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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公元兩千年總統大選 
 

■胡忠信／自由時報主筆 

 

 即將在公元2000年3月舉行的台灣總統

大選，是第二次舉行總統直接民選，不但

牽涉到政權的延續性，也可能造成政權的

轉移，加上中國因素的擴大化，海內外無

不賦予高度關注。  

陳水扁落選是結構因素使然 

 民進黨在1997年12月的縣市長選舉曾獲

42％選票，首次在得票率與席次上超越國

民黨，當時民進黨氣勢如虹，頗有直搗黃

龍的「準執政」架勢。然而，1998年12月

的三合一選舉，民進黨立委得票率卻下滑

到30％，不但國民黨在立院掌握了穩定多

數，民進黨的明日之星陳水扁亦失去台北

市長寶座，民進黨的執政氣勢受挫。然

而，縣市長選舉是一對一選舉，民進黨得

票率自然上揚；但立委選區遼闊，國民黨

又以買票方式固樁，加上建國黨、新國家

連線瓜分票源，民進黨由三年前的33％立

委得票率下滑3％，乃自然之理。陳水扁

之失敗，是國民黨進行族群動員，台北市

的選民結構相當特殊，在外省族群的夾殺

下，陳水扁之失敗是「非戰之罪」，結構

因素使然。  

 面臨2000年大選態勢，我們應從個別候

選人加以分析：  

 首先是國民黨的公認接班人連戰已掌握

黨國機器，在縝密的佈局下，連戰已在

黨、行政兩大系統佈下據點，透過黨代表

的密集拜票活動，加上李登輝的力挺到

底，連戰可望在今年 8月的十五大黨代表

大會上穩居總統候選人。但是，連戰的形

象、親和力始終與民間格格不入，在電子

媒體的立即轉播下，連戰是否有所突破，

仍待觀察。  

宋楚瑜動向是國民黨選情最大

變數 

 國民黨黨內的一大變數是宋楚瑜的動

向。由於宋楚瑜迄春節前仍諱莫若深，未

對參選一事表態，更增其不確定性。目前

有兩種說法存在：一、宋楚瑜在黨內初選

向連戰挑戰，爭取提名為總統候選人。

二、宋楚瑜直接跳過黨內初選，在體制外

參選，自成一股勢力。無論是體制內或體

制外參選，宋楚瑜均可「以戰逼和」，在

國民黨必須團結的前提下，促成「連宋

配」。然而，國民黨當家者李登輝、連戰

均已放出訊息否認「連宋配」，連宋的分

合，必然將是一大參考指標，必會涉及國

民黨是否繼續執政。  

 民進黨的強棒是陳水扁，也是目前的不

二人選。以民進黨在1997年選舉的縣市長

得票率，再加上北高兩市的得票率，陳水

扁可掌握45％的得票率，距離當選的51％

只有6％而已。如果連宋分裂，陳水扁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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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漁翁之利，光憑民進黨之選票或可當

選。如果宋楚瑜不參選，陳水扁與連戰硬

拼，以目前的經濟不景氣，加上媒體造勢

以及中南部選民的支持，陳水扁打敗連戰

並非不可能。因此，陳水扁與連戰對決，

值得密切關注。  

許陳相爭如何化解考驗民進黨

智慧 

 民進黨的變數是許信良。如果許信良執

意參選到底，那麼客家票源的流失，以及

許連的暗中聯盟，將對陳水扁造成致命之

傷害。陳許之間如何解決雙方之矛盾，正

考驗民進黨之智慧與能力。如果許陳分

裂，國民黨又團結，那麼可以斷定民進黨

必輸無疑。  

面對中國應堅守主權獨立之立場 

 自1995年以來，台灣任何一次選舉，中

國均舉行軍事演習加以威脅，2000年總統

大選自不例外。由於中國因素的介入以及

複雜化，任何候選人均必須面對此挑戰，

並提出穩健又不失台灣人立場的中國政

策。在亞太戰略形勢下，台灣的國家安全

仍相當穩固，但如何維護台灣的主權獨

立，不落入「一個中國原則」的圈套，抗

拒中國的談判誘因，仍將是檢驗候選人的

絕對標準。無論連、宋、陳、許，他們對

台灣前途的立場，均不可脫離上述基本原

則。  

 由於2000年大選還有一年多，目前做出

任何預測均言之過早，但四位人選已浮上

檯面，連宋的分合、許陳的分合，均是選

舉變數，亟待高度關注。而中國因素的強

度又如何，以及候選人如何回應，也會影

響政局走向，亦是值得參考的指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