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0119 新台灣加油 黃國昌談話部分 

主持人：國昌老師，你知道在新北，因為他檢調動作很大，他在立法院的搜索過

程當中，因為各個媒體是趕到在新北永和路的調查局的北機站去卡位去採訪，因

為我們一大早所有電視台SNG通通到那個地方，因為SNG停靠在巷內引起民眾的

注意，在北機站的門口土地公廟拜拜的民眾說，北機站好久沒有這麼熱鬧了，調

查局一定是在辦大案，很多民眾就開始去注意這個案件，因為選後展開，如果按

照這個檢調單位說的，他說已經籌畫很久了，如果籌畫很久怎麼會選後才開始啟

動，來國昌老師你的解讀是什麼？ 

 

黃國昌：因為作為一個法律人，我一向不太對檢察官正在偵辦的案件當中，作出

過度的評論，不過以現在所顯示出來的事實，我大概有幾個想法，第一個想法是

說我贊成剛剛姚老師所說的，就是說籌畫已久，他們之所以選擇在選舉以後，而

不是選舉以前，事實上是避免對於選舉造成影響，因為其實大家如果可以想一下，

譬如說在投票前一個禮拜去進行那樣的搜索，會引發什麼風暴？對於國民黨的選

情到底是雪上加霜，再重創一擊，還是反而是幫國民黨，事實上這個政治判斷其

實大家滿好做的。 

 

以我知道的就檢察官，最起碼就基層的檢察官，我現在先排除是上意指導的，

因為我認識滿多基層檢察官，現在特別在台北地檢署有很多基層檢察官他們都很

優秀，兢兢業業的在做他們的事情，但是政治力介入的可能性我不能排除說沒有，

因為檢察官他上命下從的體系其實還是滿嚴重的一個狀況。 

 

不過我大概可以合理的去推斷說，他們之所以選擇在選後而不是在選前，就

是避免怕對於選舉的結果造成任何太大實質的影響，那至於說到選後了以後，因

為現在在政治上面這是一個滿敏感的時期，跟王金平院長的進退有關係，那這個

調查案件跟王金平他現在個人在政治上或是在國民黨內所處的處境是不是有任

何直接的關聯性，我真的沒有辦法去做進一步的評論，那但是有兩件事情我覺得

在制度面上面是我希望能夠點出來的。 

 

第一個就是說到目前為止，臺灣絕大多數的民眾對於政治力去介入檢察官的

調查這件事情大概是基本上是每一個人都相信，就你如果說這沒有高層的授意他

們敢這樣子做，你不要騙人了，我相信大部分的一般民眾都會有這樣的想法，好

姑且這個想法是對還是錯，但是很現實的狀況是說，當民眾對檢調機關有這樣子

的想法的時候，我們在檢察體系當中他們辦案的獨立性跟免於被政治操控不受到



人民信任的時候，這個已經響起了很大的警訊，這個警訊是說我們的制度運作出

了問題，我們有沒有辦法在未來的司法改革當中，第一個是不僅僅是它現實上面

不再有政治力的運作，那第二個部分是同時也讓更多的人民願意相信司法，願意

相信說這是沒有政治力介入的，這個我覺得是未來在制度改革的時候必須要面臨

的。 

 

那第二個是因為我自己對於立法院的採購跟經費核銷不是非常的清楚，因為

還沒有實際進去立法院，不過我剛剛聽姚老師那樣講，其實我相信姚老師他的推

斷，那我覺得有一點驚訝，就是說因為在立法院的採購案當中，如果真的它整個

經費稽核跟經費核銷的系統是真的是院長跟祕書長他們少數的幾個人說了就算

的話，那這個立法院裡面有關於立法院它自己本身，因為立法權它在監督行政權

有關於預算的審查的時候是代表人民的立場在監督行政權花錢，那你如果立法院

自己都出了問題，就是因為立法院裡面花的每一毛錢也都是從人民納稅人來的，

那你如果立法院裡面，自己在經費的核銷上面都沒有辦法做好管控，出了這麼大

的事情的話，那我看立法院它自己可能要自己先反省說我們是不是自己內部的控

管沒有做好，那如果是這個樣子的話，我覺得這個案件它後續的發展到底弊案出

在哪一個環節之上，那針對這個環節我們未來新科的立委進入立法院以後，要怎

麼把這個洞補起來，那重拾人民對立法院，最起碼你要去刮人家的鬍子，你立法

院自己要先做好，你自己不能隨便亂花納稅人的錢。 

 

那我覺得這兩個在制度面上的問題是我在看這個案子的時候，我覺得可能新

的國會都必須要馬上面對處理的。 

 

(跳下一黃老師片段) 

 

