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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佈：2009-06-04, 週四 01:19
點擊數：9065

兩岸民主改革20年座談會

主辦單位：台灣新社會智庫、兩岸政經研究學會、彩虹論壇

時間：2009年5月22日（五）下午14:00~16:00

地點：市長官邸藝文沙龍（台北市徐州路46號）

主持人：梁文傑（新社會政策雙月刊總編緝）

與談人：王丹（六四民運學生代表）

        段宜康（前立委）

        陳宜中（中研院人社中心副研究員）

        張之豪 （野草莓學運參與者）

        蔡英文（民進黨黨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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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傑總編：
今年是六四二十週年，這二十年來我們都見證了台灣與中國兩邊不同發展的歷程，這二十年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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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歷經政黨輪替，但中國那邊似乎除了一些零星的基層選舉改革之外，中共仍然是一黨專政，
但是經濟卻快速成長，這二十年來其實兩岸的發展差距非常大。今年適逢六四二十週年，因此我
們想利用這個機會，來談談兩岸各自二十週年不同的發展歷程。首先請蔡英文主席

蔡英文主席：

一、二十年來兩岸不同發展道路
民進黨和台灣在這二十年間變化很大。民進黨在二十年間，大幅推進台灣民主進程，尤其是在九
零年代，包括國會全面改選，總統直選等，甚至也取得執政權。現在重回在野，我們本來以為交
出政權時，台灣的民主依然存在。可是這一年來，國民黨的執政不曉得是出於威權的心態，還是
缺乏自我的信念，確實台灣今天面臨重回威權保守的年代，同時台灣的媒體也面臨一個嚴峻的挑
戰。

這二十年中國的變化也很大，中國的崛起是一個事實，中國也以一個大國的姿態面向世界，邁向
全球，但是我們到現在為止還沒有聽到中國對六四中國家暴力所造成的悲劇道歉，甚至於現在還
有記者、學者以及社運人士等在支持「零八憲章」以後下落不明，中國民主化的前景到現在依然
遙遙無期。很多的評論家也說了中國的經濟發展要永續的話，必須改變他的政治結構。中國要往
前邁進，與世界和平共處，經濟持續發展的前提，就是民主化，很可惜我們到現在還沒有看到中
國在這方面有顯著的進步。

二、民主才是兩岸共同發展的語言
那麼，我們在這裡談論六四，共同展望兩岸民主發展的未來，意義十分重大，不僅是因為民主人
權是普世價值，不容許我們遺忘六四，也因為當前台灣政府對待六四的態度值得我們所有關心民
主價值、兩岸發展的人關注和警惕。經過長期的努力，民主早已是台灣人的生活方式，也是共同
的資產，作為創黨的價值，民主進步黨二十年來追求、實踐的理念的也是民主，所以捍衛、保護
民主在台灣能夠繼續深化及鞏固，民進黨責無旁貸。我們覺得民主應該是兩岸共同的語言，可是
國民黨政府好像覺得經濟利益才是兩岸共同的語言，經濟利益固然在某一個層次上其重要性，但
是我們更深刻的覺得兩岸真正的共通語言應該在民主，也是兩岸共通的橋樑；唯有在民主共同的
語言上，台灣和中國的發展才是一種不是強凌弱、大壓小，而是建立在平等、尊重、共享的價值
之上。

三、馬政府在兩岸交流時完全忽略民主議題
在這裡我們稍微要提一下，馬政府在過去的一年對六四態度的曖昧，甚至在去年六四週年所發表
的聲明裡面，沒有像馬英九總統在就任前的一貫態度，對中國採取一個批判和要求的態度，在去
年六四總統府的新聞稿裡面我們看到的反而是肯定中國搶救川震災民的表現，聽起來有一些文不
對題，而這一年來兩岸間的互動，包括三次的江陳會，我們也都沒有看到民主的議題，好像民主
已經成為馬政府面對中國的禁忌，連談都不敢談，將民主自動消音，不但凸顯國民黨政權威權保
守的心態，也凸顯了台灣民主當前面對的嚴峻挑戰。我們相信民主不但不可能成為兩岸之間共同
語言的對話，在馬政府為了換取不確定的經濟利益而一意傾中的政策之下，民主更有可能成為兩
岸交流下台灣必須付出的昂貴代價，未來如何因應這個挑戰將是所有關心台灣民主、兩岸發展的
人應該共同面對的嚴峻課題，民主進步黨不會在這個議題上缺席，也願意與各界共同努力克服這
個挑戰。

