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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本土執政大敗下的思考

與未來？ 
 

●陳奕齊／基進黨主席 

 
 
 

  2018年本土民主進步黨執政如雪崩式的大敗，令許多本土台派陣營中充滿憂傷，更

擔憂2020年的中國國民黨的回潮。事實上，在當代政治發展史之中，我們很難找到類似

的案例，時隔兩年餘的重大選舉之間，經濟數據稍具起色，重大失言不多，投票結果卻

是豬羊大變色。由民調數據反推，從年中至10月中之間，中、彰、雲、高陸續應聲倒

台，潰敗效應波及新興第三勢力，這群標籤各異的議員候選人，在民進黨地方首長敗選

的選區裏，只有懂得避打民主進步黨對手的人（有的甚至貼過去），才有機會擠上當選

名單；基進黨以其最鮮明的色彩，得到聲勢與得票之間的最大反差。 

  基進黨一路壯士斷腕地戰，戰到知名度上翻數倍；相對地，民主進步黨則維持遲疑

與觀望，選戰之中，沒有一個議題是由府院、民進黨黨部、重要縣市首長候選人所發

動；就算送上門的東奧正名公投，有可能支持度過半，也迴避再三。是什麼樣的意識形

態在支持這種坐以待斃的路線呢？答案：民進黨決策高層堅持了所謂的「政治零分」，

讓全黨跟著禿子走，社會大風向也就跟著禿子與雞排走了。職是之故，面對2018年的選

舉過程中的詭異現象，以及最終的大敗經驗，或許可以找出可以修正步伐的省思可能。 

「韓」流背後的中國味？ 

  此次選舉中，最異常的現象在於從中國國民黨冷凍庫中找翻出來的韓國瑜，他不僅

鹹魚大翻身，而且帶出一股所謂「韓流」效應，並讓深藍背景的韓國瑜變身一人得以救

一黨的超級政治新星。端就「韓流」現象的時間軸，不得吳敦義喜愛的韓國瑜約莫在8月

中旬左右，還在報紙中抱怨說中國國民黨一碗「滷肉飯」都沒給，以表示韓國瑜在高雄

選戰中資源的困頓。然後，一個月後，約莫9月中下旬開始，韓國瑜的網路聲量便開始異

常爬升，直至10月中旬已蔚然成為一股「韓流」席捲而來。 

  端就韓國瑜選戰過程中拿來攻擊對手的「用字」，充滿著濃厚的中國味道。例如：

韓國瑜拿來攻擊高雄又老又窮的「北漂」，此一詞彙根本是中國脈絡下的詞彙。「北

漂」是指從其他地方到中國首都北京謀生，卻沒有北京戶口的一類人。因這類人在來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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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初期少有固定的住所，搬來搬去，給人飄忽不定的感覺，故此得名。城市給他們一份

職業和一間出租屋，卻不承認他們屬於這個城市。在這些人的心理上也是一種漂浮的狀

態，缺少一種心靈的安全感和歸屬感。 

  此一用詞的起源，乃因中國有一種嚴格戶口管理的戶籍制度，中國人民早年無法自

由流動，要離鄉外出必須要有所謂「路條」才可以。此項制度是禁錮中國人民自由流動

的制度，到後來1978年改革開放之後，為了讓廉價農民能到沿海工業區成為打工仔女，

便搞出一個所謂「暫住證」的制度。中國此一戶口管理制度，美其名意味著中國是社會

主義國家，人民不能自由流動而成為可被剝削的勞動力商品。 

  然而，所謂《中華民國憲法》第10條：「人民有居住遷徙的自由」，即是到處找工

作被剝削的自由，以突顯出中華民國是一個資本主義社會。此一所謂「搬家的自由」，

竟還放在言論、講學、秘密通訊與宗教信仰等等形而上自由的前面，可見其重要性。因

此，高雄根本沒有所謂「北漂」的問題。 

  原本的問題意識是什麼？為何高雄優秀子弟必須到台北才能有好的、白領的工作機

會？換言之，台灣的發展模式中，台北長期吸納全台主要的政經資源，導致高雄的子弟

必須留在北部，這本是在批判中國國民黨過去長期「南北發展失衡」的政策；詎料，置

換「北漂」一詞之後，即刻變身成為批判民進黨長期在高雄執政之下導致「又老又窮」

的結果，使得年輕高雄子弟回不了家。除了韓國瑜的攻擊詞彙，充滿濃厚中國味道之

外，其網路聲量的後面，也被揭露境外中國勢力的操作。 

  就在韓國瑜網路聲量異常爬升之前，網路上便出現一位國軍心戰作戰單位的何中

尉，他在臉書上痛陳國軍心戰潰敗，被中共心戰長驅直入，痛心疾首之餘宣告已經申請9

月下旬退伍。後來，國防部否決何中尉的退伍申請，何中尉便履行先前承諾，從10月中

旬開始一週一文發表《不戰而敗的兩岸心戰》系列文章（連結：https://www.thenewslens. 

