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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12年1月14日，台湾举行地区领导人选举，民进党再次败北。
民进党何去何从？
历史正在考验民进党。
　　1986年9月28日，民进党冲破国民党的阻挠，突然宣布成立，不成想侥幸获得成功。
民进党成立后，很快发展成为台湾第一大反对党，具有了一定的实力和影响，能抗衡国民党，威胁国
民党政权。
但是，1993年县市长选举失败，挫折了民进党急切而旺盛的快速执政企图，打乱了其三阶段执政计划
。
之后，民进党的发展陷入停滞不前状态，执政之路接连遭遇挫折。
直到1997年底县市长选举胜利，民进党一举拿下过半数县市长席位，成为“准执政党”，执政之路才
峰回路转又见曙光。
　　2000年，以“有梦最美，希望相随”口号打动台湾选民的陈水扁，赢得当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
，终结了国民党长达半个世纪的统治，达成台湾史上首次“政党轮替”。
他也一度因此成为台湾民众期待的“改革者”形象。
　　2004年，陈水扁靠“两颗子弹”以式微之差战胜对手获得连任，却饱受台湾民众的质疑，陷入内
外交困的政治困局，甚至几次面临被逼下台的窘境。
从自诩为“台湾之子”’到被喊为“台湾之耻”，陈水扁乱台8年的同时，也完成了自身一次又一次
的蜕变⋯⋯　　2008年，民进党惨败下台。
人们见证了一个政党在很短时间里的兴衰沉浮，也再一次印证了一个朴素真理——“水可载舟，亦可
覆舟”。
　　清朝黄宗曦总结历史兴衰成败后，认为任何朝代都走不出由清廉开始、由腐败终结的怪圈。
崛起于草莽的民进党打出民主进步旗帜，一开始获得人民的信赖。
民进党上台之后，其腐败比国民党更快更甚，丑闻不断。
民进党因此失去了所有的道德光环，因而被人民唾弃。
　　权力的傲慢为民进党获得社会大众的感佩提供了天然的培育空间。
但当民进党尝到了权力的滋味后，自我沉沦、自我放逐、自我毁灭的趋势一发不可收拾。
那个感动人心的党只在片刻之间就变成人民痛恨的党。
于是，这个党什么都有了，唯独没有灵魂、人心和温暖，这也就难怪“穷得只剩下权力”的尖刻指责
了。
　　民进党从来就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政党，内部组织和权力结构也是如此，它更像是一个“股份
有限公司”，是一个利益一致、组织松散的政治团体。
即使是在力量迅速成长壮大和执政之后，这一特点未曾发生本质改变。
　　只有用心灵贴近民众，聆听人民的心声，走出符合民情的道路才是民进党的未来。
民进党执政的失败给了后来人无数的教训，而这些教训也将成为宝贵的财富，砥砺着妄想重蹈覆辙的
野心家。
一个务实、理性、中道、亲民的民进党，一个放弃“台独”路线，成功实现转型的民进党才有可能重
新再起的机会；一个自负、孤傲、狂妄，顽固坚持“台独”路线的民进党必将被历史淘汰。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进党浮沉内幕>>

内容概要

　　1986年，民进党冲破国民党的阻挠，突然宣布成立，侥幸获得成功，很快成为台湾第一大反对党
，与国民党相抗衡。

　　2000年，陈水扁赢得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终结了国民党长达半个世纪的统治，达成台湾史上首
次“政党轮替”。
不过，在民进党执政后期，陈水扁却陷入内外交困的政治困局，爆发贪污腐败事件，几次面临被逼下
台的窘境。

　　2008年，国民党马英九成功上位，陈水扁以贪腐案入狱。

　　从自诩为“台湾之子”到被喊为“台湾之耻”，陈水扁乱台8年的同时，也完成了自身一次又一
次的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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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立
　　湖南祁阳人，台湾问题专家。
先后供职于国务院台办和联大台湾研究院。
出版著作十几部，其中《目击台海风云》荣获中国作家协会颁发的2005年度优秀图书，在《北京青年
报》《新华文摘》《楚天金报》《海峡都市报》等报刊以及新浪、搜狐等门户网站连载，是该年度纪
实文学类畅销书之一。
还有《国民党沉浮台湾——从蒋氏父子到连战马英九》（上、下册）《世纪争锋——国民党与民进党
决战台湾》《国民党上台内幕》等书，也有不俗的市场表现。
发表学术论文和时事评论文章30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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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民进党突袭成立　国民党宽容默许　　
　民进党冲破国民党的阻挠，突然宣布成立，不成想侥幸获得成功。
蒋经国迫于台湾民意，采取宽容政策，默许了民进党的存在。

