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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关系与台湾政局互动分析

——以2014年台湾地方公职选举为例

李文艺

（湖州师范学院，浙江 湖州 313000）

摘 要：近年来两岸关系出现了一系列新特征和新趋向，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对岛内政治的影响力持续增加。年底

台湾大规模的基层选举将集中检验国民党及民进党转型期的政策绩效，而两岸政策是其中的关键内容。由于两岸关系

和平发展的成果越来越多地触及台湾民众的具体生活，两岸关系因素会在台湾即将举办的地方公职选举中发挥越来越

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选举的结果将左右两党今后的两岸政策，影响两岸关系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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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ross-strait Relationship and Inner Politics in

Taiwan--Based on Local Election in Taiwan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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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series of features and trends have appeared in the cross-strait relationship recently. The peaceful development of

cross-strait relationship has imposing constantly influences on Taiwan's inner politics. Cross-strait strategy is a core part in the primary

election in Taiwan in the end of the year aiming at examining the policy achievement between KMT and DPP in the transformation pe-

riod. Due to the achievement of peaceful development related more and more with the people's specific life in Taiwan, the cross-strait

relationship will play a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role in the local election which is going to be held in the coming months this year.

Furthermore, the result of the election will decide the cross-strait policy of the both parties and have an effect on the future develop-

ment of the cross-strait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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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11 月底，台湾地区将举行一次大规模

