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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爭取人民對民進黨再度執政

的支持 
 

●陳隆志／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2012年1月14日的總統、副總統與立法委員的合併選舉，將是決定台灣未來的一場選

戰。假使馬英九在這場選舉獲勝，他再也沒有選舉壓力，馬氏政權勢必罔顧民意，利用

國家資源營造有利中國統一台灣的條件，包括推動與中國政經、文化、社會與教育體制

的全面接軌，開民主、自由、人權的倒車，使台灣的主權消失於無形。 

  馬氏政府主政三年來，公平正義淪喪惡化前所未見，很多人失望、憂慮或憤怒，產

生失落感與不安定感。對認同台灣、關心台灣民主自由、關懷台灣子子孫孫未來發展的

人來講，贏得2012年總統與立委的選舉，已經成為避免台灣被中國併吞，在國際社會保

持獨立自主、永續發展的歷史關頭。 

  欠缺有效的制衡，中國國民黨政權以完全執政的獨斷，採取透過中國連接世界的錯

誤政策，處處以中國為先、偏離以台灣為主的理念，不但使台灣人民迷失了方向，也失

去對自我的信心。 

  代表民主進步黨的總統候選人蔡英文主席要獲得人民對綠色再度執政的期待，應該

以「台灣為主體」的理念作為競選的主軸，提出確切可行的政策，喚醒台灣人民擺脫中

國無理糾纏的勇氣，營造民進黨領導台灣的氣勢，打造台灣美麗的願景，建立真正屬於

自己的國家與政府。 

  向2012年民主進步黨總統候選人，我們提出以下的建言： 

壹、制定台灣憲法，國家正名憲法化 

  制定台灣憲法，是台灣成為一個正常化國家的一個重要條件。台灣憲法以台灣為主

體，表達台灣的國格國情，切合人民的真正需要。台灣在演進為一個國家的過程中，還

沒有產生一部真正屬於自己的憲法。由於沒有制定台灣憲法，導致國家認同的混淆，台

灣是不是一個國家的爭論，仍然持續不斷。 

  國家正名刻不容緩，是台灣人民的共同權利。在憲法中明訂「台灣」是我們國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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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號，促成國家正名憲法化，對外以「台灣」（Taiwan）取代「中華台北」或「Chinese 

Taipei」等名不正言不順的名號，避免混淆國際視聽，減少國內外的困擾（最近在

WHA，由Chinese Taipei轉為Taiwan, China就是一例）；對內則可以凝聚國家認同，激勵

國人為海洋國家台灣共同奮鬥的意志與決心。 

  台灣作為一個國家要在國際社會適存、永續發展，必須全面制定台灣新憲法，而不

是針對現行「中華民國憲法」的增補修改，針對國家正名定位、國號、主權與領土等敏

感但必須面對的憲政課題，作全盤周全的設計考慮；經由憲法的制定，促成台灣國家早

日達成完整的正常化。 

貳、以台灣之名加入聯合國及相關國際組織 

  在1952年《舊金山對日和約》生效，日本正式放棄台灣與澎湖的主權之後，台灣的

國際法律地位一度未定。台灣歷經持續的演進過程—— 克服三十八年的中國國民黨流亡

政權非法威權戒嚴統治、民主轉型、人民的有效自決—— 由被軍事佔領地進化為一個主

權獨立的國家。台灣的國際法律地位已經由未定蛻變為已定，今日的台灣是一個主權獨

立國家，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台灣是一個愛好和平的國家，有履行《聯合國

憲章》義務的能力與意願，具有憲章第4條新會員國入會的資格。2007年7月陳水扁總統

主動出擊，向聯合國秘書長提出以台灣的名義要加入聯合國為會員國的申請，雖未達成

入聯的目標，但已對聯合國會員國明確宣示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愛好和平的國家，與中

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引起聯合國會員國非常的注意重視。 

  2008年，中國國民黨再度取得政權，馬英九以去主權化、去國家化與去台灣化的作

為討好中國，改以使用「中華台北」、「有意義參與聯合國專門機構」的策略，取代民

進黨八年執政所一再強調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的立場，大大傷害台灣的國格與尊

嚴。 

  對於台灣是不是一個國家，眾說紛紜。根據國際法，台灣滿足人民、領土、政府及

與外國交往的權能等國家要件，當然是一個國家。歸根到底，最關鍵的因素是主觀因

素，就是台灣人民與政府是不是「認定」台灣是一個國家。有這種主觀認定，政府就要

以台灣之名，申請加入聯合國為會員國，對台灣好，對聯合國也好。台灣需要聯合國，

聯合國也需要台灣。自助天助，假使我們不爭取應有的名份、地位與權益，堅持台灣是

一個有別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權獨立國家，誰會來替我們爭取？ 

參、轉型正義，建立有是非、公義的社會 

  轉型正義與台灣民主改革是一體兩面的課題。台灣自1987年解除戒嚴以來，經歷二

十四年民主歲月的洗禮，發展成為一個新興民主國家。由於台灣在民主轉型的過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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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速成的體制改造，忽略營造社會理性思辨，再加上沒有落實轉型正義，扭曲的歷史

