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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英九總統連任之後的台灣：不可能放棄自由和民主

小笠原 欣幸

任內積極改善兩岸關係的馬英九總統在一月份的總統選舉之中獲得了過半數

的支持，但是始終批判其大陸政策的民主進步黨主席蔡英文也獲得了 45.6%的支

持。從整個選舉的過程與結果來看，台灣的民意可以說呈現出了一種微妙的平衡

效果。

中國大陸內部雖然因為馬總統的連任而出現了期待兩岸將走向統一的聲音，

但由於台灣的主流民意支持所謂「不統不獨」，所以承擔此民意的馬總統應該會維

持以兩岸關係的穩定為優先的政策，不至於做出大幅度的政策調整，兩岸的談判

也仍將以經濟、投資保護、文化交流等事務性協商為主。縱使有關政治對話包括

和平協議的相關討論可能會越來越多，不過兩岸之間的政治主張仍然存在了很大

的歧異。

中國大陸還是以完全消滅中華民國的存在、使台灣成為中國統治的一個地區

為目標。可是中華民國因為民主化而在台灣獲得了新的生命力，1996 年起的五次

中華民國總統選舉就是一個明證。而台灣內部雖然有一定比例的民意支持推翻中

華民國體制而獨立建國、可是這個主張並沒有獲得多數民意的支持。同時如果台

灣政府採取強硬的反中路線，可能導致大陸的軍事威嚇與經濟制裁，反而將使現

狀無法繼續維持。

相較於採取原則主義處理方式的江澤民政權，胡錦濤政權以吸引台灣民意的

支持為目標，推動了比較柔軟的「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路線。馬政府則是強調

中華民國體制與廣義的「中國」之間的密切關係，使得反對台灣獨立的大陸當局

無法明確拒絕其相關主張，透過這種靈活的政策操作使得台灣順利獲得經濟利

益，並維持其自立性。然而相關的發展也使得台灣的經濟越來越依賴大陸，同時

目前台灣的民主政治存在著無法凝聚全民共識的缺陷，反觀黨國體制的中國大陸

卻可以輕易在國內進行動員，進而推動因應兩岸關係的相關政策。如果由此判斷，

兩岸的政治對話或政治協商可能早晚會因為大陸的施壓而展開。

不過縱使兩岸真的開始進行政治談判，大陸也不可能輕易迫使台灣全面讓

步。台灣不僅不可能放棄自由、民主，也不可能放棄中華民國。對大陸當局而言，

中華民國在共產黨的歷史觀之中早已經被消滅，如何定位目前的中華民國是一個

很大的難題。而且如果大陸真的打算推動統一台灣，其內部勢必會出現必須進行

政治體制改革的聲音。所以兩岸在政治關係上還是會持續目前的你來我往。

而國力與大陸不對稱的台灣能夠在兩岸關係發揮如此的影響力，不僅源自於

國際社會的長期關注、台灣自身的政治體制與軍事力量，也來自於壯大的在野黨。

很多人常常拿香港與台灣進行比較，但是香港與台灣正是在此完全不同。目前台

灣政治確實還存在著許多問題，不過台灣社會是可以自由的進行各種批判與討

論。人道主義的思想也已經在台灣社會扎根，許多台灣的 NGO 在人道支援等全球

性事務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總而言之，台灣在東亞地區是一個非常貴重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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