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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灣
大
學
政
治
學
研
究
所
碩
士

。

台
灣
研
究
基
金
會
創
辦

人
。

曾
任
第
三
屆
監
察
委
昌
一
、
台
灣
研
究
基
金
會
董
事
長
、
國
民
大
會
第
二
屆
國
民
大
會
代
表

。

一
九
七
0
年
代
即
參
與
黨
外
，
並
從
事
台

灣
近
代
史
的
紀
錄
工
作

。

代
表
著
作
有

《
兩
個
太
陽
的
台

灣
|
非
武
裝
抗
日
史
論

》
、

《蔣
清
水
傳
|

台
灣
的
孫
中
山

γ

《還
財
於
民
﹒
國
民
黨
黨
產
何
去
何
從

?
》
、

《在
哈
佛
的
沉
思

﹒

從
世
界
看
台
灣

》
等
多
本
著
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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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O
O
六
年
，
執
政
者
爆
發
一
連
串
貪
腐
事
件
，
讓
我
開
始
深
思
，
為
什
麼
會
發
生
這
樣
的

事
?
」
黃
煌
雄
說
，
他
接
著
四
處
走
訪
民
進
黨
基
層
黨
工
，
想
要
知
道
這
些
長
期
以
來
就
相
信
民
進

知識分子的省思與對話

黨
、
可
以
說
為
民
進
黨
賣
命
一
生
的
人
，
怎
麼
看
待
執
政
後
的
民
進
黨
，
「
我

的
聲
音
是
『
很
鬱

卒
』
、

『
心
很
痛
』

'
」
他
感
慨
，
檯
面
上
的
人
真
是
「
愧
對
從
黨
外
運
動
一
路
走
來
、
始
終
相
挺
的

造
這
此
千
人。
」

黃
煌
雄
說
，
現
在
的
民
進
黨
需
要
重
新
再
找
回
「
黨
外
精
神
」

，
否
則
如
何
再
一
次
贏
回
人
民

的
信
任
與
支
持
?
而
所
謂
的
黨
外
精
神
，
他
認
為
有
三
大
核
心
:
一
，
反
對
威
權
，
追
求
民
主
;
二
，

反

'
追
求
公
道
;
三
了
堅
持
本
士
，
永
續
經
營
。
他
說
，
永
續
指
的
是
基
民
對
台
灣
這
塊
土
地

恆
久
的
愛
所
產
生
的
經
營
態
度
，
「
不
是
指
政
權

。

」
'
黃
煌
雄
並
且
認
為
，
這
樣
的
「
黨
外
精
神
」

並
不
專
屬
於
民
進
黨
，
「
誰
執
政
，
誰
就
要
遵
守

。
」

而
這
種
精
神
「
應
該
構
成
台
灣
精
神
的
重
要
內

涵
。

」檢
討
執
政
之
後
的
民
進
黨
，
他
指
出
，
拾
固
黨
魂
是
一
個
迫
切
的
任
務
。
黃
煌
雄
轉
述
一
位
基
層

黨
工
的
話
說
:
「
在
黨
外
運
動
時
，
很
多
人
有
一
種
『
我
不
入
地
獄
，
誰
入
地
獄
』
的
慷
慨
、
浩
然
之

氣
;
現
在
看
看
一
些
在
高
層
的
人
，
心
裡
所
想
的
大
概
是

『
我
不
進
天
堂
，
誰
進
天
堂

」
。
」



這
種
轉
變
讓
很
多
支
持
者
憂
心

、

傷
心
，
但
黃
煌
雄
相
信
二

O
O
七
年
年
底
立
委
選
舉
的

大
挫

敗
，
是
民
進
黨
反
省
的
開
始
，
而
他
認
為
，
其
實
不
只
民
進
黨
有
所
警
惕

。

他
說
，
當
他
看
到

「
勝
利

的
國
民
黨
不
敢
驕
傲
，
失
敗
的
民
進
黨
得
到
教
訓
」
時
，
感
受
到
台

灣
人
民
藉
著
選
票
展
示
出
「
自
己

才
是
國
家
主
人
的
意
志
」

'
這
股
力
量
非
常
巨
大
，
政
黨
不
能
不
屈
服
，

「
你
何
時
看
過
兩
大
政
黨
同

時
向
人
民
這
麼
謙
卑

?

