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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五年，台港兩地各自歷經了當代政治與社會的重要分水嶺，其影響將延續整個世代。在台灣

，自從2014年3月18

日年輕學生與市民史無前

例的佔領立法院、稍後甚至衝擊行政院，延續24

日的「太陽花運動」不但促使台灣社會警醒「中國因素」對民主的傷害、實質而具體的審視兩岸

經貿互動與各項協議所帶來的影響，更在2017年的法庭判決中首次引用「公民不服從」(civic

disobedience) 宣判被告無罪，甚至在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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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判決中以當時警方執法逾越「比例原則」

，應負國家賠償責任。「太陽花運動」的影響是深遠的，在政治上它不但在當時影響了國民黨馬

英九政府的執政、加速其在縣市長選舉(2014)與總統大選(2016)

中的潰敗，以致在2016

年讓民進黨實現首次總統與國會的「完全執政」，完成台灣民主化以來的第三次政黨輪替；在社

會上也催生出年輕的「太陽花世代」陸續投入基層政治與選舉；更有所謂的「天然獨」之說，鞏

固了以台灣為核心的文化認同。

受「太陽花運動」所影響，香港的

大專學生組織學聯宣布要在2014年7月1日提前「佔中」

進行公民抗命，要求公民提名，最後有511

人因留守被警方抬走清場。隨後第12

屆全國人大常委會所通過

的關於特首普選問題和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決定(簡稱「831決定」)

，企圖以控制提名權以及實質任命權的方式，「百分百」確保所謂的「普選」不會出現令北京意

外與尷尬的結果。「831決定」使部分原先立場溫和、

傾向溝通的民主派人士

大失所望，從此走上對抗北京的道路，也正式

宣告1980

年代以降經歷過渡期與九七主

權移交後長達三十年的「民主回歸」(派)

路線畫上休止符。如果說當代的美國中國研究專家集體誤判了中國的崛起與發展，中國並不如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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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化理論的範式預言般走上西方式的開放與民主；而其實在中國一隅的香港人何嘗不是在沒有太

多的選擇之下集體誤信了「一國兩制、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五十年不變的承諾，天真

的以為北京會信守承諾、尊重差異? 歷時79日的「雨傘運動」在2014年9月28

日石破天驚的展開，87枚催淚彈說明這個缺乏正當性(legitimacy)

又罔顧民意的特區政府意圖以暴力來進行管治。

2019年6月9

日迄今已經歷時超過半年的反《逃犯條例》

修訂運動(「反送中」)

中的警暴以及社會撕裂，其實早在「雨傘運動」中已見端倪，香港「淪陷」的痛苦，改變了很多

人的人生。「雨傘運動」後的香港社會目睹了本土主義的持續發展，包括青年本土派政治組織「

本土民主前線」的成立(2015年1月)

、各區的反水貨客衝擊事件、學聯

首次拒絕參與六四燭光晚會(2015年6月)

、政治素人首次參與區議會選舉(2015年11月)、香港民主進步黨成立(2015年12月)等。2016年2

月9

日的旺角警民衝突象徵了勇武抗爭與港獨主張獲得了一定民意的支持，本土主義從一種次文化正

式走向公共領域，自決的呼聲四起甚至

對傳統民主派與建制派都構成有力

的挑戰。香港民族黨的成立(2016年3月)

表明不會承認《基本法》，標誌港獨

 3 / 12

Phoca PDF

http://www.phoca.cz/phocapdf


兩岸國際

發佈：2020-03-20, 週五 11:48
點擊數：8674

從言論走向行動；同年4

月

更有

學者集體

發表《香港前途決

議文》，訴求「內部自決」、主體意

識與政治革新等主張。6

月，政黨香港眾志正式主張以「二次前途問題」為核心，透過具憲制效力的前途公投進行政治議

程的討論。9月的立法會選舉本土派取得19%的得票率，約40萬選民支持。

作為反擊，北京不但繼續扶持台灣的親中政黨與政治人物，更利用其經濟實力「收買」台灣，包

括觀光統戰下的經濟依賴，以及《惠台31條》(2018)與《惠台26條》(2019)

等措施，甚至在2019年1

月拋出「習五條」，首度提出探索「兩制台灣方案」；在香港，則透過要求候選人簽署確認書的

政治篩選方式排除異見人士的參選，並且以入出境管制限制來港的人士，更聯合本地社團與中資

機構啟動輿論機器重

建一國兩制的論述，在校園內外致力推動

愛國主義教育、畫下紅線大力批評港獨。2017年6

月，中國外交部更指《中英聯合聲明》作為一個歷史文件，不再具有任何現實意義。在強調「全

面管治權」之下，雨傘運動後的香港民主發展一度陷入低潮，轉而強調向下扎根社區以及向國際

尋求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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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的背景之下，本專書即從台港兩地的政治、社會運動、媒體、跨境經濟、法治與

