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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2014 年台湾地区“九合一”和地方议会选举以及 2016 年大选的结果，一方面

深刻反映了台湾地区经济及社会发展和岛内各群体的力量变化，另一方面也说明近三

十年来的中国台湾地区政党政治发展走到了新的历史时期。代表蓝绿阵营主要力量的

国民党和民进党在政党实力、执政效能和政策主张等方面正逐渐趋同，两党相互制衡和

互相竞争，政党轮替进入新的常态化阶段。台湾地区政党政治的新发展有利于两岸关

系的和平稳定，短时间内两岸关系不会大起大落，但是也会使两岸和平统一进程陷入迟

滞状态。大陆对台政策将愈来愈受限，民众的心理懈怠期将会被无限期拉长，并越来越

难以企及政治共识，而两岸关系的解决也正深陷国际关系的漩涡，愈加复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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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台湾地区“九合一”选举结果证明了马英九政府惨淡经营近八年，并未令大多数台湾

民众满意，而民进党声望却再次升高。虽然在次月的地方议会选举中国民党成功逆袭，但也无法

扭转 2016 年大选后民进党再次执政的最终结局。如今，两党的政治实力、政策主张等正日渐相

似。这也意味着近三十年来台湾地区政党政治已经步入稳定发展的新常态，但也给两岸关系的

未来及统一进程带来了新的危机。

一、台湾地区政党政治发展三十年及其特征

台湾从 1987 年 7 月 14 日开放党禁至今，除了国民党、民进党两大主要党派外，还有新党、亲
民党、无党联盟等 200 多个党派，执政党由民选结果决定。台湾从威权体制到民主体制的转型总

体上比较平和，在转型后仍保持着经济的持续增长，并被视为“民主化的成功案例”①。正是在这

个过程中，台湾现代意义上的政党政治体制得以基本确立成型。
( 一) 台湾地区政党政治的形成阶段

1. 初步发展( 1987 ～ 2000 年) 。20 世 纪 70 年 代 以 来，随 着 台 湾 获 得 国 际 承 认 合 法 性 的 消

失，国民党不得不转而寻求内部的合法性，试图改变国民党统治时期在后来者与先来者之间的不

平等地位。这是国民 党 大 规 模 本 土 化 的 基 本 动 力。李 登 辉 执 政 后，借 蒋 经 国 1987 年“开 放 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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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所搭造的本土化外壳①，大力推行台湾政治的“本土化”和“民主化”。一方面，他利用本省籍

公民长期受压，盼望出头的心理，把国民党定位为“外来政权”，煽动省籍矛盾，并改变原有的“五

权宪法”体制，实现了政权的“台湾化”; 另一方面，在“去中国化”和“台独”立场上，他又利用和

扶植以“台独”为纲领的民进党。他发表著名的“奶水论”，认为在实行“政党政治”的情况下，国

民党这样的一个大党 要 有 胸 襟，要 给 民 进 党 一 些“奶 水”②，让 民 进 党 能 够 长 大，这 样，“中 华 民

国”的“政党政治”才能发展。李登辉的这一系列动作不仅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内的非主流派，使

他自己迅速掌握了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而且造成国民党内部数度分裂，严重削弱了国民党势

力; 同时对民进党的发展壮大也起着不可估量的关键性推进作用，为民进党 2000 年的胜选铺平

了道路。李登辉也因此被称为“民进党的半个党主席”③。
2. 长足发展( 2000 ～ 2008 年) 。“2000 年的台湾经历了一场政治变天”④，这一年，以“有梦

最美，希望相随”和“干干净净、打击黑金”等口号打动台湾选民的民进党代表陈水扁上台，国民

党在大选中一败涂地。这一结果彻底刷新了台湾政党政治变迁的历史，标志着台湾的竞争性政

党政治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据台湾 TVBS 数据显示，在陈水扁就职满月时，其民意“满意度”达

到历史最高的 77%，“不满意度”只有 8% ，即便是在第一任期结束时，其“满意度”也仍然达到了

43% ，比马英九同时期的“满意度”还要高出 23 个百分点( 见表 1、表 2 ) 。民进党执政后，着力推

行“台独”路线和政策，回避、否认一个中国的原则，否认“九二共识”，提出“一边一国论”，并提

出废除“国统会”和“国统纲领”，倡导“公投制宪”等等。这都导致了两岸关系发展总体上比较

曲折。而因陈水扁推行的“法理台独”及行径不断遭受重大挫折，其本人也陷入内外交困的政治

难局，甚至几次面临被逼下台的窘境。但尽管如此，2004 年陈水扁不仅连任成功，而且在此期间

两岸经贸往来和民间交往仍在继续增强，两岸关系并未因以台独为党纲的民进党的执政而破裂

甚至导致战争。最重要的是，民进党用八年执政的实际经验顺利化解了两岸的“战争危机”，大

陆不会“一下子就打过来”，也大大缓解了台湾民众的心理隐忧。因此，民进党执政八年不仅积

累了执政经验，也证明了自己有资格和有能力稳固政权，维持两岸“和平”现状。

表 1 陈水扁执政八年满意度趋势表( %)

就职满月 就职周年 就职两年 就职三年 就职四年 连任一年 连任二年 连任三年 连任四年

时间 00 /6 /19 01 /5 /17 02 /5 /13 03 /5 /15 04 /5 /13 05 /5 /17 06 /5 /17 07 /5 /22 08 /5 /13

