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 動 報 導 

 

新世紀智庫論壇第66期／2014.06.30 92    

紀念蔡同榮博士「台灣前途」

研討會紀要 
 

●蘇芳誼／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副執行長 

 

 

  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Taiwan New Century Foundation）於2014年5月17日在台北

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國際會議廳，舉辦「紀念蔡同榮博士『台灣前途』研討會」。台灣

新世紀文教基金會是台灣第一個民間智庫，由陳隆志博士於1997年在台北創設成立。基

金會成立以來，以建立台灣成為一個名實合一的正常化國家為目標，積極闡揚台灣國家

主體意識，倡導制定台灣憲法、國家正名憲法化、以台灣之名加入聯合國為會員國以及

培養正常化國家國民應有的素養氣度。（詳細資訊介紹，請參見基金會網站<http://www. 

taiwanncf.org.tw/>） 

  蔡同榮博士是一位偉大的民主鬥士，一世人都在追求台灣的獨立與建國，這位不計

代價「顧台灣」的台獨運動者，不幸於今（2014）年1月11日辭世，令人感到不捨與難

過。 

  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感念蔡博士一生堅持台灣應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戮力推

動公投民主、捍衛民主自由的體制與爭取媒體自由開放的環境，乃特別舉辦一場紀念蔡

同榮博士的研討會，藉以彰顯他用生命熱愛台灣的高貴情操與真多、真大的貢獻，是台

灣人的典範。 

蔡同榮博士對台灣的貢獻 

  「紀念蔡同榮博士『台灣前途』研討會」分為「蔡同榮博士對台灣的貢獻」與「台

灣前途」兩大單元。 

  「蔡同榮博士對台灣的貢獻」單元開始之前，基金會董事長陳隆志博士邀請與會的

所有貴賓起立，向蔡同榮博士懷念致敬，默禱一分鐘。 

  第一位主講人陳隆志董事長與蔡同榮博士是台南一中初中部的同窗、台大法律系的

同學，留學美國是獨立建國民主運動的同志，黑名單解除回台後是倡導台灣國家正常

化、公投入聯、公投決定台灣前途的伙伴。在陳董事長的印象中，蔡博士雖然是一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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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嘉義新塭的農村子弟，但是他在台大讀書時，卻是一位對抗中國國民黨盤據校園黑暗

