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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三合一選舉與國民黨 
 

■李永熾／台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建國黨發言人 

 

台灣目前正面臨後殖民主義與新殖民主義的競逐，建國黨正是後殖民

主義建國運動的急先鋒，必須積極進行「去殖民地化」的努力，同時

提出建國藍圖，以與李登輝本土化政權、民進黨有所區隔。  

 

 在民主國家，選舉是政黨向人民表達理

念、政策，尋求人民支持，以取得政權的

一種方式，所以每個政黨都應積極表達自

己的政治理念，提示自己的政策。執政黨

可藉選舉問政於民，以期繼續執掌政權；

在野黨則以不同的意識形態展現己黨的方

策，以期得到人民的認同，得以掌控政

權。但是，台灣在國民黨長期執政下，已

扭曲人民對政黨的認知，一味以「人」為

選舉主軸，忽略政黨在民主國家中所扮演

的角色，因而以「人」為主軸的所謂「選

賢與能」遂成為選舉的主要觀點，政黨反

而變得不重要。  

 去年底三合一選舉已充分顯示台灣的選

舉特質。所謂三合一選舉是指台北、高雄

兩市市長和市議員，再加上立法委員的選

舉；本來，市長與市議員的選舉屬地方性

質，立法委員的選舉屬國家層級，理論上

國家層級的選舉會影響國政的方向，應受

國人重視。但是，從三合一選舉過程觀

之，立委的選舉顯得無足輕重，北高兩市

市長選舉反而成為重頭戲。  

 在全國輿論將焦點集中於北高兩市市長

時，國民黨先在立委選舉方面積極佈署，

李登輝的油罐車將國民黨的聲勢凝聚起

來，將立委選情穩定後，李登輝才把焦點

傾注於台北市長選舉。台北市長選情在新

黨攻擊陳水扁挑撥省籍，陳水扁採取守

勢，馬英九陣營不涉入時，李登輝即為馬

英九站台，耳提面命般提出「新台灣人」

主義，頓時將陳馬的差距拉大，陳水扁的

敗相已經顯露。  

放棄市長選舉策略失當 

 這次三合一選舉中，建國黨策略上最大

的敗筆，是放棄參選北高兩市市長。這一

方面緣於建國黨內適當的人選不願參選；

另一方面則体恤台灣人民意欲民進黨嬴得

北高兩市市長的心情。其實，建國黨是以

建立台灣共和國為最高指標，在這指標

下，選舉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在選舉過

程中，建國黨可以利用種種方式宣揚獨立

建國理念及其內涵。一般人常指責台獨人

士只有口號，沒有實質內容，媒體也常如

是報導；建國黨其實可以利用選舉展現出

具有實內容的建國藍圖。台灣是一個非常

奇異的地域。本質上，台灣依然具有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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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色彩，不管國、民、新三黨如何修憲，

