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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台灣面臨重大危機 

  前陣子所發表的「大埔農地事件」紀錄片，最終有一幕影像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腦海

中—— 一位受害的婦人，面對她的農地遭到外來怪手的摧殘時，她大聲地疾呼「台灣變

了」，如果改以「台灣陷入危險」來表述現狀更為貼切。如果我們不好好加以監督，未

來四年台灣的情勢變化，將會陷入極大的危機，這是台灣二次大戰後，前所未有的挑

戰，連在蔣介石時期所面對的內外在危機，都沒有這麼嚴重過，其中台灣的危機與台海

雙方關係的變化有著極大的關聯。 

貳、中國對台政策的主軸是「鞏固深化」 

  中國對台灣採取「鞏固深化」的政策，其內涵相當清楚—— 也就是「鞏固」過去四

年得到的成果，而「深化」則是得到更具體的目標。要探討中國如何對台採取「鞏固深

化」的政策之前，我們必須回頭檢討過去四年馬英九政府究竟做了些甚麼事情？ 

 一、外交休兵 

  馬政府的「外交休兵」政策，被戲稱為「外交休克」的政策，表面上看台灣的邦交

國四年來並沒有減少，實際上台灣的外交工作卻是「大倒退」。舉例而言，長期以來台

灣全力推動加入世界衛生組織（WHO）的活動，表面上好像很多人參與其中，實際上是

暗藏危機。因為自從2009年5月馬政府接受中國安排，以觀察員的身分出席世界衛生大會

（WHA）建立了一種台灣參加國際組織的模式，也就是參加國際組織之前，台灣必須經

過中國的同意，甚至派員參加的名單都要先送交中國審視，這不只是適用於政府間的國

際組織而已，連中國要加入民間為主的國際組織時，都會要求他們更改相關的規定。譬

如：台灣要參加前，必須先經過中國的同意，或台灣比中國早加入組織所使用的名稱是

「中華民國」或是「台灣」，只要中國加入之後，就會要求台灣改名為「Taiwan, 

China」或是「China, Taiwan」。由此可見，表面上台灣的外交好像「西線無戰事」，實

際上台灣的外交是在大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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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對日本的外交關係亦然，日本三一一發生大地震與核災時，台灣人是如何協助