　一、从“中坜事件”到“美丽岛风暴”　党外势力同国民党抗争不止　　
　二、党外势力重新集结　政党形态已露端倪　　
　三、民进党突然宣告成立 国民党采取宽容政策　　
第二章　民进党蜕变“台独党”　转型之路步履艰难　　
　蒋介石毫不手软，以铁血手段和政治攻势，坚决镇压了岛内的“台独”势力。
民进党成立后，在“台独”分子的推动下，一步步走上“台独”之路，最终蜕变成“台独党”。

　一、美国提“自决”图谋台湾　民进党借“自决”意欲参政 　　
　二、公开主张“台湾主权独立”　民进党逐步陷入“台独”泥淖　　
　三、提出建立“台湾共和国”　民进党变成了“台独党”　　
　四、走向“台独”的大陆政策　民进党玩起“鸵鸟主义”　
　五、“台独”成为执政瓶颈　民进党寻求务实转型　　
　六、民进党转型步履艰难　“台独”本质注定“转型之痛”　
第三章　“由下而上”策略凑效　快步走上执政之路　　
　民进党向国民党展开夺权斗争，遭遇过挫折，但累积了实力，上台执政的可能性大增。
民进党政治明星陈水扁竞选台北市长败给了马英九，却向更高目标迈进了。

　一、实施“由下而上”战略　迈向漫漫执政之路　　
　二、企图争夺执政权　民进党连选连败　　
　三、赢得县市选举　迎向全面执政　　
第四章　陈水扁“渔翁得利”　民进党仓促上台　　
　国民党鹬蚌相争，民进党渔翁得利。
陈水扁击败国民党候选人和其他独立参选人，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民进党实现了从在野到执政的飞
跃。

　一、从知名律师到台北市长　陈水扁其人其事　　
　二、从“第一才女”到桃园县长　吕秀莲其人其事　　
　三、民进党内提名斗争激烈　陈水扁“超人气”如愿以偿　　
　四、国民党闹分裂　陈水扁得大礼　　
　五、 李登辉“两国论”为“台独”解套　大地震致陈水扁选情告急　
　六、借“兴票案”起死回生　陈水扁选情又上扬　　
　七、波谲云诡的选举冲刺　台湾政坛“口水”满天飞　　
　八、李远哲临门一脚　陈水扁柳暗花明　　
　九、极力淡化“台独”色彩　形塑“台湾之子”形象　
　十、“弃保效应”发酵阿扁侥幸胜出　台湾政坛首度出现政党轮替　
第五章　绿色执政风波不止　政党恶斗没完没了　　
　“国防部长”唐飞出人意料担任“行政院长”，让人跌破眼镜。
100天后，唐飞又闪电下台，再次跌破人们眼镜。
围绕“核四”是否停建，台湾朝野上演恶斗大戏。

　一、“国防部长”出任“行政院长” 陈水扁图谋一箭多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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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跨党儒将被迫辞职　阿扁立足稳定得逞　　
　三、民进党全面执政　台政局风云激荡 　　
　四、“少数政府”先天不足　弱势执政困难重重　　
　五、“核四”停建看美国眼色　陈水扁如临深渊　　
　六、陈水扁玩弄两面手法　连战受骗上当　　
　七、国民党发动“罢免案”　陈水扁道歉忙灭火　　
　八、朝野恶斗看过来　“罢免案”隐忍不发　　
　九、“核四风波”落幕　民进党没完没了
第六章　执政无能声望下跌　台湾民众希望破灭　　
　民进党上台执政，政局混乱，朝野恶斗，经济衰退，两岸关系恶化至战争边缘；各派势力相互角力
，台湾政坛实在太乱；民进党声望步步下跌，民众生活步步惊心。

　一、陈水扁传绯闻　吕秀莲不曾说　　
　二、民进党执政乏善可陈　台湾民众几近绝望　　
　三、各派势力相互角力　台湾政坛群魔乱舞　　
　四、民进党清廉形象破功　快速走向黑金之路　　
　五、“三大选举”平分秋色　民进党声望步步跌　
第七章　“台独”嚣张末路狂奔　两岸关系濒临绝境　　
　陈水扁鼓吹两岸“一边一国”，陷两岸关系于危险境地。
继之在“文化台独”和“法理台独”上一路飙车，造成两岸关系严重紧张。

　一、陈水扁“独”步迈进　“一边一国”惹风波 　　
　二、“渐进台独”动作不断　“文化台独”用心险恶　　
　三、“法理台独”手法翻新　“台独”冒险难逃失败　　
第八章　“两颗子弹”保住陈水扁宝座　民进党权力腐化快速堕落　　
　神秘的两颗子弹会拐弯，至今谜底难以揭开。
陈水扁靠“两颗子弹”获得了连任，但其正当性广受台湾民众质疑。
民进党腐化堕落，集体贪腐触目惊心
,陈水扁的“公务机要费案”更是引发了 2006年“百万红衫军倒扁”运动，重挫民进党。