不管台灣人民怎樣選總統，只要中華民國

憲法繼續存在，台灣就難脫殖民地色彩，

但一般殖民地都在脫離殖民地建立新國家

之後，才進入後殖民主義時代，開始清算

殖民地時代的一切措施，並藉清算與批判

殖民地的過去，來建立具新國家色彩的國

家。台灣實質上尚未脫離殖民地色彩，但

台灣人民已在自由化運動開花結果之後，

展開了後殖民主義的建國運動。  

 但是，展開後殖民主義的建國運動時，

台灣另有一股潛隱的力量在展開新殖民主

義運動。台灣在國民黨的五十年統治中出

現了「沒有母國」的殖民地現象，但在精

神上卻始終有一個「母國」──中國。所

以，在實質的統治上，在台北的中華民國

政府支配著台灣，而不是在北京的中國政

府支配台灣，看起來台灣灣確實沒有台灣

之外的「母國」統治台灣；但在精神上，

中國影像卻一直控制著台灣人的心靈。這

個「中國」可以幻化為「文化中國」等。

統派份子一直強調「一個中國」不是「政

治中國」，而是「文化中國」，就是這個

道理。近年來，有一些人士與媒體不僅承

繼「精神母國」的支配形態，更進一步意

圖實質地將在北京的中國政府轉化為台灣

的「母國」，這就是新殖民主義現象。  

強化建國教育理念 

 在某種意義上，台灣目前正面臨後殖民

主義與新殖民主義的競逐，後殖民主義展

現脫（去）中國的建國運動，新殖民主義

則主張與中國合併（不論現在或未來）的

統一運動。建國黨是後殖民主義建國運動

的急先鋒。因其是後殖民主義政黨，必須

對現階段的本土化政權界定為將中國政權

落實於台灣的政治形態，並進行「去殖民

地化」的後殖民主義批判，同時積極提出

國土規劃之類建國藍圖。這樣才不會被隱

藏著中國影像的李登輝本土化政權所魅

惑，更可建立與民進黨中華民國化的差異

性。在媒體普遍傾向於本土化政權或新殖

民主義，不願為後殖民主義多置一辭的時

候，選舉本是建國黨宣揚理念、表達建國

藍圖的最好時機。  

 但是，建國黨放棄北高兩市市長的選

舉，而把重點擺在立委選舉。依一般慣

例，主張獨立的建國黨將主力放在立委選

舉之上，並沒有錯。但是，建國黨非常重

視與中華民國政制相對的建國藍圖，建國

藍圖強調國土規劃，即使是地方性的選舉

也跟國土規劃關係密切。為了建國目標，

建國黨大可不必理會民進黨北高兩市市長

的候選人，應該積極推出人選。但建國黨

鑑於台灣人民的要求，放棄了市長的參

選，而市長選情又獨佔了三合一整個選

情，建國黨非落敗不可。  

主客觀條件不利發展 

 建國黨在立委選舉上只當選一席，得票

率僅 1.5％，可以說敗得很慘。在統派、

維持現狀派和獨派的三分天下中，獨派的

代表建國黨僅獲 1.5％的得票率，似乎印

證了坊間所謂「台獨沒市埸」的說法。另

外，統派的代表中國新黨，得票率也大為

滑落，僅得7﹪多，雖沒市場，也比獨派

好得多。看來統獨在台灣似乎真的沒有市

場。  

 但是，在維持現狀派中，一般又將之劃

分為國民黨系統和民進黨系統，兩者都承

認中華民國體制，只是國民黨強調「主權

共享，治權分立」的兩個中國論，民進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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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主張主權不及於中國大陸的「一台一

