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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20世纪40年代中期“台独”运动出现到现在，“台独”社会基础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即草创
期（1945-1985年）、壮大期（1986-2000年）、膨胀期（2000-2004年）、相对弱化期（2005年迄今）。
“台独”阵营重要选举得票率由党外时期的200％左右，增加到民进党执政前的30％左右。
民进党执政后，泛绿阵营重要选举得票率维持在40％-51％之间。
“台独”势力在政治、经济、组织、阶级、族群等方面的基础有所增强。
但2005年以来，“台独”社会基础扩张的势头受到明显遏制，过去10多年来“蓝消绿长”的选民结构
开始扭转为“蓝长绿消”。
　　“台独”社会基础的构成结构不断调整。
“台独”势力的阶级基础以中产阶级为核心，逐步向劳工、农民阶级、大资产阶级渗透，各阶层对泛
绿的支持度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
族群基础以台湾闽南人为主体，逐步向客家人、原住民、外省人渗透。
　“台独”势力以南部为堡垒，逐渐向中部、北部地区扩张。
知识分子、大专以上学历支持者的比例有所提高，民进党对岛内民众的欺骗性有所增强。
　　泛绿基本盘由民进党执政前的30％上升到目前的40％，但泛绿阵营支持者并不都是“台独基本教
义派”。
目前“台独基本教义派”选民约25％，其他支持者在特定条件下仍有可能发生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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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20世纪40年代中期“台独”运动出现到现在，“台独”社会基础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即草创
期(1945—1985年)、壮大期(1986—2000年)、膨胀期(2000—2004年)、相对弱化期(2005年迄今)。
本书主要介绍了“台独”的产生发展及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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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台独”的产生及其早期社会基础　　所谓“台独”，即“台湾独立建国”的简称，一
般是指一小撮中华民族的败类在国际反华势力的扶持下，妄图将台湾从中国的领土分离出去，建立一
个“主权独立”、并被国际社会承认的‘‘台湾国家”。
“台独”运动从20世纪40年代中期出现到现在，主要经历了四个不同的发展时期。
第一阶段：　“台独”的产生与早期演变期。
l945年日本投降、台湾回归到1986年民进党成立之前，“台独”势力主要以海外为活动中心，岛内“
台独”势力是整个“台独”势力的侧翼。
第二阶段：“台独”势力的迅速发展期。
1986年民进党成立，“台独”活动重心转移到岛内。
在李登辉的纵容与扶植下，以民进党为主导的“台独”势力迅速发展。
第三阶段：“台独”势力的恶性膨胀期。
陈水扁上台，利用执政地位和资源，全面推动“台独”施政，“台独”势力气焰嚣张。
第四阶段：“台独”势力的相对弱化期。
大陆推动对台战略新思路，尤其是民进党、陈水扁弊案接连不断，“台独”遭受重挫。
与“台独”势力的发展阶段相适应，“台独”社会基础的发展也经历了四个阶段，即草创期(1945
—1985年)、壮大期(1986—2000年)、膨胀期(2000—2004年)、相对弱化期(2005年迄今)。
不同的历史时期，“台独”社会基础的构成、规模，“台独”对台湾社会及两岸关系的影响呈现明显
不同的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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