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0918 綠逗來開講 黃國昌 陳為廷 試播 大埔案 蘇格蘭公投 

王美琇：歡迎大家又來到綠逗來開講這個節目，我是綠逗理事長，綠逗協會的理

事長，王美琇，今天我很開心要跟大家介紹新的節目跟新的主持人，我們知道在

太陽花學運的時候，非常非常受到大家矚目，學生運動非常的成功，退場以後他

們也繼續出關播種，在全國辦演講活動，今天我特別要跟大家推出，要跟大家介

紹的這個節目就是我們「島國前進」的工作團隊，工作團隊要來到我們的電台，

我們的節目來主持新的節目，所以現在我要跟大家介紹的兩位主持人，一位就是

陳為廷，為廷你好。 

 

陳為廷：各位聽眾大家好。 

 

王美琇：還有一位就是黃國昌教授，國昌你好。 

 

美琇姐好，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王美琇：Ok，因為他們今天，他們正式的節目是10月，10月會正式地開始，所

以這兩期，未來這兩期是他們的試播版，讓他們暖暖身，習慣一下，因為他們以

前沒有做過廣播節目，所以讓他們習慣這兩個禮拜讓他們慢慢地習慣，現在我就

要把現場交給這兩位年輕朋友，好不好？ 

 

陳為廷：好，ok，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但我客家人，所以今天我們大概用國語

來進行，我是陳為廷，今天我跟黃國昌在現場主要跟大家來討論兩個題目，就未

來我們島國前進的節目在10月開始，正式開始我們這個節目之後，在每個禮拜四

的晚上5點到6點，就現在這個時間，大家可能下班回家或準備要下班回家的路上，

我們會來跟大家討論，包括說我們每個禮拜，對於這個禮拜發生的臺灣最新的政

局或是有重要的議題的分析，來跟大家討論這樣的問題。 

 

那同時島國前進這個組織，我們這個組織目前也在推動各式各樣的，我們來

修改公投法這樣連署的行動在全國在進行、在展開，也會跟大家來分享我們每個

禮拜這樣連署的行動過程當中有什麼樣新的進展、有什麼樣對於公投的新的議題，

來跟大家做這些新的討論。當然從今天開始，我們只要討論兩個題目，就是說今

天是9月18號，9月18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日子，它很有可能成為蘇格蘭獨立建

國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紀念日；那第二個當然一個重要的日子在臺灣，9月18號今

天也是苗栗竹南大埔強拆事件，張藥房的張老闆他過世滿一周年的時間，今天我



們節目會分成幾個階段跟大家討論一下，首先來談一下這個918張森文老闆過世

滿一周年的今天，這個台灣農村陣線、捍衛苗栗青年聯盟、苗栗竹南大埔的自救

會今天早上也到這個凱達格蘭大道舉辦了一個記者會，重提了這個訴求，我們待

會來看一下這個訴求，同時也討論到底現在大埔的狀況是如何。 

 

在下一個階段，第二段的節目裡面，我們跟大家討論到底今天這個蘇格蘭公

投是在投什麼，蘇格蘭人到底是為什麼要獨立，這個公投怎麼樣來進行，在公投

的過程當中發生了什麼樣的事情，聚焦在哪些議題上面，那蘇格蘭這個公投跟我

們臺灣，我們臺灣推動公投法的這樣的運動20幾年，也跟臺灣這個主權獨立的問

題其實綁在一起，常常綁在一起來談論這個問題，到底跟臺灣有什麼可比較之處？

臺灣有什麼樣的問題可以來跟蘇格蘭的公投經驗來借鑑，這個蘇格蘭的公投事實

上是在臺灣時間下午兩點，也就是在3個小時之前已經正式地展開，預計會在明

天，臺灣時間明天的凌晨5點來結束，很快的結果就會揭曉，那我們待會在第二

段的節目裡面會跟黃國昌老師共同來討論一下，就他長期研究公投法跟各國的公

投法比較這樣的經驗裡面，怎麼樣來看這個蘇格蘭的公投。 

 

在討論完這兩個議題之後，來開放call in的時間，也歡迎所有的這個聽眾朋

友可以打電話進來，來跟我們討論不管是今天這兩個議題，或是你對島國前進或

對於最近臺灣的這個政治的發展，你有什麼樣的問題，都可以待會在第三段的節

目裡面打電話進來。 

 

好，那首先當然要跟大家談論的就是今天早上這個9月18號，台灣農村陣線，

各個團體到凱達格蘭大道上面來進行了這個記者會上面重提這個訴求，那我本人

當然今天早上也以捍衛苗栗青年聯盟的成員的身份來出席，今天早上其實大概是

20多個抗爭的團體的成員今天早上到凱道上面重提這個訴求，這個訴求非常的簡

單，也就是說在9月18號各位如果還有印象的話，大家可能覺得說大埔這個議題

好多年了，事實上它有兩次的強拆的事件，在2010年的時候，經過第一次的強

拆，全國的人民大概都非常有印象，在當時有這個怪手挖田事件的發生；到了

2013年，也就是去年大家看到第二次的強拆，在這個過程裡面，7月18號這天，

去年的7月18號這天第二波的強拆裡面，強拆了4棟4個民宅的房舍，其中包括這

個張藥房。 

   

