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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度認同與國家認同(報告人:林保華) 

本人 1955 年從印尼回到中國讀書，是以為社會主義是最公

平、最民主的制度，誤上了賊船。1976 年移居香港，香港沒有

民主，卻有自由。1997 年中國收回香港，本人移居美國，今年

三月來台灣定居，也是認同台灣的民主制度。對我來講，制度認

同比國家認同重要，在選擇了制度以後，再選擇國家。但是這不

等於說我完全沒有國家觀念，華人身分使我選擇台灣，而民主台

灣面對中國霸權的威脅，使我加強對台灣的國家認同感。 

台灣是怎樣的一個國家﹖憲法回答這個問題。 

一、國共憲法 
憲法第一條：“中華民國基於三民主義，民有、民治、民享

之民主共和國＂。今天是中華民國的行憲日，各位比我熟悉中華

民國歷史，因此我不在這裡說了。但是我是學共產黨歷史的，因

此做一個對比會比較有意思。 
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中共將之分為舊、新兩個階段。孫中山

提出“以俄為師＂及“聯俄、聯共、扶助工農＂後，才是中共肯

定的三民主義，才進行國共合作。他的軍政、訓政、憲政的建國

三個階段是中共所否定的，認為那是愚民政策，所以中共至今一

黨專政。至於“民有、民治、民享＂，在中國都要把民改為黨﹐

台灣也是後期才轉型。 

1927 年國民黨清黨分共，1928 年北伐勝利統一全國，1932
年，由立法院組成憲法起草委員會起草憲法，1936 年五月五日

正式公佈了中華民國憲法草案，是為“五五憲草＂。這是按照西

方民主國家模式制定的憲法，因此還必須肯定。但是因為抗日戰

爭，所以到抗戰勝利後﹐1946 年的 11 月 15 日，政府才在南京

召開國民大會，並且在 12 月 25 日通過中華民國憲法，1947 年

12 月 25 日施行，於是就以這一天訂為行憲紀念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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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是國民黨行憲這一天，中共在陝北米脂縣召開中央擴大會

議。毛澤東做了一個很重要的報告“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

毛澤東報告的第一句話是﹕“中國人民的革命戰爭﹐現在已經達

到了一個轉折點。＂為甚麼說是轉折點呢？就是國民黨在政治上

打了敗仗﹐輸給共產黨的統戰；特別是軍事上也打敗仗﹐國軍開

始不斷“轉戰＂，最後轉戰到台灣﹐憲法也跟來台灣。命運註定

這部憲法不但難產﹐而且後天失調。 

戰爭形勢之所以進入轉折點，主要兩個原因﹕一個是抗戰勝

利後國民黨貪官污吏到各地“劫收＂﹐喪失民心﹔一個是打了敗

仗，當年三月國軍攻下延安是表面上的勝利，因為匪諜熊向暉就

是胡宗南的機要秘書，共軍對國軍的活動瞭如指掌﹐所以主動撤

退毫無損傷﹐其後三個戰役就消滅胡宗南的精銳，加上東北共軍

得到蘇聯的直接援助，從此國軍一敗塗地。 

中共一直把國民黨的行憲當作一場騙局。別看中共推行的是

人治、黨治，但是裝模作樣起來比國民黨更有一套，國民政府還

沒有推出憲法，1931 年 11 月，中共就在江西成立“中華蘇維埃

共和國＂頒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推行蘇俄模式的

社會主義制度，明確規定“是工人和農民的民主專政國家＂，這

是後來“無產階級專政＂的前身。中共在還沒有“國家＂時，表

面上認同的是馬克思的“工人無祖國＂，在共產黨建立蘇俄這個

國家後，因為認同共產制度就認同它是自己的“祖國＂了。1929
年中俄為中東路發生武裝衝突，中共中央就喊出“武裝保衛蘇

聯＂的口號。1949 年中共建政前夕毛澤東發表“論人民民主專

政＂，公開讚賞“獨裁＂，並表示向蘇聯“一邊倒＂。從此“專

政＂成為中共建政以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精髓。 

國民黨與共產黨都以俄為師，建立的都是列寧主義政黨，也

都尊崇革命暴力，這也是國共內戰不斷與威權及極權體制下白

色、紅色恐怖籠罩的原因。這是中國人的不幸，是台灣人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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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年這個時候，新任國民黨主席的馬英九發表“行憲 58 周

年，邁向正常的民主社會＂的文章，百分之百的肯定憲法﹐我不

是研究法律的，更不是憲法專家，但是憑一般常識，即使這部憲

法的條文在台灣民主發展的過程中發揮了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

我還有我的看法﹕ 
憲法制定再漂亮，關鍵在於如何執行。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對公民權利訂得非常具體，然而幾乎沒有一條在執行。因為它的

