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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政黨再輪替 開啟台灣新

政治 
 

●陳隆志／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2016 年 1 月 16 日舉行的總統與立法委員的合併選舉，台灣人民以實際的行動力挺

民主進步黨正副總統候選人蔡英文、陳建仁，以六百八十九萬多張選票（得票率 56.12

％），一如選前所預期，高票當選總統、副總統。同時，蔡英文領導的民主進步黨也在

國會選舉中大有收穫，由原來四十席躍升至六十八席（區域立委五十席、不分區立委十

八席），掌握立法院過半的席次。 

  在這場攸關台灣未來發展的關鍵選舉中，蔡英文及其領導的民主進步黨得到大多數

選民的支持，贏得總統與國會選舉的雙重勝利。除了促成 1996 年台灣直選總統以來第三

次的政黨輪替與國會首次的政黨輪替，還得到完整執政的優勢，為台灣政治的發展帶來

新氣象。 

台灣民主化的進程 

  在台灣民主化動態發展的過程中，政黨輪替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自 1987 年解除軍事

戒嚴威權體制後，台灣的政治改革才步上民主化與本土化的道路。隨後又經過國會全面

改選與人民首度直選總統，直到 2000 年代表民主進步黨的總統候選人陳水扁在激烈的選

戰中勝出，終結了中國國民黨在台一黨獨大長期執政的態勢。 

  2000 年台灣首次出現政黨輪替，鞏固得來不易的民主體制，當時大多數人樂觀看待

台灣民主政治未來的發展，認為已經走向正常化與民主深化的不歸路。但是，首次執政

的民主進步黨在國會朝小野大的限制束縛下，無力扭轉藍綠惡鬥的糾葛，台灣陷入政治

空轉的泥沼中無法脫身。 

  2008 年擅長形象包裝的馬英九，以政治改革者的形象上台，由於黨國體制威權的陰

影未除，馬氏政府以「完全執政」的獨斷，不但沒有履行選前的政治承諾，而且一面倒

倒向中國，造成台灣經濟愈來愈壞、外交休克、國家主權漸漸消失、公平正義淪喪前所

未見。尤其是 2012 年馬氏政府連任之後，為追求個人所謂的大中國歷史定位，透過黑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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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反民主、反自由、反人權的決策模式，積極推動與中國政經、文化、社會與教育體

