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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前 立 法 院 臨 時 會 在 藍 綠 對 立 的 情 況

下，通過了總統罷免案的議程，未來幾週

勢必引發一連串的政治風波，對於陳總統

本人的支持度當然是首當其衝，連帶也影

響他任期內的憲改工程目標。其次，受到

波及的，大概是民進黨的形象，自創黨以

來建立的「清廉、勤政」招牌，至此已是

破壞殆盡，雖然可以說第一親家的弊案是

個人的貪腐行為，而非以黨產進行的系統

性的作為，但是民進黨要再重新擦亮清廉

的招牌，是有一段漫長的路要走；顯然，

獲 得 執 政 的 機 會 反 而 帶 來 更 大 的 形 象 挑

戰。  

台灣民主的試煉 

 不過，影響最深遠的，大概還不是陳總

統個人支持度的起伏，或是民進黨形象的

好壞變化，而是台灣民主體制的表現與信

心。尤其，民進黨一直是台灣民主化的重

要 動 力 ， 而 民 進 黨 執 政 所 啟 動 的 政 黨 輪

替，一直被認為亞洲民主的重大成就；於

是，第一家庭相關的弊案疑雲，連帶影響

的是台灣民眾對於民主體制的信心，過去

威 權 體 制 的 黑 金 行 為 是 制 度 性 、 系 統 性

的，民眾對這個黑金體制的反感，成為民

進黨執政的重要支持，但是民進黨執政後

的表現顯然並未令人滿意，弊案不只重創

陳總統，更傷害民眾對於民主化的高度期

望。  

 於是，問題指向應該不只是如何挽救民

進黨政府形象，而是如何重建台灣民眾對

於民主體制的信心，要切割的不是第一家

庭與民進黨的未來，而是這些弊案對於台

灣民主體制的破壞性效果。這裡，司法單

位的作為就相當重要了，扮演政治道德最

基本防線的角色，透過收押趙建銘來確立

司法獨立的作為，維護台灣民眾對於司法

體系的起碼信心，是目前深化民主的基本

作為。  

 就像2004年選後的廢票爭議一樣，法律

的爭議不應成為藍綠政治攻防的焦點，而

是回歸司法的程序，這是台灣民主的一大

成就，選票計算的政治衝突，最後在司法

計票的程序中獲得解決，雖然當時的計票

結果並未消弭藍綠的政治歧異，但是無論

是政治人物還是一般民眾，對於台灣選舉

民主的公正性則是更加認同了。  

 同樣的，這次第一親家的弊案風波，是

台灣民主的頓挫，也可以是深化台灣民主

的試金石：如果貴為總統的女婿都必須在

法律之前接受嚴格的檢驗，那麼「王子犯

法與庶民同罪」就不會是所謂政治道德的

最高標準，而是民主生活的常態，如果權

勢 者 如 第 一 家 庭 都 不 能 阻 擋 司 法 的 調 查

時，那麼台灣民眾對於民主司法的信賴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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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有再一次深化的機會，這是朝野政黨都

