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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2015台灣代表字「換」字 

談起 
 

●陳隆志／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每年進入尾聲之際，平面媒體總會舉辦「台灣代表字大選」活動，向全民徵集一個

代表性的文字，作為該年度的代表字。這項仿效日本「今年的漢字」（Kanji of the 

Year）活動，自 2008 年開始以來，每一年都透過文字票選的方式，反映當時社會發展的

態勢與人民內心的感受。 

  今年「台灣代表字大選」參與票選者按照往例在候選文字中，圈選「換」字作為

2015 年的代表字。隨著 2016 年 1 月 16 日台灣正副總統與立法委員選舉投票日期的逼

近，「換」字的脫穎而出正可作為觀察此次選舉選民投票意向的風向球。事實上，

「換」字之所以雀屏中選，與七年來千瘡百孔的台灣政經與社會的狀態脫離不了關係。

尤其是在棘手的財政、食安、高房價、低薪、司法等弊端問題接連爆發之後，政府依然

故我而未有具體解決措施。當政府施政與人民的期待出現嚴重的落差，人民自然寄望換

新去舊，為低迷沈悶與發展停滯的台灣社會，注入新世代的熱情與創意的生命力，作為

台灣尋求變革圖強的切入點。 

台灣民主的退潮 

  台灣民主發展的道路一路走來曲折坎坷，1987 年中國國民黨政府在台灣人民與國際

社會的壓力下，宣布解除長達三十八年的威權戒嚴統治；隨後又經過 1992 年國會議員全

面改選，1996 年首度民選總統以及 2000 年政黨和平輪替，逐漸鞏固台灣得來不易的民

主體制。民主可以帶來和平，也可以創造善治，促進經濟的發展與提升生活水準。台灣

作為一個新興民主國家，這一段民主轉型被視為全球民主發展的重大成就，也使不少人

樂觀以為台灣已走上了民主化的道路，台灣人民擁有民主與自由的生活方式，再也不會

改變。事實上，民主化具有動態發展的特質，會往前進，也會往後退。 

  2008 年馬英九以「我準備好了！」的口號，中國國民黨復辟，奪回政權。馬英九及

中國國民黨雖然以民主投票的方式取得政權，也向台灣人民作出「全面執政、全面負

責」的保證，但是挾著全面執政的優勢，權力過度集中於一黨又欠缺有效制衡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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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了民主政治最基本的原則。影響所及，馬氏政府以傲慢的心態治國，完全漠視台灣

人民的意願與福祉；為了營造與中國政治和解的環境，自願配合中國限縮既有的民主體

制；為了爭取台灣在世界衛生大會與國際民航組織大會短暫露面的機會，自我矮化接受

「一個中國原則」，犧牲台灣國家的主權，甚至為了投資中國的發展需要，放棄台灣經

貿的自主性等等。這一連串反民主的行徑，有利於「中國」而害「台灣」，對台灣得來

不易的民主體制、獨立自主的經濟環境以及人民的生存發展帶來全面性的破壞。 

公民運動的崛起 

  2012 年馬氏政權獲得連任，再也沒有選舉壓力的馬英九，早將台灣人民的意願與福

祉拋於腦後。為求台海兩岸「終極統一」的歷史定位，馬氏政府無視民意的反彈與排除

國會的監督，獨斷獨行，我行我素，毀憲亂政、架空國會代議制度與破壞政黨政治等無

法無天的作為，終於引起人民的反彈。 

  以學生為主體的公民團體佔領立法院，史無前例的舉動終於引爆「三一八太陽花學

運」，台灣的公民運動達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峰。此次運動帶動公民自我意識的覺醒，

保衛台灣的民主體制與人民自決的權利，成功阻擋黑箱服貿的過關。同時，更喚醒台灣

社會關注中國透過國共合作的模式，一方面收買依賴中國的財團與中國國民黨政治權

貴，另一方面則拉攏台灣別有居心的政客，進行跨海峽政商權貴的結盟，共組「以商圍

政」的利益集團。 

  「太陽花學運」暫時落幕，公民運動的活力並未停止，學生與公民團體透過「出關

播種」的方式，繼續推動關心服貿協議的進展以及強力監督貨貿協議、自由經濟示範區

等向中國開放的政策。同時，以年輕人為主體的公民力量積極投入政治，並在 2014 年底

的九合一選舉中，要求政府治理必須顧及人民的感受，符合人民的需求，大聲喊出「自

己的國家，自己救」的口號，對馬英九政府背離民意與過度依賴中國的施政投下不信任

票，重創中國國民黨的選情。 

台灣民主的試煉 

  按照歐美民主先進國家的憲政慣例，在大選結束後與新舊政權移交之前，任何即將

卸任的行政首長及其政務官所組成的執政團隊，進入看守政府的階段，任何新的重大政

策均應交由代表新民意的新政府來決定。 

  值得注意的是，不論 2016 年總統與立委合併選舉的結果如何，立法委員於 2 月 1 日

宣示就任時，正副總統尚未辦理交接，這一段憲政看守期將對台灣民主帶來嚴峻的考

驗。馬氏政府卸任前夕，仍執迷不悟意圖動用國家的資源，繼續推動暴衝式的傾中政

策，包括：限期簽訂貨貿協議完成「兩岸經濟一體化」的目標、開放中資來台入股台灣

高科技產業為中國竊取關鍵技術、挖角台灣科技人才大開方便之門，以及允許中資背景



    新世紀論壇 

 

  新世紀智庫論壇第72期／2015.12.30 6   

企業收購媒體業、擴大開放中國觀光客來台的限額等政策，意圖擴大與深化台灣對中國

的依賴。顯然，這一段憲政看守期，將是台灣民主最脆弱的時刻，我們責無旁貸必須承

擔起監督的責任，牽制馬氏政府作出出賣台灣的決策。 

現在決定未來 

  面對馬氏政府的無能惡治，放任中國黑手伸入台灣的政治、經濟、教育、文化與社

會等各個層面，這種對敵國開放且毫不設防的作為，對台灣脆弱的民主機制帶來實質且

立即可見的威脅與危險。 

  2014 年在立法院前的太陽花學運，表面上以反對黑箱服貿協議為訴求，實質上則是

為了保護得來不易的民主、自主與爭取自由多元的生活型態。相較於香港「和平佔中」

運動，終究無法脫離「一國兩制」的框架內，當北京授予多少權利，香港就享有多少權

利的陰霾。台灣人民何其有幸，尚可以透過 2016 民主選舉的方式，促成第三次政黨輪

替，扭轉台灣民主向下沈淪的態勢。 

  這股強調求新求變的社會氣氛背後，代表改變台灣、公民參與、世代正義、民主自

由與公平正義的進步理念，與「換」字作為 2015 年的台灣代表字背後的意涵不謀而合。

2016 年 1 月總統、立委的大選，正是充分發揮「換」字理念與力量的契機，為台灣帶來

鞏固民主、自由、人權、自主立國的新機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