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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透视

“九合一”选举后的国民党

文 I 张文生

2014 年 11月 29日，台湾 “九

合一”选举落下围幕，国民

党遭遇重大挫败，在“六都”市长选

举中只保有新北市长一席，在全台 22

席县市长中国民党只剩下6 席。败选

之后，台“行政院长”江宜桦率“内阁”

辞职以示负责，但是各界纷纷把批评

矛头指向国民党主席马英九，12月2

日马英九不得不辞去党主席职务。在

国民党上下的强烈呼唤之下，12月12

日，刚当选连任的新北市长朱立伦宣

布参选国民党主席，并表态“不角逐

参选 2016 总统”，以凸显其不为权位

勇于承担的决心。2015 年 1月18日，

经过党员直选，朱立伦以 99.61% 的

超高得票率当选国民党主席。1月19

日，朱立伦正式上任国民党主席，能

否让经过重大挫折的国民党浴火重

新，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能否找回国民党创党精神？

对于朱立伦来说，在国民党发展

面临低谷时挑起重担并不轻松，如何

激发党员的信心？如何吸引广大选民

的支持？能否开创具有朱立伦色彩的

新时代？这都是朱立伦当选党主席后

面临的艰巨挑战。

2014年3月,台湾发生“太阳花学

运”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进程受

到岛内某些政治势力的迟滞，进而形

成一股政治风潮导致国民党在“九

合一”选举中惨败。岛内外舆论出现

了要求国民党检讨内外政策的声音，

朱立伦在宣布参选国民党主席时提

出：“找回创党精神，和人民站在一

起”；而所谓的国民党创党精神则是

指：“一切以人民为主，追求民有、民

治、民享，自由、民主、均富”。在台湾

社会政治的现实中，这样的创党精神

能否打动选民，恐怕光有口号是不行

的。朱立伦认为，国民党最大危机就

是缺乏新生代认同，这次选举溃败

凸显国民党已失去年轻一代，“国民

党要把年轻人找回来，让参加太阳花

学运的年轻人也愿意代表国民党参

选”。为此，他甚至不惜炮轰过去的国

民党路线和政策：“11月29日国民党

空前溃败，证明国民党的路线和施政

都应彻底检讨”；“过去这几年有一

些错误的政策，有一些不适当作法失

去创党精神，让民众离国民党越来越

远”。朱立伦强调，整个社会必须更

重视年轻人、更关心年轻人，一定要

听到年轻人声音。而国民党吸引年轻

人的具体方法，包括应该重建人才培

育体系，让年轻人成为基层服务团队

或公职人员；要用智慧科技面对所有

王金平、朱立伦、马英九在今年2月新春团拜中，热情互动，展现以和为贵的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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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透过网络信息，让国民党随时

与所有人民、党员连结在一起。

朱立伦也准备清理国民党党产，

“党产问题要清理，不当党产一定要

归还”。党产问题是国民党饱受台湾

社会批评的问题，清理国民党党产向

来是民进党的主张，民进党主席蔡

英文要求国民党“必须负责任的面对

党产问题，给台湾人民一个清楚的交

代”。国民党拥有的巨额党产，造成政

党间的不公平竞争，但处理党产对国

民党是双面刃。没有了党产，国民党

党务的开展、党工的薪资、党公职的

竞选经费都会受到影响。

朱立伦还抛出“修宪”议题，强

调台湾需要权责相符的“内阁制”，

才能让政治进步。对此，民进党的

公开回应是“乐见朱立伦提出看法，

愿意朝野共商”；李登辉则公开鼓励

国、民两党合作“修宪”。然而国、民

两党都怀有权谋考虑，民进党主席蔡

英文眼看当选“总统”的机会来了，当

然不会轻易放出“组阁权”。

   

