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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 2020 年台湾政局演变趋势
及其对两岸关系的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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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18 年底“九合一”选举及结果，改变并翻转台湾的地方政治版图，开启了未来台

湾政局演变新趋势。2019 － 2020 年，“两党政治”依旧是台湾政党政治发展的基本格局，“白色力

量”难以成为与蓝、绿两大势力相抗衡的 “第三势力”; 卓荣泰就任民进党党主席后，蔡英文代

表民进党参选 2020 年的可能性大增; 国民党谷底翻身，气势上升，依然是牵制民进党的最大力

量; 柯文哲阵营自 2019 年初积极备战 2020 年，但是否参选尚在 “天人交战”，应是观察与等待

蓝、绿候选人确定后再做决定; 岛内政党恶斗和民粹主义依然是台湾政治发展之 “癌”。未来两年

台湾政局新变化对两岸关系的影响既有机遇，更有挑战。
关键词: 台湾政局; “2020 大选”; 两岸关系

2019 － 2020 年台湾政局发展态势，对于

海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中国完全统一进程将

有重要影响。2018 年底台湾 “九合一”选举

及其结果，开启了未来两年台湾政局新的演变

趋势，岛内政党政治形态与蓝、绿和 “白色”
力量的对比格局如何演变，不仅决定着台湾岛

内政治生态的发展动向与演变形态，而且直接

影响着台湾当局两岸政策的方向，影响着两岸

关系和平发展的进程。台湾政局变化及其对两

岸关系产生的影响，值得高度关注。
一、“九合一”选举结果对台湾政局的影

响分析

( 一) “九合一”选举对台湾政治版图的

变动具有指标性意义

2018 年台湾地区九项地方公职人员选举

的进程及其结果，是未来两年台湾政治力量对

比格局的预演，是各方现存力量的展示，并将

影响台湾政治格局的演变方向。因此，蓝、绿

阵营及柯文哲的所谓 “白色”力量，都有输

不起的压力。首先， “九合一”选举是 2020
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 “前哨战”，由此，

“没有 2018，就没有 2020”的说法，并不为

过。其次， “九合一”选举是 2016 年蔡英文

上台以来施政表现的 “期中考”，关系到民进

党是持续行进在 “蔡英文时代”，还是 “蔡英

文时代”可能由此走向没落? 因此，相当程

度上是蔡英文的 “政治前途保卫战”。再次，

“九合一”选举是国民党在 2016 年再次失去

政权后能否 “东山再起”的测试，也是国民

党主席吴敦义参选 2020 年的 “资格考”。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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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九合一”选举结果也是一直有志于更上