四、民進黨應用自身民主追求的經驗和中國公民社會接觸
民進黨內部曾思考，怎樣更深入的了解中國，在我們內部討論也有觸及到中國公民社會，我們自
己是過來人，民主的發展並不是靠統治者的同情或是他的給予，是要人民去爭取才會有的。過去
，民進黨很多前輩都犧牲他們自己的自由，他們的青春去爭取民主。我相信中國目前經濟發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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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已經有很多中產階級的出現，甚至於應該有很多律師的出現，律師在整個民主化過程中其
實是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另外社運團體、還有很多組織性的各種團體，在民主發展的過程中均
是扮演先鋒的角色，在台灣我們經歷過這樣的歲月。而這個過程中一定有統治者的鎮壓，然後社
會在反彈，最後各種力量均聚焦在民主的問題上，這個發展過程可以說是一波接一波的。我們是
過來人，但諷刺的是台灣現在又面臨民主倒退的現象，可能我們還要重新再來一次。一方面我們
是過來人，另一方面我們還要重新再來一次二十年前我們所做的事情，在這種情況下，從民主進
步黨的角度來看，和中國公民社會的互動其實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民主進步黨對於中國的民主發
展有那樣期望的話，也期待自己能提供協助的話，我相信這是一個很好的切入點。

梁文傑總編：
確實馬英九在上任前和上任後對六四的態度是截然不同的，前年還在總統選舉時，他投書給媒體
說如果中共不平反六四，那麼兩岸談判就不可能，去年卻全部在稱讚中共在川震中救災的表現，
而今年六四二十週年，馬政府對於某些民運人士在台灣舉辦的活動是打壓的，譬如說知名的民運
人士楊建利本來要在台灣發起一個公民鐵馬行的活動，為六四週年紀念加溫，不過馬政府只給他
三天的簽證，逼使他來台灣之後立刻離開，王丹可能在這一年當中對這些有所感受，我們請王丹
發言。

王丹：

一、希望台灣朝野雙方都能更積極的關注六四二十週年的意義
首先要說這次我到台灣來，是應台灣二二八基金會的邀請出席明天舉行的人權論壇，我的願望是
藉用這個機會推動台灣朝野雙方都能更大程度的關注六四二十週年的紀念活動，過去二十年前發
生的事情，不僅僅是中國的事情，當時台灣上上下下都有動員起來來聲援，我覺得也是台灣的事
情，更是一個世界性的事情，我想台灣不應該在六四紀念活動中沈默和缺席。

坦率來說，從前一段全球六四紀念活動，尤其是在媒體的關注上，我對台灣的關注度是略有失望
的，這次來了之後，也陸續參加一些二十週年的紀念活動，包括這場座談，感覺紀念的溫度有在
加溫，其實以我們一個當年參與八九民運參與者的身份來講，我們到台灣並不會去區分藍綠政治
立場，我們希望朝野雙方都應該有更積極的態度來紀念六四，很高興今天能和蔡主席同台共同紀
念二十週年。同時我們當然也很期待馬英九總統能對二十週年表達關注，我個人當然也期待能夠
跟他會面，能否會面目前並不知道。

全球都在紀念六四二十週年，這是一個價值的問題，台灣在國際社會動見觀瞻，某種程度也是台
灣這些年的發展凸顯了一些大家關心的價值，因此紀念六四應該也是切合台灣的形象，我作為一
個台灣的研究者和朋友，如果說台灣社會要在國際社會得到尊重，應該要在這方面更堅持、甚至
是更發揚光大，去凸顯這種基本的價值，包括在對人的尊重，對追求民主基本理念的精神。從這
個角度講，其實兩岸之間很多東西是可以找到一個共同點的，我是覺得從中國的公民社會，到台
灣整個社會力量，至少在這種尊重人的價值，保護民主權利方面，還是可以找到共同的東西，絕
對不是只有經貿交流的部分。

