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1105 有話好說 黃國昌談話部分 

陳信聰：介紹我們第四位特別來賓是時代力量黨主席，黃國昌，黃國昌老師。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陳信聰：不過黃老師你昨天也在總統府抗議，甚至提出要罷免馬總統，我先說為

什麼，今天從我們馬總統談到為什麼要有馬習會，我們來看看他說什麼意義呢，

就是要鞏固台海和平，維持兩岸現狀，要降低敵意，避免偏離正道，是對後續的

接任者而言，要建立兩岸領導人會面常態化基礎，這點在昨天我們有談到，就是

說如果第一次可以破冰，兩個重要領導人在現任的時候見了面，以後要見面就容

易多了，換句話說，如果是蔡英文當選這也是幫蔡英文在鋪路，特免是什麼呢，

時隔66年兩岸領導人第一次見面有助改善關係，而且是在第三地，就它顯然是類

國際事務了，不採取正式的官職，你叫我先生我叫你先生，那麼這就是對等，對

等尊嚴彈性務實，而且不會簽協議，不會共同發表聲明，降低複雜性，之後會到

立法院去報告，也會接受國會的監督，記者提問很多很多，他說現在進行中的兩

岸協商都會盡量的推動，不會在馬習會談南海的議題，然後會鞏固台海和平維持

現在強調九二共識一中共表，也不邀反對黨領袖一起去，不會談到兩岸和平的協

議，為什麼這件事對你來講是必須要阻止必須要反對到底？ 

 

其實我覺得從兩個層面開始講，第一個層面就是說，馬英九總統他跑到新加

坡要去跟習近平主席會面，他希望建立以後一個常態化的基礎，我可能要分對內

跟對外兩個角度來看，對內我們堅持的是從民主憲政的價值跟民主憲政的原則，

總統具有這麼高度政治性的統治行為，特別是在跟我們敵對國的關係上，國會監

督你指的是什麼？你指的是我只要有跟國會照過一聲，我只要有跟國會說一聲我

要去，國會在這件事情上面他扮演什麼角色？我們從我們目前憲法的規定，《兩

岸人民關係條例》的規定，我們整個綜合起來，我們所形成的憲法價值判斷是這

件事情必須要經過國會的同意，在國會沒有同意事前授權的情況下，你沒有辦法

去，這個如果變成一個常軌，也就是說這次我們為什麼把他認為在沒有得到國會

授權的情況之下跑去，這件事情看得這麼嚴重，因為這是第一次，你以後立了這

個例子以後，請問以後的總統可不可以說馬英九第一次去的時候不需要國會授權，

不需要國會同意，就按照馬英九操作的程序重新這樣來一次，以後就可以做了，

我們要問的事情，這是我們要的民主憲政嗎？這是臺灣人民可以接受的嗎？這是

你今天在講的國會監督嗎？我們的答案清楚的是no，不應該這個樣子。 

 



第二個部分是為什麼國會監督跟事前授權這麼重要，你今天去在什麼前提，

在什麼架構，要談什麼事項，這些事情需不需要讓人民先知道？需不需要先讓國

會能夠事前知情才決定我要不要授權你去做這樣的事情，今天如果是一個想要建

立以後常態性，甚至用夏立言的話講，是一個制度性的會面的話，那請問你有沒

有接受什麼原則，中華人民共和國很清楚的說這是一個中國的原則，你今天去了

以後，踏出了這個破冰是在這個框架下，那是不是代表未來的總統如果不接受這

個原則的話，你完全喪失了跟對岸未來談判的時候可能的縱深跟空間，一個現任

的總統在沒有經過國會授權的情況之下，適合去做出這樣一個可能會影響到未來

談判的一個前提基礎的要件嗎？ 

 

