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邁向公與義的社會

新聞員與學界篇英對論
期待「全民政府j

x企』年三月十八日總統大

7 選，結果是朝野易

位，不僅完成華人世界史無

前例的政黨輪替，同時更為

我國民主政治開新紀元 。

公民用選票站台灣社會締

造一次改革的契機，陳水扁

總統更標榜新的政府是全民

入股的 「全民政府 J '新政

府讓國人充滿開新氣象的期

待 。

而早在去年總統大選選戰

硝煙正熾的時候，我們有感

於社會陷入一片迷亂，深覺

是知識分子該挺身出聲的時

候，於是從十一月六日起，

舉辦為期六週的研討會，以

「邁向公與義的社會 對

二十一世紀台灣永續經營的

主張」為主題，邀集國內朝

野、 產官學與社會各界一百

多位精英，針對 「政治 」 、

「經濟與環境」 、 「 法治與人

權 」 、 「社會 」 、 「媒體 、教

育與文化」等五大議題為台

灣社會把脈， 並揭藥「公民

社會 」 、 「 公與義的社會 」

屆全民共同的願景。

秉持這樣的理念，五月新

政府就職之前，我們選在

「五四 」這天對知識分子別

為台灣打造公與義的社會

.新聞員仔細記錄學者的建議。

其意義的日子，在時報大樓

第一會議室，以「全民政府

為台灣打造公與義社會」為

題，邀請多位新聞員與學界

精英，舉辦為期三天的座談

會，除持續推動我們 「 公與

義社會 」 的理念外，更企盼

新的執政團隊能帶領全民向

上提昇'真正朝公民社會邁

進 。

座談會分別就 「法律與政

治」 、 「 環境與經濟 」 、 「 教

育與文化」三大範疇作廣泛

~圓圓回國

一
討論，會議當時不僅廣受各

媒體囑目，會中更凝聚了寶

貴的建言。

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所長

暨澄社社長捏海源教授，是

這次系列座談的總主持人，

五月四日首場進行 「法律與

政治 」 議程，座談由雇海源

教授與中國時報總編輯|凍國

祥主持，與談的新閣員有行

政院副院長游錫宮 、 法務

部長陳定南、內政部長張博

雅、交通部長葉菊蘭、研考

會主委林嘉誠，學者有前法

務部長廖正豪 、台大法律系

教授林子儀、台大政治系教

授趙永茂 ，前海基會秘書長

陳長文與民進黨中國事務部

主任顏萬進則就兩岸關係進

行對話 。

掃黑與肅貪並進徹底杜絕

黑白道掛鉤

掃黑肅貪議題是這場座談

的第一主軸，要徹底杜絕黑

白道掛鉤，陳定南主張應訂

定「排黑條款 J '同時重劃

選區，改採小選區制 ，以有

效防止賄選 。 游錫空則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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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建會主委險郁秀 。