一层楼的台北市长柯文哲实力展示与发展前景

的“试验场”。
( 二) “九合一”选举结果冲击台湾政治

基本格局

“九合一”选举结果是各方势力实力的重

要展示与体现，也决定着各方势力未来的走

向，选举结果改变台湾政治基本格局。一是重

划台湾地方政治版图，改变了 2014 年选举结

果 ( 即国民党 6 席、民进党 13 席、无党籍 3
席) 所呈现的地方政权 “绿大蓝小”的基本

格局。蓝、绿之间的实力消长趋势出现了重大

变化，不 再 是 长 期 以 来 所 呈 现 的 “蓝 消 绿

长”，而是“国进民退”。“绿消蓝长”有可能

成为台湾政局未来几年发展的主要趋势。国民

党赢得“6 都”市长中 3 席和 16 个县市长中

12 席，取得压倒性胜利; 而民进党仅仅保住

台南市与桃园市“2 都”及 4 席县市长，台湾

地方 政 治 版 图 基 本 上 由 “绿 地”变 成 “蓝

天”，几乎就是 4 年前地方选举的翻转。可以

预期，2020 年台湾 “二合一”选举，蓝色力

量上升与绿色力量下降，将是必然的结果。二

是蔡英文在民进党党内与台湾社会中的领导权

威均受到严峻挑战。选举结果近乎是台湾媒体

所称的“雪崩式崩盘”，①惨败后的蔡英文与民

进党不仅面临国民党的有力挑战，而且面临内

部权力结构的重组压力。选举结果的惨败，完

全在蔡英文及民进党党政人士的意料之外，由

此，民进党党内围剿蔡英文的压力排山倒海，

党内非新系责难蔡英文，如 “正国会”游锡

堃与林佳龙等就认为是蔡英文力保高雄市、不

顾其它县市的做法，让台中市等其他执政县市

惨败。谢长廷系统子弟兵，如管碧玲则批评陈

菊治理高雄 10 多年将高雄市拱手让人，表面

上批评陈菊，实质上是施压蔡英文。新系更是

有人强力提出与蔡英文划清界限，该派系内部

的强硬派则要求推出自己的人选竞选 2020 年。
三是国民党与民进党为主导的两党政治格局的

未来走势，也面临一定程度的挑战。柯文哲与

韩国瑜等 “非典型”政治人物，在选举中的

表现亮丽，不仅冲击着蓝、绿政党的支持度高

低，产生大量中间的 “非蓝非绿”、 “不蓝不

绿”的群体，而且冲击国民党与民进党的两

党政治及其党内政治生态。
( 三) 民心思变是影响选举结果与台湾政

局演变的核心因素

“九合一”选举结果显示，自 2016 年 5
月蔡英文上台以来的两年半施政与改革，并没

有得到台湾多数民意的肯定与支持，蔡英文当

局已经失去了多数民心与民意。连一向支持蔡

英文与民进党的 《自由时报》也认为，蔡英

文“期中考不及格”，主要有两大指标: 一是

民进党在长期执政的高雄市败选; 二是民进党

在中台湾执政版图的 “溃堤”。这是蔡英文与

民进党当局两年多施政所累积的民怨及不满的

一次“总爆发”。影响选举结果的因素固然不

少，既有民进党所提名候选人的个人因素，个

别候选人 “大意失荆州”，以为稳赢，但等

“韩流”起来后应对失当; 也有民进党执政包

袱，党政协调不顺畅等因素，党部负责选务，

但行政部门配合度不高; 也有民进党中央党部

选举策略问题，强力主打在地方选举中作用并

不明显的 “主权牌” “统独牌”; 此外，民进

党与柯文哲 “白色力量”分家，影响青年人

支持民进党热情，如 “柯粉”对民进党的攻

击力就很大，民进党在舆论与网络上成为弱

势，年轻人转向支持韩国瑜和国民党。但无论

如何，蔡英文与民进党惨败的 “更大因素还

是在于蔡英文的领导风格及施政能力”②，“民

意的海啸，对蔡英文投下不信任票”③。因为

蔡英文与民进党当局的 “傲慢与滥权，已到

了人民难以忍耐的地步”，蔡英文 “对民意的

冷漠和无感”，则使她 “失去了作为领导人的

正当性。这次选举，正是对她的不信任投票”
“这次遭到的民意海啸，是被她自己的傲慢和

偏执所击败”④。台湾 《联合报》社论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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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英文似乎还想以 ‘民主守护者’自居，但