主持人：馬英九總統連一個國家元首的威嚴，你被人家在一個外頭，讓你在這麼

冷的過程中，我不知道那個隨扈看到，我如果是隨扈站在那看我的總統在那裡被

罰站五分鐘，總統的威嚴何在，毛治國院長你們在做什麼，上次八八風災的時候，

那個薛音川只去吃個什麼，只是吃稀飯父親節，那時候還是假日，被怎麼樣痛批，

而現在內閣團隊是可以這樣子嗎？通通臨陣脫逃嗎？來國昌老師。 

 

黃國昌：沒有，我相信就毛院長他完全不負責任，而且根本沒有盡到法律上責任

跟義務，剛剛姚老師已經說了很清楚了，那剛剛姚老師點明，點到中國國民黨要

怎麼樣處理這樣子的從政黨員，那這個當然是完全交由中國國民黨他們自己去決



定，但是我要提醒的一件事情是我們的監察院在做什麼，最高的行政首長擺爛，

怠職，然後造成了整個現在政府裡面到底有沒有人出現這樣子非常明顯違法失職

的狀況，結果看起來好像是職司我們目前要去處理這件事情的監察院，好像沒有

什麼任何的動作，那現在是除了行政院罷工，連監察院也罷工嗎？如果監察委員

也要罷工的話，那要不要全體的監察委員乾脆辭一辭？ 

 

那第二個我要點明的是比較嚴肅的憲政上面的問題，我還是要再說一次，沒

有一個國家政權交接期這麼長的，沒有一個國家這麼長的，它所會造成的憲法問

題事實上在2011年的時候，有很多憲法學者都已經投書媒體寫論文都批判過了，

會造成今天這樣子的現象，我還是要再一次的說，2012年那一次選舉的時候，

為了要讓立委跟總統合併選舉，它所造成的扭曲效果，把本來應該在3月選的總

統，提前到1月選，把本來應該在年底選的立委選舉拉後到1月選，就是為了合併

選舉，那這個合併選舉的產生就造成了我們今天所面臨到的狀況，新的國會2月1

號就要上任了，那新的總統到5月20號的時候他才能夠取得真正法律上面的那個

地位跟權限來開始推動施政。 

 

那中間的這幾個月要做什麼，中間的這幾個月說要進行政權的交接，我會覺

得說如果單純的就是沒有涉及到爭議的政策，那在文官中立體系的系統下面繼續

去推動，那看守的這個內閣或者是政府好好的把政權交接做好，這個是目前減緩

看守的期間這麼長可能所會造成負面衝擊的一種做法，那顯然就變成了是說，如

果我們今天選擇的是要用這種方式來解決的話，剛剛我講的就是到2月3月4月5

月20號之前，那現在先形成看守內閣狀態，沒有爭議的政策，一般政務的推行在

文官中立體系系統的架構下面繼續去進展，那但是在另外一方面，看守政府要把

政權的交接好好的按照我們一直主張的2月1號以後立法院上任第一件該做的事

情，政權交接條例，總統副總統交接條例，趕快把它做出來，那在利用的這段期

間之中，讓這個政權可以很順利的移轉。 

 

從這個角度上面來看，現任的行政院院長他事實上是責任重大，他不是說什

麼叫作，他講美好的仗打過了，我實在不了解毛，我不瞭解毛院長到底打了什麼

仗，他的工作不就是行政院院長好好的去推動國家的政務嗎？那他現在的任務就

是說，讓整個政權的交接能夠盡量減緩交接的時候可能所會造成的不安定不穩定，

或者是政務推動上面的遲延，我會覺得這是他應該而且目前最首要的工作，但他

現在把這個東西丟下來，容我這樣子說，我覺得他某個程度上面似乎是在呼應朱

立倫還有馬英九在選前就已經拋出來的說要多數黨組閣，但是我必須要再講的就



是說，多數黨組閣的這個概念，你講的到底是什麼多數，你講的是國會多數還是

行政權的多數，就這個在憲法上面是一個非常令人困惑的名詞。 

 

那當然我今天我看到報紙我也很開心，我以前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的同

事，兩個都是專精公法的學者，那針對這件事情出來講了一些話，因為在1997

年修憲了以後，任命行政院院長本來就是總統的職權，已經取消了國會同意權，

所以這個應該是總統要去任命行政院院長的權限，目前我們國家所面臨的窘境是

什麼，所面臨的窘境是本來的行政院院長準備落跑，馬英九也找不到一個新的行

政院院長來進行這樣子一個過渡看守的階段，因此其實比較好的處理方式是讓這

個交接的期間想辦法在這一任的時候就讓它自然的縮短，讓它自然的縮短其實有

一種處理的方法，其實法政學者最近也開始提出這樣子的呼籲了，就是馬英九跟

吳敦義，當你們已經不受人民信任的時候，你與其讓國家這樣子空轉擺爛下去的

話，那你就提早辭職嘛，你就提早辭職嘛，當你自己願意提早辭職的時候，這個

時候所謂對於總統任期保障的問題，憲法上面的問題自己就迎刃而解了，那在立

法院2月我們馬上做總統副總統卸任交接處理條例的時候，就可以明訂我們國家

第14任的總統他正式的任期從他們辭職的第二天開始起算。 

 

