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0118 前進新台灣 黃國昌談話部分 

主持人：國昌，蔡英文接下來的執政列車怎麼啟動？ 

 

黃國昌：第一個當然還是要先恭喜蔡英文主席她以這麼高的票數當選總統，當然

我相信蔡主席以我對她個性的了解，在當選以後，以她做事情認真的風格，她應

該馬上就開始思考她接下來接任了總統以後，可能在各個人事佈局上面它的鋪排，

以及她所跟人民承諾要推動的一些改革要如何按部就班的來完成。 

 

當然在總統的高度上面，外交是非常重要的一塊，因此她在當選了以後，馬

上可能跟我們非常好的友邦去保持一個溝通的關係，知道了她可能未來在處理外

交關係上面一個基本上面的態度，這個也是可以預期的啦，那我現在事實上比較

關心的可能也是國人會比較期待看到的就是說，可能蔡主席她在經過一段時間的

思考跟準備以後，接下來她所要端出來改革的菜單到底是什麼，順序如何的安排，

這個我覺得是人民比較關心的事情，畢竟這次大選的結果可以反映出來民心思辨，

當然某一個方面可以說是對於馬政府過去這幾年執政，人民投下了他們的一票表

達他們的聲音，另外一方面恐怕也是對於新的政府有相當高的期待。 

 

作為跟民進黨的友黨，時代力量我們也非常的關心就是蔡主席她接下來在很

多重要的改革法案上面，不管是蔡英文的政府還是民進黨的朋友，他們這些改革

的法案什麼時候要開始啟動這些列車，開始要逐步的進展，這個可能也是我相信

絕大多數的臺灣人民會期待聽到的。 

 

(跳下一黃老師片段) 

 

主持人：國昌兄學法律的，國會多數組閣權為什麼蔡英文不同意了，你的整個的

看法是什麼？ 

 

黃國昌：1997年的時候，我們事實上已經進行了修憲，在那一年的時候把閣揆

的國會同意的要件給取消掉了，從1997年以後行政院長所有的權限，他的民主

正當性，因為他不是選出來的，他也不需要經過國會同意，所以在民主憲政下面

我們要問一個問題就是說，他從何而來民主正當性可以去行使這個行政權，他的

民主正當性事實上是來自於總統的授權，因為總統任命他他就當行政院院長了。 

 

所以從這個角度上面來看，就組閣權在我們目前的憲法秩序下面，那個是總



統的權限，總統之所以可以做這個權限是因為他是人民一票一票所選出來，所以

你說用國會多數的這個概念，從中國國民黨的立場他想要延續2000年到2008年

他們一直在主張說那時候陳水扁政府他應該要去指派國會的多數來組閣，想要把

那個論述繼續延伸下來。 

 

不過最近這幾年有關於憲法學上面，我國的憲法要怎麼樣的看待，跟法國彼

此之間的不同事實上已經有很多論文很清楚的顯現出來的那樣子的看法是站不

住腳的。 

 

(跳下一黃老師片段) 

 

主持人：現在的第三大黨時代力量，國昌對這個你們的看法？ 

 

黃國昌：我必須要先講今天會出現這樣子的狀況跟我們過去在進行憲法修正的時

候是採取分期付款拼湊式的修憲有相當大的關係，因為事實上在有關於行政立法

權限交接的過程當中，事實上是沒有必要出現這三四個月的落差，我們必須要把

事情的源頭也談清楚，就是那種分期付款式的修憲方式造成了我們現在必須要面

臨這樣子的問題。 

 

第二個部分我還是要強調就是說，行政院長他的授權如同我剛剛所講的，事

實上總統而來的，因為立法院已經沒有閣揆同意權了，總統從人民取得授權之後，

在我們現在的憲政秩序下是他可以去指定他所信任的行政院長來做這樣的事情，

因此我對於說在國會多數了以後，就是說國會多數黨組閣這樣子的一個概念，恐

怕有很多人他們在援引法國所謂的半總統制換軌的制度的時候，可能對法國的制

度存在嚴重的誤解，在誤解的情況之下，所以才把錯誤的援引把它挪到臺灣來，

現在目前的這些論述我剛剛提過，就是其實在最近這一兩年當中，我們對於法國

的制度更熟悉了以後，大家開始慢慢有清楚的概念跟澄清。 

 

接下來的幾個月我自己的看法是說，該繼續推行的政務，假設理論上我們的

文官應該是中立的，該繼續推行的政務在文官中立的情況之下，他們繼續去推動

這個沒有問題，第二個部分是說，接下來我們的政權如何能夠非常平順而且非常

穩定交接完成是接下來的這個看守的政府他可能必須要處理的當務之急，但是並

不代表說接下來這幾個月，我們的國會不必要運作，或者是說不必要去行使我們

的權利，事實上在有關於我們新國會產生的時候，有很多跟國會的職權以及可能



未來蔡英文政府他上台了以後，國會馬上要去進行行政權彼此之間相互配合或是

監督的事項，在國會裡面馬上就可以開始做了。 

 