com/article/107924），揭露台灣心理作戰潰散的問題。於是，何中尉這一系列文章中的

警告，似乎也就成為民主進步黨選舉大敗的預言。 

  早在選舉之前，何中尉的文章中即明白指出：中共出資協助宣傳的候選人可能有泛

藍與泛綠的候選人，對岸想支持的並非是「立場與中共最接近的候選人」，而是「一切

有實力擊敗中共在台『主要敵人』的候選人」。同時，何中尉更進一步指出，北京也逐

步以「宣傳支持」取代「政治獻金」，畢竟前者可操之在北京，而省卻被台灣政客拿錢

訛詐的風險。根據何中尉從中共對台心理戰經驗的分析觀察中，進一步總結出此次異常

激烈與詭異的選舉所揭示的意義：「這次選舉，不只是民主進步黨中央的警鐘，也是中

國國民黨中央的警鐘；前者在選戰中被擊潰，後者則在選戰中被架空。中國共產黨比藍

綠兩黨還更擅長打民主政治下的選戰，這意味著台灣的選舉生態恐怕離『香港化』不遠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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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言之，可能來自中國助拳的「韓流」成功席捲全台，說明擅長「政治宣傳」的中

共，比起藍綠更能左右民主選舉中的輿論風向之時，應該警覺的是，未來台灣的「選

舉」是否已經非島內因素條件可以左右，境外中國的干預不僅可以介入干擾，甚且可以

影響左右選舉勝負了。果若如此，如何阻絕來自中國的有效境外干預，必須被正視對

待，否則台灣的民主選舉將徒具形式。 

從「買下台灣」到「選戰拿下台灣」：中國對台政治新戰略的操演？ 

  再者，選舉完後「中國干預」的討論，幾乎消失在敗選檢討中，至多只餘未來對於

「假新聞」的應對舉措。事實上，11月24日這場選戰，可以視為是中國對台政治新戰略

的操演，以及選戰戰術執行的驗收演練。首先，在馬英九總統任內，中國對台的政治

戰略主要是以「買下台灣，比打下台灣更便宜」；然而，隨著蔡英文上台，中國大規

模介入干預台灣的選舉，在在表示中國已經從「買下台灣」，轉換成「打選戰拿台灣

比用打砲彈更便宜」的戰略。尤其，馬英九執政八年向中國門戶大開的政策下，引進

各種中國的影響力與滲透，此些「中國白蟻」並沒有在新政府上台後受到任何的清

理；於是，對外干預台灣選舉、對內藉由中國白蟻左右選情，成了中國可操作與成本划

算的戰略。 

  此外，隨著中國對台戰略的定調下，戰術執行至今最後也取得可觀成果。首先，選

舉的挑戰者一方，最怕選情冷，話題無法炒作，現任者將因執政優勢而輕騎過關連任。

於是，從冷凍庫內層挖出來的過氣鹹魚政客，空降來到高雄之後，在紅色力量的加持灌

頂下，從網路聲勢上揚轉進到台灣統媒電視與報紙同步強力放送，瞬間讓從來不曾是媒

體關注焦點的高雄選舉成為媒體主場。 

  高雄「賣魚」（邁瑜）之戰更加火熱，一方面有助於雙北選情的冷卻，並讓現任的

柯P跟威權打手出身的新北副市長侯友宜，能在執政優勢的前提下輕易取勝；另一方面，

「賣魚」之爭越加紅火，中國「韓流」的勢頭就越感強勁，並可營造出韓流成功襲奪的

可能性。因此，從客觀效果來評估，中國可說成功地執行了「圍高救雙北」，以及「虛

張聲勢以震懾眾人」的戰術。隨著本該一面倒的選情陷入膠著對決的狀態，「賣魚（邁

瑜）」之戰，就這樣成了這次九合一選戰中的主戰場。最終，韓國瑜大贏陳其邁十五萬

票，並讓韓流效應外溢到其他縣市中國國民黨的縣市長跟議員候選人身上。於是，11月

24日這場選戰，已不再是一場台灣島內地方性的選舉，而是一場中國驗收其駐台中國白

蟻能量的戰爭，更是一場確認「用選戰取台灣比砲彈奪台灣」戰略是否可行與奏效的戰

爭。最後，此一操演確認用民主選戰奪取台灣是可操作也可奏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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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張蓋給韓國瑜的票，都是通往地獄的車票？ 

