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時 事 評 析 

 

三二○之後台灣政治局勢的發展 
 

●胡文輝／自由時報副總編輯 

 

 

 今年以來到明年的台灣政治局勢，按政

治進程，大致可以分為以下五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三二○之前，總統大選熾

熱，藍綠大戰戰火漫天，殺得難分難解，

政治局勢呈現的是「高度不確定」狀態，

最後綠軍的陳水扁、呂秀蓮殺出重圍，險

勝藍軍的連戰、宋楚瑜。 

 第二階段是三二○到五二○，則是藍軍

因敗選不服接連發動抗爭，衝撞中央選委

會、法院等等、並包圍及衝撞總統府，因

而發生多次警民衝突，激烈的政治對抗造

成社會動盪不安，政治局勢呈現「高度不

穩定」狀態。 

 第三階段則從五二○到現今，陳水扁、

呂秀蓮在五二○宣誓就職，新政府組成並

上任，泛藍的抗爭雖不停歇，但因屢屢以

選舉不公、三一九槍擊案真相不明為抗爭

訴求，卻提不出實據，沒有正當性，而師

老兵疲，已無抗爭力道，台灣政治從緊張

到緩解，政局走入「逐漸復甦狀態」，不

過，由於泛藍軍仍不承認敗選，政治對立

的零星衝突，仍偶或發生。 

 第四階段為從現在到年底立委改選，綠

藍兩大陣營將在總額二二五席立委中，做

「過半殊死戰」，目前兩大陣營正在提名

作業中，藍軍陣營為推動合併的國、親兩

黨及新黨，綠軍陣營則是執政的民進黨，

及前總統李登輝為精神領袖的台灣團結聯

盟組成，另外，無黨籍人士也正結盟組成

政黨形式參戰，綠藍、誰能在國會過半？

無黨之黨是否會成為關鍵少數？就看年底

立委選舉投票當天翻牌。 

 第五階段為立委改選之後，綠藍兩大陣

營無論勝負，都各自面臨重大調整，政局

又是一番局面，但如何調整要看藍綠誰勝

誰敗，目前尚難預估。 

 以上把今年初到明年中的政治局勢進程

粗分為五階段，其實，每個階段都環環相

扣，第一階段的「高度不確定」，經三二

○由選民做出選擇，扁呂勝、連宋敗，但

因連宋不服敗選發動抗爭，政局並未從高

度不確定轉為確定，反而進入第二階段動

盪的「高度不穩定」期；而政治抗爭引發

的「高度不穩定」，各方原期望在進入司

法驗票、五二○扁呂依法宣誓就職後，第

三階段可以政爭止息，不過，泛藍繼續打

總統大選「延長賽」，依然死纏爛打，政

局能緩慢復甦，而立委改選的政黨初選已

登場，使得總統大選爭議，又轉而成為第

四階段立委改選大戰的焦點議題，而這項

延長賽勢將打到年底立委改選結果出爐，

政局才能進入第五階段，而立委拚戰勝

敗，直接影響第五階段的政局之變。 

 從各個階段的政治動力態勢觀察，可以

看出其有一個重要的力量貫穿全局主脈，

那就是無論藍綠如何攻防拉鋸，時或勝

進、時或敗退，但台灣意識則是一條上升

曲線，雖有起伏波折，但大趨勢上一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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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今後的台灣政局，台灣主體意識依然

