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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共共生繁榮，幸福台灣生繁榮，幸福台灣
從民主鞏固深化的歷程中，如何進一步落實台灣主權，實

現正常國家的理念，讓台灣變成一個真正美麗、繁榮、幸

福的寶島，這就是我們最初放在心中的信念，也是我們未

來繼續努力的目標。

50多年來，在民主前輩引領下，我們走過一條艱辛而漫

長的道路，將台灣的悲情昇華為符合社會進步的力

量，台灣也從長久以來附屬的、工具的矮化命運中掙脫出來。

在這條路上，民主進步黨堅定的和人民站在一起，為共同的理

想打拼，終於在2000年首度贏得總統大選，讓台灣完成政黨

輪替，台灣人民因此走出一黨專制、威權統治的陰霾。

然而，台灣的民主之路，似乎是崎嶇不平，坎坷難行。我

們看看這一次的立法委員選舉，民進黨挫敗了，因為台灣人民

覺得民進黨做得不夠多、不夠好、不夠完美。面對人民給民進

黨的警告和教訓，我們要謙虛接受，要把身體蹲下來，蹲的很

低，才能真正聆聽人民和土地的聲音。在此，我們要鄭重的告

訴全體台灣人民，你們給民進黨的教訓和警告，我們聽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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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聽人民的聲音，一本從政的初心聆聽人民的聲音，一本從政的初心

我們不只聽到人民的聲音，更要發自內心的去反省自己。

27年前，我投入台灣的政治，當時的初心是什麼？當時的初

心是在戒嚴體制之下，國民黨一黨獨大，不知道要把台灣帶到

何處，人民無法安心，所以那時候我們提出自由、民主、制

衡、進步等理念，幾番風風雨雨、跌跌撞撞之後，終於解除戒

嚴、建立政黨制度、促成人權保障和新聞自由等，這就是當時

的初心。

在台灣民主發展的過程中，我們必須隨時檢視：當初的理

想，是否達成了？當初的信念，是否還堅持著？政治作為淑世

的志業，不但要前進、開創，更要「反躬自省」、「一本初

衷」，否則，就是辜負了人民的殷切期待。我認為，從民主鞏

固深化的歷程中，如何進一步落實台灣主權，實現正常國家的

理念，讓台灣變成一個真正美麗、繁榮、幸福的寶島，這就是

我們最初放在心中的信念，也是我們未來繼續努力的目標。所

以，我們在承擔守護台灣的歷史使命時，必須真誠信守對人民

的承諾，嚴肅回應社會的期待。

 以「共生」化解惡質的政治內鬥 以「共生」化解惡質的政治內鬥

我曾經提出「命運共同體」與「台灣優先」的概念，經過

多年的努力，已成為台灣社會共同追求的目標。政黨輪替之

後，過去箝制台灣主體意識、抗拒民主政治改革的舊政權集

團，非但尚未崩解，更集結成為從事惡質政治內鬥的反動勢

力，現在甚至掌握了國會四分之三的席次，可以為所欲為。因

此，面對國會獨裁和一黨獨大的陰影再度籠罩台灣，我們更

需要有「台灣優先」的堅定意志，更要回到「民主制衡」的

最初理念。做為台灣的國家領導人，一定要有堅強的台灣意

識，並努力建立制衡政治和責任政治，確保國會不要脫序，我

有信心，一定可以勝任這樣的角色。所以我們說：「承擔為台

灣」，過去如此，現在如此，未來也是如此。

     除了「制衡」一黨獨大的國會之外，我認為台灣的政

治，應該要停止內耗，走向「共生」。2005年，我就任行政

院長時，就提出「共生」的概念，因為我覺得在我們的政治文

化裡，一直缺乏「共生」的思維及合作的經驗，所以遇到任何

議題，政治人物往往不加思索的發揮鬥爭本能，連帶影響民眾

也採取對抗的反應模式。在我們的政治領域裡，也缺乏足夠的

「信賴」。因為缺乏信賴，所以政治人物與政黨，凡事都先採

取自存、自保的策略，而不能開放心胸與他人合作。因此，我認

為台灣的未來一定要走向「共生」的坦途，台灣的政治一定要建

立「合作」的模式，台灣的社會一定要深植「信賴」的磐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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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共生」並非一蹴可及，我們必須透過制度的安

