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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總統大選甫結束，中研院副研究員吳介民即投書蘋果日報
評論中國因素對此次選舉的影響， 文章一開頭便說道「國民黨勝選，
有人認為是中國獲勝」。1確實，從選前各種跡象顯示，說是國共聯合
對抗民進黨的一場選戰也不為過。 中國試圖影響台灣選舉情勢已非一
朝一日之勢。從1996年劃過台灣海 峽的兩顆飛彈，到2012年選前台灣
商界領袖紛紛公開宣示支持九二共 識；從文攻武嚇到以商圍政，在在
顯現出中國為左右台灣選情，不單 著力甚深，更透露出隨著中國對台
策略的轉變，其執行手法更為縝密 且細膩。

恐嚇不果，錢誘利惑 

      1996年台灣首次總統普選，中 國於95年年底便展開一系列針對台
灣的軍事演習；時任國家主席的江 澤民更在大選前夕送給台灣海峽兩
顆飛彈，文攻加武嚇就是想讓台灣 民眾緊張害怕而不出門投票。不論究竟是美國尼米茲號航空母
艦協防奏效，抑或是中共劉連昆少將提供 的空包彈情報穩定民心，還是台灣
硬頸精神的展現，最終台灣民眾用 張張選票堆疊出所謂的亞洲民主奇
蹟，以過半數民意賦予「獨台」的 李登輝執政正當性，這是中國干涉 台灣選舉第一次的挫敗。 

      四年後的台灣總統大選，中國 重新調整對台選舉的干涉策略，加
碼文攻力道而輕武力威脅。2000年3 月15日時，任國家總理的朱鎔基接
受記者提問對台灣選舉情勢看法時 說道「絕不承諾放棄武力」、「誰
要是搞獨立，你就沒有好下場」、「 台 灣 股 市 重 挫 6 1 7 點 ， 集 中 地 反
映了台灣人民對於台獨勢力囂張的 憂慮，他們擔心，台獨勢力的上台
會挑動兩岸的戰爭，破壞兩岸的和 平」等云云，句句鏗鏘有力，強硬
又帶點眼泛淚光的戲劇性談話。三 天後，「台獨」的陳水扁當選，和
平的政黨輪替再創民主奇蹟高峰， 而這是中國干涉台灣選舉的第二次
失敗，也是最為挫折的一次。
  

2 0 0 4 年面對欲尋求連任的陳水扁 ， 中 國 此 次 採 取 極 為 低 調 的 文 攻 武 嚇 ， 不 願 再 次
造 成 台 灣 民 眾 更 加 堅 定 投 票 意 志 的 反 效 果 。 但 無 論 是 牽 手 護 台 灣 還 是 兩 顆 子
彈 奏 效 ， 最 終 中 國 欲 左 右 台 灣 選 舉 的 期 望 還 是 落空。 

      儘 管 三 次 文 攻 武 嚇 的 張 力 及 強 度 有 別 ， 但 干 預 台 灣 選 舉 的 目 標 總 是 失 敗
， 中 國 於 是 開 始 調 整 對 台 工 作 方 針 ， 認 為 加 強 「 經 貿 利 誘 」 及「 民 族 情 感 訴 求
」 才 是 有 效 影 響 台 灣 選 舉 的 重 點 策 略 ， 其 中 又 以 經 貿 利誘最為赤裸鮮明。 