样本 N = 1058 N = 964 N = 1003 N = 1000 N = 982 N = 958 N = 944 N = 1169 N = 1072

满意 77 41 51 33 43 33 16 17 13

不满意 8 46 38 50 42 51 70 57 69

没意见 16 13 12 16 15 16 14 26 18

事实上，台湾自 1996 年才开始实行最高领导人全民直选制度。1987 年成立的民进党在不

长时间内即取得政权，这本身带有很大的偶然性，甚至出乎民进党自己的预料。正如有些学者所

认为的，与有 50 多年执政经验的国民党相比，民进党缺乏足够的人才、经验和执政实力，虽然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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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陈水扁执政八年满意度趋势表

数据来源: 台湾 TVBS 民调中心

有“换党试试看”心理的选民推上执政党的宝座，但是仓促上台的民进党在执政经验和执政能力

上都与选民的期待存在着越来越大的落差。① 陈水扁执政一周年时，民众满意度比执政满月时

大幅下挫 36 个百分点，而其中后期的贪污腐化和巨额洗钱案更是令民进党的地位一落千丈，民

意支持率在第二任期结束的时候跌到历史最低的 13% ( 见表 1、表 2 ) 。因此，2000 年国民党和民

进党之间的政权交替其实是一场政治意外。而陈水扁的连任除了“两颗子弹”带来的同情效应、
国民党的分裂式微以及美国“以台制华”战略企图等因素外，也仅反映出台湾人心思变，选民期

盼摆脱老化陈旧的国民党，希望民进党能根除国民党政府多年来的腐败。换言之，首次政党轮替

并不意味着台湾竞争性政党政治的最终形成。
3. 基本成型( 2008 ～ 2014 年) 。2008 年 国 民 党 的 重 新 执 政 实 现 了 台 湾 地 区 第 二 次 政 党 轮

替。在马英九执政期间，台湾的经济建设有所发展，与大陆之间的关系也有所缓和。但是，面对

台湾已经无法遏制的“本土化”浪潮和“民主化”趋势，在民进党的不断攻击之下，马英九通过改

革国民党的组织系统和宣传系统，以及处置党产等自戕行为，继李登辉之后再次沉重削弱了国民

党的实力。而马英九践行的“不统、不独、不武”、认同“台湾意识”、坚持“台湾优先”的“新中间

主义路线”②客观上也把政党的“本土化”和台湾社会的独立思潮推向前进，而“去中国化”运动

也蔓延成社会运动。这一切不仅进一步打击了国民党的威望和实力，也使民进党有机会继续壮

大。社会矛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困境非但没有得到根本的缓解，反而进一步陷入迟滞。台湾的

蓝绿对峙、社会分歧、政治纷扰日趋严重，甚至绿营逢马必反，全社会族群撕裂。台湾 TVBS 对马

英九执政七年的满意度调查显示，在其连任当年，“满意度”已经跌至 20%，“不满意度”则高达

64% ，而在连任结束的前一年，台湾选民对马英九的“满意度”已经降至 16% ，比陈水扁同时期比

例还要低。两相对比，民众对国民党和民进党的执政满意度及其发展趋势是惊人的相似 ( 见表

1、表 2 ) 。这个结果也和台湾《联合报》的民调数据出入不大③。
亨廷顿认为，“测量民主巩固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是通过选举实现政府由一党向另一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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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是 21% ，不满意率上升到 70% ，第二任期即将结束的民调结果则与 TVBS 的民调结果相同。



转移”，检验标准是“两次政权易手”，“通过这种检验，如果在转型期内第一次选举中掌权的政党

或集团在此后的选举中失去权力，并把权力移交给那些选举中的获胜者，而且，如果这些选举中

的获胜者然后又和平地把权力移交给后一次选举中的获胜者，那么，这样的民主政权就可被看做

已得到巩固。”①而“九合一”选举后，台湾 22 个县市 长 中，国 民 党 获 6 席，民 进 党 获 13 席，无 党

籍获 3 席，蓝绿政治版图又一次呈现逆转之势。全台从南到北，几乎全部“绿化”。即便随后的

地方议会选举中，国民党在 22 个席位中获 17 席，大幅超过民进党的 3 席，无党籍的 2 席，马英

九政府的两个任期依然证明了此 时 的 国 民 党 在 政 党 实 力、执 政 能 力 等 方 面 并 不 比 民 进 党 有 太

多优势，两党形象在台湾民众心中也并无显著差别，互相监督和制约的台湾竞争性政党政治已

稳定成型。

表 2 马英九执政七年满意度趋势表( %)

就职满月 就职周年 就职两年 就职三年 就职连任 连任一年 连任二年 连任三年

时间 08 /6 /17 09 /5 /21 10 /5 /19 11 /5 /19 12 /5 /15 13 /6 /27 14 /8 /28 15 /5 /15

样本 N = 1076 N = 1236 N = 1109 N = 1006 N = 1072 N = 1170 N = 961 N = 1004

满意 41 41 33 36 20 13 16 16

不满意 37 40 47 49 64 73 63 67

没意见 21 19 20 15 16 15 21 17

图 2 马英九执政七年满意度趋势表

数据来源: 台湾 TVBS 民调中心

4. 发展新动向( 2014 ～ 至今) 。在李登辉、陈水扁推行的“激进台独”难以取得普遍认可和

显著成效后，实用倾向极强的民进党开始改变策略。特别是“九合一”选举结果出炉后，为最大

限度地争取蓝绿选民的公约数，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在众多场合频频发表言论，标榜“维持台海和

平稳定”，甚至“维持两岸关系稳定发展”、“不会挑起矛盾、冲突和对立”，同时强调台湾民众利益

和台湾的“国家主权”，并避而不谈或模糊“九二共识”。其“和平台独”路线在“台独”内涵没有

完全改变的情形下正在形成。确切地说，2014 年底的“九合一”选举，“民进党终结了国民党的地

方政权”②后，经过李登辉的扶持和陈水扁、马英九的两个政府四个任期，再到蔡英文的“和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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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思维，台湾政党政治发展出现了新的值得关注的动向。从内容上看，蔡英文的“和平台独”新

