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許多政治觀察家均認為，台灣即將在3月20日舉行的總統大選，對於島內政

局發展、兩岸關係走向，或是東亞戰略格局的變化，都勢必帶來深遠影響。這

場選舉的結果，將對台灣島內延宕多年的文化認同衝突、國家定位分歧、憲政

體制改革藍圖爭議，以及兩岸經貿正常化等議題上的對立，劃下一個階段性的

句點。選戰結果也足以牽動中國大陸國家發展目標的優先順序，以及左右北京

與華府的全盤戰略合作與競爭關係。這樣的觀察，並非全無根據。但是一個正

常的民主體制是很難承受這樣的萬鈞之重。當各方政治勢力都將這場選舉的重

要性拉抬到了極致，選戰就無可避免地演變成一場你死我活的政治鬥爭，民主

競爭的基本規範與倫理必然遭到踐踏，理性的政策討論空間也必然受到嚴重壓

縮，公民社會的自主也必然受到泛政治化的侵蝕。這對台灣這樣一個新興民主

體制而言，是一場非常嚴酷的考驗，既考驗台灣民眾對於民主體制正當性的信

念是否牢固，也考驗民主競爭機制是否仍能發揮凝聚與整合社會意志的功能。

就島內政治生態而言，這場選舉等於是四年前將陳水扁推上總統寶座那場

選戰的延長賽。2000年的選舉雖然帶來台灣民主化以後的第一次正式政權輪

替，並導致國民黨長期支配地位的崩解，但並未能幫助台灣的政局理出一個明

確方向。過去四年來陳水扁一直無法擺脫少數總統的困局，始終未能開闢出一

條明確的新中間路線。由國民黨與親民黨（泛藍陣營）主控的國會與民進黨主控

的行政部門，為了爭奪政策主導權，不斷發生碰撞。藍綠兩大陣營幾乎在所有

的重要政策議題上都僵持不下。藍綠陣營都寄望能經由這次選舉真正一決勝

負，選舉結果將可確立究竟哪一方真正代表主流民意，究竟哪一方應該享有對

於國家大政方針的主控權。

台灣選民的歷史抉擇

港台選舉與兩岸三地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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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常態民主體制下，一場總統大選本來只應該決定未來一段時間的執政地