要尊重的歷史性機會，不要再用政治計算

來干擾司法的進行，或是讓政治攻防來模

糊了台灣民主深化的機會。  

 至於民進黨，必須正視世俗化的過程，

尤其在政黨輪替之後，作為執政黨不能再

將執政責任推卸給在野黨的杯葛，必須認

識政權存續的機會是與台灣民主體制的常

態化相關聯，唯有在強化民眾對於民主的

認 同 ， 民 進 黨 在 台 灣 才 有 可 長 可 久 的 發

展；也因此，不要將目前的查弊行動視為

政治陰謀，而應該趁機進行政治清洗，如

此才有浴火重生的機會，因為政治支持度

的高低起伏是一時的，唯有台灣民主體制

的 健 全 發 展 ， 民 眾 對 民 主 生 活 的 高 度 認

同，才能保證政黨政治的競爭，而這才是

民進黨的最高利益。  

 所以，目前的弊案風波雖然對台灣民主

形象有一定的傷害，在國際媒體上成為負

面的焦點，但更重要的是，台灣民主如何

對這個事情進行反應，尤其罷免雖然通過

的機率低，卻相當程度決定了台灣民主體

制的性質：如果司法能獨立地進行作為，

就算最後第一家庭有人遭到起訴，但是對

台灣民主絕對是正面的，代表民主的結果

雖然有令人不滿意之處，但是台灣民主有

自 我 矯 正 的 機 制 ， 不 受 權 力 與 黨 派 的 干

擾。  

 這 時 ， 台 灣 就 不 只 是 一 個 民 主 化 的 政

體，而是一個已民主化，可永續經營的進

步國家。  

民進黨的危機與改造 

 當趙建銘上了手銬走進看守所，這不僅

是他個人生命的大考驗，也是他的岳父陳

水扁總統政治生涯的重要轉折點，更是目

前執政民進黨的重要十字路口，而陳水扁

與民進黨接下來何去何從，也將決定台灣

民主政治的發展道路，是持續一個兩黨並

立的競爭民主，還是因為民進黨的急速衰

敗 ， 走 向 新 加 坡 型 態 一 黨 獨 大 的 失 衡 民

主。  

 首先，陳總統是否應該下台。日前，雖

然因為趙建銘的收押，泛藍陣營內部有罷

免陳總統的呼聲，但是國民黨主席馬英九

則在第一個時間點踩煞車，這是一個聰明

的判斷，因為一旦罷免阿扁成為焦點，那

麼目前無能與貪腐的形象就會被轉化為藍

綠對決的政治鬥爭，是非對錯就已經被政

治立場的選邊所取代，反而幫奄奄一息的

民進黨打了一劑強心針。至於泛綠內部，

要求陳總統下台的聲音並不強，反而是要

求 權 力 分 享 ， 甚 至 提 前 交 班 的 想 法 比 較

多，因為一個國會少數的執政黨，直選的

陳總統是唯一的權力合法來源，因此要求

陳 總 統 道 歉 下 台 ， 不 會 是 一 個 務 實 的 訴

求。  

 再者，陳總統是否應該分享權力。問題

是，民進黨目前的清廉形象問題，是否能

透過黨內權力分享來提升，還只是讓民進

黨 與 第 一 家 庭 切 割 的 空 間 完 全 喪 失 。 不

過，民進黨領導核心的確有必要重組，至

少要從總統府回歸到黨的中常會，而接下

來的全國黨代表選舉，以及相關的中執會

與中常會的改組，應該是民進黨權力結構

改革的標的，不只是權力與責任對稱的問

題，如何透過黨中央決策機制的強化，將

各派系與政治領導納入，才能避免目前第

一家庭一旦陷入弊案疑雲，民進黨就有被

柔性斬首的憂慮，回歸中常會才能避免這

個第一家庭成為第一罩門的困境。  

 如此，陳總統是否應該提前交棒，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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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2008的民進黨總統候選人。因為，當

