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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选举文化是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台湾地区的选举文化

存在诸多弊病，如悲情牌、省籍族群牌、贿选、黑道参政、蓝绿阵营极端对立等。台湾

地区的选举文化也有自己特色的一面，诸如“创意口号”、“强力宣传”、“积极动员参

与”等。台湾地区选举文化中的劣质因素不利于实现台湾的政治稳定。随着台湾地区政治

社会化水平的提高，台湾地区的选举文化将朝着良性变迁的方向发展，台湾民众在选举

中将变得更加理性而非盲目，候选人也将更加职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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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文化是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投票过程中会形成一种选举文化，这种选举文

分。何为政治文化？阿尔蒙德认为，政治文化 化对政治选举结果有着重要影响。因此，从一

是指“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 个地区的选举文化入手，便能窥探这个地区的
[1]度、信仰和感情” 。路辛·派伊则认为， 政治文化构成特性。

“政治文化乃是人们对政治行动感觉、认知、 在 民主政治转型过程中，

评价和情感等取向的总体模式”。不同的学者 选举起了重要作用。2000年，民进党借助选举

对政治文化有不同的界定，但其实都大同小 工具使自己上台“执政 ，在台湾地区首次实

异，只是各自定义的侧重点不同。较突出的 现了政党轮替。2008年，国民党借助选举工具

是，阿尔蒙德把政治文化界定为“政治认 重新上台“执政 ，并在2012年大选中再次获

知”、“政治情感”和“政治评价”的“三要 胜而继续“执政 。选举成为台湾政治运作过

素说”。在现代民主政治运作过程中，选举是 程中 关键一环，为台湾地区政党轮替上台提

选民表达利益诉求的工具。选民通过选票选举 供了合法性基础。台湾的主要政党为了实现

自己所偏好的候选人。 一旦当选，将 执政 梦想、掌握政治资源，都在选举这一

出台对选民有利的政策回馈选民。选民在选举 关键环节中施展各自的“招数”：从民进党大

投票时深受政治文化影响，即受自己的政治认 打“悲情牌”到国民党调整“大陆政策”，从

知、政治情感和政治评价的影响。选民在选举 选举双方“曝出假丑闻打击政治对手”到“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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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暴力”。台湾地区在政治选举过程中形成了 成独特的选举文化。在复数选区单记不可让渡

独特的选举文化，并深深根植于台湾的政治文 投票制的选举地区，一个选区有多个议席，每

化之中。因此，分析台湾地区的选举文化，将 位选民只能投一票给一个候选人，票数投给候

为我们更好解读台湾地区的政治文化提供一种 选人，议席则根据选票多寡决定。因此，政党

新的视角。 往往会采取配票策略来实现席位最大化，但是

这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党内同室操戈大于党际竞一、影响选举文化的因素分析

选举文化体现在选举过程中，不同的政治 争、政党派系取代政党地位、候选人好走偏锋

体系有不同的选举文化。选举文化主要受政治 等情况。

文化、传统文化、选举制度等因素的影响。 当然，影响选举文化的因素不仅仅局限于

政治文化是影响选举文化最重要的因素。 此，还有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因素。经济发展

选民的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评价直接影 水平越高，政治竞选的经费就越多，形式就更