為強化基層警員任務，確實

掌握樁腳動向，才可望收嚇

阻效果。張博雅主張治本之

道，應從教育著手 。 葉菊蘭

認為抓賄 、 掃黑，本若不

清 ， 問題依然，要黑白道脫

鉤，公共工程發包執行過程

透明化，將是有效手段之

一 。 趙永茂則主張掃黑肅貪

是同一結構，而問題的嚴重

性，地方尤甚中央，因此陽

光法案之推行應擴大到地

方 。

中央與地方的財政劃分，

游錫空認為中央應以定額

補助取代指定用途的方式，

尊重地方財政的自主性，才

不致扭曲地方自治的精神 。

張博雅則認為現階段的財政

收支劃分法極不公平，她不

全然同意游錫宜的看法，

而認為地方若提出可行計畫

或有迫切需要時，中央仍應

補助。趙永茂主張建立公

開、公正制度化的財政劃分

審查制度，可望解決財政劃

分的分歧 。

至於紛亂的憲政問題，林

嘉誠表示，以目前的憲制設

計，行政院是最高行政機

關，行政院向立法院負責，

是屬 「 內閣制 J '但行政院

長卻由總統提名，立院無同

意權，如此又非 「 內閣

制 J '未來如何再修憲調

整，是需要思考的 。 不過，

對十年六修的憲法，憲法學

者林子儀卻大聲疾呼 ，- 讓

憲法喘口氣吧 ! J 他認為憲

法需休養生息一番，希望新

.交大人文社會學院院長陳其南 。

政府別急著修憲，在下一階

段修憲前，先匯集民意，相

關配套更需作充分的研究與

思考 。

談到兩岸關係，陳長文認

為， ，-一中 」 不是問題，我

們應該對自己的體制有信

心;顏萬進則認為，承認

「一中 」 將使台海問題內政

化 ，前途充滿風險 。

創造傳統產業與高科技能均

衡發展的環境

五月五日進行第二場「環

境與經濟」 議程 ， 座談由中

研院社科所研究員朱雲鵬教

.教育部次長范與綠 。

授與工商時報發行人彭垂銘

主持，就公共工程、產業發

展 、 國土利用 、 環境保護四

個子題進行討論，與談的新

閣員有經建會主委陳博志 、

工程會主委林能自、農委會

副主委林國慶，學者則為台

大土木系教授，李鴻源 、 台大

農推系教授蔡宏進 、 台大環

.國科會人文處處長王汎森 。

工所教授蔣本基、政大地政

系教授張金鳴，另外中鋼董

事長王鍾渝 、 南投縣長彭百

顯亦分別就產業 、 環境的相

關問題發言。

公共工程問題幾乎以核四

屆討論焦點，陳博志認為，

正確評估核四該不該建，應

該是如果不建，替代方案要

花全民多少錢、對產業發展

的影響等等 ，應從整體來考

量 ;李鴻源則認為核四與美

濃水庫等懸擱的重大公共工

程問題，應該攤開來談，取

捨應從專業與整合性的角度

審慎評估 。 蔣本基的看法是

影響核四的因素極複雜，而

I 學者已證明核能發電非屬低

| 成本，核四爭議最關鍵的問

| 題是公共政策決定前，民思

.經建會主委陳傅志 。

對相關危害是否已充分瞭

解 。 對核四之存廢，他建議

召開全國能源會議，對核四

議題作深入密集之辯論 。 林

能自則指出，要解決台灣公

共工程品質的問題，應建立

公開透明制度，消除超額暴

利，而政府應以全國大業主

自居，整合工程產業界以提

昇品質 。 王鍾渝則認為政府

應建立廠商考核制度，以有

效改善公共工程品質 。

關於產業發展，與會的新

聞員和產 、 學界都一致認為

台灣的經濟發展必須跳脫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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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研院社會所所長翟海源。

生產概念，創造傳統產業與

高科技能均衡發展的環境，

改善人民的生活，留住人

才，才是終極目標 。

而在新經濟時代，陳博志

指出，重視環保已是經濟發

展的必要條件 。 蔣本基建

議，政府應同時製作環境與

經濟影響評估報告， 而以科

學數據來比較取捨 。 張金鳴

指出生活 、 生產與生態、三生

之中，大家著重生產與生態

的衝突 ， 卻忽略最重要的生

活 。

至於國土規劃，李鴻源呼

籲政府應建立「防災與國防

為一體 」 的觀念 。 張金鵲則

表示台灣土地不是不夠，而

是根本分配不均，土地分配

不均，連帶影響資源分配，

因此政府需從分配的角度思

考問題 。 n等本基則提醒政府

需注意高科技產業的污染問

題 。 蔡宏進指出國土規劃和

農業發展息息相關，在即將

加入WTO之際，政府應關

注農民權益是否受損 。 而來

自震災區的南投縣長彭百顯

則大聲疾呼，政府必須把治

山防洪 、 國土保安作為國政

目標 ， 而非地方問題，落實

區域均衡發展，公與義的社

會庶幾可期 。

建立學習機制落實教育文

化理念

五月六日第三場議程為

「教育與文化 J '座談由交大

人文學院院長陳其南與中國

時報社長黃肇松主持，與會

新閣員有政務委員黃榮村 、

.政務委員黃榮村 。

政務委員陳錦煌、文建會主

委陳郁秀 、 教育部政務次長

范異綠 ;學者則為中正大學

校長鄭國順、台大城鄉所教

授陳亮全，另，國科會人文

處副處長王汎森、立委朱惠

良亦熱烈與談 。

會中黃榮村強調新政府應

積極推動二次教改;鄭國順

亦指出，教改應為永續經營

之事業，需隨不同階段作適

當修正 ; 范異綠則認為未來

應落實已有之教改主張，結

合學校 、 家庭與社區共同推

動 。

.中正大學校長鄭國順 。

關於社區營造，陳亮全指

出應檢討法規，創造有利民

眾參加社區營造之條件。陳

其南則表示 ，社區營造要成

功，需先讓民眾了解真正的

精神 。 朱惠良則認為92 1災

區重建是很好的範例，一些

社區發現自己問題所在，在

研擬重建過程較易凝聚共

識，發揮社區營造之力 。 而

陳錦煌則是期盼政府在社區

營造能有效整合各部門，成

為民眾「要什麼有什麼」的

百貨公司 。

至於文化工作 ，陳郁秀表

示未來推動文化事務，將從

尊重多元文化開始 。 陳其南

呼籲行政體系必須動起來，

理念才能落實 。 而王汎森與

陳亮全則皆認為組織要動起

來，必須政府團隊先建立

「學習機制 J 王汎森更指

出硬體建設不能輕忽，設立

文化部以統一事權，新政府

或可考量 。 他同時建議政府

應誘發民間能量，促使學

術、文化與社區向上發展 。

陳亮全則指出文史工作是台

灣特有的現象，教育文化單

位應給予協助，使其發揮力

量 。 朱惠良認為未來文建會

首要之務是營造良好的藝術

環境，她更寄望教育部能為

台灣培養精緻文化人才 。

三天座談會最後圓滿落

幕，執行長余範英感謝諸位

學者 、 官員與專家三天來的

參與，並由總主持人種海源

作總結 。 霍海源強調， 三天

來的系列座談，著眼的是新

.政務委員陳錦煌 。

內閣因應新世紀來臨，如何

作大格局思考 。 在法律與政

治議題，掃除黑金乃當務之

急 ，排黑金條款應列入選罷

法修法重點，政府再造既勢

在必行，則宜儘早全面規

畫 。 在環境與經濟議題，關

於核四，應確切評估未來投

資有無必要，同時考量有無

替代方案;電的問題之外，

水資源不足的問題尤其需要

新政府及早拿出因應對策 。

至於教育與文化，期待新政

府由尊重多元文化開始，達

到尊重人本的精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