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0925 綠逗來開講 黃國昌 林飛帆 試播 五都選舉 訪問周永康 馬總統學習兩德統一論 

林飛帆：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歡迎來到綠逗來開講，那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林飛帆，那

在我旁邊的是…… 

 

我是黃國昌。 

 

林飛帆：好，先跟各位說明一下，因為我們這個節目，這兩週都是由我們這個島國前進的夥

伴來做主持，那最主要的原因是在接下來10月份的時候，我們會由島國前進在這個時段，就

是每週四的這個下午5點到6點這之間，會由我們島國前進的夥伴來為各位帶來「島國前進」

的這個節目，所以接下來每一週的每週四下午5點到6點歡迎大家收聽島國前進，那我們今天

就在開始之前，我們先跟大家介紹一下我們今天最主要會來跟大家介紹什麼樣的議題，那今

天其實...今天下午我想大家應該很多朋友都在關注一個訊息，就是在很多人在臉書上面轉貼，

就是關於馬總統最近在針對這個兩岸的問題接受德國的媒體訪問的時候，提到說兩岸之間的

問題應該要借鏡這個兩德的統一的經驗，包含說兩岸互設辦事處的議題等等，希望能夠借鏡

這個兩德的這個經驗。 

 

那這樣的談話一出來之後，其實引起了這個軒然大波，那到目前為止其實有一些說法，

有一些說法目前為止還是一個羅生門，馬總統到底是如何去講述兩岸之間的這個關係未來要

如何發展，他到底是怎麼講的，這部分的問題我們接下來等一下花一些時間認真的、很仔細

地來討論這樣一個議題。 

 

那第二個我們主要討論的議題主要是現在，大家都知道正在香港發生的香港的學聯的罷

課的行動，從9月22號開始，9月22號開始他們已經展開了第一場的罷課行動，一直持續到今

天，已經連續4天，在不同的地方，他們第一天的時候在這個香港的中文大學的百萬大道，有

這個一萬三千多名的同學他們展開這整個罷課的行動，那在後續的這幾天，在添馬公園他們

也持續地展開這個罷課，那他們很仔細地在講說他們這次的罷課行動是「罷課不罷學」，那

也就是他們在這個罷課的現場他們還是持續地在展開這個民主的講堂，有點相似於我們當時

候太陽花運動期間在外面民主講堂的形式。 

 

這樣的一個罷課的活動到底會持續到什麼時候，那他們最主要的訴求又是怎樣，我們接

下來會在這個第二階段，節目的第二段的時候我們會訪問香港學聯的祕書長，周永康，我們

會訪問他，在整個節目正式開始討論以前，我想先跟各位就是update一下我們今天早上，今

天早上在這個台大校友會館有一些NGO的公民團體他們召開了一個記者會，這個記者會最主

要的訴求是提到說希望能夠2014年年底的選舉能夠來翻轉選舉，他們提出一個翻轉選舉的運



動，那為什麼要提出這個翻轉選舉的運動？我們大概可以先跟各位稍微做個介紹，因為這一

陣子大家很清楚，我們在媒體上面基本上已經看不到其他各個縣市的這些選舉上的議題，基

本上都是著重在這個柯文哲跟連勝文兩個人的對決之中，那包含說MG149這個帳戶的問題還

是說這個監聽的問題，現在所有的媒體版面基本上都在討論整個台北市長選戰的問題。 

 

我們在這段時間裡面難道年底的選舉只有這個台北市長選舉嗎？其實並不是，其實在各

個地方縣市，我們接下來還有其他的五都也一樣要選舉，台北市以外還有其他的五都也要選

舉，還有16個縣市，16個縣市的縣市首長，包含縣市議員也都要選舉，這麼龐大的這個選舉

為什麼在現在只會在媒體上面看到，好像形塑成只有台北市長選舉，我覺得這是個很嚴重的

問題。 

 

那今天的公民團體他們提出來的這個主要有三個訴求，他們希望能夠在後續有更多喚起

公民社會的一些討論，第一個他們提到說他們接下來希望對這些地方的候選人提出來一個具

體的這個要求，希望能夠請地方候選人去對這些議題表態，第一個議題是拒絕讓其他不同縣

市，特別是這五都以外，六都以外的縣市的這些縣民不要成為是三等國民，那為什麼會說這

個三等國民的這個論述，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三等國民這樣一個說法，其實我們看到說過

去一段時間，台北市是我們整個全臺灣資源最豐富的一個縣市，台北市以外的五都也是相較

於台北之外，第二個資源相對豐富的地方，但是我們的其他的這些16個縣市，基本上是他們

現在所過的生活，他們現在的包含說他們分配到的這些財政上的資源其實都相對於這些五都、

六都還要來得少得多，那基本上他們的生活處境跟條件也比其他的五都六都還要來得更加的

困難，所以希望有一個翻轉這樣的現象的一個論述，所以他們提出了三等國民的論述，希望

候選人能夠進一步地提出改善的措施，甚至在未來地方選舉上面有沒有可能有一些制度上面

重新地變革。 

 

