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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谓政治民主化是指从传统社

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

中，政治的形式和内容从

非民主走向民主特别是从专制走向

民主的过程。应该说民主的价值，

是具有普世性的，但是由于各国、

各地区的特殊处境和政治文化等因

素的不同，因此，政治民主化在世

界各地常常呈现出各种特有的民主

发展的模型和轨迹。就台湾地区的

政治发展理念和实践而言，一般是

从制度化的概念出发，认为，民主

化也是一个建立宪政、政党、多元

社会、分权政府、人民自由权、平

等权保障、实践分配正义以及公平

公开选举制度的过程。

一般来说，政治民主化并不会

使参与进程中的民众发生国家认同的

歧异，但是由于台湾地区特殊的政治

环境、权力结构、历史文化背景、原

有的社会结构、政治文化价值变迁等

因素，台湾地区的政治民主化过程中

却充满了国家认同的冲突，国家认同

甚至成为政治权力斗争的操弄工具，

最终带来的负面效果是台湾地区国家

认同的混乱和异化，为两岸关系的和

平发展和祖国统一带来诸多风险和变

数。笔者以为，中央政府应当根据台

湾政治民主化的政治与社会新格局和

两岸关系发展新局面，持续推进“寄

希望于台湾人民”的多元、有效的政

策。而只有两岸统一才能根本解决台

湾地区的国家认同危机。

一、合法性危机与台湾政治

民主化

台湾地区的政治民主化的环境

和压力，首先是国民党政权的合法性

危机。1949年年底，国民党政权撤退

到台湾，也将“中华民国”政府迁到

了台湾，作为其“光复大陆”的权宜

措施。与当年“中华民国”政府迁往

重庆所不同的是，国民党政权已经丧

失了在整个中国大陆地区的实效统治

及民意支持，丧失了代表中国人民的

合法性，只是占据台湾地区一隅，实

行高压、威权统治，并暂时性地在国

际上非法把持着对中国的代表权。所

以，从本源上讲，国民党政权或“中

华民国”政府丧失了对于中国人民的

代表性和统治合法性，这是其最根

本的政治合法性危机，也是台湾地

区政治民主化进程的一个结构性局

限和大背景。

这种根本性的危机，对内表现

为国民党政权以不可能再次对大陆实

施有效统治，但它从“反攻大陆”的

思路出发，宣称这种危机是暂时的；

对外则是其对于中国代表权的丧失，

当然由于国际政治格局的影响而未能

及时体现。

1971年，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访

华，国民党政权代表被逐出联合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之于中国的席

位的恢复，这是在国际法意义上宣

告了“中华民国”政府（国民党政

权）的非法性，其合法性危机彻底

暴露出来，首先导致了国民党政权

的“外部合法性”的破产。与之相伴

的则是，国民党威权政权所极力维持

在台湾地区的“内部合法性”也在衰

退。由于国民党政权尽力维持一个代

表全中国的政治架构，所建立起来的

政治机构和权力分配机制不以台湾地

区为基点，表现在利益分配上，就是

大陆籍的人士占据着大多数的政治和

社会资源，权力的分配极不平等。当

对于整个中国代表权丧失以后，国民

党政权自身的正当性或“合法性”就

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这种政治认

同的变化发生在政府层面，本不应波

及国家认同层面。

由于世界范围内的“第三波民

主”的冲击，台湾社会经济发展后

中产阶级兴起，民主意识勃兴，被

高压统治长期压抑的民众要求有更

大的、平等的政治参与权利，而且即

便是统治的有效性也并不一定就会产

生合法性，那种“戡乱”、威权统治

也必然受到挑战和冲击，专制独裁、

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必然走向民主自

由，这种危机可以看作是第二种“合

法性危机”，当然它是和根本危机密

切相连的。国民党政权在应对这层次

的危机时，就力图重新建立起“内部

合法性”，也开启了台湾地区民主政

治发展的进程，随后逐渐扩大了民众

台湾地区政治民主化
进程中的国家认同危机

○王鹤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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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权利，开放各级次的直选，也

