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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憲正名，促進國家正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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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憲法、國號與國家的乖離現象 

  台灣擁有自己的人民、領土及主權，從憲法學與政治學的角度觀之，完全具備國家

的要素，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國家。但是，台灣在國際社會形同孤兒，既非聯合國的會員

國，而且遭到各種國際組織排斥，顯然欠缺一個國家應有的地位與尊嚴。由於中國施

壓，加上台灣執政當局的顢頇，台灣甚至被當成中國的一省看待，而受盡屈辱。日前民

進黨立委揭發，世界衛生組織（WHO）的內部文件將台灣定位為中國一省；消息傳出，

舉國譁然，就是活生生的例證。 

  台灣人民選出的總統馬英九強調中華民國採行「一中憲法」，堅持在「一個中國」

原則下追求「終極統一」。其公開表示兩岸是地區關係，並非兩國關係；簡直不顧元首

地位，自甘墮落為「區長」，難怪不能也不敢以總統的身分堂堂正正面對中國官員。這

是馬英九的悲哀，更是台灣人民的悲哀。其實，民進黨的重量級政治人物也曾說過「憲

法一中」，認為中華民國憲法是一中憲法，政府必須在此一憲法架構下運作。由此可

見，台灣國家定位與認同的爭議，除了涉及複雜的國際因素外，更與憲法及國號的問題

息息相關。 

  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國號是國家的名稱，照理憲法、國號與國家應該三位一

體，無所扞格。然而，台灣作為一個國家，使用的國號「中華民國」卻是中國的舊國

號，實施的憲法也是中國廢棄不用的「中華民國憲法」。試想，一個國家沒有自己國民

制定的憲法，國號又有魚目混珠之嫌，亦即憲法、國號與國家呈現乖離現象，則如何能

夠成為正常的國家？台灣數十年來內憂外患，主權岌岌可危，問題癥結寧非在此？ 

貳、現行憲法的荒謬性格 

  現行憲法問題重重，對內無法建立穩定的憲政秩序，對外亦不足以彰顯國格。如下

所述，中華民國憲法本質上屬於「外來憲法」、「虛幻憲法」及「拼裝憲法」。從這些

荒謬性格中不難了解，台灣要成為真正的立憲民主國家，非幡然改圖制定新憲法不可。 

 一、外來憲法 

  1895年中國將台灣割讓給日本，台灣成為日本的領土。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蔣介



   對2012年民進黨總統候選人的政策建言 

 

新世紀智庫論壇第54期／2011.06.30 22   

石政權依據太平洋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第一號命令，對台實施軍事接管。而後，日本

於《舊金山對日和平條約》（1951年簽署、1952年生效）及《日華和平條約》（1952

年）放棄對台灣的主權。戰後台灣的地位或有爭議，但不因戰爭結束而歸屬中國。經歷

數十年的發展，台灣具備主權國家的要素，與中國分屬兩個不同國家，乃客觀存在的事

實。眾所周知，中華民國憲法原係中國的憲法，應以中國領土為適用範圍。其於台灣實

施，對台灣而言，難脫外來憲法之嫌。 

  更且，中華民國憲法係以中國為對象而制定的，自從中國大陸變色，中華人民共和

國成立後，已喪失適用的可能性；依據法理，在完全欠缺實效性的情況下，其妥當性應

不復存在。換言之，該憲法即使未經正式廢止，亦已完全失去效力，歸於消滅。形式上

《中華民國憲法》原封不動帶到台灣，實質上此《中華民國憲法》非彼《中華民國憲

法》，在台灣形成的是另一套憲法秩序。在台灣的憲法秩序中，原中華民國憲法的規

定，凡與台灣的國家地位不符者，應該皆無適用餘地。如果欠缺此一認識，勢必困惑無

窮。 

 二、虛幻憲法 

  戰後數十年間，在外來政權、國家總動員法制、戒嚴及動員戡亂體制的宰制下，中

國內戰結構始終陰魂不散，羈絆台灣。「萬年國會」與「老賊」現象，以及踐踏人權、

用以整肅異己的叛亂犯法制，堪稱典型例子。1991年第一階段的憲改，宣稱係「為因應

國家統一前之需要」，而以憲法增修條文建立「分裂國家」模式，其思維還是脫離不了

中國內戰結構的窠臼。依照法理，這種全然背離事實的「虛擬規範」，根本只是具文，

應無規範力可言。 

  申言之，1991年第一屆國代循修憲程序訂定「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於前言及

相關條文蘊含分裂國家模式的設計。蓋憲法增修條文前言開宗明義指出係「為因應國家

統一前之需要」而訂，承認分裂國家的「事實」。憲法增修第1至第4條（現行第4條）明

定應辦理「全國」不分區中央民意代表選舉，無異於正式確立分裂國家的法律地位。因

為所謂「全國」選區，必以全國為範圍，由全國人民選舉，既然「全國」選舉在台灣地

區辦理，完全由台灣人民參與，則顯然係採分裂國家概念，將台灣地區定位為國家。此

外，憲法增修第10條（現行第11條）規定：「自由地區與大陸地區間人民權利義務關係

及其他事務之處理，得以法律為特別之規定。」其授權立法機關得以特別方式處理兩岸

人民關係，設非從分裂國家的立場出發，即難以站得住腳。若謂兩岸同屬一國，且憲法

效力及於中國大陸，則該規定將明顯違反憲法的根本規範——平等原則，而形成憲法的內

在矛盾。 

  然而，分裂國家的現狀固為兩個國家，前提卻是原本為一個國家，並以未來再度合

併成一個國家為目標。如前所述，自1895年起台灣即不屬於中國，戰後亦然。換言之，

台灣與中國大陸不是從一個國家分裂成兩個國家，所謂分裂國家的前提根本不存在。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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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第一階段憲改係由不具民意基礎的資深國代為之，其追求統一的目標欠缺民主正當