那公民團體他們提到的意見當然例如說是希望能夠廢除這個縣級的制度，讓每一個縣市

都能夠合併升格或單獨升格成為這個直轄市，享有跟其他直轄市一樣的地位，那另外一個很

重要的重點是說我們現在的行政院院會，現在行政院院會只有這個五都的縣市首長能夠去參

與這個行政院院會，那基本上其他的16個縣市首長都沒有辦法去參與行政院院會，那這完全

是造成地方上一個很大的一個，不管是在政治資源上面還是說在整個制度上面其實有一個很

大的落差，這些公民團體第一個希望能夠造成一些改變的是這一點。 

 

那第二個是說我們過去一段時間看到那個整個臺灣的地方選舉基本上是被家族或派系，

甚至說是這些黑金政治所壟斷，那過去一段時間大家看到說很多的這些縣市議員跟這些地方

的，不論是財團還是黑道是有很強的一個掛勾，基本上公民團體也希望說在這部分能夠去爬



梳清楚，到底我們現在的地方的縣市議員的候選人，甚至縣市首長的候選人他過去有沒有什

麼樣黑金的背景，有沒有什麼樣跟這些地方的財團掛勾這樣子一個背景，希望能夠在選舉之

前能夠把這樣的資料庫建立起來，在未來選舉的時候能夠提出一個類似投票指南的這個指引，

讓選民能夠更清楚地看見到底哪些人是我們覺得理想中的人選，到底哪些人又是不應該再被

推薦，甚至說不應該讓他連任的這樣一個人選。 

 

第三個就是他們希望能夠達到這個決策的透明化跟參與式民主，因為我們過去知道說地

方的這些縣市議員他們透過這個一些工程配合款，那可以去做很多的這些綁樁的動作，但是

過去一段時間到底這些錢如何去花用，到底有沒有一個透明監督的機制，這些東西都是目前

為止我們看不到的，在地方上面我們基本上看不到這樣子一個資訊。 

 

那同時我想補充一件事情是前一陣子在9月11號的時候自由時報的一個報導，是關於這個，

因為我自己是台南人，那在台南市有一個這樣的新聞，說台南市的總預算質詢，市議會的總

預算的質詢流會，流會的原因是因為所有的縣市議員全部都去跑攤，跑攤跑到市議會要開會

的時候流會，原因是因為人數不足，大家都去跑攤了，那這樣一個現況在今天我又看到一個

相似的新聞是發生在雲林縣，雲林縣也是一樣，這個蘇治芬縣長的最後一次的這個施政報告

底下沒有半個縣議員在聆聽，底下沒有半個人，還要請這個他們黨團的總召去一個一個慢慢

地call，把這些人叫回來，那基本上這樣的現象其實在各個地方層不出窮，但是我們更仔細地

去探問一件事情是，過去我們到底花多少的心力在關注地方的政治生態、地方的選舉文化，

到底這些縣市議員被選出來之後，他們到底花了多少時間在市議會、縣議會裡面去做質詢、

去做預算的這個審查？到底他們花了多少的時間在縣市議會裡面開會？ 

 

這些事情是我們過去也一樣都不得而知，那這樣的狀況我們希望在今年這個年底選舉的

時候能夠也是一樣一併地提出一個投票的指南，告訴大家說在過去一段時間裡面，你所選出

來的這些地方的民意代表，他們到底在這個縣市議會裡面到底在做些什麼樣的事情，到底是

有認真開會呢？還是每天都在這邊選舉跑攤？那這是主要是今天早上的這個很多公民團體提

出來這個2014年翻轉選舉運動的一個這個最主要的主軸跟訴求。 

 

那接下來就是我想稍微再跟大家簡介一下現在香港正在發生的這個狀況，前一陣子大家

應該都很清楚，我們有位夥伴(黃國昌笑)嘗試著去這個香港的這個機場要闖關，那這個人叫陳

為廷，那上個禮拜就是由他跟這個國昌一起主持這個節目，那今天換作我，所以我特別的緊

張，就是這是我第一次的主持節目就獻給這個快樂聯播網這個綠逗來開講的節目。好，他在7

月份的時候為什麼要去香港，香港當時候最主要發生一件事情，就是在6月22號，他們在今年

6月22號展開一個為期一週的這個全民投票的行動，這個全民投票到底在投什麼東西，香港其



實目前為止他們是沒有一套這個公民投票法，他們沒有公投法的情況為什麼還可以舉辦這個

全民投票？其實完完全全是來自於這個民間的力量，他們透過幾個大學跟這個學界跟公民團

體的合作，共同舉辦公民投票，這個公民投票最主要投的東西，他們提出來三項的這個三個

選項，其實這三個選項就是要讓大家去選擇未來他們香港的這個普選的方案，包含這個特首

的普選的方案。 

 

那最主要的一項訴求，其實這三個普選的方案裡面最主要的共通點都是他們要求一個要

有公民提名的機制，但是在這個香港的80幾萬人出來投票之後，在71遊行的時候也有超過50

萬人走上街頭，呼籲說香港的港府包含說北京政府應該要給予香港人民一個真正的普選，但

是到目前為止其實我們都很清楚地看到，北京政府已經斷然拒絕這樣一個真正普選的這個決

定了，他們基本上已經決議了，就是接下來的香港普選並不會真正的落實，他們還是一樣要

維持在一個小圈圈的決策機制，然後斷絕這個公民提名的後路，所以他們基本上拒絕了公民

提名，那所以因此也導致這整個從7月份開始，我們知道7月1號的71大遊行之後，當天晚上

就有香港的年輕人，香港的專上學聯，專上學聯就是他們的這個大學的學生會的聯合會，專

上學聯就發起了這個預演佔中，那預演佔中當時候他們也是像我們一樣，就在臺灣一樣，手

勾著手坐在地板上面，那向警方採取這種不合作的抗命的行動，那當天晚上很快的在清晨的

這個七八點就被全面排除掉。 

 