思维和马英九的“新中间主义路线”几乎异曲同工。这一新思维必将对未来两岸关系发展产生

重大影响。
( 二) 台湾地区政党政治的特征

第一，两个主要政党实力趋近。2000 年之前，国民党在台湾地区半个世纪的统治实际上积

累了包括遍布全岛的严密组织和雄厚的财政实力等在内的大量资源。但李登辉在执政期间推行

“台独”和全面“去中国化”，利用民进党打压和分裂国民党，造成国民党元气大伤。此后，成为在

野党的国民党“痛定思痛”，逐步开启“瘦身计划”( 见表 3 ) 。特别是 2008 年国民党重新上台后，

深受西方民主思想影响的马英九在民进党的口诛笔伐和抨击打压下，通过处理党产、缩编党务、

裁减党工、刻意懈怠和疏于经营与地方派系的关系，使得国民党在岛内的权势和资源再次大幅萎

缩。再加上青年党员后继无力，在其执政后期政令低迷，国民党威望不断下降。而马英九推行

“新中间主义路线”，也使 国 民 党 因 与 大 陆 关 系 而 带 来 的 天 然 优 势 和 杠 杆 力 量 正 不 断 减 弱。这

样，与民进党相比，国民党几乎丧失了各种优势和资源。与此同时，民进党摸爬滚打近三十年，通

过“反国民党一党垄断的政治改革”以推动民主化、本土化运动; 通过“代表弱势团体和社会运动

的民意”，强调资源重分配和多元正义; 标举“清廉、勤政、爱乡土”等价值，在台湾尤其是在新生

代以及弱势群体中打下了相当有力的社会根基，并在历次竞选运动和实际执政中，积累了选举和

执政经验。① 两势相较，台湾的政党政治经过数年的“国退民进”冲击和“政党轮替”实践，特别

是 2014 年底台湾“九合一”和地方议会选举结果都表明，实力相互胶着的台湾两党，正促进台湾

政党政治新常态成为可能。

表 3 21 世纪以来国民党的“瘦身”计划

措

施

1. 连战时期，发起国民党的新的改造运动，启动大规模党务改革，推 动 干 部 年 轻 化，制 定“排 黑 条 款”、重 建 党 的

清廉等措施。但困难重重，效果不佳。
2. 马英九执政后，落实党内民主推行党代表每年直选中常委，成立国民党青年团、国民党廉能委员会，尽速处理

党产、缩编党务、裁减党工、杜绝黑金、主张清廉干净的选风等。还尝试推动党政分离，但很快宣告失败。

结

果

组织体系

逐渐撤出工、商、大众媒体、学校、军队及各种社会团体。2000 年后，国民党党工人数从全盛时

期的 4000 人到现在的不到 1000 人; 中央党 部 的 党 工 人 员 从 600 人 减 至 100 余 人。国 民 党 转

型为选举机器并进行精简，以组织为主、文宣部门为辅。但却带来党内山头林立，大老反弹，党

工消极。

党产和党营事业
“党政军”退出媒体经营，原有庞大的党产目前只剩下“中央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而其约 3000

名党工也缩减为 900 多人。党务经费来源被截断，目前主要依靠政党补助、党费和募捐。

青年人才培养 措施成效有限，尤其和民进党相比，缺乏竞争力。

与地方派系关系
疏于经营，国民党中央和地 方 派 系 之 间 的 关 系 陷 入 尴 尬，地 方 派 系 阳 奉 阴 违，基 层 力 量 不 断

萎缩。

第二，蓝绿政策主张日渐相似。在经过了近三十年的台湾民主化和本土化之后，台湾各主要

政党之间的主张正日渐趋同。无论是在选战还是在施政过程中，都力主首先发展台湾经济，而把

意识形态等政治问题有意无意地推后。两岸关系中政治议题不断淡化，虽然政治议题依然是选

战中的必然内容，但总的倾向是经济问题越来越重要 ( 见表 4 ) 。同时，2000 年以后也是两岸统

独议题逐渐让位于台湾经济社会发展、不再是台湾政治第一主题的时期。根据台湾政治大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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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合一”选举结果出炉后即公布的最新民调，台湾民众中“支持台独”的占 23. 9%; “支持统一”

的占 9. 2% ，剩下的主张“安于现状，不统不独”。而 2015 年 11 月来自陆委会的民调也显示，维

持台海“不统、不独、不武”现状的政策立场支持度为 88. 5%。这对以选票多少决定执政与否的

政党而言，毫无疑问，民众的偏好对政党的政策或路线选择往往有决定性的影响。这是任期即将

结束的马英九政府所遵循的“不统、不独、不武”原则和蔡英文的“和平台独”思维形成的关键因

素，也是国民党之所以“换柱供朱”的根本原因。当然，在选举的各个阶段，每个议题都有可能成

为“最后一根稻草”，如 2012 年，本来选情高涨的蔡英文在竞选过程后期，因为两岸关系提不出

确定的政策路线而导致选势急剧从盛到衰，倒在了“最后一里路”①。

第三，台湾主体意识急剧高涨。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台湾“民主化”进程加快，本土意识上

