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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馬政府執政八年 

從滿意度的變化及兩岸關係的視角出發  

 

小笠原 欣幸 

 

2016年 5月 19日馬英九結束了八年任期離開了總統府。國民黨在 2008年的總統、立法

委員選舉中取得壓倒性勝利，但是在 2016年同樣的選舉中遭遇了歷史性的挫敗，台灣政治結

構也從國民黨佔據優勢變為民進黨佔據優勢，發生了重大的轉變
1
。從結果來說，馬英九政府

不僅讓國民黨失去政權，而且給國民黨帶來了甚至難以重奪政權的重挫。本文將從對馬總統的

民意調查滿意度的動向以及兩岸關係這兩個角度來探討馬政府在哪裡以及如何跌倒的。 

 

一、馬總統滿意度的動向 

 

（一）從民意調查看馬政府的八年 

在 2008年選舉中取得壓倒性勝利的馬英九以及國民黨是從何時以及怎樣受挫的呢。對於

這個問題，我們先來看一下 2008年和 2016年選舉中國民党表現的差距。如表 1所示，國民黨

總統選舉的得票率減少了 27.4個百分點，立法院減少了 46個席次。 

2016年的選舉結果事實上和 2014年地方選舉結果是一樣的。根據筆者的計算，2014年縣

市長選舉中綠營得票率為 55.5%，這和 2016年總統選舉中蔡英文得票率 56.1%幾乎是一致的。

另外，2016 年立法委員不分區選舉中，民進黨、時代力量、台聯和綠社民聯的政黨得票率總

計為 55.2%，簡直是完全一致的。從這點來看，台灣選民的判斷從 2014年 11月就已經固定了，

2016年可以說是 2014年的再現。 

另一方面，因為 2012 年 1 月總統選舉馬英九成功連任，所以選民的判斷從 2012 年 1 月

開始到 2014年 11月為止的兩年十個月中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其間發生的重大政治事件為 2013

年 9月的「馬王政爭」和 2014年 3月的「太陽花學生運動」。 

 

表 1 2008年和 2016年選舉結果比較 

 2008年 2016年 變動幅度 

總統選舉 
馬英九 58.4% 

謝長廷 41.6% 

朱立倫 31.0% 

蔡英文 56.1% 
國民黨減少 27.4個百分點 

立法委員選舉 
國民黨 81議席 

民進黨 27議席 

國民黨 35議席 

民進黨 68議席 
國民黨減少 46議席 

資料來源：參照中央選舉委員會資料自製 

                                                   
 本文是筆者在 2016年 8月 2日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研討會中所做報告基礎上修改而成。 



2 

接下來，從 TVBS民意調查來看馬總統滿意度的變化
2
。民調的滿意度會根據發生的事件瞬

間變化，隨著時間過去又會有某種程度的恢復。如果擺動只朝單方面繼續走動就成為趨勢。判

斷到底是擺動還是趨勢非常重要。 

 

圖 1 馬英九總統八年任期內滿意度的變化 

 

資料來源：參照 TVBS民意調查自製 

 

關於馬總統的滿意度，一般認為是 2009年 8月的八八水災時急劇下跌後一直低迷。但是

事實上如圖 1所示，在第一個任期內得到了恢復。從圖可以看到，馬的滿意度在再次當選總統

後的 2012年 2月至 6月這四個月間急劇下跌，在第二個任期內一直低迷沒有得到恢復。馬在

第一個任期的滿意度升降反映了民眾對馬英九期待和不滿的混合，另一方面民眾對民進黨信

賴不足，蔡英文的滿意度也不高。TVBS 民調所反映出的馬第一個任期內的趨勢是馬英九、國

民黨呈現相對優勢，第二個任期的趨勢是馬英九、國民黨呈現劣勢。可以說馬的第一個任期和

第二個任期有著天壤之別。 

 

（二）急劇下降的四個月 

接下來，討論馬英九滿意度急劇下降的四個月。連任成功的馬總統，可以看出其試圖在第

二個任期的前兩年推進國內改革，做出成績，然後在後兩年在兩岸關係上創造歷史功績。馬總

統任命官僚出身的陳沖為行政院長，學者出身的江宜樺為副院長，意氣風發地宣稱改革。2012

年 2月 19日，馬稱：「不受選舉干擾，能好好改革的只有兩年」，「我的第二個任期，一定要大

刀闊斧地推動改革，讓台灣脫胎換骨！」。接著 2 月 22 日，馬又宣佈下一個四年目標為「均

富、就業、產業創新、擴大區域經濟連接」。另外，馬英九還認為，化解貧富差距，僅靠福利，

奢侈稅，不動產交易實價登錄都還不夠，政府要進一步落實「量能課稅」原則，讓收入高的多

負擔一點稅捐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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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自 2012年 2月至 6月的馬英九總統滿意度的變化 

