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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将在5月20日选举第

20届党主席，此次竞选局面异常

复杂，共有 6 人宣布参选创下历

史记录，竞选过程中更是风波不

断，各大阵营之间攻防激烈。衡

诸 6 人之间票源重叠度大等因

素，此次选举很可能进入第二轮

投票。

一、“六抢一”局面前所未有

国民党主席洪秀柱、前“副总

统”吴敦义、党副主席郝龙斌3位

重量级人选宣布参选后，国光生

技董事长詹启贤、台北农产公司

总经理韩国瑜、前“立委”潘维刚

又加入战局，形成了前所未有的

“六抢一”格局，引发外界高度关

注。

洪秀柱对国民党感情深厚，

在两岸政策上旗帜鲜明。洪的从

政经历主要在“立法院”，原来并

非领袖群伦的人物。2016年“总

统大选”时，党内大老纷纷避战，

洪秀柱意外跨过了“防砖门槛”而

成为国民党候选人。洪秀柱在两

岸关系上立场鲜明，认为现在的

国民党在不该妥协的地方妥协、

不该模糊的地方模糊，进而提出

了“一中同表”等主张。洪也因此

备受党内指责，最终被粗暴换

下。但洪对国民党不离不弃，党

内对洪也充满同情，最终洪在

2016年3月的补选中当选国民党

国民党主席选举选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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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0 日，赖清德抛出“双十讲话”后遭

到岛内各界强烈谴责。国民党和民众党批赖清

德谋“独”本质未变，挑起两岸紧张，是“麻烦

制造者”，呼吁其降低两岸冲突。马英九则通过

拒绝出席“双十”活动，表达对赖清德此前抛

出“祖国论”的强烈抗议。舆论则纷纷揭批“赖

氏台独路线”，认为其“新两国论”日渐清晰化，

谋“独”挑衅言行将给两岸关系带来阴霾，呼

吁其回归一个中国，改善两岸关系。

一、认为赖清德的“新两国论”“清晰化”

台湾《联合报》社论称，赖清德大量截取

传统蓝营论述元素来浇灌“新两国论”，两岸历

史文化连接也转化成“两个祖国”的切割，“一

中宪法”更被解释成“新两国论”的“法理”

依据，开创出异于传统“独派”的“新型台独

论述”。台湾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特聘教授王信

贤称，“赖清德使两岸关系论述‘清晰化’，打

破了模糊空间，不同于蔡当局仍会维持两岸在

历史、文化上的联系”。台湾成功大学政治学教

授王宏仁称，赖清德走的是“清晰化定位方向”，

通过“历史事实、脉络等陈述”，表述“两岸互

不隶属”。“台湾国际战略学会理事长”王崑义

称，赖清德在就任讲话中首先提过的“两岸互

不隶属”及在“双十”晚会上所提出的“祖国

论”相互呼应。台湾防疫学会理事长王任贤称，

岛内各界强烈谴责赖清德的“双十讲话”

□ 徐晓全 

赖清德的“祖国论”是把“两国论”更向前推

进一步的“台独”论述。

二、认为赖清德的谋“独”本质不变

台湾《联合报》快评称，赖清德妄言“中

华人民共和国无权代表台湾”，趁机偷渡“台湾

国”概念，讨好“独派”。台湾《中国时报》评

论称，赖清德的言行充满着危险，用自己长年的

政治狂想绑架了人民缺乏理性认知的热情政治

动能，再假借口“民意向背”试图与大陆进行

一场近乎疯狂的火车对撞。《旺报》评论称，赖

清德的“双十讲话”是“新瓶装旧酒的台独宣

言”。王崑义称，赖清德坚持“两岸互不隶属”，

又不提“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摆脱不了“新两

国论”的批评。赖清德关于“中华民国、台湾、

中华民国台湾”“一台三表”的说法，反而变成

“三个祖国论”，无法回避大陆以一个中国原则

来定性他的“分离主义”，“改变不了‘务实台

独’的定性”。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萧旭岑称，

赖清德用表面柔软的话术，掩饰他“斗争引战”

