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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将在5月20日选举第

20届党主席，此次竞选局面异常

复杂，共有 6 人宣布参选创下历

史记录，竞选过程中更是风波不

断，各大阵营之间攻防激烈。衡

诸 6 人之间票源重叠度大等因

素，此次选举很可能进入第二轮

投票。

一、“六抢一”局面前所未有

国民党主席洪秀柱、前“副总

统”吴敦义、党副主席郝龙斌3位

重量级人选宣布参选后，国光生

技董事长詹启贤、台北农产公司

总经理韩国瑜、前“立委”潘维刚

又加入战局，形成了前所未有的

“六抢一”格局，引发外界高度关

注。

洪秀柱对国民党感情深厚，

在两岸政策上旗帜鲜明。洪的从

政经历主要在“立法院”，原来并

非领袖群伦的人物。2016年“总

统大选”时，党内大老纷纷避战，

洪秀柱意外跨过了“防砖门槛”而

成为国民党候选人。洪秀柱在两

岸关系上立场鲜明，认为现在的

国民党在不该妥协的地方妥协、

不该模糊的地方模糊，进而提出

了“一中同表”等主张。洪也因此

备受党内指责，最终被粗暴换

下。但洪对国民党不离不弃，党

内对洪也充满同情，最终洪在

2016年3月的补选中当选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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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清德上台尚未满月，岛内围绕民意机构

“改革法案”的三党对抗就出现升级迹象。现将

相关情况进行梳理介绍。

一、“法案”背景与程序

（一）“法案”背景

2024 年 台 湾 地 区“ 二 合 一 ” 选 举，民 进

党赢得“大选”但失去“立法院”席次优势，

赖清德面临“朝小野大”局面。“大选”前的

2023 年 11 月 30 日，国民党与民众党为实现“蓝

白合”曾达成“四点共识”，其中第三点“立法

院改革”，提出“地区领导人应赴‘立法院’进

行报告，‘行政院长’应获得‘立法院’多数

支持，重要‘部会’首长应赴‘立法院’听证

报告”等。尽管“蓝白合”最终破局，但“立委”

选举结果使蓝白双方在“立法院”“利益与共”，

对“立法院改革”形成默契。2024 年 1 月中旬

“立法院长”选举前，民众党要求“两大党有志

于角逐‘立法院长’的人，应做出 4 项改革承

诺”，包括“‘立法院’修法建立‘立法院’听

证调查、强化‘人事同意权’审查、修法强化‘立

委’利益回避规范，定期公布‘立委’使用相

关经费，贯彻公开透明原则”等。国民党随后提

出自身的 5 项改革版本，包括“‘立法院正副院

长’选举须采取记名投票、地区领导人赴‘立

法院’进行报告成为常态、各‘独立机关’乃

至‘行政首长’的人事任命及解任应受‘立法

台民意机构“改革法案”引爆朝野对抗

□ 王鸿志

院’监督、推动‘立法院’调查权和听证权、制

订‘藐视立法院罪’等”，代表国民党参选“立

法院长”的韩国瑜也主动回应民众党改革诉求，

蓝白在“立法院改革”议题上立场逐渐趋近。

在随后举行的“立法院正副院长”选举中，掌

握关键少数的民众党“技术性”支持国民党，

使得国民党韩国瑜和江启臣顺利当选。2 月“立

法院”新会期开始，蓝白两党围绕改革“立法

院”提出系列“法律修正案”，民进党对蓝白提

案内容持反对态度，随后“立法院”上演“立

法院改革法案”之争，并引发包围“立法院”

的社会抗议运动。

（二）“法案”程序

岛内相关“法案”的修正，有以下几个步

骤 : 第一步，“提案”。具有“提案”资格的主

体包括“行政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

院”“立法委员”及符合“立法院组织法”规

定的“党团”；第二步，送交“程序委员会”审

查 ; 第三步，进入“一读会”。“当局提案”或“立

委”所提“法案”列入议程报告事项，于“立

法院院会”中朗读标题 ( 一读 ) 后，即应交付有

关“委员会”审查或迳付二读。第四步，“立法

院委员会审查”。“‘立委’提出之其他‘议案’，

于朗读标题后，由‘提案人’说明‘提案’旨

趣，经大体讨论后，依‘立法院院会’之决议，

交付审查或迳付二读或不予审议”。“‘立法院

委员会’审查‘议案’时，可以邀请当局人员

时政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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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社会上有关系人员列席就所询事项说明事实

或发表意见，以供‘立委’参考。‘法案’交付

审查后，性质相同者可以并案审查；但已逐条讨

论通过之条文，不能因并案而再行讨论”。“议

案审查完竣后，应就该议案应否交由党团协商，

予以议决”；“‘立法院院会’讨论各‘委员会’

