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紀念三一四反侵略日談台灣面臨的主權危機   

 

新世紀智庫論壇第53期／2011.03.30  85 

認同的危機：台灣主體意識的崩解 
 

●紀舜傑／淡江大學未來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一個人的認同表面上若有似無，但事實上，認同是人們最根本和堅強的力量。認同

出問題，怪異或非理性的行為便可能出現。由此觀之，國人對國家的認同感是國家發展

最重要的因素。 

  國家認同涉及一個人如何看待自己的國家，以及對國家的主觀與客觀的期望，我們

是誰？誰是我們？誰是他們？這常是self與other的釐清問題。當然認同是人類的天性，同

時認同也可以是最惱人的問題。因為認同是人類在群體中一種非常重要的感覺，每個人

都不願被遺漏，也不願被孤立，更重要的是歸屬感的滿足較容易帶來安全感。認同也是

自我認識的一個重要過程，透過認同在同一群體開啟和強化對「我」的認知，同時也透

過認同在不同群體中定位出「我們」與「他們」。 

  國家認同是台灣民主化的重要議題和驅動力。台灣主體意識是台灣國家認同的最深

層的內涵，經由挑戰威權體制到本土政權的建立，台灣人逐漸走出國民黨深植的中國人

認同。然而馬英九上台後，台灣人的認同遭到壓抑，中國人的認同再度升起。馬政府透

過外交和內政重塑中國人的認同，以此與中國靠攏。 

  馬英九上台後過度急於展現與前任政府不同的外交原則，也太急於對中國表態，於

是高喊外交休兵，然而如此急轉彎的外交政策卻讓大家一頭霧水。2009年馬英九兩次出

訪中南美洲證明連外交部和駐外人員也搞不清楚外交休兵，更不用說我們的友邦們。 

  當時的外交部長歐鴻鍊在出訪時發表「不反對友邦與中國互設辦事處」的談話，很

明顯地觸及「雙重承認」的敏感紅線。失言後歐鴻鍊必須再對外詮釋一遍外交休兵的精

神，就是台灣與邦交國追求邦交關係，我方不妨害友邦與大陸發展經貿關係，彼此互相

追求最大的國家利益。這樣的辯解充分顯示連外交部長都無法精準掌握馬英九的外交思

維和策略。 

  外交是國力的展現，是國家主權的宣示，也是在國際間生存的奮鬥努力，這樣重要

的工作怎可冠上一個休兵的名號。外交休兵代表放棄展現國力、主權可有可無、鬆懈對

外工作，難怪有人批評是「外交休工」、「外交休克」，這也讓人聯想到很令人洩氣的

一句話——結束戰爭最快的方法就是投降。 

  馬英九的外交休兵表面上是建立在中國的善意上，事實上是拱手讓出台灣外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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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導權。中國政府號稱上管天、下管地、中間管空氣，現在不但左右台灣的內政，連

