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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台灣的民主化一路走來著實不易，因為經歷過太多大大小小的事件，最後匯流成一

股巨大且莫之能馭的洪流，經過「野百合學運」學生們提出「解散國民大會」、「廢除

臨時條款」、「召開國是會議」以及提出「政經改革時間表」等進步的訴求，才能廢除

「動員戡亂臨時條款」與結束「萬年國會」。 

  回顧台灣民主化的過程，民主進步黨在雖然早期扮演衝鋒陷陣的角色，但是民進黨

也是一個獲利者，分配到許多政治資源，甚至2000～2008年曾經執政過八年。反觀，

2008年第二次政黨輪替至今，大家對於政黨政治，無論是執政黨或是在野黨，他們的決

策似乎和民意存在著落差，他們在自己政黨內部也都是鬧哄哄，感覺起來兩大主要政黨

都沒有將人民最大的利益視為最優先的事項。接下來台灣的民主進程該如何繼續走下

去？人民心中似乎存在著諸多焦慮。在此之際，社會自然出現一股新興的力量——「公民

運動」，人民開始對其寄予厚望。 

貳、公民運動的崛起 

  剛才台灣農村陣線蔡培慧秘書長從台灣農業問題的角度切入，探討整個台灣的結構

問題，甚至於納入永續發展、世代正義，或是還有左派政治經濟學的分析等議題。我認

為公民運動要有清楚的論述，更要有具體實踐的力量，才能不斷地擴大自己的社會基

礎。在很多公民運動或是社會運動當中，台灣農村陣線的確是具有這樣的潛力。 

  事實上，參與公民運動的人都背負的風險很高，雖然現在這種風險逐漸降低，但是

未來會如何發展我們並不知道？台灣在馬英九的主政下，人民的自由空間會不會繼續受

到限縮，台灣得來不易民主自由的體制會不會因為被中國併吞而在一夕之間完全消失，

這是當前台灣社會大多數人的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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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公民運動與永續發展 

  今天探討的主題是「公民運動與永續發展」，「永續發展」的概念，早期多偏向於

環境議題的探討，提到「永續發展」同時也會提到「經濟開發」，這是兩種相對性的概

念，因為經濟開發常常是有破壞性的，經濟開發所帶來環境正義、使土地與飲水受污染

等皆是。人類經過許多教訓之後，開始反省與思考究竟我們要留給下一代什麼東西？ 

  除了環境問題，還有世代的正義、再分配的問題，這些同樣都涉及到人類要如何永

續？事實上，永續發展所涉及的議題，不僅與自然的環境有關而已，尚且包括政治制

度、社會制度等等。廣義的永續發展是不是也應該納入，如何讓後代活得比較安心，或

是如何規避一些安全的風險呢？ 

  以3月8日的「反核大遊行」為例，因為核能的議題具有風險性，我曾在台灣環保聯

盟的記者會上提及要如何推動核四公投。民間所推動的公投，與某些政黨所提的假公

投，本質是不一樣的，民間的公投可以讓人民好好的去思考，選擇台灣未來是不是要去

承受核能的巨大風險？談到核能的安全風險，我就聯想到1986年發生於烏克蘭的「車諾

比事件」，當時我正在德國海德堡留學，擔心幅射塵在上端，連吃的東西被幅射感染，

天天都在害怕感覺世界就快末日到了；近期（2011年）日本的「福島核災事件」，報載

日本當地的村長說五百年以後他們才回得去。 

  利用核能來發展經濟卻留給後代子孫的是一片荒蕪且無法居住的地方，試問這些是

世代正義嗎？可見核能的問題是非常嚴肅的，絕對不能拿來開玩笑。核子彈本質是毀滅

性的武器，現在卻要利用核能作為「和平用途」，這個「和平」是要打一個問號的。假

如我們不能世世代代保證核能安全的話，這是什麼樣的「和平」？我們都知道核廢料到

現在都還沒有辦法處理，可是政府卻堅持要蓋核四，根本就是不負責任。由此可見，

「永續發展」除了環境面的探討外，背後也有涉及政治與經濟面的探討。 

肆、公民運動的重要性 

  從台灣核能發展的問題來看，當初前總統陳水扁上任時主張廢核四，當時社會上公

民反對興建核四的力量還不夠，雖然政府提出廢核四的政策主張，但是並無法獲得大多

數國人的支持，甚至造成日後政治的動盪不安。 

  若從「公民運動與永續發展」的角度切入，假設公民運動可以形成一個巨大力量的

時候，就可以糾正政府的偏差；簡單而言，當政治人物一再地採取掠奪的行為，取得更

多的政治利益、經濟利益，甚至像隱藏在「大埔事件」背後的政商勾結，政府放任地方

家族進行圈地等不正義的行為。如果沒有公民運動站出來，阻止這些完全不把人民放在

眼裡的政治人物胡作非為，他們就會肆無忌憚越搞越大。 

  公民運動或公民的力量其實是一種社會力自我保護的機制，目的是制衡這些像似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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獸般的政治力與經濟力。所以，公民運動的發起或壯大，甚至能不能持續，和整個大環