真相無法釐清，以致於影響民主改革的成效。歷史不能遺忘，經驗必須記取。2008年中

國國民黨重新執政，黨國體制復辟、破壞台灣民主自由的體制，使我們認識到徹底清理

威權時代迫害人民基本人權、侵佔人民財產、草菅人命的餘毒，才能找回真正的和平與

公義，打造出一個以民主法治為基礎的公民社會，避免中國國民黨黨國體制威權的陰影

再度籠罩在台灣上空。 

肆、在WTO架構下，發展台灣與中國的經貿關係 

  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趨勢下，台灣必須與國際接軌，保持多元均衡的發展，而不是將

希望寄託於中國市場的發展。馬氏政府迷信透過中國是台灣與國際接軌的捷徑，為了政

黨與財團的私利，積極促成與中國簽訂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及相關協定，不但放

棄台灣在WTO體系內的經貿主權與中國平起平坐的地位，也損及台灣在WTO多邊經貿合

作架構下與中國貿易正常化的國家利益。 

  事實上，ECFA簽訂之後的成效並不如馬氏政府原先的宣傳，台灣資金被淘空、產業

空洞化以及淪為大中華經濟圈邊陲等負面的影響一一浮現。隨著台灣對中國經貿依存度

不斷攀升，台灣所面臨的國安威脅、經濟風險愈來愈高，我們必須務實檢討ECFA政策的

可行性。短期之內，積極爭取與歐盟、美國與日本簽訂自由貿易協定的契機，降低ECFA

對台灣的傷害。當然最好的方式，就是撤銷ECFA，以經貿自由化利益共享為由，爭取上

述經貿大國的支持；在WTO架構下建立台灣與中國制度化的經濟互動與合作架構，則是

我們未來努力的目標。 

伍、經濟發展成果全民共享 

  「經濟發展的成果要為全民所共享」不是一句政治口號，而是2012年台灣新總統必

須全力以赴的目標。台灣近三年來，受到全球金融海嘯的影響導致經濟衰退，加上中國

磁吸效應的影響，成千上萬的台商到中國尋求商機，連帶造成台灣的資金、技術、及工

作機會大量流向中國。面對當前經濟低迷的狀態，加上國內通貨膨脹與高失業雙重壓力

下，部分國人生活壓力倍增，苦不堪言。政府有必要採取積極的作為，照顧大多數的人

民，而不是為少數特定團體或財團的利益服務。對此，如何鼓勵台商回流，排除廠商投

資的不利因素，改善國內的投資環境，創造工作機會，改善人民的所得水準，則是首要

的工作。另一方面要建立租稅公平的制度，提供弱勢者必要的救助，改善生活環境，縮

小社會貧富差距，落實經濟發展成果全民共享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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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非核家園與永續發展 

  今（2011）年3月11日日本福島地區因強烈地震引發海嘯，造成核能電廠輻射外洩的

嚴重問題，激起全世界包括台灣在內人民對核電廠安全的高度疑慮，台灣的有識之士更

力主台灣應成為一個「無核家園」。 

  深化與擴大永續發展生存的空間是聯合國與國際社會當前關注的目標，台灣不應自

我隔離於國際永續發展的潮流之外。在日本福島輻射外洩事件發生之後，包括德國在內

的國家都宣布暫停核電廠的增設並強化對核電廠的安全檢查，在未來將尋找其他安全的

替代能源取代核能發電，甚至提出核能電廠除役的確切時間表，列為施政的重要政見。

同樣，蔡英文總統候選人所提出的「非核家園」政策，確實切中要點。 

柒、實踐公投民主，落實主權在民 

  公民投票是落實主權在民的民主利器，也是台灣人民決定台灣前途、解決國家社會

重大爭議不可或缺的民主機制。當前《鳥籠公投法》是台灣實踐公投民主的最大障礙，

從2004年到2008年六次全國性公共政策的公投，都是因為通過門檻太高的限制而未能過

關，嚴重扭曲台灣民意的表達。自2009年，台灣人民針對ECFA政策所提出的公投提案，

因為中國國民黨的操縱、政治力的介入，四度受到公民投票審議委員會十餘位委員投票

駁回而不能成案，連人民投票的機會也被剝奪，違反公投民主的精神與一般民主國家的

通例。為了真正實踐主權在民，深化及鞏固台灣的民主，《鳥籠公投法》必須修正、合

理化與可行化，不可拖延。 

  面對高度爭議性的國家問題，例如廢核，公民投票顯然是最適當的解決方式。在公

民投票之前，無論支持或反對核能政策者均能在理性思辨的場域中，針對核能發電在台

灣的發展經驗進行必要的辯論與探討後，交由人民作最後的決定，從而凝聚國人對於無

核家園的共識。 

  公民投票在民主國家是非常平常的事，是人民參與國政、最能直接表達民意的民主

程序。我們希望公民投票能在台灣生根繼續發展，大家能夠珍惜公民投票的權利，以神

聖的公投票，深化台灣的民主、鞏固台灣的民主，落實主權在民，展現台灣人民要當家

作主的意志與力量。 

  總之，我們期待這些建言能夠經由民進黨總統候選人政見的提出，獲取人民的支持

擁護，贏得總統大選與立委過半數，進而制定實施台灣國家百年基業的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