  此外，選前民主進步黨的市議員候選人，對於中國「韓」流，幾乎無能對戰也無意

站上第一線抗韓，甚至還有民主進步黨的候選人在Line群組中發散「市長韓國瑜一票，

議員某某某一票」，並讓此一位政二代高票當選。同時，民主進步黨籍的市長候選人則

刻意迴避在美中貿易戰跟長期對峙的背景中，「韓國瑜」當選的意義將是向國際釋放台

灣選擇二度親中的意義，並過度聚焦在「溫和理性」的政見牌。更令人費解的是，敗選

後民主進步黨的候選人並不是認真面對此選戰過程中各種浮現的隱憂，反倒以「曬貓暖

男」姿態現身，並轉移此場選舉過程中對台灣未來可能致命的各種「疑團」。 

  事實上，「韓」流席捲絕不能單純視為只是馬英九「親中復辟」的翻版而已，並認

為馬英九八年皆可安然度過，「韓」流並沒有那麼嚴重，只是危言聳聽罷。然而，馬英

九上台的2008年，正好是遇上前一年2007年4月，美國第二大次級房貸公司新世紀金融公

司破產事件。於是，破產危機的震波由房地產市場蔓延到信貸市場，許多金融機構和他

們的客戶損失慘重。緊接著，此波金融危機的連鎖效應又導致曾為美國四大投資銀行之

一的「雷曼兄弟控股公司」在2008年9月的倒閉。 

  金融危機轉變成全球經濟危機的背景下，世界各國期待中國的經濟發展有助於全球

經濟的復甦，宛如全球都陷入「全球親中氛圍」之中，舔中馬英九便是在此種國際氛圍

中上台。之後，中國也借用此種全球都期待親中的熱絡氛圍，開始出國到西方「大灑

幣」，端就歐洲而論，從2008～2017年，就目前可以統計到的資料（還不包括檯面下

的），中國在過去十年買或投資歐洲至少超過三千一百八十億美金，約莫是台幣十兆元

以上，差不多是五倍2016年台灣中央政府近兩兆預算編列之譜。 

  一開始中國對外灑幣跟滲透，可能沒有全盤跟完整「戰略」想像，更像是「摸著石

頭過河」一步一步前進，直至習近平上台後，國際政略與經略的意圖凝結在更為具體的

規劃中，例如「一帶一路」、「亞投行」等等，並朝向國際擴張主義的道路前進。後

來，西方國家開始敏感到中國不是佛心「吃素」的時候，中國銳實力已經滲透佈建甚鉅

了。 

  於是，美國川普總統就在這個中國擴張主義的背景下吹響美中貿易戰；一開始大家

以為川普只是生意人那盤生意經，忘卻川普除了手揮貿易劍之外，其實另一隻手則著手

重鑄國際政經規則的盾牌。川普對目前的國際政經規則的組織，採取「以退逼改」的策

略，而盾牌的重鑄則必須耗費較久的時間，因此美中關係實已無法隨著關稅貿易戰，而

回到原本的狀態。 

  再加上，日漸獨裁的中國擴張主義，的確是對西方自由民主的模式產生不安與挑

釁，這是為何西方國家紛紛採取廓清遭中國滲透的各種措施，讓一條「全球防中民主連

線」隱約成形。這是為何，此次韓國瑜若成功襲奪高雄，並實現兩年後親中政客奪權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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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其意義將比親中馬英九復辟更嚴重─台灣可能在未來不被西方國家所信任而更形孤

立。此乃為何前「美國在台協會」（AIT）高雄處長杜維浩在「韓」流肆虐下出面以

「我在乎高雄」為表態。畢竟高雄這場選戰已非僅是地方首長之戰，而是一場台灣到底

靠向習近平，還是全球防中民主陣營的選擇了啊？！這也是為何，每一張投韓國瑜的

票，都是替台灣的下一世代購買通往地獄的車票了啊？！ 

通往地獄的列車發車後，我們還能怎麼辦？ 

  事實上，此次敗選的主因乃是「中國口徑的觀點」深入台灣社會各階層，導致台灣

人民根本不知道當前國際上美中霸權對抗及其未來可能演變。此次選舉結果，已讓2020

年總統大選，本土執政崩盤輪替，是非常有可能發生的。是故，面對此一可能悲劇情

事，民主進步黨政府必須重新修正其改革議程清單，把清除各種中國內部干預放在優先

次序之中。以此新議程，將社會討論的議題聚焦在內部的中國干預；同時，利用此一系

列議程的設定，配合美中貿易戰，以及以美國為首且正在形成的「全球民主防中連線vs. 

中國崛起布局」對壘，逼迫台灣社會與人民在「民主陣營vs.中國陣營」的二元道路中，

做出表態選擇。 

  最後，利用美中長期對峙的新格局，嚴肅且如實告訴台灣人民，台灣過去經濟的疲

軟乃是在中國經濟崛起過程中「資金與人才」磁吸效應的結果，美中長期對峙的新格

局，則將讓台灣的經濟從中國單方面的磁吸中獲得吸力緩解之可能，並且迎來中國台商

轉回台灣發展之歷史機遇。 

  揭露中國經濟的疲弱與問題，讓台灣人民進一步了解在美中對峙新格局中，中國經

濟根本不可能會有未來；於是，台灣在西方民主陣營與中國陣營中，只能毫無懸念的選

擇走向親西方的道路，也只有讓2020年成為兩種未來的對決，方可能重新召喚台灣人民

往親西方的道路集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