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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化《《《

短訊

國家的未來，未來的國家 

 

國家政府依其起源及實際運作情況，曾被稱為「必要之惡。」也有人以「巨靈」或是

「幽靈」稱之。在人類的發展歷史上，國家在政治、社會、經濟、文化、教育、科技

、環境等人民生活的各個層面都產生又深又廣的影響。 

 

以下我們以傳統國家組成之四要素來前瞻國家之未來以及未來之國家人民：「全球化

打破國土疆界」、「全世界人口流動之頻繁超越人類任何階段」、「每個國家都面臨

合法與非法移民的問題」、「多元族群國家成為最主流的國家型式」。多元文化政策

配合協商式民主成為不得不的運作模式。公民社會的深化與鞏固造成代議政治的缺陷

日益明顯，人民對政權與治權的權限與界線將會更加斤斤計較。 

 

土地：國家領土向外擴張的情形將非常普遍，但是大都經由協商、交易、與合作之方

式進行。傳統型式的領土概念將被打破，虛擬國土的爭奪將不亞於地理領土的競爭

，網路領域(internet do-main)可能決定一個國家之國力。 

 

政府：將面對跨國企業的嚴厲挑戰，由於人類在20世紀的物質飛速發展，21世紀政府

普遍面臨經濟成長遲緩，景氣不振的結果，人民對政府的不滿很難平息，政權輪替的

速度與頻率將大幅加快。 

 

另外，e政府的運作必須使政府與私人企業擁有相當的競爭力，甚至在某些領域上政

府的e化程度必須超越民間，而起帶頭與領導作用。 

 

主權：由於區域整合的普遍化及深化，國家將不再是唯一的行為者，代之而起的是「

超國家」（supranational）或是 「次國家」（subnational）層級的組織，國家主權

必然得讓渡出更多於這些新興組織。（紀舜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