7月18號強拆過後，過了一個月，當然就在台北大家發起了這個818拆政府

的運動，有兩萬多人共同去佔領內政部，所以有很多人講說這個佔領運動，怎麼



突然大家跑去佔領立法院，怎麼突然發生這種事情，其實這個佔領我們一步一步

來，其實在8月18號的時候，我們早就已經佔領過內政部，翻過這個圍牆佔領內

政部一整個晚上提出這個訴求，非常的簡單，也就是要返還土地，把土地發還給

這些被徵收戶，同時也要來賠償，這是非常簡單的訴求，要求他還土地、賠償、

重建、修改土地徵收的條例，但這一些訴求過了一年之後，到底現在達成了多少，

告訴各位是完全沒進展，各位如果在過去的這一些報導當中，可能看到了一些報

導是說，包括有時候你看到大埔案勝訴，那你看到說在過去的大埔有些住戶他們

已經得到了這個農田，現在已經發配還給他們，這裡面大概有兩個狀況。 

 

第一個狀況裡面大家看過其實是在2010年的時候，事實上當時承諾原地原

屋保留，已經有部分的大埔自救會的成員，他們事實上當時就在原地原屋保留，

所以現在已經在，其實現在已經有部分的自救會的成員，你現在如果去大埔看的

話，現在當地已經劃成一個農業的特定區，所以已經有一些農人他們是已經恢復

他們的耕種，也保留下來。 

 

可是但爭議最大的點就是現在張藥房的這四戶，大家回顧一下，在2013年

的時候，苗栗縣政府突然翻臉不認帳說當年在吳敦義、江宜樺、葉世文、劉政鴻

當場都承諾的原地原屋保留，到了去年2013年的時候突然翻臉不認帳說這4棟不

在保留的範圍之內，所以就進行了強拆，這個強拆在後來，今年的1月3號的時候，

終於高等行政法院判決說當時這個強拆是一個違法的強拆，應該要撤銷這個徵收，

可是大家看起來好像撤銷徵收好像是一個農民的勝利，可是這個判決裡面非常弔

詭的地方在於說雖然要撤銷徵收，可是這個法院附加了一個但書，它的但書就是

說雖然這個徵收撤銷了，可是當地的這個道路跟這個土地現實上難以返還，所以

他也判決說這個縣政府他們，他並沒有要求政府應該要還回土地、應該要重建房

舍，這也是一個現在最大的爭議點，所以目前這個案子跟各位報告最新的進展，

自從在今年的1月3號這個判決下來以來，事實上也再上訴到最高的行政法院當

中。 

 

可是我們一再主張，包括今天早上這些團體大家到凱道上去抗議的點，事實

上就在主張要求苗栗縣政府、要求內政部，不管這個判決是怎麼樣來進行，你應

該都可以主動來介入就是說把這個土地返還回去，讓房舍能夠重建，非常重要一

點就是說，不只要去針對大埔的個案，我們看到這些年來還有好多的徵收案還在

持續地發生，這些徵收本身並不去注重到人民的基本的權利，所以應該還要來修

法，這是我們一貫提出來的訴求，所以在今天的9月18號這一天，事實上大家就



在這個地方重提了這個訴求。那今天早上大概的狀況也就是大家在開完記者會，

大概20幾個人開完記者會之後，有10個代表進到總統府去進行這樣的陳情，當

然我們也非常清楚這樣的陳情本身並不會有太大的效用，事實上過去好多次的陳

情，但今天我們還是重提這個訴求，事實上也再重新向馬政府、向苗栗縣政府來

下一個戰帖、下一個戰書，就是說在年底的選舉之前，你必須要去完成這樣的訴

求，否則我們邀請所有的選民一起來監督，來給予國民黨的政權一個制裁。 

 

可能很多的朋友會很好奇說，這個苗栗人到底對於這個劉政鴻這樣做，這麼

多人抗議之後，苗栗人會不會轉變？到底在年底的選舉之前，年底的選舉會不會

讓苗栗有翻轉、有變天，那我當然要這個非常誠實告訴各位，就現在看來，你看

現在電視上面，你可能完全沒有看到任何苗栗縣長選舉的版面，所有人都在炒連

跟柯的問題，但是好像苗栗的選舉消失在這一次的電視的報導當中，從來沒有出

現過一波的爭議是關於苗栗縣長的選舉，那當然一個非常重要的理由也就在於說

這次的苗栗縣長的選舉的選情當然還是非常的懸殊，就像過去國民黨跟民進黨在

苗栗的選戰，這個選區裡面的基本盤的比例是差不多的，國民黨的候選人現在還

是維持了高達七成的這個民意調查的支持度，那另外的三位候選人，其中一位是

過去的國民黨派系，另外一個派系所出身的叫康世儒，現在的候選人；另外一位

是民進黨所推出的現在的不分區立委叫吳宜臻委員；另外還有一位是苗栗的社區

大學的校長，叫江明修，加起來大概是總共三成左右的得票率，那這個是非常懸

殊的比例。 

 