第一家庭弊案成為藍軍最愛，連馬主席也

捨不得讓陳總統下台時，泛綠基層有深深

的危機感，深怕本土政權被譏為台灣人之

恥，證明台灣人沒有當家作主的能力，政

黨輪替反成一個美麗的錯誤，這個絕望氛

圍反而提供了一個心理動機：需要新的總

統候選人來成為失望支持者寄託的所在，

而這裡就有加速交棒的考量。  

 不過，從目前北高市長提名爭議來看，

2008候選人的角力仍然是民進黨內部緊張

感 的 來 源 ， 陳 總 統 在 北 高 市 長 選 舉 前 交

棒，可能加速民進黨內部的分裂，失望的

天王們隨時會是向黨內反噬的巨靈，如何

形成同舟共與的一體感，可能比計算彼此

誰出來選更關鍵。  

 而且，一個缺乏反省作為的民進黨，無

論是權力分享，還是提前交班，推出總統

候選人，都只是鋸箭法；到這個地步，一

個 只 會 奪 權 的 民 進 黨 就 缺 乏 存 在 的 價 值

了，因為台灣民眾的眼睛是雪亮的，過去

黨外以來的民進黨，的確是台灣民主化的

主要動力，犧牲奮鬥歷歷可數，而台灣人

也以政權輪替來回報，甚至2004年時再給

一次機會。但是不要忘記，台灣一直在前

進，一個忘記自己黨名除了「民主」還有

「進步」的民進黨，很容易就會葬送在歷

史的垃圾桶中。  

政治危機如何成為轉機 

 危機如何成為轉機，大概可以分為，本

土政權、台灣民主與憲政改造三個層面來

分析；就本土政權而言，目前阿扁政府的

危機卻是國民黨主席馬英九的重大挑戰，

尤其當泛藍政黨在罷免一事上有步調不一

致的現象，導致馬英九被深藍激進派牽著

走時，馬英九作為新中道力量象徵則面臨

破產危機，尤其是接受謀士的建議，重視

罷免的「過程」，而非結果，完全忽略了

正當性與社會觀感時，罷免一案成為政爭

的代名詞。  

 第 一 親 家 涉 弊 案 ， 第 一 夫 人 有 禮 券 疑

雲，這都會是在野黨收割的好時機，問題

是當法律案件轉為政治動作時，邏輯就完

全不同了，前者是讓證據說話，後者比的

是政治能力與判斷；法律案件的邏輯下，

陳總統面對的是國家的檢察官與法官；而

政治罷免時，阿扁的對手則是馬英九；有

人會懷疑阿扁有影響司法程序的黑手，但

是小馬哥單挑阿扁時，大家是當政治大戲

在看，比的是快狠準，司法訴求已經是背

景音效了。所以，南部刺馬說不過是這次

罷免案反挫的效果之一，接下來罷免案如

何收尾，黨內肯定有人要指三道四；更別

提省籍因素提早發酵，抄地下電台不過是

鋸箭法，馬英九已然提早面對藍綠對決的

艱苦考驗。  

 就台灣民主發展而言，總統親屬涉案的

司法處理，其實是建立典範的好機會：證

明 台 灣 民 主 有 能 力 將 權 勢 人 物 的 不 當 行

為，透過法律而非政爭加以處理；但是進

入罷免程序時，則是另一個故事罷了：從

美國抄來的審查程序，在台灣都不能用，

熱身用的公聽會相關人士都不出席，只好

複習前晚談話節目的劇本；至於接下來調

閱、傳訊，甚至聽證的構想，都有逾越司

法權的嫌疑，這是法律案件轉政治化，要

付出的代價。加上爆發貴夫人案的舔耳疑

雲，擁有一半時間的泛綠委員，絕對會將

罷免阿扁的審查會，轉為泛藍電視台的大

檢視，國民黨主席馬英九的扣扳機說也不

會被遺忘的，台灣的第一次總統罷免案，



 時 事 評 析 

 

112 新世紀智庫論壇第34期／2006.06.30 

已經進入歹戲拖棚的境界。  

 除了阿扁總統的政治謀略之外，泛藍誤

解了罷免高門檻的設計構想，才是身陷泥

沼的主因。三分之二的罷免門檻提示一個

共識決的前提，代表對於總統的罷免行動

必須是跨黨派，甚至是跨朝野的行動，就

像修憲四分之三的超高門檻一樣，有保護

少數權益的考量。一旦，泛藍領袖因為內

部 鷹 派 的 壓 力 ， 忽 視 了 這 個 共 識 決 的 需

求，而貿然採取罷免行動時，就會面臨目

前備受杯葛的處境，甚至開始要面對罷免

案所帶來的反挫。  

 最後，當必然失敗的罷免案讓馬英九下

不了台時，一方面考驗政治人物的智慧與

判斷力，另一方面則嚴肅地驗證台灣憲政

體制處理危機與政治僵局的能力。可以預

期的，當罷免案在立法院闖關不成時，泛

藍有發動倒閣的動機，而這也是可能通過

的，一旦倒閣，陳總統與民進黨必然會選

擇解散國會重選，這時候政治不確定性因

素驟增：首先，第七屆立委面對的是席次

減 半 後 ， 單 一 選 區 兩 票 的 新 選 制 與 新 選

區；再者，選舉議題的焦點除了藍綠對決

外 ， 罷 免 阿 扁 與 反 罷 免 將 會 是 選 舉 的 主

軸；而選舉結果如何，必然決定馬英九、

蘇貞昌、王金平、游錫堃、謝長廷等一代

政治人物的命運。  

 更重要，重選結果並不必然影響陳總統

的職位，但是卻會產生重大的政治危機，

如果泛藍獲得壓倒性的多數席次，那麼陳

總統有讓泛藍政黨組閣的壓力，但是馬英

九願不願意當行政院長，然後再參選2008

總 統 ， 不 無 疑 問 ， 若 此 ， 泛 藍 誰 出 來 組

閣？如果泛藍選的不如預期，但是泛綠並

未因此過半，誰來組閣？泛綠組閣，泛藍

會不會繼續倒閣？當然，如果，泛綠一舉

過半，那麼政治危機獲得抒解，馬英九的

總統候選人資格提前出局。  

 問題是，這過程中，我們發現台灣現有

的憲政規範，中央政府的體制對於危機完

全缺乏處理的機制，反而有加速危機深化

的激化作用，這才是罷免、倒閣之外，這

次政治危機成為轉機的關鍵，讓我們好好

學得教訓，重新來釐清台灣中央政府體制

的走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