的地方公职人员选举。起初计划合并举行直辖市

长、直辖市议员，县市长、县市议员，乡镇市长、

乡镇市民代表，村里长共七个项目的地方选举。

2014 年5 月，台“立法院”又新增直辖市山地原住

民区民代表及区长选举，“七合一”增至“九合

一”。以前，上述选举往往分别进行，不仅耗时费

力，而且容易滋生腐败，难于管理，零星的一两项

地方选举与两岸关系的互动也不明显。而此次选举

规模庞大、背景复杂，更为重要的是它发生在两岸

关系迅速发展的关键时期，两岸议题或将成为左右

选情的重要因素，同时，选举过程有助于观察岛内

的政治生态演变，选举结果对两岸关系的走势还会

产生后续效应。

一、当前两岸关系及岛内两岸政策的新

特征
国民党重新上台六年来，两岸关系实现了历史

性突破和重大发展，两岸实现直接“通邮、通商、

通航”，陆客、陆生、陆资入岛，两岸经贸和人员

往来快速发展，两岸进入了大交流、大合作的时

代。虽然两岸社会交往日益密切，和平发展成大趋

势，但两岸关系仍然存在一些不稳定因素。当前两



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4年9月

岸关系表现为如下几个较突出的特征：

第一，两岸经贸往来与社会融合的进程加

快。2005 年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访问大陆，国共

关系出现了 60 年来最大的变化；2008 年马英九胜

选后，两岸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恢复了

“海协”、“海基”两会制度性协商，在 ECFA 的框

架基础上，两岸先后签署了 21 项协议；大陆民众

赴台旅游和陆生入岛，不仅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

应，而且促进了两岸民众的文化交融；两岸共同

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挑战、共同打击犯罪。台海局

势稳定，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为两岸社会带来了实

惠。据统计，近年两岸贸易额年均增长 10%左

右，2013 年两岸贸易总额达 1 972.8 亿美元。 [1]台

资登陆井喷式成长，仅 2009 年至 2013 年 10 月

底，大陆新增台商投资项目 12 135 个，实际使用

台资达 111 亿美元。[2] 2008 年赴台旅游启动后的第

一个五年期，大陆居民累计赴台旅游人数达到 620
万人次。[3] 2012 年的抽样调查显示，大陆游客高居

赴台游客购物花费榜首。[4] 此外，大陆还出台一系

列措施，帮助台湾农产品外销大陆。两岸间经贸、

人员与文化往来的扩大和深入，使得两岸关系和平

发展的局面逐渐深入人心，大部分台湾民众都不排

斥同大陆的交往，希望两岸和平，生活安定富足。

第二，岛内民意在两岸关系态度上出现进一步

分化。台湾民意在祈愿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同时，

对台湾主体地位的认同上升，中国认同呈降低趋

势。综合台湾多家独立民调以不同方式的问卷调

查，结果可大致概括为，大部分支持维持现状，即

主张两岸不冲突、不动武，也不统一，而支持

“独”的人数还在不断增加。①岛内民意分化的具体

情况是：民进党的支持者中一部分人认为在以某种

方式突出台湾主体性的条件下可继续推动两岸关系

发展，而另一部分人认为两岸关系紧密产生磁性效

应，不利于台湾保留自身主体性；国民党的支持者

基本态度认为两岸应建立更密切的经贸往来，但是

以两岸社会的差异性为由，主张政治协商缓行。不

过，在这些错综复杂的变化背后，应看到岛内民意

赞同台湾的未来离不开大陆，两岸需要共谋发展的

一面。台湾《旺报》的民调显示，67%的受访者认

为大陆对台湾未来的发展很重要，有高达71%的民

众觉得不了解大陆，49%的人希望能进一步了解。
[5]同2003 年的调查比较，台湾民众在愿意合作的选

项上改变最大，10 年前约13%的台湾民众愿意和大

陆合作，如今升到34%，显示民众认知到两岸交流

带给台湾的正面帮助。[6]上述情况说明虽然两岸交

往衍生出亟待解决的问题，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正

对台湾民意产生正面效应，台湾民意分化恰恰表明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还不够深入，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的成果只有不断累积至临界点才有可能推动民意出

现可喜变化，在两岸一体化进程中，统“独”民意

的转折不能急于求成。

第三，国共两党在构建更高层次政治互信的过

程中还需克服障碍。2008年底，中共领导人正式提

出“两岸可以就在国家尚未统一的特殊情况下的政

治关系问题、建立军事安全互信机制问题进行务实

探讨。” [7]“十八大”报告以及今年的“习连会”，

大陆都提出两岸间的政治分歧，可在“一个中国”

框架内，同台湾方面进行平等协商，作出合情合理

的安排。[8]马英九在 2008年就职讲话中，曾提出两

岸协商和平协议。但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步入正轨

后，马英九的态度出现反复、转向消极，以时机不

成熟、民意不支持为由排斥两岸政治性协商，称两

岸政治对话，目前不是最要紧的事，要有迫切性才

谈。[9]两岸政治对话出现障碍的焦点是台湾政治定

位问题。台湾坚持“中华民国”主权，马英九主张

两岸“互不承认主权，互不否认治权”；而大陆认

为台湾政治定位有待于两岸结束敌对状态，签署和

平协议后寻求最终解决方案。不久前，国台办主任

张志军与台陆委会主委王郁琦互访，在公开场合互

称官衔，其政治意义本应聚焦在为两岸政治谈判寻

求更大的政治互信。然而，马英九虽然表示支持两

岸常态化互动机制建立，台湾对外表态却称，“张

王会”的意义在于两岸更正常化的官方接触与两岸

关系制度化，增进两岸关系外溢到国际社会的效

果。[10]显然，这种借机突出台湾主体地位，强调两

岸政治地位对等的思维对于增进两岸政治互信并无

利处。

第四，民进党在两岸政策上转而诉诸社会运动

路线。民进党的两岸政策已经成为其罩门，转型

难，不转型更难。一方面，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局

面使民进党阻滞两岸关系发展的政策面临巨大压

力；另一方面，民进党要放弃“台独”党纲、改变

其传统论述又面临基本支持者流失、政策理念无法

与国民党区隔的危机。所以，虽然 2012 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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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落败后迫于党内外呼声，民进党积极讨论大陆

