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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的回顧與展望 
 

●陳隆志／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今天是2011年12月27日，再過四日，我們即將告別2011年，邁向全新的2012年。回

顧過去的一年，在馬氏政府治理下的台灣發生了很多代誌，以傾向中國的意識形態治

國，台海兩岸兩國的現狀出現質變。台灣一再擴大對中國的依賴，經濟自主性不斷流

失，「以經促統」的條件愈來愈明顯，台灣與中國融合、走向統一的危險態勢愈來愈清

楚。 

  2008年5月馬氏政府上台，採取「為發展經濟擱置爭議」的中國政策，盡其所能搭建

台灣與中國雙邊交流的平台。短短三年餘以來，馬氏政府一再漠視中國是企圖併吞台灣

的敵國，既不堅持台灣是與中國互不隸屬的主權獨立國家，也承認根本不存在的「九二

共識」，作為雙邊關係發展的基礎。 

  馬氏政府將中國視為恢復台灣經濟活力唯一的希望，表面上為台灣經濟找活路。實

際上，馬氏政府陸續完成七次江陳會談，簽署十多項的協議，對中國大開方便之門，滿

足了中國的需求，卻是犧牲台灣的國家利益。 

  中國樂意配合馬氏政府營造台海兩岸和解，是有利於台灣經濟發展與促進台海和平

的騙局；大量對台灣釋出小利益，包括鼓勵中國企業家與省市地方首長訪問台灣進行商

業參訪與投資、促進雙邊學術合作、擴大開放中國觀光客來台灣遊覽等。中國處心積慮

塑造友好和善的假象，利用國共合作營造和緩的雙邊關係，進一步促成「共同發展、共

同繁榮、共同治理」發展模式，以期達到「以通促統」的目的。馬英九最近將台、中雙

邊政治協議，列入「黃金十年」的議程，正是「終極統一」的警鐘。 

  台灣與中國的關係由對立走向和緩，是福是禍？在雙邊政經文教全面交流的同時，

千萬不可以犧牲台灣的主權為代價，將台灣推入被中國併吞的虎口中。 

  面對國共左右聯手處理台灣未來的強烈意圖，台灣人民不可靜靜不出聲。2012年總

統大選一定要馬氏政權下台，這是咱回顧2011年，要迎接2012年最重要的代誌。 

  （本文播出日期2011年12月27日民視「台灣廣場」節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