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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第二個是再深一層，就是接下來去做組織串連的時候，如果你願意參與成

為我們的志工，在下一個階段的行動的時候，你還可以站出來，因為我們永遠沒

有排除下一個階段的行動的可能性，例如說，今天國會如果要通過一個行政院所

提出來的兩岸協議監督條例，我不曉得其他的NGO朋友或學生怎麼講，我個人

的立場我一定誓死反對，翻臉到底。理由很簡單是因為現在行政院所推出來的版

本就是把黑箱服貿的整個程序，把它寫成白紙黑字，那你過這樣的法，我要你這

個法要幹嘛？他連三個月沒有審查完成視為完成審查這種東西，他都有那個臉面

把它寫到行政院版的內容當中，那當然是誓死反對。 

 

那問題是你在下個階段行動之前，你要怎麼樣去累積你那個行動的能量，第

一步一定是先說服或者是先溝通，讓很多人知道說行政院版的那個東西是黑箱服

貿的明文化，我們絕對不能夠接受，那其實做這件事情的說服工作跟萬一立法院

要強行通過的動員的工作，事實上是非常非常，需要的能量是非常非常大的，那

因此我們如果說到地方上去組織，那你願意成為接下來可能的行動者，那所謂可

能的行動者不是要拿各位，帶那個槍炮彈藥去攻打什麼地方，不是那個層次的意

思，就是一個抗議的時候你可以到，甚至大型集會的時候你可以在現場幫忙糾察

的工作、幫忙佈置、幫忙散播訊息、幫忙架網站、幫忙處理新聞、幫忙收集輿情，

這些都是我們需要的人。 

 

那這個都是一些非常實際的工作，他未來的那個工作團隊，我們會慢慢組起

來，而且絕對不可以只有一個這樣子的團隊，我們希望可能全國各個，全國各個

縣市都能夠有這樣子的團隊存在，那到時候真的要做事情的時候，彼此之間的溝

通連繫跟動員，反應才會夠快。 

 

那第二個問題，不是一個容易的問題，我們的國號叫中華民國，但世界上不

承認這個國號，那所以我們該怎麼辦(全場笑)。第一個最簡單的層次上面，在國

際上面我只要跟人家交往，所謂國際上跟人家交往，不管是私下的交往還是正式

的國際會議，一定都是強調說我是個Taiwanese，而且我寫一定寫Taiwan，我不

會寫ROC，那因為ROC，我並不是說不承認中華民國，它是我們現在目前現有的

政治體制，但是你何必在對外國際交流的時候，去用一個容易造成混淆的名稱。 

 

那當然或許剛剛問那個問題的朋友是希望我講說，我們應該要追求一個、建

立一個新的國家(全場笑+鼓掌)，我們應該要制憲正名建國，我想你應該是要我



講這個吧(全場笑+鼓掌)。不是我不支持啦，我當然支持，但是問題是，做事有

兩種做法，一種做法是我每天喊，但是沒有什麼進展；那另外一種做法是，其實

我不用喊，但是我默默地做，我通常習慣第二種做法，那個路徑我相信，我個人

相信比較容易成功，那到目前為止的跡象也是這個樣子。 

 

先不用講到那個地方去，我只問一個問題是，我們目前的政治結構、政治僵

局、政治問題以及在權力上面所出現的狀況，如果有一件事情沒有改變的話，我

們會不斷地必須要透過公民社會運動的力量，來去制衡這個政府，那個現象就是

只要國民黨持續在立法院過半，不管誰當總統，我們目前面臨到的問題會持續下

去，我剛剛講的是說，不管誰當總統，包括即使是民進黨去當也一樣，你這個國

會的權力結構如果沒有真的獲得改變的話，很多問題沒有辦法解決。 

 

