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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析陳雲林訪台對台灣社會的

裂解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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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協會會長陳雲林訪台期間，由於警方執法過當，爆發大規模警民流血衝突，造成

台灣內部嚴重撕裂，引起國內外人權團體的強烈關切。以捍衛集會遊行自由為訴求的野

草莓學運應運而生，在全國大學校園點燃抗爭的火焰。馬英九先生原本希望藉陳雲林訪

台，為自己在國際社會打造和平締造者的形象，向國人展現國民黨推動兩岸交流的能

耐；北京方面似亦有意藉陳雲林訪台簽署四項協議，及貓熊「團團」、「圓圓」的隨

行，拉抬馬英九政府的氣勢，以回饋其上任以來種種傾中的政策主張，並軟化台灣人民

對中國的敵意。結果事與願違，由於警察不當執法，加深朝野對立，重挫台灣的國際形

象，使警察國家的幽靈再現，馬英九的處境更形孤立，這樣的結果，恐非國共雙方始料

所及，至少已超乎馬團隊的原先預期。台灣社會則為此付出血的代價，成為最大的輸

家。 

  就結果論來看，台灣社會愈分化，對中國愈有利；馬英九愈孤立，愈需要北京拉

抬。陳雲林明知兩岸氣氛不對，仍執意訪台，背後難說沒有這層統戰策略的估算。尤

其，在毒奶粉及張銘清事件之後，各界原本預料陳雲林台灣之行，可能會稍做推遲，暫

避風頭。連熱衷兩岸事務的國民黨立委蔣孝嚴也認為，毒奶粉事件如排山倒海而來，原

定的兩岸協商議題已顯得不那麼急切，十一月初似乎不是陳雲林來台的理想時機。民進

黨主席蔡英文當時亦強烈認為，馬英九上任以來有關主權的談話以及毒奶粉事件爆發，

已讓民怨沸騰，陳雲林訪台將是另一次政府對民意的誤判。台灣教授協會等本土社團則

是透過集會遊行，抗議馬政府上任後對台灣政治、經濟、社會的傷害，並藉機向陳雲林

嗆聲。 

  馬政府急速傾中以及刻意模糊台灣主權的論述主張，使台灣社會瀰漫罕見的焦慮氛

圍，毒奶粉事件提供了助燃劑，張銘清拉扯風波為兩岸的緊繃關係增添薪火，陳雲林訪

台則像一陣突如其來的強風，後果如何早可預見。兩岸情勢的詭譎多變，已明顯不適合

陳雲林到訪，但北京還是不顧一切，強行闖關，背後動機耐人尋味。馬政府上台之後，

積極向北京表態交心，承認「九二共識、一個中國」，全面去台灣化、去主權化。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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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深知李扁治台廿年，兩岸關係漸行漸遠，如今「中國」國民黨重獲政權，未來四年

正是兩岸邁向統一的歷史機遇期，必須善加把握。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親自拍板定案，

