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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會改革的新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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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幾個月來，親民黨與台聯黨積極徵詢不分區可能人選，努力搶攻「第二票」。如

果這兩個小黨皆能衝過5％的門檻，取得分配不分區立委席次的資格，明年無論總統選舉

鹿死誰手，國會的生態勢必產生結構性的變化，不只是「三黨不過半」，或許將重新上

演多黨林立、合縱連橫的精彩戲碼。 

  事實上，目前立委選舉採用的「單一選區兩票制」，是在2008年才第一次實施，再

加上中選會宣導不力，的確有許多人並不了解所投的「第二票」（亦可稱作「政黨

票」）有何作用？但在親民黨和台聯黨持續向選民喊話下，不排除明年的立委選舉會出

現較明顯的分裂投票，亦即選民不見得在投政黨票時，會選擇與他支持的區域立委候選

人同樣的政黨。換句話說，即使小黨無法在區域立委的競爭中突圍而出，仍然有機會藉

由超過5％選民的認同，在國會中取得發言權，甚或組成黨團，成為關鍵少數。 

  台灣的選舉之所以好看，便是在這樣的制度變遷中，讓政治系統變得更複雜、更難

以計算，充滿了可塑性。而為了因應新的國會生態，許多不合宜的規章或慣例應該重新

檢討，才能夠讓國會充份發揮反映民意、監督施政的功能。 

  舉例來說，程序委員會已淪為多數黨阻礙少數黨提案的黑箱，並不符合程序正義，

下屆國會應當修改內規，將程序委員會排法案之過程全程紀錄並公開，才算落實了國會

透明化的基本要求。又如行之有年的黨團協商，經常架空了委員會的權限，使得政策辯

論不受重視，只依靠黨團幹部穿梭協調，但若有立法疏失時，卻難以課責，對於這類

「潛規則」，新國會皆應進行全面改革。 

  當然，如果依照過去的經驗，也有不少政治觀察家認為，國會如果缺乏穩定多數，

徒然使小黨可以綁架大黨，從事政治勒索，因此不看好下一屆國會的改革成績。但是正

如美國《外交政策》雜誌對於台灣立法院的評價，名列全世界前五大「無能國會」，這

是全民都無法接受的羞辱！至於所謂小黨進入國會容易形成亂源，那麼不妨看看第七屆

國會，即使執政黨（國民黨）掌握了絕對的多數，對於國會改革卻沒有任何主動的作

為。比較之下，新的國會說不定會想洗刷國內外輿論加諸在身上的「污名」，至少在形

象改善一些後，想訴求建造一棟新的國會大樓，或爭取調查權，可能較不會遭遇太大的

反對。 



十年政綱與台灣的發展   

 

新世紀智庫論壇第55期／2011.09.30  35 

  其實，由公民監督國會聯盟實際監督第七屆立法委員問政表現的經驗來看，台灣的

國會想要提升效能，增加人民的信任度，並不是什麼「不可能的任務」；相反地，往往

只要轉換一下決策的模式，很多改革的阻礙即可迎刃而解。以下舉公督盟推動立法院開

放「議事轉播隨選視訊系統」（IVOD），並且研發召募一般公民透過IVOD進行立委評

鑑的案例，來說明國會改革的「棉角」所在。這同時也可引領我們進一步期待下一屆的

新國會，能夠積極回應各界的改革建言，順勢開啟國會改革的機會之窗，以真正鞏固、

深化台灣的民主。 

  公督盟在成立後，第一件重要的工作，是在第七屆立法委員選舉前，對每位立委候

選人發出《國會改革承諾書》，列舉了八項改革措施，包括修法加重違反利益迴避之刑

責、要求政治獻金資訊徹底公開、承諾議事紀錄（含常設委員會、程序委員會和黨團協

商）透明化、以及開放議事實況轉播予公眾收視……等等。待立委選舉結束，公督盟隨

即進行一連串的倡議活動，如拜訪王金平院長、黨團幹部，要求落實承諾。由於有逾八

成委員簽署了承諾書（公督盟將此列入第一及第二會期的評鑑計分項目），王院長指示

成立跨黨派議事轉播小組，並於2008年7月前往美國考察，最後終於在2009年1月通過了

開放「議事轉播隨選視訊系統」（IVOD）在網路收視的決議。這可算是國會議事透明化

的里程碑，但距離社運團體首倡議事公開轉播已隔了十幾年。（公督盟的詳細倡議過程

及電子化民主的後續發展請參考《國會防腐計》第六章，2011） 

  有趣的是，公督盟發現，一般民眾經由議事轉播視訊系統，實際觀看了立委們問政

的紀錄影片後，多半會肯定立委的質詢表現，也會扭轉對立委的負面印象。這意味著在

媒體上呈現的立委形象，通常因為媒體取材的偏好，使得大半屬於「作秀」、「謾罵」

的報導，而在議事殿堂上，立委通常必須展現其認真和專業的面向，但這類行為反倒不

為媒體所青睞。由此可見，下一會期仍須繼續推動「國會頻道」的設置，以釋出更多立

委平時的問政資訊，同時教導公眾認識立法程序。我們相信，惟有國會主動並積極地提

供正確的訊息予公眾，才能取得人民對於民意代表的信任，否則台灣的國會將始終被批

評為「黑箱」、「密室」、乃至「自肥」，無法充份達成代議政治所設定的「為民喉

舌」、「制衡政府」功能。 

  最後，國會改革千頭萬緒，也有各家爭鳴的種種方案，公督盟的經驗，無論對於關

心國會改革的民間智庫或政黨，或許可以作為如何化倡議為行動，並取得具體成果的參

考，也請不吝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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