」
黃
煌
雄
帶
著
十
分
篤
定
的
神
情
說
，
這
就
是
台

灣
民
主
的
曙
光
，

「
台
灣
在

民
主
化
的
過
程
中
，
或
許
有
些

，
但
總
體
而
言
，
方
向
是
往
前
進
的

。

」

黃
煌
雄
以
自
己
的
經
歷
說
明
他
對
歷
史
總
會
往
前
走
的
樂
觀
期
待

。

一
九
八
0
年
，
黃
煌
雄
競

選
增
額
立
法
委
員
時
，
競
選
的
看
板
寫
著

「
國
民
黨
往
何
處
去
」

，
結
果
看
板
竟
被
砸
爛
.• 

一
九
八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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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代
，
他
在
英
國
看
到
一
本
書

《
帝
國
的
結
束

》

，
心
裡
很
受
震
撼
，
自
問

.. 

「
一
個
帝
國
都
可
以

學者論文 -黃煌雄

結
束
，
又
何
況
是
一
個
政
黨
、
一
個
人

?

」
能
是
，
一
九
八
六
年
，
黃
煌
雄
出
版
了

《
國
民
黨
支
配

時
代
的
結
束

》

一
書
，
結
果
書
被
禁
了
，
「
可
是
，
才
不
到
十
五
年
的
時
間
，
政
黨
輪
替
就
真
的
發
生

了
，
」
自
由
、
民
主
、
本
土
，
是
不
可
阻
擋
的
趨
勢

。

但
是
面
對
著
目
前
一
些
一
「
階
段
性
的
逆
流
」

'
黃
煌
雄
還
是
期
許
能
有
更
多
知
識
分
子
投
入

心
，
一
起
努
力
扭
轉
，
「
戒
嚴
時
期
都
有
那
麼
多

人
勇
敢
發
聲
，
現
在
還
有
什
麼
好
怕
的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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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
煌
雄

一

、
十
年
前
的
預
言

一
九
九
八
年
二
月
十
日

，

我
應
邀
在
美
國
新
英
格
蘭

中

華
民
國
學
人
留
學

生
的

「
學
術
論

壇
」
，

以
「
跨
進
二
十
一
世
紀
的
台
灣
政
治
展
望

」
為
題
發
表
演
講
，

當
時
我
勾
畫
出
跨
入
二
十
一

世
紀
台
灣
政
治
的
新
面
貌
，

大
概
具
有
六
項
特
質

，

其
中

第
四
項
為

.. 

「
以
台
灣
人
為
主
體
的
時
代

的
來
臨
。
未
來
要
在
台
灣
政
壇

上
生
存
發
展
，
主
要
有
兩
種
人
:

一
種
是
很
自
然
且
帶
有
感
情
的
說

『
我
是
台
灣
人
」
的
人
;

另
一
種
是
很
自
然
且
帶
有
感
情
的
說
『
我
是
台
灣
人

，

也
是
中

國
人
」
的

人
。
在
此
，

『
台
灣
人
』
的
定
義
涵
蓋
四
個
族
群
，

包
括
原
住
民
、

客
家
人
、

福
佬
人
(
河
洛
人
)

與
新
住
民
(
外
省
人
)
。
如
果
只
肯
說
「
我
是
中

國
人
』
'

卻
不
肯
說
「
我
是
台
灣
人
」
'

這
些
人

大
概
都
漸
漸
會
為
政
治
情
勢
所
淘
汰
。

」

從
一
九
九
六
年
第
一
次
總
統
選
舉
到
二

O
O
七
年
，

十
二
年
以
來

，

就
國
內
政
治
發
展
而
論
，

特
別
是
就
享
有
公
信
力
的
像
政
治
大
學
選
舉
研
究

中

心
、

台
灣
地
區
社
會
變
遷
基
本
調
查

，

以
及
中



央
研
究
院
有
關
研
究
人
員
所
調
查
公
佈
的
資
料

，

均
顯
示
自
認
為
台
灣
人
的
比
例

，

已
出
一
九
九
六

年
百
分
之
二
十
多
升
至
二

O
O
六
年
百
分
之
五
十
、
甚
至
六
十
以
上

;