境息息相關。中國近年來飽受霾害的影響，連外國的外交官或是投資的商人都想要快速

撤離，因為他們再也受不了嚴重的空氣污染，深怕自己的生命健康受損。中國的空氣污

染為何會如此的嚴重？簡單講，就是中國政府完全壓制公民的力量，不容許公民力量的

存在。當中國政府把公民的力量壓制下去時，其他包括：官員的貪污腐敗、環境污染等

等的問題，無法在第一時間得到有效解決，只能讓問題持續擴大蔓延。 

  公民運動的重要性，不只在台灣，對照中國的發展更可明確看出，如果中國政府僅

強調維穩的重要性，一再地放任官員貪腐的問題持續惡化，卻又強力壓制民間公民力量

的興起，並無法真正解決內部的問題。中國不讓正面的社會力量崛起，無法打破內部壟

斷利益的共犯結構，光是把薄熙來打倒，或是把周永康抓起來，只會讓人覺得是中國內

部利益擺不平的一種鬥爭而已。 

伍、公民運動的延續與擴大 

  我們追求台灣的永續發展，不應侷限於所謂的環境議題，應該擴及到如何營造適合

我們繼續居住，甚至留給下一代更好的政治、經濟、社會整體的環境。 

  台灣公民運動或公民力量的具體展現，去（2013）年發生洪仲丘受虐致死事件，引

發公民團體「公民1985行動聯盟」發起「萬人送仲丘」行動共有二十五萬名白衫軍上街

討公道的行動，促成軍事審判法的改革。基本上，「公民1985行動聯盟」所推動的「萬

人送仲丘」行動與「台灣農村陣線」推動的土地徵收案例並不相同，原因是洪仲丘案較

屬於單一性的議題，由於社會運動具有生命循環的特質，當高峰過去後洪案想要再號召

眾多的群眾走上街頭不太容易，若沒有其它事件的支撐時，就會慢慢消失。 

  因此，「公民1985行動聯盟」的主要領導幹部，在「萬人送仲丘」行動高峰過後也

一直苦思，要將這個公民的力量放在什麼地方？如何維持動能發揮影響力，或者透過持

續推動公民覺醒及提倡公民權等的事務。甚至，也有人提到既然人民對現在的執政或在

野的政黨都不滿意，是不是有籌組第三勢力的可能性？ 

  中研院社會所的吳介民教授曾發表一篇評論讓人印象深刻，他提到所謂的「第三勢

力」意圖從公民的運動或行動中，轉進到一個政治的領域，是不是還有辦法發揮影響

力，達到原來想要達到的目的？對此，大多數人的態度是比較保留的。主要的理由在於

台灣目前的政治體制有別於歐洲的內閣制，觀察歐洲國家的政治發展，歐洲大多數國家

的小黨比較有機會生存，因為他們採取的制度是內閣制，小黨甚至可以進入聯合內閣，

或較有機會實現政見。例如：德國的綠黨或海盜黨，基本上海盜黨並沒有任何的政見，

他們主要的訴求只有一個就是自由上網，主張他們可以自由自在於網路世界遨遊。他們

是先在柏林的市議會取得了議員的席次，再慢慢提出其它相關施政的議題。海盜黨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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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特色，他們利用視訊開會，不是黨員也可以進入討論，完成開放到這樣的程度，透過

網際網路的新科技，凝聚更多人的意見，表達他們不同的心聲。 

  反觀台灣的政治體制，現在既不是總統制，也不是內閣制，僅是隱隱約約有兩大政

黨，比較像美國的政體，小黨的生存空間相對而言比較容易受到大黨的擠壓。台灣的第

三勢力如果想要效法德國的海盜黨，反而應該是像綠黨一樣，注重地方性的選舉，如果

先在地方議會取得幾席的議員，這種參與地方議會運作的門檻比較低，發揮功能的空間

也相對比較大。 

陸、結論 

  台灣的公民運動隨著社會的發展慢慢累積許多經驗，公民運動的規模以及運作方式

也愈來愈成熟，例如：「台灣農村陣線」即是台灣不可忽視的一股社會力。 

  就長遠來看，只要我們保持這樣的公民社會，洪仲丘事件既然可以在短時間，號召

眾多有正義感的公民站出來響應，大家參與公民運動的意願，以及凝聚公民力量促成社

會的變革，效果會愈來愈強大，就不一定要有體制內第三勢力的出現。這種公民力量只

要達到一定規模，就能夠讓政治人物有所警惕，一旦主張脫離民意太遠，立刻會受到公

民力量的強力反彈。個人相信，只要維持公民運動的能量，在推動台灣政經體制的改革

時，將是讓人不敢輕忽的一股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