那由於這兩件事情非常的重大，所以我們才一而再再而三的呼籲我們的立法

委員，呼籲我們的國會在這件事情上面千萬不要只是裝裝樣子，所謂不要只是裝

裝樣子是說，請問你們清楚表態沒有，對於你立法委員的職權，總統去做這件事

情，你國會應該扮演的角色，你應該做到的事情，你應該有的權責是什麼，我必

須要很遺憾的說我到目前為止，從我們的立法委員，甚至到我們的國會議長，我

昨天看到王院長的那張聲明我簡直沒有辦法相信，一個國會議長把自己國會的尊

嚴，把自己國會應該承擔的責任踐踏得如此不值，難道真的只是因為外面很多人

在說的，因為王院長的脖子被掐住了，他要爭取不分區立委嗎？我們從整個國家

制度長遠的發展上面來看，未來即使是蔡英文主席變成蔡英文總統，我也會希望，

而且我也會強力的要求，2016年的新國會要用同樣的標準去要求蔡英文總統，

沒有得到國會授權的情況之下，你根本就不應該去。 

 

陳信聰：非常謝謝金老師跟我們做電話連線，黃老師你認同金老師的說法？ 

 

沒有我相信金老師大概把，或許把中華人民共和國或是中國共產黨用一個什

麼樣子霸道的心態在看待臺灣表露得非常清楚，我相信所有的觀眾朋友都聽得出

來，我沒有必要進一步評論，那只不過說或許中華人民共和國要瞭解一個非常清

楚的事實，就是臺灣是一個民主的國家，我們在決定這件事情的時候，恐怕不像

他們只要他們的最高領導人說了就算，習近平要幹嘛就幹嘛，對不起，臺灣不是

這樣的社會，這之所以臺灣是臺灣，臺灣不願意跟中國在一起最主要的理由。 

 

第二個部分，剛提到很多在我們憲法架構下的解釋，我必須要非常嚴正的指

出來，在我們的憲法裡面，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憲法會寫得密密麻麻把所有的事

情都寫進去，你的法律條文如果是這樣寫的話，你寫上萬條都寫不完，我們的憲



法裡面有規定說總統不可以宣布臺灣獨立嗎？沒有這樣的條文嘛，他有說宣布臺

灣獨立要國會同意嗎？你也找不到這樣的條文嘛，那大家如果覺得我的例子太極

端，那我就舉一個更具體的例子，有說宣布停建核四要國會同意嗎？也沒有嘛，

但是我們的大法官解釋出來的結果就是這個樣子嘛，他主要的依據在哪裡，就是

憲法第63條重要事項，好，那什麼是重要事項？有彈性解釋的空間，我們進一步

要問，今天我們對於憲法的詮釋是要把它詮釋成權力彼此之間無法監督制衡的方

向去詮釋，還是要往權力彼此之間應該要可以相互監督制衡的方向去詮釋，這個

是任何人在理解憲法學的時候的第一課嘛，如果我們自詡為是一個民主國家，權

力彼此之間要相互監督制衡，在憲法可能的文義範圍當中，你就要往那個方向去

詮釋，怎麼會往反方向去詮釋呢？ 

 

你說國防、外交、兩岸是總統的職權，這句話你非常抽象的講不能夠說是錯，

但是我要說的事情是，兩岸國防外交是不是總統說了算，基本憲法智識的人會去

說兩岸國防外交因為是總統的職權所以總統說了算，我們的國家什麼時候變成一

個這麼可怕的專制憲法？你從整個面對中華人民共和的關係，讓我們看清楚一個

現實，就是他就真的跟其他國家不一樣，今天馬英九他如果要出訪，只是純粹去

聊天喝茶吃飯，沒有人會瘋狂到說要國會同意你才出去，這不是大家的主張嘛，

但是當我們已經把中華人民共和國看成是一個非常特殊跟我們有敵對關係的國

家的時候，連在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當中，通商通航都要國會決議才能做，兩岸政

治領導人會面要去談兩岸關係的事情，這麼高度的統治行為，你說因為憲法沒有

白紙黑字這樣做，所以在解釋上不需要經過國會同意，對不起，這樣的解釋我沒

有辦法認同。 

 

陳信聰：最後只有半分鐘我要請教黃老師，如果說習近平接受臺灣是一個某種概

念的政府對臺灣不也是一種進步跟提升嗎？ 

 

對啦，但是問題是他現在到底是用什麼樣的形式來承認臺灣一個主權國家的

地位。 

 

陳信聰：如果他已經願意在第三地而且用這種半公開的方式進行馬習會的話，這

不表示他某種程度承認臺灣作為一個政府的主體。 

 

我到目前為止從整個鋪排安排的跡象完全看不出這樣子的跡象，現在最大的

一個帽子是一個中國原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