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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焦點

和解合作　追求和平

中華民國104年總統元旦祝詞
總統　馬英九

馬
英九總統在總統府大禮堂主

持中華民國 104 年開國紀念

典禮暨元旦團拜，並以「和解、合

作、和平」為題發表元旦祝詞。總

統元旦祝詞全文內容為：

今天是中華民國 104 年的元旦，

我要祝福國人同胞在新的一年，身體

健康，平安快樂！

過去這一年，我們的社會經歷了

一些紛擾。雖然有各種不滿與對立，

人民都已經用選票表達了意見，台灣

的民主日漸成熟，選後社會也很快恢

復平靜。

去年食安風暴之後，我們痛定思痛，全面投入公權力，嚴查重罰。也透過修

法，大幅提高罰則。此外，政府與民間合作建立「三級品管」制度，為食品安全把

關。我深信，只要我們堅持除惡務盡、絕不手軟的決心，徹底掃除黑心食品，台灣

食品產業一定可以脫胎換骨，重振「美食王國」的聲譽。

總統馬英九在元旦祝詞中表述執政者須記取教訓，

化解不滿與對立，維持和諧平靜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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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新的一年，政府必須記取教訓，社會暫時的平靜，代表的不是問題的解

決，而是人民對改革的期待。如果身為執政者不能反省檢討，化解不滿與對立，社

會的平靜不會維持太久。

因此，新年開始，我想用和解的「和」與合作的「合」這兩個字，分 3 個層

次，也就是「社會和解」、「朝野合作」與「兩岸和平」，來跟大家談談我們未來努

力的方向。

第一：社會和解

去年 3 月的學生運動，確實為台灣帶來了衝擊。在網路串連、青年發聲的主

旋律之下，整個社會有了一股全新的脈動。或許有些人歡迎，有些人疑慮。但從長

遠來看，如果我們的國家，擁有關心社會的年輕人，以及尊重民主法治、堅持理性

對話、反對暴力專制的公民社會，台灣一定生氣蓬勃，持續茁壯。

我們必須承認，年輕人懷有比較高的理想性與正義感，對不公不義的事，特別

反感。如果政府說明不清或做法不當，很容易引發誤解與批評。

一年來台灣經濟景氣穩健回溫，出口持續暢旺，經濟成長率是 3 年來最高

的，整體失業率是 7 年來最低的。年輕人的失業率雖然也下降不少，但仍然偏高；

薪資增加幅度也是 4 年來最高的，去年企業獲利情況良好，相當多企業計劃今年加

薪。但不少年輕人即使找到工作，也買不起房子，甚至不敢生孩子。這個世代的年

輕人面對的是一個經濟與薪資成長緩慢的年代，與上幾代的生活經驗全然不同。年

輕人的焦慮與不安提醒我們，必須多傾聽人民的心聲，投入更多的資源，創造更多

的機會，對於青年的理想性與正義感，政府也必須回應。

身為總統，我責無旁貸。首先，「和解」必須來自「理解」。對於青年世代及弱

勢群體，我們要用與過去不同的方式來理解，我們要學會易地而處，用青年的眼光

看世界，從弱勢的角度想未來。我們不應該忽視，這一個世代的年輕人，處在一個

全球化、跨國競爭空前激烈的時代，即便努力，仍然擔心未必有回報。

55



我強烈地希望政府官員，在處理青年、勞資、城鄉以及弱勢等問題的時候，要

能設身處地，將心比心，設法理解對話的對象，熟悉對方的世界，多傾聽人民的心

聲，融入政策，將社會對於政府的不滿視為警惕與督促的力量，這樣的施政才能避

免一廂情願，讓人民無感。

當然，我們也不能忽視貧富差距的持續擴大。雖然過去 5 年來，我國人民的

所得分配不斷改善，使台灣在亞洲新興國家中，表現相對比較好。但不可否認的，

有錢人累積財富的能力遠遠超過一般民眾，這讓社會中不少人充滿了相對剝奪感。

針對這種現象，政府必須推出更有效的財經與社會政策，以改善財富分配的不均。

最近，由先進國家組成的「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也在關心會員國貧

富差距擴大的問題，顯示這是世界性的問題，而消弭貧富不均是一個長期且複雜的

工作，需要社會各界共同關心，一起來為青年找到希望，讓弱勢獲得照顧。政府在

租稅與福利政策上，必須儘快提出更有效的改革方案，讓人民有感。

另一方面，我們也要加強溝通，回應民意。在資訊快速傳遞，互動性越來越強

的時代，不能讓政府的思維落後於這個時代。行政部門如果不進行徹底的檢討與改

變，根本不可能跟上以網路為平台的公民對話及公共參與。未來在政府決策機制當

