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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太陽花學運，成功阻擋國民黨運用多數席次欲強行通過的服貿協議，並促成兩岸協議簽署程
序的法制化有機會實現；對兩岸關係造成深遠的影響，也為台灣的政治版圖與結構投下變數。

      近幾個月來，無論是中方的涉台智庫，或是華府的相關領域學者，都在問一件事，就是，
學運的主要目的是什麼？動機是什麼？亦即這場學運，反對的是「服務貿易協議」、或「兩岸之
間的協議」，還是「反對中國」、「反對兩岸互動」？ 

太陽花學運效應，兩岸關係進入「調整期」 

   
      儘管在我們來看，學生的訴求是很清楚的，就是反對違反民主程序，主張重大政策或對外
協議必須有建立一個監督與討論的機制。但政黨、個人或媒體提供的訊息或詮釋往往是片段、又
各自取向，而閱聽者又基於不同目的而各取所需。 

      中國社科院台研所所長周志懷日前在西寧一場研討會上說，在台灣「太陽花學運」和國台
辦主任張志軍訪台後，兩岸關係進入「調整期」，所謂「調整」，是包括發展速度和政策的調整
，但對台大政方針不會改變，兩岸交流中的「兩岸一家親」、「三中一青」的主線將更加清晰，
庶民元素將更加突顯，也將調整「以協議拉動兩岸關係」的發展模式。 

      看起來，就中國方面，對太陽花學運的定調是，是反對馬政府而非反對中國，反對利益分
配不均衡而非反對兩岸經貿發展。至於北京後續將如何調整「以協議拉動兩岸關係」模式，是否
意味著將不再急於通過服貿、簽署貨貿，亦或是可能容許服貿內容有修正的空間，值得進一步觀
察。 

      據了解，三月的學運確實是震撼了整個中國的涉台圈子，因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最大
阻礙」向來就是民進黨，沒想到，突然殺出一股誰也控制不了的龐大勢力，而且這群人在價值、
主張、論述以及行為模式上有高度一致性；更有甚者，這股力量在統獨立場上、在經濟發展路線
上、在政治操作手法上，可能都較民進黨更為激進，看似在民進黨之外，又增加一大群兩岸關係
發展中「難以評估效應」的阻礙。 

      學運之後，學生「出關播種」，基於各自的理念與訴求而分成不同的組織與團體，採取的
路線與對策也不相同。當時的核心成員林飛帆、陳為廷與黃國昌，成立「島國前進」，積極推動
連署「廢止鳥籠公投法50%投票率限制的公民投票提案」運動。其中黃國昌也與林義雄、林峰正
等人合組政團「公民組合」，目標除了讓公民有效監督政治部門、成立平台共同審議公共政策，
提出解決方案之外，還將號召優秀候選人參與2016年國會選舉，希望打破目前的政治壟斷。 

      還有其他學運成員，堅持走社會運動路線，例如「黑鬥不服從」（「黑色島國青年陣線」
加上「民主鬥陣」），透過辦營隊、廣播節目方式來傳達理念；也有持更為激進主張同時也欲投
入2014年底選舉者，例如「基進側翼」的四位成員就爭取參選下屆高雄市議員。 

張志軍來台  「理性」與「軟弱」的考驗  

      這些學生與公民團體的串連與活動，挾著太陽花學運的餘威，究竟會對兩岸關係與國內政
治造成什麼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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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兩岸關係上，學運所彰顯的幾項重點包括：一，當前的馬政府在決策與作法上不符民主
程序、其效應與結果也不合人民的期待（例如兩岸協議不等於生活變好）；二，台灣人民對於兩
岸經貿結構失衡造成的問題疑慮加深；三，年輕世代對於中國針對台灣的主權、前途與國際空間
上的說法強烈反感，而「台獨」在此也變得更像一種認同而非政治主張；四、兩岸互動的民主、
公開原則必須要堅持，對於在野黨的批判強度更甚於執政黨（理由是執政黨不值得期待）。 

      觀察中國國台辦主任張志軍來台事件，民進黨在6月初因為一則「只要不設前提，蔡主席
也可和張志軍在民進黨中央會面」的新聞，接下來是陳菊市長與張志軍的閉門會談，再加上對中
山大學潑漆事件的處理，引來學生與公民團體的批評，包括陳為廷、林飛帆、賴中強等人就質疑
，過去曾率眾上街抗議陳雲林來台的民進黨，這次竟沒有什麼聲音，也沒有強而有力的回應，還
自己把門關起來密談，「對民進黨非常失望！」在北京或是華府來看，對於民進黨的理性、克制
作法，都是持正面的態度；但不少學生與綠營支持者卻認為是「軟弱」。 