當然苗栗人為什麼在這一次大埔事件鬧這麼兇之後，還是給予國民黨這麼高

的支持度，這是我們待會可以來討論的問題，但是我們必須要非常強調一個事情

就是說，當然事情沒有解決之前，我們當然反對讓國民黨的候選人可以這麼輕鬆

地當選，去看一下徐耀昌，就是現在國民黨推出來的這個候選人事實上在過去這

一年裡面，在大埔案的爭議當中，事實上他也是伴隨著，跟隨著劉政鴻這樣的腳

步去指責大埔當地這些居民是反發展的、是反苗栗的發展、是阻礙苗栗發展的絆

腳石，等於是劉政鴻的幫兇，當然我們今天早上也一再地呼籲很多的朋友，我們

持續來監督，能夠給予他們更多選票的制裁，當然也持續邀請大家來更加地關注

大埔這個事件，也讓我們在9月18號這一天來紀念苗栗的這個竹南大埔的張藥房

張老闆，那我們現在來進一個廣告，廣告回來之後，我們會跟大家來進入下一個

討論的話題，也就是我們今天的蘇格蘭公投的這樣的議題，謝謝大家。 

 

(廣告) 



 

陳為廷：歡迎大家回來節目的現場，我們是今天這個代班的主持人，我是陳為廷，

那在我旁邊還有黃國昌，這個我們今天這是一個試播的節目，在10月我們會正式

來開播我們的節目叫「島國前進」，是由我們島國前進這個團隊，包括很多318

的運動的很多的參與者，大家會來共同主持這個節目，輪流來跟各位討論，包括

最近的臺灣的政治的時事，會給大家我們第一線、第一手的評論以外呢，也會跟

大家來討論說島國前進現在在推動這個公投法的運動，到底現在進度如何，我們

現在有什麼新的討論，會跟大家報告，那剛跟各位討論的其實是今天9月18號早

上大家這個大埔的運動現在也在重新地來發動一波，就是說要要求政府，現在已

經11月要來年底選舉，要改選，我們看到在地方的國民黨的這個候選人徐耀昌，

事實上是現在的立法委員徐耀昌，他事實上在過去這段時間一直跟劉政鴻站在一

起，很有可能苗栗人還要再接受國民黨這樣過去劉政鴻這一套的統治方式，再待

8年，所以也非常地希望能夠讓這一波大埔的這個事情能夠迅速地來獲得解決。 

 

那今天當然9月18號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在國際上面舉世關注的問題，

就是我們的蘇格蘭的獨立公投的問題，那今天在現場還有我們另一位主持群的主

持人，我們來歡迎這個黃國昌先生。 

 

謝謝為廷，其實你剛剛說我是主持人，我比較覺得今天像是來賓。 

 

陳為廷：沒有關係，但是你不要掩藏你的身分，你就是一個主持人，好，今天我

們要來進行這個討論，當然就是這個蘇格蘭獨立公投，那當然黃國昌本身自詡為

臺灣研究公投法深入的人物，當然你在禮拜一的時候事實上也寫了一篇文章來討

論這個蘇格蘭獨立的公投，今天我們可能來討論幾個問題，當然第一個大家可能

很好奇的就是說，第一個是為什麼蘇格蘭這些人他們想要獨立？ 

 

蘇格蘭獨立的運動事實上可能你必須要從歷史上面去追溯，我先簡單地講一

下背景好了，目前其實我們一般大部分的人所認知到所謂的英國是由四個部分組

起來的，包括了蘇格蘭、英格蘭、威爾斯以及北愛爾蘭，那在更早的時候，事實

上英國是包括了整個愛爾蘭島，也就是在大不列顛島旁邊的另外一個島嶼，它也

享有主權，那只不過說在經過愛爾蘭獨立運動之後，南部的部分他們獨立成立了

所謂的愛爾蘭共和國，那只剩下北愛爾蘭現在屬於英國的一個部分。 

 

那我剛所講的那個區域，這四個區域事實上在歷史上面他們曾經都是獨立自



己成立的一個國家，那愛爾蘭也是在1707年的時候，這個時候透過跟那個時候

的英格蘭他們簽訂了條約以後才合併的一個國家，他們雖然合併成一個國家，可

是在過去這300多年以來，蘇格蘭人他們不斷地有獨立的呼聲出現，那不可諱言

的，當初會讓他們成立了一個聯合的國家，事實上比較大的是經濟上面的考慮，

那這樣經濟上面的考慮跟誘因讓愛爾蘭跟英國他們聯合成為了一個我們剛剛所

講的那個聯合王國以後，所在英國所發生的事情是說，除了蘇格蘭人他們有他們

傳統的文化，他們有他們自己傳統的歷史背景之外，另外一個很現實的情況是說，

在整個英國整個國家的發展上面，呈現了一個重南輕北的狀況，也就是說在北部

的愛爾蘭事實上在整個英國的發展上面，相對來講他們自己會認為說他們是比較

不受重視的一群。 

 

