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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大選結果及選後的政治情

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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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二二總統大選及兩項公投結果，藍軍三贏、綠營三敗。在總統選舉方面，國民黨

提名的馬英九、蕭萬長攻下總統、副總統寶座，奪得執政權，發生二次政黨輪替，由於

國民黨已在1月12日立委選舉奪得國會四分之三席次，又攻下總統寶座，除了掌握行政

權，並主導司法、監察、考試人事權，台灣的政局重回二十年前國民黨一黨獨大時代！ 

  兩項公投方面，民進黨提出的台灣入聯公投、國民黨提出的務實返聯公投，都因國

民黨杯葛都未跨過投票率五成以上的門檻，投票率分別僅為35.82％（同意票佔94.01

％）、35.74％（同意票佔87.27），雙雙遭到否決。 

  與加入聯合國有關的兩項公投案都沒跨過門檻，綠營可說再遭雙敗，國民黨雖也提

出務實返聯公投案，與台灣入聯公投案別苖頭，但為了一黨的勝利及私利，不但發動拒

領入聯公投票，竟連自己提出的返聯公投票也一併封殺掉，實在是個非常不負責任的政

黨，不過，對於選民做出的決定，也只能接受這個結果。 

  在總統大選的主戰場，民進黨推出謝長廷、蘇貞昌的長昌配，對抗國民黨推出的馬

英九、蕭萬長的馬蕭配，回顧今年2月過完農曆年後進入短兵相接的一個多月期間，主要

爭戰的焦點大致有以下三大攻防戰： 

  第一個戰役是「綠卡疑雲」，馬英九及妻子周美青所持有的美國綠卡（永久居留權證）

是否仍然有效問題，這是對國家基本忠誠的檢驗，謝長廷主攻，馬英九則採避戰方式因應，

無論綠營怎麼攻，他不是模糊帶過，就是由總部發言人回應，在發言前後不一及矛盾之時，

就巧言掩飾，或拿不相干的文件做為綠卡失效的佐證，自有眾家藍軍媒體為他圓謊。 

  馬英九如要證明綠卡失效，最直接、最有效、最有力的證明，不過就是一紙美國在

台協會（AIT）的證明，表示在那一天去辦好了放棄綠卡手續，但是馬英九夫婦一直未提

出，反而自稱申請非移民美國簽證，綠卡就自動失效云云，以及當年美國台協會（AIT）

公告綠卡換卡規定的新聞稿，自稱沒去換卡就等於放棄，但是，同時擁有綠卡也曾辦理非

移民美簽的案例不少，沒去換綠卡絕不等於喪失美國的永久居留權，馬營的說法根本就

是魚目混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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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個事關對國家忠誠與個人誠信的大是大非問題，試想，一個台灣的總統如仍