议决不须党团协商之议案，得经‘立法院院会’

同意，不须讨论，迳依审查意见处理。各‘委员

会’为审查‘立法院院会’交付之‘议案’，得

依规定举行‘公听会’，邀请正、反意见相当比

例之当局人员及社会上有关系人士出席表达意

见，并将其意见提出报告，送交本‘立法院’全

体‘立委’及出席者，作为审查该议案之参考”。

第五步，“二读会”。第二读会讨论经“立法院”

各“委员会”审查之“议案”，或经“立法院院

会”决议迳付二读之“议案”。二读时先朗读

“议案”，再依次进行广泛讨论及逐条讨论。“二

读会”是重要环节，对于“议案”的深入讨论、

修正、重付审查、撤销、撤回等，均在这个阶段做

成决议。“经过二读之‘议案’，应于下次会议

进行三读；但如有出席‘立委’提议，15 人以

上联署或附议，经表决通过，得于二读后继续三

读”。第六步，“三读会”。“第三读会除发现‘议

案’内容有互相抵触，或与民意机构、其他“法

律”相抵触外，只进行文字修正”。除“法案”、

“预算案”应经三读程序议决外，其余“议案”

仅需经二读会议决。第七步，公布及施行。“完

成三读的‘法案’及‘预算案’由‘立法院’

咨请台湾地区领导人公布并函送‘行政院’。台

湾地区领导人应于收到 10 日内公布之，或依宪

制性规定‘增修条文’第 3 条规定之程序，由

‘行政院’移请‘立法院’覆议”。

“覆议”。“覆议”源于对“否决权”的行使，

指行政机关对于民意机构通过的“议案”不表

同意或有疑虑，而将原案移请民意机构再加考

虑、重行审议的作为。覆议制度是为避免“立法

权”过度膨胀、草率或滥用。而“立法院”也自

主重新进行审议，以制衡“行政权”。

二、主要内容及争斗焦点

（一）主要内容

国民党与民众党共同提出的“改革法案”

涉及“立法院职权行使法”“刑法”等“法律”，

主要包括“五大方向”：“报告常态化”、“扩大

调查权”、“增加听证权”、“强化人事同意权”

以及增加“藐视立法院罪”。

“台湾地区领导人报告常态化”。要求台湾

地区领导人于每年 3 月 1 日前赴“立法院”进

行“报告”，新任领导人则要在就任 1 个月内“报

告”；若遇“大政方针”及“重要政策议题”，可

经四分之一“立委”提议、“立法院院会”决

议后赴“立法院”“报告”。“报告”形式上为

“依序即时回答”，若“立委”进行“书面询问”，

台湾地区领导人应在 7 至 12 日内书面回复。

“扩大‘立法院调查权’”。提出在“立法院”

内设立“调查委员会”、“调查专案小组”，可要

求“行政机关、军队、法人、团体或社会上有关

系人员”于 5 日内提供相关文件、资料、档案。

“相关文件、资料及档案原本经司法机关或监察

机关先为调取时，应叙明理由，并提供复本”。

“行政机关或公务人员若拒绝、拖延调查或隐匿

资料，得经‘立法院院会’决议，将其送‘监察

院’纠正、纠举或弹劾。假设是民间人士违反规

定，得经‘立法院院会’之决议，处新台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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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1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之罚锾，并得按次

处罚至改正为止”。

“增加‘听证权’”。“‘调查委员会’和‘专

案小组’为审议‘院会’交付之‘议案’等，

得依宪制性规定‘第 67 条第 2 项’举行‘听

证会’。涉及对外交往、防务或其他依‘法令’

应秘密事项者，以‘秘密会议’进行。若‘听

证会’涉及个人隐私遭不当侵害之虞，个人生

命、身体或其他自由遭威胁之虑、营业秘密遭受

不当侵害之虑，应部分或全部不公开”。“若涉

及‘安全’、‘防务’及‘对外交往’等‘机密’