而
自
認
為
中
國
人
者

，

則
由

百
分
之
三
十
左
右
下
降
至
百
分
之
十
以
下

;

自
認
為
兩
者
都
是
的
人

，

大
約
維
持
在
百
分
之
四
十
到

五
十
左
右

，

但
亦
有
降
至
百
分
之
三
十
五
的
紀
錄
。
這
些
調
查
數
字
反
應
出

，

我
在
十
年
前
所
作
的

預
言
，

似
乎
正
全
面
實
現
中
。

二
、
總
統
選
制
的
雙
重
影
響

289 

一
九
九
0
年
春
，

民
進
黨
成
立
憲
政
研
究
小
組

，

小
組
成
員
經
過
深
入
的
討
論

，

特
別
是
有

關
內
闇
制
與
總
統
制
的
深
刻
交
鋒
以
後

，

提
出
民
主
大
憲
章

，

主
張
總
統
應
由
全
體
公
民
直
接
選
舉

產
生
，

而
確
立
總
統
為
憲
政
中
心
的
制
度
。
這
項
主
張
引
導
了
國
是
會
議
的
決
議

，

影
響
了
社
會
共

識
，

衝
擊
了
國
民
黨

，

終
於
在
一
九
九
六
年
完
成
我
國
史
上
第
一
次
總
統
直
接
民
選
。
當
時
我
們
對

這
項
憲
政
主
張
的
主
要
考
慮
包
括

:

天
安
門
事
件
之
後
的
中
國
因
素

;

凝
聚
國
民
意
識

、

強
化
國
民

向
心
;

有
利
於
民
進
黨
提
早
競
爭
中
央
政
權
。
就
十
多
年
來
的
政
治
發
展

，

以
及
自
認
為
台
灣
人
比

例
愈
來
愈
高
，

而
自
認
為
台
灣
人
的
台
灣
認
同
更
高
達
七
成

、

八
成
以
上
的
民
調
來
檢
驗

，

我
們
當

學者論文 ﹒黃煌雄

年
的
戰
略
評
估
可
說
是
完
全
正
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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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身
為
憲
政
研
究
小
組
召
集
人
的
我

，

應
該
坦
承
我
們
當
年
雖
傾
盡
全

力
推
動
總
統
直
選
，

但

對
民

選
產
生
的
總
統
，

其
職
權
的
行
使
和
制
約
卻
缺
乏
深
刻
的
檢
討

，

也
缺
乏
應
有
的
配
套
準
備
。

我
們
直
覺
認
為

，

像
我
們
這
樣
在
威
權
統
治
下
追
求
民
主
的
伙
伴

，

不
管
是
誰

，

一
旦
有
機
會
取

得
政
權
，

一
定
會
珍
惜
台
灣
人
民
所
賜
予
的
機
會

，

竭
盡
全
力
，

履
行
三
代
台
灣
人
所
夢
寐
以
求
的

目
標
，

造
福
人
民
，

提
升
國
力
，

將
台
灣
帶
向
國
際
舞
台
。
我
們
心

中

想
到
的
是
，

一
九
五
八
年
東

山
再
起
，
二
度
拯
救
法
國
，

並
將
法
國
帶
向
富
強

、

繁
榮
與
光
榮
的
戴
高
樂
的
投
影

;

我
們
缺
少
美

國
制

憲
祖
先
那
種
對
權
力
戒
慎
恐
懼
的
態
度
與
探
討

;