擁有美國永久居留權，那豈不是牙刷主義再現，在國家面臨危難時，可以隨時落跑出

國，如何承擔守護台灣的重責大任？如何實現對選民的承諾？如果相似的情形發生在美

國，不管共和黨或民主黨提名的總統候選人，媒體不可能會放過，一定會逼候選人拿出

原件來證明才行。但是，馬英九卻在藍營政客及媒體的交相掩護下，含混過去，綠軍謝

長廷陣營在綠卡問題屢攻不下，最後謝長廷雖祭出馬拿出官方的綠卡無效證明，他就退

選，但仍然沒收到什麼效果，而馬英九則在綠卡疑雲未除下，登上總統寶座。 

  第二個戰役是「一中市場之爭」，「一中市場」這個名詞是蕭萬長提出的，而馬英

九封副手蕭萬長為「經濟總設計師」，而「一中市場」與馬蕭的「兩岸共同市場」等兩

岸經貿政策主張，無論理念與實際，可說都是一致的。但是，蕭萬長明明說過好多次一

中市場，竟連連否認有說過，馬英九也推說沒說過，在綠營提出文稿及影片等證據後，

才改口不否認說過，卻反指意思遭綠營扭曲，而馬英九則以避談一中市場、兩岸共同市

場等字眼，來避開謝長廷砲火。 

  長昌陣營就一中市場猛攻馬蕭，並以一中市場將害慘台灣的勞工及農民做為競選訴

求，的確，不管是一中市場或兩岸共同市場，依歐洲共同市場等的經驗，資金、人員、

貨物都是自由化的，台灣如何能擋住中國農產品、勞工輸出台灣？農民的生活、勞工的

就業、整個台灣的產業經濟，都將受嚴重打擊。而歐洲共同市場是以國與國對等為成立

原則，但馬蕭的政治主張則是一個中國，一個中國加兩岸共同市場，這不就是把台灣從

經濟一中市場的統合，帶向政治一個中國的統一嗎？ 

  對於這項關係台灣前途至大的政策爭議，國民黨馬蕭陣營卻不直接迎戰、不出面為

其兩岸共同市場等政見主張做正面的政策辯護，反而指對手污衊，並反指經濟不佳都是

民進黨執政之責，由國民黨花錢派出很多小蜜蜂宣傳隊，到農業縣地區「消毒」，形同

打游擊戰。 

  既然需要消毒，一中市場就是「毒」，而放毒的正是國民黨馬蕭陣營，但出來消

「毒」的，也是國民黨馬蕭陣營，這簡直就是一種無賴的戰法，但在目前整體經濟環境

不佳之下，藍軍無賴的打法竟也發揮了一定功效，讓馬蕭主張的一中市場問題，就這樣

無賴掩蓋過去，民進黨並未能就一中議題的缺口，一舉攻破國民黨的包山包海陣勢。 

  第三個戰役是中國血腥鎮壓圖博（西藏）人民抗暴事件，3月14日是西藏抗暴死傷數

萬人最慘重的四十九週年紀念日，圖博人民對於中國政府長期以來在西藏的高壓統治，

實施種族滅絕、文化滅絕政策，早已積壓太多不滿，而發起示威抗議，並漫延到整個圖

博人分佈的大西藏地區，包括四川、青海等地，中國政府竟出動配備坦克、機槍的武

警、軍隊武力鎮壓，造成死傷狼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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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權是普世價值，全球各國大都譴責中國當局的殘暴作為，長昌陣營並發起聲援西

藏人民運動，而馬蕭陣營則表態批評中國一下，就反過來批評長昌陣營消費西藏，這樣

一來，豈不就與中國當局的調子同聲同氣？ 

  中國血腥鎮壓藏人之時，中國總理溫家寶在北京答覆CNN記者時，將台灣與西藏同

列為中國領土的一部分，更激起台灣人民敵愾同仇的反中聲浪，馬英九眼看勢頭不佳，

擔心選票流失，立刻換了另一種面目，不但加碼痛批溫家寶「蠻橫無理，自大愚蠢」，

還揚言當選後不排除抵制北京奧運！ 

  這段話經泛藍媒體不斷反覆播出，達到政治目的後，馬隨即軟調的不斷強調抵制奧

運有「兩個前提」，又不斷增加「如果」，一方面搶台灣的選票，一方面向中國示好修

補，在泛藍媒體操作下，又成功的轉移西藏事件對馬蕭的不利效應。 

  而從選戰開打以來，執政的大包袱、弊案的大包袱、經濟情勢不佳、初選傷口未痊

癒、黨內未能整合、立委選舉失敗等等，長昌陣營本就面臨仰攻的不利局面，加上媒體

版圖藍大於綠，而藍營這回傾巢而出，黨產、地方派系、黑金勢力總動員挺馬，藍營更

使出骯髒之戰，如放出謝曾為調查局抓扒子等惡毒的假消息，讓謝長廷必須回防，不能

全力進攻，而前述三大戰役又屢攻不下，「藍營四蠢」費鴻泰等鴨霸闖門踢館事件，凸

顯一黨獨大的目無法紀、為所欲為，謝營批判馬如當選將從一黨獨大變成一黨獨霸，增

加不少力度，不過，在吳伯雄及馬英九聯手危機處理之下，削減了傷害，而莊國榮粗口

風波及江霞批挺馬藝人風波，被藍營藉機擴大拿來反打綠營，更稀釋掉四蠢鴨霸事件，

在種種不利之下，已注定了必敗之局，不過，選舉結果輸了兩百二十一萬多票，藍綠得

票率差距達16.8％，的確讓不少人很意外。 

  總統選後，政局丕變，藍營是以馬英九為核心的一黨獨霸時代正式來臨，這也同時

是台灣的一大危機，因為在國民黨一人獨大、一黨獨霸的掌控下，行政、立法權都由一

黨而決，司法又重新向藍軍靠攏，在野的制衡力量又嚴重不足，未來的國民黨政權，對

內實施「柔性專制」，對外則「一中路線」成為國民黨政權的主流，馬英九主張的兩岸

共同市場、終極統一等，終將化為馬政府的政策，台灣的前途必將面臨漸進式向中國傾

斜、漸進式被中國統一的極大危機。 

  綠營民進黨在大敗之後，國會已是絕對少數，又失掉執政權，黨內菁英將立刻面臨

無處去的問題，整個民進黨更面臨何去何從的困境，如果不能痛切改革，從基層重尋力

量，重建在野時期的慓悍戰鬥力，民進黨可能一整個世代就此退出政治舞台，本土力量

也可能在相當時間內，因沒有一個具有充分制衡能力、具準執政力量的政黨可為代表，

而暫時消沉。 

  綠營雖一時受挫，千萬不能喪志，大敗後沒有悲觀的權利，在一無所有之下，更沒

有內鬥的本錢，縱然是一時花果飄零，只要能齊心合力，本土力量必將重新枝葉繁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