二、、中共的本質並沒有任何改變
今天中國經濟發展當然是很快速，從一九八九年之後變化當然也非常的多，但是這一點我覺得有
兩個問題，其一是也許外界，包括台灣，看中國的變化實在是太多了，但我們應該認識到中國這
二十年來在很多東西上是完全沒有改變的，包括一黨專制的特點、包括腐敗的狀況、社會不公正
的這種格局，二十週年來都沒有什麼改變，其實他的社會危機是潛藏的，要客觀的看待中國發展
的話，不應該不去看經濟繁榮發展背後掩蓋的社會危機，那些社會危機的形成，是因為六四，未
來的解決方案，也是跟六四有直接關係的。所以我覺得今天我們來紀念六四二十週年，不僅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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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過去曾經發生過的一個歷史事件，同時也是為觀察中國未來發展提供一個非常良好的視角。

三、台灣應多關注中國公民社會的力量
從六四二十週年看兩岸關係，我一直對台灣朝野雙方都有一個建議，當台灣和中國打交道時，打
交道的對手不應該僅僅是中國政府，中國絕對不僅僅是一個完全由政府構成的國家，中國蓬勃發
展的公民社會才是台灣未來更應該關注的引導性力量，如果台灣在跟中國打交道時只顧慮到政府
的感受，我覺得是不客觀的。首先，中國的公民社會，知識份子也好，媒體的自由力量，都非常
期待台灣朝野雙方能夠來關注六四，甚至包括中國的墳主化乃至人權狀況等問題。其次，即使是
共產黨是不是真的會因為台灣表達了對大陸民主和六四的關注，就會對台灣利益造成損害呢？至
少以我個人見解來說應該也不會，美國在這個問題上的立場，比台灣更強硬，從來也沒看到中國
會因為美國對中國人權狀況的批評而停止和美國的經貿交流，我覺得即使中國政府本身聽到外界
對中國民主的批評和建議，我想他們內心大概也不會是完全反感的，這一點我覺得台灣應該有更
深刻的認識。

現在兩岸關係越來越近，中國未來發展的一舉一動都牽涉到台灣未來的利益，我覺得台灣朝野雙
方都沒有任何理由對中國的政治發展、民主狀況不關心，中國今天雖然還是在一黨專政的高壓之
下，但未來的民主是不是就沒有希望，我也並不是這麼認為，因為中國公民社會的力量正在不斷
的成長，頑強的表達對專制力量的抵抗，就以六四二十週年為例，前不久中國二十多個頂尖的知
識份子，他們在這個社會已經具備了一定的聲望、資源，他們面臨可能承受的危險，站出來開了
一個關於六四的研討會，而且對外界公開發表研討會的成果，你可以看到中國這種公民社會的力
量，這種反抗程度，已經逐漸出現。如果我們要觀察中國的未來，從藉由這次六四二十週年的紀
念也可以看到絕不僅僅是鐵板一塊的現實，中國公民社會的力量一旦有一天超越國家的力量，民
主化的實現就還是有希望的。所以我最後還是要說中國如果是在一個一黨專政的極權制度之下，
其實台灣的利益是岌岌可危的，當有一天沒有其他國際社會因素的制約，而中國進一步藉助民族
主義的力量來鞏固他的合法性的時候，台灣問題一定是他拿來打的一張牌，那個對台灣的威脅其
實是非常現實的，相反的如果中國有一個民主化的前景，無論如何要比面對一個極權的中國要好
的多，從這一點來講，我覺得關心中國的民主化發展首先從從這次二十週年的關心活動開始，我
覺得對台灣來說意義也是非常深遠的。

