
的
和
平
崛
起
贏
得
了
空
間

和
時
間
。

﹁資
本
主
義
和
平﹂
是

協
調
未
來
全
球
力
量
轉
變
的
最
佳

路
徑
。二〇〇

三
年
伊
拉
克
戰
爭
爆

發
後
，
針
對

﹁先
發
制
人﹂
的
戰

爭
，
歐
美
學
術
界
提
出
了
一
個
新

的
國
際
衝
突
理
論
：
資
本
主
義
和

平
論
。

﹁資
本
主
義
和
平﹂
也
可

以
理
解
為

﹁經
濟
自
由
和
平﹂
或

﹁全
球
化
和
平﹂
，
其
基
本
假
設

命
題
是
：
經
濟
發
展
、
資
本
市
場

的
整
合
、
共
同
的
國
家
利
益
、
外

交
政
策
取
向
的
相
似
性
，
有
助
於

減
少
國
家
間
的
武
力
衝
突
和
戰

爭
。

韋
德
最
早
提
出

﹁資
本
主
義

和
平﹂
的
概
念
。
他
認
為
，
在
全

球
化
時
代
，
自
由
貿
易
和
經
濟
的

相
互
依
賴
對
於
世
界
和
平
的
促
進

作
用
比
民
主
更
直
接
、
更
重
要
。

二〇〇
七
年
美
國
政
治
學
家
伽
茨

克
︵E

r
ic
G
a
r
tz
k
e

︶
在
︽
美
國
政

治
學
季
刊
︾
發
表
︽
資
本
主
義
和

平
︾
一
文
。
他
的
經
驗
研
究
結
果

表
明
，
經
濟
自
由
水
平
較
高
的
國

家
，
彼
此
之
間
很
少
發
生
戰
爭
。

按
照

﹁資
本
主
義
和
平﹂
論
，
經

濟
自
由
並
非
和
平
的
充
分
保
障
，

諸
如
意
識
形
態
和
自
我
防
禦
的
需

要
，
都
有
可
能
導
致
衝
突
或
戰

爭
。
但
是
在
經
濟
自
由
水
平
較
高

的
國
家
，
發
生
戰
爭
的
可
能
性
相

對
較
少
。
在
一
個
不
具
備
穩
定
的

經
濟
自
由
機
制
的
國
家
推
行
民
主

政
治
，
比
推
行
集
權
政
治
更
易
發

生
戰
爭
。

武
力
推
行
民
主
增
戰
爭
風
險

﹁資
本
主
義
和
平﹂
論
的
提

出
，
是
對

﹁民
主
和
平﹂
論
的
批

判
與
補
充
。
冷
戰
以
後
的
歷
史
終

結
論
和
民
主
和
平
論
，
是
黑
格
爾

歷
史
觀
的
現
代
版
，
是
一
種
歐
洲

中
心
的
理
念
。
民
主
和
平
論
認

為
，

﹁民
主
國
家﹂
之
間
不
會
發

生
戰
爭
；
但
是

﹁民
主
國
家﹂
無

法
迴
避
與

﹁非
民
主
國
家﹂
的
戰

爭
，
為
了
實
現

﹁民
主
和
平﹂
的

崇
高
使
命
，

﹁民
主
國
家﹂
在
必

要
時
必
須
以
戰
爭
的
方
式
，
幫
助

﹁非
民
主
國
家﹂
建
立
民
主
，
以

此
在

﹁
非
民
主
國
家﹂
實
現
和

平
。
這
一
理
論
成
為
冷
戰
後
西
方

新
干
預
主
義
政
策
的
重
要
依
據
。

﹁民
主
和
平
論﹂
試
圖
構
建
人
類

的
民
主
聯
盟
，
把
全
世
界
納
入
一

個
精
神
共
同
體
，
其
理
論
出
發
點

是
：
人
類
可
以
通
過
共
同
的
價
值

與
情
感
和
諧
地
統
一
在
一
起
。
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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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
規
劃
世
界
的
對
外
政
策
理
念
追