她执政两年多来的所作所为，已把民进党推向

‘民主’和‘人民’的对立面; 她守护的是她

自己的权力，而不是民主”⑤。但《自由时报》
社论认为: “改革相关步骤及配套不周，竞选

承诺实践不力，用人明显偏颇失当，与公众期

盼颇有落差。这一状况，既导致被改革者怨声

载道，不满者的愤怒情绪被强力动员; 也让基

本支持群众大失所望，投票意愿普遍低落，一

如四年前的蓝营基本盘”。“‘中央’完全执政

与若干地方长期执政，也出现权力的傲慢，疏

离庶民，以致民心思变。”⑥ “这次形成反民进

党氛围及力量，且集体透过选票表达愤懑。这

种情况，‘凡改革必得罪既得利益’只能做部

分解释。”⑦总之， “这次选举，台湾的政治氛

围转为讨厌蔡英文，她的低施政满意度已经对

民进党的地方选情产生负面效应。”⑧民进党的

惨败，也与蔡英文当局没有意愿与能力处理好

两岸关系有关，“究其关键，因为两岸关系紧

缩造成的民生冲击，从观光业到农渔业，经济

牌全面发威，民怨大反扑，成为蔡英文的一大

败因。”⑨

二、2019 － 2020 年台湾政局演变形态的

基本判断

( 一) “两党政治”仍是台湾政治发展中

基本的政党政治格局，“白色力量”等难以成

为与蓝、绿两大势力平起平坐的 “第三势力”
“九合一”选举结果显示，蓝、绿 “二元

化”的对立结构依然主导并决定着台湾政治

发展的方向。尽管国、民两大政党在县市长以

下层次与领域的影响力有一定程度的下降，得

票率与席次率均有所下降，反映了台湾民众对

国民党与民进党两大政党不同程度的不满。但

以国民党为代表的 “蓝色力量”与以民进党

为主的“绿色力量”及蓝、绿之间的 “二元

化”对立结构，依然是台湾政治格局中的基

本形态，在未来两年应该难以发生根本性改

变。这是由台湾政党政治形成中的各种社会条

件与环境所制约与规范，也与国、民两党长期

对于台湾社会民众的经营有关。
“白色力量”等“第三势力”的发展空间

有限。尽管越来越多的中间选民不满蓝、绿的

严重对立及其表现，期待如 “白色力量”等

“第三势力”能够崛起，给台湾社会与民众以

新的希望与选择，但 “白色力量”依然 “叫

好难叫座”，“时代力量”与亲民党则更难以

成为台湾政坛真正的 “第三势力”。当然，值

得探讨的是，2014 年柯文哲当选台北市长、
得票率超过 57%、总票数达到 85 万，所谓

“白色力量”崛起，选民越来越倾向于不支持

蓝、绿特定的政党，这是否说明蓝、绿阵营在

选举中的基本盘已经崩解? 包括 2018 年 “九

合一”选举中民调显示，政党支持度民进党

只有 23% ( 2016 年蔡英文当选时是 30% ) ;

国民党也只有 21%， “时代力量”8%，亲民

党 2%，各党的政党支持度加起来只有 4 成

多，而“中间”“游离” “非蓝” “非绿”的

支持度反而成为多数。这似乎预示着台湾的政

党政治走向瓦解? 应该说，“九合一”选举结

果对此给予了否定。固然，蓝、绿不再能在民

调与选举中获得中间与 “非蓝非绿”选民的

肯定与支持，蓝、绿的基本盘也不如以前那样

坚固甚至出现萎缩的现象，有学者甚至因此认

定蓝、绿的基本盘开始萎缩，但选举结果却显

示，22 个县市首长席次中，除了柯文哲勉强

守住台北市长外，其它 21 个县市长席次，不

是国民党籍候选人当选，就是民进党籍人士占

有。不仅如此，而且在 22 个县市的民意代表

的席次，也是国民党籍与民进党籍占有多数。
其深层原因在于，在台湾地区现有的 “立委”
选举制 度——— “单 一 选 区 两 票 制”规 范 下，

台湾政党格局难以出现 “多党政治”现象，

国民党与民进党以外的 “第三势力”并没有

足够的拓展空间。
更何况，柯文哲的 “白色力量”，其实并

非真正意义的 “第三势力”，本质上是 “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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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既 非 “白 色”， 也 非 “无 色”， 而 是

“杂色”，围绕在柯文哲与目前台北市政府的

主要人马，大都是在国民党与民进党内都难以

取得实际政治利益，而是希望通过投靠柯文哲

来谋取一定政治利益的群体。因此，“白色力

量”主要是利益的结合而非理念的组合，并

不是“理念共同体”。因此，柯文哲的 “白色

力量”难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 “第三势力”。
柯文哲作为台湾政治中的 “异数”，确实是国

民党与民进党之外的非蓝非绿、中间选民的支

持与情感投射的对象，但应该难以成为台湾政

治中第三大政治势力的头领。
( 二) 民进党执政地位虽然因 “九合一”

