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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稿对台湾民主转型过程的经验从各个角度进行了客观总结与分析，第一编涉及台湾的民主转
型与经济发展、民主转型与政商关系重组、政治民主化与“公民社会”的发展、民主转型与宪政选择
以及民主转型与政党竞争和国民党与台湾民主转型等议题。
第二编主要是台湾学者与大陆学者对话的内容，包括经济自由化与政治民主化应孰先孰后、台湾民主
化的路径依赖、民主化中网络的作用、宪政转型与民主法治的关系、台湾的选举以及政党在宪政转轨
中的作用等。

　　作者在肯定台湾民主经验的同时，对其不足也提出了批评，对于美国式民主的局限与“假民主”
的弊病也进行了批判、分析与探讨。
这些都具有启发意义。
另外，特别可贵的是，作者多对社会主义民主持肯定与同情态度，认同社会主义民主对于台湾的自由
民主或者宪政民主具有参考与借鉴的价值。
同时，各位学者在研讨的过程中也有交锋，对于深入认识民主的本质也具有启发作用。

　　由于各位学者观察的角度与不同程度具有自己的政治甚至党派立场，所持论点因此也各异，我们
虽然不同完全同意作者的所有观点，但是作为学术研究，这应该是允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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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国民党和财团间密切合作的契机，关键在于政治领导人态度的转变。
李登辉就任&ldquo;总统&rdquo;以来，其作风迥异于历任&ldquo;总统&rdquo;之与企业界保持距离的做
法，不但频繁地与企业界人士接触，并且也让企业界人士在财经决策过程中的地位大幅提升，不但成
为行政部门在拟定政策时的咨询对象，甚至能透过国民党中常会的党务系统影响行政部门的决策与执
行。
这与李登辉在掌权初期，缺乏党内各个势力的支持，因此转而向民间的资本家和地方派系寻求政治支
持，并反过来钳制反对他的传统国民党政治势力有关（王振寰、钱永祥，1995）。
而这种做法，导致了后来国民党的财团化和地方派系化的黑金政治现象。
　　财团的政治化不只是透过与国民党的联盟关系来影响行政部门，更直接的是透过&ldquo;立法委
员&rdquo;的选举来与行政部门相抗衡。
在王振寰（1996）的研究中，他分析了1969年、1972年、1975年、1980年、1983年、1987年、1989年的
增额&ldquo;立委&rdquo;选举，以及1992年的二届&ldquo;立委&rdquo;选举当选名单后，发现在294
名&ldquo;立委&rdquo;当中，拥有企业背景的平均比例占50%，亦即有一半的&ldquo;立法委员&rdquo;
直接担任过企业的正副董事长、正副总经理、董监事或顾问（王振寰，1996：149）。
仅1992年的二届&ldquo;立委&rdquo;当选人中，不但有近半数的&ldquo;立委&rdquo;具有企业背景，并
且有近两成的&ldquo;立委&rdquo;接受相关企业明显的金钱支持。
虽然具企业背景的&ldquo;立委&rdquo;数量在第三届&ldquo;立委&rdquo;选举中有减缓的趋势，但是到
了第四届&ldquo;立委&rdquo;选举，225名&ldquo;立委&rdquo;当中有92名具有企业背景，而且国民党
籍的就占了61位，占国民党123席&ldquo;立委&rdquo;中的49？
5%，等于国民党&ldquo;立委&rdquo;每两人当中就有一人是企业出身，可见财团与国民党结盟合作之
密切（黄宗昊，2004：55）。
　　地方派系的势力，在此阶段也不断地在扩大。
在威权时期，国民党透过侍从主义，以经济利益交换政治忠诚拉拢地方派系。
然而在民主化过程中，由于政党竞争愈来愈激烈，以及由于&ldquo;国会&rdquo;的全面改选，地方派
