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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
选后的民进党随着蔡英文卸

任党主席职务，内部陷入严

重的权力角逐与争夺。特别是随

着 5 月底党主席改选日期的逼近，

党内各大派系及重要山头相互角

力与相互牵制的态势不断明显，民

进党开始弥漫一股山雨欲来的诡

谲气氛。民进党内部围绕党主席

改选所展开的权力争夺大战，不

但使民进党内部的凝聚力下降，而

且也会伤害其政党形象。

党魁改选已成派系厮杀的

舞台

蔡英文之所以要早早辞去党

主席职务，其主因当然是与民进

党在 2012 年 1 月台湾地区领导人

选举中所遭受的挫败有密切关系。

民进党继 2008 年败选后再次遭

受重挫，身为民进党主席兼候选

人的蔡英文自然难逃其咎，党内

压力最终使其挂冠而去。尽管蔡

英文的去职并不会影响民进党党

务之正常运转，因为高雄市长陈菊

目前已担负起代理党主席的职责，

民进党过渡期间的衔接已不存在

问题。目前，党内弥漫一股山雨欲

来的气氛，各大派系及重要山角围

绕 5 月党主席改选一事的较量与

博奕正在持续酝酿与发酵。民进

党党主席改选已成为内部各大派

系权力运作与厮杀的重要舞台。

根据目前民进党的规划与安

排，3 月底开始办理党主席领表登

记工作，5 月 27 日正式举行党主

席选举。从目前来观察，党内各派

系及要角早已进行角逐与攻防，但

整个情势目前仍然呈现出相当诡

谲的气氛。苏贞昌显然是现阶段

党主席的最大热门人选。苏贞昌目

前之所以表现出志在必得的态势，

其原因除了苏贞昌本人一直在党内

维持较高的人气外，还包括“新苏

连”人马的支持，再加上新潮流系

与自己的结合与奥援。特别是新潮

流系作为民进党内部最具实力与

战斗力的派系组织，这无疑使苏贞

昌在党主席改选之争中占据一定

的上风。但情况并非全然如此，苏

贞昌在党主席改选中固然有其优

势，但仍然面临诸多困难与障碍。

首先，虽然苏贞昌目前与新系

有合作的成份，但新系也并非铁板

一块，特别是新系内部日前已表态

不愿意在这场战役中集体押注某

一人，让昔日苏贞昌的“新苏连”

硬是缺了关键的一大块。更为严重

的问题还在于新系虽然在党内实

力最强，但新系在党内长期以来

也是各方防范的重点，也就是说长

期以来民进党内部都一直存在反

新系的普遍氛围。因此，苏与新系

的策略合作，也很可能使党内反

新系的情绪转向到反苏系身上，这

对于苏的党魁竞争客观上是不利

民进党主席改选之争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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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实上，目前民进党内部已经

出现明显的反苏阵营与拥苏阵营

的对决态势，这当然对苏贞昌有一

定的伤害。

其次，当前苏谢之争仍然是党

内派系及“天王”博奕与争斗的关

键。苏贞昌与谢长廷之间的情结

犹如当年的扁长情结，不易化解。

目前在民进党内部实力强大的谢

长廷仍然是台面上或台面下都敢与

苏贞昌叫板与较劲的重量级政治人

物，对苏贞昌竞争党主席起到很

大的纠缠与牵制作用。事实上，谢

系目前一直高喊世代更替，其目的

很明显，就是针对和防范苏贞昌

的卷土重来。从目前态势来观察，

谢长廷出来参选党主席的可能性

仍然很低，但不排除谢系联合游

系及蔡英文人马进行合作，从而

形成强大的反苏联盟。

最后，陈菊出人意料地出任代

理党主席，无疑对民进党 5 月底

的党魁改选增添了变数。陈菊能

够最终战胜民进党“立法院”党团

总召柯建铭出任代理主席，其本

身就是党内权力安排的政治考量，

特别是与蔡英文意图防范苏贞昌

坐大坐强脱不了干系。因此，目

前出任代理党主席的陈菊，其在 5

月党主席改选中的动向直接关注。

以陈菊替民进党坐镇南台湾的气

势，加上陈菊本人有过“美丽岛事

件”的经历，她在党内的辈份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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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无人能出其右，即使是苏贞昌、