响选民的投票行为。候选人的政党认同、个人 加丰富多彩。

形象、公共政策倾向极受他们重视。在两极分 二、台湾地区选举文化分析

化的政治文化中，中间选民力量较小，而极端 （一）悲情牌

悲情牌是指在选举中政党及其候选人以受左翼和极端右翼选民力量处于对抗状态。在这

政治迫害、疾病、被暴力胁迫等历史或新闻事种政治文化中， 存在着严重的分

件作为诉求，争取选民投下同情选票。悲情牌歧，会为了反对而反对，对于与自己不同的立

可以创造出由谷底绝处反弹的奇迹，利用选民场都持异议。因此，在两极分化的政治文化

情绪化的反应让选票极大化。台湾的政治文化中，选举的对抗性会表现得更加激烈。参选的

中普遍存在着“悲情意识”，这已经是学者们两派势力会极力扩大各自的分歧，给对手贴上

的共识。台湾政治文化中的悲情意识源于台湾不利选举的标签，以标榜自己的特殊性和正当

民众历史的“不愉快记忆”——他们无法当家性，吸引选民，达到自己胜选目的。与此相

作主和掌握自己的命运。长期的压抑使台湾民反，在高度一致的政治文化中，极端左翼和极

众有着“出头天”的强烈愿望。当台湾实现民端右翼力量都非常弱小。在选举中，政党及其

主选举之后，悲情牌便成了台湾选举中吸引选候选人会以比较温和、偏向中间的政策来吸引

票的有利工具。中间选民。传统文化是影响选举文化的另一个

台湾地区选举中的悲情牌成为赢取选票的重要因素。传统文化的积淀、传统心理特征、

重要策略。台湾地区开始推行民主选举的时特殊的人际关系网络和独特的行为方式对选民
[2] 候，民进党的候选人往往打着被政治迫害的悲的投票倾向和选举文化产生深刻影响 。在传

情牌而屡试不爽。只要参选人打着自己因反抗统文化盛行的地区，选举中往往存在“铁票”

国民党专制统治而被判过刑、住过监狱的旗现象。这一现象表现为以“亲族”为中心形成

帜，同情票就会滚滚而来。陈水扁当选台湾地的人际关系圈。

区领导人前，就一直把因交通意外致残的吴淑此外，选举制度也会影响选举文化。制度

珍打造成“国民党政治迫害的牺牲品”以换取主义者认为，制度的形成会影响个人偏好，个

悲情支持。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后的陈水扁更是人为了从制度中获取最大的利益就会去顺从制

每每在危急时刻祭出“悲情利器”。2004年，度或反对制度，个人行为深受制度影响和制

陈水扁在民调远远落后的情况下，凭借“两颗约。选举制度影响着选民和候选人的偏好，形

左和右的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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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说”。在现代民主政治运作过程中，选举是 程中 关键一环，为台湾地区政党轮替上台提

选民表达利益诉求的工具。选民通过选票选举 供了合法性基础。台湾的主要政党为了实现

自己所偏好的候选人。 一旦当选，将 执政 梦想、掌握政治资源，都在选举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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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暴力”。台湾地区在政治选举过程中形成了 成独特的选举文化。在复数选区单记不可让渡

独特的选举文化，并深深根植于台湾的政治文 投票制的选举地区，一个选区有多个议席，每

化之中。因此，分析台湾地区的选举文化，将 位选民只能投一票给一个候选人，票数投给候

为我们更好解读台湾地区的政治文化提供一种 选人，议席则根据选票多寡决定。因此，政党

新的视角。 往往会采取配票策略来实现席位最大化，但是

这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党内同室操戈大于党际竞一、影响选举文化的因素分析

选举文化体现在选举过程中，不同的政治 争、政党派系取代政党地位、候选人好走偏锋

体系有不同的选举文化。选举文化主要受政治 等情况。

文化、传统文化、选举制度等因素的影响。 当然，影响选举文化的因素不仅仅局限于

政治文化是影响选举文化最重要的因素。 此，还有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因素。经济发展

选民的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评价直接影 水平越高，政治竞选的经费就越多，形式就更