總綱規定這個國家由共產黨領導，由馬克思列寧主義及毛澤東思

想指引，於是那些具體條文就變成廢物。80 年代中國改革開放，

人大委員長、中國的憲法權威彭真說黨大還是法大，他搞不清

楚。因此對中華民國憲法也要看它是如何執行的。 

行憲後四個月，也就是 1948 年 4 月，國民黨就制定“動員

勘亂時期臨時條款＂恢復到“軍政時期＂﹐凍結了憲法上諸多民

主權利；再從蔣介石 1949 年下野到 1950 年“復行視事＂，轉而

成為終身總統﹐這樣的憲法可能是完美的嗎﹖ 

因為歷史的原因，在尊重原有憲法的情況下，在 1991 年以

後，台灣對憲法修改了七次，但是一方面領土的大為縮小﹐另一

方面台灣從威權轉型到民主體制，許多制度必須改革，監察院可

以空缺兩年、立法院權限的制約，還有總統制還是內閣制，以及

多次要求釋憲所要解決的問題。因此必須進行憲法的重大改造，

才能向正常國家邁進。 

而中共的殘暴統治導致信用破產，被迫提出“改革開放＂的

制度改革，然而一直拒絕政治改革，在民眾缺乏制度認同的情況

下﹐唯有煽動狹隘的民族主義來強調國家認同。但這是走上軍國

主義道路而不是正常國家。 

二、人權高於主權 
甚麼是國家？不外就是土地、人民、政府、主權。1945 聯

合國成立時發表的“聯合國憲章＂，雖然表明人權的重要，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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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多在談到主權國家之間的關係﹐對國家主權的尊重﹐例如“大

小各國平等權利＂，“本組織於每一會員國之領土內，應享受於

執行其職務及達成其宗旨所必需之法律行為能力。＂等等。其後﹐

1946 年的“世界人權宣言＂、1966 年的“經濟、社會、文化權

利公約＂與“公民權利和政治權利國際公＂，大大提升人權這個

普世價值的地位。隨著當今強調的全球化，淡化了主權的觀念。 

捷克總統哈維爾 1999 年 4 月 29 日在加拿大國會的演說，明

確提出了“人權高於國家主權＂，可以說是制度認同高於國家認

同。民主國家尊重人權，不大存在這個問題；而專制國家漠視乃

至踐踏人權﹐因此這句話主要是針對專制國家說的。 

哈維爾是 1989 年“蘇東波＂以後選出來的捷克斯洛伐克總

統，他身體力行，尊重民意﹐不以自己權力的大小為念，1993
年這個國家和平分裂為捷克與斯洛伐克兩個國家。而允許他發表

“人權高於國家主權＂的加拿大，也一直存在魁北克獨立的問

題，但是加拿大並不認為哈維爾的話是“粗暴干涉內政＂。加拿

大眾議院今年 11 月 27 日通過新任總理哈珀提出的動議，將加拿

大聯邦境內的魁北克省升格為一個國家(nation)，這標誌著加拿

大魁北克省的獨立運動進入到了一個重要階段。這些都是民主國

家尊重人權的典範。但是中共在香港的喉舌立刻發表署名文章，

恐嚇這是“危險遊戲＂，理由是加拿大因此可能發生戰爭， “在

戰爭的蹂躪之下，國家的發展將會停止，人民的生活質量就會下

降。＂這是典型的共產黨的思維方式，因為他們既不尊重民意，

更習慣用暴力解決問題。而他們所關心的，絕對不是加拿大人民

生活質量的下降，因為共產黨最希望民主國家人民生活水準下

降，才可以說明中國社會主義制度的優越性。他們害怕的是更凸

顯台灣獨立的合理合法，與在高壓統治下的西藏、新疆、內蒙也

要求擺脫共產黨專政而成為“國中之國＂。 

台灣完全符合一個正常國家所具備的所有條件，應該受到聯

合國的認同與尊重。台灣向民主國家轉型的“寧靜革命＂，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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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輪替，都是和平進行，這是了不起的政治奇跡，更應該受到聯

