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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受全球矚目的2012台灣總統和立法委員二合一大選，終於在馬英九總統的一句「我們贏了！」
，畫下了句點。來勢洶洶的民進黨蔡英文主席雖以80萬票之差鎩羽而歸，也展現高度的民主風範
，獲得國內外媒體、政要的高度肯定。沒有選後的激情與喧鬧，台灣社會快速回歸平靜，更是立
下了華人社會中民主的典範。在立法委員部份，國民黨獲得過半的六十四席，民進黨大幅增加至
四十席，至於台聯和親民黨分別有三席，以及無黨籍聯盟兩席，及無黨籍一席，國民黨仍以「完
全執政」的姿態，決定台灣未來四年的政治與方向。

      這次的選舉激烈空前，反映在選前政黨和媒體各項民調當中，馬、蔡兩人一直都處於膠著
拉鋦的狀態，互有消長，甚至於出現民調上的「黃金交叉」，誰都沒有把握在能在這次的選舉中
勝出。選舉結果，連任的馬總統獲得689萬票的支持，較上一屆少了約70萬票；至於民進黨的蔡
英文，則較上屆成長了近65萬票，因此，從這樣的結果對於台灣政黨政治的發展應有正面意義。
 

然而，在這次的總統、立委大選對於台灣未來的選舉影響深遠，雖然選舉過程中平和理性，但仍
然有幾個值得觀察的現象，其一為媒體「競相加入」各自陣營選戰的問題惡化，尤其是透過談話
性節目成為各自陣營動員的工具；以及中國、兩岸經貿因素的影響力更加明顯，反映在與中國互
動密切的大財團露骨的政治表態，甚至於透過媒體直接訴求兩岸「安定」的重要性，並支持特定
候選人或符合中國期待的「九二共識」。因此，有人悲觀的預測，未來台灣的各項選舉，這樣的
模式將會成為一種常態，而民進黨競爭的競爭對手將不只是國民黨，尚包括中國及所能影響的財
團。 

一場小猪、平安符、大財團與中國的總統大選 

就如往常的選舉一樣，眩目的競選廣告成為候選人爭取選民認同的主要利器，也成就了媒體在選
戰中的角色。相對了，候選人及政黨的核心價值理念往往不是選戰的主軸，使得各項選舉淪為華
麗的嘉年華，選民無法從政黨的政見中明顯的區隔不同政黨或候選人的價值差異。在選戰策略上
，「小猪」樸滿意外成為民進黨的主柚，而國民黨也不甘示弱的推出「平安符」；too much的宇
昌案對決富邦魚翅案；兩位副手的農舍、算命、猛男、好人、壞人等政治口水，淹沒了該有的理
性辯論。在這樣的氛圍之下，不管執政還是在野，拿香對拜、支票齊飛，對弱勢發現金、對財團
給好處的「加碼鬧劇」充斥，政府似乎成了候選人的提款機。 

平心而論，批評藍、綠兩大陣營沒有提出任何的政見，似乎不盡公平。執政黨的「黃金十年」，
提出了四大確保、八大願景，內容包羅萬象，洋洋灑灑包括活力經濟、公義社會、廉能政府、優
質文教、永續環境、全面建設、和平兩岸、友善國際。至於民進黨的「十年政綱」，內容更含括
國家安全戰略、兩岸經貿、就業，產業及勞工、財政與稅制、金融、科技、能源、環境、農業、
區域發展與治理、住宅、社會福利、性別、教育、文化、族群、民主及司法改革。兩大陣的所提
出的願景，內容豐富，幾已含蓋所有政府各部會業務，前者延續目前執政的政策，後者則挑戰政
府施政缺陷。倘若兩大陣營針對這些政策理念進行深度的辯論，或許可以讓選民更瞭解這些偉大
願景的核心價值，以及彼此之間的關鍵差異。 