也
正
因
為
這
樣
，

像
美
國
「
聯
邦
論
」
所
呈

現
的
那
種
唯
恐
去
掉
一
個
英
皇

、

又
換
來
另
外
一
個
皇
帝
的
憂
慮
與
辯
論

，

在
我
們
的

「
民
主
大
憲

章
」
與
「
台
灣
憲
法
草
案

」
的
實
錄
幾
乎
完
全
從
缺
。

由
於
民
選
總
統
的
正
當
性
與
合
法
性

，

絕
不
是
戒
嚴
時
代
的
總
統

，

及
日
治
殖
民
時
代
的
總
督

所
可
比
擬
，

因
此
民
選
總
統
行
使
憲
政
職
權

，

乃
受
到
了
高
度
的
期
待

;

何
況
，

一
九
九
六
年
李
登

輝
是
在
訴
諸

「
台
灣
人
的
悲
情

」
下
高
票
當
選
總
統

;
二
O
O
0

年
陳
水
扁
則
是
在
國
民
黨
分
裂

下
，

喊
出
「

台
灣
人
出
頭
天

」
才
當
上
總
統
職
位
。
在
這
種
激
情
的
背
景
下

，

他
們
就
職
時
，
幾
乎

得
到
善
良
的
台
灣
人
民

，

包
括
同
行
的
民
主
伙
伴
完
全
的
信
任

，

當
時
幾
乎
沒
有
人
擔
心
或
懷
疑
民

選
總
統
會
逾
越
職
權
、

逾
越
分
際
、

進
而
濫
用
職
權

、

濫
用
特
權
、

使
自
己
成
為
政
治
爭
議
的

中

心

與
泉
源
。

知識分子的省思與對話



三
、
民
主
鞏
固
的
真

(
一
)
台
灣
人
的
中
國
人

一
九
九
六
年
的
總
統
大
選
是
在
外
部
中
國
飛
彈
演
習
砲
火
下
進
行

，

內
部
雖
有
競
爭

，

卻
不
激

烈
，

也
不
緊
張

;
二
O
O
0

年
總
統
大
選
是
在
國
民
黨
分
裂
以
及
興
票
案
陰
影
下
進
行

;

二
O
O

四
年
總
統
大
選
則
是
在
三
一
九
槍
擊
案
的
震
撼
中
完
成

，

泛
藍
與
泛
綠
的
互
信
因
而
徹
底
瓦
解

;

二

O
O
八
年
的
總
統
大
選
，

由
於
民
進
黨
立
委
與
總
統
初
選
採
取
排
藍
規
定
，

竟
出
現
台
灣
人

把
中
國

人
的
新
因
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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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歷
史
發
展
而
論

，

日
本
有
效
統
治
殖
民
地
下
的
台
灣

，

是
台
灣
人
一
詞
及
其
概
念
產
生
的

根
源
。
起
初

，

台
灣
人
係
相
對
於
日
本
人

;
「
二
二
八
」
事
件
之
後
，

台
灣
人
係
相
對
於
外
省
人

;

及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取
代
中
華
民
國

，

在
國
際
上
代
表
中
團
以
後

，

台
灣
人
係
相
對
於
這
們
的
中
國

人
。
日
本
學
者
若
林
正
丈
把
日
治
時
代
的

「
日
本
人
」
、
「

二
二
八
」
之
後
的
「
外
省
人
」
、
z
n

下
的

「
中
國
人
」
'

均
稱
為
「
台
灣
民
族
主
義

」
的

「
他
者
」
。

依
據
這
種
闡
釋
，

台
灣
人
民
包
括
原
住
民
、
福
佬
人
(
河
洛
人
)
、

客
家
人
及
新
住
民
(
外
省

人
)
，

如
果
少
數
政
治
人
物
有
意
將
台
灣
人
和
中
國
人
對
立

，

且
又
將
支
持
泛
藍
的
人
民
排
除
在
台

灣
人
之
外
，

則
這
種
二
分
法
不
僅
曲
解
台
灣
人
的
定
義

，

窄
化
台
灣
人
的
包
涵
性

，

更
與
民
調
所
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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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自
認
為
台
灣
人
達
六
成
以
上

，

而
自
認
為
台
灣
人

中

具
有
台
灣
認
同
更
高
達
七
成

、

八
成
以
上
的

趨
勢
與
走
向
大
相
逕
庭
。
所
以
這
種
立
論

，

只
能
說
是
政
治
操
作

，

或
是
選
舉
語
言
;

而
台
灣
認
同

與
「
藍
綠
對
立

」
、
「
統
獨
對
立
」
理
應
脫
鉤
。

(二
)
文
化
認
同

戒
嚴
體
制
為
民
主
鞏
固
遺
留
兩
大
嚴
厲
課
題

，

這
兩
大
課
題

且
越
來
越
凸
顯

.. 