响选民的投票行为。候选人的政党认同、个人 加丰富多彩。

形象、公共政策倾向极受他们重视。在两极分 二、台湾地区选举文化分析

化的政治文化中，中间选民力量较小，而极端 （一）悲情牌

悲情牌是指在选举中政党及其候选人以受左翼和极端右翼选民力量处于对抗状态。在这

政治迫害、疾病、被暴力胁迫等历史或新闻事种政治文化中， 存在着严重的分

件作为诉求，争取选民投下同情选票。悲情牌歧，会为了反对而反对，对于与自己不同的立

可以创造出由谷底绝处反弹的奇迹，利用选民场都持异议。因此，在两极分化的政治文化

情绪化的反应让选票极大化。台湾的政治文化中，选举的对抗性会表现得更加激烈。参选的

中普遍存在着“悲情意识”，这已经是学者们两派势力会极力扩大各自的分歧，给对手贴上

的共识。台湾政治文化中的悲情意识源于台湾不利选举的标签，以标榜自己的特殊性和正当

民众历史的“不愉快记忆”——他们无法当家性，吸引选民，达到自己胜选目的。与此相

作主和掌握自己的命运。长期的压抑使台湾民反，在高度一致的政治文化中，极端左翼和极

众有着“出头天”的强烈愿望。当台湾实现民端右翼力量都非常弱小。在选举中，政党及其

主选举之后，悲情牌便成了台湾选举中吸引选候选人会以比较温和、偏向中间的政策来吸引

票的有利工具。中间选民。传统文化是影响选举文化的另一个

台湾地区选举中的悲情牌成为赢取选票的重要因素。传统文化的积淀、传统心理特征、

重要策略。台湾地区开始推行民主选举的时特殊的人际关系网络和独特的行为方式对选民
[2] 候，民进党的候选人往往打着被政治迫害的悲的投票倾向和选举文化产生深刻影响 。在传

情牌而屡试不爽。只要参选人打着自己因反抗统文化盛行的地区，选举中往往存在“铁票”

国民党专制统治而被判过刑、住过监狱的旗现象。这一现象表现为以“亲族”为中心形成

帜，同情票就会滚滚而来。陈水扁当选台湾地的人际关系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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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打造成“国民党政治迫害的牺牲品”以换取主义者认为，制度的形成会影响个人偏好，个

悲情支持。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后的陈水扁更是人为了从制度中获取最大的利益就会去顺从制

每每在危急时刻祭出“悲情利器”。2004年，度或反对制度，个人行为深受制度影响和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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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弹”瞬间煽起了部分选民疯狂的悲情，进而 舆论称之为“改良式贿选”。请客吃饭是“改

改变选举结果而“赢得”选举。这成为陈水扁 良式贿选”的一种方式，已经成为一种习俗。

玩弄政治悲情的“经典之作”。 为了吸引选民参与，有的还附带进行“摸彩”

