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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大選在2024年1月13日舉行，已經執政八年的民主進步黨擊敗了分

裂的在野陣營，創下自從1996年首次總統直選以來首度的三連任。民進黨的

賴清德獲得近559萬票（40%），中國國民黨的侯友宜則取得467萬票（33.5%）， 

台灣民眾黨的柯文哲得到369萬票（26.5%）。在上次大選中，香港「反修例運

動」掀起強大的「抗中保台」風潮，蔡英文席捲了中間選民與青年選民，拿下前

所未有的817萬票（57.1%）。很明顯，四年前的氣勢不復存在，民進黨只能勉

強守住基本盤，其流失的選票大部分倒向了首度參選的柯文哲。在國民黨方

面，缺乏個人魅力的侯友宜也無法複製四年前的「韓流」風潮，韓國瑜在2020年 

取得了552萬票（38.6%）。

民進黨保住了執政權，但是卻喪失了立法院的多數，席次從原先的61席 

下滑到51席；國民黨則是從原先的38席躍升為52席，另外還有2席無黨籍立

法委員傾向藍營。儘管如此，國民黨也仍沒有取得單獨過半所需要的57席。

民眾黨從上屆的5席增長為8席，成為了足以左右政局的關鍵少數，能夠決定

未來立法院長的寶座。倘若選後出現了「藍白合」，5月即將就職的賴清德有可

能面臨「朝小野大」的少數政府處境，施政上難有所發揮。

隨着國際地緣政治的衝突加劇，台灣大選備受國際關注，一個常見的解

讀視角即是，台灣人民到底要在美國與中國的競爭中選擇哪一邊？舉例而

言，在選舉結果揭曉之後，美國《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的首篇報導

文章即以〈北京的挫敗〉（“In a Setback for Beijing”）為標題，而《華盛頓郵報》

（The Washington Post）的文章則直接點出賴清德是「中國認為的危險選擇」。這

樣簡化的觀察有可能導致盲點，因為就算國民黨的候選人當選，這也不代表

台灣人決定選擇「親中」，並且疏遠以美國為首的西方。

兩岸政策向來是台灣藍綠陣營激烈交鋒的議題。民進黨堅持台灣的主權

與國際地位，要求以對等的方式與對岸協商，而國民黨則認為必須接受「九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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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識」才能確保台灣海峽的和平與穩定。表面上看來，是否接受「一個中國」原

則是無可化解的統一或獨立之根本對立，但是實際上，兩黨的差距卻比想像

中小許多。民進黨的執政沒有將實質的獨立推向法理層次，過去馬英九時期

的國民黨政府也無法與對岸進行政治談判。中國當然希望國民黨能取得執政

地位，這次「介選」手段也層出不窮，包括招待地方民眾參訪、發布假新聞

等。不過即便如此，國民黨的官方立場仍是「親美和中」，主張強化國防。理

所當然，這些講法並非北京所樂意聽到的。

台灣政治不只有美中爭霸與兩岸關係的面向，從1987年解除戒嚴令以

來，台灣一直有個朝氣蓬勃的公民社會，各項倡議主張也進入了主流的政治

議程，甚至成為不同政黨競逐的焦點。在蔡英文任內，原住民傳統領域、同

性婚姻、工時改革、能源轉型等社會運動相關的議題，也浮現成為眾所關注

的政治爭議。這篇文章將回顧核能發電、死刑存廢、「太陽花運動」等在2024年

大選中所浮現的社會運動議題，最後將討論運動型政黨在台灣的未來前景。

一　核能發電

核能發電在台灣一向是藍綠政黨爭論已久的議題，其中爭議的焦點就圍

繞着第四核能發電廠（核四）。核四最早在1980年開始規劃，1985年暫緩，

1992年預算解凍，1999年正式動工。在民進黨首度執政之後，核四曾經在

2000年停工百日，導致激烈的朝野對立，後來才復工。2011年，日本福島核

隨着國際地緣政治的衝突加劇，台灣大選備受國際關注。（圖片由林毅忠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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