那因此雖然在17...事實上在1979的時候，事實上他們曾經想要舉辦一個公

投，那不過那個時候的公民投票並不是針對獨立，他們事實上只要求英國可以給

蘇格蘭更大的自治權，也就是我們一般所謂的權力下放的公投，那但是那次的公

投最後以法律上面的效果來講，並沒有生效，那這個理由我們可能等一下再可以

進一步地跟各位聽眾朋友來做說明。 

 

不過在那次失敗了以後並沒有停止蘇格蘭人他們追求獨立的腳步，到1997

年的時候，他們再舉行了一次所謂權力下放的公投，在那次權力下放的公投當中，

獲得了壓倒性的支持而通過，那也使得蘇格蘭在所謂的英國國會之外，他們建立

起了他們自己的蘇格蘭的議會，那這個蘇格蘭的議會也從英國的國會那邊取得相

當程度的自治權，那雖然在1997年的權力下放公投之後，蘇格蘭他們取得了更

大的自治權，那不過蘇格蘭人他們對於非常多的事務事實上是由英國倫敦的國會

來加以決定這件事情還是充滿了相當程度的不滿，那因此他們要追求實質上面完

全獨立的腳步從來沒有停止過。 

 

那在2007年的時候，也是這一次蘇格蘭能夠舉行獨立公投一個非常大的重

要在後面推動的政黨，也就是所謂的蘇格蘭國民黨，或者是有人把它翻譯成蘇格

蘭民主黨，蘇格蘭民主黨在2007年的那次蘇格蘭議會的選舉當中，他們就很清

楚地提出來了一個政見，那個政見就是他們希望可以舉辦蘇格蘭獨立的公投，那

只不過說在2007年那一次的選舉當中，蘇格蘭國民黨他們在蘇格蘭議會當中，

129個席次只取得了50個席次，那因此雖然他們在形式上面是取得了執政權，但

是他們的執政權是我們在一般所通稱的少數政府，在他們的議會當中並沒有取得

過半的席次。 



 

那也是因為這個樣子，在2007年他們雖然取得了某種意義程度上面的勝選，

但是由於沒有辦法控制議會過半的席次，那因此那一次推動蘇格蘭獨立投票的運

動並沒有成功。那不過蘇格蘭國民黨比較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2007年那一次

他們推動獨立公投沒有成功以後，他們並沒有放棄他們自己這個政黨的堅持跟他

們的理想，在2011年的時候，選舉的時候，他們再度地、繼續地把推動蘇格蘭

的獨立公投當成是一個競選非常重要的主軸，那在2011年的時候，他們在我剛

剛所講的129個蘇格蘭議會的席次當中，取得過半的69個席次，那也是因為這個

樣子，他們從2012年開始就發起了在蘇格蘭境內，可以說是號召社會各個階層，

那參與有關於蘇格蘭要進行獨立公投意見的諮詢跟所謂全國的對話。 

 

在執政的政府的部分，他們不斷地去跟全國的人民以及在社會上面的各個團

體進行意見的交換跟溝通，那說明接下來政府他們為什麼想要去舉辦這樣子一個

獨立的公投，在另外一方面蘇格蘭國民黨他們作為一個政黨，當然他們會去推動

獨立公投這樣子的一個運動，在整個政黨的基本立場上面，當然是贊成蘇格蘭必

須要去獨立的，那因此他們也從蘇格蘭的社區進行了大規模的草根運動，針對蘇

格蘭必須要獨立，他們要爭取獨立這樣子的一個地位，去號召非常多的基層民眾

來參與這樣子的連署。 

 

從2012年開始，他們這樣的連署活動一直持續到最近，有超過了一百萬的

蘇格蘭居民都參與了這樣子的一個連署的活動，那不過我必須要清楚的跟各位聽

眾朋友做一個背景上面的解釋跟說明，這次公投的舉行跟剛剛我所講的那個連署

活動是必須要獨立出來，分開來看的，也就是說並不是有那樣的連署，所以才會

有這樣子今天所舉行的獨立公投。 

 

今天這個獨立公投之所以可以舉行是因為包括了在蘇格蘭的議會以及英國

的國會，他們都通過了法案，那在那個法案當中清楚地規定在今天我們現在正在

空中跟各位聽眾朋友討論蘇格蘭獨立公投的同時，在今天他們正在投票的時候，

去舉行這樣子一個蘇格蘭獨立的公投。 

 

陳為廷：ok，就你瞭解說現在大概就是說蘇格蘭公投，當然有獨派、統派嘛，他

們分成兩個陣營，那現在大概支持的比例大概是多高？各自多高？ 

 

