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0510 [新聞新視野 第 43 集]：透視後太陽花學運 解讀美中台關鍵效應 

註記：未特別標示發言者之段落，皆為黃國昌老師發言 

主持人：馬英九總統是透過了視訊和在美國華府的智庫進行一場演說，在演說中

他特別說明了兩岸簽經貿協議的重要性，而且他還釋放了一個訊息 ：不排除與

中共，中國協商政治性的議題。這是在前一天，太陽花學運退場前一天所發生的

事件。好，那我們就從這個脈絡來進行我們接下來要做的討論，就是整個學潮對

於，後續的這些關鍵效應，想先來請教黃國昌黃老師，您怎麼去解讀說，在學運

退場的前一天，呃學運退場的當天，這個我們的前副總統蕭萬長跟李克強在博鰲

的這個會面。 

 

事實上，從前面李克強的發言也好或者是林毅夫先生的發言也好，我覺得某

個程度上，它滿適切的反映出了目前臺灣跟中國在一些核心價值上面的差異，首

先我必須要說的是，經濟當然很重要，我們一直都知道這件事情，但是或許林毅

夫先生他沒有意識到的事情是說，除了經濟以外，還有一些核心的基本價值也非

常重要，譬如說民主、譬如說法治、譬如說公平正義，那這些價值可能從中國共

產黨的觀點來看，他們會覺得那些不是太重要的事情，因為中國共產黨它本身的

體質，它本身在行使權力的方式，從來也沒有把自由民主當成是一回事。那某個

程度上面來講的話，或許對於他們來講眼中只剩下錢了吧，除了錢以外到底還有

什麼？ 

 

那要去理解診視太陽花學運的脈絡，你必須要從這些基本價值上面的差異切

入來看，才可以清楚的看得出來問題的本質，張志軍先生他說：服貿協定不可能

重啟談判，那我覺得滿好奇的是說，張志軍先生是透過什麼樣子的權力決策機制

賦予他這個權限去做這樣子的發言，反過來看，他必須要理解在臺灣目前的整個

憲政民主的體制下面，我們的行政部門要出去跟人家簽什麼樣子的自由貿易協定，

在我們今天談的當然就服貿協定，絕對不是少數一兩個人說了就算，那這件事情

顯然是跟中國共產黨的決策機制有相當大的差異，這也是臺灣跟中國不一樣的地

方。 

 

今天在我們接下來進入實質審議的服貿協議的國會審查過程當中，如果基於

人民意志的反映，假設我們的國會議員他是尊重民意，而不是聽從少數一兩個人

馬英九的意志，甚至是中國國民黨的意志，而決定要把一些紅色的產業排除在外，

譬如說有關於廣告業、有關於電信業、有關於基礎工程、建設，都要把它排除在

服貿協議的範圍之外，那甚至做出了一個決議說，可能就文本當中裡面的很多條



件必須要做重新的調整，那這個是我們在我們民主憲政體制下面，基於國民主權

的原則，我們的國會本來就可以做出的決定。 

 

那當然我們做了這樣的決定以後，中共那邊是不是願意接受，它透過它們自

己的權力體制來加以決定，但是我覺得可能從中共的立場來講，它不能因為自己

沒有民主就要對臺灣的整個民主程序去說三道四的。 

 

主持人：好，謝謝黃老師。 

 

(跳下一黃老師片段) 

 

主持人：這一次我們看到了這一次這股民間力量當中，大部分都是三十歲以下的

青年世代，那麼具有高知識水平，大部分都是大學以上的學歷，然後卻也是現在，

我們說目前臺灣社會裡面失業率高的一代，所以要來請教黃老師，在今天節目最

後的這個問題，就是一路以來，從過去反媒體壟斷運動走到現在，您看到這一群

臺灣的青年世代，他們是年輕的而且是具有一個論述知識基礎這樣的一個世代，

他產生出來的爆發力將可能如何的扭轉整個臺灣的命運？ 

 

