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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五二○蔡英文總統就職前，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舉辦「台灣民選總統二十年的

回顧與檢討」座談會，回顧過去二十年來在台灣所發生的民主運動，特別是一一剖析三

次政黨輪替的原因，其實相當有趣。 

壹、三次政黨輪替的剖析 

 一、第一次政黨輪替（2000）是偶然 

  台灣有史以來第一次政黨輪替是在2000年，現在回想起來那時候算是最激昂慷慨的

時代。其實，2000年總統選舉阿扁總統異軍突起當選總統，讓大家感到相當意外，要不

是那一年剛好遇到宋楚瑜也出來參選總統，中國國民黨分裂為李連與宋兩個陣營，加上

當時社會的氣氛還存在著相當嚴重的「省籍情結」效應發酵，終於促成了台灣史上第一

次的政黨輪替。 

  等到2004年阿扁總統尋求連任時，又發生了幾件事情，「二二八牽手護台灣」是其

中主要的關鍵之一。2004年2月1日當時個人擔任台南縣縣長，率先於台南縣發起舉辦手

牽手運動。當時，阿扁總統要爭取連任，當時大家並不看好，因為民調數字顯示，連宋

配與阿扁之間的差距很大，幾乎到達三比一的程度。最後為什麼阿扁總統能夠逆轉勝？

大家回想這個過程很有意思，單靠「二二八牽手護台灣」活動在全台各地舉辦似乎還不

夠，還要加上「三一九槍擊事件」的兩顆子彈，又再加上「省籍情結」與「護台情結」

兩效應同時發酵，最終也險勝連宋陣營兩萬多票（大約贏0.228％）。這兩次的總統選

舉，陳前總統贏得有點意外，在某些程度上來講，說不定也是天意。 

 二、第二次（2008）政黨輪替—馬英九時代的開始 

  政黨輪替的理由，不外乎陳前總統陷入貪腐的爭議問題、紅衫軍發動倒扁運動，以

及處理經濟發展與兩岸關係等治理效能不彰，加上「省籍情結」效果大幅度遞減，使得



台灣民選總統二十年的回顧與檢討    

 