开始了“政治本土化”，推动了政党

政治的发展。

二、政治民主化进程中国家认

同变迁

台湾作为中国的一个地区，其

在政治民主化上的实验，可以为中国

政治发展道路的探索提供素材和经验

教训，客观上也给台湾人民带来了一

定的权利提升，在这个意义上讲，是

一种值得肯定的努力。但正如前文分

析，这种政治民主化的道路存在着一

个先天的结构性缺陷，台湾作为中国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民主化却是在一

个国家意义的政治架构上施行，“国

家”层次的政治民主化的药方，并不

能解决台湾当局的合法性危机，却必

然带来国家认同的错位和混乱。

台 湾 是 中 国 不 可 分 割 的 一 部

分，至少在1990年代以前，这是台

湾民众国家认同的主流。国民党政

权将自己的合法性建立在中国正统之

上，本来会强化台湾民众对于中国的

国家认同，但是由于“在台湾的中国

政府”（“中华民国”政府）已经面

临双重合法性危机，政治民主化首先

是对于其威权的质疑和挑战，进而也

波及到其所持的意识形态。比如“戡

乱”、“戒严”体制，是国民党政权

假借“光复大陆”、“统一中国”的

名义，实是为了在台湾推行专制统治

的产物，对于这种体制的反对，也波

及到了对于中国统一的坚持和对中国

的国家认同。所以，令人遗憾的是，

政治民主化是对于国民党政权独裁和

独大的反对，但国民党政权非法占据

并坚持对于中国的正统，部分政治势

力为了反对而反对，连带地将对于中

国的国家认同感也全面否定了。

在台湾政治民主化进程中，一

些政治人物则鼓吹所谓的言论自由，

对于国家认同这种根本问题进行“解

构”，使得民众的国家认同观陷入混

乱境地；还有就是出于政治斗争中争

权夺利的需要，曲解国家认同、统独

问题，将其作为自己动员、操纵民意

的工具，如恶意把本省与外省人之间

的竞争歪曲为台湾对中国的斗争；

在“本土化”的旗号下，鼓吹台湾

主体性，散布台独意识。台湾民众

在国家认同上，对自我身份的认知

也发生了变化，对于中国的国家认

同感逐渐降低。岛内大多数的民调

显示，虽然大多数台湾民众仍认为

自己是“中国人”或“既是台湾人

也是中国人”，但其中自认为“是

中国人”的比例呈现出明显的减少

趋势，而强调自己“是台湾人”的

比例明显增加。

三、国家认同与政府认同的

混淆

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混乱和转

移，与政治民主化进程中的对国家与

政府的认知混淆有关。一般而言，国

家由领土、主权、人民和政府构成，

由政府来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所

谓“中华民国”，实际上只是一个曾

代表中国的政府的符号，1949年后丧

失了合法性。台湾不是一个国家，只

存在一个有效统治本岛、却维持国家

架构的政府，过去的国民党政权、现

在的政治人物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

刻意强调本政府的合法性，并力图将

民众对于政府的认同等同于对国家的

认同，或将政府认同上升到国家的层

次，不可避免地为“独台”和“台

独”意识的出现提供助力。

国家认同与政府认同的混淆，

首 先 在 海 峡 两 岸 的 隔 绝 中 得 到 强

化，而国民党政府的反共宣传及之

后的民进党政府、台独分子的“反

中”、“仇中”的宣传、行动又起

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其中有两

岸敌对的环境因素，但更因为台湾

当局刻意设置的制度障碍，使台湾

民众对于中国的了解严重不足。更

重要的是片面夸大两岸在各方面的差

异，凸显台湾的“先进性”和大陆政

经社会建设的落后，这在其政治民主

化进程中表现尤为显著，这也进一步

弱化了台湾人民对以大陆为主体的中

国的认同感。

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后，为了

彰显自身的“正统”与“合法性”，

通过对大陆丑化和负面宣传，妄图制

造并占据两岸斗争中的“道德制高

点”，并以此获取台湾民众的合法

性支持，在国民党当局长期丑化宣传

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许多台湾人眼

里早已成为“匪伪政权”和“共产暴

政”的代名词。在这种情况下，民众

的政府认同自然只能选择所谓的“自

由中国”政府，而所谓的“共产中

国”政府自然不会是效忠的对象，但

是所谓的“自由中国”政府并不能代

表整个中国，出现认知和认同上的分

裂。由于政府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密切

关联，此时的台湾民众对于以中华人

民共和国政府为合法代表的中国的感

情逐渐弱化，国家层次的认同感下移

到台湾地区上。

随着党外势力的兴起，台湾民

主化的启动，以及后来的民进党执政

肆意冲撞两岸关系和“一个中国”原

则，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更加与大陆

割裂、与中国割裂，更注重于以台湾

为中心，这其间与政治人物和党派的

操弄密切相关。虽然两岸的交流逐渐

深入，先前的“反共”宣传已经不

攻自破，但是李登辉、陈水扁等政

治人物以及部分分离势力为了个人

或小集团的私利以及政治权力斗争

需要，借助于民主的形式，操弄民

粹，进行“反中”、“仇中”的宣

传与活动，肆意歪曲、丑化大陆政

府对台湾人民的善意，并将“中华

民国”台湾化、独立化，更试图摧

毁“中华民国宪法”下大陆与台湾同

属一个中国的法理框架，原本两岸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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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础上，大陆应当进一步