一
為
文
化
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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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

一
為
歷
史
記
憶
。

由
於
國
民
黨
是
帶
著
中
華
民
國
的
憲
政
架
構
，

以
及
大
中
國
意
識
來
到
台
灣
進
行
統
治

，

自
然
視

台
灣
為
復
興
的
基
地

、

反
共
的
跳
板
、

中
原
的
邊
陸
、

歷
史
的
文
流
。
台
灣
在
長
期
被
矮
化
、

地
方
化
、

局
部
化
、

工
具
化
的
過
程
上
，

台
灣
意
識
被
壓
下
來
，

幾
乎
窒
息
。
隨
著
台
灣
民
主
化
的
推
動

，

特
別
是

總
統
直
選
實
施
以
後
，

台
灣
意
識
一
步
一
步
上
揚

，

民
進
黨
中

央
執
政
以
來
，

在
資
源
配
置
及
政
策
順
序

上
，
台
灣
意
識
後
來
居
上
，

大
中

國
意
識
開
始
感
受
到
壓
抑
，

在
教
科
書
的
修
改
過
程
上
，

隨
著
台
灣
意

識
與
大
中
國
意
識
比
重
的
調
整
，

以
及
定
位
的
爭
論
，

更
爆
發
出
所
謂
「
去
中
國
化
」
的
激
烈
爭
論
。

了
一)
歷
史
記
憶

「
二
二
八
」
事
件
是
台
灣
近
代
史
上
最
大
的
創
傷

，

列
為
最
高
禁
忌

，

民
主
化
以
後
，

禁
忌
的

缺
口
打
開
了

，

由
於
不
同
族
群
對

「
二
二
八
」
有
不
同
的
歷
史
記
憶

，

加
上
總
統
大
選
又
是
緊
隨
著

「
二
二
八
」
日
期
之
後
的
三
月
中
旬
舉
行

，

時
間
的
接
近
性

，

使
「
一
三
八
」
事
件
自
一
九
九
六
年



以
來
，
一
直
成
為
歷
次
總
統
大
選
引
爆
的
焦
點
議
題
之
一
。

蔣
氏
父
子
在
台
灣
將
近
四
十
年
的
威
權
統
治

，

在
不
同
族
群
之
間
也
有
不
同
的
歷
史
記
憶

，

像

最
近
中
正
紀
念
堂
拆
區
所
引
發
的
對
立
與
抗
爭

，

都
深
深
反
應
出
對
待
歷
史
事
物
，
因
不
同
族
群
的

不
同
記
憶
，

正
逐
漸
浮
現
成
為
台
灣
民
主
鞏
固
必
須
克
服
的
重
大
課
題
。

四
、
挑
戰
與
回
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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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前
民
主
鞏
固
所
面
臨
的
挑
戰
是
真
實
的