升，在李登辉期间被精心打造、并在陈水扁执政后继续加以锻造的“台湾主体意识”伴随着同时

期教育、宣传、历史等诸领域的“去中国化”运 动，正 日 渐 获 得 越 来 越 多 的 台 湾 民 众 的 认 同。特

别是 2008 年马英九上台以来，台湾民众的台湾人 /中国人认同比例急剧分化，认同自己是“中

国人”的达到了历史最低的 3. 5% ，认同自己是“台 湾 人”的 达 到 历 史 最 高 的 60. 6% ，两 者 都 认

同的大约三成( 见图 3 ) 。台湾大学政治系石之瑜教授认为，陈水扁说他八年最大政绩，就是让

马英九变绿，这句话现在可以确定是“真知灼见”。② 而马英九“变绿”的结果就是，“马英九对于

任何与大陆启动政治和解的事，都退避三舍，切割、乃至于破坏，但是在另一方面，对于两岸在各

方面交流的扩大与深化，也无力扭转。”③而且，主张激进式台独的民进党用八年执政任期，向台

湾选民证明了民进党上台不等于两岸发生战争，而国民党的多年执政也不等同于两岸就此统一，

均平衡了来自岛内各个分裂的族群、台湾新生代以及中产阶级的强大政治压力。至此，台湾主体

意识已不分蓝绿，日渐集中，政治人物也无论蓝绿，均将坚持“台湾主体意识”作为自己的基本政

治立场: 越来越本土化的国民党倾向于“和平拒统”，而一直奉行台独的民进党则剑走偏锋寻求

“和平独立”。

表 4 21 世纪以来台湾领导人选举主要议题变动

年份 主要议题( 以重要程度排序)

2000 年 改革问题; 经济问题; 反“黑金”问题等

2004 年 民生议题: 如经济、建设、治安、台湾的“黑金”问题、除弊、改革等; 两岸关系; 对外关系

2008 年 统独议题; 经济议题; 外交议题; 省籍问题

2012 年 经济问题; 两岸关系

2016 年 经济发展; 财经议题; 两岸政策; 台湾的角色

资料来源: 台湾《中国时报》、《联合报》等消息汇总

以上都表明，在可预见的未来，国民党和民进党之间，在日趋相似的发展中，已经没有哪一方

有明显的优势，而是各有优劣。这样的结果只能是政党之间互为竞争，相互制衡。国民党固然不

受民众欢迎，但民进党也没让民众放心。包括其他各个党派在内，谁都没有预定和先期所固有的

政治优势，都各凭手段各自发展。但与此同时，这个新常态局势的稳定仍然面临着种种问题，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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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强: 《蔡英文能否走完“最后一里路”》，《凤凰周刊》，2014 年第 20 期。

石之瑜: 《请 马 英 九 画 一 张 中 国 地 图》，香 港 中 评 社 专 论，2008 年 5 月 3 日，http: / / hk. crntt. com /doc /1006 /3 /4 /9 /
100634994. html? coluid = 39＆kindid = 0＆docid = 100634994，2015 年 8 月 10 日。

石之瑜: 《为何台湾的统与独都失去希望?》，( 新加坡) 《联合早报》，2013 年 5 月 25 日。



图 3 台湾民众台湾人 /中国人认同趋势分布( 1992 ～ 2015)

数据来源: 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

如严重的政党对抗、变动中 的 中 美 关 系、台 湾 岛 内 的 经 济 发 展、逐 渐 凸 显 的 两 岸“和 平 危 机”等

等。这也意味着，无论是台湾还是大陆，都必须正视当下台湾政党政治发展的现实，需要在相互

交往和政策制定的时候重新和全面审视。

二、台湾地区政党政治发展新常态的必然性

罗伯特·达尔认为，实 现 民 主 转 型、促 成 多 元 政 体 产 生 的 原 因 可 能 同 执 政 者 对“压 制 成

本”和“容忍成本”的合理计算有关。当预期的“压制成本”过高而“容 忍 成 本”降 低 时，政 府 就

有可能接受民主的推进，甚至主 导 这 个 改 革 进 程。① 蒋 经 国 是 该 理 论 的 践 行 者。后 来 的 李 登

辉、陈水扁乃至马英 九 也 都 在 自 己 的 任 期 内 对 台 湾 岛 内 政 党 政 治 变 迁 发 挥 了 重 要 的 指 挥 作

用。但台湾政党政治发展新常态的最终形成远非 领 导 人 物 所 能 完 全 决 定 ，还 必 须 与 岛 内 外 因

素形成合力。
( 一) 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驱使台湾地区政党政策不断趋中

安东尼·唐斯断定，“政党是由一些谋求通过在选举中获胜来控制国家机器的个人组成的

一个团队”，其所有行动都是以选票最大化为目的，政策仅仅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并更倾向

于有利于数量最多的收入阶层。② 很显然，在台湾，这个数量最多的收入阶层是台湾的中产阶

级。来自台湾蔡瑞明、盖浙生等教授的统计数字显示，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伴随台湾经济腾飞

的是台湾中产阶级的形成，该群体占当时台湾人口的 20% ，1986 年，这个数字升至 45% ，到 1994

年则上升到了 55% ③，中产阶级成为台湾社会的主体阶层，台湾橄榄型社会形成，并逐渐成为“台

湾社会政治转型的动力。”④这是台湾经济和社会发展及政治变迁的重要成果，因为任何民主政

权的生存都必须提供“足够的合法性所认为的公民，这通常是由经济的不断发展来实现的”，而

这种社会机制“强调的是中产阶级在现代化社会中的作用的加强”。⑤

·64·

政治学研究 2016 年第 2 期

①

②

③

⑤

罗伯特·达尔: 《多头政体———参与和反对》，第 26 页，商务印书馆，2003 年版。
Anthony Downs，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1stedition，1957，p34.

④ 严泉、陆红梅: 《台湾的中产阶级》，第 13 ～ 14 页，导言第 7 页，九州出版社，2009 年版。
LipsetSeymour，Political Man. The Social Bases of Politics. New York: Doubleday 1960. p. 49.



