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0211 新聞面對面 黃國昌老師部分 

主持人：因為剛剛吳委員字裡行間有講到說政府現在怎麼會這樣，是不是無政府

狀態，甚或提到說反正對付學生最行，黃老師這次在起訴名單裡面你有被起訴。 

 

對。 

 

主持人：所以剛才說這是因為整個中央螺絲全部都鬆了以後造成這樣的結果嗎？ 

 

其實在這次我剛剛才聽到這樣子一個不幸的事件，由於事情還在發展當中，

那我只希望說人員都平安，事情早點落幕，那在事實的狀況不是很清楚的情況之

下，我可能沒辦法做太多評論。 

 

主持人：那您對於就是一看到起訴名單裡面這麼多學生，您那時候第一時間什麼

想法？ 

 

憤怒，無法接受。 

 

主持人：因為我看到你在媒體上面講的一些詞，包括您說應該是什麼馬總統或是

立法院那些打手們才應該是要被審判被什麼，您覺得這整個來講的話，是完全沒

辦法接受這樣，因為另外一邊的話，事實上都還沒有處理一個進度嘛。 

 

其實從去年太陽花運動結束了以後，幾個比較積極參與的份子，包括我在裡

面，我們已經到台北地檢署去主動說明了，那我們的態度沒有改變，坦然面對，

勇敢承擔，在去年的時候，我們事實上就已經很清楚地告訴我們的馬政府，之所

以會有這個太陽花運動完全是因為跟馬政府他自己的毀憲亂政、違法濫權有關係，

這些青年學子他們站出來事實上不是在煽惑犯罪，他們事實上是要把臺灣已經被

逼到懸崖旁邊的民主政治給挽救回來。 

 

大家可以試著想一想如果沒有去年的太陽花運動的話，黑箱服貿協議早就過

了，我們一直民間社會所要求，甚至國會自己本來在2008年就要求的兩岸協議

監督條例現在還不會進行，剛剛大家提到有關於張顯耀的事件，那事實上張顯耀

或者是王郁琦他們彼此之間有什麼羅生門我不是非常的清楚，但是凸顯出來的是

說，在制度上，當你就兩岸的談判協議沒有法制化的監督的時候，像這種狗屁倒

灶莫名其妙亂七八糟的事情就會一而再而三地發生。 



 

從我們過去回顧所看到的這些亂象，我們真正應該去思考而且也是我們國會

應該給人民交代的，國會負責去監督行政權的監督制衡機制，在馬政府這幾年來

到底扮演了什麼樣子的功能？今天虧欠人民的不是這些學生，今天虧欠人民的是

在國會當中沒有辦法扮演好自己監督者角色的立法委員。 

 

(跳下一黃老師片段) 

主持人：所以黃老師我們光是看到現在真的大風雨就要來了嗎？很多人對現在的

政局都是憂心忡忡，是看到官員紛紛在跳船之際還忙著在內鬥。 

 

我老實講，就是在過去這段時間當中，看到很多政治上面的人物，你說跳船

也好，內鬥也好，我想講的，真的要拜託這些人從人民的角度去思考這些問題，

如果說今天馬英九、金溥聰、離職的江宜樺以及最近宣稱要辭職的王郁琦，他們

在過去的這段時間當中有什麼違法濫權的話，在制度上面我們要問的第一個問題

是何以致之，在我們的民主憲政體制下面，誰賦有監督這些人的職責？我再說一

次，還是立法委員。 

 

這些立法委員如果在國會裡面善盡你們職責的話，今天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

在過去這段時間當中，現在站出來去罵馬英九或者是那些行政官員的立法委員，

在媒體上面罵，老實講，我真的想問的只有一個問題，你們在你們過去立法委員

的任期當中，你們如果有do your job，你真的有把你的工作做好的話，你何必

在媒體上面用比較誇張的語言去說這些行政官員呢？在國會的議堂上面，你有著

其他人民沒有的機會跟權力可以去調閱文卷，可以去質詢官員，對於他們過去所

做的那些事情，這些立法委員，對不起，我不應該一竿子打翻一船人，但是我要

講的就是執政黨的立法委員，你們到底是在立法院裡面當馬英九的禁衛軍還是站

在人民的立場在監督行政權？ 

 

如果說今天馬英九這個行政權已經失控了，有這麼多違法濫權了，我們的國

會難道不必負任何責任嗎？ 

 

主持人：吳委員要不要直接回應？ 

 

吳育仁(中國國民黨)：我覺得是這樣，在立法院裡面我們在質詢或者是在調一些

資料的時候，我們也都有在做，每一天的，譬如說陸委會在備詢的時候，我們去



那邊質詢的時候，每個人都可以登記發言，12分鐘、15分鐘，那當然在有限的

時間裡面能做的，可能每個人所質詢的角度觀點不一樣，可能只是會抒發出一些

問題出來，但是如果說我們是實問，他虛答的話，我們也沒辦法來查到相關的一

些問題，我們也只能說看看相關的資料把它調出來。 

 

