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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年底五都選舉的時程愈近，民進黨內各派系選將在提名過程中的競爭程度，也因為加足馬力
爭取最後出線機會而進入短兵相接的階段。再加上立委補選的連勝氣勢，標示出有點北移跡象的
北藍南綠政治版圖，讓候選人間的競逐更為白熱化。在綠色執政縣市區彷彿一經提名便篤定當選
，候選人彼此針鋒相對、互不相讓；在非執政縣市區則是充滿無限的想像空間，候選人紛紛請纓
出征。連已經準備走進歷史的資深美麗島世代也不甘人後，紛紛走到台前發言明志，指點方向，
讓逐漸浮上民意浪頭、被評估具有重新執政實力的民進黨又再度被晾在一旁，直擊黨內世代不同
角頭據理相爭的場面。

  

      在老驥不甘伏櫪，新秀不願蟄伏的參與爆炸現象背後，值得民進黨人深入思索的，不應只
是一廂情願式的認定五都勝選是直取總統大位的最短捷徑，而是民進黨究竟如何在接下來五都選
舉以及2012總統大選中，以何種面貌，何種定位，何種方式，重獲人民信賴，重新取得執政權力
。  

      五都選舉的性質與定位固然不同於總統大選，若從2012年大選的角度來看，卻具有地方包
圍中央的震懾效應。因此，在客觀情勢的估算上，五都的面積總和雖不到台灣總面積的百分之四
十，人口卻占百分之六十以上。若是民進黨贏得三都選舉，加上宜蘭、雲林、嘉義及屏東縣，選
民總數將超過六成，一旦進入總統大選時，若出現中央與地方對抗的局面反而平添當選與否的不
確定性。這是藍綠雙方明明白白知道的政治算術。  

      再加上馬英九政府從執政以來，上至總統下至一般行政官員的脫序言行，影響所及不僅行
政效率不彰，政策的擬定與執行鬆散與反覆，乃至於被馬政府視為是解救失業與產業轉型危機仙
丹妙藥的ECFA（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所引起的急速傾中疑慮，更是
鬧得滿城風雨。既欠缺對於台灣產業究竟是加速毀滅還是互蒙其利的事實評估，更避談兩岸雙邊
會談的實質內容與進度的討論，反而讓政策的說明愈描愈黑，事理愈談愈模糊，顯示馬政府的極
速傾中政策尚未準備好接受民意的考驗。不管在政策宣傳或是實際執行層次，一旦馬政府任期內
的重要政績變成依賴中國發展的產經政策，而失去台灣產業發展的自主性時，藍綠雙方也就順理
成章的將之視為總統大選無法迴避的重要變數。  

      若從城鄉差距的角度來觀看五都未來的型制與特色則又是另一番景象。由於五都的改制過
程充滿著政治算計，因此隱藏在縣市合併背後的問題，從行政中心的選址、部門架構的分配、公
務人員去從、地方公職勢力布局等等問題，都直接牽涉到政治權力分配地理空間的政治過程。而
產業區位的設定、財政收入負擔、交通路網規劃以及居住消費的形態等等，更影響著未來五都選
民政治屬性的走向。尤其，出了台北縣市的三都，不僅在空間幅員遠勝於北台舊都，更是提供傳
統產業發展與全國健康、安全飲食生材的重要基地。因此，不管三都未來的發展型態是否依循生
產、生態、生活的指導原則，既讓民進黨有重新思索是否複製台北都會經驗的空間，也讓民進黨
有了打造南方新疆界，重塑綠色執政、品質保證的機會。這是民進黨進行五都會戰時，所不能不
掌握的利基。  

      由此看來，五都新制對於台灣未來的中央與地方關係，乃至於地方經濟的效應，的確直接
衝擊政治板塊的經營與選民的政治認同，因此，藍綠雙方在五都選舉的拼搏上，顯然都是步步為
營，仔細的在選舉路線與政黨的社會價值與聲望間求取民意支持的平衡。  

      為了扭轉馬英九執政能力欠佳，以及立委補選直線下墜的氣勢，馬金體制強力將黨機器調
整為選舉機器而大舉清理地方派系以及黨內異議聲浪，儘管引發黨內反彈與外界譏評，但是，在
威權體制的運作文化下，其選舉戰力不容小覷，也不能輕忽。面對選民支持民調低落、卻擁有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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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優勢的馬政府，民進黨是否以等待天上掉下來的禮物般心情，坐等對方犯錯而意外登上執政寶
座？還是從思想、信仰、力量等方向來踏穩腳步，全力打贏這一連串的會戰？頗值得再三深思。
 

      若以國民黨執政民調的低迷，便樂觀以為民進黨的未來發展進程，已經取得角逐大位的入
場券，顯然省略掉許多民調之外重要變數的討論，而停留在民心思變的機會主義論述之上。因此
，對於選舉路線的討論往往只見到民氣可用，而淪於鎖定討論特定候選人爭取大位的意願與條件
，完全忽略了民進黨從2008年敗選以來所遭遇的組織承載、人才甄補、政策綱領以及清廉信譽所
構成的執政能力的價值問題是否已經解決，並成為人民期待的目標。  