系的势力突破了被限制在地方的格局而逐渐进入中央，形成广泛的联盟。
更由于政党在选举上的竞争关系，国民党也愈来愈依赖地方势力的动员来与反对党竞争，因此地方派
系反过来对中央和各级政府的影响力也愈来愈大。
在过去，国民党中央仍能够对地方政客掠夺公共财的做法有所牵制，但在现今则失去牵制的力量，使
得赤裸裸的利益政治大量出现。
相对地，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关系上，由于地方势力进入中央，对国民党过去建立的中央集权体制，
产生极大的压力，地方分夺更大权力的做法，逐渐改变过去的中央集权体制。
地方派系的财团化，在民主转型中形成了广泛的联盟，夹击着势力逐渐转弱的国民党中央。
　　在&ldquo;国民党的财团化&rdquo;与&ldquo;财团的政治化&rdquo;的两方夹击下，行政部门的国家
能力开始弱化，无法像过去发展型国家时期得以透过经济政策导引产业发展的方向，反而是在政策的
制定与执行过程，都深受财团的干扰左右。
以&ldquo;公营事业民营化&rdquo;为例，行政部门往往在高层的政治压力下大开方便之门，让财团
在1990年代自由化和民营化过程中有黑箱运作的空间，它们用极少的本钱就得以控制拥有庞大资产的
公营事业，在无心持续经营公营事业本业的情况下，财团不是将公营事业的公司资金投入股票市场进
行投机炒作，就是把其当做金鸡母金援财团其他事业。
于是，&ldquo;民营化&rdquo;成为&ldquo;私有化&rdquo;与&ldquo;财团化&rdquo;，而台湾社会贫富不
均的问题也在这金融投机的股市热潮中逐渐恶化（张晋芬，2001）。
　　四第三阶段：2000年以后　　政商关系的私人化2000年3月的&ldquo;总统&rdquo;大选，民进党的
候选人陈水扁意外当选，这是国民党长期执政50年以来最大的挫败，也意味着整个政治体制必须快速
调整，以适应高层权力结构的改变。
从地方层级来看，民进党执政后，为打破国民党与地方派系之间的联结，采取了两个主要的措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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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金融改革之名瘫痪农渔会信用部门的功能，以断绝国民党地方派系的选举资金来源；二是透过选
举提名制度，在派系林立的县市（例如，嘉义县市），建立民进党与地方派系之间的派系侍从关系。
然而，从中央层级来看，虽然国民党原有的统合体制因为执政优势的消失而瓦解，但民进党却也未曾
在新的统治基础上建立起新的体制。
这是因为陈水扁只想透过&ldquo;总统&rdquo;的职位建立亲信资本主义的个人裙带关系，利用执政优
势借机拉拢资本家，形成个别酬佣与笼络的政商网络。
在这样的操作方式下，台湾的政商关系倒退到第三世界的地步，而陈水扁也因此付出&ldquo;总
统&rdquo;下台之后锒铛入狱的代价。
　　对国民党而言，2000年&ldquo;总统大选&rdquo;的挫败逆转了其过去在政商关系上的主导地位。
在地方政治上，败选后的国民党不再有行政资源可以分配给地方派系，因此许多在地方政治下原属弱
势的小派系开始寻找与民进党合作的机会，而初掌执政权的民进党也试图透过与地方派系的合作，将
过去主打文宣战的选举方式转型成为以地方组织为基础。
两者一拍即合，嘉义县林派掌门人陈明文在2001年嘉义县长选举中的由蓝转绿，就是最明显的例子。
2000年10月3日，&ldquo;行政院长&rdquo;张俊雄突然宣布停建核四，造成最严重的朝野对立，在野的
国、亲&ldquo;立委&rdquo;在同年12月22日联合提出&ldquo;发动&lsquo;总统&rsquo;罢免案联署&rdquo;
，也因为这次的朝野对立，造成台湾的股市无量下跌，从8000多点跌至3000多点，呈现政治经济动荡
不安的时刻。
当时属于在野国民党籍&ldquo;立委&rdquo;陈明文就发表一篇&ldquo;政局安定、经济优先&rdquo;的说