經過那次的經驗之後，他們其實一直以來，這一個多月以來，兩個月，都在籌備這個整

個罷課的行動，所以他們在這個禮拜的9月22號，禮拜一開始，禮拜一開始他們已經展開了第

一波的這個罷課的行動，這個罷課的行動他們訴求也很清楚，他們希望梁振英能夠當面的去

跟他們答應他們會面，回應他們的訴求，那要到一個真正的普選的方案，那希望他能承諾真

正普選方案，所以當時候的這個學聯的祕書長周永康他也曾經說過一句話：「香港是香港人

的主場，不是北京的主場。」那話說出來很有氣魄，我覺得比臺灣很多的運動口號都還要有

氣魄，他提出來這樣子一個訴求，那一直持續到今天罷課的第四天，罷課的第四天還是一樣

沒有得到梁振英的回應，就是香港特首梁振英的回應，所以他們今天晚上，今天晚上他們將

要採取進一步的行動的升級，要去包圍香港的禮賓府，他們今天也宣稱說會包圍到什麼時候

他們也不確定，這個是現在香港的一個最新的整個狀況。那我們現在就先進廣告，休息一段

時間，那等會回來呢我們會連線給香港的學聯的祕書長，周永康，那請大家接下來下一個階

段繼續跟我們在一起。 

 

(黃國昌拍手) 

 

(廣告) 



 

林飛帆：各位聽眾大家好，那個歡迎來到，就是再次回到那個綠逗來開講，那我是今天的代

班主持人林飛帆，那在我旁邊的是黃國昌，那今天我們現在準備要這個跟各位來，就是連線

給這個香港的這個學聯的祕書長，周永康，香港學聯祕書長周永康，那現在永康在線上了嗎？

永康有聽到嗎？永康，好，永康有嗎有嗎？ 

 

(無回應) 

 

林飛帆：好，那個不好意思，我們可能連線上面有一些問題，永康有在線上了嗎？永康？ 

 

周永康：在線上在線上。 

 

林飛帆：永康我是飛帆，你好。 

 

周永康：你好你好。 

 

林飛帆：永康你好，你現在在那個我們綠逗來開講的節目上面，那主要有幾個問題我想大概

臺灣的朋友也相當的關心就是現在香港的整個狀況，那你能不能先跟大家說明一下說現在你

們已經進入到整個罷課的第四天，那你們最主要的訴求是什麼？ 

 

周永康：現在其實進入到罷課第四天，其實主要訴求有四個，頭兩個就是要求政府回應香港

人一直以來爭取民主政改一些非常關鍵的要素，就是公民提民權，公民提民權跟臺灣一樣就

是人民可以直接提名他心目中的候選人去參選，但是香港現在的政治就是他的提名權完全是

給政府限制的提名委員會給把持了，基本上那是中國政府給香港去提名，而不是香港人自己

去提名這個特首候選人，這是香港人爭取的方向；那其他幾點這個要求立法會全面直選，廢

除所有的功能組別，也就是所謂的特權階級，其他兩個就是人大必須要撤回他這個香港政改

的一個不公義的決議，這是他把人大常委會限制在整個特權，1200人才能提名特首候選人，

人們如果投三個選項，他們都不能達到的話，那特區政府就梁振英以及他政改三人組裡面的

官員應該要問責，引咎請辭，這就是香港學生、香港人現在普遍要求政府回應的訴求。 

 

林飛帆：ok，永康那目前為止，就是香港的港府或是北京政府到底有沒有對於你們的訴求有

任何正式的回應或是有任何的表態嗎？ 

 

周永康：其實可以看見就是香港政府一直都在逃避，北京他說人大決議是不可推翻的，那香



港政府他就一直說人大已經下了決議了，那面對香港學生的訴求他說我們認同香港學生對於

民主理想的追求及堅持，但是他到底有沒有答應要跟學生對話？這是我們在禮拜一的時候已

經跟特首發出了公開信，要求他來到我們集會的添馬公園，政府附近的添馬公園去直接對話，

那他沒有回應，然後第二天早上我們去他的特首辦公室外面去找他，然後他叫學生走開，完

全沒有意思接受學生的訴求，那之後我們就發出了48個小時的通牒，在那48小時，今天早上

11點已經截止了，他還是沒有出現，就是在公開聲明稿中不斷重覆說欣賞學生，但是從來沒

有提過學生的訴求他會怎麼樣去回應，只是一再地把特首政府的責任推給人大說人大已經下

了決議，那我們就按人大的決議一步一步地推進整個改革。 

 

林飛帆：ok，永康因為我有注意到說這個因為你們給他48小時的期限，在今天早上的11點其

實已經到了時限，那目前為止你們晚上宣布說會到這個禮賓府去包圍禮賓府，這樣的行動接

下來你們有什麼樣的打算，就是說包圍禮賓府之後，那如果港府方面或梁振英方面他還是一

樣遲遲地不願意回應的話，那你們大概會有什麼樣進一步的打算或是進一步的行動？ 

 

