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0101 [有話好說]：元旦釋善意！馬：所有不滿到我為止！ 

陳信聰：介紹四位特別來賓，首先我們歡迎是中研院法律所的研究員，黃國昌，

黃老師。 

 

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新年快樂。 

 

陳信聰：黃老師其實剛剛我們談到這一份文告當中，他應該是第一次用比較肯定

的態度來去面對學運，來去面對公民社會，來去面對貧富差距、弱勢相關的這些

問題，不會是一個好的開始嗎？ 

 

其實我必須要講說今天是元旦，那我們盡量不要用太多負面的字眼，不過在

回顧2014年，邁向2015年的現在，我事實上比較期待的是說，馬總統他真的能

夠很坦誠的面對過去的錯誤，他才有辦法在接下來任期不多的時間當中，那留下

些比較正面積極的政績跟改革給臺灣社會。 

 

那事實上以馬總統他的元旦文告來講，我相信大家都同意我們需要的可能不

是只有一天辭藻非常華麗的文章，人民期待的看到的是改革的行動，但是單從這

個元旦文告的內容本身而言，他去處理了有關於分配正義、貧富不均的問題，就

這個部分我個人是肯定的，那他裡面有提到的改革事實上是著重在有關於租稅跟

福利，那我可能進一步延伸年金制度的改革，那接下來的任期當中，他有沒有這

個魄力去做這件事情，我覺得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但是相對而言，從整個去年三月的佔領立法院的運動，太陽花的運動也好開

始，我們事實上看到一個非常主要的軸線是臺灣的民主需要第二次的改革，但是

在這一篇的元旦文告當中，我必須要說很失望的，我們的馬總統完全沒有任何的

著墨，就有關於兩岸關係的部分，就如同剛剛郭正亮先生他所講的，兩岸和平我

相信沒有人會反對這件事情，但是問題是太陽花運動的主軸從來也不是在反對兩

岸和平，我們反對的是一個黑箱的程序它所產出來一個協議的結果。 

 

好，那你針對這件事情的改革，非常具體馬上現在在立法院國會裡面處理的

就是兩岸協議監督條例的問題，但是在整篇文告當中，就兩岸部分的著墨也好，

就有關民主改革的著墨也好，我完全沒有看到。 

 

那第二個部分是進一步延伸的問題是說，當在太陽花運動當中，我們喊出了



有關於代議民主失靈的問題的時候，就有關於國會它沒有辦法有效的扮演好它在

憲法裡面對於行政權所應該扮演的監督制衡的功能的時候，這個部分的國會改革

也是在接下來的會期當中，我們自己的國會馬上就可以做的，我比較具體的來講，

就是修《立法院職權行使法》，那這個跟前面的兩岸協議監督條例兩者之間你都

可以說是再進一步強化國會的功能，或者是使得國會它去扮演它在我們目前的憲

政民主架構下面所應該要扮演的角色。 

 

那由這個再進一步來加以延伸，從代議民主失靈的角色，到目前為止我們可

以透過修法處理的還包括了直接民權的回復，那我所講的直接民權的回復不外乎

就是《公民投票法》，不外乎就是罷免權，那這兩個權利是憲法所賦予我們的權

利，那目前是由不合理的法律被層層的捆綁住，實質上面被剝奪了，那這個也可

以透過法律的修正就可以馬上進行的改革。 

 

那最後一個我也會覺得最重要的是說，如果我們今天看的是有關於政治部門

跟公民社會兩者之間，可能在過去的這一年當中，剛剛我聽到馬總統他所講的是，

他所強調的是朝野的鴻溝，但是從我個人的角度上面觀察，我們看的是整個馬政

權跟整個公民社會之間所存在的鴻溝，這樣子的鴻溝導致於說，在過去非常多導

致人民強烈反感的那個不滿，事實上是由馬政權他們自己的道行逆施所產生的，

但是最後的苦果都是由臺灣人民所承受。 

 

在接下來的改革當中，我們延續著下來，現在已經有越來越高強烈的支持我

們要進行憲政改革的推動，在憲政改革的推動這樣子一個攸關於我們未來國家能

夠可長可久的民主政治整個重要的基盤跟整個體制的變革，在整篇文告當中我事

實上完全沒有看到。 

 

那從整個推動憲政改革的角度上面來講，太陽花運動我們要的是公民憲政會

議，我們希望是一個由下而上，是由一個草根出發，人民能夠實質的參與，能夠

表達意見，能夠形塑出我們接下來希望能夠運作的憲政體制，我們已經不希望再

召開像1990年那樣的國是會議，或是1996年的國家發展會議，因為那個基本上

都是一些少數的政治菁英他們所參與的會議，就已現在目前的中央政府體制上面

來講，所有對他強烈批評的，那個是在97年修憲的時候修出來的，請問97年修

憲的時候哪些人參與，1996年國家發展會議的時候，多少人寫了多少的文章去

稱讚說所謂的半總統制才是臺灣未來應該邁向的制度，那現在這套制度的運作發

生了這麼嚴重的問題，最後的苦果是由誰來承受，當然還是臺灣人民。 



 

