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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別2014的陰霾、迎接2015

的曙光 
 

●陳隆志／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2014年是台灣紛擾不安、人人自危的一年，但也是台灣公民自我覺醒、力挽狂瀾的

一年。 

國共合作與跨海峽政商集團 

  2014年的台灣陷入愁雲慘霧的困境，主要的原因來自於馬英九政府以傾中的意識形

態治國，將台海雙方關係的改善、投資中國市場與擴大雙邊交流，視為活絡台灣經濟、

維持台海和平的關鍵。他們標榜活路外交的策略，以外交休兵營造雙邊和解的氣氛，台

灣不設防為中國大開方便之門，全面擴大、深化各層面的交流滲透。 

  馬氏政府著眼於台海雙方政治的和解，卻漠視中國要併吞台灣的敵意，放任中國以

促進兩岸政經、文教交流的名義，在台從事統戰佈線、組織耕耘與經營人脈。另外，中

國也利用國共合作的模式，收買依賴中國市場的財團與拉攏台灣別有居心的政客，進行

跨海峽兩岸權貴的結盟，共組「以商圍政」的利益集團。這些與中國有特別關係的財團

鼓吹台灣與中國的經濟整合，排除貿易障礙，鬆綁對中國的資本、技術與人才的管制，

同時，也以促進貿易自由化為名，掩飾兩岸檯面下權力與資本的交易，並鎖定台灣的大

眾媒體、關鍵性產業進行具有控制力與重大影響的投資，毫不避諱扮演中國在台的代理

人影響台灣的內政運作。 

「太陽花學運」與「雨傘革命」 

  以馬英九為首的中國國民黨政治權貴，配合跨海峽兩岸政商集團的發展所需，巧取

豪奪台灣的資源，卻無力根本解決資本外移、產業空洞化造成工作機會減少、實質所得

不升反降、貧富差距擴大等經社問題。加上，馬氏政府慣以少數人的意志獨斷獨行，以

黑箱作業通過ECFA，再到ECFA後續的談判與簽訂兩岸服貿協議，事前既無視民意的反

彈，排除國會監督的空間，事後更不准人民表達不同意見。種種我行我素、毀憲亂政、

架空國會代議與破壞政黨政治的作為，使人民對未來充滿無力感、憂慮與不安。 

  當執政黨立法委員遂行黨意，在國會殿堂出現違反民主精神以三十秒通過法案的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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謬行徑，人民再也無法容忍馬氏政府的胡作亂為，以學生為主體的公民團體佔領國會議

場，終於引爆「太陽花學運」。隨後又發動五十萬人走上凱道，以集體的行動反對國共

兩黨的秘密協議、挑戰馬氏政府統治的正當性，對窒礙難行的憲政體制與失靈的代議民

主提出批判，更重要的是帶動公民自我意識的覺醒，捍衛台灣的民主體制與護衛人民自

決的權利，成功阻擋黑箱服貿的過關。 

  無獨有偶，受到台灣「太陽花學運」的激勵，類似的場景也在香港發生。一群勇敢

的香港學生抗議中國人大常委會漠視港人爭取普選行政長官的權利，出其不意佔領香港

特區政府總部前的公民廣場，隨後召喚支持「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和平佔中）的社

會力量也湧上街頭，開啟港人前所未有的公民抗命自救運動。他們以佔領街頭的方式，

向北京當局提出港人自決、落實真普選香港行政長官的訴求，可惜並未得到善意回應，

當香港警方以優勢的警力與發射催淚彈想要驅散聚集的民眾，沒想到立刻使佔中運動升

級至「雨傘革命」，成為佔領香港主要街道的抗爭。 

今日香港，明日台灣？ 

  美國Huffington Post在2014年進入尾聲之際，顱列該年八場最震撼人心的群眾運動，

將上述發生在台灣的「太陽花學運」以及香港的「雨傘革命」名列其中。仔細檢視這兩

場抗爭運動的內容，雖然有各自的根源與特色，但都是堅持民主自由人權的普世價值，

對抗來自中國邪惡勢力的壓迫。 

  在「太陽花學運」期間，「今日香港，明日台灣」的口號一再被提出，以香港的現

況警告台灣人民不可輕忽「台灣香港化」，一旦黑箱服貿未審過關，隱藏在中國經濟紅

利背後的政治黑手，將對台灣國家安全帶來立即而明顯的威脅。 

  「一國兩制」原本是中國用來解決台灣問題、促進中國統一所提出的策略，卻搶先

在香港施行。1997年之前，北京政府對香港人民、英國以及國際社會承諾「一國兩

制」，港人高度自治，五十年不變。 

  中國收回香港主權，施行「一國兩制」十七年以來，並未讓港人生活更有尊嚴，反

倒是多元開放、法治人權與新聞自由等核心價值，呈現持續惡化的跡象。儘管2004年

中、港雙邊簽定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協議，大量來自中國的人流與金流的挹注，讓香

港賺錢的機會變多，失業率也大幅下降。中國透過經濟利益收買香港的大財團、媒體與

利益團體，卻無法滿足大多數香港人民內心對於民主自由、普選特首與港人自治的熱烈

渴望。 

  2014年6月10日中國國務院發表《「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

可用來觀察北京政權處理港人要求普選行政長官的態度。在這本《白皮書》中，中國強

硬且明確指出「香港人能得到多少自治，是由北京來決定」。此一說法不但推翻之前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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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承諾，也預告未來在中國治理下的香港，將擴大對基本人權的限縮。 

  當北京授予多少權利，香港就享有多少權利時，用再多的錢也換不回昔日香港東方

明珠的風采，這是中國「一國兩制」信用的破產，也給台灣人民上了寶貴的一課。 

公民力量的崛起 

  2008年之後，雖然大多數台灣人民的具體感受來自於馬氏政府為了台海兩岸的政治

和解，既有的民主體制受到限縮，而為了投資中國的發展需要，犧牲經貿的自主性與國

家主權，對台灣人民的生存帶來前所未有的衝擊與威脅。 

  面對中國，台灣與香港的最大差別，在於台灣是一個與中國互不隸屬的主權國家，

台灣尚有能力扭轉劣勢，抗拒北京當局的意志長驅直入。從太陽花學運當中，我們看到

台灣的青年學子，對於「台灣、中國，一邊一國」、「台灣前途要由兩千三百萬台灣人

來決定」理念的堅持，也見識到新興公民力量的崛起，人民當家作主時代的來臨。 

  太陽花學運之後，各式各樣的公民組織與公民行動蓬勃發展，形成一股沛然莫之能

禦的公民力量，在2014年底的九合一選舉中，制裁執政失能、背離民意的馬氏政府與其

所屬的政黨。這個結果向全體台灣人民傳遞一個訊息，只要人民眾志成城貫徹意志，得

以化不可能為可能。 

  告別2014年的陰霾，迎接2015年到來的曙光。我們要繼續化不可能為可能，結合眾

人之力衝破外在的枷鎖，通盤檢討窒礙難行的憲政體制，制定台灣新憲法、推動台灣正

名，確立台海兩岸兩國的正常關係，朝向國家正常化的目標邁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