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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政將近一年的新政府，讓人覺得政策

搖擺不定，陳總統的民意支持度也大不如

前。以客觀的立場來看，新政府的確想把

事情做好，政務官的能力也不差，可是施

政成績單遠比新政府該得的成績低，連執

政黨立委張俊宏於3月23日的質詢都批判

執政失敗。很顯然的，新政府是遇到了困

境，而且有不少難題是無解。  

 台灣政壇的意識形態過於嚴重，政治人

物不講是非，而其支持者也跟著政治人物

走，在野黨及其支持者無論新政府怎麼

做，他們永遠反對到底。民主國家的在野

黨為反對而反對本來無可厚非，但不能危

及國家社會的利益，否則會被選民唾棄。

可是台灣的選民並不關心公共政策，更不

會以是非來約束政治人物的行為，多數選

民以意識形態以及利益結合來決定對政治

人物的支持。例如宋楚瑜的興票案，宋楚

瑜的支持者認定他完全清白，而反對者則

認定台灣的腐化政客無人出其右。十幾億

的金錢，從其來源以及去處就可判定是

非，然而台灣人對這件事的認知竟然出現

兩極化，不談是非。台灣有太多的選民不

談是非，就算在野黨癱瘓整個政壇，也一

樣受到支持者的擁護，所以在野黨可以很

放心去癱瘓政壇。先進民主國家在選舉期

間雖然競爭相當劇烈，可是選完了一切都

進入正常化，而台灣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天天都在打選戰，執政黨要維護政治版

圖，在野黨要拖垮執政黨，受害的是整個

國家社會，可是選民並不關心這些，所以

新政府第一個困境是選民不關心公共政

策，造成在野勢力很放心的拖垮政府，最

嚴重的是執政黨在國會居弱勢，常受制於

國會。  

 內閣制國家，人民選出國會議員，再由

國會組織內閣，內閣閣員具有國會議員的

身份，國會多數黨就是執政黨，內閣是國

會那個「大圈圈」中的「小圈圈」，國家

的權力中心在於國會，不會形成立法單位

與行政單位之間的雙頭馬車，政局容易穩

定。總統制國家，人民分別選出執掌立法

權的國會議員以及掌握行政權的總統，行

政權與立法權分立，但總統擁有否決權來

否決國會所訂定窒礙難行的法律或政策，

所以國家的權力中心在於總統，即使總統

所屬的政黨在國會不屬多數黨，國家也照

樣會安定。總統制國家以及內閣制國家都

容易安定，可是中華民國不是總統制的國

家，也不是內閣制的國家。1936年5月5日

公布的五五憲草，代表人民行使政權的國

代分別選出掌握立法權的國會議員（包含

立法委員以及監察委員）和執掌行政權的

總統，所以屬總統制，因為政壇人士擔心

產生獨裁總統，所以在政治協商會議中，

增加行政院長權力（同時減少總統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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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形成雙首長制，不過中華民國的雙

