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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都選舉的終點是民進黨轉型的

起點？ 
 

●顏建發／清雲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副教授兼國際合作處處長 

 
 
 

壹、民進黨的中國路線應該轉型的呼聲高 

  民進黨必須轉型才有機會贏得2012年的總統大選。這樣的說法，在輿論界算是很強

勢的。而且最有趣的是，有不少紅營與藍營的朋友都如此說。蹊蹺的是，紅營與藍營的

人並不樂見民進黨執政，但為何會如此獻策？難道是因為民進黨如果接受此說，比較能

夠確證他們的和平統一路線嗎？也有外國朋友或民進黨的同好有如此說法，只是他們並

不認同兩岸統一。外國朋友很期望民進黨是亞太地區和平與民主的推動力量之一，而民

進黨的同好則期待民進黨因轉型而扭轉藍大綠小的魔咒。不管外國朋友或民進黨的同

好，他們都希望民進黨的台灣主權獨立路線能有更明智的策略來維持，不是像扁時期一

樣搞得親痛仇快，而自我孤立與邊陲化。撇開顏色不管，為了肆應2012年的新局，其實

變一變也沒什麼不好。畢竟新市場浮現了，也該秀出一些新產品來。只不過，不管新產

品的包裝如何，品牌識別還是要鮮明，當消費者心理需求強烈，卻礙於商品雜多而眼花

撩亂時，品牌認證便格外重要。此時，民進黨應將綠色大旗高高舉起，迷茫的消費者才

會有所依循。民進黨轉型的任務不是在於辯解，而是像傳教士一樣的熱誠，有理有力有

節地告訴人們，綠旗帶給追隨著、親族、鄰居、乃至更遠的社區人們，不是衝突與戰

亂，而是公義與幸福。民進黨考慮轉型時，要面面顧到，單單考慮中國的需求，雖然可

以獲得一個大主顧，卻可能失去更多忠實的老主顧。這個風險不能不評估。民進黨要更

新、要長進，但與「去獨」不必然劃等號。如果去獨是唯一的選擇，那麼，民眾選擇國

民黨就好了，又何必選擇民進黨？畢竟，選擇支持統一大業，國民黨比民進黨較能獲得

共產黨的信任。但兩岸問題豈是單純去獨能夠了得？ 

貳、中國的利益與觀點 

  北京是玩軟硬互換伎倆的高手。值得推敲的是，中國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發言人

范麗青在台灣五都選完後，於11月28日表示：「我們關注台灣五個城市的選舉結果，希

望台灣社會安定、人民安居樂業。兩年多來，兩岸關係改善和發展給兩岸同胞帶來了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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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在在的利益，支援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已經成為兩岸同胞的共識。我們將繼續與台灣各