明，主旨在撤签&ldquo;总统&rdquo;罢免案。
而这个动作在当时就被解读成林派与民进党即将合作。
2001年，县市长大选前夕，陈明文阵营不断在媒体放出消息，希望能以某种形式整合泛绿阵营，寻求
民进党在嘉义县的第一次胜利。
经过多次民进党中央协调，以及由&ldquo;总统府&rdquo;主导之下，陈明文以民调方式获胜而获得民
进党中央提名角逐嘉义县长。
最后，民进党陈明文以7000余票击败对手国民党籍候选人，当选第14届嘉义县长（陈叡仁，2002）。
延续着民进党与林派在嘉义县长选举中的胜利，在2001年的&ldquo;立委&rdquo;选举上，民进党在嘉
义县除了提名民进党籍的候选人外，也暗中援助以无党籍身份代表林派参选的张花冠，形成泛绿联盟
对抗国民党的黄派，最后的选举结果是，虽然国民党的李雅景以最高票当选，但另外3个&ldquo;立
委&rdquo;席次却全部落入民进党阵营手上，打破了过去国民党在嘉义县&ldquo;立委&rdquo;选举上的
主导优势。
嘉义县地方政治生态的转变，具体而微地呈现民进党如何透过与地方派系的合作，瓦解过去国民党的
地方基础，也接收了国民党过去的地方网络。
　　在&ldquo;国会&rdquo;席次上，由于亲民党在2000年的&ldquo;总统大选&rdquo;中成立，因此国民
党原本拥有的稳定过半席次必须在与亲民党共组&ldquo;泛蓝联盟&rdquo;的情况下才得以稳住。
但在2001年底的&ldquo;立法院&rdquo;改选中，国民党却遭惨败，只拿下约占总席次1/3的68席，民进
党反而成为&ldquo;立法院&rdquo;的第一大党。
随着政治权力的丧失，党营事业失去了过去所倚赖的政治特权与讯息优势，不但在获利能力上大幅衰
退，并且还面临偿还庞大借贷的资金缺口。
但由于房地产市场不景气，此刻抛售土地、厂房、设备等固定资产变现，不但要面临大规模亏损，并
且也不利于后续各项选举资金的筹措，因此国民党也没有主动处理党产的意愿。
虽然民进党在&ldquo;立法院&rdquo;试图透过立法要求&ldquo;清算党产&rdquo;，但在泛蓝&ldquo;立
委&rdquo;阵营的护航下，相关法案的制定程序一拖再拖，国民党也只在口头承诺要清算党产交付信托
，实际上却透过财务切割与出售的方式，把有获利可能的资产处分给予国民党亲近的财团，债务部分
则以拖待变。
除了国民党党营事业外，威京、润泰、长亿等在1980年代随着金融投机、房地产热潮而与国民党党营
事业有密切合作的财团，在2000年后也出现财务杠杆吃紧的现象。
这些财团的高额债务，绝大多数都转为金融机构的呆账，即使耗尽&ldquo;行政院&rdquo;提拨的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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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ldquo;金融重建基金&rdquo;仍嫌不足，最后成为政党轮替后民进党政府的棘手问题（黄宗昊
，2004：59）。
　　就民进党而言，虽然其在未执政之前得到不少中小企业出于理念认同的支持，而陈水扁在竞选期
间也得到长荣集团总裁张荣发、奇美实业董事长许文龙、台湾高铁董事长殷琪的支持，但由于民进党
没有自身经营的党营事业，因此和企业界之间的关系无法借由共同的经济利益而强化，自然也谈不上
所谓的&ldquo;结盟&rdquo;，或是将政商关系制度化、组织化。
民进党执政前的政商关系，&ldquo;单位是点状的个人模式而非党的组织性经营，而且是以政治理念的
认同而非政经利益的交换作为关系的基础&rdquo;（吴采桦，2004：68）。
所以民进党执政后与企业界的互动反而比较接近&ldquo;非制度性个别笼络&rdquo;的类型，一方面透
过&ldquo;国策顾问&rdquo;与&ldquo;资政&rdquo;的任聘来笼络本土意识浓厚的本土企业家，另一方面