日本人賑災並提供捐款，但日本政府舉行追悼會儀式上台灣卻被排除在外。雖然日本政

府的反應讓我們感到失望，但是我們自己也要檢討，因為日本政府早已將出席的名單提

供給台灣駐日大使過目，可是我們的駐日大使並沒有作任何抗議，也就是說接受日本政

府將台灣排除在外的作法。照理說，台灣的大使應該要積極向日本政府表達不滿，要求

日本立即作調整，我相信如果當時駐日代表提出這些要求時，日本政府應該會作適度的

調整，只是馬政府下的外交官始終抱持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態。外交部目前存在著

一種不要破壞兩岸關係的魔咒，對這些外交部的官員而言，台灣推動外交工作最好不要

破壞兩岸關係，只要維護台灣與中國的關係，就不至於破壞馬英九的整體外交大戰略。

因此，台灣自綁手腳、外交空間也愈縮愈小，世界各國錯誤以為在國際上代表台灣的是

中國的北京政權。我相信中國在未來的四年，將發揮更大的影響力逼迫台灣，使台灣的

國際地位比香港更低更差。 

 二、軍事上的失衡 

  馬英九處理國防軍事的態度，並不是以挑釁中國為目的，實際上則為自我解除台灣

的軍事防衛力量。陳水扁政府八年主政期間，花了很多心血積極提升台灣的國防武力，

阿扁總統對軍事的重視，表現在親自參與國家重大的軍事演習；反觀馬英九對國防軍事

採取消極的態度，寧願在軍事演習期間出訪非洲與友邦元首比伏地挺身的次數，安排於

演習最後一天短暫的亮相，不願意多花時間勉勵、慰勞演習的國軍官兵。由此可見，台

灣的軍事武力已經失去平衡的能力，亟需美國與其他國家的援助。但是現存的問題是，

馬英九政府基本上已經放棄建立台灣與美國密切的軍事關係，面對中國的武力威脅，台

灣的軍事防衛能力愈來愈陷入不利的地步。 

 三、經濟上的依賴 

  馬英九如何處理台灣對外貿易的問題？尤其是對中國經濟的過度依賴，愈來愈嚴

重。中國是台灣的敵國，台灣經貿愈來愈向中國傾斜，就像是吃毒品一樣，一旦成癮，

台灣將任憑中國予取予求，當台灣不能沒有中國市場的利益，又無法分散對中國市場的

依賴時，中國發生任何風吹草動，對台灣所造成的衝擊將是直接且巨大的。 

 四、社會麻痺 

  在馬英九與泛藍媒體有意無意的鼓吹與美化下，大多數台灣人已經失去對中國統戰

的戒心，甚至整體社會出現麻痺的地步。何謂「社會麻痺」？我們常說「心防」很重

要，馬英九政府一再灌輸台灣人民，美化中國對台灣提供多少好處與紅利，放任中國國

台辦副主任、海協會副會長鄭立中等官員全台各地走透透，報載這些人比我們的政府官

員更認真，更關心台灣農民與台灣人民的福祉，台灣社會竟然沒有人去挑戰這種說法。

當台灣社會上已經有人開始為中國說項，強調台灣的工商業發展不能不依賴中國的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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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甚至中國觀光客到軍事基地照相，有人還認為無所謂，台灣社會愈來愈習慣中國人