中」論。換言之，國民黨與新黨不同的是

國民黨主張兩個中國式的「分治中國」，

新黨則是否定分治中國的「一個中國」

論；民進黨和建國黨最大的差異是民進黨

承認中華民國體制，但認為中華民國主權

只包含台澎金馬，建國黨否認中華民國體

制，台灣人民正運用「人民主權」建立

「去中國化」的台灣國家體制，所以不會

強調「一台一中」。至於新國家連線，依

彭明敏教授的看法，似乎也承認中華民國

體制，所以新國家連線在理念上與民進黨

沒有太大的差異，只有「清流」與否的差

別。但是，在一般人的觀念裡，大都不會

做如此精細的分梳，大都認為民進黨和新

國家連線都屬於獨派系統。三合一選舉過

後，才會有民進黨、建國黨和新國家連線

整合論述出現。  

 如果依前面分析，民進黨和新國家連線

顯然沒有克服中國影像的本土化質素，往

往將現階段中華民國等同於台灣，在這一

點上跟「去中國化」的建國黨相當不同。

也因為在認知上沒有做這樣明確的區隔，

台灣人民自然而然認為民進黨是維持現狀

派的台獨系統，只要民進黨執政就放心

了。也因此，台獨系統的資源就被台灣人

民希望所寄的民進黨吸納殆盡，建國黨很

難分得一杯羹。在沒有資源下，建國黨三

合一選舉已左支右絀，無法打出整體戰。

選後，建國黨提出深刻的檢討。  

 除了客觀環境對建國黨不利之外，主觀

條件方面，也有不足之處。自建黨以來，

黨員從高度的熱情逐漸冷卻，對黨的認同

感也無往昔的熱情，而且在與其他獨派人

士的整合上耗掉了太多精力，也讓黨員失

去了信心。總部組織不夠健全，各部門主

管找不到適切人員擔任，以致許多工作無

法推動，選舉時更無法擬定策略，推出有

效的作戰方案。目前，建國當務之局，應

是總部的重建，藉總部的重建以重振黨員

的士氣。  

 總部組織不健全，總部的分支──各地

辦公處也不能吸納黨員為黨出力，為選舉

賣命。依建國黨選舉策略，候選人有義務

將選區內的黨員組織起來，做為選戰的基

石。然而，只有少數候選人能積極組織黨

員，與選舉互相配合。因此選舉挫敗，也

沒有得到組織上的附加利益。  

 建國黨的組織只有總部與分部兩級制，

總部統籌一切事務；分部則具備相當重要

功能。五十多年來，台灣在日治時代所形

成的一體感，已為國民黨殖民政權所分

化，尤其「匪諜就在你身邊」的分化作

用，造成台灣人相互之間的不信任感與猜

忌，要克服這種不信任感與猜忌的疏離異

化現象，鄭欽仁教授與民進黨人士曾在八

○年代提出命運共同體，李登輝也在九○

年代提出生命共同體，希望台灣人民有一

體的共同感覺。建國黨的分部構想就以命

運共同體為整體基礎，以社區主義為建構

基石，所以以20位黨員組織一個分部，這

20位黨員可以是地域性的，也可以是職業

性的。希望他們彼此間有疑難，互相扶持

解決，以達到互相任信、互相尊重的境

域。  

 很可惜，因為總部組織不健全，以致分

部的建置也沒有積極發展，甚至黨員對分

部組織的思想基礎都不十分熟悉。這是建

國黨必須努力的地方。  

 公元二千年的總統大選將是台灣的一件

盛事。談到二千年的大選必須檢討到1996

年的總統民選。那次總統大選，在過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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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中國試射飛彈威脅台灣的安全，讓李

登輝大罵中國「土匪」，選票也因而集中

於替台灣人出口氣的李登輝身上；但李登

輝選上總統，在就職演說中大罵台獨，強

調「文化中國」，這無異向世界宣佈台灣

與中國的統一方向；民進黨也在「大和

解」「大聯合」的策略下，放棄往昔「反

國民黨」的政策，對中國也採取「和解」

「談判」的西進政策，無視中國對台灣的

外交封鎖與武力威嚇。在這種狀況下，為

了對抗中國，為了代台灣人民向世界表達

獨立的心聲，一些學術界與社運界人士挺

身出來組織建國黨。在整體社會苟且偷

安、未能體認獨立重要性的情境下，在各

級選戰中，建國黨是屢戰屢敗，輿論也以

「泡沫化」觀之。如果建國黨以建國為最

高指標，而社會又無危機意識，建國黨屢

戰屢敗是可以了解的，但屢戰屢敗就要放

棄二千年的總統大選嗎？  

民主自決反對統一 

 總統大選在某層面上具有公民投票意

旨。如果在選戰過程中，積極宣揚台獨，

獲得了絕對多數，當選總統，在就職演說

宣佈脫離中國獨立，就名正言順了。所以

總統選制站在獨立建國立場，主張採用絕

對多數制有其必要性。1996年總統大選，

中國以飛彈試射威脅台灣，就是怕台獨的

聲音太過響亮，以致形成公民投票的局

面。李登輝就職演說大批台獨，某種程度

上緩和了中國對台的高壓，改以笑臉封殺

台灣，拉台灣談判。二千年總統大選更接

近江澤民2006年「收復」台灣的年代，獨

立建國的聲音越響亮，越可以向中國的併

吞台灣說「不」，也可以向世界表達台灣

人民「獨立建國」的心聲。否則在選舉過

程中，「獨立建國」無聲，將使國際社會

認為台灣樂於跟中國統一合併；國民黨已

不能讓人相信，民進黨也一心為「執

政」，獨立建國不具吸票功能，不可能在

選舉過程中大力宣揚。因此，建國黨的建

國精神必須在這場選戰中表現出來。  

 但是，建國黨就像獨立建國路上充滿荊

棘一樣，不能免於披荊斬棘的辛勞，因為

立委選舉不能越過5﹪門檻，要推出總統

候選人，勢必需要20萬人的連署。台灣人

民要不要獨立建國的聲音在二千年大選中

發出來，就要看台灣人民要不要參與建國

黨的連署運動了。當然，建國黨未來也必

須在這方面多加努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