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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雪琴記錄整理 

 
 
 

壹、前言 

  再過三個多月，台灣就要舉行總統、副總統與立委的選舉，此次選舉的結果將決定

台灣未來十年、二十年，甚至於台灣命運的重要關鍵。同時，台灣人民也都在看藍綠兩

派的總統候選人會端出什麼樣的政策牛肉？這次民主進步黨提出《十年政綱》，表示民

主進步黨在今後的十年內，承諾將依照《十年政綱》的規劃，逐步去推展各項立法、行

政等事務。所以，此次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以「十年政綱與台灣的發展」為題舉辦座

談會，邀請學者專家就相關重要議題進行討論，個人覺得頗具意義。 

貳、台灣民主化演進 

  1988年蔣家王朝的終結，是台灣政治發展的一個重要轉捩點。蔣經國在其晚年，也

就是在1980年代面對台灣社會風起雲湧要求政府進行民主化的聲浪，聽取專家學者的意

見，開始研究要如何推動政治改革，包括：解除戒嚴、開放黨禁與報禁，延續到1980年

代的中、後期，台灣的民主化腳步終於大步跨出。1988年，蔣經國的繼承人李登輝先生

接任總統，並非安於擔任國民黨政權下的傀儡，李登輝首先推動國會全面改選，又於

1996年推動人民直選總統、副總統，終結中國國民黨頑強的外來性格與專制獨裁的特

質，台灣人民與生俱來的自由、人權與平等各方面的理念與權利，快速在台灣社會擴散

與落實。 

  台灣從1980年代往後的二十年間，台灣社會與人民在世界潮流的影響下，加上台灣

的媒體開放，台灣社會逐漸累積一定程度民主政治的文化。2000年中國國民黨內部出現

分裂，台灣人民透過選票進行政黨輪替，代表民主進步黨競選的陳水扁贏得總統大選，

台灣實現政黨輪替由在野黨獲得執政權，這在漢民族的政治史上是不容易看到的，尤其

是2004年中國國民黨的政治勢力大團結之下，民主進步黨的總統候選人成功連任。事實

上，2000年至2008年的八年時間，民主進步黨在國會的席次不甚理想，陳水扁總統依然

全力推動民主、自由、人權與法治的改革，雖然其中有很多令人不甚滿意之處，但畢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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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期的表現在台灣民主政治史發展上，卻是真正的「黃金八年」。 

  2008年之後，由於中國國民黨在立法院占有多數席次的優勢，他們不斷杯葛陳水扁

政府的各種理想施政，導致人民對陳水扁政府的施政不滿，加上中國國民黨透過媒體箝

制人民的思想，並灌輸「中國人治理優於台灣人治理」的觀點，使得2008年總統大選前

逐漸形成「總統換人做做看」的社會氣氛，加上中國國民黨有很大且綿密的地方組織人

脈與天文數字的黨產，以上各項因素相互發酵下，台灣發生第二次政黨輪替，中國國民

黨重新取得政權。 

參、辯證理論 

  雖然台灣發生第二次政黨輪替，馬英九政府上台執政，許多人感到非常痛苦與焦

慮，但是對一個長期研究憲政發展史的我而言，台灣再出現「政黨輪替」並不是一種壞

現象。人類本身具有善與惡相互混合的特質，不論是「人性本善」或「人性本惡」，都

無法全部掌握人類內心的本質。德國哲學家黑格爾（Hegel）提出的「辯證法」，個人非

常認同他的觀點，他先提出一個「正」的觀點，但這個觀點漸漸被人發現存在很多缺

點，於是就有人提出「反」的觀點，後來又有人發現「反」的觀點不一定優於「正」的

觀點，於是有人擷取來自「正」、「反」觀點的優點，提出「合」的觀點。這種歷經

「正」、「反」、「合」的階段就是一種辯證的階段，好比原本只是一粒黃色的麥籽種

在土裡，後來長出綠油油的葉子，但一正變一反後，發展成熟的時期一到又會長出許多

的麥籽出來。 

  台灣一度是外來政權控制下的禁臠，從1988年蔣經國政治強人的去世後，一直到

2008年的前後二十年的期間，台灣由外來專制獨裁統治走上獨立自由、民主自由之路，

但在2008年5月後馬英九政府上台，外來政權復辟成功，接下來四年的時間，台灣政治的

發展可以讓台灣人民了解「反」的本身比「正」的還要壞，以及在這個「反」的過程

中，有甚麼東西是值得大家深思並作為借鏡？ 

  2012年的選舉，台灣如果能在藍綠橘三個政黨當中，找到一個可以真正確保台灣獨

立自主的空間，而且又可以進一步落實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環境的政黨來執政的

話，相信可以循著「一正」、「一反」、「一合」的過程，促進台灣真正的成長，這是

真多第三世界國家很難做到的事。台灣人要實現這個目標，唯一的條件就是2012年的選

舉要贏回政權。 

肆、結語 

  總之，2012年綠色一定要贏，才會有歷史的好結論。我們要贏絕對不能僅靠一張嘴

巴說說而已，或是靠陰謀權術的運用機關算盡，這種贏回政權的方式不是很健康。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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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我相信綠色的民主進步黨是優於藍色的中國國民黨。我不是中國國民黨的黨員，也

非民主進步黨的黨員，但憑著一貫冷靜思考的習慣，加上個人長期客觀的學習經驗來看

此事，我比較偏好於民主進步黨的《十年政綱》。因為中國國民黨一再強調「黃金十

年」，在他們的政策論述中，我既沒有看到黃金，也看不到具體的政策，相信以口號治

國是無法得到台灣多數人的認同。 

  我個人覺得民主進步黨的《十年政綱》非常好，在台灣面臨轉型挑戰之際更顯得可

貴，此次座談會邀請了這方面的專家學者共同參與討論，也感謝關心台灣前途的各位到

此聆聽並互相勉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