梁文傑總編：
接下來我們請對委員來談談從民進黨的角度，看看台灣及中國過去二十年來麼民主發展。

段宜康委員：

一、馬英九總統對待六四的態度轉變劇烈
在談民進黨之前，我們必須回頭來檢視，現在的執政者對待六四的態度，其實無論藍綠的兩位總
統，他們在過去二十年間，每一年六四大概都會有一些談話，大概除了去年之外，基本的態度都
是一樣的，對六四是支持和同情的，而相信他們的感情都是真誠的，也因此馬英九總統後來劇烈
改變可以說是令人震驚的。我們看看馬總統自己曾經講過的話，從2004年台北市長任內到2007年
擔任國民黨主席，馬英九總統在報紙上多次投書、發言，肯定六四精神，同時譴責中共血腥鎮壓
，到了2008年，他對六四發表了正式的談話，談話的內容不長，扣掉前言總共265個字，265個字
中，有173個字談川震國際社會對中國的肯定。我們要問的是，這幾年間，中國的改變是什麼，
除了經濟上開放之外，其餘的包括民主等，並沒有太大的變化，那改變的是什麼？馬英九主席已
經就任台灣的總統，也就是說2007年之前他所表顯的態度是真誠的對中國民主的關懷嗎？如果是
的話，那麼他所提到的包括對中國民運人士的肯定，對六四平反的要求，對中國推動的民主的期
待，在他擔任總統後，應該更有資源捍衛他提出的要求時，他所表現的態度是恰恰好相反，如果
是這樣，他何以去面對過去這十八年他對六四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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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灣社會對於民主、人權等普世價值關注度不足
當然在這裡批判和要求馬英九總統同時，也必須要回過頭來檢視，藍綠雙方，對於人權民主自由
作為一個普世價值，其實台灣社會的關注度是不足的，有很多不同的例子，包括馬總統不贊成達
賴喇嘛到台灣來訪問的那一刻，可以想像在一個民主進步的社會，這會引起軒然大波，但是台灣
沒有，即便在民進黨的群眾也沒有引起太大的反彈或關注；又譬如2008年京奧時，台灣總統大選
即將舉行，那時中國用武力鎮壓圖博，即便在台灣社會也出現少數的聲音訴求因為圖博要抵制京
澳，我們也沒有看到藍綠兩位總統候選人對這個部分提出他們的主張，台灣社會也通通不認為在
圖博發生的事情和我們有什麼樣的關係。如果台灣社會要對民主自由有更深化的要求，必須要用
這些事件來做檢視，不光是在台灣發生的事情，還有台灣之外發生的事情，不分藍綠，都將民主
自由等普世價值作為檢視自己或教育自己支持者的標準，台灣的民主自由才能如我們所說的是自
我引以為傲的標竿，否則往往都只是因應選舉前後而有不同的作法和標準。

三、對民進黨的期許
民進黨作為一個台灣民主重要的推動者，對台灣民主運動的發展還是肩負著一些責任，在過去的
歷史發展脈絡中，有些問題的產生坦白說民進黨也沒有辦法迴避責任，未來民進黨對於支持者的
教育或是呈現出來的態度，其實應該要扣緊我們自己所講的：「民主作為一個普世價值，民主的
每一個面向都必須被照顧到」，我們必須用這些標準來檢驗自己。我們必須要推動重新教育我們
自己和支持者，讓支持者知道一個有信心的本土化其實不必然等同於去中國化，我們必須要讓支
持者和我們自己知道，當對抗中國政府無理的打壓或是對台灣無理的主權要求時，我們不會把中
國、中國人民、中國政府劃上等號。我們也必須要問自己，當我們面對中國人民的時候，我們是
不是也有那種莫須有的敵意或者是輕視，如果尊重不同的意見，如果尊重別人是民主政治裡面一
個基本的素養，我們對自己或是自己的支持者是否有同樣的期待或要求。

四、把民主搞好的方法
不過我對這一點不是那麼樂觀，不樂觀的原因並非對民進黨沒有信心，是我覺得在台灣整個教育
制度底下，要培養出具備民主素養的公民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我們從來不鼓勵孩子，包括我們自
己也在這樣的環境成長，去尊重不同的態度，譬如說我們教導孩子黃金比例，卻沒有告訴他們尊
重不同的審美觀，我們只教技術，我們只教標準答案，我們從來不會去包容、欣賞或者是鼓勵不
同的意見。如果我們的教育環境是這樣，如果我們的孩子是在這樣的環境下成長，未來我們的孩
子不管是藍、是綠、是紅，都不會學習包容和尊重，因此今天我們在這討論民主，就不可能不去
觸摸到這個最根本的問題，就是一個民主社會公民養成的問題。