选举惨败而受到重创，但仍是未来两年台湾政

局的主导力量

“九合一”选举惨败，对蔡英文与民进党

的打击是沉重的。因为选举惨败，台湾县市地

方政权大多数由国民党把控，民进党执政基础

被大大削弱，民进党地方实力开始走下坡路，

主导台湾地方政治的能力也有所下降，甚至可

能力不从心。由此，民进党内部斗争加剧。林

佳龙连任失利后 “正国会”系统衰弱，新系

一派独大，党内非新系与新系之间矛盾加剧。
蔡英 文 与 “独 派”矛 盾 围 绕 权 力 分 配 与

“2020 年参选权”而趋向尖锐化，“逼宫 ( 蔡

英文) ”是“独派”的必选题。蔡英文在党内

的领导地位与权威受到其从政以来从未面临的

严峻挑战，不仅党主席不保，代表民进党参选

所面临的障碍与挑战增大增多。蔡英文面临的

危机甚至远超 2008 年民进党失去政权后蔡接

任党主席时所面临的困难。当然，通过蔡英文

所掌握的政权机器与资源，通过党内派系间的

妥协与权力再分配，最终以卓荣泰掌握党机

器、苏贞昌再任 “行政院长”为标志，昭示

着蔡英文依然是民进党各方 “共主”。民进党

依然是未来两年台湾地区执政党，通过掌握

“中央”政权机器，依然是台湾地区 “立法”
机构中最大的政党。因此，民进党基本主控未

来两年台湾政局发展路线。
( 三) 蔡英文代表民进党参选 2020 年的

可能性大幅增加

回顾历史，自实施所谓台湾地区领导人

“民选”以来，历任领导人均成功连任，无论

陈水扁还是马英九，都有 8 年任期，这也使得

蔡英文有了寻求连任的压力。当然，蔡英文个

人寻求连任台湾地区领导人的意志与企图也相

当坚定。目前，蔡英文已经度过 “九合一”
败选后的“危机期”，在民进党内部的权力与

地位也已基本恢复巩固，不仅其推出的 “代

理人”卓荣泰为各派系所共同认可，最终当

选民进党主席，帮助其掌握民进党党机器; 而

且让苏贞昌再任台湾地区行政管理机构负责人

以稳定政局。尽管蔡英文确实已经到了 “无

人可用”的地步，但这一布局也得到民进党

内部各方势力的基本认同，党内权力分配暂时

获得平衡。此外，民进党内部各方派系达成基

本共识，即蔡英文仍然是民进党 2020 年保住

执政权的最大资本，如果蔡不能连任成功、保

住政权，那么民进党推荐谁当候选人都不能保

证成功。民进党大佬林浊水认为，蔡英文参加

2020 年竞选，不仅无法连任成功，而且会拖

累民进党籍 “立委”选举，但这一观点在民

进党内部根本没有多大市场。民进党内多数派

系人物的想法是，在民进党执政不利的大环境

下如果蔡英文不能连任，换谁都一样。
( 四) 国民党在民进党大肆打压下稳住阵

脚，谷底翻身，气势上升，依旧是牵制民进党

的最大力量

自 2016 年再度失去执政权后，国民党一

直面临民进党的疯狂打压，士气低落，人心涣

散。2018 年“九合一”胜选，无疑有助于国

民党提振士气，不仅是牵制蔡英文与民进党执

政的重要力量，而且对 2020 年东山再起也是

信心满满。但也正是因为有望在 2020 年夺回

政权，而诱发党内各种问题的产生。如胜选后

的国民党同样存在纠缠着 “改革”与 “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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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替”的议题之争。党主席吴敦义操盘有功，