事项，或逾越‘听证会’调查目的之诘问或对

质、个人隐私等，出席人员得拒绝证言或表达意

见。但应邀出席人员除非有正当理由，否则不得

拒绝出席、拒绝证言、拒绝提供资料，经‘立法

院院会’决议后可处 1 万至 10 万元罚锾，可按

次处罚，受处分者如有不服，可在处分送达次日

的 2 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民间人士出席时为

虚伪陈述者，得经‘立法院院会’决议，处 2 万

至 20 万元罚锾，同样可按次处罚和提起行政诉

讼。若行政部门人员为虚伪陈述者，则可由质询

‘立委’提议、出席‘立委’员 5 人以上连署或

附议，经‘立法院院会’决议，移送弹劾或惩戒

并依法追诉其刑事责任”。

不得对“立委”“反质询”。提出“未来行

政部门官员被质询时不得任意缺席、拒绝答复、

拒绝提供资料，答复内容不得超过质询范围，且

不得对‘立委’‘反质询’。若被质询人违反上

述相关规定，均可送弹劾或惩戒，亦可由质询

‘立委’提议，再经‘院会’决议，处 2 万至 20

万元罚锾”。

“增加藐视立法院罪”。“若官员于受质询时

进行虚伪陈述，依法以‘藐视立法院罪’追究其

刑事责任。增订‘刑法’‘第 5 章之 1’‘藐视立

法院罪’专章。并增订‘刑法’‘第 141-1 条’，

公务员于‘立法院’听证或受质询时，就其所知

之重要关系事项，为虚伪陈述者，处 1 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 20 万元以下罚金”。

“强化人事同意权”。提出“行使‘监察院

正副院长’、‘监察委员’、‘司法院正副院长’、

‘大法官’等‘人事同意权’时，改采记名投票，

须多于全体‘立委’人数二分之一，且人事同

意审查期不得少于 1 个月。应于审查过程中举

行公听会，邀集相关学者专家、公民团体及社会

公正人士共同参与审查。被提名人的学经历、最

高学历学位论文、税务及刑案纪录表等资料，应

由提名后 7 日内送交‘立法院’参考”。

（二）争斗焦点

民进党采取多种手段企图阻止“改革法

案”通过。其对“改革法案”攻击的焦点是：1、

“程序不公”。一是“提案”环节。民进党及抗议

团体认为，国民党利用在“立法院司法及法制

委员会”的席次优势，先挡下民进党的“法案”

版本，初审时也未进行民进党所要求的“逐条

实质审查”，而国民党版条文则全数保留，交由

协商。二是“政党协商”环节。在所谓“冷冻期”

内，民进党指责“国民党让‘法案’静躺 1 个

月”，拒绝与民进党进行“法案”版本的实质讨

论。三是“表决环节”。在“二、三读”中，“立

法院院会”以举手表决通过“法案”。民进党认

为虽然举手表决符合“立法院议事规则”规定，

但“立法院院会”自 1989 年起，就用表决器记

名表决，未使用过举手表决，这次是“大开历史

倒车”。2、“黑箱作业”。民进党认为 5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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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岸政策上旗帜鲜明。洪的从

政经历主要在“立法院”，原来并

非领袖群伦的人物。2016年“总

统大选”时，党内大老纷纷避战，

洪秀柱意外跨过了“防砖门槛”而

成为国民党候选人。洪秀柱在两

岸关系上立场鲜明，认为现在的

国民党在不该妥协的地方妥协、

不该模糊的地方模糊，进而提出

了“一中同表”等主张。洪也因此

备受党内指责，最终被粗暴换

下。但洪对国民党不离不弃，党

内对洪也充满同情，最终洪在

2016年3月的补选中当选国民党

国民党主席选举选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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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委员会”上，国民党已将“修正草案”列

为“立法院院会”第一案，17 日就要强行表决。

而 17 日前有 28 个“法案”版本送到“立法院

院会”，表决日要通过哪个版本并不明确。当国

民党与民众党“立院党团”以“修正动议”提

出要表决的“法案”版本后，导致“立法院”

来不及印发“立委”且未进行“逐条讨论”。3、

“藐视立法院罪”定义宽松。民进党指责所设“藐

视立法院罪”定义宽松，有滥权嫌疑。4、台湾地

区领导人“报告”模式不符常规。民进党指责

在此问题上“恶意修法”“涉嫌违宪”。

三、“法案”进程

3 月，国民党和民进党先后提出各自版本

的“立法院改革法案”，并交付“立法院司法

法制委员会”审查。该“委员会”13 名“委

员”中，民进党 6 席，国民党 6 席，民众党 1 席，

“召集委员”为国民党籍的吴宗宪。民进党所

提版本经 3 次“公听会”及“委员会”逐条

审查后，未被纳入，国民党版本则在 4 月 15 日

进入“委员会”启动逐条审查。审查过程中，

“召集委员”在民进党提出“有异议”便宣布

“保留”，民进党又于每条“保留”后动议散会

达 40 多次。但在该“委员会”的蓝白“立委”

以“7 比 6”的人数优势下，将所有条文“保

留”并送出“委员会”，提交“党团协商”。根

据“立法院”议事规则，经“委员会”初审的

“法案”，即使是“无共识的保留条文”，只要经

过 1 个月“冷冻期”，即可送交“立法院院会”