然而，從倡議團體的角度，我們希望這次的總統選舉各總統候選人及其政黨應清楚交待的議題，
包括是否延續過去「減稅經濟」的神話、如何因應台灣工作的持續崩壞，以及是否延續過去「加
碼」、「發現金」的廉價買票政治。尤其，台灣歷經了政黨輪替，雖然兩黨在政治、統獨的議題
上有所不同，但在促進經濟發展的策略上卻有志一同的採取「新自由主義」核心模式，即毫無節
制的減稅，並相信養雞終究會生蛋，雨露均霑的受益。但事實上，最終的結果不僅造成國家的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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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惡化、債台高築，更擴大了貧富差距，而過去二十年會的財團化的動態過程，正是今天國家債
台高築、財政敗壞，以及財團坐大肆無忌旦介入選舉的元兇。 

其次，勞動報酬佔GDP比重節節敗退，工作貧窮化的問題。台灣勞工在這二十年來遭逢全球化及
資本外移的多重衝擊，除了失業問題（包括長期失業）的惡化，大量派遣、外包等低薪、不穩定
就業的出現，勞動條件向下修正，許多勞工只能無奈的在失業或過勞死之間作選擇。這亦是兩大
陣營在經濟發展策略上信仰新自由主義，盲從所謂國家競爭力，以及放縱資本家壓低工資下的結
果，而政府如何說服勞工他們可以提升工資，改善勞工的生活。 

第三，每逢選舉，起乩式加碼就成為政治人物惟一的競爭策略，你加一千，我加兩千；而不思索
在民主政治中選民對國家的角色期待，一昧的將服務提供私有化、自由化致價格失控，然後再廉
價「發現金」安撫人心，這種模式即無法解決市場化的弊端，更無法實質減輕民眾的負擔，最終
事倍功半。以總統視為「國安層次」議題的少子女化問題為例，從中央到地方政府無不提供補貼
或津貼了事，無視廣大受薪階級需要的是廉價、安全的公共照顧體系，不但無法刺激生育，更使
但得這個問題更加惡化。 

上開問題的核心之一，正是政黨是否敢挑戰「財團的利益」。但觀察這次的選舉，財團的利益已
經不只侷限在政府是否繼續提供「減稅優惠」與「壓抑工資」這種內國政府層次的議題，財團的
政治訴求，已巧妙的和其在兩岸經貿上的利益，甚至於是單純只是該財團在中國的投資和市場利
益，積極影響選舉結果，因此，這樣的模式意謂著早期國內政黨與財團的共生關係已經趨於復雜
，尚必須加上中國與財團的關係，對於台灣未來的民主發展影響甚大。 

. 

為什麼財團要露骨表態 

      近幾個月來，「無薪假」又悄悄佔據了許多台灣勞工的生活，勞委會也被迫定期公佈無薪
假廠商家數及影響勞工人數。許多企業面對全球景氣波動，無視過去的獲利，將所有風險轉嫁給
勞工，食髓知味開始要求勞工放無薪假，更大言不慚的說：「無薪假是最好的安排、經濟結構下
的必然狀況」。而在選前，馬英九總統前往新竹科學園區舉行「2011向企業請益座談會」，更有
企業主提議：「一年變形工時」的概念，將工時改為1年結算的方式，彈性配合全年淡旺季人力
需求，引發了勞工團體的群起反彈，認為這無疑是貪得無厭大財團的「變相勒索」。 

在選舉最後的白熱化階段，這些大企業老闆們又都出來了！他們撒大錢在媒體刊登廣告，甚至於
直接受訪、召開記者會表態支持特定候選人，他們開訴求「安定」，也訴求「兩岸」的交流，甚
至於直接挑明支持中國與國民黨建構的「九二共識」！但諷刺的是，好像只有財團們需要安定，
而勞工卻不需要，活該承受無薪假的不安定和窮累。  