新世紀智庫論壇第74期／2016.06.30  43 

2008年馬英九競選總統的氣勢正旺，民主進步黨無法扭轉劣勢最終大敗。等到2012年馬

英九競選連任時，陷入嚴重治理無能的困境，雖然馬英九政府全面傾中的路線，引起社

會的反彈，加上治理的效能不彰，民眾對其施政的滿意度低落，但是馬英九最後還是險

勝民主進步黨候選人蔡英文八十幾萬票。 

 三、第三次（2016）政黨輪替—蔡英文時代的降臨 

  這次蔡英文能夠當選，有以下幾點理由：（1）馬英九政府嚴重的治理失靈，成為台

灣人民對其治理台灣八年來的評價。（2）馬英九政府採取全面傾中的政策，不僅造成台

灣對中國的依賴越來越加深，對台灣的競爭力沒有提升反而大幅下挫。（3）馬英九政府

放任中國的侵略勢力有計劃地介入台灣的傳媒、政治、經濟的發展。同時，馬英九政府

又快馬加鞭推動服務業貿易協議與加速落實「一中框架」的政策，使台灣陷入被中國併

吞的危機。對於中國國民黨政府在中國的壓力和滲透之下逐漸走向新黨化，接受與中國

統一的趨向大於保護台灣的決心，引起大多數台灣人民的警覺，特別是年輕世代強力抗

中護台的意識，最終引爆「太陽花學運」的誕生。（4）貧富懸殊的差距擴大，出現大量

貧窮化的問題。（5）省籍情結逐漸消失，抗中護台的共識成型！由太陽花學運主要成員

的組成，可以看出台灣內部「省籍情結」的問題幾乎快要消失，以太陽花學運主要領袖

之一吳崢為代表，他的父親是我同學，政治傾向屬於深藍，他的祖父則是黃埔軍校畢

業，他們絕不會想到吳崢竟成為太陽花學運的領袖。吳崢與賴勁麟的女兒賴品妤還是好

朋友，由此可見，從台灣年輕一代在太陽花學運的表現來看，原本省籍情結早已消失於

無形。 

貳、二十年來台灣發生的政治大事 

  從另一面向來看，這二十多年來台灣發生不少政治的大事，可能大家都忘記了，在

此提出幾項來說明： 

 一、1996年召開國家發展會議（12/23～12/28） 

  1996年李登輝總統當選台灣第一位人民直選的總統，李登輝總統隨即召開國家發展

會議（以下簡稱國發會），國發會提出很多的議題，其中包括：當時的連戰是副總統兼

行政院長，立法院認為他沒道理可以同時兼任副總統及行政院長，拒絕連戰進入立法院

報告。當時的中國國民黨在國會內是脆弱過半，總統如果要提名新的行政院長必須經過

立法院的同意，連李登輝總統所提名的行政院長人選也沒有把握一定可以通過。 

  在1996年特殊的政治環境下，召開國發會的目的是處理凍省的問題，然而為了配合

凍省，立法院立法委員的人數從一百六十多位增加到二百二十五位。另外，國發會還通

過行政院長改由總統任命，毋需經過立法院同意，取消教科文預算下限等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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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單一國會或是雙國會的十字路口 

  1996年召開的國發會議，無疑是開啟一個藍綠合作修憲的契機。不過，當時台灣對

於要變成兩個國會或一個國會並沒有一致的共識。當時的政治氣氛還不明朗，徘徊於單

一國會或雙國會的十字路口，我們認為台灣走向雙國會其實沒有這樣的歷史條件，因此

開始倡議推動單一國會的運動。1999年的夏天，個人利用十六天的時間，從屏東走到台

北推動廢國代苦行及大遊行。在社會的壓力下，當時第三屆國民大會代表負責很重要的

修憲任務，其中一個重要的主軸就是國民大會代表的延任案，其實這就是回應社會期

待，建立單一國會的修憲。 

  1999年第五次修憲的主要內容，除了國民大會代表的延任案之外，還有國民大會代

表與立法委員同時改選，將第三屆國民大會代表的任期延後與立法委員同時舉行。國民

大會代表的產生改為政黨比例代表制，依照立法委員各政黨的比例代表分配國民大會代

表的名額。 

  因為推動修憲，使得國民大會代表選舉暫時凍結。一般估計如果2000年國民大會代

表與總統一起選舉，陳水扁總統要當選是難上加難，因為合併選舉比較好買票，買票的

效果也較大，沒想到國民大會代表選舉的凍結，卻影響2000年總統大選的結果，但這個

議題卻很少人在討論，其實國代凍選可能真的影響歷史的發展。然而，2000年總統選舉

結束後，同年3月24日大法官會議針對國民大會代表的延任案提出解釋。大法官會議第

499號解釋文指出國民大會代表延任的修憲案違背修憲的正當程序，宣告即時失效，如此

一來使得國民大會必須立即重新改選！ 

 三、曲折的廢國大之路 

  2000年3月20日只有單純選舉總統，民主進步黨陳水扁在強敵環伺下當選總統，由於

中國國民黨候選人連戰得票數最低，比宋楚瑜還低，當時中國國民黨評估如果國民大會

立即進行改選，宋楚瑜籌組的親民黨勢必投入大選，如此一來，勢必造成中國國民黨更

大的分裂。為了避免中國國民黨進一步的潰敗，於是國、民兩黨合作進行修憲，將國民

大會代表定位為任務型國代。2000年4月24日展開憲法第六次的修正，國民大會做了一個

具有歷史性的決定，「自我醃割」任期到5月19日，從4月24日修憲到5月19日任期結束。

可是，要這些國民大會代表「自我閹割」無疑是損害其權益，為此，聽說當時的中國國

民黨為了避免國民大會代表再選舉，也避免中國國民黨的崩解，同意將國民大會代表延

任的所有薪水、福利都提供給那些黨籍的國大，這樣才能順利解決。 

  總結而言，台灣第六次修憲的結果，將國民大會代表改為任務型國民大會代表，依

照政黨比例代表產生。司法院、考試院、監察院以後的提名，這以前是國大的職權，都

改為立法院的行使同意權，整個國民大會的職權移到立法院來。所以，單一國會其實就

是這樣子來建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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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立委減半 