      民進黨從街頭運動起家，在威權體制擠壓、管制民主發展走向的狹小空間下，行事習慣以
戰養戰，邊談邊打。每一次選戰既是人員流動通道，也是培力練兵之道，進可更上層樓，退是地
方諸侯。面對此番參選炸的局面，儘管可以從黨內的民主機制來解釋人人得而參選的自由權利，
不過，細數黨內歷年選舉恩怨，候選人之間儘管存有基本的競爭架構，但是交鋒過程往往不見得
是「揖讓而升下而飲」的君子之爭，反而經常是殺到刀刀見骨。地方層次的競爭容或因勝王敗寇
而能消弭爭端，但是，派系合縱連橫的集體暴力形式的爭戰，則是血肉模糊、內外傷兼具的殲滅
戰，以至於進入正式選戰期間所需的整合代價往往難以癒合補救。2007年的排藍民調政策下導致
立委與總統大選的慘敗的骨牌效應殷鑑不遠，讓民進黨迄今仍處於擺盪浮沉的處境。  

      當時，低迷不振的局勢，讓天王天后與重量級人物紛紛遠走江湖，避談承擔與責任，此時
一看情勢一片大好，卻勤走江湖、當仁不讓，這到底是國士無雙的中興假相，還是卡位分贓的真
相？民進黨在贏得立委補選的4連勝之後，是否真的已經凝聚足夠的士氣與社會支持力道，來支
撐重新站上競逐2012年總統大位的重量？民進黨是否已經尋回被阿扁所毀壞的清廉價值，並進而
決定走向中間溫和的修正路線，重新獲得民眾信賴？在歷經兩年低迷的療養期間，民進黨是否已
然準備好啟動執政工程的路線與綱領？退思求生的民進黨是否已經具備甄選政經文化方面最優秀
的人才加入國政治理團隊能力，以修復馬政府遺留的鬆散政府機器?在民進黨的體質未變的情況之
下，再一次匆促的競逐總統大位，是否就足以矯正國民黨的傾中路線，擺脫中國附庸與依賴的地
位，帶領台灣走上更寬廣開闊、多元產業的國際化路線？  

      這一連串的問題，在五都選戰煙火中完全不見蹤影。從五都選舉望去，彷彿未來總統勝選
的大餅已經做大，此時不卡位現身，恐無分配一席之地，因此，相較於國民黨仔細的算計五都的
輸贏，鞏固3都勝選以清除2012年連任總統大選路障的策略，整個民進黨的氣勢看起來像是車速
失控橫衝直撞的亂集團，既乏「先五都、後總統」循序漸進的選戰布局，更欠缺對於民進黨體質
是否更符合台灣民眾期望的實質思考，競逐權位的原形畢露，充滿著參選人自我的利益計算。  

      高雄市兩強競爭升溫，表面張力已經頂到極限。蘇貞昌已先策馬入林，圈地台北市。新北
市與台南市都是老將新秀混戰一團，台中則是乏人問津，欠缺足以說服地方勢力之威望。黨中央
雖試圖圓滿的解決各方候選人的利益衝突，但是，過度的參選爆炸不僅讓民進黨的外在形象與觀
感落入自利計算的風評中，也對於黨內團結氣勢有所損傷。民進黨的現實處境彷彿處在鐵砧與鐵
鎚之間，不知是要支持鐵鎚盡量發揮敲打的力道，還是扮演鐵砧默默的承擔與接受的角色。如何
移動下一步，既是民進黨站在由剝而復的十字路口，最艱難的選擇，也是民進黨準備進入第二階
段生命週期的轉型關頭。  

      面對現階段黨內發言盈庭、熱鬧非凡的景象，民進黨喜的是黨內活力尚在、全民期待仍濃
；憂的是過去的鬥性未減，只見權位而不見政黨社會責任的心態仍是慣常的政治論調。透過選舉
方式、推出適當候選人、提供社會政策來爭取人民認同以獲得執政權力，固是政黨的正當功能，
但是，選舉方式本身所具有的工具角色往往凌駕政策的思考之上。這是目前民進黨在舉理選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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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理性與政策的目的理性的爭辯過程中所需正視的問題。因此，民進黨對於五都選舉到2012年
總統大選的思考就不能只停駐於選舉路線，而要深思如何在有限的時間內，按部就班，以「先五
都，後總統」的戰略佈局，拓展民進黨的社會基礎。  

      五都選舉的重要性不在於意識形態的分辨而在於治理能力的展現，因此，必須從政策廣度
與深度、社會發展趨勢的立場一致性來檢視民進黨的地方經營策略，才能穩當的進而求取總統之
路。隨著台灣歷經政黨輪替後的民主深化程度，選民所期待的政黨體質，已經從具有歷史使命的
先鋒政黨，逐漸轉換成具有社會責任的實踐政黨。在蔡英文領軍下的民進黨，經過幾番的區域選
舉下來，差異化的創新綱領、強有力的實踐是正是民進黨與國民黨區隔的重要策略。捨棄了政黨
體值得實質思考，民進黨只剩下選舉機器的形式。為選舉而選舉的政黨，如何能夠精準的規劃、
承擔與實踐台灣未來十年所需面對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等各方面排倒海而來的巨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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