在選前表態的財團，包括長榮集團張榮發、台塑王文淵、台達電鄭崇華、潤泰尹衍樑、遠東集團
徐旭東、晶華國際的潘思亮、東元黃茂雄，以及宏達電王雪紅、鴻海集團郭台銘等。而在選前在
馬總統面前大罵勞委會的聯電榮譽副董事長宣明智，號召百名企業主力挺「九二共識」，在平面
媒體刊出廣告，除多數為新竹科學園區的科技業主外，還包含傳產及金融業，全台北中南合計共
有128名企業主連署，聯強董事長杜書伍、台泥董事長辜成允、中美晶董事長盧明光、欣興董事
長曾子章等都出現在名單上，表態陣容空前。其中表態最積極者為鴻海的郭董，以及在選前一天
親自在企總部以個人名義召開記者會的王雪紅，表示：「沒有92共識是非常不確定的社會」，「
非常珍惜兩岸和平」，對於選情投下一顆震撼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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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傳統上國民黨與財團的關係親切之外，從這次總統大選大財團表態支持馬英九的理由，我們
不難察覺出「兩岸因素」已成為影響台灣選舉的關鍵因素。除了標榜HTC是驕傲中國品牌的王雪
紅露骨的「沒有92共識是非常不確定的社會」之外，尚包括長榮張榮發：「如果沒有九二共識台
灣經濟會很慘」；在ECFA獲益的台塑集團王文淵：「台灣需製造業仰賴外銷加工，才能維繫經濟
發展，延續企業、員工工作權發展，希望ECFA能順利持續推動，須在現有92共識的基礎上擴大兩
岸良性的交流。遠東集團徐旭東：「沒有九二共識，兩岸將沒有一個基本基礎」等等。 

由此可見，被視為國民黨的利器、民進黨罩門的「九二共識」，而自阿扁總統以降日益熱絡，在
馬九英時代更加緊密的兩岸經貿關係，最後成為決定台灣政治的極關鍵因素。大財團們幾近「恐
嚇」的表態，以保障他們在兩岸經貿互動中的利益可以理解，而這樣的表態不只是一種對國內，
更是對中國政府的一種政治輸誠，影響了為數不少的「經濟選民」，擔心再次的政黨輪替在兩岸
關係上的影響，在主流媒體的宣傳下，形成某種恐懼的「台灣共識」。 

因此，有學者認為，雖然這是一場民主的選舉，而台灣社會的進步也在沒有抗爭下平和接受這樣
的選舉結果，但中國透過對台灣釋放的「經濟紅利」，巧妙的轉換成他在處理兩岸關係上的「政
治紅利」，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台灣國內的民主發展，是未來台灣社會必須要謹慎面對的問題。也
就是說，有別於過去江澤明、朱榕基式的武力動嚇，中國透過經貿關係對於台灣的軟性統治是否
已經形成，因此，如何在政治、經濟和社會價值上提出可動員其他「經濟選民」的論述，將是在
這個議題上處於競爭劣勢的民進黨必須突破的難關。 

結論： 

這次總統大選財團的競相表態，可以提供了一個讓國內政黨政治良性發展的機會，可以讓各政黨
更進一步確立支持他們的選民結構，並在未來政黨的政策決定上有更清晰的理念，無不是一個意
外的收獲。在選前，民進黨以「小猪」形塑了小蝦米對抗大鯨魚的政治認同，如何更進一步的確
立深化，並在經濟、社會政策議題上和國民黨有更大的區隔，將有助於國內政黨政治競爭的發展
。 

從社會倡議工作者的角度觀察，無論政府、財團如何強調兩岸經貿的重要性，國內政黨都必須面
對經已形成的崩世代現象，尤其是接下來面對全球景氣衝擊，台灣大部份的選民都必須面對就業
、失業、無薪假等的衝擊，且執政黨在選後必須回報財團的支持，在政策上會更加變本加厲的傾
向財團利益，可見的未來，貧富差距、工作貧窮的問題將持續惡化，而這些問題將會成為未來國
內政黨政治競爭的主戰場。 

但可見的未來，在這次選舉獲得甜頭的中國，將會在台灣每一個層級的選舉復製這樣的模式，而
這也將是台灣民主深化過程中的一個考驗，但相信民主的人或許應該樂觀，這何嘗不是一個確立
「台灣共識」的好機會。

作者孫友聯為台灣勞工陣線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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