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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在“第三波”的民主化浪潮中，与许多同样经历政治转型的新兴民主国家和地

区相比，台湾地区是少数几个转型较为顺利和成功的例子之一。即便如此，台湾的

民主政治运作仍然面临许多困难和问题。在各种质疑、批判和反思台湾民主政治的

观点之中，民粹主义普遍被认为是台湾民主政治发展的一大隐忧。但是，也有人不

赞同上述观点。他们认为“民粹主义”一词在台湾的使用非常混乱，而且已经被过

度污名化，于是他们要致力于使“民粹主义”回归其中性化的原貌。本文认为，民

粹主义并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定义，在污名化的“民粹主义”已经被台湾各

界所广泛使用的情况下，再让“民粹主义”的涵义回归中性化的努力已经没有太大

的意义。概念上的无谓争论只会遮蔽政治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我们应该回到该术语

在实际生活中的使用上来，厘清其使用的背景，从中发现问题，对问题进行细致的

分析并提出解决之道。为此本文在对相关文本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归纳出台湾政治

语境中的三类民粹主义现象，即在省籍、族群以及统独议题上的过分炒作；对于公

民投票的滥用；为了讨好选民、不顾社会的长远利益而进行的政策买票。这三类民

粹主义现象本质上都是政治人物为了追求政治权力而精心预谋的诉诸民众利益或偏

见的政治策略，对于台湾民主政治的正常运作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台湾民粹主

义的兴起与台湾的民主转型过程相伴随。一方面，民主转型所带来的政治社会条件

的变化促使部分政治人物选择了民粹主义来作为政治动员的策略；另一方面，台湾

地区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则决定了台湾民粹主义的特质。要减少民粹主义的弊端，

有赖于以下三个方面的进展：对于非理性选举行为的限制、成熟理性公民文化的培

养以及两岸人民的和解和对话。 后，从近年来台湾岛内政局以及两岸关系的发展

变化来看，台湾民粹主义已经有式微的迹象。 

关键词：台湾民粹主义；污名化；族群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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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pared with many other newly democratized countries and regions, Taiwan 

was among the few examples with a relatively successful and smooth democratic 

transition. In spite of this fact, Taiwan's democracy is still facing many 

difficulties and problems. It comes under suspicion and criticism. Populism 

is generally believed to be an insidious threat to the consolidation of 

democracy in Taiwan. However, some people hold the view that the concept of 

populism has been heavily distorted and they have strived to recover its 

neutrality. Since the stigmatized populism has been widely accepted in Taiwan,   

attention should be focused on the use of this terminology in daily life and 

on existing political issues, and populism should be regarded as a useful, 

even indispensable, concept in elucidating Taiwan's politic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relevant literatures, the thesis defines populism in Taiwan as 

a political strategy used by politicians who appeal to the interests or bias 

of the populace to quest for political power. There are three kinds of 

phenomenons that are often criticized as populism in Taiwan, namely ethnic 

politics, the abuse of referendum, and to woo the electorates by announcing 

policies that may harm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the society. They have 

exerted negative influences on the democracy of Taiwan. The rise of populism 

in Taiwan was accompanied by its democratic transition. On one hand, the 

changes brought about by democratic transition stimulated some politicians 

to choose populism as the strategies to mobilize voters. On the other hand, 

the distinctive social and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aiwan determined the 

features of its populism. In recent years, populism in Taiwan is on the 

decline. To address the drawbacks of populism, three aspects need to be taken 

care of, namely to address the drawbacks of electoralism, to build a mature 

civic culture and the reconciliation and dialogue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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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1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研究缘起 

 

作为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的典型，台湾地区的民主化过程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

与第三波中的其它脆弱的新兴民主国家相比，台湾地区是少数几个较为成功的例子

之一。它的转型总体上是非常平和的，并没有出现某些国家在转型过程中的所发生

的严重暴力流血事件；它在开始转型后的许多年里仍然保持着经济的持续增长，这

与某些国家在转型过程中以及转型后经济的严重衰退形成鲜明的对比；它在落实与

保障公民的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方面(如言论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游行示威自

