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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九年的回顧 
 

■陳隆志／紐約法學院法學教授、新世紀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一九九九年轉眼就要過去。在今年的最後

一個禮拜，希望與大家來回顧這一年來台灣

國內外的幾件大事。 

影響最重大的是，李登輝總統提出的「特

殊兩國論」。李總統把握他即將卸任前的最

後時機，大大調整了向來國民黨對台灣國家

定位的政策。這項調整，不但使國民黨及民

進黨兩黨對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的地位

取得共識，使國內力量逐漸整合，對外也使

美國、中國等國家重新考慮、調整它們對台

灣的看法及政策。 

七月初召開的全國司法改革會議，雖然沒

有引起社會各界很大的關注，但具有極重大

的意義。在過去四、五十年，雖然也有好幾

次大型的司法改革會議，卻都是在威權體制

下進行，對司法體制只作一些枝節性的修

正，沒有改變司法為政治服務的本質。經過

一些司法改革團體多年來的努力，這次司法

改革會議第一次有了由下而上的聲音。雖然

會議成果不能盡如人意，但畢竟已有進步。

也希望相關單位對已經達成的決議能夠切實

落實、執行。 

俗話說：歹戲拖棚。今年召開的國民大會

會議，就是最好的例子。國民代表受到國民

的負託，握有修憲的絕對權力，不但沒有在

李登輝總統提出「特殊兩國論」之後，趕緊

將這個重要的觀念規定在憲法之中，反而修

憲自肥，自己延長自己的任期。目前司法院

的大法官們正在思考如何判定國代延任條款

的效力；從過去幾次修憲的過程看來，被設

計來解決憲法問題的國民大會，自己的存在

已經變成憲法問題。所以無論大法官們的解

釋結果為何，未來一定不可再容許一機關獨

佔修憲權的現象。用「新國會」的觀念來思

考如何改變國民大會及立法院的體制，是一

個很好的角度。 

九月二十一日發生的集集大地震，使二千

多位台灣同胞喪生在瓦礫之中，無數的台灣

人流離失所，是台灣數十年來的大災難。但

是危機就是轉機，全體台灣人民不但不因此

驚慌失志，反而團結起來，合力參加救災重

建，也引起國際社會的注意重視。另一方

面，中國要求各國救災物資必須經過他們轉

送的無理要求，不但使台灣人民厭惡，也使

國際社會看清了中國是「麻煩製造者」的真

面目。 

公元二千年的總統大選，將決定台灣未來

的走向及領導團隊。「誰配誰」的遊戲已經

告一段落，各種民調也正隨著興票案的發展

而起落，掃除黑金成為競選的大主題。在選

情變化不息的過程中，競選團隊及選民都須

繼續密切注意、評估大局，以期選民能把握

神聖的一票，作明智的選擇。 

在國際方面，國際社會對科索沃、東帝汶

的人道干涉行動，顯示「人權無國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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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許獨裁政權以「主權」或「內政問題」做

藉口，來屠殺迫害無辜的民眾。排除暴力，

和平解決爭端是當代國際法及國際政治的大

趨勢。 

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在澳門回歸中國的

交接典禮中強調，澳門及香港「一國兩制」

的模式，對將來解決「台灣問題」是很好的

示範。但是，台灣與港澳完全不能相提並

論，台灣人民反對「一國兩制」。台灣是一

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不怕中國的文攻武嚇。

雖然中國一直用「三光」政策來圍堵封鎖台

灣的對外關係，但是台灣以「已開發國家」

的身分加入WTO已經有望，美國國會也以實際

的行動，通過法律案要求行政部門支持台灣

參與WHO。自助人助，相信未來台灣的國際空

間，會愈走愈寬廣。 

以上是簡短的回顧。過年再提出新年的展

望。 

（本文刊載1999年12月31日自由時報新世

紀智庫評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