合國的推崇。這個奇跡還在於，它是在世界上最大的共產帝國眼

鼻子底下發生的﹐中國的文攻武嚇沒有使台灣屈服。台灣的經濟

奇跡是台灣的寶貴資產，台灣的政治奇跡更是世界的寶貴資產。

然而聯合國在中國挾持下，對台灣非常的不友好，這背叛了聯合

國的精神。台灣人民擺脫了威權統治享受到了充份的民主權利，

卻在世界上受到聯合國的打壓而失去應有的尊嚴。21 世紀還發

生這種事件是非常荒謬的。 

台灣的民主制度透過“五權憲法＂來實施。民主的內容，不

外兩個，一個內容是對人民權利的保障，這點台灣做的不錯，例

如在言論自由的保障方面，但是公平方面還需要改進，如何制止

濫用自由的法律約束方面也還有一些問題﹔另一個內容是權力

制衡，但是目前立法院似乎“一院獨大＂，阻礙政府的正常運

轉。制度上的缺陷，需要進一步改進。 

在台灣內部，應該強調台灣的民主成就，反對與中國統一。

主要就是因為中國是個“一黨專政＂的國家，踐踏人權的國家，

而且至今完全沒有悔改的表現﹐這是台灣人民所完全不能認同的

制度與國家。然而台灣內部有人明明知道共產黨的本質、卻因為

利益關係“認賊作父＂，以在野黨的某些人為代表；有人則對共

產黨缺乏認識抱有幻想而“認敵為友＂，以執政黨某些人為代

表。前者公然鼓吹“聯共制台＂，後者一直要放寬政策以討好共

產黨及其同路人。因此，台灣的民選政府、政治人物、媒體，要

不斷揭露中共的毫無人性與背信棄義，讓台灣民眾珍惜得來不易

的民主制度，從而加強對台灣的制度認同與國家認同﹐而不是

“商人無祖國＂，或者有小便宜及暴力恐嚇下就不要祖國。 

擔任過台北市文化局長，也有人把她視為“馬團隊＂的龍應

台 12 月 4 日在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發表題為“被孤立，被包圍，

被邊緣化卻又極端重要的台灣──台灣民主實驗對華文世界的

影響＂的演講，向聽眾闡釋台灣現今孤立的國際處境，介紹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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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年來民主化的進程，指出台灣作為華人世界的民主實驗室對

中國已經發生極為關鍵的影響。演講後有中國學人逼問龍應台是

否仍視中國是她的祖國。龍應台回答說，這個問題一點也不複

雜，“中國的文化是我的祖國，但目前這種政權所統治的中國絕

對不是我的祖國  ＂。這也表明龍應台只承認文化認同而拒絕制

度認同、國家認同。我們需要強調制度認同來凝聚台灣民心，逐

漸加強對國家的認同，共同抗拒中國的統一。 

我在共產黨統治下生活了二十一年才移居香港。經歷過痛苦

的天人交戰，終於放棄做“堂堂正正中國人＂而去做英國“二等

公民“，因爲在我看來，能過一個正常人的生活，比做甚麽國家

的人重要。 

三，用國家認同鞏固制度認同 
台灣的和平與民主，不排斥也有發生暴力並復辟為專制的可

能。有兩次我很擔心：一次是 2004 年 3 月 20 日到 26 日國親上

街，一次是紅軍在今年 9 月 15 日的圍城到 10 月 10 日的天下圍

攻。我擔心兩件事，一是大規模暴亂，一是國親煽動下的武裝政

變。但是結果都沒有發生。這表明台灣民眾的善良與具備相當的

民主素養，也表明軍隊國家化的成功。這兩點是對岸的中國所沒

有的。但是由於台灣脫離威權體制的時間還不長，旁邊又有崇尚

暴力的共產中國介入台灣內政，所以這兩點還必須時時警惕。 

然而我始終覺得台灣作為國家的公權力還是展現的不夠，對

違法的事情不能立即阻止，例如造謠誹謗和暴力事件，從而造成

社會亂象，無政府主義滋長，增加社會所付出的成本。我諒解政

府執政的困難，但是還是應該努力的去行使國家的公權力。否則

台灣的民主制度與司法的相對獨立，很可能被葬送。 

列寧主義將國家叫做“階級壓迫的工具＂，我們則毋寧說國

家是保護制度的工具。這是“中立＂的說法，因為如果這個制度

是獨裁專制制度，國家的確是“階級（其實是特權集團）壓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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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如果是民主制度﹐就不涉及壓迫問題，而是根據民主制度