（二）省籍族群牌 抽奖。候选人此时调动自己所有关系，利用同

在台湾地区选举文化中，族群的对立与撕 乡会、同学会、宗亲会等社团组织，广邀朋友

裂对台湾社会的伤害最大。族群问题在李登辉 参加。这种吃饭又叫“拜票”，遇到有实力的

当政期间就已经凸显。李登辉当年正是依靠制 候选人，“拜票”一摆就是几十桌、上百桌。

造和利用本省人和外省人的族群矛盾，巩固了 候选人披红挂彩，向来宾一一敬酒，满嘴拜

自己的权力，打击了国民党内的“非主流” 托，为的是选民到时投他一票。他们还迂回买

派。民进党更是将族群问题发挥到了极致。在 票。一般企业财团为支持其负责人或其他好友

民进党的政治话语里，“外省人=国民党=亲 候选人当选，多半会运用庞大的员工和眷属为

中 =不 爱 台 湾 ” ， “ 本 省 人 =民 进 党 =爱 台 其助选。动员员工及其眷属为特定候选人拉票

湾”。民进党借着“反中”招牌，挑起族群矛 助选，最有效的办法是承诺只要该候选人当

盾，打压泛蓝阵营。民进党在2004年台湾地区 选，所有员工一律加薪。员工们为了达到加薪

领导人选举过程中，再次打着省籍族群牌，进 目的，不仅自己主动助选，还动员亲戚、朋友

一步加深了台湾社会的族群对立，使台湾社会 上阵，助选的人越来越多。选举中常看到“搓

又经历了一次分裂。 圆仔汤”现象。所谓“搓圆仔汤”就是有意角

逐某项选举的人，在最后阶段突然宣布让贤。

他们退出的原因往往是拿了其他候选人好处，

而有意成全其他候选人。“搓圆仔汤”实质是

“竞而不选”，真正目的是“待价而沽”、从

中得利。

（三）贿选与黑道渗透政治

台湾地区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还保留了

相当程度的传统文化。关系、面子等人情关系

法则在选举中时常出现。有学者指出，人情关

系是人与人交往过程中用来馈赠对方的一种资

源。在台湾社会中，人情关系法则的强势在很

大程度上决定了民众对选举文化的认知。例

如，对于台湾选举中存在的“买票”现象，很

多人并不理解为贿选，而是理解为人情之间的

往来和面子交换。买票行为不仅具有政治内

涵，而且符合岛内的人情风俗习惯。当然，由

于直接行贿、买票是违法的，为了不被人抓到

把柄，参选者们想出了很多办法和花样，岛内

族群牌有其特定的历史需要。在台湾选举

中，由于中间选民少，选民被撕裂为统独、本

省人和外省人的选项。族群牌虽是最低廉最有

效的宣传动员口号，但是一种不成熟的民主选

举方式。相比于族群，公共政策对候选人来说

显得不那么重要。这是台湾社会长期以来劣质 黑道渗透政治也是台湾选举文化中的痼疾

选举文化对政治稳定产生的不利影响。 之一。在台湾政坛中，“漂白”行动早已不是

什么秘密。黑道势力与某些政客之间利益共

生，不满足于选举拉票，而是直接参与选举，

成为一些县市的官员或“议员”，甚至进入
[3]“国会殿堂” 。比如，此前的屏东县“议会

议长”郑太吉、彰化县“议会副议长”粘仲

仁等就是黑道出身；出身台北县的“天道

盟”精神领袖罗福助和出身屏东县的蔡豪等

多位“立委”就是被台湾舆论界点名的“黑

道立委”。根据台湾媒体报道，20世纪90年代

中期，台湾“中央民意代表”中5%—10%的

人有黑道背景，“地方民意代表”中更有高达

1/3的人有黑道背景。在2000年的台湾地区领

导人选举过程中，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李

远哲曾公开指责李登辉所谓的“民主”是“黑

金民主”。

当然，台湾黑道渗透政治有其社会基础。

在台湾的政治制度设计中，“议员”对外开

放，且作为民意代表有着分配社会资源的权力

（包括重大工程的审议、决策权等）。如此，

选民和“议员”可以利益共生。只要黑道“议