我這樣講好了，事實上會讓我感覺到比較感動，相對來講也比較驚訝的是，



我今年6月的時候，我曾經兩次到英國去，那到英國的時候當然當地的媒體不斷

地會去說有關於蘇格蘭獨立公投的這件事情，那在當地也碰到了一些他們的公共

知識份子以及學者、律師，大家都會討論這件事情，在我6月的時候去，感受到

的氛圍是，這次的獨立公投，獨立派的可以說是毫無贏的機會，完全沒有贏的機

會，因為那個時候贊成獨立跟贊成繼續維持在英國的兩大陣營，他們的比例事實

上大概差了20%，也就是說贊成維持現狀，繼續屬於英國的一個部分，只享有自

治權，而沒有真正獨立主權的支持度在各項民調當中，領先都高達20%。 

 

但是這樣子的差距隨著舉行公民投票日期的逼近，以及非常關鍵的在兩個兩

次全國性的電視辯論當中，因為他們在這次舉行的公民投票當中，按照我剛剛所

講的公民投票的法案，分成兩大陣營，有一個陣營叫作「Yes Scotland」就是我

們剛剛所講的獨派；那另外一個陣營叫作「Better Together」就是我們最好還是

待在一起，那個就是所謂的統派，這兩大陣營分別是蘇格蘭目前他們的首席大臣，

某個程度上你也可以說是蘇格蘭議會當中多數黨的黨魁，跟英國在國會裡面的內

閣總理，他們舉行了兩次的全國辯論，在那兩次的全國辯論當中，蘇格蘭的首席

大臣可以說是把蘇格蘭他們為什麼想要爭取獨立，而且對於蘇格蘭在獨立之後能

夠維持更好，而且是更符合他們期待以及他們蘇格蘭價值的生活方式，在那兩次

電視辯論會當中，可以說是說明得淋漓盡致；那相對地來講，英國這個部分他們

的表現相對來講就弱非常的多。 

 

那因此一直到今年9月初的時候，出現了所謂的「黃金交叉」，也就是贊成

獨立的到51%，那贊成統一的事實上只剩下49%，所以你如果問我說現在民調的

情況是怎麼樣，可以說是相當的膠著。 

 

陳為廷：好，非常膠著的這個時候，緊張刺激的時候我們來進個廣告，回來之後

跟各位繼續來討論蘇格蘭獨立公投的議題。 

 

(廣告) 

 

陳為廷：歡迎大家回來我們節目的現場，我是這個節目的主持人陳為廷，在我旁

邊有這個中研院法律所的副研究員，常常被國民黨說不務正業的副研究員，黃國

昌，跟大家問好。 

 

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我是黃國昌。 



 

陳為廷：當然他今天沒有不務正業，他今天非常認真的在中研院待了很久之後才

出現，好，我們今天在討論蘇格蘭這個獨立公投的問題，剛剛講到說事實上原本

在6月左右的時候，事實上獨派一直都不被看好，大概就是落後這個跟英國維持

統一狀況的這樣，當然維持高度自治權力這樣的狀況，大概是有相差20%的距離，

但中間經過了兩次的全國性的辯論之後，事實上現在的比例已經非常的接近，你

剛講是51對49這樣的比例。 

 

事實上最近的民調，在獨派首次在9月初的一次民調當中，超越了所謂要維

持現狀的Better Together的陣營之後，在接下來的數次民調當中，可以說是呈現

非常膠著的狀態，幾次民調所呈現的民意上面支持的百分比可以說都是在民調統

計的誤差範圍之內。 

 

陳為廷：對，所以當然就是一個非常膠著的狀態，但就這過去幾個月來，就是彌

補了這樣20%的差距，你覺得是為什麼，除了全國辯論當然可能佔了上風以外，

有什麼樣在統獨兩派之間，在爭辯的議題裡面，他們大概是會討論什麼問題？那

什麼樣的議題上面你覺得他們獨派佔了上風？ 

 

其實我覺得可能一開始在討論這件事情的時候，或許很多人會認為說這一次

所發起的蘇格蘭獨立的運動，它可以說是某個程度上是歷史性的因素，傳統上面

我們所謂的民族主義這樣子的一個精神他們在...在發酵，那事實上並不是真正所

謂從我們所講的理性的觀點應該有的選擇。 

 

那老實講我剛說我今年6月到英國去的時候，跟很多英國的朋友在聊到這件

事情的時候，當然我那個時候聊的英國的朋友很多是在英格蘭的人，他們在這次

並沒有投票權，真正有投票權的是目前居住在蘇格蘭區域的人，但是他們普遍上

面反應出來的就會認為說，蘇格蘭他們為什麼要離開我們，他們跟我們在一起，

整個前景事實上是會比較好的。 

 

但是相對的來講，我們如果看在這幾個月來，蘇格蘭獨立運動隨著整個日期，

公投的日期越來越近的時候，迫使整個蘇格蘭人他們必須要真的非常認真的去面

對、去思考，而且隨著時間越來越近的時候，不管是兩大陣營彼此之間的宣傳，

中間所進行的政策辯論也會越來越來的激烈，那在這個資訊進一步地散播，相關

的議題更深入地討論了之後，事實上會促使非常多蘇格蘭的人，他們可能在思考



這個問題的時候跟當初在幾個月前，只是接到電話，回答一個簡單的民調的問題

的時候，他們思考的深度會完全截然的不一樣。 

 