      隨 著 兩 岸 投 資 開 放 ， 中 國 市 場 吸 引 大 批 台 商 進 駐 投 資 設 廠 ， 這 批 台 商 人
質 在 台 灣 選 舉 期 間 成 為 最 易 號 召 也 最 堅 定 的 投 票 部 隊 ， 另 可 稱 為 「 9 2 共 識 直
銷 商 隊 」 。 中 國 透 過 對 台 商 惡 意 查 稅 、 逼 迫 表 態 等 方 式
要求台商返台投票，2形成許多台商 剛 下 飛 機 便 秀 出 特 定 手 勢 並 拍 照 留 戀的特殊景象。 2
0 1 0 年台灣五都選 舉 ， 更 傳 出 國 民 黨 訂 一 「 十 萬 台 商 保 五 都 」 的 輔 選 計 畫 ， 直 接
將 台 商 畫上堅定票倉的深藍色。32012年選 舉 ， 台 商 表 態 更 儼 然 已 為 經 過 嚴 密 排 演 、
精 心 安 排 的 連 續 大 戲 ， 從 潤 泰 尹 衍 樑 登 半 版 廣 告 表 示 經 濟 穩 定 好 重 要 、 東 元
黃 茂 雄 親 自 上 陣 替 藍營拍C V，到長榮張榮發、鴻海郭台銘 、 台 塑 王 文 淵 ， 以 及 選 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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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一 天 H T C 王雪紅的公開表態，不僅時間 序 列 整 齊 ， 連 力 挺 9 2 共 識 的 口 徑 也 幾 近 一
致 ： 一 、 確 認 9 2 共 識 的 真 實 存 在 ； 二 、 確 保 9 2 共 識 等 同 於 確 保 台 灣 社 會 、 經
濟 的 穩 定 。 其 中 郭 董 演 得 更 是 出 類 拔 萃 ， 還 自 掏 腰 包 包 機 送 台 商 回 台 投 票 ，
可 算 是 友 情 贊 助加碼送。 

      對 此 ， 美 聯 社 於 一 月 初 特 發 佈 報 導 直 指 中 國 運 用 貿 易 來 影 響 台 灣 選 舉 ；
香 港 學 者 高 敬 文 （ J e a n - Pierre Cabestan）在接受媒體採訪時 則 表 示 ， 中 國 雖 表 面 保
持 沉 默 但 檯 面 下 卻 不 斷 以 經 濟 力 量 影 響 台 灣 選 舉。4而根據台灣媒體指出，國台辦 系
統 推 出 超 低 價 機 票 、 威 脅 中 斷 交 流 ， 以 及 針 對 挺 藍 台 商 的 切 割 綁 票 方 式 ， 積
極 動 員 各 地 台 商 、 台 商 協 會計20萬人配合回台投票。5此外， 中 國 社 科 院 台 研 所 陳 桂
清 則 撰 文 表 示， 直 航 班 機 加 班 、 優 惠 機 票 措 施 ， 以 及 台 商 放 投 票 假 ， 此 三 項 策
略 確 實 有 效 提 升 台 商 返 台 投 票 的 意 願。6 

中國勢力無孔不入 

除 了 以 經 濟 利 誘 拴 住 台 商 票 源 外 ， 中 共 藉 由 對 台 工 作 四 大 平 台（ 國 共 論 壇 、 海
峽 論 壇 、 博 鰲 論 壇以 及 紫 金 山 會 談 ） ， 搭 起 對 台 包 括 政 治 、 經 濟 、 社 會 、 文 化
等 各 個 層 面 的 對 話 管 道 ， 就 是 為 了 深 厚 台 灣 各 階 層 民 眾 對 中 國 的 民 族 情 感 。
國 共 論 壇 、 博 鰲 論 壇 被 批 評 為 專 供 國 民黨退休高層的取暖論壇。於 2 0 1 2 年 由 地 方
層 次 提 升 至 中 央 層 次 主 辦 的 紫 金 山 會 談 ， 側 重 兩 岸 企 業 界 的 交 流 ， 並 逐 步 擴
張 至 台 灣 中 小 企 業 。 而 海 峽 論 壇 乃 特 別 針 對 台 灣 民 間交 流 而 設 ， 第 五 屆 海 峽 論
壇 於 今 年 6 月 在 福 建 舉 辦 ， 「 擴 大 民 間 交 流 ， 加 強 兩 岸 合 作 ， 促 進 共 同 發 展 」
則 為 本 屆 主 題 ， 台 灣 與 會 成 員 諸 如 媽 祖 會 、 佛 教 會 、 工 商 會 、 漁 農 會 等 地 方
草 根 團 體 ， 的 確 與 論 壇 宗 旨 相 互 呼 應 。 多 達 7 3 個 的 主 辦 單 位 中 ， 台 灣 占 了 3 7
個 ， 確 確 實 實 完 美呈現大雜燴式的兩岸交流。 