员”当选能够给地方带来公共工程项目、增大

地方利益和不直接损害地方选民利益，很多选

民就会选择他们，不管所选“议员”是否和黑

道有关系。此外，黑道作为一种体制外的道

路，对于解决民间某些纠纷具有某种权威，能

解决好某些公权力不能解决的问题。只要选民

有需求，黑道“议员”就能够通过关说、暴力

恐吓等手段解决选民问题。因此，台湾黑道渗

透政治的选举文化暂时不会消亡，反而作为一

种独特的政治文化现象继续存在。

在台湾选举文化中，

台湾地区选举文化的其他特色形式包括：

1.创意口号。选举候选人往往都会设计口号，

既代表个人形象又表达政纲，令人印象深刻。

陈水扁首次参选台北“市长”提出的“快乐、

。在 希望”口号，改变了传统悲情选战文化，使选

战达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在2012年台湾地区

领导人大选中，各方面候选人都提出了不同的

创意口号，获得了选民的青睐。2.选举商品。

在2012年台湾地区领导人大选中，两组候选人

民主 都制作了不同的商品：蔡英文开设“小英商

号”，出售T恤、徽章、杯、笔记本等，更以

“小猪扑满”作筹募小额经费之用，让民众自

岛内蓝绿阵营采取不择手段的选举策略，

原因在于双方对“权力”极度贪婪。各自打着

“代表人民、服务台湾”的“正当性”旗号，

不管手段是否合情合理，是否经过理性思考，

将政策辩论抛诸脑后，自娱自乐，吸引眼球，

以获取选票。

曝出丑闻也是常见的打击对手的一种方

式，并利用不负责任的新闻媒体推波助澜。

2012年，台湾地区领导人大选的民意调查也被

曝出造假丑闻。部分台湾媒体早已有政治立

场，但表面上假装公正，在民意调查中“灌

水”，冲高自己支持的候选人的民调，影响选

民的投票决定。可信任的媒体亦曾被权力施压

干扰，丧失了传媒的中立立场。选举中攻击对

手容易引发口水战。有报道称，“每逢选举，

台湾就好像进入了人性黑暗期。触目可见，都

是候选人之间的相互指责，使人觉得所谓选贤

（四）零和博弈的政党政治 与能，根本就是个笑话”。部分言论更是演化

零和博弈的政党政治 成为恶意攻击。有候选人出言不逊，在公开场

的具体表现是“逢对手必反”，以各种手段击 合及电视节目上骂脏话，甚至通过媒体揭发对

败对手而不管手段是否合情合理；选举中过于 手的丑闻和隐私。比如，2012年“副领导人”

注重攻击对手，忽略选民对政纲的认同和理性 候选人苏嘉全被揭祖坟建在向政府承租的农牧

讨论。有学者戏言，台湾的政党政治就是“整 用地之上，其妻子洪恒珠涉嫌不当承包招标及

党政治”，即“整死反对党”。在选战中， 曾观赏“猛男秀”。

“政党及其候选人，多数采取赶尽杀绝的方式 （五）台湾地区选举文化的其他特色形式

攻击对手。最常见的是各政党及其候选人利用

电视、电台、报纸、杂志、文宣资料及造势活

动，以断章取义、以偏概全、造谣抹黑、揭人

隐私、恶意栽赃……卑劣手段，大有非置对方
[4]于死地不可之势” 2004年台湾地区领导

人大选中，泛绿阵营提出对泛蓝阵营“割喉割

到断”的血淋淋宣示。台湾选举中双方零和博

弈、赤裸裸对立、为反对而反对的情况一直在上

演。这表明台湾地区大多数民众的民主素养不

高、社会 化程度仍然较低。如果台湾地区

持续维持现在的“整死反对党”的选举文化，

那么这种“民主”并不是真正的民主。



· ·37· ·36

吴伟金：台湾地区选举文化的特性研究 吴伟金：台湾地区选举文化的特性研究 

子弹”瞬间煽起了部分选民疯狂的悲情，进而 舆论称之为“改良式贿选”。请客吃饭是“改

改变选举结果而“赢得”选举。这成为陈水扁 良式贿选”的一种方式，已经成为一种习俗。

玩弄政治悲情的“经典之作”。 为了吸引选民参与，有的还附带进行“摸彩”