那當然在另外一方面，你可以說是在過去幾個月來，在英國的政府，也就是

剛剛為廷所講的，他用統派這樣的詞彙去描述他們，他們所散播出來的訊息，我

會覺得某個程度上是具有一些經濟意味上面的恐嚇，譬如說你如果離開了我們的

話，那你們財政上面是不是真的可以自己承擔，那你們即將會面對相當大的國防

或者是說在外交上面的預算等等。 

 

但是蘇格蘭人他們自己在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到目前為止所呈現的比較大

的差距，老實說都不是說在內政上面他們獨立會是一個非常不明智的選擇，因為

相對來講蘇格蘭是一個我們所說比較偏左派，也就是所謂的社會福利或是社會民

主這樣的思潮，我舉一個比較簡單的例子，現在在英國裡面大家都知道除了最近

新冒起來的所謂的獨立黨之外，傳統的兩大的政黨，一個是工黨，另外一個是所

謂的保守黨，那工黨的陣營有很多的議員基本上是從蘇格蘭區域所選出來的，那

也就是說假設今天蘇格蘭真的獨立成功了以後，英國的工黨未來要在英國能夠繼

續執政，或者是說他們要在國會取得一個多數，可以說是非常非常困難的一件事

情。 

 

而蘇格蘭他們比較偏重在社會福利上面，可以反映在相當多的政策上，其中

一個非常有名的例子大家可能最近在看到有關於蘇格蘭獨立公投的相關的報導

當中也會看到了是說，蘇格蘭他們的整個學校系統，包括到大學，是不需要支出

學費的，那也就是說他們認為讓蘇格蘭想要接受教育的學生去接受教育，這個是

國家必須要應該承擔的責任。那包括了他們的整個健保的系統，包括了整個有關

於老人照護的系統，相對來講都維持著我剛剛所講的他們比較偏向社會民主這樣

子的一個觀點。 

 

那現在在整個討論當中，你可以說是統派唯一會比較占上風，或者是說會對

於蘇格蘭的獨立會造成比較的壓迫的，事實上有兩個比較大的問題，第一個比較

大的問題是說在貨幣的使用上，因為對於蘇格蘭人來講，他們事實上他們並不排

斥，他們甚至希望，我的意思是說即使是獨派，他們都希望可以繼續去使用英鎊，

那但是對於英國來講，他們就認為說你們如果獨立出去的話，他們反對他們繼續

使用英鎊，那這個接下來的貨幣要怎麼樣使用，這個是獨派他們在這次的論戰當

中，他們必須要去向選民說服解釋的部分。 



 

那就有關於貨幣的使用，這件事情會牽涉到的另外一個問題是有關於對歐盟

的態度，那蘇格蘭議會或者是蘇格蘭地區的人，他們事實上對於繼續待在歐盟的

這件事情是有高度的共識，那他們跟整個英國作為一個國家的立場，英國對於是

不是要繼續待在歐盟這件事情上面，在最近事實上就有相當大的討論，甚至有出

現一些搖擺的立場。 

 

但是比較有趣的事情是說在這次的獨立公投的辯論當中，蘇格蘭希望繼續待

在歐盟的這件事情，從歐盟...當然我覺得歐盟可能在相當大的程度上面也會受到

英國這邊的外交壓力，他們告訴蘇格蘭的事情說，你們雖然想要繼續待在歐盟，

但是我們可能要求你們必須要進行一個重新申請的程序，就是你不能夠說你獨立

了以後，你就當然的還是待在歐盟當中，你必須要重新的申請進去歐盟。 

 

那這個是獨派他們可能在這一次有關於獨立公投的論辯當中，兩個他們比較

會...在面對統派對他們的質疑，大家大概可以很清楚的想像，就是當你成為一個

獨立自主的國家之後，你必須要去面對的挑戰、必須要去處理的問題一定是比現

在維持現狀要來得多得多。 

 

陳為廷：ok，當然很多聽眾朋友，我們在討論蘇格蘭獨立的時候，包含紐約時報

也做出評論說蘇格蘭獨立這個議題想必會給非常多的國家帶來很多的啟示，特別

提到臺灣，說這個會鼓勵，激勵臺灣的這個公投獨立自主這樣的路線，但是當然

這裡面有很多，你說要做簡單的比較其實不可能，包括說我們跟蘇格蘭的這個經

濟的條件、國際的條件相差非常大，尤其事實上我們面對的是中國，跟蘇格蘭面

對的是英國，這個差別也是很大，但是如果我們光就這個法理面，就是說光就公

投這個事情，拉回來討論到島國前進我們現在在做公投法這樣的運動，光就公投

這個事情，蘇格蘭可以用這樣的公投的方式，主張他們要獨立建國，那臺灣呢？

當然我們知道過去有很多這個，過去我們曾經有過這個入聯公投，它雖然不是一

個直接宣告我們現在是要正名制憲或是直接這個獨立建國，但它事實上是一個很

重要的主權宣示的意味。 

 

