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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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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清德当局上任数月以来，其顽固“台独”

立场与强硬政策导向，已在两岸ࣿ岛内掀起了

一轮又一轮的紧张局势。目前，赖清德当局在拓

展所谓“国际空间”进行了多方面的布局，试

图通过深化经贸关系、参与国际组织、加强文化

交流等手段，提升台当局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

一、基本情况

（一）借体育运动拓展“国际空间”

2023 年底，赖清德以民进党“大选”参选

人身份参加“体育 Team Taiwan 体育界挺赖清

德后援会”时，公布其“八项体育政策主张”，

内容涉ࣿ：成立“体育暨运动发展部”、推展“全

民运动”、提出“黄金计划 3.0”、推动“优秀选

手辅导方案 2.0”、推动“竞技运动全民化”、推

动“运动产业多元发展”、打造“台湾品牌”的

“国际赛事”、体育预算超 200 亿新台币。赖当局

此举是以体育活动为幌子，与外部势力勾联，图

谋拓展“国际空间”。

（二）强化所谓“民主供应链”

赖清德当局通过与其他经济体在科技创新领

域展开合作，强化台当局的“国际能见度”和重

要性。在2024年5月就任讲话中，赖声称，台湾“站

在 AI 革命的中心，是全球民主供应链的关键”，不

仅要让“让台湾成为无人机民主供应链的亚洲中

心”，更要“积极争取加入区域经济整合，签订‘ँ

边投资保障协定’，深化贸易伙伴关系”，叫嚣将台

赖清德当局拓展“国际空间”情况

□ 郑育礼

湾打造为“经济日不落”的经济体。另一方面，鼓

噪两岸经贸争端。赖清德当局不断叫嚣大陆暂停

ECFA 优惠关税是“经济胁迫”，叫嚣“台商回台

投资”、“经过 WTO 的机制来谈”，试图进一步推

进“两岸经贸问题国际化”。

（三）通过文化交流活动，在国际社会推动

“文化台独”

赖当局任用了“文化台独急先锋”郑丽君

任台“行政院副院长”，试图由其统筹赖当局各

部门共同推进“文化台独”。同时，赖清德还任

命曾在台湾“中影”公司任职并熟谙影视剧拍

摄的李远担任台“文化部长”，强化通过影视作

品在国际社会散布“台独”思想的布局。近期，

赖清德当局更是大肆宣传主题为“台海战争”

的电视剧“零日攻击”、具有严重“媚日史观”

的“听海涌”等影视剧，试图以影视剧的全球

播映推进“文化台独”的势头。此外，赖当局还

积极在国际社会推进“教育合作”、“汉语教

学”等领域的“文化台独”，图谋向国际社会输

出“台独”思想、妄图扭曲历史，以骗取国际社

会支持。

（四）强化民进党当局对外“国际参与”

的力度

赖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后，通过高调的涉外

活动、声明、谋求加入国际组织甚至在台继续筹

办“国际化”活动等，制造媒体热点，展现赖清

德的“政治企图心”，提高台湾“国际能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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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5 月，赖清德在就任讲话中再度宣称，要

“推动价值外交，形成和平共同体，来发挥威慑

力量”。Ͽ年 7 月，ं 华组织“对华政策跨国议

会联盟”（IPAC）在台北举行年会，赖清德趁机

称要“跟民主伙伴共同撑起民主保护伞”，大肆

鼓吹“中国威胁论”，抹黑攻击联合国 2758 号

决议，迎合美西方ं华势力的论调，强化其“倚

外谋独”图谋。

二、主要目的

（一）赖清德在岛内面临的“ँ重少数局

面”，促使其进一步推进“国际化”操弄

岛内如Ͽ的政治环境高度分化，民进党与

国民党、民众党的政治对立仍旧较为严峻。而由

于民进党在台“立法院”并未占据优势地位，

这导致赖当局在岛内推进施政政策方面受到多

方面的阻力与压力。在此局面下，赖清德自就任

以来展现出非常强硬的姿态，大力整肃民进党

内派系，起诉民众党主席柯文哲等一系列强硬

操作，加剧岛内政党对立局面。赖清德“硬怼”

路线在岛内的施政空间面临的阻碍仍然很多，

所以所谓拓展“国际空间”日渐成为赖清德用

来宣传“台湾价值”“爱台湾”等口号的手段，

借以捆绑民意、绑架蓝白政党的重要路径，甚至

将蓝白抹红为“中共同路人”，为其推进岛内施

政积累民意，进而谋求在未来选举活动中取得

胜利。

（二）通过拓展“国际空间”，加大“倚外

谋独”力度

赖清德自就任讲话以来，顽固坚持“台独”

立场，宣称“两岸互不隶属”，煽动岛内民众“仇

中恐中”，制造两岸紧张局势，阻碍两岸融合发

展。随着中美博弈复杂化，美西方加紧打造制衡

中国的盟伴体系，深化印太和欧洲地缘政治联

动，正逐步强化台湾作为遏华棋子的地位与作

用，加紧操弄台湾问题。而赖清德则借助美西方

支持，在推进“台湾问题国际化”、增加台湾“国

际能见度”方面不断上蹿下跳，试图通过拓展

“国际空间”的所谓“成绩”巩固执政地位。

（三）借此缓解经济压力

由于赖清德在岛内施政面临的蓝白压力，以

ࣿ其“台独”与“倚外谋独”的路线，决定了赖

清德争取美西方支持，尤其是借助与美国的“21

世纪贸易倡议”或谋求加入 CPTPP 等区域经济

合作组织等手段刺激台湾经济发展，进而转移民

众对于赖清德当局执政下经济状况不佳的不满，

提振民意对民进党长期执政的信心。

可以预见未来赖清德当局势必炮制更多充

斥“ं中仇中”色彩的“国际操弄”，但是一个

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和国际关系基本

准则，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

不可撼动。赖清德的相关操弄是不得人心的，也

必然会失败。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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