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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1 年 10 月 , 民进党在“五全” 大会上通过了

“台独党纲” ,从而贴上“台独”标签 , 沦为不折不扣的

“台独党” ,其“台独”活动表面上达到高潮。但是 , 物

极必反。“台独”不仅遭到大陆政府和人民的坚决反

对 ,而且逐渐被岛内民众所唾弃。在经历了多次选

举失败的教训之后 , 民进党内一部分人开始意识到

“台独”是“票房毒药” , 它严重制约着

民进党的发展 , 并且成为民进党走向

执政之路的绊脚石。于是 , 自 1992 年

以来 , 他们开始降低“台独”诉求 , 淡化

“台独” 主张 , 试图将民进党的路线导

向冲淡“台独”的色彩。

　一 、民进党“台独”升级及其原因　

从 1983 年党外势力提出“住民自

决”开始 , 到 1991 年民进党通过“台

独”党纲 ,“台独”论述有个不断升级的

过程。了解这一升级过程及其原因 ,

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民进党后来

的转型。

1.“住民自决论” 。 1983 年 11 月 ,

民进党的前身“ 党外中央后援会” , 提

出“台湾前途 ,应由台湾全体住民共同

决定”的共同政见 , 这就是所谓的“住

民自决论” 。这一谬论尽管有向“一个

中国”挑战的意味 , 但此时尚还不敢公

然提出“独立” 、“建国” 、“自决” 、“公民

投票”等口号。

2.“台独言论自由” 。 1987 年 11

月 ,民进党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首

度发表声明强调。“人民有主张台湾

独立的自由” 。这是民进党第一次明

确提出“台独” , 政治主张明显升级 , 不

过仍然没有涉及民进党自身是否主张

“台独” 。

3.“台独前提论” 。 1988 年 4 月 17 日 , 民进党

“二全”一次临时会议通过决议文 ,明确宣示“台湾国

际主权独立 ,不属于以北京为首都之中华人民共和

国;任何台湾国际地位之变更 , 必经台湾全体住民自

决同意” 。同时还提出 ,“如果国共片面和谈 ,如果国

民党出卖台湾人民之利益 ,如果中共统一台湾 ,如果

国民党不实施真正的民主宪政 , 则本党主张应该独

立” 。这个所谓的“台独前提论” , 第一次明确提出了

民进党的有条件“台独”主张。

4.“事实主权论” 。 1990 年10 月7 日 , 民进党进

行第四届二次“全代会” ,在决议中提出“我国事实主

权不及于中国大陆及外蒙古 ,我国未来宪政体制及

内政 、外交政策 , 应该建立在事实领土

范围上” 。这个所谓“事实主权论” , 从

“反对中华民国领土范围”的立场 , 将

台湾视为拥有“主权”的独立国家 , 与

中国割裂开来。

5.“公投台独党纲” 。 1991 年 10

月 13 日 , 民进党举行第五届第一次

“全国代表大会” , 修正并通过了党纲 ,

明确提出“建立主权独立自主的台湾

共和国及制定新宪法” , 全面地阐述了

民进党的“台独”立场。“公投台独党

纲”使民进党的“台独”论述 , 从不预设

结论的“住民自决论” ,转向预设“台湾

共和国”的“台湾民族主义” 。

民进党由最初的主张“ 住民自决

论” 、“台独前提论” , 发展到将“公投台

独”写进党纲 , 其“ 台独” 诉求逐步升

级 ,并发展至顶点。 这与当时国际上

的大环境和岛内的小气候是分不开

的:

从国际因素来看 ,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是世界格局发生剧烈变动的时

代。(1)东欧剧变 、苏联解体 , 使国际

共产主义运动遭到重大挫折 , 东西冷

战和美苏两极体制终结。(2)冷战后 ,

由于民族主义重新燃起 , 国际上分离

主义逐步抬头。(3)一些西方国家试

图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 , 并且在 1989

年中国大陆发生政治风波后 , 又对中

国进行经济封锁 ,进一步掀起反华浪潮;在台湾问题

上 ,则别有用心地抛出“台湾地位未定论” 。民进党

人觉得这样的国际大环境对自己特别有利 , 于是乘

机提升台独诉求。

从岛内形势看 , 首先是民进党在成立后的最初

几年 ,其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 、要求民主的政治主

张 ,符合当时岛内民意 , 得到本省籍民众的拥护 ,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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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使民进党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其次 , 国民党当局在

国际上推行“务实外交” ,搞“两个中国” 、“一中一台”

活动 ,助长民了进党的分裂意识;最后 , 民进党自身

内部“台独” 势力不断增长。 这一方面是由于在

1988年以后 , 海外公开的“台独”组织加紧向岛内渗

透 ,壮大了“台独”力量(如在美国的最大“台独”组织

———“台独联盟”迁回台湾 , 并集体加入了民进党),

另一方面 ,由于民进党内泛美丽岛系的式微 、新潮流

和中间派系的崛起 、“台独联盟”的返台 , 民进党最高

权力机关“中常会”权力结构逐渐发生质变 , 激进“台

独”势力逐渐居于主导地位 , 从而造成民进党内“台

独”路线的激进化。

总之 ,由于岛内外多种因素的影响 , 民进党逐步

提升“台独”诉求 ,最后终将“台独”写进党纲 ,成为名

副其实的“台独党” 。

　二 、民进党“台独”转型的内容与特点　

“台独党纲”通过后 , 民进党成为“台独”势力的

大本营 。它以“建国制宪”为目标 , 不断从事反抗国

民党统治 、争取“台湾独立” 的斗争 。然而 , “台独党

纲”通过后 , 民进党在从事“台独” 运动的时候 , 又不

得不降低“台独”诉求 ,策略性地调整其“台独”路线。

民进党之所以如此 ,主要是迫于岛内外的客观形势;

