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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報告(出國類別：開會) 
 
 
 
 
 
 
 
 
 
 
 
 
 
 

 

參加澳門大學及香港浸會大學「台灣大
選後的兩岸關係走向」報告 

 

 

 

 

 
服務機關：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MCSS 安全研究中心 

姓名職稱：劉復國 （執行長） 

派赴國家：中國澳門地區、香港地區 

報告日期：101 年 02 月 10 日 

出國時間：101 年 01 月 16 日至 101 年 01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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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第五屆總統直選的結果對於東亞政治經濟發展有著決定性的影響力，因此備受各

界高度關切。本單位與澳門大學及香港浸會大學，於選後二日旋即於澳門、香港兩地

共同舉辦學術研討會議，內容聚焦台灣大選後兩岸關係總體形勢評估、兩岸關係發展

及未來兩岸關係的影響等議題。來自兩岸四地的學者們觀察本次選舉過程後，一致同

意台灣的兩黨政治局勢相較於 2004 年已十分鞏固，即使台灣的民主還十分年輕，但

已展現了成熟、西方式的民主特色。而北京、華府也都逐漸避免干預台灣的選舉，或

是公開支持特定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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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我國甫於一月十四日完成第五屆總統直選，選舉結果對於東亞政治經濟發展有著

決定性的影響力，因此備受各界高度關切。國立政治大學國關中心 MCSS 安全研究中

心與澳門大學及香港浸會大學，於選後二日旋即於澳門、香港兩地舉辦學術研討會

議，透由兩岸四地學界的對話與學術理論及企業實務，解析台灣總統大選後的兩岸關

係走向，並協助台灣選後當選執政團隊進行政策的調整與檢討。 

 

 

二、過程 

 劉復國執行長率領 MCSS 研究團隊：閻鐵麟副執行長、丁樹範主任、黃仁德教授、

顏建發教授、王高成教授及楊凌竹秘書，共計 7位學者於一月十六日抵達澳門，參加

十七日由澳門大學所主辦的「台灣大選後兩岸關係走向」學術研討會、十八日再赴香

港浸會大學參加 “Taiwan＇s 2012 Presidential and Legislative Elections: 

Impact on Cross-Strait Relations＂學術研討會，針對台灣大選評估、兩岸關係走

向、經貿、政治及安全方面的機會和挑戰等議題，與大陸、澳門、香港等地的專家學

者進行深入的討論和意見交換。十八日晚返回台北。 

 

 

三、與會心得  

 

中國大陸政府和人民都透過網路密切關注本次的總統和立委選舉，而選舉結果也

讓北京當局十分滿意，也對台灣的民主進程展現更友善的態度。值得注意的是，雖然

民進黨在大選中落敗，但是近年來他們在各級選舉所得到支持度有日益上升的趨勢，

尤其在本次大選更是獲得超過六百萬張的選票，也爭取到更多立法院的席次；民進黨

僅在短短數年裡就掙脫前總統陳水扁的貪汙案醜聞，重新取得競爭力。台灣的兩黨政

治局勢相較於 2004 年已十分鞏固，即使台灣的民主還十分年輕，但已展現了成熟、

西方式的民主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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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進黨在本次選舉中的策略是強調年輕、活力的形象來鎖定青年族群的選票，然

而卻也因此無法吸引台商和企業界的青睞；有趣的是，蔡英文的客家血統也沒有為她

帶來足夠的客家支持。若民進黨想在下次選舉重新執政，勢必無法再逃避九二共識的

議題，而必須要提出更加實際的政策。 

另一方面，國民黨所要面臨的挑戰也十分艱鉅，尤其是馬政府的經濟政策始終未

達預期成效，不論國內、或國外的壓力只會越來越大。ECFA 尚未完全生效，馬總統

在第二的任期必須要盡全力使它成形。不可諱言，ECFA 所帶來的經濟效益和願景是

國民黨贏得大選的主要原因之一，即便深綠的選民也無法否認台灣在與中國大陸經濟

合作後所得到的實質利益。支持統一的台灣民眾仍然是少數，絕大部分的人還是偏好

維持現狀；而即使是支持一個中國，也不會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代表。簡而言之，

不論未來由哪一個黨掌權，兩岸關係的發展還有一段漫長的路要走。 

北京當局從前幾次的經驗中學到教訓，不再插手干預台灣選舉，也不再對國民黨

候選人表現過度的支持，而只是簡單表示若台灣選民希望能和中國大陸保持友好關

係，則應該選擇承認九二共識的候選人。華府透過在選前宣布台灣成為美國免簽的候

選國，可被解讀為對馬英九和中間路線背書。然而美國對台軍售的問題依舊是華府和

北京互動的一個癥結點；美－中－台的關係正處於一個轉變時期，如果台灣持續發展

和中國更加緊密的關係，很有可能會改變美國對台灣的態度。 

除了台灣的總統大選之外，明年中國也將選出新一屆的領導人，因此兩岸的互動

需要更加謹慎。在未來幾年和平發展政治關係是勢在必行的，但這樣的氣氛該如何營

造便有待雙方思考。如果北京無法完全消除對台灣的敵意，一定不可能贏得所有台灣

人的心；首先第一步就是撤除所有指向台灣的飛彈部署。國民黨和民進黨對於兩岸政

治協商的架構仍舊缺乏共識，馬英九總統雖然有意願往北京靠攏，但台灣人民也無法

接受過度傾向中國大陸。 

2016 年的大選將會產生十分耐人尋味的變化，特別是大陸和台灣都會面臨領導

人更替的狀況。不論未來誰會代表國民黨出馬，都會要面對民進黨新推出的候選人。

假如民進黨贏得 2016，馬總統現行推動的政策效益將可能被打折扣。 



 6

 

四、建議事項 

本案由陸委會補助機票款五萬元，協助推動此會議。因在國外受限不便，更期盼本國

駐澳及駐港單位能提供當地行程協助，派代表參與會議與台港澳陸學者交流及聽取建

議，亦可安排餐會建立起聯絡網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