      但 根 據 政 治 大 學 選 舉 研 究 中 心 調 查 ， 2 0 0 8 年 馬 政 府 執 政 至 今 ( 2 0 1 3 ) ，
台 灣 民 眾 認 同 自 己 為 台 灣 人 的 比 例 不 單 逐 年 升 高 ， 甚 至 年 年
皆高於民進黨執政時期。今年6月份 的 民 調 更 顯 示 ， 台 灣 人 認 同 比 例
達57.5%，創1992年以來的新高，就連1 9 9 6 年的兩岸飛彈危機也沒能激起
超過半數的台灣人認同。7會不會有一 種 可 能 是 ， 兩 岸 交 流 用 力 越 深 ，
兩岸差異卻也越顯越深？

下一站，進攻中南部 

      台 灣 中 南 部 傳 統 上 被 認 為 是 民 進 黨 的 大 本 營 ， 中 國 更 是 希 望 將 中 國 情 、
同 胞 愛 散 播 到 濁 水 溪 以 南 。 

      2 0 11 年 時 任 海 協 會 長 的 陳 雲 林 首 次 跨 過 濁 水 溪 來 到 高 雄 訪 問 ， 不 單 是
一 償 其 宿 願 ， 光 是 南 臺 灣 的 陽 光 ， 都 可 以 讓 陳 雲 林 大 嘆 感 動 。 但 做 的 比 較 誠
懇 實 在 的 ， 實 屬 國 台 辦 常 務 副 主 任 鄭 立 中 ， 頻 繁 且 低 調 地 帶 領 中 小 企 業 及 農
產 品 採 購 考 察 團 訪 問 台 灣 中 南 部 地 區 ， 特 參 訪 農 場 、 茶 園 以 及 農 漁 業 加 工 廠
等 ； 鄭 更 曾 發 下 豪 語 說 要 走 遍 台 灣 3 1 9 鄉 鎮 ， 8 而鄭 立 中 的 中 南 部 之 行 美 其 名
為 考 察 訪 問 ， 倒 不 如 說 是 撒 錢 軍 團 更 為 貼 切 ， 所 到 之 處 皆 承 諾 大 批 採 購 南 台
灣 的 水 果 、 石 斑 魚 ， 甚 至 在 臺 南 市 學 甲 區 以 保 價 收 購 方 式 向 漁 民 契 作 虱 目 魚
， 每 年 保 證 收 購 3 6 0 萬 斤 ， 並 提 供 較 台 灣 市 場 更 優 惠 的 收 購 價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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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 而 ， 政 策 性 收 購 台 灣 農 產 品 、 收 買 中 南 部 基 層 選 民 的 路 子 是 否 真 如 此
順 利 ？ 例 如 台 南 學 甲 虱 目 魚銷 中 國 總 量 根 本 不 到 契 作 的 一 半 ， 9 因 為中 國 人 根
本 不 愛 吃 虱 目 魚 ！ 於 是 儘 管 有 政 策 性的 一 味 讓 利 ， 然 鄭 立 中 的 台 灣 農 委 會 假 面
主 委 身 分 ， 仍 不 敵 自 由 貿 易 競 爭 的 壓 力 。 去 年 鄭 立 中 掛 保 證 說 未 來 協 商  兩
岸農 產 品 開 放 時 ， 大 陸 仍 不 會 要求台灣開放大陸農產品進口；10但今 