若干县市的选战确实是因为吴敦义的强力主导

而胜选。如在新竹县，国民党提名副县长杨文

科，是因为时任县长邱镜淳、议长张镇荣、副

议长陈见贤等都支持。而上述人员以前虽力挺

林为洲 打 败 民 进 党 礼 让 并 支 持 的 郑 永 金 及

“民国党”提名的邱靖雅而当选 “立委”，但

因为邱镜淳等不支持林，改挺杨。与新竹县有

渊源的 竹 科 联 华 电 子 荣 誉 董 事 长 宣 明 智 等

“金脉”公开支持杨，而在宣明智背后的是跨

党、跨意识形态等科技厂商力量。加上杨是地

方公务员，长期在县政府服务，不擅长造势，

但做事情实在。基于此，吴敦义决意提名杨且

最终当选。嘉义市与台东县等也是吴敦义一手

主导提名并赢得席次。因此，通过胜选，国民

党既避免了进一步分裂，其支持基础又有所恢

复与巩固，吴敦义不仅保住了党主席位置，也

巩固了其在党内地位，但低迷的民调却是吴敦

义获得国民党提名参选 2020 年 “大选”的最

大障碍。吴敦义独特的领导风格，不仅造成

“无主席”之讥，“四个太阳说”也是吴敦义、
马英九、朱立伦和王金平等彼此间心结与矛盾

的写照。虽然 “韩国瑜现象”不会形成对吴

敦义的领导权威的挑战，但因为国民党有望再

度执政而出现表态参选 2020 年者踊跃的现象，

则使国民党面临初选纷争内部矛盾的加剧与候

选人产生时程的拖延，不利于严阵以待迎接

2020 年。胜选有望也可能让国民党延误改革

契机，连国民党自身都意识到 “九合一”胜

选并非是国民党的整体表现是多么杰出，而是

民进党 “太烂”，从而整个国民党的改革和

“世代交替”也可能因此却步。这样，如国民

党新北市长侯友宜都成为党内 “非典型”政

治人物。侯出身基层草根，没有辞令与身段，

“有直觉的铁汉形象和亲民作风，这些都是国

民党缺乏的元素。”⑩特别是国民党将进一步趋

向“本土化”，地方党部主委直选以及拿下多

数县市执政权之后，地方势力坐大，国民党中

央号令地方困难，“暗杠”危机频繁，矛盾突

出等，使得国民党的“内忧”大于“外患”。
( 五) 政党间的对立恶斗和民粹主义依然

是台湾政治发展之“癌”
随着 2020 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临近，

围绕 “立委”选举布局展开，蓝绿阵营及柯

文哲之间的政党对立与恶斗势必加剧与严重，

这是由台湾地区政治文化的劣质化、政党竞争

恶质化所决定的，也是台湾地区民主制度巩固

与发展中的主要障碍。所谓 “政治文化的劣

质化”与“政党竞争恶质化”是指只有斗争，

没有合作，由此彰显了台湾民主深化还十分有

限，因为 “成 熟 的 政 党 政 治 是 既 竞 争 又 合

作”。瑏瑡而“台湾的政治与社会氛围，似乎正在

让民粹主义向 ‘纳粹主义’靠拢，让台湾的

民主 制 度 逐 渐 走 向 偏 锋，极 可 能 让 当 年 的

‘纳粹主义’，再度在台湾复活。”瑏瑢面对台湾政

坛各种荒腔走板的乱象时，蔡英文说是 “系

统性失灵”。其实，“这系统性的集体失灵中，

最严重的则莫过于民主失灵”， “民主失灵造

成台湾极大的困境，包括两岸的困境、经济的

困境、政治的困境，以及阶级对立、职别对

立、世代对立内耗的困境。”瑏瑣当然，根子还是

在于“自命 ‘民主进步’之政党，在野时一

再无情地批判国民党，藉以取得执政后，却是

赤裸 裸 一 再 以 背 离 民 主 基 石，分 食 政 治 利

益。”瑏瑤

( 六) 柯文哲阵营积极备战 2020 年，但

是否参选尚在“天人交战”
2019 年初起，柯文哲阵营已经开始积极

备战 2020 年 “大选”。因为台湾政局发展态

势对柯有利，主要理由包括: 一是除了参选可

能性较小的韩国瑜之外，柯文哲民调支持度最

高。无论是台北市政府委托做民调还是相关媒

体自行做民调，除了参选可能性较小的韩国瑜

之外，都是柯的支持度遥遥领先，部分民调则

显示柯支持度甚至要高于蓝、绿两方候选人总

和。这表明，选民果然是 “讨厌民进党”，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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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没有因此“喜欢国民党”。选民厌倦蓝绿恶