那我就先問一個事情，讓國民黨國會不過半比較難，還是臺灣獨立建國比較

難？(全場笑)，我會說臺灣獨立建國會比較難，相對來講是，前面那個是一個比

較有可能達成的目標，對吧。好那，但是你說前面那個是一個相對比較有可能達

成的目標，下一個問題，你達成這個目標的策略在哪裡？方法在哪裡？你要怎麼

做？那你說：啊，因為目前我們憲法裡面規定的立委選舉，立委選舉制度根本就

不公平，根本就不公平，所以我們要修憲，那你再冷靜想一想，讓國民黨國會不

過半比較難還是修憲比較難？(全場笑+鼓掌)，那顯然是修憲比較難。 

 

所以前面那個目標要怎麼達成，就是我，如果真的要把政治上面的議題跟現

在我們現在處理的問題真的要連結在一起的話，我會覺得值得去思考的要怎麼樣，

不要講說不要讓國民黨不過半，給你一個比較中性的講法是，怎麼樣讓兩黨都不

過半，在marketing上面，如何讓兩黨不過半比如何讓國民黨不過半，當然各有

優劣點，按照你接受到的那個訊息的人不一樣，獲得不一樣的感受。 

 

然後，對不起，第三個問題問的是什麼？ 

 

(聽不到...) 

 

喔，對對對對對。 

 

提問三：就是因為王周刊出來了嘛，那他們就有做辦報這件事，那辦報的話就是，

想要鎖定在平時不用網路的，因為他們平常看新聞的是，……就是不會看到說事



情的始末是什麼，或是服貿的好處跟弊處在哪裡，那他們的辦報的目標是希望讓...

更深一步認識問題本質，那你在他們的後續，譬如說...(很多地方聽不清楚) 

 

第一個事情是說，我不是反對大家去辦報，但這件事情要深思，特別是如果

辦報的目的是為了王周刊…… 

 

(他不是針對王周刊) 

 

對，我知道，就是因為那本周刊本來是辦不起來的，就是他們要辦那本周刊

的事情，我很早就知道，後來整個計畫胎死腹中，因為找不到人，找不到人才，

沒有人願意去幫他做那份周刊，我講現實的是這樣，就搞得亂七八糟的，然後結

果後來就又，好像又出來辦，那當然我知道，在接下來，可能是下一期，還是下

下期，我馬上就會變成王周刊的那個(全場笑)內文，相信我，不利有二(全場笑)，

就他們在寫什麼東西我都知道了。 

 

好那回到你剛剛講的那個問題是說，如果真的要做這件事情的話，我第一個

會強烈不要做這件事，如果真的要發行紙本的話，真的要想清楚，因為之前會為

了擔心蘋果被買，在壹傳媒併購案破局以前，事實上就要辦報紙這件事情，已經

有一群朋友在準備了，那個準備是說，萬一蘋果被買，就要出來幹，因為那個殺

傷力太大了，蘋果的那個閱讀率也好、市占率也好大概都有百分之三十幾到百分

之四十，跟自由是並駕齊驅，雖然兩個報紙常常在互吵說到底誰是第一大報(全

場笑)，但是我從不同的指標看，差不了多少，只是他reach到的族群就大概相同，

但是壹傳媒破局，那個併購案破局了以後，那個必要性降低，他那個動力也隨著

降低，那出現的是現在各位看到新的網路媒體，那不管是現在在，不管是風傳媒

還是民報，都是後來出現這個東西。 

 

那為什麼我說就紙本要很注意是，那個是一個很燒錢的行業，你如果沒有大

量的資本密集，根本不可能，那有很多朋友他們，對不起，我先講一下題外話，

可以吼？有很多朋友他們，本來的這個計畫後來團隊都放棄，理由在這裡，那對

於你剛剛所講的那個情況，我會建議一個相對可行的方式，是你可以跟一些，因

為現在網路上面的媒體已經非常非常多了，而且他有一些分眾化的傾向，所謂分

眾化指的是說，他們關心一些比較特定取向的問題，那那些特定取向的問題的網

路的收視率，就是比較會去看它，所以你看蘋果日報他們做一個很聰明的方法是

說，他們利用他們現在每天在衝那個點擊率的蘋果即時新聞的平台，跟這些其他



在做比較…… 

 

(影片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