排，讓台灣的政黨之間，開始產生相互的信賴。所以我曾經提

議，在企業界尋覓閣揆人選，並且和國民黨協商，推薦一個

國民黨也能接受的企業執行長（CEO）來組閣，總統只負責國

防、外交、兩岸3項憲法職權。也就是說，政府交給CEO去做

專業的管理與經營，總統則站在捍衛國家尊嚴、凝聚全民力量

的高度，而不要捲入政治的紛爭。此外，我也提出成立「大聯

合政府」的構想，我認為內閣的組成要能包容不同黨派的精

英，並且和社會力相當，這樣才是最穩定的。

除了政治之外，族群、社會和文化也需要共生。台灣是一

個移民的社會，在原住民之後，有來自中國大陸的閩南和客家

等漢移民，也曾經有歐洲人和日本人的殖民，1949年之後更

經歷極大規模的中國人口移入。近年來，東南亞各國新移民也

越來越多。據統計，約有七分之一的新生兒，是由外籍移民配

偶所誕生。人口結構的更加複雜與多樣化，是台灣社會很明確

的未來趨勢。族群多樣化為台灣帶來許多優勢，也帶進很多

潛在的問題。為了讓多樣性的社會能夠健康地運作，台灣「共

生」制度的建立，也因此更顯得迫切與重要。

創造共生政治典範和台灣文化奇蹟創造共生政治典範和台灣文化奇蹟

「共生」也是我們台灣人對世界人類所能夠做的最大貢

獻。人類的文明進化，就是從鬥爭走向合作的過程。如果我們

能夠化解族群黨派的矛盾，建立「共生」政治的典範，不僅讓

台灣加入世界的進步潮流，更能對中國的十三億人民產生真正

的感召作用，從而把民主的元素植入這個政治保守的國度，甚

至改變它的專制結構。台灣曾經創造快速繁榮的經濟奇蹟，也

締造了民主化的政治奇蹟，如果能夠讓「共生」理想在這塊土

地上實現，那將是台灣人為全人類所帶來的文化奇蹟。

    所以我堅信，共生可以帶來繁榮，可以讓台灣向上升

級。因此，2008年總統選舉，我提出「台灣維新」的理念，

來深化台灣的價值，並以「共生繁榮、幸福台灣」作為我們共

同的願景。所謂「台灣維新」，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我們對台

灣價值、台灣「主體性」的自我肯定，也要開始承擔一個先

進國家所應肩負的責任。藉由經濟自由化及國際化，以「開放

性」的原則和態度，導入先進國家的發展價值，提升我們的社

會發展目標。我所謂的「開放」，就是把台灣向全世界開放，

一方面我們要向全世界學習成功的經驗，另一方面要和全球接

軌、互動。此外，我們還要以和平的方式與理性的態度，爭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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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國際支持。一旦我們完成「台灣維新」之後，台灣的國

際地位與生活品質和我們的經貿實力就不會再出現像目前一樣

巨大的落差，也同時落實台灣人民對尊嚴的期待，讓台灣走出

去，在國際社會中扮演重要的角色，重建台灣人民的信心。      

有了這麼宏偉的目標，我們必須繼續推動體制改革與價值革

命，讓民主進步黨因執政而成長，從挫折中學習，讓人民繼續

把創造幸福台灣的重責大任，交付給民主進步黨。今日，我們

何其有幸，以參與者的身分，站在一個嶄新的歷史起點。我們

誓言，台灣不僅站起來、更將走出去，成為世界當代文明體系

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實現這個願景，是所有台灣人民共同的企

盼，我們將以更謙卑的態度，做出符合國家長遠利益的決定，

實現這個長遠以來的願望。

(2008台灣總統候選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