的遊戲規則保護人民權利，保護制度運轉。 

國家公權力對台灣特別重要，因為台灣旁邊強大的中國不認

同台灣的民主制度，又對台灣有領土野心，黑手早已伸進台灣，

因此台灣必須運用自己的國家機器，例如軍隊、警察、政治、法

律、外交等等手段來保護台灣的民主制度。尤其是中國在外交上

無所不用其極的封殺台灣的國際空間，扼殺台灣民眾的制度認同

與國家認同，因此台灣如何在國際社會彰現國家主權也顯得特別

重要，以爭取其他國家對台灣的國家認同。 

然而由於台灣內部對自己國家認同還有差異，從而影響台灣

國家對自己民主制度的保護，與爭取國際社會對台灣這個國家的

認同。 

根據我的觀察，目前台灣內部對自己國家的認同主要有三種

情況： 

第一，認為台灣需要“正名＂者，叫做台灣，或台灣共和國

等等。這也就是所謂台獨。這部分人有兩種，一種是認為台灣還

沒有獨立而需要“台獨＂，更多的是認為台灣已經實質上獨立﹐

但因為叫“中華民國＂而不是台灣，所以還沒有完成建國。由於

“台獨＂名號已經很久沿用下來﹐而台灣在國際社會又缺乏話語

權﹐因此很難以“正名＂取代“台獨＂。這種主張的最終目的就

是在政治上與中國做徹底切割。 

第二，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例如承認中國提出“一國兩

制＂，放棄台灣的主權，或把中國叫做“祖國＂。他們的代表人

物有新黨的馮滬祥，以及某些台商、藝人等等。 

第三﹐認同中華民國。他們反對台獨，但也反共或反對中華

人民共和國。因此在兩岸關係上比較傾向維持現狀。但是這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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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來越少。因為他們中不少人認為要反台獨，必須聯合共產黨反

對才能成功﹐也就是把台獨當主要敵人而把共產黨當朋友。連戰

的“聯共制台＂就是代表。馬英九雖然沒有公開提出，但是他的

“終極統一＂，以及被“連胡五點共識＂所綁架，加上繼續反對

軍購等等，也倒向連的路線。連戰在中國不敢提“中華民國＂，

馬英九在台北禁止攜帶中華民國國旗進入國際賽事的場地，而且

放棄台北市的首都地位而與中國的地方城市“交流＂，都表明他

們已經放棄對中華民國的認同而逐漸向馮滬祥看齊。 

台灣現在真正還認同中華民國的主要是長期受黨國教育而

還以為他們“長官＂還認同中華民國的民眾，特別是他們的老一

輩。還有就是長期受到國民黨優待的族群。台灣的族群問題主要

就在這裡，民進黨卓越的地方行政成就與艱苦的選舉始終難以得

到超越半數的選票原因也在這裡。 

要解決台灣的國家認同問題，主要就是爭取這部分群眾，如

果真有 75%民眾認同台獨，不怕國際不承認。李登輝前總統提這

個 75%，是根據 1996 年總統選舉時李登輝與彭明敏所得票數的

總和，然而當時李登輝還掌握國民黨，在他離開國民黨後，情況

已非如此，因此民進黨如能掌握一半選民，已經不錯；但是如果

努力更有成效，爭取 60%認同台灣而不是中國（包括中華民國），

應該也不太困難。因為最近在台灣有兩項統計，一個是政大選研

中心、日本琉球大學、香港大學共同主持的民調，承認自己是台

灣人的佔六成，認為自己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的約 34%，支持台

灣獨立的也有 54%。海基會的民調數字低一點，有 58%認同自己

是台灣人。因此任何選戰，必須打出國家認同的議題。除此之外，

政府必須做好經濟工作提升民眾生活水準﹔還必須打擊賄選，為

此必須解決國民黨的黨產問題。 

要爭取更多民眾認同台灣這個國家，民進黨政府要尊重歷史

與現實，對中華民國不要全部否定，例如它的憲法，它的反共，

它的經濟建設成就，這樣才能使認同中華民國的民眾減少對立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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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才願意聽你講的話。這也是“將於取之，必先與之＂的道理。

民進黨及其政府對國家認同應該有兩個層面，最低綱領是承認中

華民國的存在，最高綱領是以正名“台灣＂作爲目標。這個目標

必須得到多數民眾的認同，遵循一定的憲法程序。既尊重現實，

又有努力目標，對兩邊的民眾都要講清楚這兩點，取得他們的認

同，才能爭取到多數。並且在執政時為未來“正名＂創造合法的

有利條件。 

當然，也有中華民國的死忠者，他們主要是老的一批，但是

自然規律不可阻擋，所以我對越來越多的台灣人會認同台灣這個

國家是樂觀的，但是它也有一個前提，那就是不能讓中國的勢力

進來，只要中國的勢力進來，而且日益壯大，要趕它出去就難了。

目前我們看到台灣某些政治人與媒體人對言論自由的濫用，對司

法獨立的干預，對人性的踐踏，正是威權體制與中國政治的陰

魂，必須加以清理。與中國對話或談判，必須堅守本土立場，不

可存有幻想，更多的應該把它當作揭露敵人的戰場。如果要讓

步，必須是雙方的，對台灣來說，更需要政治上的利益，例如三

通對主權的堅持。 

四、結束語 
不論制度認同，還是國家認同，都必須非常謹慎的處理兩岸

關係，必須堅持台灣的主體價值，這價值就是台灣的主權，台灣

的根本利益。堡壘最容易從內部攻破，所以不能讓親中國的政黨

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內應而要讓它邊緣化或本土化，因此建議大家

學習中國共產黨的歷史，最主要學它的策略，一則可以學到中共

如何爭取多數，分化與孤立對手，從而扭轉自己的劣勢而在政治

上戰勝他們﹔二則可以了解中共是如何來對付台灣、統戰台灣

的，只有知己知彼，才能百戰不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