年 則 改 口 說 兩 岸 應 相 互 適 當 開 放 農 產品市場。11天下雜誌今年三月一篇 

      「中國蘿蔔大軍 接管台灣市場」的 專 題 即 指 出 ， 目 前 台 灣 農 產 品 出 口 中 國 並 不
完 全 具 市 場 競 爭 優 勢 ， 而 僅 基 於 中 國 的 政 策 採 購 ， 然 而 中 國 低 價 農 產 品 則 大
舉 入 台 - 如 豌 豆 進 口 ， 導 致 台 灣 本 地 產 量 面 臨 腰 斬 ； 過 去 五 年 中 ， 台 灣 進 口 中
國 穀 物 製 品 從 4 萬 公 噸 成 長 三 倍 多 達 1 2 萬 公 噸 ； 大 陸 茶 葉 的 進 口 額 已 達 台 灣
茶 葉 總 消 耗 量 的 三 分 之 一 ， 而 目 前 仍 有830項中國農產品尚未開放進口， 表 示 未 來 台
灣 有 更 多 的 本 土 農 業 將 受到中國農產品的低價競爭。12 

      今 天 國 台 辦 買 了 虱 目 魚 、 買 了 香 蕉 ， 但 能 買 下 中 南 部 所 有 的 農 產 品 嗎 ？
抑 或 能 買 下 台 灣 的 所 有 產 業 嗎 ？ 此 外 ， 經 濟 讓 利 是 否 真 能 牽 制 台 灣 民 眾 的 投
票 行 為 也 有 待 觀 察 。 比較2008及2012年總統大選南部縣 市 的 得 票 率 ， 包 括 台 南 市 、
嘉 義 、 雲林、屏東及彰化各縣， 2 0 1 2 年投 票 給 綠 營 候 選 人 的 比 例 皆 較 上 屆 選 舉 高
， 這 樣 簡 單 的 數 據 比 較 足 以 突 顯 進 軍 綠 營 票 倉 的 農 業 買 票 政 策 ，
卻遠不如中國宣傳般的神效。 

以商圍政繼續進行，上次 九二共識，下次呢？

      中 國 所 有 對 台 交 流 及 讓 利 皆 基於 「 9 2 共 識 」 基 礎 ， 無 論 臺 灣 做 何 文 字 遊
戲 上 的 解 釋 ， 對 中 國 而 言 9 2 共 識 即 為 一 個 中 國 原 則 。 長 期 以 來 中 國 只 與 手 持
9 2 共 識 旗 幟 的 信 徒 對 話 ， 主 張 其 他 兩 岸 關 係 的 政 黨 空 間 逐 漸 被 壓 縮 。 從 今 年
三 月 吳 習 會 中 習 近 平 發 表 四 項 堅 持 談 話 中 ， 可 觀 察 出 中 共 對 堅 持 9 2 共 識 立 場
緊 縮 至「一中框架」。若說民進黨於 2 0 1 2年 選 舉 是 敗 給 9 2 共 識 ， 在 沒 有 提 出9 2
共 識 之 外 ， 且 中 國 也 能 接 受 的 兩 岸 論 述 ， 未 來 台 灣 總 統 大 選 的 緊 箍 咒 只 會 越
來 越 陷 越 深 。 非 選 舉 期 間 中 國 透 過 各 大 交 流 平 台 逐 步 收 買 人 心， 「 人 人 有 兩 岸
關 係 、 家 家 有 兩 岸 情 感 」 的 溫 情 攻 勢 必 將 持 續 進 行 ， 而 台 灣 大 選 期 間 則 嚴 密
監 控 台 商 返 台 投 票 大 軍 ， 搭 配 台 灣 企 業 家 選 前 進 行 公 開 喊 話 ， 持 續 深 化 中 國
因素對台灣大選的影響力。 