借着民营化释股和公共工程的承包（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高铁的兴建过程）来给予亲绿企业家实质的经
济利益。
事实上，陈水扁竞选&ldquo;总统&rdquo;时的&ldquo;国政顾问团&rdquo;，其主要成员就有不少企业财
团成员，而陈水扁在上台后更不断地向企业界表达善意，在&ldquo;520&lsquo;总统&rsquo;就职&rdquo;
当天公布的资政与国策顾问名单，列名其中的企业界人士高达20多位，所聘请的商界人士比李登辉时
期还多，是历年来最多的一次。
名列其中的商界人士，不仅有长期支持民进党的企业负责人、亲近李登辉的商界人士，甚至还包括过
去与国民党往来密切的工商团体负责人。
除上述&ldquo;资政&rdquo;与&ldquo;国策顾问&rdquo;名单以外，陈水扁更延续李登辉的做法，积极地
与商界人士亲近，进行餐叙、接见座谈、出访随行等，试图和工商团体建立良好的关系，在工商界争
取人脉。
　　除了笼络个别企业，民进党也致力于收编企业组织。
在2001年经济发展会议召开之前，民进党就成功地将&ldquo;三大&rdquo;工商团体（&ldquo;全国工业
总会&rdquo;、&ldquo;全国商业总会&rdquo;、&ldquo;工商协进会&rdquo;）稀释成&ldquo;六大&rdquo;
工商团体（&ldquo;三大&rdquo;外加中小企业协会、工业协进会、台湾区电机电子公会），以分散旧
有三大工商团体的势力。
而在工业总会、商业总会、工商协进会这三个传统的工商团体里，虽然国民党在其中的政商关系盘根
错节，但民进党仍旧安排亲绿的东元电机董事长黄茂雄接续中信集团的辜濂松出任工商协进会理事长
，试图透过这种高层植入的方式，让民进党的势力得以渗透进入传统的政商关系网络中。
另一方面，民进党也积极扶植亲绿的新兴工商团体，这些团体的成员多半是以中小企业为主，例如由
戴胜通担任理事长的中小企业协会，和李成家推动成立的工业协进会等，他们不但是民进党政府在经
济政策上的咨询对象，并且也是其以经济资源换取政治支持时的操作平台（黄宗昊，2004：60）。
除了六大工商团体外，在民进党执政期间还有许多新兴工商团体纷纷成立，其中包括李登辉的女婿赖
国洲所创立的&ldquo;台湾数位视讯协会&rdquo;，义美集团所主导的&ldquo;企业主广告协会&rdquo;，
以及民进党&ldquo;立委&rdquo;王拓等人成立的&ldquo;台湾全球运筹发展协会&rdquo;等。
而民进党在强化与大型工商团体关系的同时，也不忘继续巩固原有的中小企业团体与组织，如青商会
、狮子会、扶轮社与同济会等（钟闵谚，2006）。
除了工商团体，民进党政府也与企业家募款成立了&ldquo;台湾智库&rdquo;，以求形成一个政策导向
的产官学界网络，并且更试图掌握高达100多个由公营事业或&ldquo;国库&rdquo;直接投资所成立的财
团法人与基金会，以导引将来的政策走向。
　　总的来说，民进党上台执政后，扶植过去不受重视的产业公会，筹组新的工商联谊团体，积极运
作新的民间智库，试图建构一张新的政商网络。
不过在制度结构与环境的影响下，财团在政商关系中取得优势。
选举制度凸显候选人之间的竞争，激烈的竞选又需庞大的金钱作为后盾，给予财团认养政治人物的机
会，以拓展其在政策上的影响力。
而又由于民进党本身缺乏财经人才，对国民党培植的财经技术官僚又缺乏信任，在政策制定上缺乏有
力的官僚体系和财团的政策影响力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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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上国家领导人积极拉拢讨好资本家，希望资本家协助解决当前的经济问题，以巩固统治的正当性
。
政党轮替后政商之间权力的天平又进一步向财团倾斜，政府积极地讨好企业财团，政商关系从民主转
型期的&ldquo;大小伙伴&rdquo;关系逐渐转变成&ldquo;平等结盟&rdquo;关系。