政策，但仍是“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民进

党的两岸政策转型几成无解之势。在左右为难的情

况下，党内高层只能使出民进党的惯用手法，采取

干扰、破坏、阻挠执政党的方式为自己解套。于

是，朝野斗争中，各种形式的“逢中必反”轮翻上

演。加之美日等外部压力集团忌惮两岸和平发展，

岛内又不乏质疑两岸关系走得过快的声音，民进党

乘机利用学生的反“服贸协议”抗议，将其导引成

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只有台湾社会持续动荡，国

民党忙于应付，民进党才能赢取政治版面。可见，

民进党至今仍然走不出反对党的角色定位，“两岸

政策”这最后一哩路可能成为民进党发展道路上莫

大的悲哀。

二、“九合一”选举将在关键时刻影响

两岸关系
目前，两岸在经贸文化领域的交往密切，一体

化进程加快，但是在制度化建设和政治谈判方面遇

到阻滞，两岸的政治互信有待加强。在两岸关系实

现和平发展的环境下，两岸关系与台湾岛内政治生

态的互动效应日益增强。年底的“九合一”选举，

因其范围大、牵涉面广、时机特殊，在决定今后岛

内政治版图以及两党两岸政策方面将具有重要的影

响力，是观察两岸能否顺利推动政治互信的权重法

码。原因如下：

第一，两岸关系的走向受岛内政治生态的制

约。“九合一”选举冲击岛内政治生态同其特征和背

景相关。其一，选举的涵盖面广泛。“九合一”选举

将几乎所有的地方层次选举合并办理，是台湾选举

制度具有指标意义的改革。这九项地方公职选举，

从直辖市直到最基层的村里长，几乎囊括了台湾所

有的基层选举。台湾“中选会”定于 9 月 5 日完成

候选人受理登记，11 月29 日完成投票。预估登记参

选的人数将达到2 万人。应选名额11 130 位，选务

工作人员超过20 万人。[11]其二，国民党与民进党势

均力敌。在地区分布上，民进党在南台湾具备较强

优势，而国民党的执政县市大都集中于北部地区，

民进党趁国民党基层力量出现松动，力图向北扩

张，国民党也为争取民众，重点拉拢中南部、中小

企业、中下层等“三中”人群。此次选举，两党都

将中台湾地区划为重点突击地区，开展固本强基、

攻城掠地的对垒战。其三，在两党世代交替的情形

下，选举将促成台湾地方势力的重新洗牌，新旧地

方派系借此机会完成交接班。总之，此次选举的范

围广、跨度大，蓝绿对立以及各派系政治动员的程

度更高，其对蓝绿两大阵营的实力对比以及蓝绿阵

营内部力量的重组举足轻重。在争取选票的“民

主”政治背景下，不同的政治势力虽然可以通过政

治操作和理念重塑，制造“政治正确”，但最终要

以民意为导向。两岸经贸发展到一定的层次，政治

关系的突破实际上已有急迫性，况且两岸经贸合作

深受政治力制约，反“服贸协议”就是两岸政治经

济不平衡性的集中反映，要破解经济与政治发展不

平衡的矛盾，需要两党两岸政策出现积极变化，而

国、民两党两岸政策走向端赖选情民意的状况。

第二，选举将进一步检视两党的两岸政策。国

民党 2008 年再度取得政权后，执政绩效不彰，民

意支持度低迷，在蓝绿分明的政党格局下，无疑为

民进党创造了机会。马英九执政团队，面临执政绩

效差的压力，仍然坚持党内改革，希望改变国民党

的传统政治文化，树立清廉正直公平的政党形象，

马团队向国民党的老旧势力派开刀，与党内既得利

益集团的矛盾逐渐表面化、公开化，马英九一度陷

于孤立。改善和推动了两岸关系是马英九的主要政

绩，于党内，马英九要与国民党已有的政治山头争

夺两岸关系主导权；于党外，则要承担在野党的

“亲中”责难。2016 年国民党是否因为不团结而重

演痛失政权的历史，此次选举将是对国民党重新整

合以及各派势力动见观瞻的检验。此次“九合一”

地方公职选举实为马英九第二任期的期中测试，如

果国民党选举不利，基层势力继续被民进党蚕食占

据，2016 年“大选”，国民党可能失去执政权，马

英九后两年任期的两岸政策只会更加谨小慎微。

民进党中央与基层的政策出现错位。民进党为

了在两岸政策上与国民党相区隔并试图稳固所谓党

内基本支持力量，在两岸政策上难摆脱“台独反中

路线”的阴影。而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格局下，党内

务实派，特别是地方上的执政首长不得不考虑推行

有利于施政的两岸政策，取信于民，党内一直有一

股要求改变大陆政策，避免在两岸关系中被边缘化

的声音。民进党前“立委”郭正亮直言认为，张志

军已经透过首访台湾，悄悄创造出民共合作地方化

的两岸新局，民进党的两岸政策恐将出现“中央空

口无凭、地方领导中央”的反转现象。即使蔡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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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迎合公民团体的两岸保守经贸路线，民进党县