界共同努力，不斷擴大和深化兩岸交流合作，穩步推進兩岸關係發展，增進兩岸同胞的

福祉。」由字面解讀，顯示中國接受選舉結果，並願意「不斷擴大和深化兩岸交流合

作」，而不會往負面演繹。然如果權謀點來看，綠營人士卻不宜過度樂觀，須小心應

對，切莫鬆懈戒心。五都選舉前夕影響選情的槍擊案，至今尚無進一步的事證。而陳鴻

源總幹事杜義凱何以匆匆飛往上海，二十九小時後回來，頗啟人疑竇。范麗青的一句

話——「我們關注台灣五個城市的選舉結果，希望台灣社會安定、人民安居樂業。」——

講得有點突兀，似乎有撇清與槍擊案關係的涵義。但藍綠兩個政黨並無公開質疑，北京

又何需澄清？但不管如何，五都選舉，共產黨挺國民黨已是家喻戶曉、路人皆知的事。

相信2012年選前北京仍會支持國民黨，但也會對民進黨「聽言觀行」，不會惡言相向，

畢竟選舉充滿變數。北京不願見到將民進黨推向美、日「以台制中」路線的結果。但北

京這種功德做一半，要民進黨轉向，又處處幫忙民進黨的對手，真是擺明著幹。世界上

大概只有中國共產黨這麼無理與無禮了。 

  不過，再怎樣，蘿蔔與棒的軟硬兩手先天上就有其盲點：人終非動物。只有動物才

會臣服於「刺激—反應」的制約原理。某中國的學者曾表示，「民進黨如不改變追求

『台獨』的基本思維下，縱使民進黨騙得選票重新上台執政，類似陳水扁執政時的挑釁

戲碼會一再反覆上演，島內政局和兩岸關係都將無寧日，台灣經濟將重新步入下行

線。」仔細咀嚼，這原來是一種恫嚇的戲法，這和用導彈威懾逼統的作法，在本質上是

一致的。但恫嚇式的論述不僅無法增加台灣人的好感，反而越走越遠。這類言論政治正

確，卻是幫北京政府的倒忙，而讓台灣人更警醒。另外也有一種較柔性的說法：「要贏

得中國大陸的信任，要能妥善處理好兩岸關係，而要處理好兩岸關係，必須某種程度接

受一個中國原則。」但這根本就是統派的強人所難之論。如果接受一中如此容易，則何

需爭論數十載？如果民進黨接受一中很簡單，那麼，何以要共產黨放棄侵吞他人財產與

土地的統一思想竟是那麼困難？其實說來，統派與獨派各有堅持，其固執性看似一致，

但其生命處境卻是迥異的：統派是擴張的一方，是要越過線吃別人，而獨派是自衛一

方，只是做生存的最基本捍衛而已。自衛者須為了拒絕被吞沒而應向侵略者道歉嗎？即

便退一步想，務實來看，中國接受台獨，頂多損失了「幻想中」的台灣島，它還有諾大

的大陸；民進黨接受一中，則是將自己的主權之鑰交給北京，與他人一起分食自己，而

自己卻又是居小的一方，這又是哪種的合理性？諷刺的是，那類常自稱自己是理性的統

派，連被其侵略的一方最卑微的不平或哀嚎，都無法容忍，都視之為駁背倫常之言或挑

釁之論，那麼，天下還有何公道可言？台灣難道已至為了麵包而不需尊嚴與天理的地

步？ 

參、美國的利益與觀點 

  北京堅持一中原則。一中原則強調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兩岸是一家人，改善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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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的關係，解決存在的問題，是兩岸之間的事情。」中國很希望將美國排除在兩岸交往

的進程之外，只是，以北京的實力，在可預見的未來，想要推翻既有美國主導的國際結

構仍力有未逮。早在兩岸開始接觸，台灣與美國就有如膠似漆的交情。要排除美國，何

其難。更何況，美國可是以世界霸權自居。當年陳水扁執政時期，兩岸對於主權問題曾

有彼此攤牌式的作為。2005年北京政府頒布反分裂國家法，以及扁政府以台灣名義加入

聯合國試圖闖關，但雙方皆遭美國嚴厲與無情的批判。美國的典型說法是：兩岸都不得

片面界定兩岸關係；是由美國來決定。這幾年來，美國的想法有改變嗎？美方對於兩岸

關係的發展一向持鼓勵與正面的態度，美國在意的是和平與穩定。美國希望兩岸交流的

過程必須是透明，讓它有所掌握，不至於被蒙在鼓裡，終而面對驚訝。今（2010）年12

月9日，美國中國問題專家葛萊儀（Bonnie Glaser）曾表示，美國支持兩岸對話，但希望

能夠及時掌握兩岸協商的進展。她抱怨說，美國政府一直到很晚才得到台灣的簡報。美

方的立場與態度，再清楚不過了。 

  北京總千方百計想將兩岸關係給予內政化。北京以為說多了，夢會成真。但兩岸本

是世界政經秩序的一環，北京的期待將難以在短時間內實現。北京如不願妥協，將反受

國際因素給孤立。過去這一年來，中國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的升起，反而使美國重返亞

洲的決心更強，區域鄰國需要美國的心理更強，反美情緒的障礙更少，便是最佳的例

證。未來，當兩岸關係越來越緊密時，國際因素在兩岸關係的發展過程，勢將更凸顯，

而非逐漸消失。在和平發展成為區域主調時，北京應仍不敢採強硬措施，一方面北京會

擔心引起台灣人民反感，使兩岸發展平添變數，另一方面，美國政策已明確指出，不能

接受中國政府脅迫台灣人民，因為那將成為一個國際性侵略脅迫行為的先例。就美國而

言，兩岸關係上北京因素是不可忽視的，但在速度與方向上，美國顯然支持由台灣來決

定。 

  根本上，由於國際社會崇尚和平與發展，這種義理所共構出的國際框架，很容易讓

維持現狀成為主流，而為各方涉入者所支持。任何人企圖改變現狀，都會挑戰到涉入者

的利益，遭到質疑與抗拒。有了這層因素，兩岸既不可能如北京之意願而快速統一，當

然，台灣法理獨立成功的可能性也非常的低。國際體系的移動是結構性的，而非個別成

員的行動可以改變。準此，只要國際關係結構沒有進行大的解構，兩岸關係的主權內涵

與形式幾不可能會有太大的轉變。而事實上，從北京當前的利益來看，只要台灣不要跑

遠，北京方面也不急於統一，北京有更多如坐針氈的內部問題與外部問題要處理。依於

此理，台灣也沒有急於配合北京統一大業的壓力。那麼，如何効力於現狀秩序之維持，

花更多力氣獨善其身，行有餘力才言其它，應是轉型的意義之所在吧！台灣不是大國，

也不是聯合國會員，把自己做好，多關心自己的人民福祉，偶爾因名份問題，無緣盡國

際義務，那麼享享局外人的清閒，又有何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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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台灣選民的寄望 