的谋略，本质上是充满挑衅的。台湾淡江大学教

授李大中称，赖清德承继“两岸互不隶属”的

论述，显示政策立场已定调，两岸僵局恐很难改

变。前国民党副秘书长张雅屏称，赖清德除一再

提及“两国互不隶属”论调，更妄言“中华人

民共和国无权代表台湾”，这是用“两岸因内战

时政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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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分隔、分治”的事实，去引导社会走向“两岸

是两国”的认知。台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

永明称，赖清德是偷换概念，公开偷渡“台独”，

其任内两岸关系难以平稳。台湾黄埔军校同学

后代联谊会会长沈迺训称，赖清德延续了就任

以来的基调，把“双十”活动的舞台，再次成为

“实质台独的舞台”。

三、认为赖清德讲话充满政治算计

淡江大学荣誉教授赵春山称，赖清德的“双

十讲话”，采取“守势”，目的是“寻求避险与稳

定”。“安内”是赖清德的首要课题，三个时空

背景让赖清德无法采取“攻势”：“台湾内部认

同问题及少数执政、美国大选前不希望台湾成

为变量、两岸无互信及两岸紧张”。但两岸不会

“拨云见日”，双方将进行一场没有硝烟的“新

冷战”。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国发所”所长赵建

民称，赖清德先前的“新两国论”基本上是“没

有国号的台湾共和国”，此次“双十讲话”“由

原本站在‘台湾主权地位’的‘新两国论’回

到‘中华民国台湾’的‘两国论’”，背后恐来

自美国压力。台湾中华战略学会资深研究员张

竞称，赖清德调整政治论述内容，“考量未来

在任期中所必须面对选战状况，考虑社会主流

思维趋向与选举生态变化，因此被迫臣服于政

治算计与选票考虑”。李大中称，赖清德借由政

治语言的弹性，希望扩大台湾内部不同群体对

于赖清德的政治认同，企图争取与极大化“民

意支持”。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员严震生

称，赖清德一反过去绿营过度凸显台湾、鼓吹

“去中国化”的态度，重新将“中华民国”的元

素纳入讲话中，目的是“取得社会的最大共识”。

四、吁赖清德回归“九二共识”

台湾《工商时报》社论称，赖清德应回到

“两岸同属一中”的正轨上，积极改善两岸关系，

寻求台海和平。台湾《旺报》社评称，面对百年

未有变局与中华民族复兴，台湾不能在大陆与

美国战略博弈中自失立场，沦为美国“霸权保

卫战”的马前卒，引火自焚。《旺报》评论称，

赖清德唯有秉持善意与诚意，重回“九二共识”

往“两岸一中”迈出实质一步，台湾才能看到

和平发展的曙光。期待赖清德透过政策的推动，

重新检视“去中化”的教育及文化政策，去除

“断代史观”，为两岸融合创造具体条件。《中国

时报》社论称，赖清德通篇讲话仍无法处理两

岸问题，未来有必要进一步表述“在台湾的中

华民国就是中国”，只要能做到这一点，两岸才

能真正走向和平发展，为两岸心灵契合的统一

创造条件。期待赖清德能具体落实到文化、教育

等政策，缔造两岸透过沟通形成共识、共商制度

融合的曙光。《中国时报》评论称，任何低估大

陆统一的可能与决心的政治心态都是极其危

险而不负责任的，台湾人民实应戒慎恐惧切莫

过度乐观清德言行的后续政治效果。萧旭岑称，

当前台湾的真实困境，在于赖清德强推“违宪”

的“新两国论”冲撞两岸关系，引发台海动荡。

唯有回归“一中架构”，才能有真正的团结，也

才能真正稳定两岸和平，否则再多美丽的修辞

与口号，都只是政治话术而已。前国民党副秘书

长张雅屏称，“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否认自己

的血脉与历史文化传承，有这种错乱的政治认

同，才是两岸交流的绊脚石”。赵建民称，赖应少

用“主权互斥”，少用“民主供应链”这种冷战

字眼，两岸便能重新回到和平。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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