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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馬英九時期」政局何去 

何從：變與不變 
 
●洪茂雄／台灣國際研究學會理事 

 
 
 

壹、前言 

  中國國民黨九月的政爭風暴，予人留下最深刻的印象，一方面提供國人在政治、法

律、社會和道德等領域活生生的教育素材，內容雖粗俗但富戲劇性，情節高潮迭起，頗

引人省思；另一方面馬、王之爭無論是攻守策略、舉止風度、談話分寸，乃至民心歸

向，幾乎呈現一面倒狀態，使人對馬、王兩造陣容有高下立判，孰是孰非明辨無疑。 

  這場中國國民黨內部難得一見的鬥爭，不由得令國人體會到「後馬英九時期」已大

張旗鼓揭開序幕。究竟啟動政爭的馬英九，他如何擺脫四面楚歌的窘境，遂成為國人關

注焦點。其中後馬時期的政局動向，哪些是維持不變？哪些是亟待改變？則是本文想要

探討的核心。 

貳、後馬時期的不變基調 

  蔣家父子威權統治時期，有一句耳熟能詳的口頭禪，即「以不變應萬變」，但至後

蔣經國時期不得不正視「時代在變，潮流在變，環境也在變」的現實，始對基本國策做

了相當程度的調整。不過，二十世紀八○年代後半期以來，台灣的民主化進程仍可看到

某些不變的軌跡。茲就下列幾個面向可窺見一斑： 

  首先，政黨政治是民主政治的碁石，有健全的政黨才能使民主政治運作走向正常

化。台灣走向民主化二十餘年來，仍出現跌跌撞撞，亟需深化改革。眾所周知，中國國

民黨的權力結構屬列寧式革命政黨，黨國一體思維根深蒂固，又掌握舉世無雙的龐大黨

產，要它脫胎換骨，黨產歸還國庫，談何容易。因此，黨意高於民意的路線，將繼續維

持，此可謂不變基調之一。可是有黨齡百餘年歷史的中國國民黨，面對世界民主潮流不

可逆轉的大形式，也得要裝模作樣高談民主改革來應付社會期待，此其不變基調之二。 

  其次，恪遵人類普世價值，乃理所當然，必須不折不扣予以落實，不容虛應故事。



時 事 評 析    

 

新世紀智庫論壇第64期／2013.12.30   101 

過去白色恐怖時期對於憲法中明文規定的保障基本人權多加踐踏，使其形同具文有名無

實。現在「民智」已開，法治風氣普及，企圖以人治統治手段發號司令，終難如願反而

成眾矢之的，徒勞無功。為此，後馬時期執政團隊雖在「政不通，人失和」的情況下，

仍然要符合社會要求，揭櫫法治口號，藉此表態為政之道，此其不變基調之三。 

  再其次，經濟發展是保台強國之本，台灣是海島型國家，地小人稠，資源短缺，必

須發展對外貿易。不過，這些年來採取全面傾中的態度，以中國化取代國際化，使得台

灣對中國的政策有了很大的轉變，由早期的反共基本國策「漢賊不兩立」，至今轉而朝

共親共制台，矮化台灣主權；由禁止「三通」兩岸互不往來轉變成門戶大開放，各項交

流熱絡。如此一來，台灣敵我意識的精神武裝，頓失免疫力，對中國廣大市場的依賴性

日增，使得台灣的自主性陷入被架空的危機。更有甚者，中國「以商圍政」，有計畫地

運用資金，伺機收買台灣，最終達成其統一的夢想。基此，如何認清中國共產黨口蜜腹

劍真面目，乃是當前執政團隊必須記取經驗教訓，萬萬不能說變就變，而應嚴肅表明不

變的基調之四。 

參、變中求穩腳踏實地 

  至於，擺在後馬英九時期迫切求變的課題，有下列數點值得觀察其發展： 

  其一，挽回馬意滑落困境。馬的民意支持度，掉落到空前谷底，僅有9.2％，顯然馬

意和民意呈現破紀錄落差，他如何力挽狂瀾，掃除笨拙無能總統的醜陋批評來樹立新形

象，排除所面臨「鞋攻」、被罷免或要求下台壓力。馬意不變，就是窮途末路，必遭輿

論無情的批判，而留下歷史罪名。 

  其二，集思廣益落實憲政改革。馬、王赤裸裸政爭，正暴露中華民國憲政體制的缺

失。所謂五權憲法，嚴格的說，是雙首長制。可是馬總統上任以來，獨攬大權，形同

「超總統制」，自我感覺良好。殊不知，五權憲法已被扭曲成「誤」權憲「乏」、濫權

玩法，尤其竊聽醜聞震驚全國，使「司法獨立」蒙羞，憲政運作怪象橫生。具體而言，

馬英九常掛在嘴邊的所謂「大是大非」能否實現，端賴他有無魄力來制訂一部符合時代

潮流的新憲法，寫下歷史新頁，讓國人刮目相看，這才是上上之策。 

  其三，制訂穩健中國政策，俾凝聚國家認同意志。台灣與中國之間關係，絕不是在

「一中」框架下，成為不平等的附屬關係，或「國內關係」，更非馬英九在國慶文告中

所云「兩岸非國際關係」。因此，後馬時期建構步步為營的中國政策，以確保台灣主權

與安全為第一優先，乃責無旁貸。其實，當前台灣的國家認同正陷入混淆不清的危機，

而馬意妄想和中國簽訂服貿，乃至和平協議等一系列文件，來贏得諾貝爾和平獎，無異

痴人說夢，看似空中樓閣罷了！ 

  其四，馬英九任內競選政見落空，華而不實（如六三三政策），面對足以動搖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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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核能政策則優柔寡斷，束手無策；尤其如何提升經貿發展，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欠缺

整體規劃，特別是意圖以「外交休兵」來換取中國的善意回報，顯得戰略毫無章法，自

曝其短。後馬時期組建一支涵蓋各政黨、專家學者和工商界代表的堅強團隊，以反映台

灣絕大多數民意與北京交手，才是務實吻合台灣利益的作法。 

肆、結語 

  最後，在後馬時期還有一件不容小覷而必須重視的現象，外省權貴勢力，瓜分政府

要津，其比率明顯偏高，予人有弱化本土意識之感。馬就任總統以來，高階人事安排難

免帶有省籍情結，無疑地加深本地人和新住民之間的嫌隙。準此，在馬英九任內如何化

解省籍矛盾，加強族群融合，真心落實本土化，敵我分明，團結一致對抗中國威脅，乃

是刻不容緩的要務。馬的為官之道，變與不變得靠其團隊的智慧三思而行，不能私心作

祟。總結以上論述，持平地說，寄望由一位民意支持度僅9％的國家元首，憑其過去表

現，要他發揮雄心壯志，肩負起劃時代的歷史性使命，實在強人所難很不樂觀。本文企

盼拋磚引玉，能喚醒更多國人參與討論，對建立共識會有裨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