台灣的外交也完全落入其管轄中。中國目前配合馬英九的外交休兵很重要的原因在於，

以往挖走我邦交國是教訓我國政府的手段，現在台灣政府既順從又聽話，自然不必出手

修理。另一方面外交休兵也讓中國外交單位鬆一口氣，可以不用像民進黨執政時天天與

台灣進行外交肉搏戰，現在馬英九提供機會讓他們好整以暇，穩坐老大的地位。 

  至於台灣內部對中國敵我意識的瓦解也如同切香腸一般，一段段地失守，從台灣各

界趨之若鶩地參與國共論壇、政治人物爭先恐後登陸中國、國安會秘書長的家人陸續到

中國經商講學、開放中資登陸、簽訂ECFA等，馬政府營造的氛圍是到中國就像到美國或

是日本一樣地稀鬆平常，台灣人民的心防洞開，連國軍的戰鬥意識也動搖，近來國軍軍

紀事件頻傳，不知為何而戰、為誰而戰不正是軍紀渙散的原因嗎？ 

  綜觀馬英九就任以來的所作所為，我們大膽推論，馬英九與他的核心幕僚已經跳脫

台灣的觀點看待未來的世界，他們在期待並希望創造一個中國人主導的世界，中國的崛

起是必然的，台灣應該參與中國的崛起，並盡一己之力讓它更快地成為超級強權。他們

相信台灣可以在中國爭取全球華人民族主義認同上起帶頭作用，從美國手中奪回台灣不

只是收編台灣，更是對美國霸權的當頭棒喝，絕對是中國稱霸世界的重大宣示。馬團隊

心中可能認定台灣過去依附在美國的保護是中國人內鬥的錯誤結果，兩岸的中國人不該

再受到美國人操弄，這裡所涉及的是近百年來中國所受的種種屈辱，在馬英九的內心深

處，似乎以恢復中國人的光榮為畢生的職志。 

  馬英九不必然毫不關心台灣的發展，只是他深信中國霸權才是台灣的最佳依靠，他

正按部就班地在帶領台灣駛向強盛的中國，這就是他認為的台灣的活路。馬英九對台灣

與中國的發展，存在的最大迷思是中華民族的概念，他用中華民族處理這兩塊土地上的

歷史記憶、政治認同、國家認同、文化認同、和民族認同等複雜的問題，簡單地以中華

民族建構最大公約數。 

  想當初馬英九上台高喊兩岸外交休兵時，藍營人士認定中國一定會善意回報，在國

際上讓台灣享有較大生存空間和尊嚴，馬政府也自信滿滿會帶給台灣人民新希望。但是

結果令人失望，近來菲律賓政府順從中國將j十四名台灣籍詐欺嫌犯遣送中國，以及我國

中央銀行在「東南亞國家央行總裁聯合會」，因中國央行（人民銀行）加入，被迫更改

會員名稱為「中華台北央行」（Central Bank, Chinese Taipei）。這都是對馬英九政策的

當頭棒喝。 

  更令人沮喪的是民進黨執政八年，很不容易才建立的主權意識正如土石流般地快速

流失中。為了走出國際上普遍以一中原則順應中國而罔顧台灣利益的困境，扁政府推動

台灣正名運動，從2003年起在中華民國護照封面加註「TAIWAN」，在國中、國小學生

使用的國編教科書表記首都在台北市。在2004年將政府官方所印製的地圖「中華民國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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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不再加上政府並未實際統治的中國大陸。2005年7月30日，總統府及其網站上的名稱

變更為「中華民國（台灣）總統府」。2007年1月29日，修改歷史教科書內容，將中國史

和台灣史分開，並把「我國」、「本國」、「大陸」改稱「中國」。同年2月12日，中華

郵政更名為「台灣郵政」，中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更名為「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造船股份有限公司更名為「台灣國際造船股份有限公司」。這些努力確認台灣的主

體意識，讓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人可以抬頭挺胸地自稱為台灣人。各種民調也顯示，自

認為是台灣人的比率節節上升，遠超過自認為中國人的比例。 

  扁政府建立台灣主體意識和堅持主權，並不是故意要激怒中國，而是希望能爭取兩

岸對話時有平等地位，不要被矮化。正名運動和堅守台灣主權都是為了更有尊嚴地面對

中國，現在馬英九低聲下氣，卑躬屈膝地向中國輸誠，結果中國也不買帳，打壓依舊，

帶給台灣人民的挫折更大。 

  但馬英九上台後扭轉社會氛圍，媒體配合馬政府強力鼓吹中國意識，在馬英九將中

華民族掛在嘴邊時，社會上「我們中國人」的認同又回魂了。隨著中國在經濟上的崛

起，加上舉辦奧運、世博等世界級活動，一切向中國看齊的調子吹的漫天嘎響，光鮮亮

麗的中國觀光客成了台灣觀光業的救贖，更有中國「善心人士」高調地捧著大把鈔票來

「解救水深火熱的台灣同胞」，讓台灣完全掉入中國的經濟戰、心理戰、和輿論戰。這

些發展不但打擊台灣的主權意識和民族尊嚴，更讓台灣最該引以為傲的民主自由發展成

果變得毫無價值。 

  挽救台灣的主權流失，關鍵不在改變馬英九根深蒂固的思維或親中的政策，就像共

和黨不會想改變歐巴馬的基本意識形態一樣，而是希望在選舉競爭中將歐巴馬打敗，而

透過執政實現其理念。我們應該提出與馬英九不同的對照，讓人民有所選擇與依靠，因

此建構一個有別於馬英九，而且能獲得台灣人民青睞的願景才是重回台灣認同、重建台

灣主權的根本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