  在這二十年期間，立法院的立法委員人數因為凍省的關係由原先一百六十幾位突然

間變成二百二十幾個，許多地方型的省議員相繼都跑出來進入國會，立法品質並未同步

提升，以致於社會上提出立委人數減半的訴求屢見不鮮。在阿扁總統的任內，林義雄先

生積極倡議立委減半運動，給中國國民黨與民進黨都帶來不小的壓力，最後兩黨同意進

行修憲解決立委人數減半的問題。2004年8月立法院提出憲法修正案，決議將於2005年5

月14日選出三百位任務型國民大會代表，6月7日複決通過憲法修正案。內容包括：（1）

廢除國民大會；（2）立法委員席次減為一百一十三席，選制改為單一選區兩票制；其中

不分區立委席次三十四席，區域立委六十九席（3）修憲程序改為，除了立法院四分之三

通過外，尚需由公民複決。 

 五、從二都→五都→六都 

  除此之外，在2009年馬英九總院任內，台灣的地方自治也發生重大變革，台灣的地

方自治也從過去的二都變五都、2014再變為六都，這也是這段時間一個很大的變化。台

灣現在將近百分之七十幾的人都居住在六個直轄市內，剩下不到百分之三十的人分布在

其他的縣市，出現直轄市與一般縣市的一國兩制。台灣現在有六個直轄市，或許大家可

能都忘了，過去台北市是如何變成直轄市？簡單而言，就是為了選舉，由於中國國民黨

黨籍的候選人選不贏高玉樹，既然選舉總是選不贏，乾脆把台北市升格成直轄市，讓高

玉樹參加行政院的院會，然後再將高玉樹納編、收編，甚至提拔高玉樹接任交通部長而

台北市長就不選了，改為官派。此外，高雄市的升格情形也是一樣，在高雄市每次選舉

中國國民黨的候選人也是贏不了王玉雲，然後就將高雄市也升格直轄市，把王玉雲的政

治勢力收編起來，以後就不用選了。台灣並沒有很認真去檢討行政區劃分的問題，以致

於今日我們有了二都、五都、六都，也出現不少問題，例如：將高雄縣市、台南縣市與

台中縣市進行合併，但是為何北北基、新竹縣市、嘉義縣市卻不能合併？而且變為六都

後，原來鄉鎮市長地方自治需民選，現在則通通改為官派，導致有一千萬人本來有鄉鎮

市地方自治，現在都改為官派，也造成是否應恢復地方自治的爭論！這些都是台灣近二

十年比較大的變化。 

參、二十年來世局變遷與科技經濟發展對台灣的挑戰 

  在這二十年內，不僅是台灣變化很大，世界的變化也很大。包括：一、隨著中國的

崛起、兩岸的經貿關係快速的變化，台灣對中國貿易的依賴度不斷擴大。二、亞洲的崛

起，亞洲時代的來臨，同時也改變全世界的經貿版圖。過去，以歐洲、美國為發展主軸

的經濟發展模式，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崛起之後，大家都注意到中國經濟市場發展的潛

能，若再加上亞洲其他國家包括印度與東南亞地區，總人口數加起來超過二十億的人

口，亞洲發展的潛力不容忽視。三、數位網路科技改變全世界成為一個地球村，也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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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世界的模式，從商業模式、生產模式到現在所謂的自動化、機械人、無人工廠，到

