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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民主的和平」的研究是一橫跨國內政治與際政治兩大領的課題。

其基本的假設主張一個國家與他國的互動行為是受到國內政治結構與

運作方式的影響所謂外交是內政的延長。總的來說，民主程度愈高的國

家愈不可能與他國發生衝突。即使發生衝突，也較不可能以暴力的手段

解決之。就政策的實用性而言，促使全世界所有國家的民主化將是邁向

世界和平的重要關鍵，是一個具有相當吸引力的論調。同時，這也是一

個衝擊力相當強的學說，強烈挑戰當前現實學派對國際政治的認知。基

於這些重要性，多位學者對「民主的和平」進行有系統的實證調查，支

持民主確實有助於減少國與國間的暴力衝突，但此論述的適用性要集中

於民主國家間。 

    本文應用「民主的和平」的研究者的經驗，對兩岸敵對狀況的發展

進行分析，結果顯示在相當程度上「民主的和平」可以提出合理的解釋。

最後，作者對我國的大陸政策提出簡單的建議：政治上採取強硬的態

度，經濟及文化上則加大及加快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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