市长仍将基于发展地方、经贸优先的“父母官”立

场，坚持与海协会驻台办和大陆各省市继续深化两

岸经贸关系。[12]当然，也应看到，岛内政党政治实

力的较量又为两岸关系的持续发展带来不确定因

素，如果民进党在选举中获胜，其排斥两岸整合、

逢中必反的政策更难改变。

第三，选举结果有利于形成台湾社会新的两岸

关系共识。岛内包括国民党当局一方面推动两岸关

系和平发展，另一方面，又不希望外界认为两岸政

治商谈的步伐过快。民进党亦然，其模糊的，以为

可以浑水摸鱼的两岸政策一直为人诟病。苏贞昌任

党主席时期，民进党两岸政策调整的雷声大、雨点

小。目前，蔡英文虽得到党内各派势力的认可，但

要在两岸政策上实现推陈出新，仍属不易。上述现

象，归根到底还是台湾社会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

因，各阶层对两岸关系走向的看法不统一，在敏感

问题上彼此的价值观念还存在较大的分歧和差异，

导致了推动两岸政治互信的民意基础不够厚实，社

会基层与上层在加快推动两岸关系和如何发展两岸

关系上共识不足。国民党执政当局出于选票等政治

利益考虑，必须兼顾党内、社会的普遍看法和感

受，摇摆不定。民进党两岸政策呈结构性僵化，

“九合一”选举是2016 年大选的预备战，美国、日

本不希望民进党调整既有政策，最终走向仍然需要

选票来触动。所以，此次选举将引导两党及台湾各

界判断基层的民情民意，并反思自己的政策是否可

行。选举后政治局势相对明朗，两党的政策，包括

两岸政策才会出现比较稳定、清晰的态势。

三、选战中的两岸关系因素及两岸政策

走向蠡测
“九合一”选举在两岸关系，特别是政治关系

发展的关键时期展开。中台湾地区选情胶着，对两

党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作为 2016 年台湾大选前

哨战的地方公职选举，究其根本将是一场两党和党

内争夺两岸政策支配权的竞争。透过两岸关系因素

在基层选举中作用，便于观察国民党的党内权力分

配是否协调？民进党民进党深耕基层是否奏效？从

而有利于把握两党两岸政策的优劣态势以及未来两

岸关系的走向。

第一，国民党主打两岸议题和民生议题，但推

动两岸关系还有诸多制约。和平稳定是民生议题的

重要方面，经济更是民生议题的主体。两岸经贸发

展和往来增多，使得普通民众的生活与两岸关系有

着越来越密切的联系。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意味着两

岸间的事务已经越来越多地投射于民众生活层面。

选举动员开展后，台中的各区农会总干事联袂表态

支持国民党，提议团结起来支持胡志强顺利连任，

因为“胡志强的努力行销，由他代言的梨山密桃、

梨山高山茶都卖得很好。” [13]可见，对地方官员而

言，两岸关系成为政绩，已经不再是空言，而是带

来切实利好。马英九启动全面辅选后，亦将地方的

政见和经济规划列为重点辅选内容，组织已提名的

候选人联合专案报告，主打观光政见，强调“六星

级观光”、“三铁四港”等概念，主要为了吸引大陆

游客及提升旅游经济。[14]但是，国民党在选战中打

两岸牌还有不少阻碍，一是马英九上台后即遇到全

球经济不景气，又适逢台湾经济转型，马团队狠抓

民生经济却让民众无感，而借重于发展两岸关系来

提振台湾经济又遭遇不顺。实际上，马当局表面上

在两岸事务中有亮点、有成绩，而囿于反对党和党

内其它派系的挤压，主导两岸政策的能力有限。特

别是马本人为争取广泛支持，在两岸政策上，既想

顾全蓝绿选民的共同意志，也不能过多剥夺党内利

益集团两岸交流的权力，还要考虑美日等国的感

受，瞻前顾后，在两岸关系上缺乏大破大立的勇

气。二是马英九力主党内改革，要改变国民党的老

旧形象和组织动员机制，改变通过利益输送来动员

的模式，瓦解党内派别和地方派系，这无疑将极大

的打击党内既得利益者，在国民党转型的过程中，

面临整合困难、基层瓦解、实力弱化的问题。以中

台湾为例，该地区地方势力盘根错节，选民结构复

杂，民众政治态度多元。国民党胡志强属元老级人

物，在台中长期当政，但不善于经营基层，国民党

在马英九改革思想指导下，也不如过去重视地方派

系的维护。相反，民进党林佳龙则加紧经营台中地

区，收割国民党的地方派系。马英九希望在中台湾

地区求新求变，不再拘泥于过去的选举动员方式，

而是强调政策理念，但是，在选情不乐观的状态

下，国民党大胆提拔新人不得不小心翼翼，如果丢

失台中，国民党马英九可能不得不迁就现实，再度

屈从于传统的组织动员模式。因应这种形势，马英

九试图将此次选战拉抬到政党对决和拼理念、拼两

岸政策的层次，是否有效，只能拭目以待。如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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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有效整合，国民党的两岸牌亦将归于无形。目前

