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焦點評論

發佈：2009-05-15, 週五 23:04
點擊數：4963

羅文嘉創辦「二次黨外」雜誌，認為民進黨應該走中間偏左的路線，並避免向財團傾斜。羅文嘉
討論的是路線，而不是過去八年那種扣帽子式的互相攻詰，這是可喜的。我們也在此提出一些淺
見，給願意關注民進黨該怎麼走的朋友參考。

      首先必須聲明的是，民進黨執政八年，能和財團站在一起的人並不多。財團如和信辜家、
元大馬家、富邦蔡家等等，除了對扁家及其周邊親近人士刻意奉承之外，對其他百分之九十九點
九的民進黨政治人物是不屑也不必結交的。  

   
      既然執政時不曾有機會傾斜，在野後就更沒有傾斜的機會。講白一點，現在的民進黨就算
想向財團傾斜，人家也只會嫌你臭。不然民進黨現在也不會負債累累，蔡英文也不必每天想著募
款。既然如此，把民進黨當成和財團掛勾很深似的呼籲民進黨「避免向財團傾斜」，對民進黨既
不公平，也是沒有意義的。  

   
      「中間偏左」本來就是民進黨的立場。民進黨早期的支持結構是以自營作業者和藍領工人
為主，晚期則吸引了農業縣份的人口。這些都是傳統左派的目標階級。但台灣階級結構的發展趨
勢是非技術勞動人口和農業勞動人口越來越少，專業經理人、技術勞工和白領勞工越來越多。目
前服務業人口佔總勞動人口已達57%，工業人口佔36%，農業人口則不到8%。在服務業和工業人
口中，增長最快速的是金融、貿易、保險業、晶電、光電、資訊等產業，而這些人口正都匯聚在
都會區中。從1992年到2007年之間，專家／技術勞工的比例從8.7%上升到17.12%，專業經理人
從2.36%上升到8.52%。這個趨勢也反映在區域人口的變遷。臺北縣和桃園縣在這15年間增加了1
30萬的人口，但在雲林、嘉義、台南、高雄、屏東這五個農業縣，人口只增加了13萬。  

   
      民進黨在都會區的大敗，表示民進黨無法取得都會區專業經理人、技術勞工和白領勞工的
信任。原因不是民進黨不夠「左」，而是民進黨的「左」和他們的需求差距太大。以兩岸經貿來
說，房地產業的受僱者雖然不是資本家，但他們當然希望陸資來台買樓；觀光業、運輸業和餐飲
業的從業人員希望每天都接到大批陸客；資訊產業的員工更不用說，因為兩岸資訊業的分工早就
是他們工作環節的一部份。  

   
      雖然羅文嘉斷言「統獨不再是意識形態，它已變成階級問題---要統要獨不是根據廣大中下
階層的意願，而是根據少數財團的利益來決定的」，但如果佔多數的勞動者都認為自己和財團的
利益一致，那麼這又算是什麼階級問題呢？「中間偏左」的民進黨應該和他們對立還是站在一起
呢？  

   
      兩岸經貿之外，許多問題也不是用左右可以掌握的。

      蘇花高該建嗎？從左的立場出發，民進黨應該要大力贊成。因為對於在花蓮討生活的中下
階層來說，便捷的交通就代表每個月可以多一點收入，只有那些享受軍公教待遇或生活無虞的人
，才能侈談「保留台灣的後山」。但民進黨至今不能做出選擇。
 
      台灣該縮減國防預算嗎？從左的立場出發，民進黨也應該大力贊成，因為花錢買飛彈給美
國人賺，當然不如花錢做社福。但民進黨真能得出這樣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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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能電廠該建嗎？左派理論沒有給民進黨答案。但這個問題連環境主義者內部都有分歧。
一派說為了減少碳化物，核電廠是不得不然的選擇；一派則堅持要用太陽能和風力取代。不管民
進黨要選擇哪一派，顯然和左右無關。
 
      台灣的地方制度應該要去直轄市化，還是搞「三都十五縣」？左派的答案也是空白。馬克
思的《資本論》沒教，列寧的《怎麼辦》也沒寫。
  

      當傳統的統獨議題失去吸引力時，「左」似乎是一個能提供全面解答的方案，但與其相信
某一套政治理論可以像數學一樣對各種社會問題提供解答，不如承認問題的複雜性和多樣性，「
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畢竟，台灣當前的處境早就不再是一句「打倒國民黨」可以解決
的，同樣也不是一句左或右就可以有答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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