      然 而 ， 中 國 面 臨 經 濟 成 長 減 緩 、 房 市 泡 沫 化 危 機 、 維 穩 經 費 沉 重 且 成 效
不 彰 、 貪 汙 腐 敗 危 脅 執 政 正 當 性 等 政 經 濟 社 會 問 題 夾 擊 ， 本 身 已 是 泥 菩 薩 過
江 ， 再 加 上 與 鄰 近 國 家 衝 突 不 斷 ， 中 共 的 兩 岸 戰 略 若 只 押 寶 9 2 共 識 以 及 國 民
黨 ， 透 過 對 台 經 濟 讓 利 與 收 買 ， 只 是 場 高 成 本 的 消 耗 戰 ， 中 國 日 趨 嚴 峻 的 投
資 環 境 已 不 是 吸 引 台 灣 企 業 ， 政 治 契 作 、 政 治 收 買 的 代 價 卻 越 攀 越 高 而  不 收
成 效 。 更 是 對 國 民 黨 執 政 的 過 度 樂 觀 ， 以 及 錯 估 台 灣 民 主 機 制 的 複 雜 程 度 。
再 者 ， 中 國 快 速 崛 起 ， 並 欲 以 和 平 大 國 自 居 ， 兩 岸 局 勢 穩 定 固 然 是 中 國 和 平
崛 起 的 重 要 指 標 ， 但 更 關 鍵 的 是 如 何 與 民 進 黨 正 常 且 平 等 的 交 往 ， 而 非 傳 統
文 攻 武 嚇 以 及 利 誘 收 買 等 手 段 ， 才 有 可 能 令 國 際 社 會 想 像 「 中 國 夢 」 並 非 是
威脅惡夢一場。 

      接 續 馬 總 統 災 難 式 的 六 年 執 政 ， 而 接下 來 的 兩 年 大 概 也 只 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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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迴光返照可以期待，面對 2 0 1 6 大 選 ， 民 進 黨 除 了 感 謝 對 手 增 添 信 心 之 外 ， 更 應
思 考 的 是 如 何 正 常 化 其 兩岸政策，說服台灣民眾過去執政8 年 ， 兩 岸 同 樣 能 維 持 和 平
局 勢 ， 並 著 手 策 畫 開 放 晶 圓 廠 、 小 三 通 ， 以 及 兩 岸 包 機 等 政 策 ， 顯 示 民 進 黨
同 樣 有 與 中 國 對 話 的 空 間 與 能 力 。 而 中 國 要 不 應 禱 告 吳 敦 義 副 總 統 不 會 成 為
下 屆 國 民 黨 總 統 候 選 人 ， 要 不 則 應 思 考 目 前 對 台 政 策 的 矛 盾 與 成 效 ， 並 實 際
探 求 與 民 進 黨 合 作 的 可 能 性 ， 才 是 真 正 為 兩 岸 和 平 與 發 展 的關鍵。

作者顏蔚慈為東吳大學政治所學生

註解：

1.吳介民。“中國因素與台灣選舉”。蘋果日報。2012。
2.王信賢。惡意查稅問題。大陸地區風險資訊。2006。 

3.比照2008大選 跨海催票 藍搶10萬台商票。蘋果日報。2010.08.15。 

4.美聯社：中國運用貿易影響台灣選舉。美國之音。2012.08.01。 

5.決戰1趴 國台辦動員挺馬。自由時報。2012.01.04。 

6.陳桂清。2012"大選"中大陸台商票分析。中國社會科學網。2012。
7.台灣民眾台灣人/中國人認同趨勢分佈（1992-2003.06）。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 

8.鄭立中走過台灣316鄉鎮 差3個就達陣。中國評論新聞網。 

9.銷中量不到合約一半 學甲虱目魚契作膨風。自由時報。2013.01.21。
10.鄭立中：陸不要求台灣開放農產。中央通訊社。2012.05.25。 

11.鄭立中籲台 開放陸農產品進口。世界新聞報。2013.05.25。 

12.中國蘿蔔大軍 接管台灣市場。天下雜誌。2013.03.27。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4 / 4

Phoca PDF

http://www.tcpdf.org
http://www.phoca.cz/phoca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