首長制與法國的第五共和雙首長制不同，

法國原來是內閣制，因為其體制的架構特

殊，形成強勢國會，弱勢內閣，造成不穩

定的政局，第三共和內閣的平均壽命只有

九個多月，所以在第五共和加強總統的權

力（原來總統是虛位元首），以平衡國會

的強勢，因而形成雙首長制，但它還是保

留內閣制的立憲精神，而中華民國的雙首

長制乃源自總統制，所以帶有總統制的精

神，例如中華民國憲法第五十七條的覆議

權就像總統制的否決權，可否決立法院窒

礙難行的決議。可是在修憲時，將否決權

的精神完全破壞，原來的條文有「覆議

時，如經出席立法委員三分之二維持原

案，行政院長應即接受或辭職」（中華民

國憲法第五十七條第一項第二、三款），

也就是說總統所屬的政黨其立法委員只要

超過三分之一席次，就可否決立法院的決

議。中華民國憲法修正條文第三條第二項

第二款將立法院對抗覆議的門檻降低為全

體委員的二分之一，失去否決權的精神。

很顯然的，現行中華民國的體制，國家權

力中心不偏向國會，也不偏向總統府，當

總統所屬的政黨與國會多數黨同屬一個政

黨時，政局還可安定，否則必呈亂象，即

使年底國會改選之後也未必能夠改善，因

為民進黨的立委席次不可能超過二分之

一。不正常的政府體制加上在野黨為反對

而反對，造成新政府難以克服的困境。  

 長期來政府對產業界過度保護，企業家

靠政府的保護就可賺錢，所以不願意花錢

在「研發」方面，相對的美、日以及其他

先進國家的產業界，花相當多的資金在研

發上面，他們依賴「專利」來提升競爭

力，幾十年下來，台灣的產業科技嚴重落

後先進國家，因為產業沒有升級，一直停

留在勞力密集階段，然而人民的生活水準

卻快速提升，產業界不能再享受廉價勞

工，其競爭力可說是雪上加霜，造成本土

性的經濟不景氣，新政府一上台，就遇到

國際性以及本土性的經濟不景氣，使人民

對政府失去信心。在野黨利用經濟不景氣

的機會來追擊執政黨，由於行政與立法的

對立，形成政壇亂象，更使民眾恐慌，股

市大跌，人民消費能力降低，造成消費性

的經濟也跟著蕭條，經濟的不景氣更造成

新政府的困境。另外，為因應經濟的不景

氣，執政黨的措施是順應資本家的要求，

大量開放對中國的投資，提高對岸產業的

競爭能力，回頭再擊垮台灣的產業，所以

開放對中國投資，不只使台灣的失業率提

高，還在市場競爭方面幫台灣樹立強敵。  

 陳總統的當選是一項意外，依民進黨的

實力，最快也要在2004年才有機會問鼎總

統寶座，但宋楚瑜在國民黨內部的窩裡反

卻使民進黨提早執政，然而它也帶給民進

黨一大堆困擾。資本主義國家執政黨往往

獲得資本家以及中產階級的支持，而在野

黨的政治版圖只限在環保、生態保育、勞

工等領域，在民進黨執政前，因為實力還

差一段距離，所以沒有執政的準備，一直

扮演標準的在野黨。總統大選意外的當

選，使民進黨措手不及，對原來的政策出

現曖昧的態度，與支持者之間的關係出現

了矛盾，例如核四該不該興建，執政黨本

身就出現搖擺不定的政策。  

 陳總統與李前總統出身不同，因而個性

有很大的差異，李前總統是學術界以及官

僚體系出身，往往有自己的主見，未必樣

樣都依民意，陳總統正好相反，他靠選舉

出身，他的所有都是選民所賜，所以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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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意就是他的特點，地方政府首長還可以

依賴民意調查來瞭解民意，並依民意施

政，可是一個國家的元首不可能依賴民意

調查來掌控民意，更不可能依民意調查來

施政。追求民意是陳水扁的習性，在沒有

途徑找到民意的情況下，他將反對聲音當

作民意，只是發出反對聲音的在野黨並非

為是非而抨擊，他們的目標是如何讓執政

黨做不下去。所以無論執政黨怎麼做，他

們都會找新的理由來反對，在野黨是多方

面的追擊，執政黨遇到壓力就閃避，形成

無頭蒼蠅的施政模式，到處亂飛亂竄。  

 無論新政府政務官的能力再強，操守再

好，都難以發揮，因為事務官是舊政府留

下來的，他們不會因為政黨輪替而有所改

變，甚至於因為與舊政府形成利益共同

體，所以配合在野黨整執政黨，這些都是

執政黨的困境。很顯然的，新政府不可能

有多好的表現，若對它有太大的期待，必

定要失望。  

今日民進黨所遇到的困境，將來其他

政黨執政時也照樣要面對，除非選民的水

準能夠提升，對政治人物施壓，使政治人

物不要為了政治利益而摧毀台灣政局。另

外，將台灣的體制改為總統制或內閣制也

是穩定台灣政局的良方，尤其是總統制是

台灣人最能接受的體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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