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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英九總統在國

慶演說強調兩岸

關係和平發展的

重要性。

10月10日，馬英九總統伉儷出席在總統府府前

廣場舉行的「中華民國中樞暨各界慶祝104年國慶大

會」，並以「和平繁榮 永續臺灣」為題發表演說。

總統談話全文如下：

國家生日意義深遠　七年努力成果豐碩

今天是民國104年的國慶日，讓我們一起祝中華

民國生日快樂！今天，我國朝野政黨的領袖，都出席

了國慶典禮，令人欣慰。我希望這代表大家無分朝

野，都認同中華民國、支持中華民國。

今年的國慶日，還有特別的意義。今年是抗戰勝

利暨臺灣光復七十週年。70年前，全國軍民在國民

政府的領導下，擊敗了強敵、挽救了國家、光復了臺

灣、幫助了盟軍，贏得了二戰。我們今天在這裡歡

慶國家的生日，不要忘記在過去120年當中，無數先

烈先賢－包括許多來自臺灣的抗日志士與抗戰英雄－

所付出的生命與熱血，才能讓我們今天在臺灣享有自

由、安定、與繁榮的生活。

七年來，雖然政府全心全意為臺灣打拚，但是還

是有一些不如人意的地方，與一些誤解，我們還是必

須說明。

七年來，我們捍衛臺灣的自由民主。美國「自由

之家」評定：不論人民的政治權利或公民自由，我國

都與先進國家一樣，屬於自由國家。

七年來，我們實踐社會公平。照聯合國統計，臺

灣「性別不平等指數」是全球最低的前五名。儘管貧

富差距仍然不小，但我們的所得分配持續改善。從民

國90年史上最高的家戶所得差距6.39倍，降到了去

年的6.05倍，個人所得差距則降到3.98倍，更是14年

來最低。我們已經實施回饋稅與兩稅合一減半扣抵，

以改善所得分配並促進財政健全；我們即將實施房地

合一實價課稅，以實現居住正義，這些都是重大改

革。此外，政府已專案提供近6,400億元優惠貸款及

16億元利息補貼給20萬戶購屋的家庭；提供81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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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租金補貼，給超過22萬戶租屋的家庭。加上其他

