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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5月馬政府上台後採取傾中的政策，除了貫徹中國國民黨「聯共制台」的政

策，又提出「外交休兵」的主張，以犧牲台灣主權換取中國善意的回應，今（2010）年6

月29日馬政府甚至不顧台灣民意的反彈，執意與中國簽訂「經濟合作架構協議」

（ECFA）。馬政府這種不顧一切向中國傾斜的執政風格，讓台灣人民對未來感到不安。 

  ECFA在國內引起很大的爭議，雖然有支持贊成簽訂ECFA的人，但也有不少的人認

為有必要採取謹慎嚴謹的態度，思辨這項影響深遠的重大政策。我們並非反對台灣與中

國進行任何經貿事務或是學術文化的對等交流，在中國處心積慮要併吞台灣的野心下，

台灣與中國簽訂任何協議，都不能輕忽其背後的政治目的—— 在國際外交場合打壓台

灣，強迫台灣接受一個中國原則，承認台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反觀馬政府是台灣這

塊土地的人民所選出來的政府，為了與中國簽訂ECFA，無所不用其極宣揚ECFA好的一

面，刻意掩飾ECFA對台灣不利的一面，甚至不惜與人民為敵。ECFA是一項影響台灣現

狀及未來的重要政策，馬政府口口聲聲說，ECFA不僅對人民有利，而且也有一半以上的

人民贊成簽訂ECFA，既然如此，為何人民以最卑微的要求希望舉行公民投票，決定是否

贊成與中國簽訂ECFA的訴求，一再被馬政府否決？實在是令人不解。 

  以瑞士為例，過去一、二百年來維持中立國的立場，1980年代曾舉行一次加入聯合

國的公民投票，但是沒有成功，其說法是暫時不想加入聯合國，但在2002年第二次針對

加入聯合國舉行公民投票，則獲得大多數瑞士公民的支持。雖然6月29日馬政府的代表已

經與中國完成ECFA的簽署，但台灣人民仍要求舉行ECFA公投，由人民作最後的決定。 

  總之，我們要結合國內社運團體與非政府組織的力量，除了讓人民瞭解ECFA的真正

內容與利弊，以及ECFA簽訂後會對台灣國家安全、產業發展，造成什麼樣的影響？這是

今天我們舉辦這場會議的主要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