教育等多個層面邀請學者專家就太陽花與雨傘運動後至今的台港情勢與民主挑戰做出討論。

在台灣政治方面，2014

年太陽花運動後國民黨失去政權

，而民進黨則在蔡英文領軍下在2016

年大選中取得了行政與立法部門的首次完全執政，儘管如此，民進黨政府卻遭遇嚴峻的內政與兩

岸關係挑戰。在此背景之下，林濁水(第一章)

縱向的從戰後至今歷史的角度，以及橫向的中美貿易戰爭端，仔細地爬梳了整個反送中抗爭的前

因與當前發展，他認為目前兩岸三地面臨官方建構的想像共同體與民眾實體生活共同體之間斷裂

的現象，形成價值觀落差極大的三個共同體，他因此期待一個「理性合理的法政經濟秩序」。

在香港政治發展方面，王岸然(第二章)

清楚地回顧與分析了香港本土派的前世今生。自2007

年的青年「本土行動」所發起

的天星碼頭及皇后碼頭保育運動，至2015年首次參與區議會選舉，到2019

年的「夏日風暴」(作者語)

社會運動，香港的本土派的派別與屬性各異，但是在政治上逐漸產生影響力。香港本土派的發展

過程極具動態與泛民主派也存在競爭與合作的關係，王岸然認為今後北京會加強警惕並且務實的

調整對香港各派的政策 ( 特別是「拉一派打一派」)，然而香港人距離真正的民主仍然遙遠。

在台灣的社會運動方面，何明修(第三章)分析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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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降社運團體與民進黨之間的互動關係，

並且聚焦《勞基法》關於工時與休假的

修法、同性伴侶婚姻平權、落實非核家園與原住民傳統領域界定的土地正義等四項議題，持平地

探討其為何引發爭議與

反彈。他清楚地指出蔡英文政府執政時的消極

應對、

矛盾反覆等處理不當，有時成為民進黨與社會運動團體之間衝突的原因，更深化了民眾的焦慮。

改革並不容易，許多時候充滿曲折與妥協，敏感而困難的議題尤其如此，一個具廣泛性的社會聯

盟因此重要。

在香港的社會運動方面，鄧鍵一(第四章)對

比雨傘運動並透過現場問卷調查的結果分析了「反送中」

運動中「無大台」的宏觀背

景與六項特徵，包括自發動員的政治文化(有組織發起者但是無領導者)

、運動領袖角色的轉變、沒有明顯的抗爭策略路線分歧、共同體情感所鞏固的抗爭升級

(卻也自我約束)、網路平台的橫向統籌與策略

創新等

。在特區政府沒有妥善回應民意下，「無大台」將令更多示威者參與激烈的抗爭，甚至產生不斷

惡化的狀況與後果。

在台灣的媒體部分，在中國因素的影響與

滲透之下傳媒「染紅」也備受各方關注。王立(第五章)探討中國滲透媒體的案例 (包括旺旺集團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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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中時集團、併購「中嘉案」爭議等)，顯示北京利用台灣的民主體制透過資金直接與間接地影響

媒體的報導方向

與人事安排，以作為統戰的工具與宣傳的武器

。作者亦批評「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

，認為其態度保守、被動，對於危害民主、影響政治的假新聞的散佈缺乏遏止力。王立因此認為

應該進行「廣電三法」與《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等修法，並強化相關部會的執法以及民眾的意識

，以回應目前的困境。

在香港的媒體部分，1997

年以來香港「一國兩制」的內涵歷經

了劇烈的變動，楊建興(第六章)藉由具體的言論審查事件(

、

異見藝術家巴丟草取消在港展覽事件，以及由中聯辦所控制的三聯書店企圖就書籍內容施壓作者

等)

，討論緊縮與消失中的新聞與出版自由。他認為囿於中港兩地巨大的文化與制度差異，當年不少

港人在別無選擇之下接受「一國兩制」，如今現實是「五十年不變」的承諾已經急速變形滑向「

一國一制」，港人唯有反抗才能保衛自由香港。

論述可以影響

民眾的主觀認知與政治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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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會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位置。鄭祖邦(第七章)

以中國因素對台灣的影響為框架，拆解分析了當前主要政黨的論述，他主張不論是「兩岸和平論

述」(反台獨) 或「經濟發展論述」(拚經濟)

等僵固的二元對立框架都容易成為一種反民主論述，簡化與空洞化對重要議題的思考，甚至弱化

反思能力。他提醒「模糊化的策略在長期經濟利益的獲取上是值得懷疑的，反而很快就會對台灣

自身民主的發展予以否定」，因此強調民主化與本土化應該並行不悖，也應該抓緊民主深化的契

機。

面對北京透過大灣區等經濟整合計畫，以及跨境人口移動逐步消弭中港邊界、將香港進一步融入

中國的政經格局中將帶來甚麼機遇與挑戰? 林前(第八章)