政府與人民的關係，例如中東的茉莉花革命，整個數位化的延伸。加深地對世界的影

響。四、台灣發生太陽花學運之後，台灣人的共識是否隨之成形？顯然，觀察2014年與

2016年的選舉結果可知，台灣人對於保護這塊土地的共識，看起來應該大體上是形成

了。五、中國在經濟快速成長之後，共產黨一黨專政體制是否能夠繼續維持？中國大陸

未來勢必面臨民主轉型的高風險危機期？我認為這是一個全世界共同關注的大課題，尤

其是中國現在的經濟要繼續維持7％的成長，似乎很困難。近來，中國又要擴大推動基礎

建設的發展，顯然中國高成長的態勢，現在想要軟著陸是有困難的，所以他們開始加強

基礎建設的投資。由此可見，中國其實正處在一個危機四伏的態勢，不少有錢的人不看

好未來發展以及擔憂生命財產的不安全，所以紛紛都外移民到歐美加澳各國。。 

肆、台灣內部面臨可持續性及經濟塌陷的危機 

  台灣當前面臨的危機，不外乎以下五點：一、連續十年以上少子化的危機，將造成

台灣經濟、社會、財政發展無法持續的危機！連續超過十年的少子化現象，一對夫妻出

生率不到一，未來有能力繳稅、繳納社會保險金的人變得更少而且負擔將加重，將承受

更大的壓力，能夠參與經濟活動的人也大幅減少。二、貧富差距加速擴大，大量貧窮化

問題！三、南北差距及城鄉差距加速擴大！四、世代落差及社會矛盾愈來愈大。五、台

灣是否能夠克服連續十五黑的發展困境，來自中國紅色供應鏈的挑戰，已由過去的資通

訊（ITC）產業擴大到傳統產業，這對台灣經濟的發展確實帶來很大的考驗。 

  面對上述種種的挑戰，台灣該如何因應一個快速全球化及網路數位化新時代的到

來，我們的媒體環境如何隨之因應、教育如何推動改革，同時面對整個亞洲崛起新趨

勢，台灣如何推動具體可行的新南向政策，這都是台灣當前面臨新格局的世界的挑戰。 

伍、如何良善治理？ 

  台灣推動總統直接民選二十年之後，台灣有了很大的轉變，其實世界也改變很大。

對此，因應未來發展的挑戰，我們是不是應該考慮有關良善治理的問題？這個良善治理

的問題涉及到以下幾個層面： 

 一、直選總統後，台灣是否有良善治理的問題 

  總統直接民選之後，掌握了實質的權力，然而實際上在做任何重大決定時，總統並

沒有與重要內閣閣員開會討論。由此可見，在此以一個公司的管理為例，第一線掌握這

些資訊、最有權力做決策的領導人，卻沒有辦法聽到不同正反的意見，也就是說沒有辦

法在一個會議裡整合各種不同意見之後再做最後的決定。因此，台灣最需要檢討的就是

良善治理的問題，為何中央政府治理的效能，大家普遍都不滿意，這既牽涉到人的問

題，也涉及到制度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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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憲政體制與良善治理的關係 