看，党内只现马英九形单影只的在积极辅选，其它

大老级人物都不愿现身，或是故意躲闪。如果整合

有效，选情乐观，马英九在两岸政治谈判上积极主

动作为的可能性会增加，也有利于他在第二个任期

争取更多历史定位。

第二，民进党虽无法回避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

形势，但两岸政策仍是政策短板。两岸政策在民进

党 2012 年“总统”选举失利后成为政策讨论的重

点和焦点。在经历数次的派系重组后，虽然新潮流

的势力依然强大，但在事实上已经形成蔡、苏、谢

三大力量。蔡英文在党内、民进党支持者及美日方

面都被看好，成为党内真正的实力派。不过，即便

是蔡英文这样的资深两岸专家以及深孚众望式的人

物，也拿不出内外咸服的两岸论述。2012 年“大

选”后，美国就对蔡英文的两岸政策不满，要求她

重新论述两岸政策。重述两岸政策在选举压力和党

内外压力下，已经成为民进党的当务之急，但是受

制于民进党“铁票仓”的理念制约，仍然无法提出

明确的两岸政策，民进党两岸政策转型的“难产”

说明支撑民进党大陆政策的民意已经发生了变化，

致其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很难平衡。一方面，两岸关

系和平发展已经使得民进党不可能再回避两岸交流

交往；另一方面，也还存在惧怕两岸关系走得太

快、台湾的利益受到冲击，得不到保障的犹豫派。

众所周知，谢长廷率先访问大陆后占据了民进党内

论述两岸关系的制高点，而谢与蔡在两岸政策上有

较大的一致性。苏贞昌在党主席选举中不敌蔡英文

也部分反映了民进党及民进党的支持者不满其担任

党主席却不能提出适应形势发展的两岸政策。所

以，“九合一”选举的结果很可能成为这架天平上

的最后一根稻草。如果民进党选情趋好，民进党两

岸政策调整的动力明显不足。如果基层选情没有明

显趋好或者再度失利，民进党则不得不寻求一个较

清晰的政策论述。

第三，正确把握和合理引导民意是中心议题，

也是考验。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制度化问题已然突

出，正确把握民意已成为推动两岸政治互信的关

键。诚然，两岸关系成为影响台湾民生经济的重要

因素，特别是在地方性选举中，决定选票最关键的

因素是民生，民生中最关键的是经济。在两岸关系

和平发展的条件下，两岸关系与普通民众的生活越

来越密切，两岸关系的好坏直接波及民众生活质

量；但是代表民意的选票流向何方是多种因素造成

的。声势浩大的反“服贸”运动背后有民进党带头

破坏的成份，然而并不尽然。国民党现在“立法

院”占有多数席位，王金平及国民党部分“立委”

在推“服贸协议”过关的过程中不甚积极。在“太

阳花学运”之后的疆局下，实施“服贸协议”以及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制度构建在短时期内都很难实

现。事实上，岛内民间在两岸关系问题上的担忧和

顾虑有着更深层次的政治原因。大陆持续惠台政策

在提升台湾产业活力，增进台湾民生发展方面发挥

了积极作用。但台湾中下层民众一再表示无感，两

岸和平发展的红利部分确实存在没有真正兑现给普

遍民众的情况，两岸经济合作、商贸往来的实惠被

少数大的利益集团掌握瓜分，与大陆保持良好互动

的人士得利多，社会上认为有失公允。当然，民众

的质疑也说明，台湾民众不仅不反对两岸交往，还

希望两岸关系提升，两岸更加繁荣，只是对于分配

不公不满，担心切身利益受损，期望通过两岸各项

往来的深入，获得民生福利的长进。笔者认为，正

确把握民意，改进惠台政策是夯实两岸关系社会基

础的重要着力点。综观年底的台湾基层选举，究其

实质已经演变为国、民两党之间，以及两党内部争

夺两岸关系主导权的竞争。坚持两岸关系和平发

展，两岸关系因素通过民意的表达开始触及台湾基

层选举，深刻体现了“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

针。两岸关系一体化对台湾民意及两党两岸政策的

作用，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过程中的应该重点评估

和进行积极配套建设的重要内容。

注释：

① 以台湾指标民调公司今年 6 月底的数据为例，当问到“若有‘马习会’，则马英九应当向大陆主动提出的要求”时，

77.1%的人认为是“台湾前途由2 300万台湾民众决定”，73.7%的人认为是“尊重中华民国现况”，只有19.4%的人认为要

提“两岸都属于一个中国”。台湾《远见》杂志去年11月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赞成“台独”的比例较之上年4 月上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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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个百分点(为29.3%)，主张“两岸各方面差不多可以统一”的较之前下降了5个百分点，认为“两岸差不多没必要统一”

的则上升了2个百分点。台湾《天下》杂志2010 年的数据显示，统“独”间的两极光谱，有往独立移动的倾向，期待独

立的比例达23.5%，甚至高于陈水扁时期的比例；而期待统一的比例仅为6.5%”。该调查还显示，高达62%的人自认是台

湾人，认为既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的为22%，自认是中国人的仅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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