在这样的橄榄型的社会经济结构中，中产阶级不仅影响着本国或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政治

发展，同时也影响着整个社会的集体意识和价值取向，如“执政党的路线决策、政府的政策安排、
社会的精神面貌和人们的文化价值走向”①等等。因此，在台湾的“民主化”进程中，这个以中小

企业家和知识分子为主体的阶层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一方面，台湾中小企业家在 20 世纪

70 年代就占了台湾企业总数的 98% 以上、就业人口占台湾总人口的 75%、产值则达到台湾工业

总产值 60%。这些企业家为了保护和发展中小企业的利益，积极主张开放地方选举、言论自由

等政治诉求。② 另一方面，包括大学教授、律师、新闻从业人员在内的知识分子也与企业家阶层

在政治诉求方面有“天然的联系”。“在支持反对运动的中产阶级当中，知识分子与中小企业家

的角色最重要。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是推动台湾政治改革的最主要最活跃的中坚力量，也是反对

运动的领导者和策略提供者，他们均受过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学、法学和社会学的训练。中小企

业家具备投入政治活动的财力，也以其个人财富为反对势力提供政治基金与可作为退路的职业。
二者之间经由各种社会关系而挂钩，且有一隐约的分工。”③这充分说明，中产阶级对推动台湾岛

内民主化并对台湾政党政治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进入 21 世纪后，由于台湾产业转型遭遇困境、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经济发展低迷、失业率迅

速上升，中产阶级比例 有 所 降 低，但 它 仍 是 社 会 的 主 要 阶 层，“而 且 持 续 稳 固 地 存 在、成 长 和 茁

壮”④。作为台湾两党交互角逐的决定性因素，民进党和国民党都必须争得中产阶级的广泛支持

才能谋取到最多的选票。而温和务实的台湾中产阶级是台湾“不统不独”观点的中间派主体⑤，

该群体的观点和主张直接左右了“必须争取多数选民”、“充分利用投票人来赢得大选”⑥的国民

党和民进党在两岸关系上的政治态度，使得两党都不敢冒然在“统”、“独”问题上冲动行事，否则

就会失去台湾民众支持。唐斯对此的分析是，在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主导的两党竞争中，选民趋于

政治正常分态( Normal Distribution) 。这样一来，两个主要大党的政策都会试图“像它的竞争 对

手一样”使其政策趋中，以赢得中间选票( the median voter) 。“无论哪个政党执政，其政策都不会

偏离多数人的观点太远”，从而促使两党政策不断向中间聚拢( 见图 4 ) 。⑥国民党在 2016 年大选

前夕“换柱供朱”的关键因素就是因为在国民党内部主流人士看来，洪秀柱提出的“一中同表”、
在“九二共识”基础上实现“两岸分治不分裂”等政策主张偏离了“社会主流民意”，而朱立伦比

洪秀柱更接近政治中间派。换言之，台湾的中产阶级大力推进了台湾政治的中间趋向，也变相推

动了各政党实力渐趋接近、两党轮流坐庄的政治新常态的基本形成。
( 二) 台湾地区日渐浓厚的本土意识左右着各政党的政策路线走向

近三十年的“民主化”和本土化进程使台湾地区本土意识日趋浓厚，这极大地影响了台湾地区

的政党政治发展模式和政治经济决策。而各政党在选举和执政过程中为了争取更大范围内的选民

支持，均力争迎合民众的胃口。结果，不论是民进党还是国民党，都在强化台湾的本土意识，都为其

生存选择了一系列本土化的政策，尤其是后者，还需要尽量淡化自己与大陆的原有关系和背景。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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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单峰正态分布的中产阶级社会驱使政策不断趋中

然“对于现代民主，具体是谁掌握了权力是无所谓的……，爱谁谁，谁都差不多”⑦，但是，在台湾这

个有着特殊历史症结和现实政治考量的地方，特别是在统独问题上，“在选举利益的诱导下，统

独矛盾裹挟着族群、省籍因素，成为影响岛内政治生态，制约两岸发展的重要原因。”⑧同时，民粹

主义也被运作为台独的利器，不仅在“逢中必反，遇统必斗”⑨的台湾政党利益角逐过程中日渐兴

盛，也绑架着台湾各种社会活动和政治决策。
进入 21 世纪之后，台湾在“去中国化”和“本土化”的一系列运动中，日益“结构化”、“中产

化”和下层“碎片化”的社会阶层结构和阶层关系“对台湾政治体系和政治过程、选举政治生态和

政党的政策走向、民众的政治意识、政治倾向和政治参与( 也) 都产生一定的影响”瑏瑠。安于“不

统不独”现状并含有独立倾向的价值观也日渐成台湾社会主体的共识，对台湾中产阶级，尤其是

对处于代际断裂期的青年学生而言更是如此瑏瑡。这些台湾的新生代生长在台湾，他们对父辈海

峡两岸的血缘羁绊非常淡漠，追求独立和自由，甚至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台湾的生存不必必须

维持强大的经济实力，台湾未来发展也不必讲究效率。因此，他们推崇“小确幸”，“不重视群体

或整体利益，更重视个体与自身利益; 不重视长远利益，更重视当下利益; 不重视宏观的大论述，

不喜欢谈论抽象与宏大的人生规划或远景目标，更重视具体、细节问题，更重视眼前实实在在的

东西与具体的对象……”瑏瑢，而这些无疑对台湾的政治变迁和政策走向有着重要的影响，并与着

力淡化两岸关系、谋求“台湾独立”的民进党产生了共鸣。马英九也表示，“两岸关系要保持现状，

统独问题留给后代决定。”这番言论被香港中评社和台湾《中国时报》评论为，马英九已没有解决

台湾前途的雄心壮志。瑏瑣

最近，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公布了台湾民众 20 年统独立场趋势图( 见图 5 ) ，数据显

