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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笠原 欣幸 

    為了本身歷史地位而焦慮的馬總統 

 
  台灣各地對於學生們的行動多抱持著

同情或認同的態度，其背景因素就是馬英九

總統從上任以來採取了「兩岸在經濟上密切

合作、但政治上維持一定的距離」的態度，

但這個微妙平衡開始出現了變化，導致民眾

出現戒心。而台灣媒體開始報導馬英九可能

會出席 APEC，並與中國領導人習近平進行會

談的憶測，隨著這些相關報導的篇幅增加，

民眾的危機感也開始提高，擔心馬英九會不

會為了個人的歷史地位而在一些問題上過

度讓步。  

  兩岸服務貿易協定本身存在著複雜的

利害關係，當中也包括對台灣有利的要素，

所以無法單純的將其概括為「台灣接受的話

就完了」，但馬政府一開始與相關業界進行

的說明等事前準備就不夠充分，又在焦慮下

強硬推動國會通過協定，反而加深了各界的

疑慮。而學生們透過了強烈的動作，成功的

展現出台灣人不希望被中國併吞的感情。 

  由於這次的學運，馬英九出席 APEC 的

可能性已經完全消失，馬習會舉行的可能性

也幾乎趨近於零。今後兩岸間的實務協議雖

然還會繼續進行，但其速度會緩慢下來的可

能性較高。只是，中國的對台統一工作並非

鬆手，所以台灣內部恐怕將持續動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