      另一個事件是「凍結台獨黨綱」。儘管民進黨的立場一直是「台灣前途決議文已經是黨的
最大共識」，但幾位黨代表的提案卻引發一場「凍獨」與「台獨」的大戰，許多年輕人認定「民
進黨要凍結台獨黨綱」因而發言反對，例如陳為廷在臉書上表示，若民進黨膽敢真的「凍獨」，
成為「鴕鳥」在野黨，就要有隨時被取而代之的準備。 

短期內限縮民進黨空間  長期來看是兩岸談判籌碼   

   
      經過太陽花學運以及張志軍來台事件（以及更早一點的國台辦發言人范麗青發言事件），
可以確認一點，「台灣的前途由台灣人共同來決定」已經是台灣社會的高度共識，而新的「台獨
」主張已經成形：認同中華民國就是台灣，堅持國家主權獨立，主張前途由台灣人民來決定。說
這是「新」、其實也不算「新」，它是北京口中的「B型台獨」。 

      過去年輕人不喜歡講「台獨」，認為這是政治語言，不想與政治有所牽扯；但在學運的催
化下，它成為一種身份、國族甚至同儕間認同的語彙，甚至是一種時尚（這算是台灣民主化的重
大成就之一吧）。在這種趨勢下，「逢中必反」的「台獨黨」內有人要提案凍結台獨黨綱，而年
輕人大聲說「我主張台獨」，雖不至於產生時空錯亂之感，這個趨勢以及其媒體效應，短期內確
實壓縮了民進黨處理對中政策的空間。尤其是在張志軍訪台後、到7月20日民進黨全代會對「凍
獨」提案的處理，許多的發言，同時與北京、藍營、獨派等各方，對民進黨構成某種「夾擊」的
效果。 

      未來，民進黨包括對於「凍獨」提案的處理，以及後續立法院針對兩岸協議監督條例、服
務貿易協議、乃至於貨物貿易協議、以及兩岸互設辦事處等法案的立場與攻防策略，學生與團體
都睜大眼睛在「盯著」。而民進黨後續要「積極自信的進行兩岸交流」，其過程與內容，勢必會
受到更多的關注與檢視。 

      但長期來看，學運所彰顯的民主價值、台灣主權獨立等訴求，某種程度上是為台灣在兩岸
談判過程製造出更多的籌碼，也拉出更長的戰略縱深。這也是為什麼北京定調其對台政策將強化
對「三中一青」的工作，而這個「青」不只是交流互動，還包括要幫助青年解決就業與生計的問
題。 

      另一方面，在學運之後，作為有機會重返執政的政黨，還是必須回過頭來面對結構性的問
題，包括兩岸經貿結構失衡以及台灣產業轉型與升級的壓力，這些未來都會面臨競爭者的挑戰。
例如，林飛帆在接受媒體專訪時提到，他不贊成台灣跟中國在此時簽署服貿協議，因為其創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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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效益極低。另外，也有一些團體反對全面的自由貿易，包括民進黨所支持的加入TPP、RCEP
。 

民進黨的「公民路線」仍需處理結構問題 

   
      同時，外界也會質疑，台灣人民是反自由化（貿易協議）、還是反對與中國經貿往來（開
放市場）？若是反自由化，那麼如何去爭取加入TPP？若不願意加深與中國經貿關係，則未來兩
岸關係將朝向何種方向發展（照北京的說法，是「倒退」）？民進黨是否能夠承受其後座力？這
些質疑或反對，民進黨必須要有具體的論述、主張甚至解答，才能化解壓力。 

      學運一役讓國際社會再次重溫民進黨「反商」的刻板印象，而在學運成員與新政團的競爭
下，讓民進黨在對中政策的論述或作法上調整的空間都受到限制。根據前立委林濁水的分析，包
括公民組合在內的學運活躍人士，在台獨、台灣主體性、生態保育、永續發展等價值理念上趨近
，若在部分地區推出明星級區域候選人，當選機率會比台聯高，也會衝擊到民進黨的候選人。不
過，若是採取比民進黨更為激進的路線，其效應如何目前難以預判。 

      在學運之後，包括幾位核心成員以及參與者，能否將這股動能延續下去，轉化成為更具體
的行動或政治參與，仍有待觀察，畢竟從社會運動到實際參與政治，需要的主客觀條件有很大的
差異。而民進黨主席蔡英文在接受媒體曾提到，民進黨的下一步就是「公民路線」，與公民社會
共同形塑國家的政治議程，用政黨的力量來將大家的想法與主張轉化為政治議題、進而形成政策
。 

      未來，民進黨的「公民路線」能否有效整合公民社會的力量？抑或者是公民社會有效集結
了學運的力量、並基於對兩大黨的反感而構成強有力的挑戰？無論如何，就兩岸關係的層次，一
定要善用這股力量，以民主作為後盾，才能凝聚最強大的戰力。

作者吳敏之為政治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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