但是為什麼好像在入聯公投這個事情上面，好像這個後來無消無息，那什麼

樣的原因，如果我們同樣要去跟蘇格蘭一樣，重新如果要制定一個憲法，或是我

們要去建立一個新的國家，有人說要改國旗國號，或是我們憲法很多問題，我們

要重新制定一個憲法，依據現在的體制，到底我們現在面臨到什麼樣的難題？ 



 

剛才為廷其實提出來的問題我們可以分成好幾個層次上面來講，第一個前提

的背景資訊是這一次的蘇格蘭獨立公投，他們事實上並沒有設任何的投票門檻，

完全沒有設任何的投票門檻，也就是我們一般所在講的多數決，那什麼是簡單多

數決呢？就是全部出來投票的人，看是贊成方多還是反對方多，如果贊成獨立的

那方多，那這次公投就過關；那如果反對方多，這次公投就沒有過關，他沒有去

設投票的門檻，我剛剛跟各位聽眾朋友在前面已經介紹過說，在1979年的那一

次權力下放的公投並沒有成功並不是支持權力下放的人少，事實上那一次支持英

國必須要權力下放給蘇格蘭的選民是佔多數的，但是那次的公投為什麼沒有發生

效果，是因為它設置了一個投票門檻，那個時候所設置的投票門檻只有40%，但

是它卻造成了雙方在這個議題競逐上面的不公平，反而會壓低投票率，那這個也

是為什麼我們一直在強調說我們現在要推動我們的公投民主，這個不合理的50%

的投票門檻我們必須要先去除掉。 

 

陳為廷：好，不好意思，第一次主持，時間控制非常的差，但是待會我們要進到

最後一個階段，也歡迎所有聽眾朋友可以打電話進來，我們電話是02-2377-0557，

02-2377-0557，下階段歡迎call in，我們進個廣告。 

 

(廣告) 

 

陳為廷：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我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我們叫這個陳為廷，

旁邊有黃國昌，10月開始我們島國前進會正式在同樣一個時段，每個禮拜四的5

點到6點的時間，來跟各位討論我們政治的議題，但最後一個時間，這個我們最

後這一段之前，接call in之前，我們大概跟大家宣傳一下說，島國前進當然我們

未來在持續推動這個公投法的運動，在這個週末我們會有我們一系列的活動，在

雲林、嘉義、台南，包括雲林是晚上六點半，禮拜五晚上六點半在斗六的柚子公

園，禮拜六9月20號晚上六點半在嘉義市的中正公園，禮拜天9月21號在台南是

下午三點，在臺灣文學館開始我們會有一個遊行，最後六點半回到成大南榕廣場，

一個晚會，所有的資訊你可以再上臉書島國前進的粉絲頁上面再來看詳細的訊息，

邀請所有的朋友能夠在週末，雲嘉南的朋友可以一起來跟我們面對面來討論這些

問題，那我們現在來接聽這個call in的電話，首先第一個是來自淡水的陳先生，

陳先生你好。 

 

陳先生：喂，你好，很驚豔的是在回家的路上聽到你們兩位帥哥的聲音，首先要



表達對你們的感謝…… 

 

陳為廷：賣安捏共，賣安捏共。 

 

陳先生：這段時間為臺灣的付出，那我接下來我要說為廷你的主持真的很好…… 

 

陳為廷：謝謝，不要這樣子。 

 

陳先生：時間控制是另外一回事，不過謝謝你們，也希望這個節目可以一直持續

下去，讓我們可以持續得聽到很精闢的見解、流暢的說明這樣，另外我只是小小

的一個問題，就是因為關於蘇格蘭公投，在最後面這幾天似乎統一的聲浪出來了，

而且首相啦、女王啦等等都跑出來要把這個蘇格蘭拉回去，如果最後這個結果是

統一的，那麼對於臺灣追求獨立的路上會不會有一些不好的影響？再來就是說因

為我是草民一個，所以不知道國昌老師你認為這次獨立的機會有多少？謝謝。 

 

陳為廷：ok好，謝謝陳先生，我們再接一通之後再做回應，下一通，我們來歡迎

台北的陳小姐。 

 

陳小姐：兩位主持人好，大家好，有關那個修改公投法連署最好能夠請那個政黨

或社團幫忙你們連署會比較快啦，那最好連署能夠有比較普遍一點，讓大家要拿，

要連署的時候方便，我現在為止我不知道我要到哪裡去拿連署書，我是新北市

啦。 

 

陳為廷：好ok，謝謝陳小姐，再一通，我們再一通有...好沒關係，那我們先請國

昌先回應一下這個蘇格蘭跟這個公投連署點的問題。 

 