示，超过七成的台湾民众持续大幅倾向于“维持现状”或“维持现状再决定”。而在马英九 7 年任

期内，“偏向独立”的也稳中有升，达至历史最高点的 18%，“偏向统一”的则持续下降至历史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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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点的 7. 9%。这说明，反映台湾人身份认同的“台湾人认同指数”一路上升，民众也愈来愈倾向

独立。① 这也和台湾《联 合 报》2016 最 新 统 计 数 据 相 一 致，该 数 据 显 示，主 张“尽 快 统 一”的 占

19%，“先维持现状再 独 立”的 占 17%，“永 远 维 持 现 状”的 占 46%，“先 维 持 现 状 再 统 一”的 占

8%，“尽 快 统 一”的 占 4%。亦 和 台 湾 TVBS 民 调 中 心 2014 年 10 月 的 民 调“维 持 现 状”的 占

64%、“倾向独立”的占 24% 和“倾向统一”的占 7% 的结果接近。台湾文化大学教授钮则勋对此

认为，对大陆有感情的一代人已经逐渐凋零，在陈水扁“去中国化”政策下成长起来的人也已成

年，加之马英九政府宣传不足，被在野党的“反宣传”击败，使不少百姓都认为，两岸交流只有财

团和特定阶层收益，都是民调有此结果的原因。② 不过，台湾“统消独长”的事实，对两岸关系格

局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尚需进一步观察。③

图 5 台湾民众统独立场趋势分布比例( 2000 ～ 2015)

说明; 据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台湾民众统独立场趋势分布图( 1994 ～ 2015 ) ”制作

( 三) 西方民主思潮潜移默化地推动着台湾地区政党政治的发展趋势

台湾轮流执政的竞争性政党体制深受西方民主思潮的影响。自 1940 年代末开始，为了塑造

和保证一个‘非( 反) 共、亲美、与中国分立的台湾’”，美国“广泛介绍一批又一批台湾学生涌到

北美洲‘深造’”，经过五十年“人员培训、人员交换和留学政策十分‘成功’地在台湾培育了大批

满脑子美国价值的留美精英，由他们广泛、深入地占据了台湾政界、官僚系统、产业界和文教学术

界”，“这个一直持续有效于今日的政策，从今日台湾广大精英层一般地亲美、反共，感情上和政

治上必欲脱离中国的这么一个政治局面看来，显然绩效卓著。”④台湾作家郑鸿生说: “我们一方

面经由反共的民族精神教育得到大我的启蒙，另一方面又受到冷战时期美式现代化思潮的影响，

开始了个人自由的追寻。这双重思潮看似冲突，却又互补。我们这个战后新生代在接受美式现

代化思想的启蒙之后，开始造国民党的反。在各种内外因素的配合下，终于在公元 2000 年把国

民党拉下台了。然而，这个国民党在台湾促成的‘反共亲美’意识形态至今仍然当道，而退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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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是那个在反共民族精神教育下塑造的中国人意识。”①亦有美国学者认为，台湾的“学术和政治

精英大多在美国接受了高等教育，他们普遍倾向于两党制度。实际上，2008 年台湾新的议会选

举部分就是基于他们头脑中的两党政制设计。”②这些学成归来的社会精英在设计和型塑新的台

湾政治体制的过程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三、台湾地区政党政治对两岸关系的影响

综上所述，当前台湾地区政党政治的发展已经不再是 2000 年民进党上台时期被认为的“一

场政治意外”、台湾的“政党轮替仍不确定”的状态，而是经过马英九的两个任期以及从 2014 年

“九合一”和地方议会选举以及 2016 年台湾大选后，台湾的蕴含着“和平危机”的竞争性政党政

治，其伴随着主要政党的路线政策渐趋相似步入了一个新的常态化阶段。这一变化对两岸关系

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 一) 有利于促进两岸关系的长期和平稳定

1. 两岸在政治关系上短时间内不会大起大落。无论是以“和平台独”为新的发展理念的民

进党，还是奉行“不统、不独、不武”的国民党，在和大陆的关系问题上都不得不权衡各自的利益

以便能保持稳定掌权。虽然民进党的执政未必一定会带来两岸危机，但是“台独”和大陆所期待

的未来统一大业毕竟是相互背离的两个方向。这就像是一个钟摆，如果操纵这个钟摆的政党荡

出了实际分裂国家的尺度，那么对两岸关系而言，其结果肯定是危险的，而从目前的发展形势看，

国民党和民进党都在试图规避这个风险。这在大陆地区对 2014 年“九合一”选举后民进党主席

蔡英文访美计划的反应也可见一斑，如果两岸共同的政治基础遭到破坏，则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而这个政治基础或者说底线无疑就是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一个月后，蔡英文发话说，民

进党处理两岸关系的基本原则就是“维持现状”，“维持台海和平”，避而不谈“九二共识”。蔡英

文的“和平论调”和马英九的“和平拒统”出现了并行的趋势。虽然未来依然会充满各种变数，特

别是这种变动还不能完全预测，也不能确定安全，反而还会时不时擦枪走火。但在总体上，大陆

对台政策会持续地稳中有变，大陆和台湾地区各政党在两岸关系的定位及发展问题上依然有一

定的弹性空间，“地动山摇”的局面，除非出现意外，否则，无论是国民党继续执政还是民进党被

轮替上台，至少在短时期内不会出现，和平稳定依然是两岸关系的主流。
2. 两岸经济社会往来总体上呈稳定上升大势。对大陆而言，无论台湾哪个政党执政，都要

强调“一个中国”的框架前提。实践也不断证明，台湾地区政党政治发展到今天，各政党也不会

轻易去触碰“底线”，双方都越来越务实和注重实效，都不会随意放弃这种和平稳定的局面。这

种政治上的和平稳定需求为两岸经贸往来和社会交往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本来就处于