中，會以「資訊更公開、決策更透明、介面更親民」的方式，接納各種多元意見，

並進一步推動「開放政府資訊」（open data）的工作，確保政府的施政真正成為全

民參與的過程，保持在符合民意的軌道上運作。以上這種「公開、透明與親民」的

決策與溝通方式，我期待儘速讓人民看到成果。

第二：朝野合作

台灣今天面臨許多內外挑戰，為了公共利益與全民福祉，朝野需要從對立走

向合作。我們看到，台灣的朝野之間，存在著很大的鴻溝，真的應該坐下來好好談

談。各位鄉親：台灣沒有分裂的本錢，所有的不滿應該到我為止，由我承擔。

長久以來朝野累積了太多的對立，不能有效合作，一直是我擔任總統到今天最

大的遺憾。我深切體會，朝野不和，只會讓全民受苦，這絕對不符合人民期待。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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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融冰或許需要時間，但未來的 1 年多，台灣有太多迫切的問題需要解決，時間不

能再虛耗，台灣不能再等待。

各位鄉親：只要有利於政局緩和，我願意促成朝野任何形式的對話與合作；只

要有利於人民，我對於不限議題、各種型態的國是會議，都樂觀其成。

對於新選出的地方首長，我由衷祝賀，也期待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為了國

家與地方長遠的福祉，應該捐棄成見，加強合作。「家和萬事興」，我們必須團結一

致，才能面對嚴峻的國際政經情勢。

台灣近年來面臨的是全球經貿自由化與區域經濟整合的挑戰，各國搶簽雙邊

及多邊自由貿易協定，早已蔚為風氣，但我國卻一直落後，一直苦苦追趕。各位鄉

親：「開放帶來興旺，閉鎖必然萎縮」，這，就是這個時代脈動的寫照！這不是口

號，這就是現實。不管我們喜不喜歡，都得面對，接受挑戰。這些工作，今天拖

延，明天就會落後；今天不做，明天就會後悔。

同時，我期盼朝野透過溝通化解歧見，讓台灣在多變的國際政經情勢中，保有

競爭優勢。各位鄉親：我們只有一個台灣，讓我們一起為台灣的經濟，全力以赴，

共同打拚！

第三：兩岸和平

台灣社會必須和解，兩岸和平也要鞏固。對我來說，推動兩岸關係，最重要的

目的：第一，是和平；第二，也是和平；第三，還是和平。過去 6 年多來我們努力

的成果，證明這樣一條追求和平的路線是正確的。

未來，我們仍將在中華民國憲法架構下，維持兩岸不統、不獨、不武的現狀，

在「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的基礎上，秉持「以台灣為主，對人民有利」的原則，

繼續推動兩岸的後續經貿協商，推動兩岸互設辦事機構，以促進兩岸關係更進一步

的和平發展。同時，兩岸和平發展帶來的和平紅利，尤其是在經貿方面的利益，應

該由全民來分享，特別是占企業中絕大多數的中小企業，相信這是多數國人的共同

期待。

77



過去 1 年，兩岸關係穩步向前。雙方主管兩岸事務的首長先後在南京、台北

與北京會晤了 3 次，並互稱官銜。這是兩岸隔海分治 65 年以來的第一遭，我們的

陸委會與大陸國台辦之間也建立了常態性溝通聯繫機制。這代表過去 6 年半以來，

兩岸關係逐步制度化的具體成果。

這些年兩岸關係持續和平發展，除了直航的擴大、貿易投資的增加、文教互動

的頻繁，與國際對抗的相對緩和之外，一個更令人欣慰的現象，就是兩岸年輕人之

間越來越廣泛與深入的交流。除了台灣早有不少學生到大陸求學，6 年多來陸生來

台人數大幅成長，台灣 7 成的大學都有陸生就讀。台灣自由開放的校園與社會，提

供了一個讓兩岸年輕人相互理解、彼此學習的有利環境，為中華民族下一個世代的

和平奠定了基礎。

各位鄉親：兩岸的永續和平既然是兩岸人民乃至國際社會共同的盼望，那麼

由兩岸年輕人在生命中比較早的階段開始交往互動，透過交流，減少誤解，建立友

誼，是促進和平最有效的途徑，也是我多年的主張，我們將持續推動。

絕不讓台灣空轉

世界正在劇烈的變動，不會為台灣停下腳步。各位鄉親：我一定繼續努力負起

總統的責任：捍衛主權、提升國力、照顧弱勢，絕對不讓台灣空轉！我衷心期盼，

中華民國 104 年將是落實社會和解、朝野合作及兩岸和平的一年。

最後，祝我們的國家國運昌隆，我們的人民安居樂業。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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