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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與政黨的社會責任
台灣社會面臨撕裂性力量分割，藍綠陣營應以智黨建構共識

基本政經戰略的大課題 ，帶 須獲得明確的多數民意支 嚴重制度缺陷進行補救，最

領台灣社會找回方向感 ，幫 持，同時也無法確保選舉競 直接的方式是進行憲法條文

助大家重建對於未來的信 爭機制可以發揮匯集民意， 的補強，其次是在立法層次

心;要看總統選舉結果是否 並將民意的多數取向轉化為 改革國會選舉制度，再來就

能促成一個新的主流路線的 明確的政治託付這個民主體 是期待政黨體制逐漸朝向兩

形成，以及凝聚出一個足以 制最重要的機能 。 台灣設計 黨制方向演進，最後是期待

為台灣的航向穩定掌舵的多 不良的半總統制下，既不能 政治菁英間培養「共識型」

數執政聯盟 。 讓少數選票當選的總統在任 的政治文化 。

非理性競爭阻礙社會整合 命行政院長時必需考慮未來 化解社會矛盾藍綠陣營責

當前台灣的社會整合與政 內閣是否能在立法院享有牢 無旁貸
.政府政黨組召集人朱雲j羹 。

治協商出現嚴重的障礙，有 固的多數支持，也不能讓缺 在面對明年三月的總統選

大家都期盼明年春天的 很大一部份原因是種因於朝 乏安定國會多數支持的總統 戰時，我們的政治人物與選

總統選舉可以為台灣 野政黨間的互動模式已經超 透過國會提前改選來打開總 民都必須誠實面對台灣社會

紊亂的政局劃下休止符，讓 脫民主體制下的理性競爭 。 統與國會對立的僵局;相反 的四種主要矛盾，這四個矛

深陷民主治理危機的台灣社 尤其是當 「 認同危機 」 與 的，目前的設計只會讓行政 盾是阻斷社會共識 、消耗內

會再現生機;同時，大家也 「統獨意識 」 在政黨的操弄 權與國會多數決機制可能經 部精力 、誘發政治惡鬥 、 以

都期盼全球景氣復甦可以為 下 ， 憲法 、 國家及政黨的政 常會出現脫鉤的情況，導致 及拖累經濟轉型的結構性根

台灣嚴峻的經濟形勢帶來一 治倫理早已錯亂混淆 。 過去 政治僵局難以避免 。 源 。 第一個矛盾是政治菁英

股回春的暖流 。 但這些期 六次修憲將我們的中央政府 所有運作良好又符合制衡 以及他們的追隨酹果在身份

待，是否能夠實現，要看在 體制從一個內閣制的基本框 原理的半總統制，一定真備 認同與政治社群想像上的分

迎向二00四年總統大選的 架，大幅調整為半總統制， 讓行政權與立法權多數決機 歧，尤其在統獨光譜上兩端

過程中，輿論與民意能否發 但修憲過程倉促而粗糙， 其 制緊密結合的設計，不是迫 的政治勢力 ，彼此間已不存

揮積極的督促角色，引導藍 中多項關鍵性的設計，因為 使總統在任命閣撰時尊重立 在起碼的寬容 、 信任或尊

綠陣營中的領導人物，摸索 迎合短期的政治計算 ，或遷 法院多數，就是讓享有多數 重;第二個矛盾是民間社會

出良性競賽的默契與規則， 就個別的政治妥協，帶有重 民意基礎的總統有主動改造 與政治社會之間的裂痕逐漸

讓過去兩年多朝野惡鬥所形 大的瑕疵 。 在國民黨一黨獨 國會結構的權力，因為一旦 擴大 ， 廣大的中堅分子，對

成的層層政治死結能逐一開 大的局面崩解之後，所有因 行政權與立勃權多數決機制 於政黨政治、民選政治的感

打;也要看藍綠陣營的領導 為制度設計不良所引發的民 脫鉤，在內閣仍須向國會負 到疏離，對於公共權威失去

人是否能夠誠實面對台灣面 主治理危機問題都逐一浮 責的基本框架不變的前提 信任，在社會上獲得高度信

臨的嚴峻生存與發展挑戰， 現。目前我們的制度設計完 下，憲政體制運作一定出現 賴的領導人物越來越稀有;

積極回應如何重新設定台灣 全無法確保行政權的產生必 嚴重的治理危機 。 要對此一 第三個矛盾是經濟發展與國



家安全目標間的衝突越來越

尖銳化 ， 尤其是出口導向企

業與大陸決策體系間的摩擦

與衝突不斷升高，心理鴻溝

越來越大; 第四個矛盾是經

濟全球化與兩岸經濟整合過

程中獲利者與受損者之間的

衝突 ， 這個衝突將隨著兩岸

加入世貿而日益凸顯 。

如何凝聚社會內部共識來

針對這四大矛盾尋求化解之

道 ，是一個高難度的政治課

題，因為要擬訂出全盤性的

對策就無可避免的要為兩岸

政府與政黨的社會責任

.. 
關係的定位與前景作出一些

必要的抉擇，這種關鍵性決

定需要極大政治整合能量 ，

這可能超過任何單一領導人

或單一政黨的能耐，即使一

個勉強過半的多數聯盟也不

足以支持一個穩健的新主流

路線 。在為台灣的新主流路

線營造一個堅實的政治基礎

上，藍綠陣營都有其無法推

卸的責任 ， 必須摸索出良性

競賽的默契與規則 。

謹守政黨競爭倫理

良性政黨競爭的出現必須

有賴於政治人物的「有所不

為」與「有所為」 。 引導良

性競爭出現的最起碼的要求

是政黨領導人物必須共同維

護與遵守政黨競爭倫理，其

中最重要的就是遵守民主程

序，維護憲法的權威性 、 一

實性與完整性，不曲解憲法

規定也不濫用大法官解釋機

制，絕對不逾越司法 、 情

治、行政中立的原則，給予

對手的政治權利與社會代表

的正當性給予最起碼的尊

重， 不向政治對手施加毀滅

。上圈中國時報董事長余建新於

會中提出意見，得到與會者共

鳴。

.政大教授詹中原(左一) ，王業

立、胡佛、朱雲漢、胡忠信及沈

富雄、詹中原、鄭村棋等人為政

府政黨議題提出看法。

性人身攻擊，不操弄撕裂性

與歧視性的政治圖騰，不將

選舉競爭的戰線無限延伸，

不從事無止境的政治動員 。

台灣社會正面臨各種撕裂性

力量的分割，藍綠陣營的領

導人應該將自己的精力與智

慧主要運用在化解社會分歧

與調和利益衝突，必須學會

如何在尋求妥協與建構共識

的過程中累積政治能量，而

非不斷以擴大、加深與製造

社會與地域的對立面為能

事 。 如果我們的政黨領導人

還是不斷以透過挑動社會對

立與分歧來累積選舉資本，

必然會把台灣弄成一個無法

治理、無法整合的社會 。

( 作者為台灣大學政治系教

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