　一、蓝绿攻防你死我活　 最后赌注阿扁疯狂　　
　二、“两颗子弹”逆转选情　陈水扁险胜获得连任　　
　三、民进党权力腐化快速堕落　“百万红衫军倒扁”席卷台湾　　
　四、“吸金黑洞”官商勾结　掏空公库吃相难看　　
第九章　走下坡败象显现　失民心狼狈下台　　
　民进党弊案连连，清廉形象荡然无存，几次选举，连选连败。
2008年的台湾“大选”，民进党更是输得难看，惨败下台。

　一、“立委”选举席次下降　民进党开始走下坡　　
　二、“三合一”选举惨败　陈水扁提前“跛脚”　
　三、陈水扁被迫宣示“放权”　民进党内政治生态转换 　　
　四、台北高雄市长选举打成平手　 民进党止血疗伤企图再起　　
　五、“立委”选举再次惨败　 民进党输到“脱裤子”　
　六、民进党“大选”惨败　 失民心狼狈下台　　
第十章　陈水扁世纪弊案内幕大揭秘　民进党跌入谷底能否东山再起　　
　陈水扁家族弊案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终把自己送进了牢房，接受台湾民众的审判。
民进党固守“台独”立场，2012年“大选”再次败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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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能否东山再起，尚待观察。