其實就有關於蘇格蘭的這次公投，我老實說我個人，最後的結果到底是獨立

的過關還是說繼續維持現狀的這個結果本身，我個人是沒有什麼立場，但是我覺

得對於臺灣來講比較大的啟示，或者是對於臺灣來講，我們在未來的改革上面比

較大的啟發應該是在於說，他們有權利決定自己未來的命運，投票舉行獨立公投

這件事情本身事實上就意義重大了。那在這個禮拜一我在《自由共和國》所發表

的一篇短文也是在處理蘇格蘭獨立公投的議題的時候，我事實上就已經曾經提出

來，拋出來過一個問題，就是說現在不管是...是國民黨，我們的執政黨還是在野

黨民進黨，幾乎所有朝野的政治人物他們跟臺灣人民所說的話都是一樣的，也就



是臺灣的前途、臺灣的未來必須要由2300萬人共同決定。 

 

下一個問題是說，這到底是一個政治口號還是給人民的一個承諾，如果是給

人民的一個承諾的話，我們必須要追問的下一個問題是說，那所謂2300萬人共

同決定，那個決定的機制在哪裡？我們要如何的實行？那在這一次蘇格蘭獨立公

投，不管是在整個公投的過程當中，他們兩邊正方反方可以在一個非常公平而且

公開，一個遊戲規則都非常清楚、透明、簡單、明白的情況之下，讓絕大多數，

讓人民他們可以透過自己的投票來決定國家的未來這件事情本身，我覺得對於臺

灣來講意義就重大了，因為相對來講，臺灣事實上可以說是比蘇格蘭現在的狀況

更像是一個主權完整獨立的國家，但是我們都知道說在目前我們所謂的一中憲法

下面，臺灣雖然是一個國家，但是它是一個不正常的國家，在接下來整個推動不

管是臺灣國家的正常化的運動當中，這個是整個蘇格蘭獨立公投在整個過程上面，

以及他們投票權利的行使上面就足以對於臺灣造成相當大的鼓舞跟啟示，那至於

說最後的結果怎麼樣，我個人倒沒有覺得那麼重要。 

 

那第二個部分是說，可能我們要強調的是說，這次島國前進在推動整個補正

公投法的運動當中，我們並沒有排斥任何的團體、任何的組織來支持這樣子的運

動，那如果說有任何的團體、任何的組織，甚至是包括政黨，它願意支持島國前

進這樣子的訴求，參與島國前進的連署，我們都是開放的。 

 

那當然因為我們只是一個普通的團體，我們的資源有限，那我們現在主要都

是藉由非常多的志工朋友們，他們透過自願的方式讓我們擺連署書、設置連署點，

那我們所有連署點的資訊也都貼在我們的臉書活動頁上面，那我們希望藉由我們

全國一站一站的巡迴，在這個同時我們在全國的各個地方都會廣設我們的連署點，

那當然對於有使用網路習慣的朋友來講，最快的方式就是可以上島國前進的臉書，

又及我們為了這次補正公投法所設置的網站，在網站上面、在臉書上面，各位都

可以很容易地下載連署書，下載連署書以後有寄回來的一個，可以直接投到郵筒

就可以，陳為廷先生他是這次我們整個補正公投法連署活動的領銜的連署，就是

整個公投連署活動的領銜人，那把它寄回來我們就可以收得到了。 

 

陳為廷：不好意思，我們還是先再來接call in，台北楊先生，不好意思讓你等很

久了。 

 

楊先生：為廷帥哥跟那個黃教授好。 



 

陳為廷：賣安捏供。 

 

楊先生：今天最開心的事情就是剛剛聽到美琇姐說以後你們禮拜三這個時候有節

目。 

 

陳為廷：禮拜四禮拜四。 

 

楊先生：禮拜四禮拜四好，那你們今天談還是那個蘇格蘭公投的主題，我提供一

個我小孩子的經驗，我小孩今年才小學六年級，他們老師最近也拿了個文章給他

們看，蘇格蘭公投，然後叫他們寫心得，那我女兒就劈哩啪啦劈哩啪啦寫寫寫，

最後一句話她想一下說她結論要寫什麼，她的結論就寫：所以臺灣也要獨立公投

(黃國昌、陳為廷笑)，那個老師也很緊張，他就問我說怎樣，我說我從來沒有跟

她講過這個東西，雖然說我本身支持臺灣獨立，但是我小孩子那麼小，我從來也

不會跟他講這個，那我女兒念的小學也很有趣是，他跟連勝文的兒子是同一個學

校，所以是一個很藍的學校，那那個私立小學的董事長還是連勝文那個重要幕僚，

李維德還是李德維的爸媽，所以從這麼小的小孩子的事情，我會感覺如果今天臺

灣公投獨立可能不會過，但是再過10年、20年，我認為一定會過，所以大家都

要加油。 

 

陳為廷：好，謝謝楊先生。 

 

楊先生：最後一個問題我請教黃老師，就是蘇格蘭如果公投，它要加入聯合國的

話，那常任理事國會有否決的權力嗎？好，謝謝。 

 

陳為廷：謝謝楊先生，但我們今天的時間控制真的很差，所以我們時間其實已經

到了尾聲，ok，那謝謝各位觀眾朋友，聽眾朋友今天的收聽，以後每個禮拜四的

晚上，5點到6點島國前進……(被消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