，

也
是
令
人
不
安
的

，

回
應
之
道
要
從
多
方
面
，

包

括
制
度
層
面
、
慣
例
層
面
以
及
精
神
層
面
。

首
先
，

總
統
選
舉
應
該
改
採
絕
對
多
數
，

第
一
輪
如
無
候
選
人
得
票
數
超
過
半
數

，

應
即
就
第

一
輪
前
兩
名
進
行
第
二
輪
選
舉
。
這
也
是
臺
灣
憲
法
草
案
的
主
張

，

這
項
絕
對
多
數
制
的
用
意

，

主

要
在
強
化
民
選
總
統
的
代
表
性
、
強
化
政
治
與
社
會
穩
定

、

及
防
止
候
選
人
恣
意
操
弄
族
群
或
特
殊

敏
感
議
題
。
台
灣
經
過
三
次
總
統
大
選
的
實
際
體
驗
，

這
項
修
改
是
很
有
針
對
性

，

也
很
有
必
要
。

其
次
，

總
統
任
命
行
政
院
長

，

儘
管
憲
法
沒
有
明
文
規
定

，

但
基
於
憲
政
歷
史
與
民
主
原
則
所

蘊
涵
的
精
神

，

應
建
立
憲
政
慣
例
，

交
由
國
會
多
數
黨
組
閣
。

英
圓
憲
法
學
者
戴
雪
(
口

-
2
咒
)
，

區
分
英
憲
為
兩
大
類
，
其
一
是
「
憲
法

」

({
心宅
。

『
片
F
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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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D
ω立
門
丘
吉
口

)
，

其
二
是

「
憲
典
」

(口
。口
〈
呂
立

。
口
的
。

『
耳

ω
n
o
D
且
一
片
丘
吉
口

)
。

「
前
者
包
括

法
院
所
承
認
及
施
行
的
規
則

，

這
是
憲
章
所
有
法
律
本
體

;

後
者
包
含
風
俗

、

習
例
、
格
言
或
教

義
，

注
這
是
憲
章
所
有
道
德
，

而
不
屬
於
法
律
的
領
域

」

。
在
我
國
，

總
統
選
舉
僅
僅
舉
辦
過
三
次

，

總
統
人
還
僅
僅
經
歷
過
兩
位

，

他
們
對
總
統
職
權
行
使
的
態
度
、
運
作
的
方
式

、

以
及
留
下
的
言

行
，

都
會
對
總
統
選
制
產
生
影
響

;

坦
白
地
說
，

陳
水
扁
總
統
七
年
多
來
行
使
總
統
職
權
所
留
下
的

「
陳
水
扁
模
式
」
，

對
總
統
選
制
代
表
一
個
負
面
的
因
素
。
因
此
我
們
希
望
馬
英
九
、
謝
長
廷
兩
位

總
統
候
選
人
能
公
開
宣
稱

.. 

他
們
如
果
當
選

，

在
行
使
總
統
職
權
時

，

將
會
以
有
利
於
鞏
固
總
統
選

制
的
方
式
來
運
作
。
像
我
們
這
樣
年
輕
化
的
民
主
國
家

，

像
總
統
這
樣
重
要
政
治
領
袖
的
行
誼

，

對

民
主
鞏
固
的
影
響
實
在
大
大
了
。
在
一
個

「
政
治
家
缺
位

」
的
年
代
，

台
灣
大
需
要
政
治
領
袖

，

以

睿
智
的
見
解
與
可
貴
的
行
誼

，

造
成
風
氣
，

蔚
為
共
識
，

形
成
有
如
英
國
憲
典
那
種
似
無
形
卻
又
有

力
的
慣
例
。

黨
外
精
神
是
台
灣
精
神
的
重
要
內
涵

，

更
是
支
持
黨
外
與
民
進
黨
從
無
到
有

，

從
小
到
大
，

並
逐
步
取
得
中

央
政
權
的
最
主
要
支
柱

，

其
核
心
內
容
有
三

.. 

一
為
反
對
威
權
、

追
求
民
主

;
二
為

反
對
特
權
、

追
求
公
義
;

三
為
台
灣
主
體

、

永
續
經
營
;

所
以
「
民
主
、

公
義
、

本
土
(
永
續
)
」

不
僅
是
黨
外
所
遺
留
的
最
寶
貴
精
神
遺
產

，

更
是
民
進
黨
創
黨
以
來
所
堅
持
守
護
的
核
心
價
值
。
在

當
前
的
階
段

，
「
民
主

」
的
追
求
已
告
建
立

，

而

「
本
土
」
認
同
也
蔚
為
共
識

，

現
階
段
應
不
斷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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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以
赴
的