位與政策路線，在四年任期屆滿後又是一場全新的政黨競賽，任何一場選舉都

不應該被當成一場生死關頭的決戰，政權來回輪替本屬民主政治的常態，沒有

永遠的贏家，也沒有永遠的輸家。但是，很不幸的是，在台灣特殊的國家建構

歷史脈絡下，極度不健康的政黨競爭生態�，以及過去十二年兩岸間所積累的

衝突能量已接近臨界點的情況下，這場選舉的意義的確非比尋常。島內外各種

政治力量都傾向於將這場選舉視為台灣政治發展以及兩岸關係的歷史分水嶺，

島內有些政治人物更將這場選戰看成生死攸關的「最後一役」。

台灣島內執®於獨立建國運動的人士，把這場選戰看成攸關®台灣本土路

線存續的歷史轉關頭。他們一直擔心時間未必站在台灣這邊，隨®中國經濟崛

起，實現台灣正式獨立的契機將稍縱即逝，台灣必須積極把握當前的歷史機

遇。因此，如果泛綠陣營無法守住2000年選戰獲得的執政戰果，不但李登輝所

倡議的2008年台灣獨立時間表無由實現，台灣建國運動辛苦積累的政治能量也

將面臨嚴重的消退。他們擔心李登輝主政期開始推動的本土路線，可能在泛藍

上台後出現逆轉。他們更擔心，一旦泛藍執政，必將在短期間內開啟兩岸三通

這道閘門，兩岸的經濟整合趨勢將無可逆轉，台灣無形中將被吸入中國的經濟

勢力範圍。同時，一旦這道經濟防線失守，也等於是在政治上與文化上門戶洞

開，台灣將無法防堵中國的政治與文化力量滲入島內，「去中國化」的文化政策

將功虧一簣，台灣民族主義成長所需要的政治土壤將受到嚴重破壞。所以這是

一場攸關台灣獨立前景的「聖戰」。

對於泛藍陣營的堅定支持者而言，這場選戰是一場中華民國保ø戰，也是

中華民國憲法的保ø戰。李登輝所推動的「台灣正名運動」，以及陳水扁所揭示

的2006年「公投制憲」時間表，都意謂®他們所珍惜的國家體制與憲政體制正面

臨嚴峻的存續挑戰。他們擔心，泛綠陣營的政治路線如果首度獲得過半數民意

的支持，台獨理念將勢如破竹，躍升為台灣社會的主流價值；而他們主張的「憲

法一中」架構，以及「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兩岸關係定位論述，將在台灣的輿

論市場中迅速邊緣化。他們也擔心，民進黨政府上台後積極推動的「去中國化」

政策，在陳水扁連任後將變本加厲。他們更擔心，陳水扁的「公投制憲」時間表

會將兩岸關係帶向軍事攤牌的險境。所以這場選舉，既關係®中華民國的存

續，也關係®兩岸的和與戰。

從現實的政治利益出發，藍綠陣營的領導層都有「絕不能輸」的沉重心理壓

力。泛綠擔心，如果讓泛藍奪回執政寶座，國民黨將有機會重整旗鼓，就像日

本的自民黨一樣，可以很快恢復其支配性政黨的優勢地位，因為泛藍在駕馭國

家機器與建構社會多數支持上本來就駕輕就熟。泛綠陣營的領導層更擔心，兩

岸經貿正常化後所釋放的巨大經濟機會，將讓國民黨有機會重新將大企業與地

方派系的經濟利益與追求兩岸和解的大陸政策緊密聯繫起來。當這些潛在的經

濟利益被調動起來後，過去民進黨長期經營的政治路線的成長空間將受到壓

制，民進黨將無法擺脫其長期在野的歷史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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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藍領導層對於自己的政治前景也懷抱極深的憂慮。他們擔心泛藍絕對經