譬如說我從幾個開始先說明，第一個是剛剛有提到蔡總統說她希望先完成兩

岸協議監督條例，對於這個立場，時代力量完全贊成，我們要提醒的是說在太陽

花運動的時候，很多專家學者民間團體，包括學生們，我們提出了一個民間版的

兩岸協議監督條例，那個民間版的兩岸協議監督條例我們有五大原則，而且具體

的條文，每一個條文我們都寫出來了，那個時候我們請各個黨團簽署的時候，民

主進步黨是全部贊成，時代力量的立場是我們在下個會期當中所要推動的兩岸協

議監督條例就是當初太陽花運動民間版的版本，如果說民進黨的朋友對於當初在

2014年簽署同意，他們已經跟整個臺灣社會昭告他同意那個民間版的兩岸協議

監督條例，這個時候就應該要信守當初所做出來的政治承諾，我相信如果大家都

有這樣子的共識的話，兩岸協議監督條例可以很快的完成立法。 

 

第二個部分是我比較簡單的回應剛剛王議員的指教，就是其實你如果去細看

民間版的兩岸協議監督條例，它事實上是很有意的去避開統獨的問題，所謂的兩

國論入法是那個時候的陸委會主委王郁琦他對民間版的兩岸協議監督條例他所

下的一個標籤，他自己的定義去下那個標籤，因為如果真的是兩國論的話，你那

個法案的名稱就不對，怎麼會叫「兩岸」呢？就叫臺灣與中國嘛，或者是兩國嘛，

它就不會用兩岸這樣的詞，就是說他非常有意的統獨的問題，因為我們認為那時

候在國會民主審議的時候，有幾個原則必須要貫徹，在那個情況下，我們不希望

把這些重要的原則，譬如說資訊要公開，應該沒有人會反對嘛，國會要能夠實質

的監督，人民要參與，這些原則都在法案的內容當中把它清楚地寫了出來。 

 

那我相信接下來大家繼續要去評論民間版的兩岸協議監督條例的話，可能不

要去看以前有一些馬政府的人他們對那個法案所做的標籤，而是看它實際的內

容。 

 

主持人：那我要再請教說，立法院的正副龍頭，時代力量的立場是什麼？ 

 

黃國昌：這個就牽涉到我等下要講的第二件事情，我會覺得在下個會期當中，立

法院馬上要做的事情是國會改革，為什麼是國會改革？因為從選舉的結果你可以

看到人民期待一個新的國會，那這個新的國會應該要在一個新的規則下面來加以

運作，接下來的這個會期非常重要，千萬不要浪費，也就是說臺灣人民對於這個



國會應該要透明，這個國會應該要專業，事實上是充滿了高度的期待的，過去我

們一直推國會改革，為什麼沒有成功是因為中國國民黨在裡面他們可能阻撓，所

以很多跟國會改革相關的法案在程序委員會裡面就被杯葛了上百次以上，從來沒

有進入實質的討論，既然現在這個障礙已經不存在了，那我們各個政黨就很負責

任的就把你國會改革的方案到底是什麼，把它列出來，在下個會期當中，我們完

成國會改革的立法，接下來讓新的國會等到新的政府上任的時候，可以在新的法

制下運作。 

 

這個就會直接牽涉到了時代力量對於立法院正副院長我們的看法，就是說人

是誰當然很重要，但是我們覺得更重要的是那個人選他願不願意承諾在下個會期

全力完成國會改革的法案；第二個他個人對於國會改革所採取的立場是什麼，我

相信不僅是立法委員，全民也都非常的期待看到有意角逐立法院正副院長的人，

對於國會未來要如何運作，能不能回應人民透明專業新國會的要求所希望看到不

管是誰要去競逐立法院正副院長從他們的口中親自的表明他們的立場。 

 

(跳下一黃老師片段) 

 

(中間應該是有人胡言亂語) 

 

黃國昌：我真的要插一句話，資訊現在這麼發達，就上個網，google一下，那個

pdf檔就在網上，把它download下來，就是所有的觀眾朋友現在我就邀請大家上

個網去把民間版的兩岸協議監督條例的條文拿出來重頭看完，我相信大家就瞭解

了。 

 

(跳下一黃老師片段) 

 

主持人：看起來第三勢力來看，這兩個在臺灣至少政黨輪替16年了嘛，怎麼來看

國民黨如何興起？ 

 

黃國昌：當然我覺得這是國民黨他們黨內的事務啦，以現在的角度我實在不太適

合過度的評論，但是我大概就提供兩點觀點給大家分享。2008年蔡英文女士接

民進黨黨主席的時候，那時候我印象很深刻，因為我那時候在當澄社的社長，那

個時候她做了一件事情，我後來知道她接黨主席以後的第一件事情，她開始廣泛

的去邀約各個NGO團體，那個時候其實，現在講應該沒有關係了，因為大家都



知道姚人多是蔡英文旁邊的首要文膽嘛，那個時候姚人多幫她約的，帶著她到處

去跑，帶著她到處去跑是做什麼呢？她事實上在那個過程當中，她事實上是在聽

大家的意見，他希望這些NGO團體，這些公民團體，這些人給他一些意見說那

我們接下來該怎麼辦，等於是說他做了滿重要的一步了，就是說她回到民間社會，

從民間社會那邊再重新去找回那個社會力，希望能夠帶民進黨再重新站起來。 

 