，

便
是
追
求

「
公
義
」

。
在
台
灣
民
主
運
動
史
上
，

為
了

「
追
求
公
義
」
，

黨
外
曾
反
對

特
權
，

反
對
食
腐
，

反
對
國
庫
通
黨
庫

;

同
時
由
於
黨
外
長
期
處
在
被
壓
迫
的
地
位

，

屬
於
杜
思
妥

也
夫
斯
基
所
說

「
被
侮
辱
與
被
損
害

」
的
一
群
，

黨
外
一
向
關
懷
弱
勢

、

要
求
保
障
人
權

，

司
法
獨

立
，

強
調
四
大
族
群

，

尊
重
多
元
文
化

，

更
主
張
社
會
正
義

、

經
濟
正
義

，
「

追
討
黨
產
、

還
財
於

民
」
。
今
天
，

民
主
鞏
固
最
敏
感
的
神
經
地
帶

，

便
是
基
於
族
群
人
口
結
構
的
不
均
衡

，

所
引
發
的

文
化
認
同
與
歷
史
記
憶
的
衝
突

，

特
別
是
在
像
總
統
大
選
這
樣
的
季
節

，

如
果
有
人
，

不
管
是
哪
一

個
黨
派
，

或
哪
些
人
，

針
對
台
灣
民
族
性
格
心
理
的
了
解
與
掌
握

，

以
歷
史
因
素
所
留
下
的
基
礎

，

有
節
奏
、

有
計
晝
的
操
弄

，

不
僅
會
在
總
統
大
選
過
程
上
爆
發
不
可
預
料
的
驚
心
動
魄
的
畫
面

，

更

會
對
總
統
直
選
制
度
產
生
深
遠
的
負
面
影
響

，

這
也
構
成
對
黨
外
精
神
的
根
本
違
背
。
因
此
基
於
維

護
民
主
體
制

、

總
統
選
制
，

台
灣
急
需
重
振
黨
外
精
神

，

培
養
互
相
包
容
與
尊
重
多
元
的
文
化

，

讓

任
何
操
弄
者
在
包
容
與
多
元
的
文
化
涵
蓋
下
失
去
空
間

，

沒
有
立
足
之
地
。
這
是
台
灣
在
民
主
鞏
固

旅
程
上
當
務
之
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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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灣
人
基
本
上
是
憨
厚
、
老
實
、
善
良
、
樸
素
、
不
硬
捕
、
不
伶
牙
利
嘴
、
不
粗
話
罵

人
，

也

不
以
別
人
的

「
姓
」
及
「
名
字
」

取
笑
對
方

，
更
不
罵
及
別
人
的
祖
先
與
逝
者

，

這
些
傳
統
價
值
仍

存
在
台
灣
人
的
內
心
深
處
。
這
些
傳
統
價
值
如
果
經
由
媒
體
的
報
導
與
輿
論
的
喚
起

，

能
夠
普
及
擴

大
，

成
為
社
會
的
共
同
美
德

，

將
會
匯
成
為
無
形
的
巨
大
社
會
約
束
力
量

，

讓
所
有
公
眾
人
物
，

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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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能
不
望
而
生
畏

，

恭
敬
地
表
達
尊
重
。

解
嚴
之
後
的
媒
體
，

現
在
比
任
何
時
刻
更
需
要
承
擔
起
來
第
四
權
的
角
色

，

在
民
主
鞏
固
的
旅

程
上
，
媒
體
的
倫
理
責
任
是
不
可
或
缺
的
。
但
是
目
前
許
多
導
致
人
心
不
安
的
來
源
，
卻
多
來
自
媒

體
，
媒
體
似
乎
給
人
一
種
感
覺

.. 

「
破
」
的
力
量
有
餘
，
「
立
」
的
力
量
不
足
。

司
法
品
質
與
司
法
獨
立

，

都
會
影
響
司
法
的
公
信
力

.. 

