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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團體談2014年的回顧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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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開始討論今天的主題之前，我覺得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必須要說明清楚，就是

我現在參與的這個團體—— 經濟民主連合（簡稱「經民連」）。它是一個什麼樣的團體，

這兩三年之間我們又做了什麼事？接下來打算要做什麼事？希望達到什麼樣的目標？只

要把這些事情說清楚講明白，相信會是今天一項重要談話的素材。 

從反黑箱服貿到經濟民主連合 

  「經濟民主連合」（Economic Democracy Union）是一個新改名的團體，是由三十幾

個台灣公民團體組成的社團聯盟。在此之前的名稱是「反黑箱服貿民主陣線」（簡稱「民

主陣線」），可能有一些較早關注參與反黑箱服貿運動的朋友，曾聽過這個組織，「民主陣

線」成立的時間是在 2013 年的 7 月底，成立的主要目的也是為了因應「兩岸簽訂服貿協

議」而成立。剛剛提到經濟民主連合是一個社團聯盟，包括今天在座的北社張葉森社長

也是我們的成員。從北社也是經濟民主連合成員的這件事來看，凸顯傳統社運團體與所

謂的「公民團體」兩者之間的距離並沒有那麼遠，雙方還是可以一同攜手合作。 

  「反黑箱服貿民主陣線」一開始成立的時候，我們的成員相當多元，包括：「台灣勞

工陣線」是長期從事勞工運動的一個團體、「婦女新知基金會」則是關心婦女議題、「地

球公民基金會」關心環保議題，以及「台灣守護民主平台」、「台灣人權促進會」、「民間

監督健保聯盟」、「殘障聯盟」等等，由此可見在我們的團體中關心投入的議題相當多

元。我們為什麼要把這些人集合在一起？主要目的就是說，我們現在共同關注的這一個

事項—— 兩岸簽訂服務業貿易協定。「服貿協議」對台灣的影響可能是全方位的，不管是

環境、勞工，甚至是婦女的權益都有可能因此受到影響。 

  「反黑箱服貿民主陣線」過去做了哪些事？當然除了國會遊說之外，還有舉辦記者

會、在街頭上示威抗議等，我們都做了不少。如果大家還有一點印象，2013 年年底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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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在民意的龐大壓力下，加開了十六場「兩岸服貿協議」的公聽會，其中八場是給中國