　　虽然民进党无法透过党营企业与民间企业建立联盟，但掌握国家机器的民进党，却可以透过公有
资源的释放来建立与维持政商关系，&ldquo;国营事业&rdquo;与公股公司在其中扮演相当关键的角色
。
以高铁案为例，原本以&ldquo;政府零出资&rdquo;为条件，取得兴建权及30年营运权的台湾高铁，在
财务预测出现失误时，就利用与民进党政府之间的政商关系，要求政府纾困。
而陈水扁也先后主导&ldquo;行政院&rdquo;开发基金以及台糖、中华电信、中钢、荣工公司等公营企
业参与高铁增资认股，不但让政府逐渐成为公司的大股东，并且官方资金及当局全责担保的银行融资
占了绝大部分，而真正民间投入的部分还不到1/10，其中由政府全责担保的23家银行联合贷款案，总
计达3323亿元。
尽管如此，高铁公司还是一再发生资金不足问题。
到2005年9月，高铁公司自有资金尚有75亿元的缺口。
公司本应自行向社会筹资，自行解决。
然而，在民间企业与民众不愿投资的情况下，民进党政府再次违反规定，由&ldquo;行政院&rdquo;下
属的航发会与中技社两个财团法人机构分别出资45亿元与30亿元投资高铁，使得官营企业在高铁中的
持股比例已达35？
6%，直接违背了有关BOT条例规定的公营企业投资不得超过20%的规定。
如今，高铁公司的大股东与债权机构，除五大原始股东外，还包括了台糖与中钢两大&ldquo;国营企
业&rdquo;、合作金库等8家公股银行、&ldquo;行政院&rdquo;开发基金等。
　　从高铁融资案不难发现，民进党政府利用&ldquo;国营事业&rdquo;笼络民间资本家的方式，与国
民党相比犹有过之而无不及。
事实上，从1990年代以降，虽然金融部门已经完成民营化，但政府仍然持有相当比例的股份与实质的
控制权，再加上产业部门还有许多尚未民营化的&ldquo;国有企业&rdquo;，因此民进党得以透过政府
控制如此丰厚的经济资源。
为了运用&ldquo;国营企业&rdquo;的资源，陈水扁首先任命曾在2000年&ldquo;总统选举&rdquo;时担任
其&ldquo;竞选财务总管&rdquo;的林文渊出任&ldquo;国营事业委员会&rdquo;副主任委员，以熟悉
各&ldquo;国营事业&rdquo;事务。
接着，按企业任期与政治需求陆续更换&ldquo;国营事业&rdquo;的官股代表。
这些亲绿人士进驻&ldquo;国营企业&rdquo;董监事高层的任务有二：一是调度资源，以利政策执行；
二是革除国民党遗留的弊端，为绿色执政加分。
其人事布局的基本原则是&ldquo;总统府&rdquo;以政治任命的方式决定关键的高层人士，而下层职位
则搭配专业人才经理人。
这批绿色董监事由于没有传统政商关系包袱，因此在产业部门的确比较能发挥革除弊端的效用，包括
中油的郭进财、台电的林能白、台糖的吴乃仁、台盐的郑宝清和中船的徐强，都大幅提升其事业部门
的获利能力。
但在与政权关系高度紧密的金融部门，情况却远为复杂。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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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朱云汉等著的这本《台湾民主转型的经验与启示》对台湾民主转型过程的经验从各个角度进行了客观
总结与分析，对此过程中的教训也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同时，学者们在研讨的过程中也有交锋，对于深入认识民主的本质也具有启发作用。
作者在肯定台湾民主经验的同时，对其不足也提出了批评，对于美国式民主的局限与“假民主”的弊
病也进行了批判、分析与探讨。
这些都具有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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