措施，總計政府為67萬戶家庭支出總金額達到近440

億元，這是歷史的新高，超過七年前的16倍，受惠

家庭數則是22倍。

七年來，我們大力推動社會福利。我們鼓勵生

育，提供305億元育嬰留職停薪津貼給34萬年輕夫

妻；去年全臺新生兒也突破21萬人，是十年來的第

二高；我們放寬標準，納入補助的弱勢人民，從26

萬擴大到70多萬；我們推動二代健保，讓這個全球

頂尖健保的財務更穩健，大多數人的保費不漲，鎖卡

人數從96年的近70萬減少到現在的不到4萬，落實弱

勢照顧。國民年金保險與勞保年金開辦6年了。《長

期照顧服務法》已完成立法，《長期照顧保險法草

案》也送到立法院，為長輩提供更周延的老年生活保

障。

七年來，我們打造了更能安居樂業的環境。我國

治安良好，高居世界第二，受到國際社會肯定。犯罪

發生數下降了四成，破案率上升11個百分點；酒駕

死亡人數下降七成；詐騙案件損失金額減少八成；自

殺人數大幅下降，已退出十大死因之列；去年，交通

事故死亡人數更是20年來最低；我國防制人口販運

的績效在美國國務院評比中，連續六年維持世界第一

級。

七年來，政府大力發展再生能源。從98年《再

生能源發展條例》實施後，政府推動「千架海陸風力

機」、「陽光屋頂百萬座」等政策，使我國太陽能

光電的裝置容量五年來成長65倍，發電量成長了53

倍；風力發電裝置容量成長1.7倍，而發電量成長2.7

倍。這些成果為臺灣邁向綠能低碳環境奠定良好基

礎。但是，目前這些再生能源穩定度較低，無法成為

基載電力的來源，未來，政府仍然應該在節能減碳的

前提下，尋找出臺灣的「最適當能源組合」，全力節

能減碳。今年6月，《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通過

了，讓我國跟上全球減碳趨勢。

七年來，我們用心拚經濟。根據瑞士洛桑管理學

院的《世界競爭力年報》，七年來，中華民國的全

球排名總平均是11.5名，這是20年來最好的成績。

今年7月，美國《全球金融》雜誌公布以「購買力平

價」計算的人均國內生產毛額，我國排名全球第17

名，高於德國、英國、法國、日本以及韓國。勞工基

本工資連續五年調漲，漲幅接近16％；實質薪資去

年成長2.36%，今年上半年成長約4.4%，都是亞洲

四小龍最高；我們失業率降到3.73％，是15年來最

低；物價相對穩定，在四小龍中最低。而「2014年

全球痛苦指數」排行，在108個國家中，臺灣名列第

四低。

為因應當前經濟不景氣，兼顧國際產業發展趨勢

與臺灣出口導向的特性，我們加速推動「創新驅動」

的新經濟模式；並以物聯網為核心，結合雲端、大

數據、電子商務應用的「生產力4.0」產業策略，以

「系統整合與商品服務」為出口的新藍海，促進臺灣

產業升級與經濟轉型。

兩岸和平廣受支持　國際空間大幅開拓

七年多來，我們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將臺灣

海峽從東亞的戰爭熱點，轉變為和平大道，贏得國際

社會普遍肯定。「維持現狀」已經成為臺灣共識；

在座朝野政黨的領袖，也都不約而同支持「維持現

狀」，確實相當難得，這也再次證明政府七年來的兩

岸政策，不但沒有「親中賣臺」或「矮化主權」，反

而成為民意的主流。

這七年多來，兩岸簽署了23項合作協議，主管

兩岸事務的首長會面多達5次並互稱官銜；陸客來臺

累計超過1,400萬人，去年一年就接近400萬人，成

長10多倍；來臺陸生從823人增加到33,000人，成長

40倍；兩岸簽訂《經濟合作架構協議》後，節省關

稅超過25億美元，我方對大陸出口增加，受惠廠商

有一半是中小企業；外銷大陸農產品更出現史上第一

次順差，而且年年擴大。但臺灣對大陸出口的依存度，

反而因為我們有效分散出口市場而下降。兩岸目前正

處於隔海分治66年以來最和平繁榮的時期，與民國

97年以前那種衝突對立的「現狀」，完全不同。

在國際關係方面，我們七年多來努力扮演「和平

締造者」與「人道援助者」的角色，也開花結果。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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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和平倡議」，與日本簽訂《臺日漁業協議》，有效

解決40年的釣魚臺漁業糾紛，達成「主權未讓步、

漁權大進步」的目標；同時，我們與菲律賓也達成海

上和平執法、事前通報、儘速釋放等共識。從海地到

日本，從菲律賓到敘利亞、從西非到加勒比海、從尼

泊爾到薩爾瓦多，從伊拉克到瓜地馬拉，我們提供各

種救援物資、捐款或服務，哪裡有大災難，我們的人

道援助就送到哪裡，這都讓受惠國人民感念在心，也

讓國際社會刮目相看。

各位鄉親父老，七年來國際環境變得友善，兩岸

關係的改善是主要因素，臺美關係的提升就是見證。

係，創造出了一套嶄新的「活路外交」。兩岸關係越

平穩，我們越有條件推動「目的正當、過程合法、執

行有效」的援外政策，受到國際社會的尊敬與讚許也

越多，這是一個互惠雙贏的良性循環。

我國已經連續七次以適當名稱、正式身分、部

長層級、平等待遇、直接聯絡等方式，參加睽違38

年的「世界衛生大會」；我們也參加了睽違42年的

「國際民航組織」大會，加入了世貿組織架構下的

《政府採購協定》，這都是過去未能做到的。民國

99年，我們與大陸簽署了《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

議》；100年至今，我們與日本簽訂《投資保障與促

進協議》等25個協議；102年3月，我國與美國恢復

©總統府

兩岸之間，不再進行惡性競爭，擺脫

了「支票簿外交」等負面的國際觀

感。這是因為我們以創新的思維，同

時處理「兩岸」與「國際」這兩組關

在《貿易暨投資架構協定》之下的協

商；7月與紐西蘭簽訂《臺紐經濟合作

協定》，11月與新加坡簽訂《臺星經

濟夥伴協定》，這些發展，每一項都是

中華民國中樞暨各界慶祝

104年國慶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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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夥伴協定》，以及《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加