 2月 9日 3月 13日 4月 19日 5月 15日 6月 7日 

滿意 40 28 22 20 15 

不滿意 37 50 61 64 68 

沒意見 23 22 17 16 17 

備考 陳沖組閣 美牛爭議 訪問非洲友邦 就任第四年 證所稅爭議 

資料來源：參照 TVBS民意調查自製 

 

在有了第一個任期的經驗和立法院國民黨再度取得穩定多數的背景下，陳沖內閣備受期

待。陳沖內閣組閣不久後，2012 年 2月 9 日的 TVBS 民調中，對於陳內閣，「滿意」為 38%，

「不滿意」為 20%，應該說並不是一個不好的開始。 

然而陳沖內閣一開始處理的問題便是含有瘦肉精的美牛解禁問題。2月 13日的 TVBS民調

中，對於「請問您贊不贊成政府開放含有瘦肉精培林的美國牛肉、豬肉進口」這一問題，「贊

成」比例為 6%，「不贊成」為 78%，「沒有意見」為 16%，明顯不贊成者居非常多。官僚、學者

主導型的陳沖內閣粗而快推動但招致民意強烈反彈後受挫。另外，同時發生的 H5N2禽流感疫

情擴大，防疫檢驗局長辭職，陳沖內閣應對被動。更甚者，劉憶如財政部長自爆型下台，林益

世秘書長貪污被捕也接連發生。 

政權運作中的麻煩或醜聞是難以避免的，因此等時間過去後有某種程度恢復的可能。然而

真正的問題在於陳沖（實際負責人是馬總統）領導力的欠缺，對陳沖的期待也瞬間消失。陳沖

內閣的各種改革方案（或者說是改革的探測器）都在和既得利益的爭鬥中，無疾而終。陳沖內

閣的無能毫無疑問也大大影響到民眾對馬政府的整體信任感。 

 

（三）滿意度和經濟成長率的相關性 

接下來，根據圖 2來看馬政府八年中經濟成長率的變化。台灣經濟受到雷曼危機的影響，

馬政府上台後不久就變為負增長。經濟衰退至 2009年探底後又在 2010年急速回升，2010年

開始至 2012 年經濟成長率又慢慢下降，在 2012 年總統選舉時為零增長。馬第二個任期內經

濟呈現持續低增長狀態。 

馬英九在 2008年選舉中提出要達到 6%的經濟成長率的政見，然而執政後變為負增長，這

可能和馬執政不久後滿意度的下降有相關性。台灣經濟在 2009年觸底反彈，但該時期的滿意

度起伏激烈，滿意度的升降和經濟成長率之間難以看到有相關性。但是，考慮到經濟成長的影

響在一段時間後會顯現出來，2010年至 11年滿意度的恢復或許和經濟成長率有關系。 

經濟成長率在 2010年達到頂峰後逐漸滑落，至 2012年總統選舉幾乎為零增長，而這段時

期馬英九的滿意度卻保持了相對較高的狀態。這有可能是由於總統選舉逼近，在兩岸關係議題

中馬英九處於相對優勢的地位。另一方面，考慮到低經濟衰退的影響在一段時間後會顯現出來，

可以認為 2011-12年的經濟成長率下降導致了馬第二個任期開始不久後滿意度急劇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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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個任期的後半，從 2013年第四階段開始到 2015年第一階段，台灣經濟達到了 4%

左右的較好的增長率，然而馬英九滿意度依然持續最低狀態。這種狀況自然可以聯想到是由於

當時馬王政爭和太陽花學運等政治因素超越了經濟因素，對馬的滿意度產生了較大影響。2015

年第二階段開始由於經濟環境更為嚴峻，導致零增長，不過馬的滿意度卻在最後略微上升了。 

我們無法斷言經濟成長率和馬英九滿意度之間的相關性是「有」還是「沒有」。因為任何

一個觀點都缺乏決定性的根據，相比經濟成長率因素而言，從政治觀點出發來解讀滿意度的推

移可能更為暢通。 

 

