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馬英九是憨總統？ 
∼從澳洲人報專訪看馬英九的正派外交成就 

 

7 月 17 日，馬英九總統接受澳洲最具影響力的報紙之一《澳洲人報》

的專訪，該報知名的國際版主編 Greg Sheridan，以「馬總統改善長

期以來的重大問題應獲得澳洲推祟」作為文章破題。 

 

  看到這篇文章，讓筆者想到最近李登輝前總統批評馬英九是「憨

總統」，馬英九真的憨嗎？不妨讓我們從外交的面向來檢視，馬英九

上任前後，台灣外交處境與外交尊嚴的鉅大改變，來看馬英九憨不

憨？  

 

  在民進黨執政時期外交操作可以說一種「極度自卑導致自大」的

「夜郎外交」，民進黨無所不用其極的透過「到處衝撞」、「四方點火」、

「金錢車拚」的方式，想要向世人提醒、證明台灣存在。然而，這種

這些愚蠢至極的外交手法，除了留下各國對兩岸競相賄賂他國政要、

敗壞他國政風的不齒責難以外，什麼都沒得到。澳洲政府即對台灣過

去不斷對部分南太平洋國家的腐敗政客作金錢輸送，多次表達不滿與

憤怒。  

 

  這讓筆者想到法國大哲學家蒙田曾說的一句話：「他們希望名聲

響，而不是名聲好。」在民進黨到處衝撞賄賂操作下，台灣在國際外

交舞台上，的確是贏得了響亮的名聲，但卻是臭不可聞、昭彰的惡名。  

 

  而更愚蠢的情況是，民進黨的作法，不但使台灣受到像澳洲這種

重要國家的唾棄，也沒贏得邦交國的尊重。台灣的外交官，永遠要面

對邦交國的「斷交威脅」，低聲下氣抬不起頭，只能不斷開支票、不

斷加碼，當了十足十的冤大頭。而幾十億、幾十億的錢丟下去，不到

幾年，邦交國政黨輪替，新的政客上台，又是惡夢的重頭開始。以前

用來買邦交的錢，簡直就是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所有的金錢遊戲又



歸零重來，否則邦交國就會翻臉不認人，投入中共的懷抱。  

 

  這種丟臉至極的戲碼，民進黨卻樂此不疲。執政八年，爭取到三

個邦交國，卻丟了九個邦交國，算盤打一打，台灣的邦交國從 29 個，

減為 23 個，縮水了 20%。民進黨執政時的外交成績單，可說是裡子、

面子、名聲、尊嚴全失，滑天下之大稽的宇宙無敵大失敗。  

 

  然而，這種丟臉外交，只要執政者一個心態的改變，就可以全然

改觀。馬英九總統上任後，改採「活路外交」新思維，在兩岸作為上，

採取外交休兵的策略，讓兩岸關係從「惡性循環」轉化為「良性循環」，

不用再繼續玩那永無止盡的「肉包打狗」的蠢遊戲。事實上，中共也

早就對這種金錢競逐頭痛萬分，畢竟，誰願意拿自己的錢包開玩笑。

長期以來共產黨和民進黨就像是在玩「懦雞遊戲」的賽車手，一次又

一次為了證明自己不比對方膽小而對撞。現在馬英九提出了外交休

兵，給中共一個下車的機會，中共當然樂於接受。  

 

  於是兩岸不在在無意義的邦交國數字上虛耗資費，對比民進黨執

政八年淨丟了六個邦交國，馬英九沒有丟掉任何一個邦交國。  

 

  當金錢競賽的對手跟進不玩金錢，金錢競逐的源頭消失了，台灣

在外交上自然就不必再受他國政客以斷交為要脅，索求金錢賄賂。台

灣而可以抬頭挺胸，把寶貴的資源做真正讓世界各國尊敬的事。去年

5 月，外交部公布了「援外政策白皮書」，未來我國所有援外作為都

必須符合「目的正當，過程合法，執行有效」三大原則。換言之，援

外工作還是繼續進行，但不再是進到外國政客的荷包，而是紮紮實實

的去幫助需要幫助的人民。幫諾魯開發生產農畜產品；幫馬紹爾群島

推廣醫療衛生技術；幫索羅門群島建造太陽能供電系統；在布吉納法

索進行「一盞燈」計畫，讓當地學童擁有太陽能的 LED 燈，可以在

夜間讀書；又如在今年 1 月海地地震時，台灣的援救隊隊最早抵達現

場救出 10 餘位生還者，投入 1,600 萬美元援助海地災後重建。  

 