主持人：黃老師怎麼樣？ 

 

不好意思，我補充一個問題，從2008年開始，非常多的學者專家跟民間團

體就要求修改《立法院職權行使法》，在我們目前國家的憲政體制下面，很多政

治人物說要喊憲改，但是我們要問的事情是，針對於立法院他本身在權責上面，

就如同剛剛委員所講的，透過質詢的制度，立法院裡面現在的調查權不完整，這

些事情要不要改革？要改革，但是當我們透過立法委員提案要去修改《立法院職

權行使法》，要建立國會聽證制度的時候，我要不客氣的問，到底是誰在阻擋？

還是國民黨的立法委員在阻擋。 

 

主持人：委員要不要回應？ 

 

吳育仁(中國國民黨)：這點我倒是不清楚說到底具體的指控是哪個部分，但是立

法委員的職權行使法當那時候太陽花學運的時候，甚至於很多的反對黨霸佔主席

台的時候，我們有提出來很多的一些方向，但是很奇怪的怎麼沒有來落實，很多

議題不斷地出來，導致沒辦法來實行，包括哪些，包括就是說你的朝野協商制度

要如何來改革，第二個呢，你的議案如果在討論的過程裡面有人來進行杯葛的時

候，那是不是要什麼樣的表決機制嘛。 

 

主持人：你的意思是說你們都有在做事？ 

 

吳育仁(中國國民黨)：或者是整個審法案的效率上應該要到底怎麼做都有在討論，

但是很多議題都是被後來的東西又掩蓋住了。 

 

主持人：包括剛剛黃老師一路過來是說，那怎麼會國家現在是這個樣子，難道相

關該做事的人，譬如立委啦或什麼，是不是都這樣…… 

 

(跳下一黃老師片段) 

 



主持人：因為昨天我們在節目裡面還特別給觀眾朋友看，因為晚報昨天晚上有一

篇是講說，王郁琦也講說在跟檢察官溝通的過程當中，有很多都已經他們鑑定為

是機密，我們講機密怎麼會是用鑑定的，你告了以後，然後我才去鑑定它是機密，

它不是應該一開始就是機密，就這些事情，因為臺灣是個民主社會，黃老師請問

一下，這個就是大家最在乎的一件事，您剛剛也特別提到制度上面誰該監督誰該

什麼，那現在大家最擔心最怕聽到的一個，雖然現在大家在查證這種東西，最怕

的是說，因為順我生逆我亡，因為我叫你這樣，你如果不聽，接下來可能會就出

現一些，大家最怕的是會不會有這樣的一個狀況？ 

 

在剛剛討論的許多問題當中，有很多牽涉到事實跟調查的問題，我要再強調

一次，就是說目前我們國家的司法機關，他事實上去承擔了很多本來在國會調查

的層面上他們應該要去履行的責任，但是我們目前的整個國會調查跟國會聽證全

部都是空的，我講得比較具體一點，剛剛有說要去傳調查局局長來問話，在質詢

的過程當中，調查局局長如果說謊，他會面臨什麼責任？沒事。他如果拒絕你調

閱的任何文件會有什麼責任？ 

 

這個就是我剛剛所講的《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的問題嘛，我必須要講的事情

是說，我之所以一而再而三地強調這件事情，不是說...我覺得相關人等他們自己

上面政治的責任等等，在很多媒體，包括貴節目的監督之下，開始會畢露原形了，

但是有很多事情，真相的釐清，體制的建立，那個真的才是臺灣未來的民主能夠

更為深化真正重要的問題。 

 

所以我反而希望的事情是說，立法委員在職權行使的過程當中，現在很多人

在談憲改，但是我們在談憲改的時候，不要讓我們的焦點去縱放了這一些立法委

員他們在國會裡面應該去行使的職權，剛剛講很多在制度面上的問題，包括了說，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就有關於立法權的充實的問題，透過修法能不能做？可以

啊，那立法委員你們為什麼不做？是不是要給老百姓一個交代？ 

 

第二個部分就有關於兩岸談判剛剛所在討論的主題環繞的重心，王郁琦所推

出來行政院版的不監督條例，立法委員要不要要求行政院撤回，你願不願意接受

民間版所提出來的，讓國會可以實質的監督，人民可以參與，過程透明資訊公開，

這些立法原則的兩岸協議監督條例，這些都是立法委員的職責，但是他們在討論

這些事情的時候，事實上是除了在指責已經跳船的行政官員以外，他們不斷地在

迴避自己在國會當中所應該肩負的責任，這個才是我們如果要讓未來過去所發生



的這些事情，一方面責任能夠釐清，事實能夠調查清楚，另外一方面未來對於行

政權，特別是在兩岸這麼敏感關係的領域上面，不要跨越了憲政民主紅線的時候，

立法委員對於制度的建立絕對有責無旁貸的責任。 

 