圖 2馬政府八年任期內經濟成長率的變化 

 

資料來源：參照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站（www.stat.gov.tw）的經濟成長資料自製 

 

二、兩岸關係因素 

 

（一）從民意調查看馬政府的大陸政策 

馬總統滿意度的急劇下降在其第一個任期內也出現過。相對於第一個任期內滿意度經過

幾次起伏最終還是回升而言，第二個任期幾乎沒有出現波動，而是一直保持了低迷的趨勢。造

成這個局面的應該並非僅僅是短期政策失誤，而是存在結構性的原因。首先，到了第二個任期

理應做得更好的這種社會期待由於陳沖內閣的失敗而落空，人們看馬英九的眼光也變得更加

挑剔了。期間還發生了兩岸服貿協定的簽訂以及馬王政爭。 

台灣社會對兩岸關係的發展漸生戒備的狀況下，馬英九急於和北京靠近，導致了太陽花學

運的爆發。2014 年九合一選舉雖然是地方選舉，卻是受到兩岸關係影響很大的一次選舉。民

眾對於馬英九所稱兩岸經濟關係緊密可以提升台灣經濟的說法疑慮增多。因此或許我們可以

認為在馬英九第二個任期內，兩岸關係作為一個重要因素不斷發酵而導致了馬政府受挫。下面

本文嘗試解釋兩岸關係如何導致了馬英九滿意度的低迷以及國民黨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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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馬第二個任期剛開始時由於國內改革願景漸失，馬英九開始著力打造自己在兩岸關係

上的歷史功績。馬英九在和北京的交涉過程中，可以看出其在第一個任期內堅持的原則上做出

了妥協。關於這一問題的民意情況，下文通過 TVBS關於馬政府的大陸政策調查做一分析
4
。 

 

圖 3 同不同意馬政府兩岸政策過於傾向中國大陸的說法？ 

 

資料來源：參照 TVBS民意調查自製 

 

圖 3的「有人說馬政府兩岸政策過於傾向中國大陸，請問您同不同意這樣的說法？」這一

項調查中，雖然最初「同意」和「不同意」相差不多，但事實上在馬第一個任期中就已經有多

數都「同意」，也即認為「馬政府的兩岸政策過於傾向中國大陸」。不過，在圖 4的「請問您對

我們政府目前處理兩岸關係的政策及作法滿不滿意？」這一項調查中，在馬第一個任期中，回

答「滿意」者要多於「不滿意」者。2009年 5月的調查顯示，「滿意」者為 50%，「不滿意」者

為 37%。 

這種差異的原因在於，馬第一個任期主要政策在於擴大陳水扁時期完全停止的兩岸對話

和交流。關於擴大兩岸對話和交流這一點，無論任何一個民調，都是贊成者居多。例如，在具

體政策領域，有關直航和大陸旅遊客的民調都獲得較高支援，關於 ECFA是正反意見接近，而

TVBS的民調中贊成者多。 

也就是說，多數人在認為馬政府的政策過於傾向大陸的同時，在第一個任期內依然對各種

具體政策有一定程度的好評。然而，到了第二個任期，當兩岸經濟關係深化以及兩岸政治對話

成為焦點時，情況為之一變。 

馬英九本人是否誤讀了民調中的差異呢？馬英九可能做出了有利於自己的判斷，認為雖

然有「過於傾向大陸」這種批評的聲音，但具體政策包括 ECFA在內都受到了一定的好評，那

就應該繼續走下去以取得更多的成果，這樣也就可以反駁對其「親中」的批評。事實上，民眾

對馬的大陸政策從一開始便有戒備心理，並且這種戒備心理不斷增強，然而馬英九沒有認識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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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點，過於冒進而導致最終和民意的衝突也就是必然的了。 

當兩岸關係進入深水區後，馬政府本應該更加堅持台灣的立場，然而卻在原則問題上表現

出了妥協態度。在進入馬的第二個任期後，認為「馬政府的大陸政策過於傾向大陸」者增加，

與「不同意」的回答者之間在 2013年 10月的調查達到了 35個百分點的差距（圖 3）。 

對馬政府處理兩岸關係的政策及做法「滿意」及「不滿意」者，在馬第二個任期還沒正式

開始的 2012年 3月間，「滿意」為 29%，「不滿意」為 55%，發生了很大的逆轉。而到了 2013

年 10月，「滿意」為 24%，「不滿意」為 64%，差距達到了 40個百分點（圖 4）。也就是太陽花

學運發生的半年前，民意沸騰的必要條件其實早已具備。 

 