國民黨的張慶忠委員主辦、另外八場是交由民主進步黨段宜康委員主辦。張慶忠委員匆

匆忙忙三天內就辦完八場公聽會，而段宜康委員前後共花了三個月的時間舉辦八場公聽

會，其中每一場都談論四個產業。在此期間，我們積極與段宜康委員的辦公室展開合

作，前後八場盡可能邀請台灣各項產業的代表與會，也邀請不同的學者專家、社運團體

的代表一起討論。我們始終相信，如果政府真的有心以負責任的態度處理一項很重要的

協議，必須要聽取各個不同產業、階層與團體的意見與心聲，因此我們投入很大的心力

參與其中，試圖向政府反映人民的需求，我們也真的讓它實踐。 

  2014 年 3 月 18 日晚上，當大批年輕人衝進立法院議場之後，反黑箱服貿民主陣線

扮演什麼角色？大概可以這樣說，一般人會稱呼這個運動叫做「太陽花學運」—— 以太

陽花為代表以及由學生發起的運動，但是，個人則習慣將這場運動稱為「三一八運動」。

事實上，「太陽花學運」其實是別人幫我們取的，這件事可能很多人也聽過，為什麼會取

名為「太陽花」？就是有一位花農，他覺得衝進立法院議場的年輕人表現實在太棒了，

他決定要送花給這些年輕人，感謝他們為台灣的付出，等到太陽花送進議場之後，有些

人覺得太陽花很漂亮，很適合擺在主席台上，然後經由媒體將畫面放送出去之後，全世

界就稱這場運動為「太陽花運動」。因為這不是我們自己取的名稱，我個人並不太喜歡，

還是習慣稱「三一八運動」比較貼切。 

  其實，「三一八運動」不能算是單純的學生運動，只是因為大家都覺得學生的形象確

實有其道德高度，學生比較純潔具有理想性，學生參與社會運動可以凸顯這場運動的正

當性。當然，其中有一群學生主要是待在立法院議場內部，然後立法院外部也有很多前

來參與靜坐的學生，但是在這些學生的背後，要擴大整個活動的規模號召幾千人共同來

參與，公民團體在這個時候就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反黑箱服貿民主陣線就是其中的

一份子。當時，有兩個主要的場地，一個在濟南路上、另一個在青島東路上。我們每天

都要開會討論說，這兩個場的主舞台由誰負責上台主導、邀請誰上台講話，其實這個工

作並不討喜，也遭到很多批評，甚至包括後來四月份立法院議場內的學生們出關之後，

處理善後諸多事項、處理運動的結餘款等，容易招致外界的批評，我們非常瞭解這是必

然的結果，可是這些善後的事情一定要有人來負責，並不是因為學生們出關之後，一切

事情就結束了，即使三一八運動已經告一段落，還是需要人來進行善後。 

  除了，「三一八運動」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的事項，就是立法院「自由經濟示範區」

（簡稱「自經區」）議題的討論。立法院排上議程的「兩岸協議監督條例」與「貨貿」等

的討論還持續發展中。因此，我們不能只停留在「服貿」這件重要事情上，不管是「自

經區」、「貨貿」或是「兩岸協議監督條例」等都需要我們大家持續關注。 

  一直到 2014 年 9 月的時候，我們開始討論因為「反黑箱服貿」這幾個字眼太有針對

性。第一個是「反黑箱」，這涉及到反程序的部分，這個部分我們都接受。那很多人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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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會問我們，到底反不反服貿？基本上，我們的立場非常清楚，我們不只反對程序不正

義，我們也反對服貿協議內容的不正義。但是，就像剛剛所提到的，目前同時發展的不

管是「貨貿」、「自經區」，以及「兩岸協議監督條例」都需要我們的關注，因此就想說應

該更換一個組織的名稱，大家經過一番討論之後，最後決定組織名稱為「經濟民主連

合」。 

  什麼是「經濟民主」？對台灣而言，這是一個比較新的概念。基本上，經濟民主所

強調的是，當政府在討論經濟政策時，應該要考慮的重點是更大多數人的分配利益，民

主的重點就是在這裡，簡單而言就是——「大家來作伙決定」。 

  我們正在準備，希望能夠在 2015 年 7 月 28 日也就是「反黑箱服貿民主陣線」成立

兩週年的時候，我們會提出一個「基進民主宣言」。我們將從正面來談論，什麼是「經濟

民主」？台灣的經濟政策是不是只有一個選項亦即不斷開放的自由貿易政策？這是我們

長期不斷在思考、在努力，嘗試要提出一個真正適合台灣未來長遠發展的政策。我們不

是一直在盲目反對政府所提出的政策，很多人批評我們，總是會說我們只會反對，不會

提出一些有建設性的意見。對此，「經濟民主連合」決定要提出一個具體的論述，我們要

如何幫助台灣進行產業升級，什麼樣的對外貿易政策比較有用？台灣不可能不與其他國

家發展貿易，我們必須進行有節制的開放對外貿易，讓最大多數人得到利益的貿易政策

才是我們所需要的，而不是僅有少部分人得到利益，卻要大多數人犧牲利益來配合，這

是我們一再堅持與主張的部分，也是接下來一兩年「經濟民主連合」準備要推動的重點

工作。 

公民團體與台灣的永續發展 

  再來談一下個人的觀察，2014 年參與各項社會活動，我注意到一些社會運動的議

題、趨勢跟發展。提出以下幾點淺見給大家參考： 

  第一、政治議題與經濟議題的結合：就像我剛才提到的「三一八運動」，這項運動裡

面存在兩個部分，第一個是「反中運動」，第二個是「反階級壓迫的運動」，事實上這兩

個議題的結合就是政治議題與經濟議題的結合。 

  基本上，我並不認同公民團體是去政治化的說法，只是我們一直在思考說，到底要

怎麼跟政治勢力作結合，而不會成為政治勢力的幫凶，而沒有辦法有效的壓制政治力。

同時，我也覺得說社會議題其實是有一個議題的重心轉移，我們以前談反中，比較著重

在凸顯我們和中國人不一樣。可是到現在我們談論與中國相關的議題時，很難不去談經

濟，如果沒有辦法在經濟上跟中國作出明確的區隔的話，台灣很難在政治上有辦法獨

立，換句話說，政治獨立的第一步是要先經濟獨立。大家都知道，台灣與中國一旦簽了

服貿、也簽了貨貿，等於是把整個台灣鎖進去中國的內銷市場裡面，是打開走到對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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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裡去，而不是打開國際的大門走出去。所以，我們必須意識到一件事，2016 年的國會