由以及宗教信仰自由等等)的成就几乎可与西方成熟的自由民主国家媲美
1
；在作为

民主政体 重要标准的选举制度方面，它的 高领导人也是通过自由、公开、竞争

性的普选产生的，在选举中产生的纠纷也能通过和平理性的方式得到解决
2
。如果按

照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所提出的“两次政权易手”的检验标准
3
，在2008年台湾地区

再度和平实现政党轮替之后，台湾的民主制度已经可以被视为实现了巩固。 

虽然台湾的民主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其民主政治的运作却不如预期顺

利，特别是2000年实现第一次政党轮替之后，蓝绿两大阵营的恶斗、不断恶化的选

举风气、持续高企的失业率、低迷的经济以及逐渐扩大的贫富差距，使得人们不断

质疑台湾地区民主政治的品质
4
，有人甚至认为台湾地区的民主政体还未巩固

1
。 

                                                        
1 根据“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对世界各国和各地区政治自由度（包括Political Rights 和 Civil Li
berties两项指标）的排名，台湾地区自1977年至1997年之间被列为“部分自由地区”，1997年以后被列为“自
由地区”。在2006年的评比中，台湾地区在上述两项指标上的得分一度均为 高级别的1分，跟公认的西方自由
民主国家不相上下（2007年以后在Political Rights这一项指标稍微降至2分，而Civil Liberties这项指标仍
然维持 高级别的1分）。参见“自由之家”网站：http://www.freedomhouse.org/template.cfm?page=439。 
2 尽管在 2004 年的“总统大选”中，泛蓝阵营质疑选举结果的公正性并发动大规模群众性集会进行抗争，不过

后事件还是以和平的手段得到了解决。 
3 在亨廷顿看来，如果在转型时期内第一次选举中掌权的政党或集团在此后的选举中失去权力，并把权力移交
给那些选举中的获胜者，而且，如果这些选举中的获胜者然后又和平地把权力移交给后一次选举中的获胜者，
那么，这样的民主政权就可被看作已经得到巩固。[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 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刘
军宁译），上海三联书店 1998 年版，第 321 页。 
4 有证据显示，在第一次政党轮替后，台湾民众对民主实际运作的满意程度一度明显下降，民众对民主体制内
主要机构的信任度滑落谷底，民众对于民主体制优越性（或民主正当性）的信念也出现松动。参见朱云汉：《台
湾民主发展的困境与挑战》，《台湾民主季刊》，第一卷第一期，2004年 3月，第 145-160页。此外，2004年 4
月 28日，台湾地区“总统大选”结束之后不久，一批学者和文化界名人（包括“中研院”院士劳思光、台湾大学
心理系教授黄光国、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陈鼓应、著名电影导演侯孝贤等人）筹组“民主行动联盟”，该联盟所
撰之《民主深化还是民粹极权》一文，对台湾民主政治的异化提出了强烈的批判。参见蜂报：http://www.cyb
erbees.org/blog/archives/003566.html，2004年 4 月 29 日（发表日期，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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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民粹主义之研究 

在各种质疑、批判和反思台湾民主政治的论述中，以及不同政治派别、政治人

物之间的互相攻讦中，“民粹主义”及其相关概念频频出现。有学者把民粹主义列为

当代台湾民主政治所面临的四个 严重的问题（包括黑金政治、民粹主义、国家认

同的分裂以及后现代社会价值相对主义或虚无主义）之一
2
，还有学者甚至以“亡台”

来描述民粹主义的可能后果
3
。不过，也有人对于各种针对“民粹乱象”的批判不以

为然，认为这是别有用心的对于“民粹”一词的“误用”或“滥用”。 

我们知道，在历史上也曾有过不少被称之为民粹主义的现象，比如十九世纪末

美国和俄国的民粹主义，以及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拉美地区的民粹主义等等。那么，

当代台湾地区政治语境中的“民粹主义”究竟指的是什么？它与历史上的民粹主义

之间有什么异同之处？导致台湾民粹主义现象出现的原因是什么？民粹主义对台湾

的民主政治究竟又意味着什么？本文将对这些问题一一进行探讨。 

 

第二节 研究方法和篇章结构安排 

 