圖 4 滿不滿意馬政府目前處理兩岸關係的政策及作法？ 

 

資料來源：參照 TVBS民意調查自製 

 

2012 年 3 月的調查中對馬政府兩岸政策持否定看法激增的原因可能在於同月國民黨榮譽

主席吳伯雄訪問大陸。3 月 22 日，吳伯雄在北京與胡錦濤總書記會面，吳伯雄首次在國共領

導人會談中提出了「一國兩區」的概念，他指出這是台灣處理兩岸關係的法理基礎，兩岸不是

國與國的關係，而是特殊關係
5
。 

在這之後，TVBS就「兩岸關係是「一國兩區」，不是國與國的關係」是否認同的民意調查

中，回答「認同」為 19%，「不認同」為 55%，「沒意見」為 27%，顯然「不認同」者占相當大的

比例。吳伯雄是按照馬英九的指示說的，然而民意批評聲音過強，馬政府感到慌張，補充說明

「一國兩區」中的「一國」為中華民國，意思是吳伯雄的發言說明不夠充分。由此可見，民意

對馬政府的動作是非常敏感的。另外，順帶需要注意的是，大陸方面沒有採取馬英九的「一國

兩區」的用法，從習近平時代開始提法變成「九二共識」的核心內容為「兩岸同屬一個中國」。 

馬英九此後又對政府人事進行了調整。2012 年 9 月大陸委員會主任委員從賴幸媛變為王

郁琦。可以看到無論是國民黨內還是北京方面，「台灣認同」立場比較強的賴幸媛在兩岸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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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都顯得有些絆腳。賴主委在「九二共識」的解釋中，強調「各表」，給人一種「各表」為主，

「一中」為輔的印象。另外，她要求大陸方面正視中華民國存在於台灣的事實，還曾多次說過

台灣的民主經驗可以為大陸提供參考。王郁琦雖然是優秀的行政官，但「台灣認同」方面並沒

有賴幸媛那樣明顯。 

馬英九、賴幸媛，在馬政府第一個任期內不厭其煩地不斷強調「九二共識等於一中各表」。

當將賴去掉後，便失掉了平衡。當初馬英九又為何指名賴為陸委會主委呢。當時蘇起知悉人事

案後感到吃驚加以反對
6
。這是因為 2008年的馬英九，對於其大陸政策的負責人如果不是一個

「台灣認同」較強的人士就難以得到台灣民意支援這一點上做出了正確的判斷。關於陸委會主

委人選的問題也是觀察馬英九在其第一個任期及第二個任期不同立場的一個根據。 

 