互补和依存状态的两岸经济发展在这样的环境中无疑会有着更加良好的发展预期。据商务部台

港澳司和海关总署关于两岸贸易往来的数据显示，2000 年以来，两岸贸易总体上处于上升势头，

除了政党大选轮替前后，其他年份都保持了可观的发展态势( 见表 5 ) 。而国台办最新的 2015 年

1 月至 12 月的国台办数据也显示，大陆与台湾地区进出口贸易额为 1885. 6 亿美元，虽然同比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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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 4. 9% ，但依然势头良好，两岸经贸往来正平稳运行。换言之，除非有大的政治波动或者世界

经济形势动荡等，两岸的经济社会交流将会越来越紧密，这个和哪个政党执政似乎没有必然的因

果关系。
( 二) 使两岸和平统一进程受到影响

1. 两岸的统一进程将长期徘徊不前。或者说，在未来若干年内，两岸关系不会有什么大的

实质性的转机。一方面，经济上，以贸易、投资、金融三方面关系为主的两岸经济关系经过三十

多年的高速发展后，目 前 处 于“不 进 则 退 的 瓶 颈 期，速 度 正 在 不 断 放 慢 甚 至 有 停 滞 观 望 的 迹

象”，原因既有市场因素，也有 两 岸 政 策 因 素。① 两 岸 交 流 中 双 方 达 成 的“先 经 后 政”、“先 易 后

难”默契正走入深水区，有所作为的空间并不大，两岸之间对政治的定位复杂而微妙，中短期内

难以达到“以经促政”的明显效果。而来自陆委会的民调显示，近十年来，台湾民众对两岸交流

速度的看法基本没有大的变化，认为“刚 刚 好”的 接 近 受 调 查 人 数 的 一 半，认 为“太 快”的 也 仍

然维持在三成左右。这说明台湾民 众 对 加 快 发 展 两 岸 关 系 仍 然 顾 虑 重 重，不 希 望 跟 大 陆 走 得

太近( 见图 6 ) 。

表 5 两岸贸易统计表( 2000 ～ 2015)

年份
贸易总额 大陆对台出口额 大陆自台进口额 贸易差额

金额 同比( % ) 金额 同比( % ) 金额 同比( % )

2000 305. 3 30. 1 50. 4 27. 6 254. 9 30. 6 － 204. 5

2001 323. 4 5. 9 50. 0 － 0. 8 273. 4 7. 2 － 223. 4

2002 446. 7 38. 1 65. 9 31. 7 380. 8 39. 3 － 314. 9

2003 583. 6 30. 7 90. 0 36. 7 493. 6 29. 7 － 403. 6

2004 783. 2 34. 2 135. 5 50. 4 647. 8 31. 2 － 512. 3

2005 912. 3 16. 5 165. 5 22. 2 746. 8 15. 3 － 581. 3

2006 1078. 4 18. 2 207. 4 25. 3 871. 1 16. 1 － 663. 7

2007 1244. 8 15. 4 134. 6 13. 1 1010. 2 16. 0 － 775. 6

2008 1292. 2 3. 8 258. 8 10. 3 1033. 4 2. 3 － 774. 6

2009 1062. 3 － 17. 8 205. 1 － 20. 8 857. 2 － 17. 0 － 652. 1

2010 1453. 7 36. 9 296. 8 44. 8 1156. 9 35. 0 － 860. 1

2011 1600. 3 10. 1 351. 1 18. 3 1249. 2 7. 9 － 898. 1

2012 1689. 6 5. 6 367. 8 4. 8 1321. 8 5. 8 － 954

2013 1972. 8 16. 7 406. 4 10. 5 1566. 4 18. 5 － 1160

2014 1983. 1 0. 6 462. 8 13. 9 1520. 3 － 2. 8 － 1057. 5

数据来源: 商务部台港澳司、海关总署

2. 大陆对台政策的制定、通过和实施将愈加受限。在当前台湾的政党政治制度下，大陆的

任何一项对台政策，即便大陆方面给予明显的优惠，也都将受到台湾竞争性选举政治的“认可检

验”，否则就只能是大陆的一厢情愿。因为台湾内部各政党之间仍然处于不断地磨合的状态，为

了收揽选票和打击对手，各主要党派之间仍然是对抗而非合作的关系。伦敦大学费尔博士说:

“尽管台湾两党制度中存在着适度的思想距离，但是在如何处理和大陆的关系等突出问题上，主

要政党仍相距甚远。”他还认为，台湾政治在形式上改变为两党制度，却不是向一个中心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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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朱磊: 《海峡两岸经济关系评析》，在第九届华人学者台湾问题研讨会上的发言，北京，2015 年 7 月。



图 6 近年来台湾民众对两岸交流速度的看法

数据来源: 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

汇聚，而是以高水平的极化和低水平的合作为特征来跨越党派分歧，特别是在“总统选举”以及处理

和大陆的关系中。并预测，在不远的将来，从新世纪以来出现的这种政党制度很可能长久地出没

于台湾政治，①而且这并非在短期内就能获得解决。曾任李登辉民主协会会长的彭百显也撰文

指出:“目前台湾民主化亟需提升民主素质，以强化理性决策机能，尤其台湾当前的政治分歧支

配着整个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反映在政党的利益角力与政党意识对立方面，如今严重的政商勾