谢长廷等也要礼让三分。如果陈

菊也产生角逐党主席大位的意愿，

则即使是苏贞昌与其争锋，其胜算

也非笃定，仍然充满变数。

党内卡位大战激烈上演的

背后

目前，民进党内围绕即将在 5

月举行的党主席改选进行了激烈

的卡位大战。除了台面上苏、谢的

恐怖平衡外，包括美丽岛系、游系、

新系部分人马以及挺蔡人马的不断

放话，客观上都对苏贞昌形成了一

定的牵制。当前党内传出的各种声

音，无论是要求用协商方式产生党

主席，还是要求恢复党员投票的

呼声，显然各方都在积极卡位和

运作，其背后的根源还在于各方对

政治权力的追逐和贪婪。

首先，2012 年 5 月新 选 举出

来的党主席，其位 置相当重要。

这是党内各方竞相角逐的重要原

因。一是 2012 年党主席选举本身

具有连环套的效应，因为 2014 年

台湾面临“七合一”的选举，包括

县市长、县市议员、乡镇长、乡镇

民意代表、“直辖”市长、“直辖”

市议员以及村里长等七项选举合

并进行，这在台湾的选举史上还

是第一次。尽管党主席在 2014 年

5 月要重新选举，但上述七项选举

的提名却基本上从 2013 年下半年

就开始运作，七项选举的提名也

基本上会在 2014 年 5 月新的党主

席改选之前就可完成。也就是说，

今年选举的党主席拥有很大的提

名权。这是各大“天王”及派系看

重的地方。二是与党主席改选同

时并行的是地方各党部主委的改

选。党主席改选无疑在很大程度

对地方党部改选起到很大的影响

作用。而地方党部主委改选在很

大程度上又涉及到未来两年民进

党内部各大派系及要角在地方的

直接利益和影响，各大派系当然

不容忽视。三是党主席改选还直

接涉及到中央党部权力的重新分

配与安排。包括民进党的中执委、

中常委等选举都要在新主席出笼

后进行。这涉及到民进党内部新一

轮权力的角逐，涉及到各大派系的

切身利益和实际影响，当然不会放

弃。

其次，目前民进党各方积极

为党主席位置卡位，其根本原因

还在于 2016 年的台湾地区领导人

选举。当前苏贞昌积极卡位，其目

标当然就是直奔 2016 年“大选”。

对于苏贞昌来说，他长期以来对“总

统”选举的渴望从来未放弃过。

无论是在 2008 年的初选中输给谢

长廷，对于在 2012 年“大选”初

选中以微弱差距输给蔡英文，他本

身就相当不甘心。而蔡英文的失利

与辞去党主席，无疑让他有了翻

身的机会。加上在党内一直维持的

高人气也是苏对党主席当仁不让的

重要原因。因为蔡英文模式已在

党内产生很大的效应，2008 年败

选后蔡英文接过党主席位置，也

使她成为 2012 年选举的候选人，

党主席在手显然是蔡战胜苏的最

关键因素。因此，如果能够在目前

接过党主席位置，则对于自已在

2014 年连任党主席及 2016 年代表

民进党参选的帮助很大。虽然不

能说完全成定局，但至少先占先

得，效果还是不一样。

最后，党内“天王”及要角纷

纷进行卡位战的重要原因还在于

目前民进党内部的资源缺乏，特

别是民进党将持续在野 8 年，政

党资源本来相对就少，因此，在

这种情况下，围绕党主席改选所

引发的权力分配与安排无疑自然

会成为各方争夺的焦点。事实上，

对于各大“天王”而言，即使不为

自己去抢位子，也要为下面的子弟

兵争得利益，这也是各大“天王”

不得不战的重要原因所在。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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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9日，高雄市长陈菊接下民进党代理主席一职。（图自《联合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