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0926 島國前進全國巡迴@屏東中山公園 黃國昌老師短講 

主持人：那接下來廢話不多說，我們就直接歡迎黃國昌老師。 

 

(掌聲) 

 

謝謝各位屏東的朋友今天飄著小雨還是到現場來參加島國前進的活動，那從

島國前進今年在太陽花運動成立以來，我們的目標就是要走完全國，在全國的各

個地方來推動補正公投法這樣子的運動，各位如果對在三月學運關心的朋友或許

會覺得非常的奇怪，在三月學運的時候，我們在提的不是服貿、在提的不是兩岸

協議監督機制，為什麼一個在運動結束以後所成立的島國前進這個團體好像完全

換了一個主題，進行補正公投法這樣子的運動，事實上如果稍微想一下就可以清

楚地發現，不管是服貿所引發的爭議還是兩岸協議監督機制所引發的爭議，它背

後所面臨的一個根本性的問題是臺灣代議民主的失靈，這個代議民主的失靈充分

地反映在我們在國會所選出來許多的民意代表，他們進入國會以後背棄了他們對

選民的承諾，背棄了選民對他們的託付，進入國會以後完全只聽黨的意志，甚至

只聽馬英九一個人的意志，而沒有去問他的選民，選民要的是什麼。 

 

在這樣子的結構下面，太陽花運動提出了我們要召開公民憲政會議的訴求，

要召開公民憲政會議當然我們的目標是希望改變我們的憲政結構，在目前的憲政

結構下面，行政、立法兩個權力相互監督制衡的功能已經喪失了它在憲法下面所

應該肩負的職責，只不過各位或許知道目前在臺灣的憲政體制之下，要去推動修

憲，甚至我們要求重新建立一部符合臺灣現實狀況一部新的憲法，而不是繼續沿

用國民政府，也就是中國國民黨當初離開中國的時候帶來臺灣的這部憲法，不管

是修憲還是制憲，我們所面臨的挑戰那個門檻非常非常的高，以修憲來講它要求

要有四分之三以上立法委員的提議，四分之三以上最後的通過，才能夠完成修憲

這樣子的工程。 

 

在我們目前的國會結構下面是完全沒有可能滿足那樣子的高門檻，修憲的門

檻雖然非常的高，並不代表這是一條我們應該放棄的道路，它還是一個我們值得

努力的目標，只不過除了修憲或者是制定新的憲法以外，我們重新地回顧在我們

憲法下面所賦予人民的基本權利，除了選舉權以外，還有罷免權、還要公民投票

權，問題是這些憲法所賦予我們的權利，目前被立法委員這一些政客他們所制定

的法律，可以說完全地被剝奪了，我相信各位應該都聽過鳥籠公投法這樣子的一

個稱呼，憲法第17條所賦予我們公民投票的權利，這個權利在臺灣一直遭受到非



法的凍結，直到2003年《公民投票法》制定通過以後，在《公民投票法》制定

通過以後，可能很多人覺得我們終於可以來進行一個有法源的公民投票，公民投

票它的理念非常的簡單，當國會裡面的這一些立法委員、這些政客他們所做出的

決策是我們沒有辦法接受的，或者是我們要求這些政客制定我們希望的法案，他

們拒絕制定的時候，我們可以透過公民投票的機制，否決這些政客所通過違反人

民意願的法案，要求這些政客制定人民所希望的法案。 

 

但是從2003年《公民投票法》制定到現在，臺灣沒有一次全國性的公民投

票是有效成立的，那為什麼會沒有一次全國性的公民投票有效成立？它的關鍵在

於50%投票門檻的限制，或許很多朋友會問，要求投票率達到50%以上公投才會

有效，這是一個非常合理的事情，有什麼好反對的？但是大家只要冷靜的想一想

就會發現，要求50%投票門檻的限制，它做了一個非常危險而可怕的預設，那個

可怕而危險的預設是，任何沒有出來投票的人，任何沒有出來投票的人都是反對

公民投票的提案，在這樣子的遊戲規則下面，公民投票的主文要怎麼制定變成了

是一個非常重要而充滿了技術性，甚至可以說是政治算計的事情。 

 

舉例來講，前一陣子臺灣發生了一個非常大的爭議，我們應不應該繼續興建

核能四廠？去年江宜樺上任行政院院長的時候，他擺出一副好像非常開放的態度

說，要不要核能四廠的這件事情，他決定要交由公民投票來決定，但是如果進一

步去問江宜樺你所要舉行的公民投票主文要怎麼寫，他會說：「你是否反對繼續

興建核能四廠？」而不是「你是否贊成繼續興建核能四廠？」他為什麼要用「你

是否反對繼續興建核能四廠」這樣的題目來進行公投，理由很簡單，因為題目只

要這樣設定，所有沒有出來公民投票的人，所有沒有出來投票的人通通都視為反

對。 

 