勢力的先鋒。到美國留學之後，他全心投入台灣海外民主運動，居間串聯分布於美國、

日本、歐洲與加拿大等反對中國國民黨獨裁統治的組織，催生世界性「台灣獨立聯盟」

（WUFI）的成立。隨後，又奔走創立「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對美國參眾兩

院展開聯繫遊說，拓展美國國會與國際社會對台灣民主發展與基本人權的關注，並促成

台灣民主政治的改革。 

  陳隆志教授肯定蔡同榮博士在海外獨立民主運動的貢獻，有目共睹；蔡博士回台

後，積極投入台灣公投運動的表現，也不遑多讓，尤其是擔任立委期間，對於公投立法

的堅持國會無人出其右，得到「蔡公投」的美名。另外，他積極為台灣的國會外交奮

戰，不遺餘力集結美國友台國會議員的力量成立「台灣連線」，爭取美國政界對台灣的

支持與提升台美雙邊關係。同時，他也傾全力募資創辦民視，以凝聚台灣的主體國家意

識，發展有公義的輿論。  

  第二位主講人陳唐山立法委員與蔡同榮博士的生命經驗有許多重疊之處，他們過去

既是省立嘉中（現為國立嘉義高中）鬥陣讀書的同班同學，也是台大同期的同學；兩個

人在海外是拚台獨的好同志，回到台灣後也作夥推動台灣的民主改革。 

  在陳委員眼中的蔡同榮是一位「務實的台獨運動者」——「台灣獨立，幾乎是當年海

外台灣人的共同信仰，雖然運動路線容有差異，追求目標的熱誠則無二致。從刻苦的留

學生涯開始，蔡同榮就投入獨立運動，從來沒有脫離過追尋理想國家的生命軸線，數十

年的堅持，不曾有過絲毫的猶疑退卻，即使生命行將邁向終點，還是為了降低公投法的

門檻而到處奔走。」他認為「同榮仔一如其名，一生與台灣土地同存同榮」—— 對台獨

運動無悔的付出、對公投立法的堅定決心、台灣本土媒體的重要性，所作所為都是為了

「顧台灣」。 

  第三位主講人前駐日代表羅福全大使與蔡同榮博士同是推動台灣獨立運動的革命同

志。他們在出國留學之前，參與1960年6月召開的「關仔嶺會議」，結拜合作對抗中國國

民黨；出國留學之後，也共同參與海外台獨運動。 

  羅大使以「組織能力超強」來形容蔡博士。1960年6月蔡同榮發起「關仔嶺會議」，

與同窗好友們結拜矢志反抗中國國民黨的暴政。參與關仔嶺會議的林啟旭、侯榮邦隨後

到日本留學，也參與「台灣青年獨立聯盟」並擔任要職，而蔡同榮、張燦鍙、陳榮成與

羅福全則到美國留學，1966年在費城成立「全美台灣獨立聯盟」（UFAI）。他們一直保

持密切的聯繫，使蔡同榮得以成功整合美國、日本、歐洲與加拿大的海外獨派團體，成

立世界性「台灣獨立聯盟」。然後，又號召關心台灣事務的人創立「台灣人公共事務

會」，擅長組織規劃的個人特質可見一斑。羅大使還指出，蔡同榮擔任「台灣人公共事

務會」會長最大的貢獻是因應美、中建交，積極對美國國會展開遊說，成功推動「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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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法」並爭取兩萬名台灣移民的配額。 

  第四位主講人前駐日代表許世楷大使推崇蔡同榮提出以台灣之名公投入聯的作法是

先知灼見。2007年陳水扁總統以台灣之名向聯合國秘書長提出入聯的申請，使台灣入聯

的運動進入一個新階段。2008年馬英九上台後，放棄陳總統的入聯政策，不過，2008年

入聯公投的結果告訴我們，以台灣之名爭取入聯是正確的政策。 

  許大使認為2016年總統大選是推動以台灣之名公投入聯的契機，每一位總統候選人

不可迴避我們的訴求—— 除了表達支持、還要承諾上任後立即就「以台灣名義申請加入

聯合國為會員國是總統職責」進行公投。台灣入聯的政策不應受政黨輪替的影響。 

  第五位主講人民視田再庭董事長是蔡同榮媒體經營管理的事業伙伴。田董事長認為

蔡同榮募資創辦民視，實至名歸是台灣本土電視台的創建者。他談到蔡博士非常堅持民

視作為一個支持台灣本土的電視台，必須以「顧台灣」為存在的核心價值。民視是台灣

人的電視台，田董事長承諾未來將在蔡同榮博士打下的基礎上，堅守愛台灣、顧台灣的

立場，灌輸台灣國家主體意識，善盡媒體照妖鏡的角色，發揮激濁揚清的功能。 

台灣前途的單元 

  「台灣前途」單元，針對公民投票、政黨政治、國際外交與媒體生態等四項重要議

題進行探討。 

公民投票與台灣前途 

  主持人陳隆志教授引言時指出，公民投票是落實主權在民的民主利器，可惜公投制

度在台灣發展的過程，不但催生時困難重重，通過後公投法竟然是「鳥籠公投法」，致

使公投的正面效果無法發揮。 

  報告人南台科技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羅承宗助理教授直指台灣無法真正落實公投民

主問題的核心，在於當前「公民投票法」許多不合理、背離世界民主潮流的限制，給予

反對公投制度者可以透過公投審議委員會的封殺效果、人民發動公投與公投領票高門檻

的限制、文字遊戲化的公投主文等手段，達到杯葛公投的目的。 

  嘉義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許志雄教授、淡江大學未來學研究所紀舜傑助理教授也抱持

同樣的看法，認為台灣民主要深化，當務之急必須修正公投法，但是他們對馬政府的修

法意願並無任何期待。羅承宗教授提出「公投之樹，在於從根萌芽」的解決之道，可作

為本議題的共識—— 公民投票從無到有是由人民的力量所促成。近來公民意識的高漲，

充分表露國人對於自身事務與台灣前途的關切，咸信進步的公民力量，可以促成公投法

的修正，使台灣的公投能突破鳥籠的限制，公投民主得以真正在台灣落實並展翅高飛。

相信這是蔡公投在天上最期待看到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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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黨政治與台灣前途 