那如果說我們今天所訂的日期，我有先隨便拋一個日期，就是說好假設這個

政權交接的期間大概需要一個半月，我們把它訂在，像以前訂在3月20號好了，

3月20號，3月19號的時候，馬英九跟吳敦義宣布辭職，3月20號的時候按照立法

院在這個時間點以前所可以完成的總統副總統交接條例的條文，在那個法律條文

當中明訂我們第14任總統的起算時間，他的就職日就是從3月20號這天開始算，

未來我們不需要透過，就是說不用透過太大規模的法律修正工程，就可以把我們

現在立法院新的國會是2月1號上任，那新的總統要一直到5月20號才上任，在我

們這一次裡面就真的一併解決完成，所以我也要呼籲馬總統跟吳敦義副總統，如

果你們現在拋出這一個議題，你們真心，真心不是說啊我要提，你的真心是真的

要提早交出行政權，而不是如可能外面有一些其他的人，他們在覺得說你們這個

可能背後有什麼樣政治上面其他的想法或者是意圖，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那何

不提早辭職呢？你如果願意早一點交出行政權的話，那你現在就宣誓說我願意3

月19號宣布辭職，3月20號我就讓蔡英文總統這個新的政府上任，那你也呼籲新

的國會馬上完成總統副總統交接條例，如果大家不分黨派沒有私心都有這樣的共

識說好，我們所出現憲政上面這樣的問題，我們這樣來解決的話，時代力量一定

全力支持。 

 



(跳下一黃老師片段) 

 

黃國昌：我今天來上...我先直接講，因為我今天上節目以前才跟一群中研院法律

學研究所的同仁在討論這個事情，憲法現在的規定是，總統出缺的時候副總統遞

補， 副總統也出缺的時候行政院院長，剩下的要補選，在一定的期間之內要補

選，但是問題是我們當初的憲法條文在寫這個條文的時候，他不是在處理我們現

在所在面臨的憲政空窗期的問題，那以目前的確，我必須要承認，如果馬英九跟

吳敦義不辭的話，那就真的沒辦法了，那我們就乖乖的就讓這四個月進入看守內

閣的狀態，去進入開始所謂政權交接的事情，那我也必須要老實講這四個月我也

不期待馬英九去推什麼新的政策，也拜託他千萬不要這樣做，因為他已經喪失了

人民的支持，那這四個月就是平常日行的政務就繼續做，像筱君姐所講的，經濟

部要辦公室登記你還是好好的照著去辦。 

 

那但是下一個問題是說，如果今天我們想要縮短這一個時間，因為這一個時

間如果處理是馬英九跟吳敦義他們的真心誠意是我應該要讓新的人來早一點接

手不要讓空窗期這麼長，我要再強調一次，世界上沒有一個民主憲政國家的政權

交接期這麼長，美國從11月他們選舉然後到1月交接才兩個月，他們的憲法學者

就已經說這個交接期太長了，他們一直在討論要怎麼樣去處理，因為美國本來是

11月選3月的時候才交接，後來到1950年代的時候才把它改過來，提早到1月的

時候交接，透過憲法第二次修正案，目前臺灣如果要透過修憲來處理這種事情，

第一個是不太可能，第二個也沒必要，因為我們總統的任期本來就沒有寫在憲法

裡，所以我才說就總統任期的保障是只要馬英九跟吳敦義他們願意提早辭職的話，

我們在立法院裡面來定一個總統副總統交接條例，明訂下一任總統的任期，我們

譬如說定一個基準時點，3月20號開始算，讓新的國會跟新的政府兩者之間的日

期不要縮短成，就不要拉得這麼長，可以縮短一點，這個不是只有為了要解決現

在的問題，而是這件事情我們新的國會如果一旦做成的話，未來大家就不用再擔

心，大家都不用再擔心這一些問題。 

 

(跳下一黃老師片段) 

 

主持人：我想請教的是國昌你打這一役，贏了李慶華也不簡單，你最後贏他票數

是多少？ 

 

黃國昌：大概1萬2千多票。 



 

主持人：也都算是險勝，你覺得你這一次贏的關鍵在哪裡？而這一次國民黨敗在

哪裡，因為大家都認為國民黨對青年這一塊你們真的聽到青年的聲音了嗎？很多

人都認為，國際觀察的重點這次大選非常重要的指標，青年有沒有因此扭轉台灣

的歷史，有沒有創造歷史，來國昌老師。 

 

黃國昌：現在還願意跟中國國民黨站在一起的年輕人，中國國民黨一定要好好珍

惜他們，因為在中國國民黨的形勢這麼壞的情況之下，他們願意拋出來說應該要

把黨產做一次性的清理，顯然這一群年輕人覬覦的並不是中國國民黨的黨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