结以及蓝绿意识互不相容，矛盾了政体政经思维，非常不利经济成长。”②加上台湾民众认知大陆

政府对台湾不友善的态度也一直高居不下( 图 7 ) ，以及对统独问题倾向于安于现状等因素，即便

是明显惠及台湾，大陆对台政策也未必会获得台湾民众的认同。2014 年春夏之交的台湾“太阳

花学运”已经充分表明，大陆对台政策将越来越多地受制于台湾地区竞争性政党政治，两岸关系

发展在未来中短时期内将遇更大挑战。
3. 两岸民众将会出现心理懈怠并难企及政治共识。尤其是对台湾民众而言，伴随着对大陆

有深厚感情的老一代台湾民众的逐渐老去，两岸之间长时期的“不统、不独”局面将会使他们感

觉“统一无望”，而本土意识剧涨并耽于这种和平局面的中生代又倾向于安于现状。与此同时，

沐浴在台湾近三十年的民主化、本土化、“去中国化”运动中的台湾新生代也已经成长起来，他们

对于自身的身份认同以及民族属性问题上的模糊和困惑比政党分歧更容易成为两岸关系不稳定

的因素。而且，这批新生代的政治态度也更加强硬③，台湾政党政治未来的发展必然难以忽视新

生代的影响。这样一来，民众对两岸关系统一与否基本上保持了冷处理，这种心理懈怠期一旦无

限期拉长，假以时日，两岸民众的政治共识问题就将越来越难以达成。而如何有效解决这个问

题，对双方乃至地区稳定而言，是个巨大的考验。因此，“独派”的上扬、“中间派”的彷徨和“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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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2 0 1 5新 台 湾 国 策 智 库 趋 势 调 查”结 果 显 示 ， 当 被 问 及 台 湾 如 果 不 能 维 持 现 状 ， 是 倾 向 于 独 立 还 是

统一时，支持统一的 20 ～ 29 岁年轻人占 12. 4% ，支持独立的则高达 83. 5% ，而在太阳花运动前，这两个数字分别是

18. 9% 和 71. 1%。



图 7 台湾地区民众认知大陆政府对台湾不友善态度

数据来源: 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

派”的式微都不仅是两岸问题中必须面对的深层危机，而且是岛内政党政治的一个组成部分，也

是亚太区域稳定与否的一个关键环节。①

( 三) 新常态使得两岸关系在国际形势面前愈加复杂化

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大陆和台湾的这种长期“和平分裂”的态势，实际上也符合了美日等

国的基本利益，它在大陆、台湾、美国、日本等关系上保持了一种微妙的平衡，却让两岸的统一进

程被无限期搁置。这对致力于统一的大陆而言是非常不利的，尤其是伴随着中国和周边国家，特

别是在和美国之间的经贸摩擦和意识形态斗争越来越白热化的今天，台湾问题始终是作为美日

手中重要的“一张牌”将在中、美、日等国之间的关系发展上发挥着难以忽视的作用，从而也使得

两岸关系的解决愈加陷入国际关系的漩涡，越来越复杂化。
台湾地区政党政治的发展是岛内外因素长期共同作用的结果。各主要政党之间政策观点和

路线方针的“趋同”、“趋中”倾向反映了台湾岛内的经济社会变迁和台湾民众的心理变化及未来

预期，也折射出了台湾政党政治在国际形势变化中的不断挣扎与自我调适。而当前两岸之间形

成的长期和平局面无论对稳定两岸交往还是平衡美、日等国际势力都是有利的，但美中不足的

是，也正是这种局面使得两岸关系陷入“和平危机”，两岸之间进一步实质性的发展将陷入困局，

两岸的统一大业也将会被无限期的拖延和搁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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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nalysis of Marxian political philosophy on the basic trend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te and society is ideological resource that governance theory should rely on. Marx's doctrine correctly
reveals an important role competence of state plays in a specific stage in human history and puts for-
ward to realize dual sublation of civil society and state through setting up a brand-new democracy which
will transcend“political liberation”. This leads us to the following interrelated opinions. For one thing，

contemporary governance theory ought to get out of the research methodology of taking civil society as
the fundamental orientation. The engagement of social forces in synergetic governance of pluralism
doesn't mean that competence of state has declined. For another，we need to clearly understand the in-
terpretation limitation of western governance discourse due to capitalist structure. In fact，it is only with
the process of realizing the position of the people as masters of the country in socialist society that hu-
mans can really overcome the contradictory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te and society and then develop a
brand-new governance in which state and society interact friend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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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ocal elections in Taiwan in 2014 present a turning point for its party politics. On

one hand，it reflects the dynamic transformations as a result of Taiwan'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
ment and the consequential changes in social and political groups; on the other，it commences a new
historical era beyond its initial 30-year development of party politics in Taiwan. The two opposing par-
ties – KMT representing the blue alliances and DPP the green alliances – are reaching comparable
party strength，achieving similar executive capacity，and moving along parallel policy paths. All this
brings Taiwan into a new era of political competition and party rotation. Such development bears poten-
tially significant consequences in the cross-Strait relations between China's Mainland and Taiwan. On
one hand，all parties prefer peace across the Strait; on the other，such peace sustained may hamper ef-
forts of reunification，which could result in a“crisis of peace. ”The cross-Strait relations are becoming
even more complic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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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opular Contention’is the focus of contemporary China Study. Previous studies largely

focused on the perspectives of citizens or civil society and attached less importance to the actions and
strategies of another important actor involved – the local government that responds to the protests. In
the studies to date that do examine the actions of local governments，the focus has mainly been on the
government procedures for handling citizens petitioning and related actual behaviors of local govern-
ments. However，they do not address the strategies lying behind those behaviors. We argue that‘damp-
ening’the protests rather than actually resolving the issues involved is a common strategy of local gov-
ernments in responding to popular contention. They prefer to take a passive approach to social manage-
ment; they react substantially if the popular resistance might go beyond their jurisdictional control; To
avoid this，local governments do not only directly respond to people's demands but use measures such
as delaying，buying off，cheating，soft-repression and hard-repression to keep the event under 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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