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0 年 3 月 18 日，中華民國第十任總統、副總統經全體公民選舉產生，由民主

進步黨所提名的陳水扁、呂秀蓮，以百分之三十九點三的得票率當選，為台灣民

主政治開創了新的一頁，首次的政黨輪替也讓執政近五十年的國民黨黯然下臺。

此時的台灣將面臨一個新的局面，全新的執政團隊、全新的政黨，勢必會對兩岸

關係與大陸政策，帶來全新的面貌與挑戰。 

 

本論文研究陳水扁執政八年來，大陸政策的變遷，以及探究變遷的主要因素，其

中以以美國因素、兩岸因素、國內因素以及領導人因素四個方向來做觀察，研究

的時期以陳水扁上任的 2000 年開始，一直到 2008 年卸任。 

 

本論文以決策理論模式來研究陳水扁的大陸政策，政策的產出，可以讓我們發現

陳水扁主政時期，大陸政策的變遷共分為四個時期，分別是提出「四不一沒有」

時期、「一邊一國論」時期、連任前期、連任後期。 

 

研究中可以發現，陳水扁每個時期的大陸政策，受到不同因素的影響，第一個時

期為國內、美國因素；第二個時期為美國、個人因素：第三與第四時期都受到國

內因素影響。 

 

由於陳水扁政府與中共始終無法在「一中原則」上達成共識，因此這也是雙方談

判始終沒有進展的最大關鍵，加上各方因素的影響，使得雙方政府在後期越來越

沒有共識，隔閡也越來越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