大選政策的辯論主軸應該會著重在經濟發展這一條線上，其中涉及到剛才所提到的兩個

問題，一個是台灣跟中國的經濟關係到底應該是什麼樣子？另一個則是我們現在國內出

現分配嚴重不均的問題又該怎麼解決？以上這些重要的經濟問題都是近一年出現了巨大

的變化。 

  第二、政治運動與社會運動的結合：我們一直在思考台灣當前的政治運動與社會運

動和 1980 年代以民主進步黨為主體所推動的政治運動與社會運動，到底有什麼不一樣？

個人的碩士論文研究的題目是 1970 年代海外台獨運動的研究，主要是處理王育德先生等

人在日本從事台獨運動的發展。至於，個人的博士論文則是在探討 1980 年代民主進步黨

與社運團體的關係。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可能還有一些印象就是，1980 年代當時的民主進

步黨是會派人參與每一個社運團體的活動，尤其是新潮流，譬如：勞政，當時叫勞資

會，譬如：環盟、外獨會，新潮流有意識地進入這些團體耕耘、扎根。這也是為什麼當

時的社會運動、政治運動有辦法進行串連的主要原因，沒有政黨有意識的進行這方面的

結合是沒有辦法完成的。現在，我覺得有點不一樣，反而是從事社會運動的人，從 2008

年起直到現在，經過一波的社會運動之後，慢慢發現並清楚地意識到如果我們不能進入

政治場域的話，總是隔著一層紗，人民沒有辦法對政治人物施以壓力，推動必要的改

革。因此，這些新的發展有別於早期政治運動想要跟社會運動結合推動改革，我覺得主

客體的關係已經有一點改變。 

  第三、2016 年的大選：關於 2016 年大選除了藍綠兩大政黨之外，到底還有沒有新

的藍圖、新的政治版圖出現的可能？我個人倒是希望有。其實 2014 年年底的九合一選舉

的結果，可以算是民主進步黨的勝利嗎？其實，只要仔細研究各地議會議長的選舉結果

即可發現，中國國民黨盤據在地方的勢力還是很厲害，他們在地方上盤根錯節利用金錢

買票的能力還是非常強大。所以，個人對 2014 年九合一選舉的結果，到底造成整個台灣

政治版圖的改變有多大？並沒有那麼樂觀，只是說中國國民黨的政治版圖已經開始出現

鬆動。現在的問題是，我們要怎麼樣在 2016 年大選前，把這個中國國民黨版圖鬆動的面

積擴大，把裂痕撐開，如欲要造成整個政治版圖的移動，必須要推動選制的改革。 

  無論國會選舉是在 2015 年的年底或 2016 年的年初舉辦，我們大概只剩一年的時

間，這一段時間內我們應該要做哪些重要的事情？當中國國民黨現在也意識到要推動憲

政改革，可能是他們維繫政權的最後唯一機會，我們到底要不要利用他們也想要推動憲

改的機會，趕快催促朝野兩黨的攜手合作，甚至也納入公民團體的力量，一起推動台灣

的憲政改革。至於，未來憲政改革的方向要走向何方？以及未來要改成什麼樣子？大家

可以坐下來一起討論。憲改這個議題現在非常熱門，大家也應該去關注這個議題，如果

有機會在 2015 年可以先完成的部分，選制的改革可能機會較大，甚至攸關人民福祉的憲

改方案也能夠過關，2016 年的勝選希望可能會又更大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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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憲改這個重要議題之外，其實選罷法也有修正的必要。我們迫切希望 2015 年能

夠做出一些具體成就，或是推動什麼攸關人民福祉的重要法案？讓 2016 年的選舉對第三

勢力是有利的。我非常贊成應該將中國國民黨掃進歷史的灰燼，同時我也認同民主進步

黨是目前看起來比中國國民黨更有資格，成為下一個執政黨的政黨。但是我們也千萬不

要忽略，民主進步黨也需要人民的監督，它需要一個進步的第三勢力來監督，需要一個

新的反對黨來監督，我們一定要想辦法在 2016 年讓這種健康、正常政黨政治的監督機制

成真，期待與大家一起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