這群年輕人他們要的很簡單：我們的命運應該由我們自己決定，不是少數人

可以決定的。剛剛賴老師分析得很好，說中國共產黨在看這個學運的時候，它跟

中國國民黨取得了另外一種形式的國共共識，那個國共共識就是想要把他打成藍

綠或者是把他打成統獨，賴老師說那個是中國共產黨它沒有辦法跨越的禁區。那

事實上我要講的是說，你如果認為那個是它沒有辦法跨越的禁區的話，那就請中

國共產黨你們繼續自欺欺人下去吧，如果跟藍綠會有關係的話，這個運動怎麼會

得到70%甚至80%以上臺灣民眾的支持，藍綠的版圖的版塊是這個樣子的嗎？ 

 

那第二個，支持這場運動的臺灣民間社會的力量，當然就整個運動上面，大

家會看到非常多參與的人有很多年輕的世代，但是我自己從另外一個側面上面的

觀察是說，臺灣非常多以前在性格上面相對保守住在都市裡面的中產階段，甚至

是中小企業主，他們是高度支持這個運動，那對於這個運動高度的支持，你可以

說跟這個運動他切入的角度是有關係的，因為他要捍衛的是臺灣核心的基本價

值。 

 

但是我們在談論有關於自由民主人權之外，我們事實上也非常在意有關於在



公平正義上，特別是在分配正義上面的議題，為什麼？2010年馬政府他一樣跟

中國共產黨簽訂了ECFA，在簽訂ECFA的過程當中，他告訴了大家非常多的承諾，

我們的經濟將如何的起飛，大家的收入應該會有如何的增加，但是我們看到的是

什麼？我們看到的是說，我們的GDP是不是實質上面有所增長，因為ECFA所帶

來的效益有所增長，這件事情是不清楚的，當我說不清楚的時候，指的是說有人

說有，有人說沒有，那即使是有的話，可能那個增加的幅度也不是很顯著。 

 

但是有一個問題是清楚的，什麼問題是清楚的呢？絕大多數經濟利益的果實

都掉入了少數財團權貴的口袋當中，當我說財團權貴的時候，我講的不是藍綠喔，

我講的是財團跟權貴喔，那些財團跟權貴他們到底是來自於紅的、來自於藍的、

甚至來自於綠的，我們不知道，但是我們看到的是，少數的人在參與這整個遊戲

規則的分配過程當中，他們把絕大多數的果實放到自己的口袋當中，而讓絕大多

數的苦果由大家所來加以承受，當這群年輕人他們看到社會分配正義上面所產生

的不公平到這麼離譜的程度的時候，我們為什麼要忍受？我們為什麼要靜靜的繼

續遭受他們的剝削？我覺得這個是另外一個從公平正義、從分配正義的角度當中，

不可以去忽視的另外一個側面。 

 

主持人：好，謝謝黃老師，那麼節目最後一樣請三位來賓一分鐘來為我們今天談

論的這個太陽花學潮的效應，關鍵效應有哪些來做個總結，先請黃老師。 

 

我覺得這次太陽花的學運，誠如我剛剛所講的，它其實從整個表面上面的軸

線來看，會發現說，不管是我們要求兩岸協議監督機制的法制化，或者是要求先

立法再審查，事實上他所堅持的軸線，從臺灣的核心的基本價值，我們過去這二

三十年大家努力所奠基的一些核心價值的基本成果的保護，這件事情對於我們來

講是重要的，但是或許另外一個更重要，或者是相同重要的軸線是說，為什麼我

們對於這套民主機制，感覺到我們要去健全它的運作或者是我們當今天在批評代

議民主陷入弊端的時候，我們為什麼對這件事情這麼在意，是因為這一套民主機

制它同時也要去處理分配正義的問題，如果這套民主機制沒有辦法適切的去處理

分配正義的問題的話，我們的未來到底要如何的依靠？因此整個太陽花學運從我

自己的角度來看，就是青年站出來，臺灣才能有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