認為大灣區將在中美貿易戰的背景下提

高中國的創科發展、

打造「創科共同體」，彷彿區域版的《中國製造2025》，扮

演融資、「白手套」和「試驗地」等重要角色；

大灣區也預示一種新的跨境治理架構(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

，此種「小組治港2.0

模式」將進一步削弱香港的高

度自治；最後，是藉此強化青年工作、促進人心回歸，但是成效卻仍舊成疑。

香港的法治在「後雨傘時期」淪為「威權法治」，戴耀廷(第九章)

認為北京及其特區政府代理人首先藉由搶奪法治的話語權，以「法律與秩序」為名扭曲法治的公

義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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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中國憲法》在香港憲制秩序的凌駕性以打壓政治異見者；甚至藉由幾乎不受任何制約的全

國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的常態性釋法影響香港法院的裁決。以《國歌條例》草案和選舉主任

越權褫奪參選人資格等為例，

戴耀廷指出當前的「威權法治」使法律淪為當權者打壓反對聲音的工具，如今唯有法官的醒覺與

勇氣才能維護香港的法治、保障公民的基本權利，而抗爭者也會繼續對抗倒退的「威權法治」。

在教育方面，李華(第十章)探討了中國在其境內(新疆、西藏)與境外(

香港、澳大利亞、台灣等地)

的教育統戰，他認為這種細雨滴潤的統戰特點是在北京的操控下透過美化與片面的教材進行具隱

蔽性的洗腦教育，除了淡化政治意味，海外的教育機構因為資源與名聲的考量也頗多積極地與中

國官方聯繫。此外，教育統戰也具有高度的組織協同性，配合大規模的經費進行「大統戰」；最

後長期向年輕一代培養愛國主義教育，以期產生更多海內外「小粉紅」，教育作為銳實力(sharp

power)的一環需要各國政府積極的應對。

黃偉國(第11章)

將焦點轉往香港的高等教育，藉由分析鍾

庭耀民調事件(2000)

、打壓浸會大學職工會事件、雨傘運動後的

白色恐怖

等四個具體案例，顯示早已有大學管理層主動

淪為「政治尋租者

」，不僅打壓校內工會、意圖製造白色恐怖，甚至採取裡應外合的方式保持被動與沉默，嚴重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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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院校自主。黃偉國

指責大專院校管理層在北京的壓力下如今已經變成反民主及學術自由的打手，使學術自由淪為空

泛的宣傳口號，而關鍵因素是校內缺乏制衡及督促大學管理層正視捍衛學術自由的力量。

於總結部分，在「亡國感」危機意識

的籠罩下作為太陽花世代的黃守達(第12章)

討論台灣民主與主權的前路。他認為此刻的台灣並沒有樂觀的資格，而「唯有戰鬥才能對抗中國

及其代理人的全面入侵」，我們因此不應該低估台灣青年參政的意義，因為這是屬於台灣青年的

無大台運動。台灣跨黨派的青年更關注社會上的進步議題與台港的情勢，他們試圖克服世代間的

落差，以行動帶領

台灣找到出路。葉健民認為目前的「

反送中」抗爭已經一掃2014

年雨傘運動後的失敗主義情緒，不論結果成敗，已經鼓舞了世界上為威權所壓迫的抗爭者；抗爭

同時也開啟了

「二度回歸」的歷程，香港人必須要放棄天真、認真地思考如何面對中國與之生存相處，在葉健

民看來這是香港人的共業。

結論

過去幾年，台港兩地官方的形式互動出現前所未有的低潮，包括光華新聞中心主任與駐港辦事處

處長在內的代表遲遲因為工作簽證問題無法履任，其中來自北京的干預自然是最主要的原因；幸

而在兩地公民社會的互動上雖然也遇到阻礙卻能夠突破障礙，強化兩地進一步理解與攜手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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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習近

平主政下的中

國，不論就境內意識形態的

控制與公民社會的打壓，或是針對境外以「一帶一路」為名

投射更強大的中國政經與文化影響力，均讓人不可忽視中國對全球民主與世界局勢的衝擊，中國

作為全球化最主要的參與者與受益者，卻也是逆自由與開放最主要的干預者，局勢難以樂觀。在

地緣政治上，以中美貿易戰所構成的「新冷戰」環境中，作為東亞邊陲與的帝國夾縫中的台港兩

地，更是難以逃避中國直接與間接的影響。展望將來，北京勢將加緊對香港的全面控制，同時在

國際社會中繼續否定台灣的主權與國家性。情勢發展令人焦慮，我們卻沒有悲觀的權利，更別無

選擇的必須勇敢直面、

拒絕失敗主義，為一切可能的狀況預做準備，並且密切關注中國國內的情勢變化，這不僅是制度

的選取、

更是價值的選擇，是維護自由與生活方式的不得不然，而本書就是來自中港台三地不同背景專業

的作者針對太陽花與傘運後的台港民主挑戰所做的最新思考與親歷證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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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葉國豪   為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客席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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