如大江大河般堂堂向前行，三百年來台灣

受外來政權統治的歷史不幸，積鬱出來的

出頭天之悲怨，以及台灣政治民主化及經

濟發展之後，由人民當家作主及植根台灣

面向世界的自信感，形成的主體認同氣

勢，正是台灣意識的重要泉源，未來儘管

時代在變、潮流在變、台灣的內外環境也

會變，但台灣主體意識將愈來愈強，這是

台灣兩千三百萬人共同生存發展的根！ 

升高，到今年三二○首度越過過半中線，

這正是決定2004年總統大選勝敗的最重要

因素。  

 拉長藍綠政治版圖消長的觀察時程，只

要比較2000年與2004年兩次總統大選，藍

綠兩軍的票數增減，2004年大選泛藍國親

聯盟、連宋合軍，但兩人合計的得票數，

較2000年時兩人分別出戰的合計得票數，

少了一百五十萬票約11％，而扁呂則相對

增加，這才是勝敗關鍵，換句話說，連宋

之敗，就是敗在「台灣意識」，但泛藍軍

卻全然不思自省，為何失掉那一百五十萬

張選票，反而怨怪三一九槍擊案兩顆子彈

會轉彎，更搞得台灣政局至今仍難安！ 

 因此，觀察台灣政局發展，不能脫離台

灣意識的發展主脈，總統大選如此，年底

的立委大選又何嘗不然。國會改選誰能過

半，所以備受關注，除了藍綠政治版圖消

長、扁政府施政是否不受國會杯葛之外，

更重要的是，這次選舉仍然是台灣主流意

識與逆流的對抗。 

 在三二○之前，台灣意識已漸成主導台

灣政局的最大力量，經過三二○之後泛藍

抗爭的考驗，台灣意識更是保護台灣安定

的重要基礎。  國民黨的論述小組為了拚立委選票而提

出在地化、台灣中立等論述，但其領導人

仍不肯拋開大中國中心意識，不肯向台灣

意識認同，心中既沒有台灣主體意識，又

如何在地生根？泛藍至今仍陷在怨天尤人

又自怨自哎之中，一方面責怪他人操作族

群對立，以取得個人權位，一方面怨他們

為何要背負省籍原罪，為何他們的愛台灣

就要受質疑，這樣不知自省，泛藍縱然提

出再多的論述，也是惘然而無所依附！ 

 三二○之後，泛藍動輒發動數十萬人上

街頭抗爭，長期包圍總統府，並鼓動群眾

衝進總統府「活捉陳水扁」，意圖藉激烈

抗爭，刺激族群情緒，鼓動「兵變」，以

謀奪權，這些政治圖謀所幸都沒有成為事

實，一些泛藍野心人士為何陰謀無法得

逞？最主要因素就是台灣意識的強大制

約，讓他們不敢蠢動，台灣人民對他們的

抗爭發洩敗選失落感，大家都以大局為

重，可以一忍再忍，但忍耐絕不表示容許

他們蠢動奪權，如他們膽敢蠢動，沉默的

大眾會立即全面反制，就如三二○之後，

泛藍五十萬人大抗爭之時，許多台灣人士

都私下議論，泛藍如敢衝進總統府搞政

變，立刻會有一千萬人以上出來反包圍泛

藍群眾，正是這種台灣意識的力量，台灣

得以度過選後政治大風暴，而履險如夷。 

 其實，我們回頭檢視三二○之後那段政

局，可以發現曾有一個政治構思在蘊釀，

就是國民黨從敗選教訓中覺醒，無論是否

改名，都要脫胎換骨成為實質的「台灣國

民黨」，這從前總統李登輝對立法院長、

國民黨副主席王金平的「期望」中，可以

嗅到訊息，如果這項構想成真，台灣政局

可望逐漸脫離統獨的意識形態爭端，發展

成台灣國民黨與台灣民進黨的兩黨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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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以公共政策為主軸的良性競爭，這樣對

台灣前途與對台灣人民而言，都是一個正

向發展，因為這樣一來，未來的選舉無論

由那個政黨獲勝執政，都不會非你死我活

不可了。 

 不過，因連宋在選後不服敗選，領導激

烈抗爭，使得泛藍的激進派佔了上風，

「台灣國民黨」不但未能成形，國民黨的

路線更被宋楚瑜牽著鼻子走，走親民黨路

線及親民黨化，發展成連宋密會後宣布推

動國親合併，本土派在國民黨內或出走或

棄選而凋零，幾已成稀有動物，因此，這

次立委改選不但延續總統大選的藍綠大

戰，更因泛藍的意識形態走向深藍路線，

選戰仍形成「中國派對台灣派」之爭，台

灣主體意識遭到逆流的反撲，必須起而應

戰。 

 從總統選後到目前的情勢，因台灣意識

的增長，年底立委選舉民進黨及台聯綠軍

陣營的選票應具有過半的實力，但國會席

次能否過半，要看藍綠雙方在各選區提名

人選、額度，以及對戰戰況等，換句話

說，藍綠兩陣營都要拚過半，也都面臨各

自內部參選爆炸的問題，誰能做好提名協

調，並精準掌握選票動向及配票，誰過半

的機會就大得多。 

 泛藍國、親、新三黨，意識形態雖趨

同，但政治利益彼此衝突激烈，尤其面臨

泛藍政治版圖縮小的大勢，爭搶選票而內

爆的問題很大，日前發生國民黨內蔣方智

怡與章孝嚴的蔣家嫡長媳與庶子之爭，只

是冰山一角，泛藍結盟合併只為「反扁」

而生，最近因親民黨自認比國民黨更衝更

代表深藍正統，在立委選戰中已搶到優

勢，宋楚瑜主席因而對國親合併擺出可有

可無、愈來愈高的姿態，反而是國民黨主

席連戰對兩黨合併無進展露出心焦，有若

苦追仍難以圓房。從泛藍連宋兩主帥同床

異夢，可一葉知秋，立委選戰泛藍要整合

談何容易！ 

 泛綠陣營方面，因台灣意識而氣勢高

漲，不過，在爭搶權力大餅及政治資源

上，也出現內爆現象，一些擁立有功而得

到權位者，更露出權勢氣焰，甚至吃相難

看，執政愈久，這些問題愈大。最近，陳

總統原想推動民進黨體質改造，因應台灣

民主進入成熟期的大勢，卻受阻於接班卡

位問題以及顧慮派系平衡等，這可視為一

大警訊。 

 因此，泛綠陣營為追求年底立委選戰過

半，以穩定執政，在短期因應措施上，民

進黨與台聯從提名到選戰，都要建立有效

的協調機制，避免同室操戈；而立委選

後，如綠軍過半，明年二月新國會上任

時，民進黨與台聯如何分配內閣權位，而

民進黨內的接班問題，更會隨閣揆是否更

易而進一步浮現，為使台灣意識的發展，

不會因人與人之間的爭權爭位而受傷害，

泛綠陣營有必要成立一個大老級的客觀超

然協商仲裁機制。 

 展望未來台灣政局，泛藍國親固然未婚

先配，奪權未遂，反成怨偶，但泛綠陣營

也不會因搭著台灣意識的順風，就可如王

子與公主從此快樂幸福的生活著，必須時

時切記：驕兵必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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