周永康：其實現在進一步的打算就是一路下來，包括今天晚上去禮賓府的行動，一來就是要

求他真的要直接面對市民跟學者，二來就是我們也預計了其實他一直會逃避，希望香港人是

再次看得見這政府是這麼的無恥、這麼的不公義，他們也會站出來覺得這時抵抗必須要站出

來了，特別就是上個禮拜的時候，下禮拜三可能是10月1號戴耀廷他們佔中三人組也表達就是

是一個去佔中的好機會，那在這樣的一個關鍵時刻，那學生也是希望一步一步地把市民重新

給喚起來，重新推動群眾運動。那所以今天晚上禮賓府他還是不出來的話，那我們預見是明

天我們繼續會來集會，這個集會的主場會由添馬公園移到就是政府特面的路邊，會開始展開

包圍政府總部的一個行動。 

 

林飛帆：ok，國昌。 

 

永康，我是黃國昌。 

 

周永康：你好。 

 

你好，之前那個其實在你們第一次發起運動的時候，飛帆跟我其實都想要去香港，去聲

援你們，那當然為廷有直接搭飛機過去，不過後來被遣返回來了，那對於這一次香港學生能

夠這麼勇敢的站出來對抗中共的暴政，而且去爭取香港自己要的民主自由，我相信在臺灣非

常多的年輕人以及學生都非常的支持，那就具體來講，你覺得對於臺灣的年輕人來講，從香

港現在所在發生的事情能夠帶給臺灣的年輕人什麼樣的啟示？那同時你覺得臺灣年輕人可以



透過什麼樣的方式進一步地去支持你們在香港為爭取民主自由所做的努力？ 

 

周永康：我覺得香港人或香港現在的局面給臺灣的年輕人或者臺灣的普遍人啟示就是，對於

中國政府不要輕易相信他所做的承諾，因為他今天他對臺灣他表達出一個非常友善的面孔，

說我們是一家人，那其實八十年代的時候，中國政府也是這樣跟香港人說，可以看見30年後

他們所說的一個「民主治港」的承諾完全是寸步不進反而更是倒退，越來越掌握在特權階級

手中，那如果萬一中國政府未來對臺灣在政治或經濟上面有更多的入侵或更多的控制的時候，

那個時候才發覺原來這個政權他的本質，那時候可能已經太晚，可能在跟中國政府的交往裡

面也要小心就是，到底自己應該處於一個什麼樣的身位，對方到底是有什麼的盤算，對自己

的權利會不會有什麼樣的威脅。 

 

那像其實臺灣學生跟香港其實我們最多也只能在兩界，那我相信就是，如果有緣，他可

以直接來香港聲援，那是最直接的連結，那其他的就是對於中國政府其實可能也要，可以等

於是一個非常直接跟明確的表態，你今天可以這樣對待香港，明天就會這樣對待臺灣；那第

三個message出來就是給其他臺灣人知道，其實香港的狀況，中國可能最終也會這樣對待臺

灣，這樣子其實對中國政府也會帶來一種施壓就是，其實中國政府是他非常重視跟臺灣的一

個串連，那如果臺灣學生可以表達出對中國政府的一個非常堅決的態度的話，那中國政府在

面對臺灣的施壓之下，也可能在裡應外合之下，對香港的壓力也會相對來說慢慢地緩和。 

 

林飛帆：ok好永康，那個其實基本上我們在10月1號，因為我們目前得知10月1號整個佔中的

行動將要展開，那我們在臺灣其實在10月1號的時候也有一個相應的行動我們會在自由廣場，

10月1號的晚上這個6點鐘，我們會在自由廣場有一個公民團體的一個集會，那其實也是希望

能夠號召更多的這個臺灣的年輕朋友包含臺灣的公民，能夠更關注現在香港正在發生的事情。

那我想最後再稍微問一個問題，就是說你們現在的罷課行動就是會一直持續到接下來的10月1

號，連接著10月1號的整個佔中的行動嗎？ 

 

周永康：其實現在是有這樣的聲音，因為怕罷課到底會不會延長，現在還是要聯校罷課委員

會裡面去討論，但是所以現在的狀況就是當初我們提到就是，如果政府他回應一直是莫衷一

是，那行動必須要升級，那罷課延長也是其中一個方向，不過現在還沒有拍板，但是這確實

是一個考慮中的方向。 

 

林飛帆：ok，那如果接下來，因為我們其實大家都很擔心說整個香港的整個局勢，包含說前

一陣子那個解放軍這個裝甲軍直接在香港街頭上面行駛，那甚至他們這個動用大規模的的警

力在做這個預演演練，要如何大量逮補這個佔中人士，那如果當這個運動發生到說香港的警



方開始用一些比較強硬的態度要做驅離或驅散的動作的話，你們現在有什麼樣的因應的措施

或是準備？ 

 