斗、希望 “第三势力”出头的想像空间比较

大。这是柯参选最大的优势所在。而柯文哲个

人的政治企图心旺盛，更是其参选的最大资

本。二是蓝、绿候选人都可能难以最强者出

线，这对柯文哲而言是最佳机会。蔡英文极可

能代表民进党参选，但其支持率并不高，未来

也难以提升，根子在其施政与政策不得人心。
选后蔡英文让苏贞昌主掌行政管理机构，基本

策略是采取“保守疗法”，人事与政策都力求

稳定，难以大开大合。而国民党候选人的产

生，不仅时程长，而且内部矛盾大，很难整合

出最强者，且民调最高的韩国瑜刚就任高雄市

长，参选 2020 年的可能性较小。三是柯文哲

多数幕僚认为柯争取大位的机会只有 2020 年，

而非 2024 年。因为 2024 年太遥远，到时候变

数太大。无论是国民党的韩国瑜还是民进党的

郑文灿，到了 2024 年都可能是强有力竞争者，

柯文哲的优势即使维系到那个时候，也未必一

定占优。此外，宋楚瑜与亲民党在力推柯文哲

参选。四是不少媒体在营造气氛，强力推动柯

文哲参选。当然，制约柯文哲决心参选的因素

是，台北市长连任险胜让其惊魂难定、阴影难

除。选举结果最符合蔡英文与民进党预期，既

提名姚文智，对党内主战派与 “柯黑”有一

个交 代，又 没 有 让 柯 落 选，没 有 让 柯 顺 着

“陈水扁模式”，即落选台北市长而参选台湾

地区领导人来搅动 2020 年选局，也不让 “柯

粉”因 此 对 蔡 英 文 与 民 进 党 怨 愤，保 留 了

“绿白合”的空间。正如台湾学者所言: “民

进党虽然提了自己的候选人，选战过程中却未

明显动员及以文宣展开积极辅选，被提名的姚

文智因此打得相当辛苦。”瑏瑥民进党秘书长甚至

在对外发言中，明确表示民进党在台北市的选

战表现并不纳入辅选成败的检讨。柯的险胜，

让其连任显得不仅不漂亮，甚至非常难看，事

实上又警示柯，如果参选 2020 年需掂量掂量，

没有政党支持，选个台北市长都这么困难，何

况“大选”! 尤其台北市“立委”补选中柯文

哲推荐人马的失败，也让柯因没有政党组织与

奥援而无可奈何。新年之后，柯文哲为布局参

选动作频频，包括拉高支持度，提高网络、平

面媒体与电子媒体甚至自媒体上的曝光度; 同

时，对于社会热点频繁表态，以此抢占新闻焦

点; 在全台性议题、两岸议题与国际议题上多

发声，发对声，以此跳脱其所局限的台北市长

身份束缚，占据更高战略高度。2019 年 3 月

柯文哲访美，不仅在于谋求提高 个 人 站 位，

“出口转内销”，而且也在于看风向，争取美

国对其参选的支持。所有这些动向，都是意在

取得“进可选”“退则守”的战略主动，其目

的在于既保留参选可能，又没有关闭 “白绿

合”之门。
三、未来台湾政治格局新变化对两岸关系

的影响

未来两年，台湾政治格局新变化对两岸关

系的发展而言，既有机遇，更有挑战。
( 一) 台湾政局新变化中值得注意的倾向

一是政党政治面临挑战，非传统政治人物

崛起。尽管蓝绿阵营依然主导着台湾政治资源

的分配，但无党无色政治势力的发展却是台湾

政坛不能忽视的一个重要现象，特别是 “柯

文哲现象”与 “韩国瑜现象”值得关注。台

湾学者张登及认为，此中含有 “全球民粹政

治的台湾版”的意涵，从 2014 年柯文哲当选

台北市长到 2018 年韩国瑜赢得高雄市长选举，

其实与菲律宾杜特尔特、美国特朗普等人的声

势都有“类似之处”，即 “经济全球化与经济

危机下，执政者处理社会重新分配问题的挫

败，引起大量民众对主流政党的厌倦与不满，

转而支持‘非典型’风格的政治人物”瑏瑦，而

“近年来台湾出现所谓 ‘白色力量’ ‘无色觉

醒’，虽不无外力斧凿迹象，但也证实台湾不

分世代，民众对两大政党传统政治模式的厌

倦。这一 风 潮 看 来 将 不 会 因 为 ‘柯 P’或

‘韩总’的胜利而停止。由于北高两位 ‘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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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政治人物的并起，已经造成台湾朝野党

内权力结构与精英征补制度的重整和洗牌。朝

野党派正为 2020 年春天的 ‘总统’选举备

战。柯、韩现象造成的政党内部权力重组，绝

对是影响备战方向的首要因素。”瑏瑧

二是中间势力增长明显，非蓝非绿更受台

湾民众欢迎。在蓝、绿基本盘均有所萎缩、中

间选民和年轻人越来越不满蓝、绿对立的情况

下，特别是自柯文哲当选台北市长、“白色力

量”崛起，选民越来越倾向于不支持特定政

党，“中间”“游离”“非蓝”“非绿”成为多

数。新世代选民尤其没有特定支持的政党，30
岁以下青年人在台北市有 30 万，约占投票人

数 14%，其中 14 万是 “首投族”。因此，连

任后柯文哲的动向则将是搅动蓝、绿与 “第

三势力”板块演变的一大变数。
三是两岸关系因素在选举中的正面作用不

断显现。大陆的惠台政策举措，给国民党胜选

营造了良好的两岸关系环境。当台湾民众对过

去“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无感”时，对于现今

“两岸关系不佳却是有感”，这造就了国民党

候选人“民生牌”“经济牌”的发酵，民进党

“主权牌”“统独牌”的失灵。
( 二) 台湾政治格局新变化对两岸关系和

平发展的积极影响

一是国民党在 2018 年 “九合一”选举中

大胜，可坚定吴敦义领导的国民党坚持 “九

二共识”、反对“台独”的政治立场，有助于

未来国民党进一步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

动国共政党合作平台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中发

挥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是国民党势力的回升预示着 “反独”