制的全面接軌，完全漠視台灣人民決定自己將來的權利，使台灣的民主深化出現逆流。 

  好佳哉，天佑台灣！馬氏政府的倒行逆施，引起台灣人民的憤怒與反彈，2014 年以

青年學子為主體所發動的「三一八太陽花運動」，掀起了台灣史上前所未有的公民反抗

運動，平時分散各地的社運公民團體藉此機會進行串聯，成為一股開創新政治、終結舊

政治的浪潮。雖然「三一八太陽花運動」僅持續二十三天，但是在圓滿落幕之後，徹底

改變了台灣社會的政治氣氛環境。真多人積極參與公民運動，積極投入公共事務與關心

台灣政治的發展。影響所及，經由 2014 年底的九合一地方性選舉與 2016 年 1 月的總統、

國會的合併選舉，終結中國國民黨在台灣從地方到中央超過半世紀的優勢統治地位。1 

政權和平輪替與民主深化 

  在「做不好，就下台」的民主大原則下，政黨輪替將成為台灣未來政治運作的常

態。這種的發展過程正反映美國知名的政治學者 Samuel P. Huntington 教授所強調的理

論：一個新興民主國家的民主化進程，必須經歷兩次政權和平輪替的階段，始能完成民

主轉型，確保政黨輪替機制的常態化，進而達到民主深化鞏固的目的。 

  今年 1 月合併選舉的結果可視為台灣人民對馬氏政府傾中開放路線的反彈，人民唾

棄國共黑箱作業斷送台灣前途的作法。隨著人民政治意識的覺醒，以蔡英文為代表的進

步改革力量，堅持台灣的未來一定要由台灣人民來決定的路線，已成為台灣社會重要的

共識與不變的堅持。這是台灣朝向多元化與民主化發展，跳脫藍綠非理性惡鬥、意識形

態對立的關鍵，也是朝向一個正常、理性、成熟與穩定的民主國家發展的新契機。 

台灣首位女總統 

  選前國際輿論與媒體非常關心台灣大選的走向，他們普遍認為蔡英文經過此次選舉

的洗禮，眾望所歸成為台灣新任的總統，正是台灣走向性別政治平等的重要里程碑。以

台灣與周邊的亞洲國家相比較，無論是菲律賓、印尼、韓國或泰國等，早有女性出任總

理或總統等重要的政府職務。上述這些鄰近國家的女性政治領導人，共通的特點是出身

政治世家，她們的父、兄或丈夫等家人曾擔任過該國重要的政治領袖；唯獨蔡英文是以

平民、政治素人的身分，一步一腳印以專業能力、政治溝通爭取台灣人民的認同，帶領

民主進步黨從谷底翻身，進而獲得人民支持重返執政，成為台灣有史以來第一位女總

統。 

「九二共識」的破局 

  台灣人民用民主選舉的方式，向全世界展現台灣作為一個民主自由、主權獨立國家

的自信與自尊。當蔡英文主席乘載著台灣人民高度的期待，走完了最後的一哩路後，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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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的挑戰才剛開始，其中之一就是來自北京的壓力，要求蔡英文主席對於「九二共識」

的明確表態。 

  眾所周知，「九二共識」是前陸委會主委蘇起為了因應 2000 年民主進步黨取得政

權，重新包裝「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意涵，憑空製造的名詞。2008 年馬英九上任

後，一再宣稱「九二共識」是指「一個中國，各自表述」，堅持與中國所主張的「各自

表述，一個中國」有所不同。表面上，雙方對「九二共識」的解釋各取所需，實際上，

「一個中國」在國際上根本沒有「各自表述」的空間。國共合力打造「九二共識」作為

維繫台海雙邊關係穩定的基礎，其目的非常明顯，就是要綁票台灣人民，實現終極統

一。 

  這次大選的結果展現台灣的新民意，台灣人民不但以具體的行動向國際社會傳達要

當家作主的堅定意志，也對配合中國提出「九二共識」作為競選訴求的政黨投下不信任

票，明確宣示代表「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在台灣已經沒有市場。台灣人民的

支持是蔡總統面對中國政治壓力最大的靠山。中國政府既然口口聲聲說寄望於台灣人

民，就應該體認尊重台灣人民的新民意；一味以霸權的心態對自由民主的台灣壓迫恐

嚇，只會引起台灣人民更大的反彈，對台灣與中國雙邊的關係帶來更多的紛爭與不安。 

2016新願景 

  在馬氏政府八年執政下，整個國家千瘡百孔，不論是食品安全管制失控、房價高不

可攀、薪資嚴重倒退、世代正義、青年人工作機會流失、司法黑幕重重、憲政體制失序

等，短期內欲解決長年積弊已深的問題，並不容易。不過，針對當前迫切需要處理的議

題，必須採取果斷的措施，迅速處理改革。 

  「落實轉型正義」是蔡英文總統大選前所提出的五大改革之一，而追討中國國民黨

不當不義取得黨產的處理，則是台灣真正落實「轉型正義」的第一步。2 月 1 日就任的

新國會，著手將「政黨法」、「不當黨產處理條例」等列為優先處理法案，實現對選民

的承諾，將中國國民黨不當、不法取得的黨產歸零、杜絕黨營事業，以期建立台灣民主

政治政黨公平競爭的環境。 

  台灣未來發展的新願景，還包括「實踐世代正義」、「改革政府效能」、「啟動國

會改革」與「終結政治惡鬥」等，這些都涉及國家政治與經濟體制、社會改造的調整。

台灣要開創新局面，單靠小英一人無法達成，台灣人民一定要捲起袖子做小英推動改革

的後盾，做伙打拚奮鬥，同心協力為台灣開拓更民主自由、美好的未來。 

【註釋】 

1. 顧爾德，〈318 把歷史垃圾掃進垃圾堆〉，《新新聞》，第 1515 期，2016 年 3 月 17

日-3 月 23 日，頁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