周永康：其實基本上現在的局勢的這個判斷就是，他基本上還是會用香港警方去面對香港的

示威者或香港的行動者，他可能會用水砲，那當他們用這些措施的時候，可能我們要暫時散

開然後再聚集，讓整個佔中運動可以繼續下去，這個一波又一波，那到底他會不會用解放軍，

那現在的評估是他還沒有這樣的膽量，或者他的成本相對來說是非常的高昂，因為你說中國

大陸的改革事件，他也不敢只派軍隊直接鎮壓，但是在今天中國大陸他經濟狀況這麼繃緊的

狀況，如果他要派軍進去香港這樣一個國際經濟城市的話，其實他某個程度也會直接動搖他

在國事上面的威信或動搖他的管制根基，可能很多矛盾會一觸即發，所以在這樣的局勢之下，

其實他目前來說還是會有兩條路，一條就是香港警方，另外一條就是他可能會派一些人或是

他的特警混入在人群當中，或是當間諜，去刻意的挑動市民之中的情緒，領導大家會有紛亂

的狀況出現，現在最重要就是讓他的策略不可以得逞，這現在是目前的一些策略去對應他有

可能出現的一些對策。 

 

林飛帆：ok好，那我們就謝謝永康今天的這個10分鐘的時間跟我們連線。 

 

謝謝永康，謝謝你。 

 

林飛帆：謝謝永康。那各位這個聽眾朋友大家好，就是我們剛才其實聽到香港的這個學聯的

祕書長，他叫周永康，那其實他才是一個這個大學生而已，那他們現在正在發動的這個運動，

其實在過去一段時間我一直有聽到一種聲音，一種論調是說到底臺灣的年輕人或是臺灣人到

底需不需要去關心香港，有一種聲音告訴我們說我們不用去關心香港，我們不用去關心，甚

至我們也不用去關心中國，那告訴我們說因為中國跟香港本來就是跟我們是不同的國家，所

以告訴我們說不用去關心他們，或是我們自己在臺灣連國民黨都打不倒，幹嘛還要去關心香

港的事務或是中國的事務。面對這樣的聲音的時候其實我自己有一個很大的疑惑，那我自己

的想法是說我覺得現在香港的整個狀況，其實香港的年輕人，他們這一代的年輕人跟臺灣的

年輕人其實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其實我們在共同面對到的一些問題其實都是類似的。 

 

第一個是說香港現在他們面對到的民主的瓶頸其實就是他們立法會不民主的狀況，那包

含說其實他們先前也經歷過了像臺灣的這個張慶忠30秒事件類似的事件，就是整個新界東北

的那個開發計畫的撥款，他們在那個計畫裡面的撥款，他們立法會的議員也是透過強渡關山

的方式，企圖去強渡關山通過那樣子一個東北新界的一個開發案，那在那個過程當中，其實

我們過去一段時間關注會覺得這好像彷彿是臺灣在整個服貿審議的過程當中會發生的事情，



那香港其實現在也正在面對到類似的事情，就是他們整個民主其實實際上是停滯不前的，實

際上他們的狀況其實比起臺灣可能更加的糟糕、更加的嚴峻。 

 

那第二個其實我覺得香港跟臺灣年輕人的一個很大的共通點都是我們直接面對到中國，

直接面對到整個中共或中國因素，那中國因素對我們而言到底是什麼？其實實際上我們過去

一段時間在談中國因素，他所代表的意涵就是這個中國透過他強大的這個資本跟他的一些經

濟跟軍事的力量來進行政治上面的擴張，進一步地去侵蝕周邊民主國家或民主地區的一些民

主的根基，這是我們在談論的中國因素，那香港的年輕人其實跟我們面對的狀況是一模一樣

的狀況，而且他們面對到的狀況可能是更直接的狀況，所以其實我覺得我們應該採取的態度

其實實際上是應該要更關心香港、更關心中國，那作為一個...我自己覺得自己是一個獨派，

但是可能這個，我覺得作為一個獨派，就是我們要做的事情其實並不是一刀切得把這個，因

為他是跟我們是不同的國家，所以我們不用去關心他，而是我們很清楚地認識我們共同的敵

人到底是誰，那我想我們很清楚的我們的共同敵人現階段最主要的敵人就是中國共產黨，在

這樣的情況底下，我們應該是要跟香港的朋友就是聯合成一個聯合的戰線，去面對中共現在

的步步進逼。 

 

那我想回頭過來，等一下下一個階段我想再邀請國昌來稍微跟我們分享一下整個香港現

在的局勢，包含說前一陣子他觀察到香港的一些狀況，那我們先進個廣告，然後下一階段我

們會再繼續，好謝謝。 

 

(廣告) 

 

林飛帆：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歡迎回來綠逗來開講，那我是今天代班主持人林飛帆。 

 

我是代班主持人，黃國昌。 

 

林飛帆：好，你為什麼有點遲疑，我想剛剛連線到那個這個香港學聯的祕書長周永康，那大

概對於現在香港學生整個罷課的狀況有一些稍微初步的瞭解，那我想請國昌來分析一下，就

是過去一段時間我們看到香港的一些民主運動，他們跟臺灣到底有什麼樣的，相比之下，就

是他們跟我們之間有什麼樣的一些關聯或是相似的地方，甚至我們彼此可以借鏡的地方？ 

 

老實講我覺得大部分的人其實都可以瞭解香港目前所面臨的處境可以說是比臺灣更為得

艱難以及艱困，那在前一階段他們在進行透過全民投票的方式要求要進行政治改革的方案，

那不過接連著中共他們發表了所謂的一國兩制的白皮書，那以及前一陣子在人大正式做成的



決議，可以說是把香港人要求爭取普選以及中國政府他們事實上早就承諾了要給予港人自治

以及港人他們直選自己行政長官這樣子的承諾給打破的時候，從任何的角度上面來看你都可

以清楚地看得出來北京政府狠狠地打了香港人民一個大巴掌，在那個時候我本來以為大概這

件事情可能就到此結束了，那香港人會接受他們這樣子的一個命運。 

 