  從民進黨的「歪派外交」，蛻變為馬英九的「正派外交」；從民進

黨的「賄賂外交」，蛻變為馬英九的「人道外交」。我們不再和對岸玩

金錢賄絡，敗壞他國政風，自然會贏得關心區域穩定的國家的肯定，

就如同澳洲對馬英九上任後，在南太平洋力行正派外交高度肯定與歡

迎，也因此，澳洲人報才會以「然而亞洲領袖中卻少有人能如此來解

決澳洲極為重大的問題。當然馬總統的解決方案不一定是最後解答，

但在充滿難題及迫害的世界中，卻有如暗室中的一盞明燈。」如此高

度評價馬總統的外交政策對澳洲的意義。  

 

  馬英九憨不憨，如果說堅持正派正道叫憨的話，我們應該欣慰台

灣選出的是，像馬英九這樣堅持走正道為台灣建立好名聲的憨總統，

而不是像陳水扁這樣，在外交上耍奸弄巧，最後卻弄巧成拙，讓台灣

丟臉丟到全世界的巧總統。  

 

  台灣外交的一場寧靜革命已在馬英九上任後開始，原來所謂的台

灣尊嚴，只在於執政者的一念之間。心存正道，必得尊敬，這才是台

灣要的真名聲！  

 

  茲摘錄澳洲人報的報導中，Greg Sheridan 的若干觀察：  

 

就澳洲利益言，馬總統可能是亞洲最重要的政治領袖。  

馬總統解決澳洲最大的外交政策難題，他同時也投注很大的心力改善

澳洲第二大外交難題，然而迄今澳洲仍未能同意他的到訪。  

 

馬總統於 2008 年勝選後，兩岸關係即快速轉趨緩和，並有更多

的合作。正值全球自北韓至巴基斯坦，自阿富汗至中東等各處都發生

嚴重衝突之際，兩岸關係卻是 60 年來最穩定。  

 

藉由恢復兩岸穩定關係，避免任何可能被指控激怒北京的作法，

馬總統希望能為台灣贏得國際社會的好感與善意，從而增加台灣的國

際空間，可以更自由地運作。  



 

馬總統的作為不僅可以大幅降低東北亞發生衝突的可能，同時能

爭取台灣人民更重要的生存空間。  

 

    當然，馬總統必須維持其平衡。如果只是一味遷就北京的需求，

將為台灣帶來災難，因此在每個議題上，馬總統都要審慎評估需要採

取多強硬，或多彈性的作法。  

 

與許多西方領袖，包括澳洲相較，馬總統並不畏懼提及中國大陸

的民主及人權問題。他指出：「大陸的改變是如此的強烈與迅速，網

際網路即為明顯的例子。大陸也仍存在人權問題，每年的六四天安門

事件紀念日，我都會發表呼籲大陸正視此一事實之聲明，其中也特別

提及台灣歷史上發生的相類似事件，台灣政府作出決定，勇敢承認過

去的錯誤，而這將可以成為大陸的一個參考。」  

 

馬總統解決澳洲另一個重大的議題就是台灣與中國大陸在南太

平洋的對抗。澳洲官方長期以來即認為，兩岸爭奪在此一地區國家的

邦交常招致賄賂的指控，並成為導致南太政策無法穩定推動的原因。  

 

自此他即致力與北京達成在南太外交休兵的共識，目前台灣的援

助已較以前更為正規且可信，澳洲官員也對此表達感激肯定。  

 

馬總統與台灣政府已在其可能範圍內盡全力降低與北京的緊張

關係，不僅對區域有重大貢獻，對澳洲更是深具意義。  

 

解決重大問題的政治人物其作為常易被忽視，然而亞洲領袖中卻

少有人能如此來解決澳洲極為重大的問題。當然馬總統的解決方案不

一定是最後解答，但在充滿難題及迫害的世界中，卻有如暗室中的一

盞明燈。  

 

這人實在太憨；當了總統都不知 A 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