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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民進黨主席謝長廷以維新基金會名義主辦，中國社科院台研所協辦

的「香港研討會」，於 2013年 6月底達成兩岸政黨應擺脫對立衝突、開展

平等協商、推進雙方交流等共識，雖有助於民共兩黨「面對差異」、「了解

差異」，但要做到「超越差異」，仍有一段漫漫長路要走，因此堪稱這是一

場試探意義大於實質意義的研討會。為進一步凝聚兩岸政策共識，民進黨

首場「華山會議」於 2013 年 7 月 4 日登場，主題為「台灣對中政策的核

心價值與願景」，70多位黨內「天王」、公職、智庫學者等要角及社會賢達

共同討論，堪稱「擴大參與」，也可視為 1998年「中國政策大辯論」以來，

民進黨最重要的兩岸路線論辯會議。但此場「華山論劍」究竟能否定於一

尊，抑或只是各自表述？頗值得觀察與檢視。 

 

一、紅綠香港對話的意涵與侷限 

大陸方面相當重視謝長廷，既安排了協辦此場研討會，又由國台辦副

主任孫亞夫全程參與，更重要的是，國台辦主任張志軍在深圳親自會見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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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廷並閉門交換意見。其主因是大陸方面認為謝長廷一向提出較具彈性的

說法與務實主張，諸如：「一國兩市」、「憲法一中」、「憲法共識」、「憲法

各表」等論述，當然大陸也期盼謝長廷的訪陸及務實論述，能發揮「擴散

效應」，進而影響民進黨，促成民進黨兩岸路線的調整或轉型。 

    謝長廷認為，國共壟斷兩岸交流，造成台灣人民疑慮不安，但刻意對

民共無法對話交流的真正原因避而不談，也提不出具體可行的對策。他又

認為，兩岸不該再談統獨問題，大陸不要因民進黨是台獨就拒絕對話。謝

長廷的說法無法解決民共交流困阻的問題，反而凸顯台獨正是兩岸和平的

絆腳石。再進一步言，若要民進黨立刻放棄有關台獨的三個黨綱有其現實

上的困難，但民進黨何妨在謝長廷主張的基礎上，真心誠意地認同台灣現

有體制、在體制內與國民黨進行競爭，發揮監督與柔性的力量？或至少短

期內民進黨總該可以做到不再隨便給人「戴帽子」。值得注意的是，謝長

廷此次赴港辦研討會，民進黨內只憑一句「放鞭炮」就大肆「圍剿」，甚

至獨派姚嘉文還放話「謝若退黨、就放鞭炮」。其實，民進黨總習慣拿「交

流不要設前提」或「中國先要實現民主」合理化自己的原地踏步；使得在

面對兩岸議題時，只能狗吠火車，聲音很大，力量很小。謝長廷在香港談

話的重點，若能進而認知民進黨不無放棄分離主義的可能性，甚至主張兩

岸有建構命運共同體的迫切需要，這豈不更好？吾人期待謝長廷能發揮積

極的影響力，利用其在黨內「中國事務委員會」委員的身分，在構建兩岸

命運共同體一事上多所著力，這才會是一項重大的成就。 

 

二、民進黨反對服貿協議證明「反中」依舊  

    在《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簽署後，民進黨展開猛烈批擊，乘機藉馬政

府向陸資開放美髮、印刷、中藥等傳統服務業，民進黨中央更呼籲所有受

到影響的產業站出來，其立法院黨團主張刪除任何受影響的協議內容，欲

在立法院二次臨時會攔下該協議的企圖十分明顯。然而，不久前剛簽署的

《台紐經合協定》卻像一面「照妖鏡」，由於其對台灣服務業開放程度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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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民進黨卻照單全收、完全不反對，兩相對比，可以充分照出民進黨「反