那不過會讓我某個程度上非常相當相當佩服的事情是說，香港這群年輕人他們所展現出

來的勇氣以及他們的行動，他們沒有選擇逃避，他們沒有選擇接受，他們也沒有選擇放棄，

他們追求他們自己命運的方式是勇敢的站出來，大聲地喊出他們的訴求，而且採取非常積極

具體的行動在爭取。那老實講我之前在很多媒體上面看到了有關於很多香港同學他們的發言

以及永康，我印象裡面最深的一句話是說，他們之前本來在爭取的是一個民主選舉的制度，

但是永康說經過中共政府一巴掌把他們打醒以後，他們把整個訴求的層次拉高到他們要求命

運自決這樣子的層次上，那我相信說他們接下來所面臨的挑戰還會非常的大。 

 

那不過從剛剛永康跟我們大家分享以及對臺灣的啟示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得出來說，即使

在香港的人他們有這樣子切身的感受，對於中國共產黨的本質以及臺灣人民應該要注意的事

情，永康他們似乎這群香港的年輕人看得好像比我們的馬政府都還要清楚。 

 

林飛帆：嗯ok好，講到馬政府，這個我們今天討論的第二個主軸，我們看到這幾天，就是今

天下午，今天下午讓大家為之一片嘩然的一個論調，就是馬政府在接受德國之聲跟這個德新

社的訪問的時候，脫口說出臺灣跟中國之間應該要借鏡兩德統一的這個經驗，所以他也提到

說包含兩岸互設辦事處的問題應該要學習去參照兩德之前的狀況，其中還有提到另外一個論

點，他說太陽花運動對兩岸關係的衝擊，他覺得只是一個短期的衝擊而不是一個長期的衝擊，

那他其中還舉了非常多的這個民調的數據來這個支持他的論述說這個絕大多數的臺灣人民是

支持這個現在跟中國之間維持這樣的經貿的往來，甚至說在兩岸關係上面維持現狀這樣的看

法，那國昌你對這樣馬政府今天這個馬總統這樣的講話有什麼意見？ 

 

我想呃...馬英九總統他長期以來缺乏現實感，就是說他自己腦袋裡面所在想的東西跟社

會上面的現實嚴重脫節的這件事情很多臺灣人民都知道，那也因此他對於太陽花運動後續效

應的評估，那甚至說他所引的民調，那我相信他看的民調應該是政府部門他們自己做起來希

望讓政府部門看了高興的民調，他沒有去看其他可能更多的媒體還展現出來的在民調上面的

顯示對運動的支持、對於兩岸協議監督機制必須要建立的肯定，對於統一事實上支持的人已

經到10%以下了，反而支持臺灣獨立的比例越來越高，這麼多的民調我相信馬總統他都是把

眼睛閉上來選擇視而不見。 

 



但是今天在德新社這篇新聞所展現出來的一個訊息會讓我最沒有辦法接受的事情是說，

第一個，今天馬總統他如果要去討論有關於兩岸關係，甚至是提到說他要去借鏡兩德的模式，

透過互設辦事處來達到等一下我們要討論的另外一個羅生門，他到底有沒有說要借鏡兩德的

模式來促進統一、來追求統一的這樣子的話上面，我覺得最奇怪的事情是說，這麼重大的談

話他怎麼會只邀一些特定的媒體私下地去表示、去釋放出這樣子的訊息？馬總統是我們臺灣

人民選出來的，這麼重要的事情在國內有沒有經過充分的討論，甚至可以說很清楚的他所傳

遞出來的訊息是跟主流的民意相反；那第二個部份是說，為什麼不是在公開的場合？為什麼

其他的臺灣媒體都沒有受邀？到目前為止這個是我覺得第一個讓人沒有辦法接受的事情。 

 

那就這個部分飛帆你是不是有知道一些其他的狀況可以跟聽眾朋友們分享？ 

 

林飛帆：這個我獲得的訊息是這樣子，就是當這個德新社，德新社實際上也有訪問我，但是

訪問我的過程當中是因為當天這個馬總統邀集了這個外國的媒體，沒有邀臺灣的媒體，他邀

了外國的媒體其實還包含駐北京的一些外媒，因為有些外媒在臺灣沒有設分部，在北京有設

分部，所以他特地找了這些在北京的外媒，特地找他們來開了這樣的一個記者會，那現在有

一種說法說這個府方現在有一種論調是覺得當天這是屬於一個不公開的場合，不是一個採訪，

但是這個對記者而言，記者這邊釋放出來的訊息是說，當天是採訪啊，而且他有Q&A啊，他

有這個一問一答，那為什麼是不是採訪呢？這部分其實我們覺得這個馬政府馬總統應該要出

面說明清楚，他到底是在怎樣的情況底下，為什麼要去邀集這些外國的媒體來做這樣一個宣

稱？那我自己推測他最主要的目的無非就是要在國際媒體上面在對北京釋放出一種訊息，就

是我實際上還是很想跟你談，我實際上還是要要求馬習會，不管國內人民多麼反對，我就是

用逼的、用拗的我還是一樣要跟你馬習會，我還是一樣要跟你繼續簽兩岸互設辦事處的協議，

還有接下來各式各樣的政治跟經濟的協議。 

 