　一、瑞士揭秘“洗钱弊案”黑幕　 陈水扁无奈退出民进党　
　二、扁家“洗钱案”曝光　惊醒多少梦中人　
　三、“歹戏拖棚”何以解　“特侦组”兵临城下　
　四、“洗钱案”牵出案中案　陈水扁难逃法网遭收押　　
　五、陈水扁狱中耍宝　十大贱招大揭秘　　
　六、“特侦组” 起诉陈水扁　扁家现出贪婪原形　　
　七、揭秘“四大弊案”内幕　撩落扁家贪腐神秘面纱　
　八、陈水扁继续羁押　 狱中表演令人厌　　
　九、吴淑珍“认罪”引发“珍”风暴　陈水扁庭审攻防有哭有笑　
　十、一审重判大快人心　阿扁玩法罪有应得　　
　十一、阿扁硬拗负隅顽抗　玩弄手法企图脱罪　　
　十二、二审改判大逆转　阿扁还押看守所　　
　十三、三审定谳终伏法　陈水扁被判入狱　
　十四、陈水扁变成贪腐符号　扁家弊案侦办大事记　　
　十五、从风光无限到分崩离析　 陈水扁家族兴衰蜕变录　　
　十六、民进党被阿扁捆绑，未来之路何去何从　　
　十七、民进党 2012年“大选”挫败　未来能否东山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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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民进党突袭成立 国民党宽容默许　　民进党的成立是党外势力同国民党多年抗争的结果
；也是民主与专制矛盾、省籍矛盾、统“独”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果。
民进党冲破国民党的阻挠，突然宣布成立，不成想侥幸获得成功。
蒋经国迫于台湾民意，采取宽容政策，默许了民进党的存在。
　　一、从“中坜事件”到“美丽岛风暴” 党外势力同国民党抗争不止　　民进党的前身是被称为“
党外”的政治势力，在蒋介石军事独裁统治的压制下，始终难以形成气候。
1960年，党外自由派人士雷震、李万居、高玉树等曾尝试组织一个反对党，但遭到失败。
之后，台湾进入了被称为“政治冰封期”的 60年代。
经过60、70年代台湾经济的高速发展，台湾新兴的中产阶级逐渐形成并发展壮大。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党外势力也随之走上台湾政治舞台。
他们通过创办政治刊物和参与选举，批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倡导言论自由和西方式民主政治，并积
极参与各项地方选举，动员群众，发展组织，扩大影响，积累政治资源。
在 1977年 11月举行的县市长和省市议员选举中，党外势力取得空前战果，从而形成了台湾党外运动的
第一次高潮。
　　值得一提的是，1977年地方选举中发生的“中坜事件”对党外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中坜事件”的起因是国民党故伎重演，在选举中不择手段挤垮党外候选人。
　　当年的桃园县县长选举的候选人有两人：一位是国民党籍候选人“司法行政部调查局”的官员欧
宪瑜，一位是党外活跃分子许信良。
许信良的参选行动得到了党外的喝彩，在当时颇有名气的党外人士张德铭、黄玉娇、吕秀莲等人利用
各自的势力为其助选，林正杰、许国泰、林清松、邱垂贞等活跃分子也为其活动。
　　欧宪瑜，桃园县人，父亲是本县的警察，本人是县政府社会科科长兼“司法行政部调查局”的桃
园情报站站长，深受当地国民党党部和省党部的信任。
这位出身于臭名昭著的特工部门的候选人，且不论人品如何，单就他的政治背景而言，就会失去大量
选票。
　　双方势不两立，剑拔弩张。
选情对国民党一方不利。
道理很简单，与国民党当局对着干已成为当时台湾不少民众的爱好，当局说好的民众偏不说好，对国
民党的仇视当然转移到国民党籍候选人身上。
国民党籍候选人想赢，民众偏要让你输。
　　1977年 11月 19日，星期六。
正逢五项地方选举（省议员、台北市议员、县市长、县市议员、乡镇长），需要选出 1318个席位，不
同层次、竞选席位众多的选举一起举办，更增加了选举的复杂性。
　　清晨，中坜小学校长兼投票所监察主任范姜新林，来到设在本小学的 213号投票所，监督投票。
上午 10时 30分，77岁的钟顺玉和 71岁的夫人邱涂菊，因为视力不好，正在商量如何圈选，此时不该进
入选民圈票区的范姜新林来了。
范姜新林拿过两位老人的选票，看了看后说是废票。
此时，党外派来的捉“鬼”好手邱玉汀则跟随而来，称范姜新林故意把油泥抹在选票上，以造成选票
作废。
事后，桃园选举监察小组的调查结果显示，确是因为这两位老人把自己的私章盖在选票上而成为废票
。
　　但当时此事引起群众强烈不满，长久被压抑的愤怒情绪一经发作，就难以收拾和控制。
下午 4时，愤怒的群众、赶来支持的大学生和围观者已把警察局团团围住。
晚７时，情绪激昂的群众冲进警察局院内，8辆警车、60辆摩托车被点燃。
更有一些人跑到隔壁消防局，从消防车上取出汽油，浇向中坜警察分局楼下的派出所，放火烧房子。
部分民众冲上二楼的指挥中心，警察从后门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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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时，军队开进现场，群众继续对峙。
到次日凌晨，在当局宣布范姜新林已送交法办、许信良已以超过欧宪瑜 8万票当选的消息后，人们才
在一种满足心理下自然散去。
 事件平息后，蒋经国数次发出指示，在以后提名候选人时，要注意考察学历高，让劣迹少、名声好的
党员出场，同时注意修正竞选方式，以增加取胜的根本条件和改善国民党的参选形象。
为完成这一转变，蒋经国同意“中央党部组工会主任委员”李焕辞职，改组负责国民党选举事务的最
高党务部门——“中央组工会”。
　　“中坜事件”是台湾党外势力第一次公开展示实力，对国民党形成了强大的冲击，而对党外势力
则是一次巨大的鼓舞。
　　“中坜事件”也引起党外势力对今后斗争方式的思考，出现两种不同的方针。
一是温和派，认为应该以合法斗争为主要手段，应当慎用“中坜”式的“街头斗争”手段。
温和派以康宁祥、张德铭、黄煌雄为代表。
一是激进派，认为“中坜事件”显示了群众的力量和民心可用，国民党方面已不可能在当时的条件下
大规模地镇压群众运动，所以今后应把“街头斗争”作为与国民党斗争的主要手段。
激进派以黄信介、许信良、余登发、张俊宏为代表。
这是党外运动第一次出现重大斗争路线分裂，康宁祥系以后逐渐成为党外势力中的“非主流派”。
　　在 1977年的五项选举中，党外人士取得了不小的胜利，一举夺得 30%的选票。
其中 20个县市长席位中夺得 4席、77个“省议员”席位夺得 21席，51个台北市议员席位夺得 6席。
以后党外势力在较长时期内始终保持“30%的选票防线”。
在以上选举中，要数许信良当选为桃园县县长、张俊宏和林义雄当选为“省议员”，三人不同凡响，
这是第三代党外势力的主要代表人物开始进入选举圈，并第一次取得数人同时当选的胜利。
更主要的是，他们作为中青年知识分子当选和在任内的高层次问政议政，对于党外运动的发展有着关
键性的影响，激发了更多的青年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参政议政的热情。
1978年以后，台湾开始的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参政热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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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进党浮沉内幕》披露了民进党、国民党及其他政治势力的角逐与较量揭示了民进党台前幕后
的政治博弈及不为人知的秘密档案。
揭秘民进党政治博弈细节，解密陈水扁贪腐档案。
讲述一个务实、理性、中道、亲民的民进党，一个放弃“台独”路线，成功实现转型的民进党才有可
能重新再起的机会；一个自负、孤傲、狂妄，顽固坚持“台独”路线的民进党必将被历史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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