    在研究方法方面，考虑到本文研究对象的特点，笔者采用的是文献研究法 

（literature analysis method）。此方法可以避免重复过去的研究，并了解前人研

究成果之优缺点；此外，以此作为研究基础，也可以帮助研究者厘清研究方向、适

度调整研究重点。笔者将主要经由对以往相关学术专著、期刊论文、博硕士论文以

及媒体报道等文献的整理、归纳、诠释和分析，来展开本文的研究。 

在篇章结构方面，本文将做以下安排：第一章绪论介绍本文的研究缘起和研究

方法。第二章是概念梳理，在对以往人们处理“民粹主义”这一概念的方法进行分

析的基础上，提出本文的界定方法。第三章对台湾地区的民粹主义现象进行归纳，

分析它们的表现及其对于台湾民主政治运作的危害
4
。第四章是对台湾民粹主义兴起

                                                                                                                                                                     
1
 游清鑫：《2004年台湾“总统”选举—政治信任的缺乏与未巩固的民主》，《台湾民主季刊》，第一卷，第二期，

  2004年 6月，第 193-200 页。 
2
 江宜桦：《自由民主的理路》，（台湾）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1年 9月初版，第 342-343页。 

3 黄光国：《民粹亡台湾论》，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7 年 9 月第 1 版。该书的书名就体现了作者对于台湾政坛

各种民粹主义现象的担忧。 
4 本来笔者应该在第一章加上文献综述，但考虑到在第二、第三章的分析中也涉及到对于以往相关研究文献的

归纳和分析，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重复，笔者决定不单独辟一节来作为文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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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3 
 

的原因进行分析，分别从台湾民众的特殊政治心理、政治转型过程以及制度诱因等

三个方面来进行。第五章探讨台湾民粹主义危害的解决之道，并对台湾民粹主义的

未来走向作初步的分析和判断。第六章是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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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民粹主义之研究 

4 
 

第二章  核心概念的梳理 

 

第一节 处理民粹主义这一概念的策略 

 

在探讨台湾地区政治语境中的民粹主义的具体内涵之前，有必要先对民粹主

义这一概念进行一般性的探讨。 

正像任何重要的社会政治范畴一样，尽管人们竭力想要概括归纳民粹主义的

本质，但至今人们对民粹主义仍然没有统一的理解。事实上，它的使用范围早已

跨越了学术界，媒体记者、政界人士以至于普通大众都在频繁地使用这一词语。

如果从学科划分的意义上来看该概念的使用，它早已跨越了原来的政治学层面和

社会学层面，而扩大到经济学层面、文化艺术层面等等。诚如保罗.皮可尼（Paul 

Piccone）所说，大家对民粹主义“这个概念的理解是如此模糊，以至于它可以

指一切东西，同时又什么也无所指”
1
。而英国学者保罗.塔格特也指出，民粹主

义有一个基本的特性，即概念上的尴尬的不确定性，对于不同的社会群体，有的

认为它极具价值，有的则视之为毫无意义，空洞无比
2
。虽然人们已经研究、讨

论了一百多年，对于民粹主义，除了一个大致认可的“民粹主义”名称（欧美语

境下的populism或俄罗斯语境下的narodnichestvo）之外，人们对它的理解或者

缺乏清晰一致的理论框架，或者仅仅是一副由俄国、美国、拉美等地的历史现象

拼凑起来的非常破碎的画面
3
。 

在历史上，被称为民粹主义的现象 早出现于19世纪下半叶，此后在不同的

时期、不同的政治文化氛围或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中，被称为民粹主义的现象不断

涌现。 初，俄罗斯的知识分子在“到民间去”的口号激励下，试图与底层的农

民阶级一道解决瓦解中的俄罗斯前资本主义社会所面临的问题。无独有偶，在差

不多同一个时期，美国西南部的农民为了反对东部资本家的剥削和压榨，也自下

而上地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抗争运动。20世纪中期，拉丁美洲的庇隆和阿连德等人

领导的民族复兴运动令人印象深刻，并被视为第二代民粹主义的代表。到了20

                                                        
1 Paul Piccone，“Postmodern populism”，Telos，1996，spring，p.45。转引自俞可平《现代化进程中的民

粹主义》，《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一期，第 88页。 
2 [英]保罗.塔格特：《民粹主义》（袁明旭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 5月第一版，第 23页。 
3 林红：《民粹主义——概念、理论与实证》，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 年 4 月第一版，第 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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