司
法
公
信
力
愈
強
，

經
由
法
治
對
民
主

鞏
固
所
起
的
作
用
就
愈
大
。
解
嚴
之
後
的
司
法

，

雖
然
解
放
了
對
司
法
品
質
不
必
要
的
束
縛

，

釋
放

了
更
大
的
司
法
獨
立
空
間
，
但
司
法
公
信
力
仍
然
在
爭
議
中
、
挫
折
中
，
進
與
退
之
間
瞞
珊
前
進
。

在
民
主
鞏
固
的
旅
程
上

，

司
法
顯
然
還
沒
有
建
立
讓
所
有
當
權
者
與
人
民
大
眾
都
望
之
儼
然
的
一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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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
滿
著
浩
然
正
氣
的
公
信
力
。

五
、
結
語

放
眼
未
來
二
十
年
，

具
有
代
表
性
的
人
物
和
機
構

，

從
擔
任
過
卡
特
總
統
特
別
安
全
顧
問
的
布

里
辛
斯
基
，
到
擔
任
過
美
國
聯
準
會
主
席
的
葛
林
斯
班
，
到
美
國
國
家
情
報
委
員
會
，
到
歐
洲
與
日

本
的
政
界
與
學
界
人
士

，

幾
乎
不
約
而
同
地
指
出

，

未
來
的
全
球
化

，

美
國
的
色

彩
將
減
弱
，

亞
洲

的
色
彩
將
增
加
，
中
國
的
投
影
將
更
大
，
中
國
將
成
為
美
國
在
經
濟
上
最
主
要
的
競
爭
者
。
這
是
台



灣
所
必
須
面
對
的
其
實
的
國
際
環
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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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這
種
新
的
背
景
下

，

台
灣
更
必
須
不
分
黨
派

，

不
分
族
群
，

共
同
努
力
營
造
成
為
一
個
「
民

主
、
公
義
、
本
土
(
永
續
)
」
的
社
會
，

成
為
一
個
具
有
生
存
價
值
與
意
義
的
地
方

，

這
是
台
灣
的

生
存
之
道
，
也
是
台
灣
唯
一
可
行
的
單
行
道
。
政
黨
輪
替

以
來
，

由
於
理
想
夢
碎
，

不
少
人
感
到
失

望
與
茫
然
;

政
治
人
物
公
共
形
象
的
急
速
下
墜

，

也
讓
不
少
人
愈
增
對
政
治
的
疏
離
與
冷
漠
;
而
選

舉
季
節
的
口
水
與
對
立
、
操
弄
與
撕
裂
，
更
令
人
焦
慮
與

不
安
;

解
嚴
二
十
年
之
後
的
台
灣
，
竟
然

走
到
這
個
地
步
，
不
能
不
讓
所
有
民
主
工
作
者
們
心
自
責
。

不
過
，

從
宏
觀
的
角
度
看

，

解
嚴
後
二
十
年

，

台
灣
基
本
上
已
是
個
走
向
自
由
、
民
主
、
開

放
、

多
元
、

包
容
的
社
會
，

這
是
歷
史
主
軸
，

也
是
不
可
逆
轉
的
主
流

，

在
這
過
程
上
，

也
許
會
出

現
一
些
逆
流
，
或
一
些
選
舉
併
發
症
，
但
整
個
潮
流
卻
是
浩
浩
蕩
蕩
，
不
可
阻
擋
。
只
要
台

灣
人
民

能
延
續
台
灣
精
神

，

守
護
台
灣
傳
統
價
值

，

強
化
台
灣
認
同
，
維
護
民
主
體
制

，

展
現
國
家
主
人
的

意
志
與
力
量
，

台
灣
在
民
主
鞏
固
的
旅
程
上

，

必
當
能
夠
在
悲
觀
的
質
疑
中

，

走
出
樂
觀
的
未
來
。

特
別
值
得
慶
幸
的

，

二
O
O

八
年
立
委
與
總
統
選
舉
之
後

，

四
年
之
內

，

台
灣
不
會
再
有
中
央

層
級
的
選
舉

，

這
是
十
多
年
來
難
得
的
機
會

，
可
以
讓
人
民
休
養
生
息
，

也
可
以
讓
未
來
國
家
領
導

人
有
歷
史
機
運
來
從
事
民
主
鞏
固
的
堅
實
工
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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