  因為票票等值，民意政治的合法性基礎永遠源自國內。今年五都選舉，以民主和進

步為奠基的民進黨，其選戰策略強攻中間偏左路線，強調幸福，顯然掌握到了全球化潮

流的主旋律。未來在2012年總統大選前，貧富差距持續擴大以及社會生活不安全感仍會

是個議題。尤其是ECFA開始落實的時候，必然會加速全球化拉大貧富差距的效力，而兩

岸交流的擴大與開放，也會使台灣人的生活步調與安全感遭到挑戰。執政者必須能提出

一套有效的利得分配的調整與社會秩序的條理之策，才能安定民心，獲得信賴。然而，

眼前看，產業與行業的結構性調整不易，弱勢產業與行業在對中國開放後，勢必因遭到

擠壓而造就更多的失業人口。兩岸間因大交流在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領域所衍生的問

題，將層出不窮，在在考驗公務體系的良治能力。而就連地域的結構性調整也因國民黨

匆促登場，這將會讓國家體系陷入重重的困難與危機。五都選舉結束後，在財政方面，

除了台北市外，其他四都都將為錢而愁，尤其是民進黨執政的南二都。而《公債法》尚

未修，舉債上限動彈不得；《財政收支劃分法》不修，統籌分配款模式不變，其他四

都，尤其南二都，既有的債務將使都市的治理難以運作。在這種經濟結構與行政結構遭

遇雙重困境下，經濟下層的人們生活要獲得改善，比登天還難。而立法院於今（2010）

年1月12日正式通過「政府組織再造四法」，作為中央各行政部門進行組織調整的基準法

源，此計畫的法定名稱為行政院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預計自後（2012）年1月1日起實

施。也就是說，明（2011）年就要完成組織與業務調整，可以想見，2011年中央的行政

流程會很混亂，效率會很低落。這是國民黨造的業，但民進黨地方執政卻也必須跟著扛

的責任，否則，會遭到選民唾棄，也會連動到2012年總統大選的成敗。 

  無論如何，執政終歸仰賴選票。民進黨應多傾聽，哪一類的作為可以保有民進黨理

念，卻又不至於製造民眾的反感與不安，民進黨要好好思索與研究。向中間靠並非等同

於接受兩岸統一方案。實際上，由多年的民調統計可以得知，維持現狀派居多數。2009

年5月20日遠見雜誌所做的一份民調指出，台灣民眾的統獨立場，有高達48.5％民眾主張

「終極獨立」，主張「終極統一」的僅有16.2％。而類似數據，也可以從陸委會的歷年

民調得到呼應。準此以觀，那麼，何以一個支持獨立的政黨卻在選票上處於弱勢。顯

然，這應不是路線問題，而是治理的問題或觀感的問題。民進黨如想執政，能不反求諸

己？只是怪東怪西，是沒道理的。 

伍、民進黨的轉型也應伴隨親中政策的出現 

  不管如何，2012年總統大選的意義，不僅要為台灣選出眾望所歸的正副領導人，更

是向全世界，乃至於中國展現一次高格調的民主選舉。台灣的民主化容有改善空間，但

與中國尚無法接受給予人民如劉曉波所主張的「一人一票」的選舉權的狀況相較，台灣

與國際的無縫接軌，將立即區隔出兩岸難以跨越的政治文明落差。高舉民主旗幟，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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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更有信心行使對中國的積極交往政策，並期待與中國分享民主經驗。中國學者嘗言：

「大陸從不諱言對台政策的目標是『爭取民心、促進統一、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

興』，這與台灣同胞追求的當家作主、公平正義、幸福美好的生活目標不僅不矛盾，而

且本質一致，是符合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是陽謀而非陰謀。」這

其實是「己所欲，施於人」的霸道心態，民進黨自然不能接受。但民進黨不能接受這一

端，不代表就應拒絕對話或接觸，民進黨可以開展另一端。交往與說服是需要耐心的，

不能太計結果，過程也很重要。就好比中國共產黨從來就不認為台獨人士是可改變的、

可信任的，但中國共產黨從來沒放棄對台獨人士的統戰與招安。同於此理，民進黨不必

只一味消極抵抗九二共識，而無新的建樹，是在此之外，開展主動關心中國未來發展的

胸懷。要問：中國政府或人民長期的關切與利益在哪裡？民進黨也應拋下成見，好好探

索中國政府與人民過往的歷史與經驗，作為一個感性認識中國人的情感與思維模態以及

悲喜與榮辱的歷史過程的一個起點。民進黨也應告訴共產黨：在台灣，民主的匿名投票

是無法任意操作的政治現實，其結果也是必須被尊重的政治倫理。台灣已是民主社會，

不可能放棄民主生活。「買賣不成，仁義在；冤家宜解，不宜結」，台灣不接受統一不

意味著是仇敵。在一個民主社會裡，如果終究不支持統一的聲音成為民意主流時，作為

一個政黨，也必須捍衛。當然基於和中國千絲萬縷的複雜關係，為了兩岸子孫後代長期

的和平共存，基於政治現實與倫理，民進黨何妨對中國做個莊嚴的承諾，也就是：將中

國的安全與福址視為民進黨世世代代對外政策的最優先。中國畢竟既是台灣的遠親，也

是近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