（二）省籍族群牌 抽奖。候选人此时调动自己所有关系，利用同

在台湾地区选举文化中，族群的对立与撕 乡会、同学会、宗亲会等社团组织，广邀朋友

裂对台湾社会的伤害最大。族群问题在李登辉 参加。这种吃饭又叫“拜票”，遇到有实力的

当政期间就已经凸显。李登辉当年正是依靠制 候选人，“拜票”一摆就是几十桌、上百桌。

造和利用本省人和外省人的族群矛盾，巩固了 候选人披红挂彩，向来宾一一敬酒，满嘴拜

自己的权力，打击了国民党内的“非主流” 托，为的是选民到时投他一票。他们还迂回买

派。民进党更是将族群问题发挥到了极致。在 票。一般企业财团为支持其负责人或其他好友

民进党的政治话语里，“外省人=国民党=亲 候选人当选，多半会运用庞大的员工和眷属为

中 =不 爱 台 湾 ” ， “ 本 省 人 =民 进 党 =爱 台 其助选。动员员工及其眷属为特定候选人拉票

湾”。民进党借着“反中”招牌，挑起族群矛 助选，最有效的办法是承诺只要该候选人当

盾，打压泛蓝阵营。民进党在2004年台湾地区 选，所有员工一律加薪。员工们为了达到加薪

领导人选举过程中，再次打着省籍族群牌，进 目的，不仅自己主动助选，还动员亲戚、朋友

一步加深了台湾社会的族群对立，使台湾社会 上阵，助选的人越来越多。选举中常看到“搓

又经历了一次分裂。 圆仔汤”现象。所谓“搓圆仔汤”就是有意角

逐某项选举的人，在最后阶段突然宣布让贤。

他们退出的原因往往是拿了其他候选人好处，

而有意成全其他候选人。“搓圆仔汤”实质是

“竞而不选”，真正目的是“待价而沽”、从

中得利。

（三）贿选与黑道渗透政治

台湾地区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还保留了

相当程度的传统文化。关系、面子等人情关系

法则在选举中时常出现。有学者指出，人情关

系是人与人交往过程中用来馈赠对方的一种资

源。在台湾社会中，人情关系法则的强势在很

大程度上决定了民众对选举文化的认知。例

如，对于台湾选举中存在的“买票”现象，很

多人并不理解为贿选，而是理解为人情之间的

往来和面子交换。买票行为不仅具有政治内

涵，而且符合岛内的人情风俗习惯。当然，由

于直接行贿、买票是违法的，为了不被人抓到

把柄，参选者们想出了很多办法和花样，岛内

族群牌有其特定的历史需要。在台湾选举

中，由于中间选民少，选民被撕裂为统独、本

省人和外省人的选项。族群牌虽是最低廉最有

效的宣传动员口号，但是一种不成熟的民主选

举方式。相比于族群，公共政策对候选人来说

显得不那么重要。这是台湾社会长期以来劣质 黑道渗透政治也是台湾选举文化中的痼疾

选举文化对政治稳定产生的不利影响。 之一。在台湾政坛中，“漂白”行动早已不是

什么秘密。黑道势力与某些政客之间利益共

生，不满足于选举拉票，而是直接参与选举，

成为一些县市的官员或“议员”，甚至进入
[3]“国会殿堂” 。比如，此前的屏东县“议会

议长”郑太吉、彰化县“议会副议长”粘仲

仁等就是黑道出身；出身台北县的“天道

盟”精神领袖罗福助和出身屏东县的蔡豪等

多位“立委”就是被台湾舆论界点名的“黑

道立委”。根据台湾媒体报道，20世纪90年代

中期，台湾“中央民意代表”中5%—10%的

人有黑道背景，“地方民意代表”中更有高达

1/3的人有黑道背景。在2000年的台湾地区领

导人选举过程中，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李

远哲曾公开指责李登辉所谓的“民主”是“黑

金民主”。

当然，台湾黑道渗透政治有其社会基础。

在台湾的政治制度设计中，“议员”对外开

放，且作为民意代表有着分配社会资源的权力

（包括重大工程的审议、决策权等）。如此，

选民和“议员”可以利益共生。只要黑道“议

员”当选能够给地方带来公共工程项目、增大

地方利益和不直接损害地方选民利益，很多选

民就会选择他们，不管所选“议员”是否和黑

道有关系。此外，黑道作为一种体制外的道