在身邊出現，當台灣人對國家安全的事務愈來愈不關心，心防也隨之崩解。 

 五、主權的流失 

  台灣在馬政府主政下，主權一再流失，台灣的對外關係被套牢，馬政府至今仍然不

承認「一國兩區」對台灣主權帶來的傷害。我們都知道，「一國兩區」的說法絕對影響

台灣主權、台灣人民對自我定位的問題。因此，我個人主張馬英九應該在五二○就職演

說時，收回「一國兩區」的說法，因為台灣海峽兩岸並不是「一國兩區」的關係，而是

「一邊一國」。我們千萬不能把「一國兩區」當成是簡單平凡的一句話，這句話從國際

政治的角度來看，影響的層面絕對超乎你我的想像。從中國近來的表現來看，馬英九政

府所提出「一國兩區」的說法，符合中國所強調「一國」的內涵，相信未來中國會繼續

對馬英九政府施加更大的壓力，要求馬英九表態，究竟你所說的「一國」是甚麼？台灣

是不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馬英九政府都必須說清楚講明白。 

參、結語 

  未來四年在馬英九統治下的台灣，將面臨來自於中國更多的壓力，不論是外交、軍

事、社會、經濟與主權等方面，中國將會對台灣展開全面性的封殺，目的就是要迫使台

灣接受中國所設下的要求與條件。 

  換句話說，未來的四年需要台灣人民展開「搶救台灣」的行動，民主進步黨當前所

面對最大的挑戰，如果透過媒體提出口頭論述還不夠，更重要的是提出論述之後如何執

行？我們要有具體的行動，凝聚全民的共識一起來面對這場危機，才有可能力挽狂瀾。

我們要記取2012年的總統選舉失敗的教訓，這場選舉氣勢原本勝過對手，為何最後會功

虧一簣開不出好的選票成績？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我們基層的耕耘還不夠。我們不

但要坐而言，也要起而行，直接走入基層與人民接觸，喚起人民的自我覺醒非常重要，

這也是我為甚麼要參選新北市地方主委的原因。過去我們常說「台灣人怕死，也很愛

錢」，這種價值觀能否改變？如果不能改變這種陋習，我們要推動各種改革勢必困難重

重；倘若台灣人的陋習可以改變，我們又如何去做改變？ 

  長期以來，我們習慣於以台北為中心，以媒體的角度看待問題，認為只要取得媒體

的制高點，就能夠贏得勝利，現在看起來如果這種觀念不改，要取得中央執政權恐怕是

難上加難。此外，我們也要認真面對，中國如何影響左右台灣選舉的結果？由於在中國

經商的台灣人愈來愈多，中國政府面對沒有回台投票意願的台商，派人到台資企業要求

他們打電話回台，甚至在旁聽你如何催票支持特定政黨與人選；或者，透過台灣特定政

黨的政治人物變相買票，以採購台灣漁民或農民的魚貨或農產品出口到中國的方式，爭

取台灣農漁民的好感，投票支持配合中國的立委等，中國深度介入台灣的選舉。由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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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中國統戰的黑手早已進入我們日常生活之中，甚至開始左右影響我們的言行舉止。 

  無論是民主進步黨或者本土社團的領袖，都無法迴避去面對中國是影響台灣左右台

海關係發展的關鍵角色，儘管中國政府對我們不懷好意，我們還是要將其視為學習的對

象。回顧中國對台灣所採取一貫從未改變的政策為「和平統一，一國兩制」，但是其採

取併吞台灣的手法則由強硬轉為柔軟。反觀民主進步黨或者台灣的本土派，面對中國則

堅持強硬不接觸的態度，以為如此可以將中國的影響力排除在外。如今，外在的環境已

經改變，中國的影響力已經深入到我們的社會之中，對此個人提出以下幾項處理台海雙

邊的關係，提供參考： 

一、 立場要堅定，策略要彈性。我們所一貫堅持的「一邊一國」、「台灣主權獨

立」一定要堅持，甚至要比以前更堅定，手段策略更具彈性。具體的作法如

下：目前台灣的大學中，有很多來自中國的留學生，如果時間巧合台灣有選舉

活動，可以安排這些中國學生參觀台灣的造勢遊行，聽聽台灣造勢演講的內

容。再者，安排這些中國的留學生甚至中國觀光客造訪民主進步黨，讓他們瞭

解台灣民主發展的歷史，認識台灣人民如何拚民主、拚自由。另外，我也認為

台灣的Call-in政論節目，例如三立或者民視可以設立一個特別的攝影棚，開放

給來自中國的觀光客參觀，使其瞭解台灣社會如何Call-in與名嘴對話或討論政

治事務。 

二、 發揮主動，以攻為守。過去民主進步黨執政期間，所推動的兩岸政策過於保

守，無法產生主導議題的能力。如今面對馬政府處理的兩岸政策，都是一再主

動出招，使得民主進步黨或台派本土社團不得不配合接招，疲於奔命。我們必

須提出以攻為守的策略，取得議題的主導權。 

三、 以柔克剛。面對硬梆梆中國政權的威脅，台灣必須具備以柔克剛的能力，才能

立於不敗之地。 

  未來的四年，將是台灣與中國決戰的關鍵時刻，如果我們堅持過去不面對、不理睬

的態度，認為就可以將中國的勢力排除在外，是不切實際的作法。我們必須積極準備，

發揮主動轉守為攻，確保台灣的國家利益，尋求永續發展的機會。 

  最後，我再講一個與2012年總統大選相關的故事，有一位在小英競選總部服務將近

三到四個月的志工，總統大選之後，她流著眼淚告訴總部，很抱歉並沒有將選票投給小

英，主要的原因是她先生在中國做生意。選前她先生回到台灣拜託她，要把票投給馬英

九，否則他在中國的工廠營運會出問題。如果我們不把這個案例當作一回事，不去面對

處理，日後同樣的危機將會再現。假使我們想要改變這個劣勢，我們一定要採取更新更

堅定的作法，回應處理一切的問題，如此台灣才有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