針對兩岸新形勢，要採取「特事特辦，急事急辦」的作法，希望「具體回應台灣人民的

期待」。也因此，在胡錦濤、吳伯雄今年5月28日胡吳會的隔天，海協會即刻發函海基

會，提出恢復兩會中斷十年的制度化協商，也才有其後的陳雲林台灣之行。 

  北京急欲推動陳雲林訪台，亦不無藉此拉抬馬英九急速下墜的聲望之用意。北京深

知，馬政府上台之後，積極掃除台灣意識，對中大幅開放，卑躬屈膝的作為，遭致人民

反感，兩岸交流未見實成效，人民漸感不耐，馬氏聲望應聲急降，北京再不出手相挺，

一旦統治基礎動搖，連任無望，統一大業將如海市蜃樓。其實早在7月上旬，時任國民黨

副主席的關中，在拜訪湖北省省長李鴻忠時即表示，未來四年是兩岸關係發展的關鍵時

刻，國民黨在重新執政的首屆任期內，肩負著一項非常重大的工作責任，即改變島內積

累下來的「去中國化」和「台獨化」思想，將其影響降到不足以影響台灣和大陸關係的

地步，「但這也需要大陸方面的協助」。陳雲林急欲訪台，頗有拔刀相助的意味。豈料

竟因為馬政府屈從中國要求，對陳雲林採取元首級的維安規格，警察又以高壓手段對付

手無寸鐵的民眾，先鎮後暴，導致台北街頭風聲鶴唳，彷如戒嚴時代，公權力公然踐踏

民主自由與人權，引起人民的憤怒，點燃青年學子的抗爭烈火，陳雲林原欲「拔刀相

助」，孰料結果反成「拔刀相向」。 

  兩岸關係解凍重要指標的江陳會，落到流血衝突收場，政府錯估形勢，警方執法過

當，甚至違法瀆職，要負最大責任。如果政府展現高度的自信，准許人民在法定範圍內

進行遊行嗆聲，不但民怨得以渲洩，也可以讓陳雲林見識台灣民主多元的一面。台灣是

民主國家、法治社會，也是人權受保障的地方，集會遊行是人民的基本權利。但是從陳

雲林入境的一刻起，台灣的民主、法治、人權已完全貶值。從機場、圓山飯店、國賓飯

店到晶華酒店，警察在面對群眾時的心態和作法，在在顯示其「只有上級，沒有法律」

的鴨霸心態，不但無力疏導民眾，反而多方挑釁，火上添薪，造成情勢全面失控，其例

不勝枚舉，如「女議員在圓山飯店住房處懸掛抗議布條，遭維安人員強制拆除」、「警

察衝進唱片行制止播放音樂，強行拉下鐵門」、「民眾在機場攜帶國旗遭強制架離」、

「國旗被拆除折斷，抗議標語遭扯下」等，均可看出警方執法手段粗糙，目無法紀。 

  人民以和平的方式攜帶國旗、標語或其他物品，表達他們的主張，受憲法保障，豈

容他人侵犯？警察基於維安需要，可以採取強制措施，劃定若干封鎖範圍，但必須符合

比例原則，不可以無限上綱，更不應假藉任何理由侵入民宅店家或人民投宿之旅館，強

關店門、強行搜索或強制驅離。此等「侵門踏戶」之惡行，為法治之恥，已嚴重侵犯人

權，國法難容。警民衝突升高，民怨沸騰。當然，府院高層對維安的高度要求，馬英

九、劉兆玄兩人親上火線主持相關維安會報，都造成警方莫名的心理負擔，在執法時極

易衝「過頭」，以免拂逆上意，影響仕途。目前已有數十個民間社團展開連署，譴責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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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出賣台灣卅年人權法治成果，要求警政署長、國安局長下台。國際特赦組織對江陳

會期間台灣人權遭受侵害情形，也表示極大的關切，其他國內外人權組織、權威學者專

家亦紛紛表態或撰文，譴責警察打壓人權的不當作為。馬英九在馬陳會前的記者會中，

批評在野黨未信守和平理性承諾，遺憾「國內和諧正一寸寸的流失，呼籲大家不要因衝

突傷害台灣的形象和人民的生活」。馬英九應該探究的反而是，兩岸談判內容何以不先

向立法院報告，也不願知會在野黨，以致引起社會極度不安，加上警察暴力執法，演變

成警民對立衝突，孰令致之？誰是始作俑者？ 

  陳雲林堅守一中原則，對台灣主權寸土不讓，透過國際媒體的廣為宣傳，對台灣造

成相當程度的傷害，也印證在野陣營、本土社團擔心陳雲林來訪侵蝕台灣國家主權的憂

慮，絕非杞人憂天。在國際媒體的見證下，陳雲林藉著馬陳會拒稱「總統」，以及賴陳

會不提「主委」等儀式，突出其一中原則，否定台灣的國家象徵，對台灣主權造成無可

彌補的傷害。陳雲林訪台之前，國內輿論幾乎一面倒主張，馬英九應以總統身份接見陳

雲林，如果對方不接受，則相見不如不見。可惜，馬英九未能力守主權防線，導致在國

內外媒體之前，接受陳雲林結結巴巴地以你相稱，台灣人民情何以堪！如果已確知陳雲

林不願接受總統稱謂，馬英九即斷然拒絕接見，必成國際大新聞，台灣的國家主權將因

此獲得極大的凸顯與曝光。遣憾的是，馬政府不願觸怒中方，反讓陳雲林藉訪台之便，

將一中原則端上國際檯面，台灣竟無異議，豈非形同默認？事涉國家主權，屬高度敏感

議題，馬政府草率以對，台灣社會如何避免嚴重分岐？ 

  民氣可用，如果馬政府善用國內部分人士對兩岸談判的疑慮，做為談判的籌碼，則

可能為談判加分，談判結果也比較可能獲國人共識，至少不與民為敵，也可以減少內部

矛盾衝突。兩會談判前，海基會既未接納在野黨意見，對國會監督亦極排斥，頗有一黨

通吃的態勢，社會的憂心與此有關。陳雲林來台期間，警方強勢執法，大開民主倒車，

已達不顧人權地步。馬政府視民如草芥，激怒民怨，以致談判過程腹背受敵，進退失

據，談判結果屈居下風，毋寧為意料中事，國家主權淪喪，社會對立升高，無非必然的

結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