路，对于解决民间某些纠纷具有某种权威，能

解决好某些公权力不能解决的问题。只要选民

有需求，黑道“议员”就能够通过关说、暴力

恐吓等手段解决选民问题。因此，台湾黑道渗

透政治的选举文化暂时不会消亡，反而作为一

种独特的政治文化现象继续存在。

在台湾选举文化中，

台湾地区选举文化的其他特色形式包括：

1.创意口号。选举候选人往往都会设计口号，

既代表个人形象又表达政纲，令人印象深刻。

陈水扁首次参选台北“市长”提出的“快乐、

。在 希望”口号，改变了传统悲情选战文化，使选

战达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在2012年台湾地区

领导人大选中，各方面候选人都提出了不同的

创意口号，获得了选民的青睐。2.选举商品。

在2012年台湾地区领导人大选中，两组候选人

民主 都制作了不同的商品：蔡英文开设“小英商

号”，出售T恤、徽章、杯、笔记本等，更以

“小猪扑满”作筹募小额经费之用，让民众自

岛内蓝绿阵营采取不择手段的选举策略，

原因在于双方对“权力”极度贪婪。各自打着

“代表人民、服务台湾”的“正当性”旗号，

不管手段是否合情合理，是否经过理性思考，

将政策辩论抛诸脑后，自娱自乐，吸引眼球，

以获取选票。

曝出丑闻也是常见的打击对手的一种方

式，并利用不负责任的新闻媒体推波助澜。

2012年，台湾地区领导人大选的民意调查也被

曝出造假丑闻。部分台湾媒体早已有政治立

场，但表面上假装公正，在民意调查中“灌

水”，冲高自己支持的候选人的民调，影响选

民的投票决定。可信任的媒体亦曾被权力施压

干扰，丧失了传媒的中立立场。选举中攻击对

手容易引发口水战。有报道称，“每逢选举，

台湾就好像进入了人性黑暗期。触目可见，都

是候选人之间的相互指责，使人觉得所谓选贤

（四）零和博弈的政党政治 与能，根本就是个笑话”。部分言论更是演化

零和博弈的政党政治 成为恶意攻击。有候选人出言不逊，在公开场

的具体表现是“逢对手必反”，以各种手段击 合及电视节目上骂脏话，甚至通过媒体揭发对

败对手而不管手段是否合情合理；选举中过于 手的丑闻和隐私。比如，2012年“副领导人”

注重攻击对手，忽略选民对政纲的认同和理性 候选人苏嘉全被揭祖坟建在向政府承租的农牧

讨论。有学者戏言，台湾的政党政治就是“整 用地之上，其妻子洪恒珠涉嫌不当承包招标及

党政治”，即“整死反对党”。在选战中， 曾观赏“猛男秀”。

“政党及其候选人，多数采取赶尽杀绝的方式 （五）台湾地区选举文化的其他特色形式

攻击对手。最常见的是各政党及其候选人利用

电视、电台、报纸、杂志、文宣资料及造势活

动，以断章取义、以偏概全、造谣抹黑、揭人

隐私、恶意栽赃……卑劣手段，大有非置对方
[4]于死地不可之势” 2004年台湾地区领导

人大选中，泛绿阵营提出对泛蓝阵营“割喉割

到断”的血淋淋宣示。台湾选举中双方零和博

弈、赤裸裸对立、为反对而反对的情况一直在上

演。这表明台湾地区大多数民众的民主素养不

高、社会 化程度仍然较低。如果台湾地区

持续维持现在的“整死反对党”的选举文化，

那么这种“民主”并不是真正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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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捐款；马英九和吴敦义则以“平安”为主 高，‘台独’意识根深蒂固，往往在民进党选

轴，以“青天白日旗”为设计元素，制作了不 举动员的时候最先站出来，成为民进党最坚定

同款式的“平安福”并发放给民众，还设计了 的支持者，当陈水扁有偏离‘台独’主张的迹

手表、口罩、手机壳、头巾等。3.强势宣传。 象时，他们的反弹也最为强烈，对民进党的施
[6]愈临近投票日，竞争愈激烈。各候选人的选举 政造成很大的牵制” 。这些支持者抗争的手