求
的
是
價
值
合
理
性
，
其
出
發
點

是
對
西
方
理
性
的
信
仰
。

韋
德
反
對

﹁民
主
國
家﹂
運

用
戰
爭
手
段
在

﹁非
民
主
國
家﹂

強
制
推
行
民
主
化
。
他
指
出
，
在

一
個
周
遭
全
是

﹁非
民
主
國
家﹂

的
集
權
國
家
，
使
用
武
力
推
行
民

主
化
，
反
而
會
增
加
戰
爭
與
衝
突

的
風
險
。
瑞
典
學
者
戈
萊
蒂
馳

︵N
ils
P
e
te
r
G
le
d
its
c
h

︶
也
指

出
，
強
制
推
行
民
主
化
最
初
可
能

會
取
得
一
些
成
果
，
但
通
常
會
形

成
不
穩
定
的
民
主
化
國
家
，
長
遠

來
看
可
能
會
產
生
更
為
動
盪
與
危

險
的
結
果
。
近
期
的
經
驗
研
究
表

明
，
只
有
富
裕
的

﹁民
主
國
家﹂

彼
此
之
間
很
少
發
生
戰
爭
，
貧
窮

的

﹁民
主
國
家﹂
和

﹁非
民
主
國

家﹂
同
樣
易
於
捲
入
軍
事
衝
突
。

在
伽
茨
克
看
來
，
所
謂
的
民
主
和

平
只
是
自
由
市
場
與
自
由
貿
易
的

一
種
附
帶
現
象
。

﹁商
業
和
平
﹂才
是
永
久
和
平

資
本
主
義
和
平
可
以
追
溯
到

康
德
︵I

m
m
a
n
u
e
l
K
a
n
t

︶
的
商

業
和
平
理
念
。
康
德
在
︽
走
向
永

久
和
平
︾︵Z

u
m
e
w
i g
e
n
F
r
ie
d
e
n

︶

一
書
中
提
出

﹁
共
和
主
義
和

平﹂
，
主
張
通
過
自
由
國
家
的
邦

聯
制
度
，
構
建
一
個
世
界
共
和

國
。
康
德
的
世
界
共
和
國
與
但
丁

的
世
界
帝
國
相
對
立
。
但
丁
的
世

界
帝
國
，
是
古
羅
馬
殖
民
主
義
式

的
帝
國
，
以
基
督
教
為
意
識
形

態
。
康
德
的
世
界
共
和
國
，
以
自

由
平
等
的
協
商
為
前
提
。
康
德
反

對
用
武
力
干
涉
他
國
的
體
制
和
政

權
。
他
認
為
軍
事
力
量
、
聯
盟
力

量
和
貨
幣
力
量
都
有
可
能
對
別
國

構
成
威
懾
，
導
致
戰
爭
，
因
此
國

家
應
廢
除
常
備
軍
，
由
武
裝
市
民

擔
負
起
保
衛
國
家
的
任
務
。
康
德

的

﹁永
久
和
平﹂
並
非

﹁民
主
和

平
﹂
，
而
是
一
種

﹁
商
業
和

平﹂
。
康
德
指
出
，
商
業
機
制
是

保
障
永
久
和
平
的
理
想
手
段
；
商

業
精
神
通
過
互
利
，
把
各
個
民
族

團
結
在
一
起
；
商
業
精
神
是
無
法

與
戰
爭
共
處
的
。
亞
當
．
斯
密
也

主
張
，
以
共
同
的
國
際
貿
易
利
益

作
為
國
際
體
系
合
作
的
關
鍵
。

歐
盟
的
建
立
，
從
某
種
意
義

上
說
，
是
康
德
共
和
主
義
和
平
思

想
的
延
伸
。
一
九
五
一
年
成
立
的

歐
洲
煤
鋼
共
同
體
，
是
歐
洲
一
體

化
的
真
正
開
始
。
早
在
二
十
世
紀

二
十
年
代
，
阿
登
納
︵K

o
n
r
a
d

A
d
e
n
a
u
e
r

︶
就
致
力
於
實