  在憲政體制與良善治理之間的關係上，剛才提到的不論是司法改革—頭重腳輕的司

法制度；考試院、監察院是否仍有存在的價值？立法院是不是要改革？包括過去蔡英文

主席曾提過的台灣未來要不要朝向德國式的聯立制？要不要適度的增加立法院的席次？

如果照德國式的聯立制，就是不分區的比例跟區域算起來人數要增加等等。另外，還有

總統制、內閣制或雙首長制（偏總統制或偏議會制）？是否有重新檢討的必要。 

 三、地方自治與良善治理的關係 

  地方良善治理困難的原因在於地方存在著買票、黑金、地方派系分贓把持等問題並

沒有解決，而且地方優秀的各行各業人才，無法參與地方公職。究竟這個問題要如何來

解決？有人提出廢除鄉鎮市長的選舉，由於鄉鎮市長的選舉涉及到各地方派系與黑金的

利益，當然廢除鄉鎮市長的選舉雖然可以排除上述負面因素的影響，但是相對的它也會

造成城鄉差距加速擴大的弊病，造成地方發展受限，尤其是鄉村地區加速邊緣化等等問

題，所以這是值得檢討的所在。 

  對此，個人建議的是鄉鎮市的選舉制度應參考歐陸的作法，歐洲的地方選舉其實都

是採取所謂全政黨比例的方式，在地方選舉基本上採取「政黨比例代表制」也就是投政

黨票而非投給個人，以多數黨的名單中領銜第一人為鄉鎮市長，但不是首長制而是會議

制，參與事前的決策而非事後的監督。這種利用制度設計阻止買票黑道勢力的滲透、黑

金與地方派系分贓的機會。，若改由全政黨比例代表制，可以完全杜絕買票、黑道漂

白，也可以簡化選舉成本，以及當選之後。公職維持成本過高。最重要的是全政黨比例

代表制，可以鼓勵優秀的人才或年輕人可以回故鄉擔任地方公職為民服務。 

  因為直轄市升格廢除鄉鎮市長選舉，改為官派後是否就能夠良善治理？這也是一個

重要的課題。基本上取消地方自治，除了造成六都內的區沒有自治權，台灣其他十三個

縣市仍維持鄉鎮市自治，形成一國兩制的奇怪現象之外，另外亦造成事權集中於市政府

各局處，區長既無權、也無資源，效能恐將大打折扣！簡單來說：原屬於鄉鎮市長管理

的清潔隊，現改為環保局管理，各區的區長不一定可以指揮調度清潔隊。當然這幾年的

實驗看來，對於瓦解的地方黑金體制有一定效果，但也造成市政府集中權力，城鄉差距

加速擴大，地方缺乏自主發展權的危機。所以建議直轄市的區英採適度整併後，並應恢

復區自治才對。 

  至於，村里長有必要選舉嗎？這是一個沒有被提出來討論的課題。目前台灣的村里

長根本沒有自治權、沒有公權力、也沒有預算編列與人事權。目前直轄市的區長是官派

的，反而更小單位的里沒有自治權，里長卻是民選的，這是全世界獨一無二的，向當矛

盾的現象？基本上，沒有自治權就不適合再舉辦公職選舉，而且選舉里長是造成地方分

裂的根源，同時村里長與社區發展協會雙頭馬車的方分裂的問題比比皆是，所以將村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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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級選舉取消，而單純以社區發展協會，純粹的民間團體來推動村里級公共事務即可。

這在良善自治未來制度檢討時需要去解決的問題。 

陸、結語 

  保護台灣獨立自主自由的民主體制已成為台灣社會的主流共識，中國國民黨逐漸走

向新黨化，這種偏離主流共識的發展使其再也回不了頭。為什麼中國國民黨無法回應台

灣人的訴求，因為中國的勢力早已滲入其中而讓中國國民黨再也回不了頭。個人認為未

來中國國民黨要再成為台灣主流政黨會有很大的困難，他們大概已經沒有什麼機會了，

因為整個台灣主流的價值，是要維持台灣的獨立自主，與中國國民黨的信念背道而馳。 

  台灣未來必須面臨的挑戰，可能是「良善治理」及「社會公平正義」的矛盾，這可

能是台灣未來發展的主要戰場，尤其是台灣經濟的競爭力如何再提升？另外，全世界發

展的潮流，許多有錢的財團資本家特別是中國大陸境內有錢的人陸續都逃離中國，這些

人的立場基本上是反對中國獨裁政權的。因此，我們過去思考台灣人的未來始終以台灣

人為主體進行思考，未來是否可以納入所有反對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的這些人，將他們

納入成為台灣鞏固民主、自由聯合陣線的一員，如果能夠將這些人的能量吸納進入台

灣，相信對於台灣未來的發展是有幫助的。過去我們從事台灣獨立運動的人，習慣將這

些人視為外省人，其實這些人對於台灣現在的民主發展與自由開放的環境，反而高度的

肯定。許多人都在想，香港的自由民主在一國兩制下也岌岌可危，未來有無機會來台灣

發展，甚至在台灣置產，對其個人的身家財產更有保障。所以，台灣未來可以扮演的角

色就是成為全世界一個反共聯盟的核心，2016年總統、副總統與立法委員的選舉結果，

確認了台灣人有保護自由、民主人權的立場，這是未來我們大大發揮與國際社會重視民

主、自由、人權等普世價值的國家結盟的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