作為政治上的領導人，都必須要以身作則作為一個標竿，作為一個典範，雖然可能沒有辦法很快
的達到我們的理想，但如果政黨或政治領導人願意表現出這樣負責的態度，掌握機會表現，讓人
民覺得其實面對事情有不同的選項，會給社會、人民帶來驚喜。例如這一次517大遊行，得到社
會肯定的其實就是這樣的驚喜，當民進黨處理車禍事件的態度，或民進黨堅持靜坐結束、活動結
束，這對社會來說就是驚喜，而這個社會會有驚喜表示就還是有期待、還是有希望的，把這種期
待和希望延續下去，這就是我認為把民主搞好的方法，讓人民對於政黨和政治人物有不同想像行
為出現時候的驚喜，就是我們的希望。

梁文傑總編：
接下來我們請張同學來談談現在這一代的年輕人如何看待這樣的一件事情

張之豪同學：
現在全世界做中國研究的學術工作者，基本上並不會同意中國必然會民主化，同時中國的民主化
也不必然會帶來和平，這一點應該是個前提，我們必需要先瞭解這個困境，中國就算真的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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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公民社會壯大，但這也並不保證台海和平，所以台灣永遠都有這個風險，但是中國民主
不必然帶來和平，和朝野雙方針對中國民主態度也不必然有關連性，好比說我們野草莓曾經計畫
聲援六四，呼籲馬總統把他多年來對於中國民主化以及六四平反的主張拿到談判桌上來，再下一
次江陳會或者是國共平台上，針對這個事情主動出擊，主動的要求中國如果不這麼做，主動的要
求如果中國不釋放劉曉波，或是針對六四平反積極作為，那麼台灣就不和中國簽署任何架構性協
定，當然這可能是個夢想，我們最後也沒有實際行動，但我們其實是希望這樣子的事情發生。

對於民主進步黨在六四或中國民主運動這個事情上，我的看法是民進黨主張台灣是主權獨立，其
實台灣獨立的主張其實不是為了台灣獨立本身，而是為了民主、自由、人權、平等以及台灣的生
活方式，這是台灣獨立最重要的目的，台灣獨立本身只是一種手段，也因此民進黨若是堅持這樣
一種目的，堅持這樣的信念，哪怕中國的民主化不必然帶來台灣獨立的成功，哪怕中國民主化不
必然保證兩岸的和平，當你真正相信民主自由人權平等這樣子的信念時，任何人都應該支持中國
的民主運動，更何況是台灣人。因為中國的民主既然不能保證兩岸和平，那就表示台灣人支持中
國的民主的風險是比全世界其他人都更大的，他的風險有多大，理想就有多高貴。

梁文傑總編：
接下來我們請中研院社人所副研究員陳宜中先生，宜中的立場長期以來和馬英九比較接近，反共
不反中，他是一個以推動中國自由民主化為己任的一個知識份子，請他評介一下馬英九一年來對
中國民主化的表現。

陳宜中副研究員：
台灣有很多人喜歡談中國自由民主的問題，包括藍綠雙方，我認為都不是真心的，主要是搞一個
姿態，有關心的語言和姿態，但是沒有關心的實質，談論中國政治民主化是一個真問題，但是採
與政治語言或僅是姿態，就沒有辦法談到問題核心。

