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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意識的覺醒是台灣向上 

提升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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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民意識的覺醒，是促使政府改變的主力，也是人民真正成為國家主人的開始。公

民社會力量的聚集與展現，既是我們所共同珍惜之民主政治及自由社會體制的核心，也

是鞏固民主、深化民主最具體的支撐力量。 

  近年來，台灣社會的公民運動非常活躍，與馬英九政府上台以來，做出許多讓大多

數台灣人民與NGO社運團體無法忍受的決策息息相關。從反美麗灣事件、反中科四期、

苗栗華隆罷工事件，再到苗栗大埔農地受到政府強力徵收、台北市士林文林苑強制拆遷

抗爭、反對興建核四以及洪仲丘軍中受虐致死，還有政府黑箱作業罔顧台灣人民生存命

脈的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與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等事件，上述事件攸關台灣社

會的公平正義，不僅直接衝擊台灣的自然環境，也傷害勞工工作權與土地正義等基本人

權，甚至是違法違憲，造成對台灣社會的巨大衝擊。  

  公民運動力量的泉源來自於每一位參與公民運動者內心中最深層對抗社會不公不義

事項的具體展現。今天受邀的演講貴賓是憲法133實踐聯盟馮光遠總召，兩位與談人分別

是政治大學社會系的顧忠華教授與世新大學社發所的蔡培慧教授，她同時也是台灣農民

陣線的秘書長，他們三位在眾多公民運動都有積極的參與，他們的文章不但常見於報章

雜誌，提醒社會要重視與瞭解我們身邊所發生之不公不義的事件，對政府過去處理這些

違反社會公義、罔顧台灣永續發展的政策提出強力批判；他們的貢獻更是有目共睹，例

如：馮光遠總召身體力行以行動表達落實公民社會的力量，推動罷免屈從黨意罔顧民意

的立法委員，也號召群眾參與反核四大遊行，一再呼籲擁護核四動工的立法委員們，必

須傾聽台灣人民的心聲。 

  我們堅信公民意識的覺醒有助於公民社會力量的聚集，這是推動政治改革、落實保

障基本人權以及深化鞏固民主法治所不可或缺的力量，也是社會得以向上提升與國家永

續發展的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