現
德
法

和
解
，
主
張
將
法
國
、
比
利
時
和

德
國
的
工
業
有
機
地
融
合
起
來
，

以
保
障
持
久
和
平
。
因
為
平
行
發

展
的
、
步
調
一
致
的
經
濟
利
益
，

是
各
國
人
民
之
間
良
好
政
治
關
係

最
為
健
全
與
最
為
持
久
的
基
礎
。

阿
登
納
的
這
一
思
想
，
承
襲
了
康

德
商
業
和
平
的
精
神
。
與
康
德
理

念
不
同
的
是
，
歐
盟
無
意
放
棄
常

規
軍
隊
和
軍
事
聯
盟
，
同
時
嘗
試

借
助
統
一
貨
幣
的
力
量
，
進
一
步

提
升
歐
洲
國
家
經
濟
和
政
治
地
位

的
重
要
性
。
今
天
的
歐
盟
，
為
我

們
提
供
了
一
個
區
域
性
資
本
主
義

和
平
的
範
本
。

維
護
穩
定
與
可
持
續
發
展

資
本
主
義
和
平
不
是
戰
爭
的

免
疫
劑
。
經
濟
體
之
間
的
相
互
依

賴
，
有
助
於
降
低
戰
爭
的
風
險
，

但
是
不
等
同
於
可
以
避
免
戰
爭
。

戰
爭
與
和
平
取
決
於
多
種
因
素
。

資
本
主
義
和
平
與
民
主
和
平
的
分

歧
在
於
，
前
者
以
和
平
手
段
促
進

和
平
，
後
者
不
排
除
用
軍
事
手
段

促
進
和
平
。
美
國
在
阿
富
汗
和
伊

拉
克
發
動
的
兩
場
戰
爭
，
揭
示
了

民
主
和
平
的
危
險
性
。
資
本
主
義

和
平
對
先
發
制
人
戰
爭
的
合
法
性

提
出
質
疑
，
強
調
以
法
治
國
家
的

建
立
作
為
民
主
化
的
前
提
，
沒
有

法
治
國
家
的
基
礎
，
也
就
無
法
有

效
推
進
快
速
與
穩
固
的
民
主
化
進

程
。
這
一
點
與
中
國
的
發
展
路
徑

正
相
契
合
。
在
韋
德
看
來
，
維
護

穩
定
與
可
持
續
發
展
是
中
國
現
階

段
發
展
的
重
心
，
由
此
決
定
了
中

國
未
來
發
展
的
三
個
步
驟
：
首
先

是
確
立
國
家
認
同
，
其
次
是
完
善

法
制
建
設
，
待
條
件
成
熟
後
再
實

行
全
方
位
選
舉
。

﹁資
本
主
義
和
平﹂
與

﹁民

主
和
平﹂
的
根
本
區
別
在
於
，
後

者
把
世
界
作
為
一
個
可
規
劃
的
客

體
，
前
者
把
世
界
視
為
一
個

﹁場﹂
。
世
界
作
為

﹁場﹂
的
存

在
，
不
是
基
於
人
類
對
價
值
的
信

仰
，
世
界
秩
序
不
是
人
類
設
計
的

產
物
，
而
是
由
人
類
行
為
自
發
形

成
的
，
也
就
是
哈
耶
克
︵F

r
i e
-

d
r
ic
h
A
u
g
u
s
t
v
o
n
H
a
y
e
k

︶
所
說

的

﹁
自

發

的

秩

序

﹂
︵K

o
s
-

m
o
s

︶
。

︵
劉
麗
榮
是
復
旦
大
學
國
際

問
題
研
究
院
副
教
授
、
黃
鳳
祝
是

同
濟
大
學
歐
洲
文
化
研
究
院
教

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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