不起再次的挫敗，如果無法在這次選舉奪回政權，泛藍陣營將難避免樹倒猢猻

散之局。尤其是國民黨必然會再度面臨分裂危機，「台灣國民黨」與「中國國民黨」

之爭將正式浮現台面，以中南部為政治基地的部分國民黨本土派成員，如果爭

奪國民黨領導權不成，就可能選擇靠攏李登輝的「台聯」，或選擇與聲勢大漲的

民進黨合作。一旦泛藍無法掌控立法院的多數，國民黨的大多數黨產將無法躲

過查封的命運，國民黨的黨機器將無以為繼。最令泛藍領導層擔憂的是，如果

民進黨繼續執政，民進黨當可順利全面掌控軍隊與情治系統、公務人員體系、

司法與檢調系統、國營事業、學校與警察。同時，民進黨還可以利用行政資

源，在威脅利誘之下，逐步收編地方派系，瓦解國民黨在地方基層的政治基

礎。同時，民進黨政府在收編平面媒體與電子媒體上，將更加得心應手，立場

傾向泛藍的媒體將難以為繼。換言之，民進黨將可佔據所有維持執政地位的戰

略制高點，國民黨即使有像馬英九這樣的超人氣政治明星，也難以抗衡泛綠在

天時與地利上的絕對優勢。

北京領導人在台灣大選揭曉的前夕，也難掩其內心的焦慮。因為這場選舉

的結果將對於中國大陸的「和平統一」基本方針構成前所未有的挑戰，因為「和平

統一」的基本前提是：台灣多數民眾不支持台灣獨立、不排斥統一。如果多數

台灣民眾透過選票，讓陳水扁的「一邊一國」與「公投制憲」主張取得無庸置疑的

正當性，這也就意謂®「和平統一」前景的破滅。陳水扁連任所彰顯的台灣多數

民意趨向，將迫使他們思考是否必須全盤修訂對台政策的基本方針。這也意謂

®，北京領導人將被迫重新考量國家目標的優先順序，縱使中共領導人仍想全

力維護有利於改革開放的穩定外部環境，海峽形勢的發展卻使得這個基本發展

戰略的可行性面臨嚴酷考驗。

雖然泛藍陣營領導人在選戰過程中的部分言論，也曾讓北京領導人心驚膽

跳，不過北京當局仍然期盼泛藍陣營勝出，因為泛藍當選至少可以讓北京當局

化解燃眉之急。泛綠落敗意謂®台灣多數民眾不支持陳水扁的「公投制憲」時間

表，北京在短期內不必費力拆解台獨的引信，甚至可以將兩岸關係從軍事攤牌

邊緣拉回對話與協商的軌道。泛藍當選至少意謂®「三通」在短期內實現的可能

性大為增高，而且北京領導人將有機會十年來第一次不是面對一個信仰台獨理念

的台灣當局，第一次與一個走務實路線的台灣當局交手。北京理解泛藍堅決反對

「一國兩制」，但也相信其無意推動台灣獨立建國路線，可以讓北京對「和平統一」

仍抱一線希望，甚至有機會從連續十年「反台獨鬥爭」的夢魘中蘇醒過來。

華府的決策者也意識到，這次選舉對於美國所極力維護的兩岸不統不獨之

局構成一次嚴峻的挑戰。過去美國對於台灣領導人所推動漸進式台獨政策，基

本上採取默許的態度，只要台北在分寸上有所拿捏，只要台灣當局的步伐在進

退行止之間可以跟美國的政治與外交操作充分配合，美國並不覺得有攔阻漸進

式台獨的必要，甚至認為漸進式台獨符合美國的戰略利益，因為漸進式台獨可

以有效平衡台灣在經濟上過度向大陸傾斜所可能帶來的政治副作用。所以華府

這場選舉的結果將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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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來不願公開指責，台灣的政治人物有可能為了選舉的需要而蓄意挑釁北京。

當陳水扁在選戰初期首度拋出「WHO公投」議題時，美國一方面在檯面下表達關

切，一方面試圖將其定位為「選舉語言」，來沖淡其政治意涵；等到陳水扁突然

拋出「公投制憲」與制憲時間表時，美國已經無法以「選舉語言」視之，乃被迫啟

動危機管理機制，並強力要求台北重申「四不一沒有」；等到泛藍在「公投法」表

決上棄守底線，以及陳水扁宣布三二○舉行「防禦性公投」，甚至提議就「一邊一

國」進行公投時，白宮才察覺事態嚴重，因為在短短幾個月內，在沒有任何預警

的情況下，台北已經連續衝破美國三道警戒線。為了亡羊補牢，布什（George W.

Bush）乃親自披掛上陣介入台海的危機管理，並向台灣當局傳達最直接了當的警

示語言。這時，連布什團隊�原先主張圍堵中國的鷹派也開始對民進黨政府不

諒解，因為他們發現漸進式台獨路線並不是一個他們可以運用自如的戰略棋

子，這枚過河卒子向前衝的慣性會打亂美國的戰略布局。

華府的決策者這次終於體認到，如果任由台灣的政治人物透過民主程序汲

取片面改變台海現狀的政治能量，如果繼續默許台灣的政治領導人物不斷以挑

逗北京作為贏得選票的廉價手段，不但美國對於台灣安全承諾的戰略風險將大

大增加，而且總有一天美國可能意外地被台灣拖下水。武力攤牌對於中共領導

人而言固然是難以想像的最後手段，但對於美國而言又何嘗不是。美國從來沒

有跟一個擁有核武的國家正面爆發過軍事衝突；美國雖然在先進武器上仍擁有

絕對優勢，但解放軍對於美國在亞洲的軍事基地與第七艦隊的威脅能力也與日

俱增；同時，由於中國大陸在全球經濟體系內的地位日益重要，西方國家對於

中共進行經濟制裁，固然會重創大陸經濟，但全球供應鏈也會出現嚴重失序，

世界經濟必然陷入長期衰退。所以布什政府不能允許台灣的政治人物為了選戰

的需要，而將美國士兵的生命、東亞和平，以及全球經濟作為政治賭注。

當選舉的政治張力繃到如此之緊，台灣多數選民的心情是十分沉重的。因

為政治人物已經將這場選戰設定成為一場世紀的豪賭，賭注包括國家定位、兩

岸和戰、憲法存續、下一代的文化認同、藍綠的政治氣數，以及政治人物的身

家性命。可憐的台灣選民，他們完全無法從這場政治豪賭中脫身，只能硬®頭

皮選邊押注。他們大多數也沒有心理準備要在此時此刻來同時面對這許多高難

度議題，來同時面對這一系列無可逆轉的抉擇。多數選民真正最關心的是：台

灣何時能擺脫朝野惡鬥的政治亂象，重新找回台灣社會失落已久的自信心與方

向感；他們最期盼的是政治人物能停止操弄撕裂性與歧視性的政治圖騰，務實

面對當前所面臨的各項嚴肅的生存與發展挑戰。

事實上，無論3月20日哪一個陣營勝出，台灣的下一任領導人都將面對一連

串棘手的民主治理難題。台灣內部在國家認同上的分裂仍將是一道無解難題。

自從80年代後期台灣的國家結構出現正當性危機之後，台灣的民主體制就一直

無法擺脫社會難以整合的困境，因為身份認同與政治社群想像上的分歧一直是

台灣內部最具破壞性、撕裂性的矛盾，這個尖銳的矛盾阻斷社會共識、消耗內

部精力、誘發政治惡鬥。90年代李登輝雖然全力打造「台灣主體意識」，並沒有

華府的決策者體認

到，如果繼續默許台

灣的政治領導人物不

斷以挑逗北京作為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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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武力攤牌對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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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的政治人物為了選