丰富对台政策内涵和设计，根据台

湾政治民主化所带来的台湾政治结构

的新变化，最重要的是找到直接作用

于台湾民众的渠道、平台和机制，使

大陆对台湾同胞的善意和惠民政策能

够深入岛内民众心中，在充分感受大

陆的诚意和善意的同时，也使台湾民

众对大陆的对台政策有更具体、更感

性、更全面、更真实的认识，逐步建

构起台湾人民对于大陆的认同、对中

国的认同，借以凝聚“反独促统”的

民意基础和力量。具体落实“寄希望

于台湾人民”的对台方针，大陆一方

面要深化力度，另一方面要扩展范

围。例如：加强两岸经贸整合，扩大

两岸文化交流，吸收台湾青年学生到

大陆求学、进修学位和就业，通过台

胞回乡探亲、祭祖以及共同举办传统

活动等，加深彼此的联系和沟通，还

有大力发展两岸之间的旅游业，开展

海外炎黄子孙的联谊活动；增强对台

湾中南部民众的工作力度，等等。最

终要尽可能地实现两岸人民的无障碍

交流以及资源信息的互通整合，建构

起“两岸命运共同体”，这也有利于

增进两岸人民福祉。正如中央领导人

不断强调和重申的，凡是有利台湾同

胞和两岸人民福祉的事情都会尽最大

努力做好。这是贯彻落实“寄希望于

台湾人民”政策的根本，也是中国政

府对于人民的庄严承诺。

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同属

一个中国。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

中央对台工作的不懈努力，台湾民众

也将会渐次回归到对中国的国家认同

上来。两岸统一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

复兴的历史必然，而且也只有实现两

岸统一，才能根本解决台湾地区的国

家认同危机。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台湾研

究院）

             （责任编辑 张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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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政府认同有歧异、但国家认同有

共识的“一个中国”状态被打破，随

着政府认同与国家认同被刻意混淆和

捆绑，“两国论”及“一中一台”的

出台，彻底撕裂台湾民众对于中国的

认同，并假以“民主”的形式予以巩

固，“台湾前途应由台湾2300万台湾

人民决定”即是最常见的说辞，把政

府认同、扭曲的“国家认同”与台湾

人民的利益捆绑在一起。

四、危机的因应与展望

台湾地区的政治民主化由于存

在着内在结构性矛盾，其负面效果

之一就是台湾民众国家认同的异化

和冲突，造成了台湾人民对于祖国

及两岸统一的心理障碍，随之而来

的是对两岸关系和和平统一大业的

冲击，为我们的对台工作带来极大

的挑战和变数。

在争取台湾人民的认同方面，

大陆方面一直是在根据台湾政治发

展局势，不断调整对台政策，争取

台湾民众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

认同，引导台湾人民树立和强化对于

中国的国家认同，化解台湾民众国家

认同中的独立倾向。政策的主线由早

期的寄希望于台湾领导人，到1979年

《告台湾同胞书》中提出：“我们寄

希望于一千七百万台湾人民，也寄希

望于台湾当局”。这就是中央对台的

两个“寄希望”方针。虽然其间因岛

内政治生态的演变和严峻的现实曾

使“寄希望于台湾当局”受限，但

中央“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对台

方针一直没有动摇和改变，相反随

着岛内“台独”势力的坐大，台湾

地区国家认同的异化，大陆把“寄

希望于台湾人民”方针置于更加突

出的地位。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

出，贯彻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

决不改变。而胡总书记在纪念《告

台湾同胞书》发表30周年座谈会上

的讲话则再次强调，“坚持以人为

本，把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贯

彻到各项对台工作中去”，并细化要

求，“理解、信赖、关心台湾同胞，

体察他们的意愿，了解他们的诉求，

为他们排忧解难，满腔热情为台湾同

胞多办好事、多办实事，依法保护台

湾同胞正当权益，最广泛地团结台湾

同胞一道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而“对于部分台湾同胞由于各种原因

对祖国大陆缺乏了解甚至存在误解、

对发展两岸关系持有疑虑”，“以最

大的包容和耐心加以化解和疏导”。

无疑这种“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

针和柔性诉求，最大限度的展现了大

陆政府的善意，保障和促进了台湾人

民的利益，有效化解了台湾民众国家

认同危机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也从根

本上遏制了岛内“台独”的进一步发

展，也正因为这样，两岸关系才会在

政治对立的情况下保持了基本和平、

稳步和积极的发展。

同时，台湾地区的政治民主化

和两岸关系的新局面也给我们解决台

湾民众的国家认同危机创造了更多的

着力点和机会，也要求我们建立更加

细化、深化的工作机制。台湾地区的

政治民主化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也

带来台湾政治运行机制的新变化，比

如各种利益集团、民众在政治生活的

作用和地位越来越重要，政治沟通、

决策的结构性管道增多，政治多元化

的趋势日渐明显，社会与政治互动密

切，这都使得我们对台工作具备了多

元的着力点并能相互促进；由于对台

工作卓有成效，两岸关系取得重大突

破，两岸协商在“九二共识”基础上

得到恢复，全面直接双向“三通”已

经实现，两岸同胞往来更频繁、经济

联系更密切、文化交流更活跃、共同

利益更广泛，两岸关系开始步入和平

发展轨道，这为消除台湾民众认同异

化、建构台湾同胞正确、切实的国家

认同提供了绝好的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