沒有錯，我覺得飛帆講得沒有錯，馬英九總統他應該要出來面對，除了面對剛剛我們所

提出來這些質疑以外，還有一個更嚴重的問題是說，在德新社他們的外文稿，不管是英文稿

或者是中文稿的採訪的報導當中都沒有提到說他要循兩德的模式來追求統一，但是在德國之

聲的中文網，這個德國之聲的中文網是用簡體字寫的，那我大概大膽的推測他的base可能也

設置在中國，在德國之聲的中文網上面大剌剌地寫出來說：「馬英九總統表示願意學習兩德

處理雙邊關係最終實現統一的經驗，那這個方面臺灣應該跟德國借鏡。」那我相信今天可能

在臺灣的媒體上面引發相當大的軒然大波的主要除了我們之前就知道了馬總統他非常多的傾

中政策以外，更重要也更嚴重的是他表達了這樣一個完全跟臺灣主流民意相反的看法，而且

他在做這麼重大的宣示的時候，竟然是不是對臺灣人民，臺灣媒體也沒有被邀，而是私下地

自己去邀請特定的外媒，關在房間裡面去講這樣子的話，似乎要散播這樣的訊息。 



 

那我覺得馬總統今天可能必須要親自出來，這可能不是透過總統府府方他們單純地發一

個新聞稿，或者是發言人出來否認就可以的，也就是說馬總統到底跟外媒他們是怎麼講的？

講的是不是有這樣的內容？那如果沒有這樣子的內容的話，那馬總統是不是或者是總統府方

面是不是應該親自地要求德國之聲的中文網對於這樣子的一個不實的報導要發出非常嚴正的

抗議以及澄清？ 

 

林飛帆：那我想就是今天馬總統這個談話其實我還是覺得裡面有非常多矛盾之處，特別是說

他其實引用，包含引用的這些數據說臺灣絕大多數的民意是支持所謂維持現狀，那他引用這

樣的數據之後，他現在在做的事情是什麼？他現在在做的事情是不斷地把臺灣往中國的方向

推，不斷地把臺灣推向中國的懷抱，並且宣稱說我們要借鏡兩德的這些經驗，那這到底是站

在他之前自己提出來的這樣論述跟說法，到底還站不站得腳，你到底是要維持現狀還是要統

一，你講清楚，讓我們搞得很亂，那我覺得這是這個馬總統應該要公開地說明清楚的地方。

好那各位聽眾朋友我們現在在這個綠逗來開講的節目，那我們是代班主持人，我是林飛帆，

然後我身旁的是這個黃國昌，那接下來我們下一個階段會接這個call in的電話，call in的專線

是02-2377-0557，02-2377-0557，那歡迎所有聽眾朋友大家等一下可以一起打電話進來，那

跟我們一起來分享你一些心得跟看法，謝謝。 

 

(廣告) 

 

林飛帆：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歡迎回來到綠逗來開講，那我是節目的代班主持人林飛帆。 

 

我是代班主持人黃國昌。 

 

林飛帆：好，那那個我們這個節目最主要是為我們接下來10月份開始，10月份開始我們每一

個禮拜四的晚上5點到6點都會有我們這個新的節目，叫「島國前進」，這兩個禮拜，這個禮

拜跟上個禮拜，上個禮拜是由為廷跟國昌一起，那我們就是為我們接下來10月份的一個節目

做一個暖身，好，那我們先來接聽一下那個聽眾的call in，我們第一位是高雄的吳先生，高雄

的吳先生你好。 

 

吳先生：你們兩位主持人好。 

 

林飛帆：你好。 

 



吳先生：我的建議吼，馬英九從來不幹過一件好事，這是害國害民的，但是我請你們兩位看

可不可以改進那個選舉委員都要解除掉，都用學生進去裡面選舉，選舉委員會你懂嗎？只要

選舉委員會沒有改掉，一定通通選輸了，因為他們都作票作得很厲害啊…… 

 

林飛帆：好ok。 

 

吳先生：那時候就是18%的選舉委員會都在裡面亂搞的，那個票數的那個…… 

 

林飛帆：好，我們謝謝這個台北的這個，高雄的吳先生，我們下一位請台北的李先生，紀先

生。 

 

紀先生：你好。 

 

林飛帆：紀先生你好。 

 

紀先生：剛剛聽到說馬總統說用兩德的模式統一對不對？ 

 

林飛帆：是。 

 

紀先生：我是覺得他如果要這樣說，我贊成，你知道為什麼？要用兩德模式可以啊，東德跟

西德都是主權獨立的國家，然後他們兩個都在聯合國有一席之地，所以你要用兩德的模式可

以，臺灣先獨立建國(黃國昌、林飛帆笑)，先達成這個目標，用兩德嘛，就用這個模式嘛，希

望他不要食言，就做下去，謝謝。 

 

林飛帆：謝謝這個紀先生，然後我們下一位是這個北港的陳先生，陳先生你好，陳先生？ 

 

陳先生：黃教授、林同學你們好。 

 

林飛帆、黃國昌：你好。 

 

陳先生：我說一句話啦，你民進黨黨中央香港這個學運，我講台語你們聽得懂嗎？(台語)。 

 

聽嘸聽嘸聽嘸。(台語) 

 



林飛帆：當然。 

 

陳先生：你們要稍微關心一下啦，不要一直在搞選舉啦。 

 