戰的需要，而將美國

士兵的生命、東亞和

平，以及全球經濟作

為政治賭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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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真正消弭這個深層矛盾；同時，90年代後期的國族建構運動，不但帶有相當

的揠苗助長成分，也並不能提出一個有國際現實基礎的國家結構改造藍圖，所

以其根基並不牢固。在兩岸競爭形勢開始明顯逆轉之後，台灣民眾在政治社群

想像上的分歧，又開始逐漸擴大。在台灣島上，有愈來愈多的人不但不排斥漸

進式的經濟、文化與政治統合，而且認為兩岸統合是必然趨勢，也是保障台灣

享有長期的安全、和平、自主與繁榮的合理安排。但也有為數可觀的群體，堅

持獨立建國的理想，急欲擺脫對於「中國」的經濟依賴與文化聯繫，準備與「中國」

進行長期的政治抗衡與軍備競賽；為了維護台灣能保有最終走向完全獨立的機

會，他們願意付出高昂的經濟與軍事代價。在政治人物的推波助瀾下，這兩種

截然不同的未來願景形成島內水火不容的兩條政治路線，也形成兩邊追隨群眾

間相互的猜疑與敵視。其結果是，每選舉一次，心理裂痕就擴大一次，更增加

選後社會整合與政治協商的困難。

下一任的台灣領導人也會發現，過去四年正當台灣身陷政治內耗之際，外

部環境的變化腳步卻不斷加快。在兩岸同時加入世貿組織之後，台灣的多數產

業均面臨門戶洞開下的生存挑戰，中國大陸的經濟競爭壓力更如排山倒海般而

來。同時，在東亞的新秩序�，台灣正面臨前所未有的邊緣化危機。「東協加

三」的區域合作架構已經制度化，一個以東亞為主體的自由貿易區以及貨幣聯盟

的合作框架也正在積極醞釀之中，東亞地區經濟的重心正逐漸從日本移向中國

大陸。同時，北京在建構東亞區域合作體制上的主導能力與日俱增，如果台灣

遲遲無法與中國大陸在政治定位問題上取得共識，將注定被排除在新興的東亞

區域整合機制之外。同時，過去四年之間，當台灣內部還在為「九二共識」與「三

通」議題爭論不休之際，跨國企業已經失去對台灣的興趣，紛紛過門不入；中國

大陸的高科技產業更是急起直追，並對台灣的資金與人才產生強大的磁吸作

用。五十萬社會菁英的出走，令台灣高科技產業與服務業的轉型與升級充滿變

數，並讓台灣經濟陷入通貨緊縮陷阱的機率明顯增加。同時，在經濟成長力道

大幅減弱、結構性失業居高不下，以及在企業要求減稅的壓力下，政府稅基早

已遭遇嚴重侵蝕，台灣正面臨空前的財政危機。未來的領導人無可避免必須做

出痛苦的政策選擇，財政窘境已經無法讓政府同時因應兩岸軍備競賽、社會福

利支出、金融體系整頓的新增預算需求，以及為維持生活環境品質與國際競爭

力所必需的科技、教育、環保、交通與通訊基礎建設投資。

這意謂®，台灣的民主體制正遭逢空前嚴峻的治理能量考驗。3月的總統大

選以及年底的立法院選舉，是兩個重要的關卡，選舉結果將決定台灣是否能快

速走出藍綠陣營對峙的僵局，是否能促成一個主流政策路線的形成，以及凝聚

出一個足以為台灣的航向穩定掌舵的多數聯盟。

朱雲漢　中央研究院政治學所特聘研究員，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

在台灣島上，有愈來

愈多的人認為兩岸統

合是必然趨勢，也是

保障台灣享有長期和

平與繁榮的合理安

排。但也有為數可觀

的群體，堅持獨立建

國的理想，急欲擺脫

對「中國」的經濟依賴

與文化聯繫。3月的

總統大選以及年底的

立法院選舉，將決定

台灣是否能快速走出

藍綠陣營對峙的僵

局，以及凝聚出一個

足以為台灣的航向穩

定掌舵的多數聯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