旗帜、海报、纸板和宣传单到处悬挂，宣传车 段也最为激烈，甚至不惜使用暴力手段，是

满街跑，喇叭声震耳欲聋。对此，有些人觉得 台湾政治不稳定的重要因素。选举文化中的

“有碍观瞻”、“太杂”、“美感太差”、 贿选、黑道渗透政治严重影响着台湾民主化

“混乱又嘈杂”。不过有台湾学者指出，这是 进程，与法制、民主的现代精神相背离。台

“台湾才有的选举风气，也替生活增加了不少 湾当局虽然制定了相关法律规范来打击贿选

趣味”。目前，台湾的选举文化已经有了很大 行为，但由于贿选的隐蔽性，贿选成风现状

的改变，如旗帜不能随处悬挂，市容干净整 难以改变。

洁了很多。除此之外，候选人更多利用了网

页、社交网站、手机终端、影片等渠道进行

宣传。4.频繁活动。选举前，候选人拜票、探

访、集会、车队巡游、访问、政见发表、电

视辩论等活动频繁。各候选人力求通过增加

曝光率进行拉票，将选情升温。名人、“名

嘴”都会在公开场合帮忙造势，例如在电视 过去

访谈节目中表达立场、变相助选。此外，针

对不同年龄群体的助选团也是竞选的一大特

色。比如，针对青年的助选团，利用青年人喜

欢的明星来助选等。

美国学者亨廷顿指出，一个地区的政治稳 · · ·

定取决于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之间的平衡。如

果社会动员和政治参与扩大，而政治上的组织

化和制度化步履蹒跚，将会引发政治动荡和骚
[5]乱 。政治参与是实现政治稳定的前提之一。

台湾地区的政治选举文化存在威胁台湾政治稳

定的一面，也存在许多非理性成分。在台湾地

区选举文化中，蓝绿阵营相互对立。双方选民

的情绪性和非理性色彩浓厚，对自身阵营的认

同度和政治参与热情很高甚至狂热。在选举

中，这会极力压缩温和派中间选民的政治空

间。我国学者李鹏指出，“在台湾所有政治势

力中，‘台独基本教义派’政治参与意识最

尽管台湾选举文化存在诸多弊病，但随着

台湾民众对选举的深入参与，它将逐步变迁，

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是台湾选举文化

逐渐变得理性，暴力政治气氛逐渐淡化，选战

中“非黑即白”的支持或反对态度已经有所缓

和。二是候选人的竞选方式变得更加职业化。

候选人 的悲情牌、谩骂、极力抹黑对手、

煽动情绪等选举方式，现在开始转变为宣传政

纲或政策辩论。这说明台湾地区的选举文化在

进步，台湾民主正逐步走向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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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台湾问题属于中国内政，但美国是中国处理两岸关系不可回避的重要因

素。新形势下的美国因素在中国对台事务中具有双重作用，并且其负面影响始终居于第

一位。在美国战略需求、中国以及台湾地区主体性诉求和复杂国际因素的多重作用下，

美国对两岸关系的影响将是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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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问题在本质上属于中国内政，容不得

其他任何国家或势力干涉。然而，不可否认的

是，在两岸关系发展演变中，美国扮演着极其

重要的角色。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敏感、

最重要的议题，其中的美国因素无时无刻不牵

动着两岸关系的神经。因此，两岸关系的和平

发展、台湾问题的最终解决都绕不开美国这一

重要因素。我们应该看到，美国因素并不是影

响新形势下两岸关系的唯一决定性因素。在一系

列综合因素作用下，美国因素在两岸关系中必然

会呈现出有限性的一面。

。

1949—1972年中美关系开始正常化这段时间

里，美国对华战略的重点是阻止我国解放台

湾，力图让台湾与中国大陆划峡而治。为此，

美国采取各种措施配合这一战略：政治上扶植

败退到台湾的国民党政权，不承认中华人民共

和国的国际地位；经济上对中国实行封锁遏制

政策，而为台湾提供大规模的经济援助，使国

民党能够控制台湾社会、发展地区经济；军事

上把台湾纳入其军事防区，派美国第七舰队入

驻台湾海峡，竭力把台湾打造成围堵大陆的军

事基地。这些政策使台湾与祖国大陆长期分

离，最终导致台湾问题悬而未决。1972年中美一、美国是处理两岸关系不可回避的重要

因素 关系解冻后，美国的对华政策表现出明显的

（一）台湾问题的产生及其复杂化与美国 “双轨”特征：一方面在“断交、撤军、废

的作用紧密相关 约”的原则下，开始与中国发展正式的外交关

邓小平说：“台湾问题，美国采取不介入态 系；另一方面把台湾当作“独立的政治实
[1]度是不真实的，因为美国历来是介入的 ” 在 体”，与其保持着某种程度的实质关系，阻止

论新形势下两岸关系中的美国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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