林飛帆：但是我們不是民進黨黨中央(笑)。 

 

陳先生：替我傳達一下啦。 

 

林飛帆：好好好沒問題。 

 

陳先生：兩個國家雖然分裂，但是那個國力是相當的，你拿臺灣比那個共匪(黃國昌、林飛帆

笑)，鬼扯蛋瞎胡鬧嘛，謝謝。 

 

林飛帆：謝謝陳先生，好那我們下一位這個台南的蘇先生，蘇先生你好。 

 

蘇先生：大家好，兩位好。 

 

林飛帆：你好。 

 

蘇先生：我想說的是我們臺灣現在這個時代至少是新時代嘛，都快70年了對不對，然後我們

現在逼他實行民主也還沒20年，我想說的是我們現在，我們必須了解的是，給大家知道的是

我們這個臺灣的社會上，怎麼說咧，社會地位跟價值觀的形成是偏比較威權的，這個是我們

一定要知道的，我們覺得要打敗這個國民黨，他的意識行為的價值必須要打破，我想至少要

做到公義公正的組成媒體，因為很多你看他們...連總統都說大陸，我不反對中國人，但是他

怎麼說咧，他根本就不正確的說法，因為我們臺灣本來就不是中國的一部份，為什麼要稱它

內地、稱它大陸？這個正常的正當的說法都說不過去，還有說你這個你說要打敗國民黨就是

要從這個意識下手，我們支持香港，我覺得是因為我們支持民主的力量。 

 

林飛帆：好對，那我們的確是更需要這從文化上面，例如關注香港這個議題我覺得也是很重

要，那謝謝剛剛台南的蘇先生，那我們接下來下一位台中余先生。 

 

余先生：黃老師跟林同學你好。 

 

黃國昌、林飛帆：你好。 



 

余先生：我今天這輩子第一次支持馬英九。 

 

(黃國昌、林飛帆笑) 

 

余先生：我感覺他這樣真的為臺灣拼經濟拼到，你想一下我們如果統一後，欸，18%的問題

解決了，公務人員太多的問題全部都解決了，臺灣經濟從此一片欣欣向榮，這真的這輩子第

一次支持馬英九，謝謝。 

 

台中余先生如果你看一下香港現在的狀況你就會發現說在1997年以前，香港是東方明珠，

真的跟中國進行了經濟統合以後，現在香港已經在中國的眼中變成一個二線城市了，整個香

港的經濟並沒有隨著跟中國的經濟統合而變得更好，那當然我知道剛剛余先生可能是有一點

開玩笑式這樣子的說法，不過我覺得在面對我們政府非常多的宣傳的時候，我們還是應該盡

可能地用一些比較正確的資訊，特別是香港得到的教訓，然後帶給我們一些警惕。 

 

林飛帆：好ok，那我們接聽最後一通這個電話，高雄的陳先生，高雄陳先生你好。 

 

陳先生：喂大家好。 

 

林飛帆：你好。 

 

陳先生：我是覺得說如果他今天下午又出來否認了，又說他沒有講那些話，那請問如果兩岸

真的沒有要統一的話，那幹嘛要開放中國的車輛來台趴趴造，為什麼要開放他們的這個工作

船來我們的海上插這個海上的風車，然後順便調查我們的水文，然後為什麼要開放他們的那

個統戰官到臺灣來短期的進行所謂的交流，然後還要簽訂種種的促統的相關的這一些黑箱的

經貿協議，太多太多後門讓人家不得不懷疑啊，好謝謝。 

 

林飛帆：我們謝謝這個陳先生，那今天很感謝這個所有的觀眾朋友大家打電話進來call in，我

想大家很關注馬英九總統他到底實際上講了什麼，那我們其實現在也在等，其實也在看，因

為我們剛剛有得到一個訊息是說總統府方面可能會出來回應，但是他們到底是要怎樣的回應，

到底是只是一紙新聞稿還是可能再請李佳霏，欸李佳霏現在不在，可能只是再請總統發言人

出來說幾句話，還是馬總統親自要有一些表示，這些都我們還不知道，那我們期待總統府方

面應該要立刻的來說明他到底談了什麼樣的東西。 

 



那我們最後，節目最後我想再打個廣告，我們島國前進在這個周末我們會有進一步的這

個巡迴的活動，第一站我們島國前進這禮拜五的晚上，晚上6點半，這禮拜五晚上6點半我們

在屏東市的中山公園，屏東市的中山公園我們舉辦這個公投連署的巡迴的活動，那希望所有

在屏東的朋友，如果你願意支持修正公投法這樣的理念，歡迎大家來簽署公投的連署；那第

二個活動是在高雄，我們在禮拜六，禮拜六的下午3點，我們從捷運美麗島站開始遊行，那晚

上6點半我們在新光跟成功二路的路口舉辦晚會，希望所有高雄的朋友跟屏東的朋友這個周末

可以一起跟我們共襄盛舉，節目最後呢，我們下週開始，下週開始就是我們整個島國前進的

節目正式地開始，島國前進的節目正式地開始，希望所有聽眾朋友大家接下來後續每週四下

午的5點到6點能夠共同來收聽「島國前進」，那我是今天代班主持人林飛帆。 

 

我是黃國昌。 

 

林飛帆：感謝大家的收聽，謝謝。 

 

謝謝各位的收聽，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