性，純屬妄想。揆諸今日台灣民意，絕大多數不贊成統一，可見增修條文的分裂國家模

式嗣後亦未獲得人民認同。 

  總之，分裂國家模式既無事實根據，又無民主正當性，理應不具規範力。關於此部

分，現行憲法如同海市蜃樓，可稱之為「虛幻憲法」。將虛幻憲法奉為圭臬，或視為有

效存在的國家最高法規範，皆非正確的態度與作法。 

 三、拼裝憲法 

  現行憲法破綻百出，弊病叢生，乃有目共睹之事。最大病灶係五權憲法的「準據

國」太多，東抄西湊，造成嚴重的內在矛盾。要言之，五權憲法模仿社會主義民主集中

制的最高蘇維埃或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設置國民大會；師法總統制，規定覆議制度；因

襲內閣制，採行副署制度；參酌中國君主時代的科舉及御史諫官制度，於立法、行政及

司法之外，增添考試、監察兩權；擷取聯邦制法例，方枘圓鑿套在單一國的地方制度

上。孫中山想藉五權憲法建立「萬能政府」，實際的結果，卻證明這種七拼八湊的體制

窒礙難行。 

  近年憲政改革解決部分問題，例如廢除國民大會，消除權力集中制與權力分立制的

矛盾；限縮考試院職權，稍減行政權的割裂程度。但是，五權憲法的拼裝性格不變，甚

至因憲改而衍生其他問題。最為人詬病的是，1997年憲改引進法國「雙首長制」色彩，

使總統、行政院及立法院的關係益形複雜。行政權二元化，總統與行政院長的權責不

明，經常成為議論的焦點。國會朝小野大時，「反對黨決策，執政黨執行並負責」的荒

誕現象不時出現。修憲方式東施效顰，模仿美國增補條款體例，經歷七階段憲改後，憲

法本文約有四分之一凍結，導致憲法前後不一，殘破不堪。 

參、國號與正名的課題 

  長年來受到中國內戰結構的影響，台灣內部的國家認同錯亂，不論法規、條約協定

或公私部門，到處充斥著與中國混淆的名稱，嚴重程度不言可喻。 

  有鑑於此，2004年12月陳水扁總統公開宣示，國、公營事業及駐外管處應推動「正

名」，以彰顯台灣主體性，並於二年期限內達成具體成果。陳總統復強調「堅持台灣主

體意識」為政府施政主軸之一，必須堅持台灣主體意識，超越統獨與族群，共同凝聚台

灣人民對於國家認同的基本共識。接著，行政院於2005年1月完成「務實推動正名，彰顯

台灣主體性」的規劃。該規劃以「凸顯我國為主權獨立國家之地位」、「彰顯台灣主體

性」及「清楚區分台灣海峽兩岸為互不隸屬、互相對等之主權國家」為原則，正名範圍

涵蓋法規、條約協定、中央政府機關名稱、駐外館處名稱、參與政府間國際組織之名

稱、國營事業名稱、中央政府持股未超過50％的公司名稱、中央政府捐助成立的財團法

人名稱、國防部所轄軍事院校名稱、教育部所轄專科以上學校名稱、海外中文學校（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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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稱及其他共十二項。在名稱的處理方面，設定下列方針：1. 原則上以「台灣」稱

呼我國，以「中國」稱呼中華人民共和國。2. 須使用正式國名時，以「中華民國」稱呼

我國，並視情形以引號加註「台灣」；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稱呼中國。3. 以英文名稱

稱呼我國時，優先使用「Taiwan」、「Taiwan ( R.O.C.)」、「R.O.C. (Taiwan)」。 

  正名工作實際推動時碰到諸多困難，例如國會朝小野大，須立法配合者往往觸礁；

有些部門心存觀望，態度消極。惟最大的障礙在於國號問題，不待贅言。只要國號仍是

「中華民國」，任何正名工作隨時都有遭受阻撓的可能，若干場合甚至不得不自我設

限。前揭處理方針第二點明示，須使用正式國名時，以「中華民國」稱呼我國，並視情

形以引號加註「台灣」，即充分凸顯當時民進黨政府的無奈，以及正名工作的侷限。 

肆、制憲正名—國家正常化的必經途徑 

  台灣是一個國家，卻不是一個正常的國家，關鍵在於我們欠缺自己的憲法與國號。

鑒於台灣需要一部合時、合身、合用的憲法，加上「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

或「中國」容易混淆，因此藉由國民制憲權的發動，一舉完成制憲正名，毋寧是既符法

理又切實際之事。 

  基本上，確立台灣的主權國家地位，充實人權保障，落實人民主權，依據三權分立

原理建構行政、立法與司法的制衡關係，強化地方自治及明定政黨規範，都是新憲法必

須包含的重點。新憲法以台灣為名，既可收正名之效，又有助於鞏固台灣的國家定位，

培養人民的「憲法愛國心」。無論如何，要建立長治久安的憲政秩序，讓台灣成為正常

國家，制憲正名是最根本的作法。 

  制憲正名的任務十分艱鉅，必須國內外主客觀條件成熟，方有成功的可能。惟總統

身為國家元首，肩負維繫國家命脈與前途的神聖使命，自當排除萬難，戮力推動制憲正

名工作。吾人認為，國民黨政權無可期待，爰剴切籲請民進黨總統候選人將制憲正名列

為競選主軸之一，俾為歷史大業的成就開創契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