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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領導人在國際場合握手、見面的政治大戲，在今年11月7日於新加坡上演。台灣民眾是前四天晚上才從媒體上得知這個重大

的消息，連立法院長王金平也是在當天深夜才獲知。這項突如其來演變的確讓很多人感到驚訝，普遍的看法是從去年太陽花運動

擋下服貿協定，北京拒絕馬英九出席11月的APEC會議之，九合一選舉中國民黨慘敗被迫交出黨主席一職，馬英九的兩岸政策進

程已經被打亂，不再可能在任內有所重大的突破。沒有料想到，馬英九居然強力擺脫跛鴨的劣勢，為他自己的政治生涯創下高

峰。

從事後來看，馬習會之所以能登場，關鍵並不在於馬英九，因為他早就公開講明了自己的意願，這個訊息很早傳遞出去，而是在

於習近平願意接球。北京態度之所以轉變，其中涉及了許多因素的考慮。面對明年初台灣有可能出現第三度政黨輪替，民進黨蔡

英文有濃厚機會當選總統，北京試圖先確立「九二共識」作為兩岸交流的前提，以框限接下來的民進黨政府。國際地緣政治的考

慮也許是一項推因，在南海問題上，中國與鄰近的菲律賓、越南有爭端，美國不久前才派軍艦巡戈，以宣行公海航行自由。台灣

掌握了太平島，「十一段線」的領土宣稱也是當時中華民國所劃設的，因此，拉攏台灣，甚至展現出區域和平締造者的泱泱大國

風範，也能在國際舞台有所加分。最後，習近平是毛澤東去世之後最強勢的共產黨領導人，他有足夠的政治本錢大幅度突破以往

的尺度，而不會招致黨內的反彈。

對於馬英九而言，習近平的首肯或許是天上掉下的禮物，成就了他這輩子最風光的時刻。媒體報導指出，馬英九似乎在晚宴時飲

酒過量，甚至出現了口誤與胡言亂語。以台灣元首身份，公開與對岸最高領導者見面，這是蔣介石從來沒有想過、蔣經國不屑，

而連戰想做但是做不到的事，馬英九居然達成了，這點在國民黨黨史上，肯定永垂不朽。在離下屆總統大選不到三月的前夕，馬

團結的台灣才能正面迎向對岸：馬習會的省思

選擇期數

http://www.kpwan.com/news/newsPostFeed.do
javascript:;
javascript:;
javascript:;


2017/3/22 團結的台灣才能正面迎向對岸：馬習會的省思  何明修/台灣大學社會系教授(台灣)  主題論壇  兩岸公評網

http://www.kpwan.com/news/viewNewsPost.do?id=1217 2/4

英九也打算創造不可逆轉的里程碑，引導繼任者接下來的走向。馬英九在出發前表示，他是為了「把橋搭好讓未來總統當選人能

上橋渡河」；但是真實的情境卻是，他打造了一道牢籠，嚴重限縮了未來台灣人民的選擇。

講白了，除非台灣人民接下來打算建立新而獨立的國家，亦或是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在這兩種選擇以外，

勢必都要與中國領導者取得某一種最低程度的共識。但是這個共識會是什麼？過去國民黨是用「一中」來換取在國際與國內講

「各表」的空間，馬英九在新加坡之行沒有公開講「各表」，這等於是取消了原先還有一點模糊空間的「九二共識」，儼然橫空

打造了一個更向統一靠攏的「一五共識」。

台灣的憲政體制殘缺不全，兩岸協議缺乏透明與應有的監督機制。在這個情況下，儘管馬英九任期即將屆滿，支持率又長期處於

谷底，但是他仍是有權力來改變現況，重新定義兩岸關係。問題在於，馬英九下台前的神來之筆真的有辦法改變台灣人民的意向

嗎？

根據台灣指標公司在11月12日公佈的民調結果，49.6%的台灣受訪者認為馬習會是有利於中國，只有20%認為是有利於台灣。只

有30.2%的民眾認為馬英九捍衛我們國家的主權與尊嚴，52.7%認為沒有；也只有22.2%的民眾認為馬英九的講話能夠代表其意見

或立場，56.2%認為不能。

為何有這樣的結果？很明顯，儘管執政者有權力重新定義兩岸關係，但是這不意味著他們的舉動是具有正當性，能夠獲得人民的

支持。追根究柢，馬英九的新加坡之行，不儘違逆了台灣的主流民意，同時也缺乏程序的正義。如此一來，他追求個人歷史地位

的舉動，不但沒有獲得團結台灣的支持，反而進一步分化了台灣。

就目前的台灣人民意向而言，「台灣人」的國家認同，與維持現狀的支持已經成為主流民意。根據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的調

查，在2015年，59%的民眾認為自己是「台灣人」，持「中國人」的認同只剩4.1%，這是與習近平在新加坡所提的到「兩岸的

中國人」相違背的。此外，也有59.5%的民眾支持「 維持現狀再決定」或是「永遠維持現狀」(可以稱為現狀派)，21.1%的民眾

是傾向於獨立(包括「傾向獨立」與「儘快獨立」)，只有9.1%的受訪者是屬於統派(包括「傾向統一」與「儘快統一」)。

至於所謂的「九二共識」，國民黨在國內外總是向來講不同的版本，但是如果不要管這個標籤，而直接問一般民眾其實質內容，

其結果並不見得是如國民黨所宣稱那樣。在上一屆總統大選中，國民黨在選舉末期動員了台灣各大財團，力挺「九二共識」，以

超乎預期的票數獲得勝選，這樣的結果被認為是民眾支持「九二共識」。但是根據中研院社會所在2013年底的調查，「為了和

中國大陸進行經濟來往，請問您同不同意台灣接受『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不同意或非常不同意者是佔

四分之三強(75.7%)。這顯示，所謂的「九二共識」其實並不是大部分台灣人所接受的。

其次，馬英九這次面見習近平，其實是違背了其當初的政治承諾。在2011年競選連任時，他曾公開宣示，「我絕對不會在我未

來的四年當中，跟大陸領導人去見面」。結果他在行前記者會卻如此表示，這次是在「第三地」，所以沒有撕毀承諾。今年十月

中的陸委會主任夏立言與國台辦主任張志軍在廣州會面，從事後揭露的訊息，他們已經在談新加坡會面的細節安排。但是後來夏

立言在立法院報告「夏張會」的內容時，卻完全沒有提到這項最重要的事實。如果兩岸關係的重大進展是要如此黑箱作業，用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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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與隱瞞來成就馬英九的個人畢生志業，那麼這樣的「成果」自然是根基不穩的。李登輝前總統在今年夏天曾說，明年選後到政

權移轉四個多月期間，不知道國民黨做出什麼事，十分令人擔憂。沒有想到的是，馬英九沒有等到明年一月，他就直接提槍上

陣，試圖鞏固他的個人歷史地位。

在民主化後的台灣，只有團結一致才能面對中國。而要達成團結，唯有執政者願意順從主流民意，並且以公開透明的程序，來達

成兩岸關係的實際進展。從這個標準來看，馬英九的新加坡之行，儘管煙火炫耀、聲勢浩大，但是最終並不會帶來太多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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