力量得到强化。如果国民党在选举中欲振乏

力，将使台湾岛内制约 “台独”力量不能得

到实质性加强。若此，不仅 “激进台独”与

“渐进台独”进一步合流，互为呼应，清算国

民党力道更强，而且民进党与 “台独”分子

分裂国家的气焰可能更加嚣张、动作更大，步

伐加快，进而威胁到台海地区和平稳定。蓝、
绿实力对比的 “蓝升绿降”，有利于反对与遏

制“台独”分裂活动，对迄今没有认同 “九

二共识”、且不断推动 “去中国化”的民进党

的施政可以形成一定的牵制。
三是蔡英文与民进党经历选举挫败，给民

进党当局施政造成更大困难，其推动 “台独”
的能力下降。虽然民进党不会因选举挫败而在

“台独”道路上改弦易张，但失去多数地方政

权，致使其推动与实践 “台独”的能力下降，

空间缩小。无论是 “白色力量”还是 “无色

力量”的上升、“两岸一家亲”的提法与主张

等，对民进党的两岸政策与 “台独”路线，

都是一个有力牵制。
( 三) 台湾政治格局新变化对两岸关系和

平发展的可能挑战

一是蔡英文当局可能更加拥抱 “台独”
基本教义派，拒不调整两岸政策，甚至坚持既

有的 “台 独”立 场，从 而 两 岸 关 系 可 能 在

“九合一”选举后至 2020 年 “大选”期间再

度出现更多和更大的风险与挑战。蔡英文当局

本应吸取败选教训，积极调整两岸政策，但蔡

英文在请辞民进党主席发言中强调: “过去 3
年‘国家’走在正确方向上，‘国民’设下更

严格的标准，民进党虚心接受”， “对的事情

还是要继续做”瑏瑨，民进党需要 “拼经济、守

民主、顾 ‘主权’”瑏瑩。这样的发言与定调预

示，蔡英文当局将拒不调整其既有的 “联美

抗陆”的两岸政治路线。
二是蔡英文当局可能进一步挑衅两岸关

系，推动两岸走向对立与对抗。蔡英文当局不

从自身政策与行为不当寻找败选原因，不认为

是民进党自身的两岸政策存在问题，反而认定

民进党败选是因为 “大陆干预台湾选举”，归

咎于大陆因素，声称是 “中共因素大肆介入

台湾地方选举”，妄言是 “中共紧缩两岸交

流，产 生 了 不 利 于 民 进 党 竞 选 的 大 环 境”。
“九合一”选后，民进党当局采取了进一步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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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两岸交流、管控两岸人员往来的错误做法。
三是岛内 “激进台独”势力的冒险分裂

活动可能更加猖獗。特别是 “公投法”门槛

下修，导 致 “公 投”通 过 率 大 幅 提 高，与

2019 “九合一”选举绑定的 10 项 “公投”就

通过了 7 项。此外，“公投”绑选举事实上有

拉抬选举投票率的实际作用。在上述状况下，

未来“激进台独”通过操弄具有 “台独”性

质的 “公投”进行分裂国家的冒险活动，更

是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巨大挑衅与威胁。
四是不排除美国特朗普政府出手进一步支

持民进党继续掌握台湾政权。蔡英文当局执政

以来，一 直 竭 力 配 合 美 方 各 项 战 略，因 此

“对美国而言，无论是阻挡中国进一步崛起，

解决中美贸易逆差，还是在南海冲突中压制中

国，‘台湾’都是一枚好棋。瑐瑠特朗普政府有可

能食髓知味，继续对蔡英文加以扶持，但是

“‘台湾牌’真的这么有效，真的能成为有力

支点，撬动大陆现有的地位吗? 不能令人无

疑”。特朗普 “上台以来所打的 ‘台湾牌’，

事实上都没有起到作用，反导致大陆抗议，影

响中美关系，也让台湾遭到大陆的全面打压，

损失惨重。”瑐瑡台湾当局迎合特朗普的印太战

略，继续挟洋自重，只会损害海峡两岸的共同

利益，最终为台湾人民所唾弃。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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