這樣子一套的遊戲規則它存在了幾個嚴重的問題，第一個嚴重的問題是，它

違反了民主政治最基本的原則，這個原則就是只有出來投票的人才能夠參與公共

事務的決定；第二個嚴重的後果是，這樣的遊戲規則讓正方跟反方一開始就立於

一個完全不平等的立場，同時這一個不平等的立場反而會導致少數人決定了推翻

了多數人意志的狀況，臺灣歷來的選舉一般的投票率大概在六成或者是七成，各

位只要仔細地想一想，按照目前50%投票規則，永遠有30%到40%的人是不會出

來投票的，那30%到40%不會出來的投票全部都把它算成反對的立場，所以剩下

來真正反對公投命題的10幾%的人，他可以推翻、他可以否決剩下40幾%的人他

們所支持的公投提案。 



 

而這樣子的一個不公平的遊戲規則它反而會造成投票率實際地降低，而不是

投票率的提升，過去幾次全國的公民投票之所以沒有辦法有效成立，全部都是卡

在這50%投票門檻的限制，所以我們曾經出現過非常荒謬的現象，那個荒謬的現

象是提出公投提案的政黨，也就是中國國民黨他自己提出的公投提案，反而號召

他的選民、他的支持者，跟所有的人民說你們不要出來投這個公民投票，透過(咳

嗽)，透過不要出來投這個公民投票，他只要再多增加百分之十幾的人能夠不出

來投票，他就可以達到否決這個公投提案的目的。 

 

我們真的仔細想一想這一部本來是拿來可以讓我們對抗這一些背棄民意政

客的憲法權利，被一部沒有辦法用的鳥籠公投法實質地剝奪了，事實上2003年

幫國民黨在幕後操盤公民投票法修正的陳文茜女士，她在中國受訪的時候，她就

大剌剌地講，我當初幫國民黨在設計這套《公民投票法》，我的理念非常的簡單，

就是讓你們看得到吃不到，有了這部《公民投票法》，現實上面最後的結果是你

公民投票的權利根本就沒有辦法行使，從過去這幾年的經驗來看，我必須要說很

不幸的，陳文茜女士說對了，她當初的政治算計得逞了。 

 

但是我相信讓我們大家都沒有辦法接受的是，這一種為了一人一黨之私，充

滿了政治算計的立法，當它實質地剝奪我們作為一個公民的權利的時候，我相信

絕大多數的人民在瞭解以後沒有辦法接受，我們也不應該接受，問題是，問題是

這一部《公民投票法》現在就在那個地方，我們有好幾種選擇的方式，第一種選

擇的方式是說，算了，反正這是鳥籠公投法，我們就不要用公民投票，不要使用

這個制度就算了，我可以跟各位報告，如果我們選擇的是第一種方式、第一種態

度，就算了，這是鳥籠公投法，公民投票沒有用，我們以後不要行使這個權利，

那各位就完全中了中國國民黨跟中國共產黨他們共同的詭計。 

 

對於充滿了侵略臺灣野心的中國共產黨而言，他們最擔心的就是人民透過直

接投票的方式發出人民的聲音，前一陣子香港人他們為了爭取他們的政治改革，

他們舉辦了他們自己的全民投票，這個全民投票是香港政府辦的嗎？不是，是民

間團體跟香港大學的老師還有很多學生組織他們一起舉辦的，各位或許會想這一

種民間自己辦的全民投票又沒有法律效力，好像是辦家家酒，為什麼要做這樣的

事情？但是各位可以去看看當香港的這些民間團體在舉行他們政治改革方案，也

就是他們要爭取真正的普選他們行政長官的選舉，而不要透過北京控制的選舉委

員會來挑選可以參選香港行政長官這樣的選舉方式而推動的政治改革的時候，他



們所推動的透過全民投票的方式來展現香港人的意志，看在北京的眼裡是完全沒

有辦法忍受，因此從一開始……(麥克風沒電) 

 

喂，ok，因此從一開始他們宣布要舉行這個全民投票的時候，北京政府的態

度是什麼？恐嚇、打壓，派出了中國的網軍癱瘓了他們整個電子公民投票的系統，

對於中國共產黨來講，他們最擔心的就是民主的聲音，他們最擔心的就是人民的

力量，所以當你一開始要冒出頭的時候，他就會進行強力的打壓，他不要讓你的

聲音冒出來。 

 

