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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 向 公與義的社 會 專題報導

撥亂反正打進政治新局
防堵黑金政治侵蝕民主根基重建政治主流價值

規範性權威屢屢遭受朝野政 | 任務的第一線 。 在尚未修改

治菁英的質疑與挑戰，到了 | 修憲程序之前，修憲應循

九十年代末，憲政主義不但 I r 二機關修憲」途徑，也就

未見成長，還有進一步退化 | 是由立法院出席委員四分之

的趨勢 。 尤其是 「 國大延任 | 三的議決，擬訂憲法修正

案 」 在眾目跌跌下強渡關 | 案，提請國大複決 。 更理想

山，對於我們國家猶處萌芽 | 的制度，是將公民複決納入

階段的憲政主義造成嚴重的 | 修憲機制，讓人民直接參與

傷害。 I 修憲過程 。

短期內， 為挽救 「國大延 l 二、全面推動政府再造
任案 」 所造成的憲政災難， 「 政府再造 」 是提升國家

.政治組召集人朱雲漢 。
惟有循大法官會議一途 。 大 競爭力與民眾生活品質的真

.台大政治系教授胡佛 。

斗? 了維護台灣永續發展 法官會議可以國大 「逾越職 基工程 。 政府再造工作係以 的法制設計 ， 除了涉及中央

h\、~的前景， 為了實現公 權 」 為理由，宣告修憲部分 「 引進企業管理精神，建立 政府機關總員額與組織基準

與義社會的理想，新世紀政 有關 「延任 」 的條文無效， 一個創新、彈性 、 有應變能 的立法外，涉及各級政府間

治改革最緊要的課題在於 : 並指示 ， 在如期改選的前提 力的政府，全面調整政府業 職能分工與組織體系調整的

呵護憲政主義的成長 、 全面 下新修訂的國大選舉制度， 務 、 功能及組織 ， 建構一個 行政院組織法之修訂及地方

推動政府再造、加速國會改 事實上亦無實施可能，除非 彈性化 、 效率化及現代化的 行政制度的改革，尤其關

革 、 防堵黑金政治侵蝕民主 國大在近期內重新修訂國代 政府體系 ， 以滿足民眾需 鍵 。

根基、重建政治主流價值 、 選舉制度，否 求，適應二十 三、加速國會改革

以自由主義匡正偏狹的國族 則仍應按舊制 一世紀國際政 九十年代的憲政改革偏向

主義，以及敦促政治人物進 進行改選 。 治 、社會及經 總統擴權，而忽視國會改革

行心靈改革 。 未來，為了 濟的發展 。 議題 。當前國會選舉無法擺

一、重建憲政主義 徹底解決國大 地方 自治是 脫黑金政治的侵蝕， 立法權

在九十年代初 r動員戳 擴權，必須要 政府再造的成 對行政權監督機制不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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敗關鍵 。 「 政亂時期臨時條款 」 的廢止， 備，國會議事程序缺乏妥善求朝野政黨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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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 。 隨著立法院席次的增

加，立法委員平均素質下

以及國會全面改選的實施，

讓台灣重新聞敵憲政主義發 a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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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

。國大延任案造成憲政體制的混亂。

一國會，讓立法機關擁有完

備的監督機制，並應適度縮

減國會席次規模，並徹底改

革國會選舉制度，全面引進

政黨比例代表制 。

四、矯正黑金政治

九十年代黑金政治已經在

台灣基層形成一個牢不可破

的惡性循環結構，腐蝕代議

民主的根基，扭曲公部門資

源分配、破壞公權力的公平

性，動搖台灣經濟的命脈，

危書正常的社會發展 。 矯正

黑金政治的積弊必須多管齊

下(一)修改選舉制度，

各級議會選舉所採用的中選

區制應改為半數政黨比例代

表制，並大幅提高黑道及犯

罪者參政門檻; ( 二)進行

行政區域重劃，縣市與鄉鎮

市的合併與重組，重新研議

地方政府組織設計原則，健

全地方政治監督機制，制訂

地方創制、複決法，增加地

方住民參與公共事務管道;

( 三 )如欲延續現有鄉鎮市

長民選的自治體制，應考

慮:鄉鎮市應該適度合併，

提高鄉鎮之自治財政基礎與

經營規模;以及提高鄉鎮的

自治權限與行政層級; (四)

~階段性治療部分鄉鎮(市)

黑道、派系治鄉等政治生態

嚴重問題，亦可考慮暫時停

止鄉鎮市級自治甚至里長選

舉，提升其資格條件，鄉鎮

市長暫改為官派，等鄉鎮自

治發展與公民社會較為成熟

峙，再恢復鄉鎮(市)自

治。

五、提倡新政治主流價值

台灣的政治文化一向真有

「民粹威權主義」的特質 。

六十年代《自由中國〉所開

傲的自由主義傳統，在八十

年代發揮了對抗國民黨的威

權統治的功能，但到了九十

年代，政治的主流價值逐漸

由主張建構台灣民族與台灣

國家的 「 國族主義 」 論述所

取代 。 國族主義所追求的價

值，就是賦予國家高度的自

主與優先地位，藉以集中意

志與力量，達成政治共同體

的生存、穩定、自保、與發

展 。 但是，單有國族主義的

價值尚不足以確保 「公 」 與

「義 」 理想的實現 。 對每一

位公民而言 ， 一個民主體制

存在的價值在於'社會的組

成是否能夠以公民身分為原

則 、 社會成員相互對待的方

式能否符合自由、平等 、 正

義的普遍標準，而這些都必

須基於自由主義的價值信

念 。 九十年代台灣國族主義

的發展，重點偏向尋求 「歸

屬 J '尋求「國民 」 而非

「公民 」 身分建構，強調對

土地 、 歷史 、 文化、語言的

感情認同 。 國族主義作為國

家建構國民意識的基礎，有

其客觀與主要上的必要性;

但是自由主義作為一個民主

政治社群的核心價值，仍是

無可取代的;同時，國族主

義需要自由主義的節制，否

則容易形成一個壓迫 、 窒

息 、 保守 、封閉的社會 。 因

此台灣在新世紀所需要提倡

的新主流價值，應該是以公

民身分建構為主軸，國民政

治認同的基礎應該由身分歸

屬移轉到對憲政秩序與民主

程序的信念 。

六、政治人物心靈重建

台灣民主鞏固最關鍵的工

程在於政治人物的「心靈重

建 」。 過去導致憲政主義的

退化病源，仍深植在我們政

治人物的心靈之中 。 國代的

政治勒索習性也只不過是我

們諸多領導人物政治心靈的

一種戲劇性表露 。 新世紀的

政治領導者，必須改變以大

幅度修憲作為個人豐功偉業

的思惟，必須拔除操弄憲法

來配合短期權力需要的惡

習，必須拋棄憲法 「修爛可

以重新來過 」 的迷思、必須

認真面對憲法秩序長期動盪

的社會成本，必須開始提倡

「守憲 」 與 「 護憲」 的價值

信念，必須堅持信守民主遊

戲規則的道德信念 。 不如

是，台灣將必然離開憲政主

義成長的目標越來越遠，民

主鞏固的基本條件也難以具

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