中、仇中」的原形，證明其「貿易保護」主張是虛晃一招。進一步具體來

看，民進黨大力反對服貿協議之將會「開放大陸勞工大舉來台」、「嚴重衝

擊台灣服務業」等，對照協議內容顯非事實。然而民進黨基於「反中」心

態作祟，硬把服貿協議視為糖衣毒藥或洪水猛獸，堅持不願開放，一方面

過度誇大其衝擊，另一方面更將兩岸互惠互利的模式扣上了「賣台」的大

帽子。尤有進者，民進黨製作「反服貿協議」文宣指出，服貿協議受影響

從業人數高達 200萬勞工，如果邏輯正確，則《台紐經合協定》將抹殺更

多台灣內部的就業機會，民進黨為何還能「樂見其成」，可見其堅持「反

中」而致雙重標準之一斑。 

 

三、第一場「華山會議」仍難完成兩岸路線的整合 

    民進黨前主席謝長廷「另類紅綠交流」成為第一場「華山會議」會中

討論焦點，相當程度引發「權宜派」與「原則派」的交鋒。黨主席蘇貞昌

強調「台灣前途決議文」還是民進黨的核心思維，民進黨對「中」政策必

須要和國民黨有所區隔，不必和國民黨競爭北京的支持。已退黨的前立委

沈富雄受邀出席卻坦言，民進黨新的中國政策既要「人民能接受、對岸能

忍受、和國民黨有區隔」，根本不存在。其實包括沈富雄與「權宜派」、「原

則派」，都圍繞「民進黨要不要重新執政」的主軸。蘇貞昌指出，「不得其

位，難謀其政」，民進黨還是要透過執政才能落實政策主張，未來擬定對

「中」政策時，不會閉門造車。謝長廷則在受訪時指出，民進黨不只要執

政，執政後還要有能力穩定兩岸關係，民意也在看民進黨會不會讓兩岸關

係變緊張。其實民、共之間的差異，是立場與價值的選擇，但如何在互動

對話中瞭解大陸，進而縮小雙方之分歧，則「與其心動、坐而言，不如馬

上行動、起而行」。如今民進黨終於舉行「華山會議」，正式展開兩岸政策

路線激盪，將是凝聚共識的重要階段。當蘇貞昌還尋求「黨內對話」，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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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廷以大動作開啟另類「民共對話」新模式時，蘇貞昌除了要確保黨內蔡

英文、謝長廷及各派系意見領袖，一起參與凝聚共識過程，還必須在「華

山會議」後，能提出可操作的具體行動策略。但是，我們並不看好這一趨

勢，因為蘇貞昌正處於左右為難的困境。未來民進黨的兩岸政策，「華山

會議」能否完成路線整合，將很難樂觀，持續各說各話，勢必發展下去。 

 

四、第二場「華山會議」如何處理「九二共識」 

    應邀出席第二場「華山會議」引言的蘇起有備而來，坦率與民進黨交

流並提出建議，尤其把「九二共識」的內涵、緣由及用意作了相當完整的

陳述。他一語道破地指出，「九二共識」主要目的是要透過模糊性來與中

共取得互信，沒料到中共接受了，民進黨卻不接受；也沒料到「九二共識」

成為國共 2005年及 2008年和解與復談的基礎。面對蘇起的論述，民進黨

卻任由陳年積怨作祟，包括游錫堃、柯建銘、林濁水、陳明通、蘇煥智等

幾乎一面倒認為「九二共識」並不存在，其唯一目標就是推翻共識，另尋

新的替代方案，作為民進黨的兩岸政策指標。弔詭的是，民進黨原本說「根

本沒有九二共識」，卻在第二場華山會議中改口說，「九二共識」是在 2013

年 6 月「吳習會」中被國民黨「處理掉了」。尤有甚者，本次會議主題明

明訂為「如何處理九二共識」，但不少與會者卻接力論辯「九二共識是否

存在」這套民進黨用來固守基本教義立場的陳腔濫調，未免故步自封。事

實上，民進黨「如何處理九二共識」，其實是在「走中華民國的路」與「走

回頭路搞台獨」之間作一選擇，但若迴避「一中」，即是逼迫自己回到「台

獨」，並使自己在兩岸互動中喪失角色。 

 