一、中共改革路線的隱憂
進一步闡釋六四的意義，九二年中國在鄧小平南巡之後的崛起，其實種下了很多危機的因素，鄧
小平沒有汲取六四運動最核心的意義---在搞發展的時候，不可以完全是由上而下，一黨專制的發
展，卻不給由下而上、民間任何參與改革的政治空間，中國的經濟改革我定義為「市場列寧主義
」---就是一個激進化的市場改革，衍生為權貴資本主義，權貴資本主義又和「政治列寧主義」---
一黨專制是從上而下、貫徹到底的，系統性的排斥政治改革相結合，這條路線今天雖然有一些具
體的成績，例如經濟崛起，但另一方面造成社會極為嚴重的分化、地方官員的腐敗，系統性的採
取國家暴力鎮壓，一黨專制成為社會唯一的整合機制，等於把所有中國人挾持為人質。中共的各
項政策作為產生了許多負面效果，留下了很多社會怨懟，因為政治改革遲遲未能展開，這條路線
事實上是有相當大的隱憂。   

二、蔣經國經驗無法複製在中國發展
我必須強調，九二年這條改革路線和蔣經國後期是不一樣的，例如他的社經分化程度太厲害、而
國民黨黨政結合的程度亦遠遜於共產黨，蔣經國時代雖然也有很多鎮壓，但是後期，由於台灣長
期搞地方選舉，起碼有個機制在運作，所以後來成為一個突破口，社會不滿可以透過這樣的機制
運作釋放出來，剛好這就是中共反對的一條路線，中共認為國民黨在大陸失敗，就是因為國民黨
的一些政策，包括開放出版等成為突破口，讓中共有機可趁，合法來搞政權鬥爭；同樣的，國民
黨在台灣失敗也是因為他釋放了這些缺口，為自由民主化提供出路，所以中共一直到現在非要把
這個路堵死。所以我們不能完全從台灣的經驗去談中國的未來，因為國民黨後期的威權性格和其
他地方並不相同。

三、中國的民主化不必然有利於台灣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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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民主化會使台灣有獨立出去的可能性嗎，我認為這個機會是很小的，我們關心中國民主不
能完全從台獨或台灣利益的角度來看，儘管公民社會的力量在中國透過網路等方式在崛起，希望
能夠監督共產黨，但是因為中國人口眾多，面臨的問題也較多，加上中共只是堵住很多不滿宣洩
的管道，形成一個壓力鍋，沒有讓壓力有釋放的空間，不管從黨內民主或基層民主的角度來看都
是失敗。而且由於中國的崛起，民族尊嚴感開始形成，民族主義的期待一高，一旦事實和期待落
差很大，這個時候就有危險性，所以如果我們關心中國自由民主化前途，我們必須都要把這些因
素考慮在內，台灣千萬不要以為中國搞個民主，我就可以宣佈獨立，因為在這情況下，一個民選
的中國政府，不管是疆獨、藏獨、台獨都肯定是要打的。就算中國發展得很好，非常穩定，共產
黨漸進政治改革，民間力量也出來，在這穩定的過程中走向憲政民主，乃至於包括選舉這樣的路
線，對台灣或台獨真的有好處嗎？我認為也未必，現在國際間對台灣的支持是因為台灣是民主的
，相對於中國的一黨專政，等到中國變成一個民主強國，台灣要獨立出去的理由在國際間看起來
很可能就變弱了，甚至恐怕那時台灣願意支持統一的人會比現在多。另外，若中國在民主化的過
程中出現一些變數，美國決定在這時徹底的修理中國，美國會利用台灣，讓兩岸打一仗，例如美
國就承認中華民國，讓你們自相殘殺，來牽制中國十年、二十年，這也並非完全天方夜譚。

最後，現在大家講民主倒退，我要說的是如果大家真的希望民主價值在中國進一步強化發展，台
灣怎麼做？其一是如前所述和中國民間社會來往，更根本的是台灣把自己的民主搞好，六四一開
始的訴求是反官倒，反貪腐，如果民進黨在過去八年沒有這個問題，民進黨怎麼會下台呢？所以
我說對中國民主最有幫助的是自己把自己的民主搞好，而不是掛著民主的語言和姿態老是對人家
指指點點。八年前大家給民進黨和阿扁很多的期望，這八年大家也有一些失望，這些失望不僅存
在於台灣，甚至也包括中國的自由派，民進黨除了批馬外，除了自我標榜之外，我們並沒有把自
己的民主建設搞好，中國民間社會會對台灣的民主做出評斷，由此也會對中國的民主前景做出評
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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