(跳下一黃老師片段) 

 

主持人：黃老師剛才有特別請教您說，一看到被起訴，而且100多位，您剛有講

到非常的痛心憤怒這些，在未來所有的訴訟過程，因為100多個人起訴，那接下

來呢？就接下來這些人當然全部都要去包括開庭或什麼這些，那您覺得他們這些

孩子要怎麼面對這個？ 

 

在運動結束了以後，臺灣有非常多熱心的律師，他們組成一個義務律師團，

那所有參與這場運動而遭到司法追訴的參與成員，不管是學生還是一般的公民，

我相信這些義務律師團從去年到現在，他們一直在盡心盡力地提供免費的法律服

務，在接下來的審判過程當中，我相信也是這個樣子。 

 

主持人：行政院說我的態度是寬容的，但是我不撤告，你對這個有什麼看法？ 

 

沒有，就是以這件事情來講，我必須要很直率地講，真的需要尋求人民寬容

的是行政院，行政院要向人民尋求對他們寬容，他們有什麼資格跟立場表示他們

寬容的立場？今天會發生整個太陽花的運動，江宜樺先生你要負什麼責任？323、

324行政院血腥鎮壓的事件，江宜樺先生你要負什麼責任？你可以自己這樣子拍

拍屁股準備跑到美國去，不用留下來臺灣面對你應該自己要承擔的法律責任跟接

下來的司法審判程序嗎？ 

 

我相信在接下來的審判過程當中，會非常的對於臺灣整個民主憲政會非常的

有教育跟啟示的意義。法官他在審理這個案件的時候，他有可能像一個法匠一樣，

進行說文解字式的犯罪構成要件的涵攝，什麼叫作公然煽惑他人犯罪，客觀構成

要件、主觀構成要件，他也有可能站在一個憲政民主的高度，去看這件事情他們

的行動對於捍衛臺灣的民主憲政到底是有幫助，到底是誰在妨礙公務？ 

 

我舉一個很具體的例子，上個月的時候，全國南卡羅萊納州的一個法官做了

一個非常令人感動的判決，在1961年1月的時候，有9名黑人為了要抗議那個時

候的種族隔離政策，跑到餐廳裡面的白人專用區，他們靜坐在那個地方拒絕離去，



後來被警察逮捕，檢察官起訴說他們非法侵入，英文叫trespass，中文就是非法

侵入的意思，他們被判了罪，罰100塊美金，全部拒絕繳，寧願到監獄裡面去服

苦役30天，每一個人都被判刑，按照那個時候南卡羅萊納州的法典，如果按照我

剛剛所講的說文解字式的在進行犯罪構成要件的涵攝的時候，他們有沒有罪？他

們有罪。 

 

但是在上個月的時候，代表州政府的檢察官在擠滿人群的法庭中向這9名被

告道歉，代表了他們對於這件事情的反省，對於這件事情的改過，法官在承審完

這個案子的時候，他說了一段話：我們沒有辦法改寫歷史，但是我們可以改正歷

史所犯下來的錯誤。我希望在接下來承審這個案件的法官能夠有這樣子的高度，

來看待太陽花運動在臺灣民主憲政史上所扮演的角色跟意義。 

 

(跳下一黃老師片段) 

 

我一開始說參與這些行動比較主要的積極分子，我們的態度是坦然面對，勇

敢承擔，這個態度從來沒有改變過，就有關於行政院占領的事件，你必須要知道

這整件事情的前因後果，在學生他們跑到行政院去以前，那個時候發生了什麼事

情，面對同學們在立法院外面睡了那麼多晚上，他們的要求非常的卑微，只不過

是要求立法院建立一個法定的監督機制，在這個法定的監督機制之下重新審查服

貿協議，我們的總統、我們的行政院長是用這樣子悍然的態度在面對這些學生，

那天晚上絕大多數的學生事實上他們只是，等於是透過一個快閃的方式在行政院

的廣場那邊非常和平的靜坐，的確是有一些人進去，但是我要強調絕大多數的學

生以及到行政院去聲援的公民，他們是非常和平的靜坐在行政院的廣場當中，但

是我們看到的是什麼？我們看到的是，針對那些在和平靜坐的學生以及公民們，

我們的警察是怎麼在對付他們的。 

 

更令人沒有辦法接受的事情是，到目前為止，針對違法濫權的警察以及上面

更重要的下令的人，為什麼沒有相應的偵辦動作？為什麼沒有相應的起訴或不起

訴的處分？為什麼你只是在追究這一些為了要去挽救臺灣民主自由學生他們的

法律責任？而且是這麼大規模的起訴，結果相應的在行政院的事件，流血鎮壓事

件當中，該負責的人，一個人都沒有，真的，一個人都沒有，半個人都找不出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