（二）「九二共識」 

習近平對於統一問題，展現了哪怕是一步也要往前推進的強烈意志，針對馬英九希望提升

兩岸對話層次，展開了軟硬兼施的對台政策，也就是利用馬英九在任期即將結束時的焦慮心理，

拉攏馬英九的工作。 

「九二共識」是大陸方面認為的「口頭確認一中原則」
7
和國民黨認為的「同意一中各表」

這樣本沒有共識的兩種看法，硬被湊起來的「共識」。因此，關於「九二共識」的解釋也就成

了雙方角力的物件，同時也成為觀察雙方力量變化的指標
8
。關於「九二共識」，以綠營為中心

的批評多，但如果「九二共識」等於「一中各表」的話，台灣民眾的支援度原來相對較高。 

大陸方面，從胡錦濤時代的 2005年開始展開了新的對台政策，為孤立陳水扁政府，而與

國民黨以及美國合作，開啟了靈活的對台工作。在這個過程中，開始不否認江澤民時代否認的

「九二共識等於一中各表」的說法，因此在這個基礎上和國民黨的合作成為了可能。雖然對北

京而言，目標是將「一中各表」中的「各表」去掉，但由於在馬的第一個任期內，主要任務是

要改善關係，建立互信，因此預設了「一中各表」的解釋。 

這樣，對於馬英九而言，也為其推銷「九二共識等於一中各表」提供了良好的環境。馬陣

營即使說「北京也認可」這樣的話，北京方面也沒有予以反駁。由於承認了「九二共識」，兩

岸關係在 2008年之後出現了巨大改善，這些都為馬的主張提供了有力的支撐。 

然而，大陸方面早在 2010年 8月 11日，當時的海協會執行副會長李亞飛訪問台灣時，重

新表明了對「九二共識」的北京版解釋，給馬政府釘上釘子。對北京而言，這是原則問題，中

國大陸不會承認「一中各表」
9
。 

馬英九主張的「九二共識等於一中各表」在以下幾個方面受到了重大打擊。 

①通過一些小事件看出，大陸方面沒有承認「各表」。 

②習近平的發言有威懾「各表」的效果。 

③馬英九自身也無法貫徹「各表」。 

馬政府上台一開始就要求大陸「正視中華民國的存在」，然而不管經過幾年，在兩岸會談

場合，台灣方面能否提「中華民國」或「總統」一詞一直是焦點問題，結果是大陸方面不願承

認「各表」成為台灣一般的看法。另外，關於圍繞中華民國的名稱、國旗等一系列社會小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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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陸方面表現出的不快的言行舉動可以看出大陸方面沒有「各表」的空間。 

習近平在 2013年 10月說「總不能將這些問題一代一代傳下去」（與蕭萬長前副總統的會

面）。另外，2014年 9月表示「一國兩制...是實現國家統一的最佳方式」（與台灣統派會見）。

而且習近平不斷強調的「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和「中國夢」中都包括了統一台灣。 

對於馬英九而言，理論上他有戰略選擇，就是要求北京接受「一中各表」，再通過批評北

京不接受，而在台灣維持自己的聲譽。但是，馬沒有採取這種方式。在這種方式下，馬英九的

兩岸關係的成果就只有關係改善而已。馬英九為追求更大的功績選擇與大陸繼續進行交涉，也

因為和大陸繼續交涉而變得逐漸靠近大陸的立場
10
。 

或許有人認為馬英九本來是統派，靠近大陸的立場沒什麼不可思議。但是這樣的看法忽略

了 2013 年 4月馬政府與日本簽署日台漁業協定的事實。這條協定至少證明在 2013 年 4月前

馬不是統派，因為這條協定的思考模式不符合統派的邏輯
11
。 

圍繞「九二共識」的角力在 2015年進入高潮。同年 3月習近平在「地動山搖」的演說中，

定調「九二共識」的核心內容為「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兩岸同屬一中」的概念在江澤民時代