今天中共國家主席他說，習近平先生他透過接受或者是參見從臺灣一群支持

統一立場的統派團體，他說中國政府他們的政策方向非常的清楚，就是和平統一、

就是一國兩制，看完了習近平他今天的談話，我相信各位一定會馬上聯想到我們

的總統馬英九先生他在前兩天接受一些特定的外媒德新社訪問的時候他所說的，

他要循兩德的模式來設辦事處，跟中國那邊設辦事處，那當然透過另外一個設置

在中國的媒體，德國之聲的中文網的報導，馬英九還進一步說了，他要循兩德的

模式來推動統一的進程。 

 

我不知道對馬英九、習近平這兩位分別在臺灣以及在中國的最高領導人，他

們前後這樣的發言到底是偶然還是算計好的，但是我們所看到的非常清楚的，非

常清楚的態勢是，當中國充滿了併吞臺灣的野心的時候，我們的馬政府在政策上

面不僅沒有抵抗，還一步一步地在配合中共那邊的統戰策略，馬英九說他要學

1972年，1974年的時候，德國那個時候分裂成東德、西德，兩邊先簽了基礎條

約，簽完基礎條約以後，互設辦事處，對於德國未來的統一發生了關鍵性的力量，

聽完馬英九的談話，我相信各位一定可能馬上恍然大悟，為什麼他這麼積極要推

動兩岸互設辦事處，兩岸互設辦事處兩年以前馬英九在接受BBC的訪問的時候，

就已經公開地承認了，這是一個政治性議題非常高，這是一個政治性非常高的議

題。 

 

問題是馬英九跟臺灣人民說的是，目前我們跟中華人民共和國只談經濟上面

的合作，不會邁入政治議題的討論，任何要進入政治議題協議的簽署必須要交由

臺灣人民公民投票來決定，我不知道馬英九先生還記不記得他自己之前所做過的

政治承諾，或許對於各位朋友來講，馬英九記不記得他所做的政治承諾這件事情

一點都不重要，因為馬英九是一個從來沒有在遵守他自己所做出任何承諾的一個

政客，面對這樣子的一個政權，面對這樣子的一個政府，我們沒有辦法，我們沒



有辦法把改革的希望放在這個政權、這個政府，更不可能把改革的希望放在馬英

九個人身上，我們必須要透過人民自己的力量，清楚地認識到奪回本來就屬於我

們的權利，從這一些政客的手上奪回本來就屬於我們的權利是我們要阻止這一些

政客繼續為非作歹、繼續背棄民意我們所應該要做的第一個功課。 

 

太陽花運動的時候，我們要推動兩岸協議監督機制，這個協議的監督機制從

2008年以來，民間團體跟學者提出了要求，馬英九一直拒絕，不斷地拒絕，他

認為說沒有成立這個監督機制的必要，完全交給我行政權來做就可以了，我們回

顧過去這6年，馬英九的整個傾中政策不僅讓臺灣的民主自由不斷地流失，任何

經濟上面的果實，絕大多數也被一小撮的兩岸權貴集團給掠奪了，以犧牲全體人

民的利益所換取的只是少數特定權貴集團他們經濟上的利益，是我們沒有辦法容

忍的情況，這才是今年所發生的太陽花運動它背後最深層的因素。 

 

因此我們提出要求要制定兩岸協議監督機制，在我們民間版所提出的法案版

本當中，我們要求除了行政部門必須要事先向國會進行報告，事後國會不僅可以

審查也可以修改以外，任何涉及政治性議題的協議一定要交由公民投票的方式，

一定要交由公民投票的方式通過了以後，行政部門才可以去簽，這個是我們希望

透過制度性的改革來防止我們的政府出賣我們、來防止我們的政府暴衝。 

 

但是行政部門他們所推出的兩岸協議監督機制基本上大概就是過去他們黑

箱服貿把它法典化而已，也就是他們過去怎麼幹的，我們的陸委會竟然可以無恥

到說把他們之前的黑箱作業寫在法律當中，不管是事前還是事後，不管是事前還

是事後都欠缺國會有效監督的機制，對於政治性的議題，政治性議題也沒有設置

公民投票的機制，在國會的時候，我們面對陸委會的主委王郁琦先生，我們質問

他：馬英九總統不是承諾任何涉及政治性議題的協議必須要交由公民投票，王郁

琦的回答是說，我們目前只有談經濟性的議題，沒有談政治性的議題，從兩岸互

設辦事處的這件事情來看，各位就可以清楚的認識到這個政府充滿了謊言，一騙

再騙，從來沒有任何悔改的意思。 

 

