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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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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年3月22日，台湾当局在

举行地区领导人选举的同时举

办两项公投，投票结果是两项

公投都遭到否决。“入联公投”投票率为

35.82%，“返联公投”投票率为35.74%，

均未达到法定的 50% 的投票率门槛。

“入联公投”的挫败再一次证明“台独”

不得人心，“台独”势力推动“法理台

独”的阴谋再一次破产。

“入联公投”是借助于所谓“直

接民主”的形式推动“法理台

独”

　　把“住民自决”写入党纲的民进党

在野时期就不遗余力地推动“公民投

票”，以期最终实现和完成“台独建

国”。早在1998年，出身于“台独联盟”

的张灿洪就曾在台南市举办过带有

“台独”性质的所谓“公投”，结果投票

率仅有25.41%，其“台独”主张遭到

广大台南市民的唾弃。

　　2008年2月1日，台湾当局的“中

选会”不顾岛内外的一片反对声浪，通

过了公投第5案即“入联公投案”和公

投第6案即“返联公投案”，并作出了

两项公投案与地区领导人选举同时举

办的决定。在“中选会”公告的“入联

公投案理由书”中，民进党当局公然提

出“只有凸显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

国家，才能与中国的‘一个中国政策’、

‘台湾是中国的一省’对抗，如何突显

台湾的主权意识呢？公民投票成为最

一场游戏一场梦
    ——论“入联公投”的破产

佳选项”；“现行宪法限缩了台湾走向

世界的空间，如何突破？公民投票也

是最佳选项”。民进党当局推动“入联

公投”，图谋“法理独立”的险恶用心

已经昭然若揭。2008年2月2日，中台

办、国台办就陈水扁当局公告举办“入

◎张文生

3月18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北京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我们之所以反对“入联公投”，是

因为如果这样一些主张得逞的话，它将改变台湾和大陆同属于一个中国的现状，势必冲击两

岸关系，势必危害两岸人民的根本利益，势必造成台海局势的紧张，破坏台海和平以至亚太

地区的和平。（王东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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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公投”发表受权声明，指出：

陈水扁当局执意举办“入联公

投”，是谋求改变大陆和台湾

同属一个中国的现状、走向

“台湾法理独立”的重要步骤，

是变相的“台独公投”。这一图

谋一旦得逞，势必严重冲击两

岸关系，严重损害两岸同胞的

根本利益，严重危害台海地区

乃至亚太地区的和平。

　　2008年2月22日，台湾当

局的“中选会”重新公告了台

湾当局的外交部门针对“入联

公投案”提出的意见书，使得

“入联公投”的“台独”性质更

加鲜明。在意见书中，台湾当

局表示：“台湾加入联合国系

以一主权独立国家之资格申请加入，

代表台湾之主权与人民”，目的是使联

合国“正视台湾与中国系两个主权国

家的事实”。虽然，这样赤裸裸的“台

独”用语没有表现在“入联公投案”的

主文中，但是“入联公投案”理由书和

台湾当局意见书的说明文字，已经使

得“入联公投案”直接贴上了“台独”

标签和带上了鲜明的“台独”目的。陈

水扁当局的“台独”挑衅使得两岸关系

再次陷入紧张的状态，给两岸关系的

和平发展带来现实的危害。

“入联公投”不得人心，只能破

产

　　台湾当局推动“入联公投”不仅得

不到国际社会的支持，而且遭到广大

台湾民众的质疑。2008年2月26日，国

家主席胡锦涛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

美国国务卿赖斯，赖斯表示，美方在台

湾当局推动的“入联公投”问题上多次

表明立场，认为“入联公投”不应举行。

同一天，外交部长杨洁篪与赖斯会谈，

赖斯重申，美国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反

对台湾当局搞“入联公投”，反对单方

面改变台海现状。“台湾‘入联公投’对

任何一方都没有好处，也不应该举

行”。

    民进党当局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

不顾两岸关系的危机，一意孤行，操弄

“入联公投”，目的是谋取政党和个人

的权力利益，推进“法理台独”的进程。

民进党当局的险恶用心日益为台湾民

众所认清，这使得陈水扁当局推动“入

联公投”的社会基础出现了动摇。选

前，《联合报》民调显示，55%的台湾

民众表示不会去领“入联公投”票，59%

表示不会去领“返联公投”票，只有29%

表示会去领“入联公投”票，25%表示

会去领“返联公投”票。面对“入联公

投”和“返联公投”都通不过的命运，

“台联党”和李登辉都急于为“公投案”

解套，提出“公投延后”交换“修法降

低公投门槛”的方案，但是遭到国民党

的拒绝。

　　民进党推动“公投绑大选”的如意

算盘，一是希望通过选举动员提高公

投投票率，以确保公投过关；二是希望

公投支持率带动民进党候选人的得票

率。但是民进党弄巧成拙，在选举中的

蓝绿对抗给“公投”被否决埋下了伏

笔。选前，台湾社会各界纷纷呼吁拒领

“公投票”，拒绝民进党的政治操弄。新

党表态拒领“公投”票，亲民党和宋楚

瑜也明确表态拒领“公投”票，国民党

荣誉主席连战、台中市长胡志强等诸

多国民党内重量级人士公开呼吁全面

拒领“公投”票。领导了红衫军“倒扁

运动”的黄光国、林正杰等人还组织了

拒领“公投”联盟，举办了“剃光头、

反公投”活动。2008年3月11日，身

兼中华两岸文化经济协会理事长的廖

万隆邀集台湾青创楷模联谊会会长、

花仙子企业董事长王尧伦、大欣董事

长林炳耀、广扬建设集团董事长张耀

煌等百余位商界人士，呼吁拒领“公

投”票。面对各界的压力，3月12日下

午，国民党中常会确定拒领“入联”，支

持“返联”，若党员全面拒领“公投”票，

国民党亦表示尊重与理解的三项态度。

　　岛内外的反对，台湾各界拒领公

投票的运动，最终使得“入联公投案”

彻底破产。事实说明，民进党当局的

“入联公投”不得人心，大多数台湾人

民希望两岸和平，希望社会稳定，希望

经济发展，和平发展是两岸人民的共

同心愿。

（作者为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副教授）

3月6日，台湾妇女团体在台湾立法部门前举行反“入联公投”活动。(曾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