五、評柯建銘「凍結台獨黨綱」的糾結與本質 

    民進黨中國事務委員會 2013年已舉行 4次會議、9場擴大會議，每次

會議都行禮如儀、沒有碰出火花，使得每次結論皆無令人眼睛為之一亮的

決議。柯建銘身為中國事務委員會委員，為了 2016 年重返執政，不惜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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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凍結台獨黨綱」的主張，方引起熱烈討論，注入一道「催化劑」。其

實，「台獨黨綱」在台灣有如一種「信仰」，現實上難以如願，卻是許多深

綠民眾心中的「神主牌」，也是民進黨證明其不會賣台的護身符。但連柯

建銘都知道「台獨黨綱」違逆「國際、兩岸和台灣的主流民意」，是「民

共雙方往來的障礙」，可見「台獨黨綱」真的是一個關鍵的問題。柯建銘

的思維是「台獨黨綱」近年來在民進黨內沒人討論，但就像「活火山」隨

時可能爆發，或被有心人士操作，因此有必要拿出來討論，徹底做個「告

別」。 

    其實，民進黨展開兩岸政策轉型或調整議論以來，對「台獨黨綱」已

出現四種主張：一、許信良的廢止論；二、謝長廷的「後法蓋前法」取代

論；三、郭正亮把所有決議文拆解的「混合重塑論」；四、柯建銘的「凍

結論」。但這些主張只要一上檯面，立刻被轟炸一番。在在體現出民進黨

愈想甩掉「台獨黨綱」，「台獨黨綱」就纏得愈緊、根本拋不掉。如今，民

進黨為了重返執政，必須展現處理兩岸關係的能力，「凍結台獨黨綱」則

主動端出一塊民共對話敲門磚，它既踩中民進黨不肯面對台獨的痛腳，也

搔到對「中」政策轉型的癢處，其實不乏有其一定的戰略意涵；無怪乎連

中共國台辦都評論為「若成民進黨共識，是一個積極的信號」，反倒是民

進黨內自亂陣腳，紛紛喝倒采，足證它已不可能處理「台獨黨綱」了。 

 

六、民進黨對「中」政策檢討仍是虛晃一招 

    民進黨於 2014 年 1 月 9 日召開中國事務委員會第五次委員會議並通

過《2014 對中政策檢討紀要》，其中，柯建銘拋出的「凍結台獨黨綱」還

有以台灣「憲政共識」作為兩岸交流基礎的提議均未獲通過。最後通過的

是以前民進黨主席蔡英文所主張的「積極凝聚台灣內部的共識」，作為兩

岸對話的基礎。因為了無新意，只能說是彙整前九場「華山會議」的意見

紀要。再者，通篇結論除了重申「基本立場與核心價值不變」，對於兩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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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定位與交流，以及經濟與國家安全等戰略，不是老生常談，就是不切

實際的誇大之詞，難以服人。尤其，報告中一再出現「如何免於中共的威

脅」、「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核心是權貴資本主義」、「防止中國因素對台灣

自由民主生活方式的侵蝕」等文字，處處暴露潛藏的「仇中情緒」。 

    雖然「凍獨」未能在這次總結報告中形成議題，一般認為應可輕騎過

關的「憲政共識」，也無法形成民進黨的共識，那麼民進黨最該做的，還

是應從細節做起，也就是用「先經後政」、「先易後難」的方式，開始改變

以往「反中」的情結。針對民進黨「凍獨」主張沒有形成共識，大陸應不

會對民進黨展開正式的黨對黨交流互動。因此，民進黨若想將影響執政的

「外部因素」降至最低，首要之務就是提出北京能夠忍受，甚至是可以接

受的「對話基礎」。何謂對話基礎？最基本的，就是讓北京願意相信，民

進黨不會有任何改變現狀的可能。只要有質疑，就奢談互信，對話空間就

難以存在。總而言之，蘇貞昌主導的「對中政策檢討紀要」，表面上四平

八穩，實則有退無進。這凸顯民進黨截至目前為止，仍充滿兩岸基本立場

無須改變，就能贏得 2016 的僥倖心態。這種脫離現實的思維對重返執政

有弊無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