因此在這個國會的會期當中，所有曾經參與這個運動的公民團體、學生團體、

學者，以及關心這些公共議題的公民們，我們除了在立法院，我們除了在立法院

一定要堅持民間版的兩岸協議監督機制的版本以外，我們要阻止，我們要阻止行

政院通過他們黑箱協議的版本，問題是我們在推動改革的時候，我們必須要把問

題想得遠一點，如果說真的行政院，國民黨他們要用他們在國會裡面的優勢通過



行政院的版本的時候，我們還有什麼武器？我們還有什麼方法可以對抗？ 

 

公民投票是我們憲法當中給我們的武器，憲法當中給我們的權利，但是只要

這部《公民投票法》一天不改，我們這個權利如同剛剛跟各位報告的一樣，就會

被徹底地癱瘓。這件事情，這件事情它所牽涉到的絕對不是只有公民投票法的修

改而已，它牽涉到的是整個臺灣民主政治繼續地維繫，我相信各位都聽過不管是

民進黨的政治人物，還是國民黨的政治人物，他們面對選民的時候，他們都會跟

選民說：「臺灣的未來由臺灣2300萬人共同決定。」下一個問題，真正關鍵的

問題，你說由2300萬人民共同決定，請問如何讓我們決定？我們決定的機制在

哪裡？我們決定的權利在哪裡？請這些政治人物，請這些政客勇敢的面對，清楚

地告訴人民我們決定的權利在哪裡，絕對不是你嘴巴說說的。 

 

最直接讓我們決定的權利就像上個禮拜蘇格蘭他們可以舉行公投，蘇格蘭在

舉行統獨公投的時候，他們所用的就是簡單多數決，沒有設置任何的投票門檻，

讓正反雙方的意見都可以出來表達，透過公投民主的程序，真正決定蘇格蘭人他

們自己的未來，最後蘇格蘭投票的結果是贊成是反對，對我而言其實並不是最主

要的，真正重要的是在那個過程當中，蘇格蘭人才是真正的被賦予決定他們自己

未來的權利，而臺灣人現在我們所應該有的權利還沒有存在在現實當中，只存在

在這一些政客的嘴砲當中而已。 

 

因此我們成立了島國前進，我們決定我們不要把所有的時間留在台北開記者

會、開說明會，我們決定我們要走入全國的每一個縣市，我們雖然人力有限、物

力有限、資源有限，但是我們相信只有走入鄰里、只有走入社區，透過一場又一

場，不管是大型的集會還是像今天現在這個樣子，小型的集會，跟各位朋友報告

我們到底在做什麼事情，我們為什麼要做這些事情，做這些事情對臺灣的未來有

什麼的重要性，爭取各位朋友支持我們的理念、支持我們的運動。 

 

今天各位花時間來到這個地方參與島國前進的活動，我希望各位今天來這邊

絕對不是只有簽一份連署書，我希望各位在今天晚上以後，如果認同我們的理念，

各位都可以成為我們共同的工作夥伴，回到家裡、回到鄰里，告訴你的親朋好友、

告訴你的鄰居同學，我們必須要趕快站出來，把本來就屬於我們的權利，被這些

政客剝奪的權利要回來，我們必須要透過基層的組織、基層公民意識的喚醒，讓

更多的臺灣人民知道這件事情的嚴重性，讓更多的臺灣人民知道取回我們直接民

權的重要性，只有透過這樣子，只有透過這樣子我們才能夠一步又一步踏實地取



回我們的權利，防止這個政府、防止這些政客出賣我們的未來、出賣我們共同的

利益。 

 

今天島國前進從北到南到了屏東，我們今天晚上在這場活動結束了以後，明

天下午3點我們會在高雄市舉行一場小的掃街遊行，在掃街遊行結束了以後，我

們明天晚上會在高雄市舉行一場規模比較大的晚會，如果各位朋友支持我們的理

念，拜託大家，拜託大家今天離開的時候，多拿幾份空白的連署書帶回去，告訴

你的朋友這件事情很重要，同時我們也歡迎各位加入島國前進，成為我們的工作

夥伴，讓我們一起為臺灣的未來、為臺灣的民主而努力、而奮鬥，謝謝大家，謝

謝。 

 

(掌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