  許世楷大使主持引言，談到中國國民黨龐大非法的黨產，是台灣政黨政治未能良性

發展與一切罪惡的淵藪。 

  報告人銘傳大學公共事務學系陳朝建助理教授認為台灣民主轉型後，政黨政治經歷

二十多年的發展，逐漸發展成「兩聯盟多黨制」－分為「藍軍」的中國國民黨、親民黨

與新黨，以及「綠軍」的民主進步黨與台聯。對於政黨良性競爭與互動的關鍵，則在於

是否能走向「向心式競爭」的政黨政治－亦即在野黨人不應為反對而反對，執政黨也不

能侷限在黨派利益的考量，而扭曲政經資源的適當分配。如此，才能避免因政黨輪替，

出現政策割裂與傷害國家利益。民進黨蔡煌瑯委員認為政黨組織及運作合乎民主，才能

確立政黨公平競爭，促進政黨政治的健全發展，因此主張制定政黨法，並納入政黨自

由、政黨內部民主、政黨平等、政黨財務公開等原則與規範政黨禁止事項。 

  總之，短期內第三勢力想得到發展的空間，必須克服選舉制度、政府體制、統獨光

譜與政黨分合等等因素的影響，相當不容易。東華大學民族發展與社會工作學系施正鋒

教授認為當政黨的轉置（transmission）機制一直無法忠實傳達社會大眾的期待，那就是

政黨板塊醞釀變動的前夜，這是318太陽花學運衝擊台灣政黨體系的主因。長期而言，學

運菁英的改革訴求仍須融入政黨體系，始能看到成效。 

國際外交與台灣前途 

  羅福全大使引言明確指出中國是台灣國際外交與國家安全的最大威脅。馬英九2008

年當選總統之後，積極向中國傾斜，對於馬英九不惜犧牲人民福祉、出賣台灣國家利益

的行事風格，台灣人如果繼續不出聲，中國蠶食鯨吞台灣是早晚的事。 

  報告人台灣智庫賴怡忠副執行長提出警告，強調馬英九的外交休兵政策，提供「一

中框架」逐漸實質化與國際化的空間。上述問題的源頭來自於馬政府接受中國的安排，

在一中框架下從事國際參與，配合形塑中國為台灣宗主國的假象。除此之外，中國抓住

美國希望台海和平的心態，刻意營造台灣不獨、中國不武的環境，鬆懈美國對中國武力

侵台的戒心。同時，中國處心積慮發動國際輿論，意圖誤導國際社會與美國接受除了台

灣宣布獨立以外，台灣不接受一中框架，也會影響台海的和平與穩定。最後，賴副執行

長提醒美國，行之有年的「一個中國政策」已經無法因應台海局勢的新發展，甚至還會

反向侵蝕台灣的民主。 

  前外交部高英茂次長認為儘管目前內外在局勢不利於台灣，若從國際大格局來看，

我們不必太過悲觀。美國歐巴馬政府提出「再平衡」的修正政策，可視為美國勢力重回

亞洲的象徵，這對台灣而言或許是個好機會。如何在美、中兩大強權之間尋求台灣最適

當的發展機會，考驗著台灣人民的智慧。最後，政大台灣史研究所陳文賢教授提出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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籲，爭取美、日等國的支持固然重要，台灣政府與人民的意志與決心，是否願意像蔡同

榮博士一樣為「顧台灣」勇往直前，更為重要。 

媒體生態與台灣前途 

  前新聞局長、新頭殼新聞平台蘇正平董事長擔任主持人，提醒國人媒體的影響無遠

弗屆，與國家社會的前途發展息息相關。 

  報告人東華大學台灣文化學系許建榮助理教授認為中國經濟的崛起，在各個層面不

斷影響著台灣，香港的前車之鑒，讓人清楚認識到中國將媒體視為重要的統治與控制的

武器。許教授強力批判馬政府的傾中政策，給予中國透過台灣的民主環境與資本主義的

市場機制，堂堂將黑手深入台灣傳播媒體，並透過媒體操控台灣政局與影響人民視聽的

機會。 

  資深新聞工作者盧世祥執行長提出改變媒體生態，台灣才有前途的呼籲，因為當部

分台灣媒體配合中國，在反獨促統的共同目標下，台灣得之不易的新聞自由恐將是中國

因素壓境的第一個犧牲品。此外，民視蔡滄波副理肯定蔡同榮博士經營與管理民視的長

才，沒有蔡同榮就不可能有台灣人的電視台。蔡副理堅信只要民視的股權結構不變，一

定會基於新聞專業，站穩愛台灣、顧台灣的立場，確保台灣的獨立主權與媒體自主性。 

  最後，大家一致認為318太陽花學運帶來改變的契機，學運的後續效應不斷在發酵當

中，這股強大公民改革的力量，相信能改變惡劣的媒體生態並使台灣朝向正面發展的方

向。 

結論 

  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作為一個民間智庫，一直關心台灣現在及將來的發展：我們

相信318太陽花學運為我們帶來推動民主改革，解決台灣憲政重病的希望，也激勵我們更

有勇氣與能量將中國黑手阻絕在外，避免台灣民主多元的價值受到侵蝕。只要我們共同

合作堅持以公民投票來決定台灣的前途，台灣一定會有光明的前途，成為世界上真正有

尊嚴、民主自由、主權獨立正常化的國家。（本文亦發表於美國《太平洋時報》，2014

年5月28日【特刊】，頁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