對於她那個時候願意去做那樣子的事情，老實說，當然我們可能對於事後給

她的建議，做到多少程度可能大家有些不太一樣的看法，但是對蔡主席那個時候

願意用這樣的姿態去做那樣的事情，我個人那個時候就是就已經很佩服她了。 

 

主持人：你覺得這是成功的第一步？ 

 

黃國昌：沒有，我覺得這個是，我不敢說是絕對或絕對不是什麼樣的要件，但是

我覺得這個是，從這個故事裡面我會覺得說，或許中國國民黨的朋友再重新的回

到民間社會，再去聽一聽，然後聽一些更多不同的意見，我覺得是有幫助。 

 

第二個部分就是說，政黨的內部要透過什麼樣的程序什麼樣的機制去進行黨內的

改革，這我個人都尊重，當然我覺得當國內主要的政黨大家的體質都變得越來越

好，對國家絕對是有幫助的，因為你等於是說有好幾個政黨在進行良性的合作跟

競爭，我覺得對於臺灣整個國家未來發展，對於人民來講一定是好事。 

 

那我要提的第二個觀點是說，除了他們內部的改造完全尊重國民黨的朋友他

們現在自己想要怎麼做，給他們一段時間去進行以外，事實上還有一種外部改造

的方式，所謂外部改造的方式，大家不要忘了，我們的政黨法還沒有過，在政黨

法裡面對於一個民主國家所要求的民主原則要怎麼樣落實，要怎麼樣貫徹，其實

在政黨法裡面都有規定，如果中國國民黨現在從政的同志，我講的是那35席立法

委員，他們也覺得說民主原則很重要，應該要在黨內貫徹的話，其實有一個外部

改革的方式，就是通過政黨法，你如果政黨法一通過以後，任何的政黨，國內任

何的政黨你就要符合政黨法的規範來加以運作。 

 

我的意思是說你只要完成國家法律制度面的改革，你黨內任何的規章跟這個

法律是不符的，被迫要改嘛，這個是一個外部改革的方式，所以中國國民黨那35

席立法委員，如果想要催化中國國民黨改革的話，其實在立法院下個會期就應該

大力的促使政黨法趕快通過，我也願意承諾只要中國國民黨願意做這件事情，時



代力量全力配合。 

 

(跳下一黃老師片段) 

 

主持人：國昌你是新北市選出來的，怎麼來觀察這個現象，國民黨到底要怎麼自

救？ 

 

黃國昌：我真的不太適合，我不太適合給國民黨的朋友意見，因為就對，我相信

啦，我也期待中國國民黨裡面能夠有越來越多的年輕人他們在黨內發起一些改革，

大家或許第一個印象想說從政黨競爭的立場你不是應該期待說中國國民黨你管

他怎麼搞，他趕快掉了你才能起來嘛，但是我說我們不會這樣想，當國內的政黨

體質都變得越來越好的時候，大家彼此之間良性競爭，對臺灣對人民都是好事，

這是我們的立場。 

 

不過我稍微講一下就是說因為提到新北市的選情，可能跟我自己比較有關係，

因為我是新北市第12選區出來的嘛，其實我在基層聽到，選民事實上比較介意的

事實上是朱主席當初在選新北市市長的時候跟大家承諾他會把他做好，結果做一

半的時候，他跑出去選總統，跑出去選總統也沒有關係，可是他的整個姿態就是

說他選完了以後，我又要回來當新北市的市長，這樣子的一個姿態跟態度，最起

碼就我自己個人所接觸到的基層選民而言，大家事實上是不是那麼的欣賞這樣子

的一種處理的風格。 

 

第二個部分就是說可能在地方上面所觀察到的是，中國國民黨的立法委員事

實上在這次選舉的過程當中，刻意跟朱主席保持距離的現象是滿普遍的，就是說

可能朱立倫有人在負責他的選務就做朱立倫的，那參選立法委員的人他們自己做

自己的，就是這兩邊事實上是沒有說相互的拉抬或是相互的聲援，我現在只能，

我必須要強調說我不能把我自己觀察到的現象普遍成是絕對是一般性的鐵律，但

是就我觀察到的部分的確是出現這樣子的狀況。 

 

(跳下一黃老師片段) 

 

主持人：顯然多數組閣權似乎在總統跟毛揆之間講起來有態度的衝突的問題，國

昌怎麼來看這件事情，馬總統站了五分鐘在他家門口。 

 



黃國昌：沒有啦我覺得當然我比較同意正浩的推斷，兩邊都知道啦，正浩是認為

說有一方在演戲，其實我覺得兩邊都在表達他們的態度，馬總統在表達他的態度，

毛治國院長也在表達他的態度，不過我還是要講的事情就是說，我覺得比較重要

的是政府或許是看守，但是新的國會絕對千萬不要看守，新的國會人民有很高的

期待，重要的改革法案馬上開始做千萬不要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