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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英九连任台湾地区领导人
获选票689万张，得票率51.6%，战胜蔡英文、宋楚瑜；蔡英文辞去民进党主席职务

综合新华社电 台湾
地区领导人选举投票14日下
午 4 时结束。开票结果显
示，中国国民党候选人马英
九、吴敦义获胜，得票6891139
张，得票率为51.6％。

另两组候选人中，民进
党候选人蔡英文、苏嘉全得
票 6093578 张 ，得 票 率 为
45.6％；亲民党候选人宋楚
瑜、林瑞雄得票 369588 张，
得票率为2.8％。

与此同时举行的台湾

地区民意代表选举，结果也
于当晚揭晓。在总共 113
个席次中，中国国民党获
得64席，民进党获得40席，
亲民党 3 席，台联党 3 席，

“无党团结联盟”获得 2 席，
无党籍及未经政党推荐者
获得1席。

在参选台湾地区领导
人选举失利后，民进党主
席蔡英文 14 日晚召开记者
会宣布，辞去民进党主席
职务。

台湾地区民意代表
选举结果

中国国民党 64席

民进党 40席

亲民党 3席

台联党 3席

“无党团结联盟” 2席

无党籍及未经政党推荐者 1席

（共113席次）

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结果

国民党 马英九

51.6％
6891139票

民进党 蔡英文

45.6％
6093578票

亲民党
宋楚瑜

2.8％
369588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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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察

两岸关系影响
台湾民众选票

此次台湾选举第一次
在近四年来两岸关系大幅
改善的背景下举行，两岸关
系和平发展的正面影响充
分显现。

近四年来，两岸建立了
反对“台独”、坚持“九二共
识”的政治互信，海协会与台
湾海基会在共同基础上恢复
协商，实现了两岸全面直接
双向“三通”，推动两岸经济
合作进入新阶段，作出一系
列两岸交往的制度化安排，
给两岸民众尤其是台湾同胞
带来越来越多的实际利益。

在这次选举中，国民党
大力宣传两岸关系改善发
展的成果特别是经济合作
的红利，持续质疑民进党候
选人蔡英文否认“九二共
识”如何维持两岸关系和平
稳定，引起岛内各界的共
鸣。承不承认体现坚持一
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

成为贯穿竞选过程的主要
议题和国、民两党及其候选
人攻防的焦点。马英九在
大陆政策上的优势突出，占
据了主动和有利地位。

随着选战的激烈，选情
持续胶着，岛内民众担心两
岸协商中断和两岸关系再
陷紧张的情绪随之上升。
台湾各界代表性人士以及
一大批重量级企业家接连
通过各种方式公开表达支
持认同“九二共识”，希望两
岸关系继续和平稳定发展
的愿望。近年来从两岸交
流合作中受益的台湾中小
企业和广大基层民众也纷
纷表达不希望失去两岸“和
平红利”的强烈心声，形成
一股强大的民意潮流。

民进党迫于两岸关系
现实和台湾民意的压力，在
此次选举中改变了长期以
来负面操作两岸议题的惯
常做法，采取了淡化“台独”
诉求，调整某些两岸政策论
述的策略，以宣称如上台会
接受两岸协议、保持两岸关
系稳定的说辞，试图让民众
相信其“上台无害”。但是，
蔡英文一再否定“九二共
识”，不愿放弃“一边一国”
的分裂立场，难以消除民众
的疑虑和不安，虽声势看涨
终无法胜选。

从此次选举过程看，两
岸关系和平发展已从“概
念”变为现实，影响到台湾
社会各个阶层。

国台办针对台选举发表谈话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

台办发言人昨天就台湾地
区领导人和民意代表选举
结果发表谈话。全文如下：

我们注意到台湾地区
领导人和民意代表选举结
果已经揭晓。近四年来的
事实一再表明，两岸关系
和平发展是一条正确的道
路，得到广大台湾同胞的

支持。我们真诚希望台湾
社 会 安 定 、人 民 生 活 幸
福。我们愿意继续在反对

“台独”、坚持“九二共识”
的共同基础上，与台湾各
界携手努力，承前启后，继
往开来，进一步开创两岸
关系和平发展的新局面，
共同致力于中华民族的伟
大复兴。

■ 表态

马英九 得票率下降因岛内矛盾

蔡英文 败在民众对其缺乏信任

这次选举是台湾内部
事务，除了两岸关系积极影
响之外，也注入了台湾民众
的切身利益考虑和情感投
射。与 2008 年相比，马英
九此次得票下降，国民党民
意代表席位明显减少。岛
内外各种分析认为，这反映

了台湾内部的复杂矛盾。
马英九执政以来，借

助两岸经济合作，成功抵
御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使
台湾经济实现Ｖ形反弹，
2010 年出现恢复性的高速
增长，选前总体形势尚好。
但是，由于台湾经济已停滞

十年，行业复苏不均，贫富
差距难以缩小，失业率居
高不下，一般大众薪资水
平停滞不前，加上民进党
的攻击炒作，所谓“无感复
苏”、“新贫阶级”等导致民
众疑虑上升。

2009 年以后马英九被

贴上“无能”标签，声望大幅
下滑，国民党在多场局部性
选举中接连受挫。同时，马
英九推动国民党改革转型，
引起党内严重不适和多方
反弹，削弱了选举动员能
力。这都是马英九此次陷
入苦战的主因。

■

选
情
分
析

与此同时，民进党在
2008年败选后加紧进行内
部整合，推出蔡英文出任
党主席带动政党转型，力
图与陈水扁贪腐形象切
割，较快站稳了脚跟，在一
系列局部性选举中频频得

手，蔡英文个人也因此累
积较高人气，逐步形成挑
战马英九之势。

在此次选举中，民进
党回避两岸关系议题，软
化“台独”调门，把选战主
轴锁定在公共政策与民生

议题上，炒作台湾贫富差
距问题，标榜自己代表中
下阶层利益，大力争取中
间选民支持，使选情保持
较高声势，但终究败在民
众对其大陆政策和清廉执
政的不信任上。

宋楚瑜

单独参选
冲击国民党

曾经与连战搭配竞选
的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不再
与国民党联合，单独参选。
在马、宋及国、亲相同的背
景下，宋的参选冲击了泛蓝
团结的局面，也降低了马英
九的得票率。本版稿件/据新华社电

2008年11月6日，马英九在台北宾馆会见海协会会长陈云林一行。这是马英九致辞。 新华社记者 邢广利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