那因此我會比較期待說，當然我...客觀的講啦，就是接下來可能馬英九總統

他在未來臺灣的政局當中，他還有多少重要的地位跟角色，還是說在過去一次又

一次公民社會對他的呼喚，希望他能夠推動改革，他一次又一次讓大家失望了以

後，我不曉得現在多少臺灣人民還對他抱有什麼樣子的期待，大家可能現在看的

是新上任的國民黨黨主席朱立倫先生，面對公民社會所提出來這些改革的訴求，

他基本的主張是什麼，他的看法是什麼，大家可能也在看目前在立法院裡面的國

會議員，針對通過修法就可以完成的改革，你們有沒有改革的誠意，因為2016

年的立委選舉馬上就要到了，如果在接下來的會期當中，這些國會議員沒有辦法

做好他們應該做好的事情的話，那我相信選民在2016年會做出一個很明智的一

個決定。 

 

那但是最後我還是要再強調的是說，從整個大的角度上面來講，接下來我們

所要推動的，你說憲政改革也好，民主改革也好，那我會希望馬英九總統他如果

有任何的誠意，他真的看到公民社會的力量，他真的看到了新世代透過網路發出

來的聲音，他可能必須要重新地去思考他過去的決策模式，你單純地想要去找一

些朝野的政治菁英，然後去開一個比較封閉性的國是會議，透過這樣子的方式來

去挽救他個人目前所面臨到的政治困境的話，我覺得這個並沒有看到真正問題的

癥結，這個也不是解決問題的方式。 

 

陳信聰：如果馬總統找了包括你在內的這些公民團體要來開一個民間的憲政國是

會議，你們會參加嗎？ 

 

我必須要說厚，當我們在批判的是少數的政治菁英關起門來去開那樣子的會

議，那個是我們一開始就反對的事情，那當然你在整個設計上面，怎麼樣讓有資

源的政府，甚至是政黨，他們到民間社會當中，從第一階段的草根論壇開始，廣

泛地去蒐集人民的意見，把這些意見匯整起來了以後，透過一個集中收攏的過程

當中，進一步地來加以討論，而不是一開始的時候，他就找一些所謂有代表性的

人到總統府裡面也好…… 

 

陳信聰：不是想要用搓的啦，至少你讓這個議題整個發酵充分討論之後，社會得

到共識。 

 

對，因為我們現在在討論的是憲政改革，我們回顧過去七次的憲改，沒有一



次的憲改真的是由下而上，沒有一次的憲改真的讓臺灣人民跟我們這部憲法產生

實質的連結，那因為沒有產生實質的連結，對於這一部憲法欠缺了臺灣人民跟臺

灣這塊土地的感情，才會導致了說，現在很多人民對於憲法是無感的，那你要去

挽救現在這樣子的情況的話，公民社會才會非常的強調說，希望這次的憲政改革

千萬不要再搞砸了，政府、政黨、政治人物都應該要展現最大的誠意，由下而上

的去聽公民社會的聲音。 

 

那所謂的公民社會我必須要直率地講，也不是只有少數幾個公民團體可以代

表，你必須要到各個村里去，你必須要到各個村里、各個社區去，去蒐集人民對

有關接下來我們所要推動的改革，在我們新的要去全面修訂的憲法當中，它所應

該置入的內容，它所應該扮演的角色，譬如說朱立倫先生他提出來說，他未來要

推內閣制，那我並不是反對內閣制，或者是說內閣制絕對是一個不好的制度，但

問題是說，內閣制到底適不適合臺灣？臺灣的人民怎麼想？臺灣的人民願不願意

放棄總統直選的權利，一下子從現在的制度變更成未來的內閣制？這些問題我都

不認為是少數的幾個政治菁英可以自己決定的。 

 

(跳下一黃老師片段) 

 

陳信聰：不過剛剛那個有針對黃老師，不過其實你在節目中也談得很清楚，你們

也不認為說你們的這些公民團體可以代表任何人，所以你也不認為說去找你們來

開會這個問題就解決，事實上你是完全反對，你要是更草根的形式。 

 

公民憲政會議召開的方式我相信接下來的時間情況會越來越清楚啦，但是等

到大家進一步瞭解以後，就會知道說，即使是站在現在所謂幾個在倡議公民憲政

會議的團體來講，他們也反對找少數的政治菁英跟知識菁英關起門來。 

 

陳信聰：那個形式在現在是行不通，公民團體最期待的還是在憲政議題上臺灣可

以有所進展。 

 

對，除了憲政議題還有一個比較大的concept是民主改革，因為有很多民主

改革不一定要修憲，修法就可以完成了。 

 

陳信聰：像是罷免的部分、公投的部分、政黨法的部分。 

 



甚至兩岸協議監督條例。 

 

陳信聰：謝謝您的收看，希望今年大家可以過得更順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