另外 , 党内为了早日执政而不断反思和调整其政治

路线也是重要因素。

(一)祖国大陆的压力始终是遏制“台独”的最有

力因素 ,也是迫使民进党“台独”转型的最根本原因。

大陆坚持捍卫祖国统一 、反对台湾独立的主张得到

绝大多数国家的支持;大陆坚持保留对台用武压力 ,

成为“台独”势力难以摆脱的“紧箍咒” ;改革开放以

来 ,大陆在各方面得到迅速发展 , 综合实力不断增

强 ,加上“一国两制”在香港的成功实践 , 增进了台湾

同胞对祖国大陆的向心力。

(二)岛内“台独” 的生存空间愈来愈小 , 这是导

致民进党“台独” 转型的直接原因。(1)80 年代以

来 ,国民党推行“革新保台” , 加快本土化进程 , 渐渐

演变成为台湾国民党 , 并且所推行的政策与民进党

的“台独”主张在本质上没有多大区别 , 使民进党原

来“打倒外来政权 , 建立台湾共和国”的“台独”诉求

已失去“正当性” ;(2)“求安全” 、“求稳定”是岛内民

意主流 , 他们主张“维持现状” , 缓和与改善两岸关

系 ,“台独”主张无疑与岛内“求安” 、“求稳”的民意主

流背道而驰 ,因而失去广大民众的支持;(3)自 1991

年“台独”党纲出笼后 ,民进党可谓逢选必败 ,除非民

进党候选人在选举中有意淡化“台独”诉求。这样 ,

经过多次选举失败的教训 , 民进党内一部分人也开

始认识到 ,“台独”是其发展的严重障碍 , 要想早日执

政 ,必须淡化“台独” 。

(三)国际大环境不利于“台独”的生存 , 这是民

进党“台独”转型的重要外在因素。国际社会普遍接

受“一个中国”的原则 ,对“台独”持反对态度 ,民进党

被视为“麻烦制造者” , 其“台独”主张在国际上的市

场越来越小。 1998 年 6 月 , 美国总统克林顿公开宣

布对台“三不”政策(不支持“两个中国”或“ 一中一

台” 、不支持“台湾独立” 、不支持台湾加入任何主权

国家才能加入的国际组织), 并同中国建立“战略合

作伙伴关系” ;不久 ,俄国政府更表示对台“四不” , 即

在“三不”的基础上加上“不对台军售” ;江泽民主席

访日时 ,日本政府也重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 反对

“台独” 。面对国际大环境 , 民进党不得不对其“台

独”主张进行弹性处理 , 以呼应国际由尤其是美国的

要求。

因此 , 自 1992 年起 , 民进党就逐步调整“台独”

路线。综观这八年来民进党的转型实践 , 我们可以

发现它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台独”目标由反对“中华民国” 、建立“台湾共

和国”改为承认“中华民国”体制 , 认为“中华民国在

台湾”已经是一个主权国家。

民进党早在党外时期 , 就反对国民党的专制统

治。1991 年民进党通过“台独党纲” , 提出“ 建立台

湾共和国”和“制定新宪法” , 更是以推翻国民党的统

治为前提。然而 ,“建国制宪”的目标对民进党而言 ,

毕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 于是 1996 年 , 再度当选党

主席的许信良推动政党合作 , 与国民党在`国发会'

上达成了包括废省”在内的多项共识 , 后来又与国民

党联手“修宪” 。今年 5 月 9 日 , 民进党“全代会”通

过《台湾前途决议文》 ,称“台湾固然依目前宪法称为

中华民国 ,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 任何有关

独立现状的变动 ,都必须经由台湾全体住民以公民

投票的方式决定” ①。这无疑是“以半遮半掩的方式

承认中华民国国号”② , 表明民进党认可“现状即台

独” , 坚持所谓“台湾已经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维护

现状就是维护台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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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台独”手段由“体制外抗争”转入“体制内竞

争” 。

民进党成立初期 , 集中力量举行示威 、游行 , 从

事群众运动和街头斗争 , 是一个“体制外抗争型”政

党。然而 ,随着岛内外客观环境的变化 , 民进党逐步

由“体制外”进入“体制内” , 由街头斗争转向议会斗

争和选举竞争。九十年代以来 , 民进党积极参与从

“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选举 , 并且提出“地方包围中

央”的策略 , 企图通过选举获得各种公职 ,取得“参政

议政”的权力 , 积累政治资本 ,然后由量变到质变 , 以

“合法”手段取代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 ,实现“台湾独

立”的目标。

3.“台独”诉求由以往的刚性 、显性改具柔性 、隐

性。

如上述所述 ,民进党成立之初 , 不仅明目张胆地

鼓吹“台湾独立” ,而且大张旗鼓地从事反对斗争 , 以

达到“建国制宪”的目的 , 因而被视为“急独党” 。 后

来 ,民进党逐步意识到“台独”是“票房毒药” ,对其选

举总路线不利 ,于是开始淡化“台独”主张 , 将“台独”

隐蔽在公共政策之中。在选举中 , 民进党开始有意

回避“台独”议题 , 提出诸如“三反三要”(反军权 、反

特权 、反金权;要主权 、要直选 、要减税)、“快乐的市

民 、希望的城市”以及“平安 、清廉 、新政府”等诉求。

与此同时 ,民进党领导人还不断发出各种宣示 ,以减

轻民众对“台独”的疑虑。 1994 年底施明德在接受

专访时表示 , 民进党将“在适当的国际环境下 , 进行

有关国号 、国旗 、国歌的公民投票” , 而不会贸然宣布

“台独” ③;后来在访美时进一步提出 ,“台湾已经是

主权独立的国家 ,民进党如果执政 , 不必也不会宣布

台独” ④。1997 年底许信良则公开宣称“台独党纲”

只是民进党的“历史文献”⑤。所有这些都使民进党

的“台独”主张带有更大的隐蔽性和欺骗性。

以上我们对民进党“台独”转型的背景和内容作

了一番考察 ,通过考察 , 我们可以发现民进党的转型

具有以下几个较为显著的特点:

(1)从大环境而言 , 转型与国际政治格局特别是

中美关系的走向以及美国的对华政策密切相联。

(2)从岛内格局看 , 转型与岛内政党政治及选举活动

息息相关 , 每次较大幅度转型理念的提出都与民进

党选前的造势活动以及选举失败后所受的刺激有

关。(3)转型是一个缓慢 、渐进的过程 , 同时也是一

个充满“痛苦”(郭正亮语)与斗争的过程。(4)转型

主要是为了赢得选票这一现实需要 , 因此只注重民

进党自身外在形象的改观 ,以期获得民众的认同 , 至

于其“台独”立场则没有任何实质改变。

　三 、民进党“台独”转型的困境与走向　

转型在一定程度上使民进党改变了过去“暴力

党” 、“急独党”的形象 , 表明民进党“台独” 转型取得

了一定的阶段性成果。但是与此同时 , 也暴露出民

进党在转型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难以克服的困境:

第一 , 党纲是一个政党的最高政治宣言和政治

主张 ,民进党的“台独党纲”使“台独”成为民进党建

党的“理想” ,是其存在的“法统” , 也是其区别于国民

党的政治“图腾” 。如果放弃这一创党的基本立场 ,

民进党担心其政党精神将在世俗化之下更加模糊涣

散 ,并有被国民党收编的嫌疑和可能;如果继续以

“台独党纲”的意识形态挂帅 ,则又恐因违背岛内民

意主流 ,失去民众支持 , 从而断难成为执政党。 何去

何从 ,使民进党陷入困境。

第二 ,从民进党自身结构来看 , 一方面其中央权

力机构采取合议制 ,“民主”有余 , 权威不足 ,“到底谁

代表民进党” 这个问题恐怕连民进党人都无法回

答⑥;另一方面 ,地方上群雄并起 , 高度自主 , 导致中

央难以有效指挥地方势力。这就使许信良 、施明德

等人的转型理念很难获得广泛认同 , 在很大程度上

是属于“个人行为” , 还没有形成为全党的共识和共

同行动 ,更未发展为全面的转型运动 , 因而转型基础

十分脆弱。

第三 ,民进党内派系林立 , 目前较具实力的有美

丽岛系 、新潮流系 、福利国连线 、正义连线以及“台独

联盟”等。各派之间由于政治认知不同 , 再加上其背

后的权力与利益之争 , 使党内不同路线之间的斗争

十分激烈 ,甚至导致党的分裂。如果说 1996 年建国

党的出走为转型清除了障碍的话 , 那么后来陈文茜

与民进党的“离婚”以及许信良的退党 , 则是转型受

挫的重要表现。

第四 ,媒体造势凌架政党政治 , 支配了民进党的

转型。这种诉诸媒体造势的形象转型 ,“固然有助于

民进党走出历史悲情 , 但也同时使民进党落入急功

近利和媚俗浮夸的陷阱。”⑦只重媒体造势 , 导致政

治声势远远超过政治实质 ,使转型处于低层次的“形

象转型”阶段 , 尚没进入更高一级的“实质转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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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转型艰难而又慢 ,并且充满“痛苦” ,但是由

于自身发展的需要 , 尤其是迫于岛内外政治现实的

压力 ,“台独”转型是势所必然 , 民进党只能沿着这条

路继续走下去。不过从短期来看 , 民进党仍然只会

采取一些策略性调整:

1.认同“中华民国体制” , 主张“维持现状” 。 民

进党多次宣称 , 尊重和承认“中华民国体制” , 认同

“中华民国在台湾” , 主张“不统不独 、推持现状” 。

《台湾前途决议文》以“全代会”决议的方式再次确认

了这一点 ,并使之成为民进党的共识。今后一段时

期内 ,民进党将继续通过“体制内的竞争”同国民党

争夺领导权。

2.“台独党纲”可能会修改 , 但不会废除。近几

年来。“台独党纲”不仅遭到台湾民众的反对 , 而且

还多次受到党内人士的冲击。然而 , 民进党每次都

以“台独党纲不修不废”收场。 1999 年 5 月 , 则以通

过《台湾前途决议文》代替对党纲的修改。由此可

见 ,“台独”作为民进党的建党“理想”和政治标签 , 不

会被轻易抛弃 ,“台独党纲”在一定时期内也就不会

轻易变动。但是 ,可以肯定的是 , 今后“台独党纲”受

到的压力会越来越大 , 加上民进党要在选战中击败

国民党 , 也必须消除民众对“台独” 的疑虑 , 因此 , 未

来民进党即使仍然顽固坚持“台独党纲” , 也有可能

在内外压力下对党纲中的“台独”条款作适当处理。

3.大陆政策将变得较为理性 、务实。“台独”是

民进党的终极目标 ,“台湾是台湾 ,中国是中国”是其

一贯主张。以往民进党就是在这种“一中一台”的架

构下主张严格限制两岸交流 ,其大陆政策显得僵化 、

保守。1998 年民进党举办“中国大陆政策研讨会” ,

达成了“全方位谈判” 和“强本西进”等四项共识⑧,

使民进党的大陆政策开始趋向务实和理性化。今后

民进党将在扩大同大陆正面交往的同时 , 强调以经

贸优势 、争取外授等为手段 , “强本西进” , “以小博

大” , 用所谓自由民主制度对大陆实行“和平演变” 。

总之。对于民进党来说 ,“台独” 已成为宗教信

仰 ,不管信仰程度高低 , 都不敢碰它。 我们可以预

料 ,在今后一段时期内 , 民进党仍将死死抱住“台湾

党纲”不放 ,而仅仅为了缓解内外压力和赢得选举 、

走上执政的需要 ,对之在一定范围内作一定程度上

的调整。因此 ,《台湾前途决议文》既是民进党前一

阶段转型的总结 ,也将是民进党今后一段时期内的

行动指南。

　　四 、结语　　

历经几年的“转型之痛” ,民进党取得了一定成

果。但是 ,作为一个投机性相当强的政党 , 民进党没

有进一步将转型上升到“实质转型”层次 , 而是继续

停留在“策略转型”阶段 ,这是远远不够的 , 完全不能

取信于民。《台湾时报》社论指出:“民进党最不能让

人民放心的 ,非执政的能力或人才的形象 , 而是所谓

的台独党纲 ,虽然此一台独党纲有公民投票的前提

…虽然彭明敏 、施明德 、陈水扁 、许信良等各派系龙

头均已多次宣示`民进党执政 , 不会也不必再宣布台

湾独立' , 但这些宣示并未化解上述的台独疑虑。”⑨

民进党只有痛下心修改“台独党纲” , 公开放弃“台

独”诉求 , 并且以具体措施与行动来证明自己的诚

意 ,从而让岛内民众放心 ,祖国大陆能够容忍 , 才有

可能实现其“中央”执政的愿望;否则 , “如果民进党

不下决心妥善处理其`台独党纲' , 并在实际运作中

彻底调整其一系列`台独' 政策与策略而最终实现真

正意义上的`实质转型' , 那么民进党人梦寐以求的

`全面执政' ,就有可能永远停留在梦境之中而不会

变成活生生的现实!”  10

注释:

①②台湾《联合报》1999年 5月 9日 、10日。

③台湾《联合报》1994年 12月 14日。

④台湾《中国时报》1995年 9月 15日。

⑤台湾《联合报》1997年 12月 7日。

⑥⑦(台湾)郭正亮《民进党转型之痛》 ,第 159页 、190页。

⑧《民众日报》1998年 2月 18日。

⑨《台湾时报》1998年 2月 14日。

⑩徐博东《民进党转型“五阶段论”》 ,《台湾研究》1998 年第

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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