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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國會、新展望 
 

●陳隆志／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2004年是台灣政治發展重要的一年，三

月陳水扁總統所代表的本土政權，堅持改

革的理念，贏得總統大選，但年底的立法

委員選舉，本土政黨選戰策略運用失誤，

國會席次未能過半，令人感到惋惜。  

 自從2000年陳水扁總統五二○年就職以

來，朝小野大的立法院生態，政治紛擾不

斷，停滯不前的立法進度，延遲了國家進

步的速度。2004年總統大選後，在野政黨

的抵制與抗爭，造成社會的不安，令人憂

心；而此次立委選舉的投票率僅有百分之

59.16，創下歷年選舉投票率新低的紀

錄，凸顯人民對政治參與的冷漠。  

 選舉激情是一時的，改革信念是永久

的；台灣必須向前邁進，社會發展有願

景，人民生活才能提升。台灣人民目前所

需要的是一個高效率的行政團隊以及一個

盡責的國會共創未來，而不是朝野繼續對

立互相消耗。  

 我們衷心期盼朝野政黨捐棄成見，社會

各界化解選舉期間的對立，回歸民主政治

的常態。明年新國會成立後，執政黨展現

誠意，儘速開啟與在野政黨的協商管道，

在良性競爭、理性合作的基礎上，擘劃台

灣未來發展的藍圖。候選人接受人民付託

進入國會之後，應善盡理性問政、推動重

大法案與預算審查的職責，督促行政部門

的施政。人民也不可忽視本身的職責：一

個現代公民的社會責任，不只是扮演一位

理性選民，參與投票並選出立法委員而

已，還要負責監督立法委員的表現，積極

參與公共事務的治理，甚至提供政策建

言。  

 新國會所代表的是新的民意，朝野政黨

必須重視民意的走向。執政者對於攸關國

家安全、經濟發展、教育改革、文化建設

與環境永續發展等等議題，都需要以謙卑

的態度，繼續與在野政黨溝通，以爭取人

民的認同與支持。人民也要展現集體制衡

的力量，持續監督政治人物的言行，避免

因一黨一己之私，造成社會的不安。如

此，台灣才能夠發展出更為成熟的政治文

化。  

（本文原刊載2004年12月15日自由時報新

世紀智庫評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