速參與區域經濟整合。

七年來，中華民國的國際形象變好了，我國觀光

客更受到世界各國的歡迎。從民國86年到我上任前

的96年，全球只有54個國家與地區，給予我國人民

免簽證、落地簽證或簽證便利，而現在已經擴大到

153個，增加了99個，這是空前的成長；境外旅客也

更喜歡來臺灣，去年已經達到991萬人，是我上任前

的2.6倍，成長率全球第二，創造超過4,000億臺幣的

觀光收入。這些也是前所未有的。七年前，兩岸關係

與國際關係彼此原是惡性循環，我們把它扭轉為良性

循環！現在，臺灣多數人要維持的是什麼樣的現狀？

就是這個良性循環的「現狀」！

兩岸現狀維持不易　盼後人延續目前作法

我們在兩岸關係獲得了可觀的成果，但是，這個

現狀，未來能夠維持嗎？坦白說，我確實很憂慮。因

為維持現狀不是從天而降，不能視為當然。兩岸關係

必須堅持原則，才能維持現狀；一旦偏離原則，現狀

就會改變，又回到七年多前兩岸關係停滯、國際關係

生變的困境。

以下就是兩岸關係七年來得以維持現狀的五項原

則：

第一、在中華民國憲法架構下，維持兩岸「不

統、不獨、不武」的現狀。這是有近八成民意支持的

「臺灣共識」。

第二、在「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的基礎上，推

動兩岸和平發展。這是由臺灣提出、大陸接受、有五

成以上民意支持的「兩岸共識」。

第三、「以臺灣為主，對人民有利」的交流原則。

第四、「先急後緩，先易後難，先經後政」的協

商原則。

第五、「對等、尊嚴、互惠」的互動原則。

這五原則當中，又以第二個原則─「九二共識，

一中各表」─最為重要，因為從23年來「九二共

識」的歷史觀察，兩岸關係與「九二共識」，彼此相

合則旺，相離則傷，相反則盪。而「九二共識」的依

據就是我國憲法，我方表達的「一中」當然就是中華

民國，絕不會是「兩個中國」、「一中一臺」、或

「臺灣獨立」。過去七年，我們依據「九二共識」所

推動的兩岸政策，有效維護臺灣尊嚴，促進兩岸合

作，成功創造了臺灣多數人支持的現狀。如果沒有

「九二共識」，維持現狀就只是一句口號、一句空

話，不可能具體落實，也不可能推動兩岸和平發展。

剛剛提到的「臺灣共識」與「兩岸共識」，就是

讓兩岸關係與國際關係產生良性循環的基礎，如果下

一任總統願意沿用，兩岸關係將繼續和平繁榮。事實

上，不論哪一位當選總統，就職時依據憲法第48條

宣誓，誓詞第一句就是「余謹以至誠，向全國人民宣

誓，余必遵守憲法」。因此，一位中華民國總統，接

受依據中華民國憲法達成的「九二共識」，合憲合

法，合情合理，有什麼困難呢？

大陸當局最近就抗戰歷史提出「共享史料、共寫

史書」的建議，我們抱持開放的態度。我們願意在

「對等互惠」、「檔案公開」、「不設禁區」、「自

由研究」的原則之下進行，並且不排除外國學者專家

的參與。我們相信雙方如能誠實面對歷史，將拉近兩

岸人民距離，有助兩岸和平發展。

結語

各位鄉親父老，在我任內，兩岸關係越來越和平

穩定。但是，在國慶日的今天，我特別說出我的憂

慮，一方面基於國家領導人的責任，二方面也是基於

我對臺灣的熱愛。「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我有必

要在這個重要的場合，讓所有國人明白，臺灣將會面

對什麼樣的未來，以及如何因應的方法。

各位鄉親，政府執政，就像是建築一條公路。我

們的進度或許不夠快，但我們方向正確、計畫完整、

基礎扎實，讓後人一上路就能大步向前。我相信，只

要臺灣能堅持走這條正確的道路，我們現在享有的和

平繁榮現狀就一定能繼續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