能否维护国民党团结？

朱立伦虽然接任党主席，但是国

民党内大佬众多，除了卸任党主席、

现任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还有两

位政坛老将、荣誉党主席连战和吴伯

雄，更有仍然盘据立法机构的“立法

院长”王平金。如何处理方方面面关

系，维护党内团结，是对朱立伦的极

大考验。

首先，朱立伦接任国民党主席

后，对党务人事进行了大幅调整，更

多体现出“任务”取向，包括前台北

市长郝龙斌、前嘉义市长黄敏惠专

任国民党副主席，由前“行政院”秘

书长李四川出任国民党秘书长，“立

委”黄昭顺、卢秀燕与前新北市国

民党部主委江政彦任副秘书长，“立

委”赖士葆出任国民党政策会执行

长。通过党务系统的人事调整，朱立

伦基本掌握了党机器，终结了国民党

内的“马(英九)金(傅聪)体制”。

其次，2月初，朱立伦迅速改组

国民党智库“国家政策基金会董事

会”，并由朱立伦本人兼任董事长，国

民党副主席郝龙斌和前“总统府”秘

书长杨进添出任副董事长，前“经建

会”主委尹启铭担任执行长。改组后

的政策基金会董事会成员共有13人，

除了董事长、副董事长，其余10位董

事为黄敏惠、李四川、赖士葆、驻会

董事蔡政文、蔡勋雄、朱云鹏、尹启

铭、高孔廉、高思博和江启臣。国民党

智库最重要的执行长一职由尹启铭担

任，监察人则包括召集人张昌邦、卢

秀燕和江政彦。通过改组智库人事，

朱立伦把原荣誉党主席连战的一些

人马进行了更替。

第三，也是最难处理的是“马

（英九）王（金平）政争”。2013年9

月，国民党内爆发马英九与王金平

之间的斗争，因王金平涉嫌“司法关

说”，国民党考纪会撤销其党籍。王

金平向台湾司法机构提出确认党籍

存在的诉讼后，国民党在一、二审中

均败诉。马英九不仅未能通过撤销王

金平党籍而把其从“立法院长”的位

置上拉下来，反而赔上了国民党内的

团结形象。

朱立伦上任后，处理王金平的

党籍案成为棘手的政治问题。一方

面，必须要结束党内政争，维护党内

团结；另一方面，又不能伤及马英九

马英九、王金平关系问题影响国民党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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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颜面。朱立伦一开始采取拖延的

办法，搁置相关争议，但在今年2月25

日，宣布不承接司法诉讼，并在国民

党中常会上亲自确认王金平“为本党

同志并无疑义”。朱立伦的做法引起

马英九的不满，后者公开近1400字的

声明认为：“面对大是大非的司法关

说争议，国民党不能乡愿，也不能和

稀泥，必须捍卫党的核心价值，否则

无以对百万党员交代”。

可见，朱立伦决定放弃司法诉讼

并不能完全缓和王金平、马英九之间

的矛盾。王金平显然不仅仅在意一个

国民党的党员身份，他仍然不会轻易

从台湾政坛退出。有岛内媒体分析，

面对即将来临的2016年选举，王金平

有两种选择，一是转向争取国民党内

提名参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国民党有

的“立委”已提出“朱王配”，由朱立

伦与王金平搭挡参选，也有高雄乡亲

希望王金平直接挂帅参选；二是继续

争取国民党提名为不分区“立委”，留

在立法机构担任“立法院长”一职。

在民进党气势上涨的形势下，王金平

留在“立法院”可能对他来说是最好

的选择。

  

能否开创两岸关系新局面？

“九合一”选举之后，朱立伦对

国民党的两岸政策似乎也在思考，作

出某些调整。在就任国民党主席时，

朱立伦表示：“台湾与对岸社会‘差异

非常大’，密切频繁的往来，除冲击民

众的心理层面，社会更对两岸经济交

流下产生的分配问题产生疑虑”。心

理层面的冲击、分配问题的疑虑，显

示出朱立伦对国民党当局现有的两

岸政策的质疑。但是如何做到既维

护和坚持现有的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成果与路线，又能满足台湾社会的

所谓疑虑，对朱立伦而言也是高难

度的。

1月17日，朱立伦当选国民党主席

后，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发去贺电，

强调要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

独”的共同政治基础。朱立伦回电表

示“期盼贵我两党在两岸关系未来发

展上，继续扩大交流”。台湾一些学

者甚至提出“超越‘九二共识’、进入

政治协商”的主张。在台湾现有政治

环境下，能否真正做到超越“九二共

识”，甚至开启两岸政治协商的进程，

考验国民党的决择。台湾媒体指出：

“挫败后的国民党目前有两种思路，

一派主张更贴近所谓的民意，即使这

种民意可能是被误导的，而其具体作

法就是要和民进党竞争谁更本土，谁

更爱台湾；另外一种就是主张唤醒党

魂，坚持自己的核心价值，重温孙中

山和平、奋斗、救中国的遗训，强调

追求国家统一的初衷，相信有了信仰

才会产生力量，就能争取民众的支

持”。

3月9日，到访香港的朱立伦首度

针对两岸关系提出明确立场，除宣示

国民党对“九二共识”是相延续的，

更进一步表态愿意访问大陆、出席

两岸经贸文化论坛，并信心十足地表

示：“国民党主席去参与论坛，这没有

什么好意外”。对此，国台办发言人表

示，欢迎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在方便的

时候来大陆参访。

朱立伦在风雨飘摇中接下国民

党主席的重要位置。“九二共识”、两

岸关系和平发展，对国民党、对朱立

伦都是重要的政治资产。朱立伦能否

树立个人的政治风格，开创具有个人

色彩的国民党政治新时代，进而谋求

新的发展空间，各界都在观望。

 (本文作者系厦门大学台研院教授)

朱立伦与马英九关系问题对国民党未来发展至关重要。（图自台湾今日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