末期，汪道涵、錢其琛都說過，並非是新的詞彙，但是作為對「九二共識」的解釋確實比較新

的說法。這有可能是北京方面試圖以多一個「九二共識」的定義來吸引台灣方面的戰略考慮。 

5月 4日訪問大陸的朱立倫（當時任國民黨主席）在和習近平的會面中，很簡單的採用了

這個說法。「1992年，在海基、海協很多前輩非常辛苦的努力之下，雙方達成兩岸同屬一中，

但內涵、定義有所不同的「九二共識」」。一直以來，馬政府關於「九二共識」只說「一中各表」。

雖然「一中」裡含有「兩岸同屬一中」的意思，但是這和馬政府第一個任期內，賴幸媛作為陸

委會主委所稱「九二共識只有一中各表，沒有第二個定義」的說法是不同的。吳伯雄的「一國

兩區」的發言或是「一個中國框架」的發言並不是作為「九二共識」的解釋提出的。 

2016年選舉之前國民黨內部的主導權之爭更進一步動搖了「九二共識等於一中各表」。決

定要參加國民黨總統候選人初選的洪秀柱，提出了「一中同表」。這是認為「一中各表」無法

推進兩岸統合而一直以來就批評馬英九的台灣大學教授張亞中的觀點。這是國民黨內部發出

的對「一中各表」的批評，當然打擊很大。馬英九說「一中同表和我的主張幾乎是一樣的」。

這雖然是選舉語言，但是「一中各表」的脆弱性暴露無遺。 

這一系列的動作，表明了在大陸方面堅決維持原則情況下，台灣方面如果要在兩岸關係上

取得進展，就不能不把好不容易堅守下來的「各表」分割出去。另一方面，習近平一直以來既

沒有捧馬英九的場，也沒有送禮物。不過習近平也並不是完全沒有方案。從視窗對視窗的對話

到政府官員之間的對話以及負責兩岸部門首長對話的提升，都是基於中華民國存在於台灣的

事實，是向馬英九示好的姿態。 

不過，馬英九最期待的參加 2014年 APEC北京峰會的要求被大陸拒絕了。這是馬的大陸政

策在台灣遭到拋棄的重要節點。雖然 2015年馬習會得以在新加坡實現，但對台灣來講這已經

成為了「跑了氣的啤酒」，意義已經完全不同。而且從交涉結果來看，更多民眾都認為台灣靠

近北京立場也沒有得到想要的，自身立場卻變得更糟糕。台灣社會很重視討價還價，因此常常

會格外關注到底得到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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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11月馬習會開頭部分，馬英九說「海峽兩岸在 1992年 11月就「一個中國」原則

達成的共識，簡稱「九二共識」」，這是按照北京方面解釋的說法。馬在之後的閉門會談中在習

近平面前闡述了「一中各表」，雖然有會談記錄出來，但是覆水難收。根據馬的公開發言，至

此「九二共識等於一中各表」僅僅成為國民黨內部的說辭，不能在國際上通用。這也許可以解

釋為，因為習近平送給馬英九他個人一直渴望的最重要的國際舞台，使得他在習面前無法抬頭，

只好配合北京方面的期待，在公開場合不講「各表」。 

 

結 語 

 

兩岸八年的角力結果是北京勝利了。北京方面沒有在任何原則問題上退步，而且改善了兩

岸關係，在經濟上滲透了台灣，連「九二共識」也成功弱化了台灣方面堅持的「各表」。最後

通過馬習會，成功了拉攏馬英九。之後，馬英九大概會和連戰一樣，扮演北京期待的角色。 

然而，北京勝利的代價卻是馬英九和國民黨在台灣的支援率大幅下跌，於是也導致了對

「九二共識」支援的下跌。今年 5月蔡英文就任總統後不久台灣指標民調公司所進行的民意調

查就很清楚了說明了這點。其中針對「請問，中共政府要蔡英文總統明確承認九二共識、兩岸

同屬一個中國，兩岸官方就能繼續來往，也能維持過去 8年簽訂的 23項協定，您認為蔡總統

有沒有必要因此承認九二共識？」這項提問，「有必要」的回答者為 27.5%，「沒有必要」的回

答者為 51.4%，「不知道/未回答者」為 21.0%。儘管這是一種拉到「九二共識」的誘導性的提

問，還是認為「蔡總統沒必要承認九二共識」的人明顯占多數
12
。 

本來大陸政策是國民黨相對民進黨而言幾乎唯一佔據優勢的政策專案，然而這項優勢在

馬英九第二個任期內崩潰了，因此可以說國民黨的挫敗早已註定。對馬政府在兩岸關係中沒有

堅守台灣立場的不滿和戒備心理超越了傳統的綠營範圍。雖然兩岸經濟關係深化的成果分配

不均常被提出，但馬政府只顧擴大經濟關係卻沒有採取糾正偏差的措施。台灣民眾明確感受到

大陸經濟減速的趨向，認為單靠深化兩岸經濟關係就有美好未來的馬英九的做法在台灣變得

不被接受。這些現象在馬第二個任期中變得很明顯。如果馬總統第一個任期結束後就卸任的話，

那麼對馬的評價以及國民黨的情況大概也不會是今天的樣子。 

本文集中討論了馬英九執政的八年，從更大的角度來說，本質問題在於台灣政治中「台灣

認同」在增加，而立足于「中國民族主義」的中國國民黨與「台灣認同」之間不易吻合。馬英

九及其幕僚們都認識到了這個問題，因此在 2008年總統選舉時曾打出了「台灣化路線」。馬英

九等人應該是抱著再不轉舵就可能永遠無法取得政權的危機感而這樣做的。 

馬英九挫折的原因大概也正是在於無法貫徹「台灣化路線」，也無法拉近台灣主流民意和

中國國民黨之間的鴻溝。最後，「國民黨不倒，台灣不會好」這樣有點偏頗的口號出現了，馬

英九八年的執政成果就這樣付之東流了。 

後國民黨時代的兩岸關係如何進行？國民黨衰退的長期效應很難評估。2005 年以後，國

民黨扮演的角色是北京與台灣民意（台灣認同）中間的緩衝器。雙方都走自己的路拉開了距離，

國民黨因此無法扮演緩衝器的角色。緩衝器沒了，兩岸關係當如何緩和，需要靠雙方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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