表决。经 1 个月“法案冷冻期”，“立法院长”

韩国瑜于 5 月 16 日启动围绕“立法院改革法

案”的“朝野协商”。协商未果后，“法案”送

交“立法院院会”进入表决程序。5 月 17 日，

蓝白两党以“修正动议”方式提出“立法院

改革法案”“整并版本”并在“立法院院会”

正式进入二读表决。自 5 月 17 日上午开议起，

多名民进党“立委”在表决过程中与国民党

“立委”爆发冲突，社交媒体上开始有人号召

集结至“立法院”外抗议。晚间韩国瑜宣布，

21 日继续处理后续“条文”。

（一）“法案”二、三读在混乱中完成

5 月 21 日，台“立法院”继续处理相关“修

法”，但整个过程仍充斥着混乱和肢体冲突。议

场中民进党“立委”打出“反黑箱，要协商”

等标语，国民党和民众党则挂出“反暴力，要改

革”广告牌。民进党“立院党团”持续使用“清

点人数”、“记名表决”、“重付表决”拖延进度，

但在蓝白人数优势下，“法案条文”逐步获得

通过。5 月 28 日，“法案”二读进入冲刺表决

阶段，并于当天下午完成“全案”二读。随后，

韩国瑜宣布启动三读，“全案”总表决人数 103

人、国民党与民众党合计赞成票为 58 票，以过

半优势完成三读。按照规定，三读通过后，赖清

德应于“收到后 10 日内公布，公布 3 日后生效，

若拒签字公布也会在 10 日后自动生效”。而“行

政院”若提出“覆议”（要求“立法院”再审

议），“‘立法院’需在 15 日内完成决议，时限

内未完成则原决议失效”。

（二）民进党改变策略先“覆议”后“释宪”

“行政院长”卓荣泰随后表示，将会在收到

“立法院”三读“条文”后，依“法”请“立法

院”“覆议”。民进党“立院党团总召”柯建铭

称，“一定会声请‘释宪’，但尊重‘行政院’

提出覆议”。对于“覆议”，舆论认为蓝白大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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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将在5月20日选举第

20届党主席，此次竞选局面异常

复杂，共有 6 人宣布参选创下历

史记录，竞选过程中更是风波不

断，各大阵营之间攻防激烈。衡

诸 6 人之间票源重叠度大等因

素，此次选举很可能进入第二轮

投票。

一、“六抢一”局面前所未有

国民党主席洪秀柱、前“副总

统”吴敦义、党副主席郝龙斌3位

重量级人选宣布参选后，国光生

技董事长詹启贤、台北农产公司

总经理韩国瑜、前“立委”潘维刚

又加入战局，形成了前所未有的

“六抢一”格局，引发外界高度关

注。

洪秀柱对国民党感情深厚，

在两岸政策上旗帜鲜明。洪的从

政经历主要在“立法院”，原来并

非领袖群伦的人物。2016年“总

统大选”时，党内大老纷纷避战，

洪秀柱意外跨过了“防砖门槛”而

成为国民党候选人。洪秀柱在两

岸关系上立场鲜明，认为现在的

国民党在不该妥协的地方妥协、

不该模糊的地方模糊，进而提出

了“一中同表”等主张。洪也因此

备受党内指责，最终被粗暴换

下。但洪对国民党不离不弃，党

内对洪也充满同情，最终洪在

2016年3月的补选中当选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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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否决“覆议案”。

1、“行政院”正式提出“覆议”。6 月 5 日，

“立法院”将三读修正通过的“立法院职权行

使法部分条文”以及“刑法增订第 5 章之 1 章

名及第 141 条之 1 条文”2 案（以下简称“法

案”）送至“行政院”。6 日，“行政院”提出“七

大理由”，指责“法案”“全部条文窒碍难行”，

将待赖清德核可后提出“覆议”。“七大理由”

包括：一是“没有实质讨论，违反民主原则”。二

是“混淆双首长制，质询台湾地区领导人‘违

宪’”。三是“无差别调查民众，听证范围过广”。

四是“漠视正当法律程序，违反程序正义”。五

是“无限期审查人事同意权，空转行政部门重

要职缺”。六是“藐视‘立法院’定义不明，恣

意扩大‘立院’职权”。七是“怀疑官员虚伪陈

述，即可课以刑责”。

2、民进党动用“公权力”全力配合。“法

案”三读通过后，台“监察院”批判称，“调查

及调阅权等监察职权专属‘监察院’行使，‘立

法院’表决通过的部分‘条文’涉违反权力分

立，‘监察院’无法接受”。赖清德收到“法案”

后也迅速核准“覆议”并通知“立法院”。

3、“释宪”大战恐难避免。由于“覆议”

的主战场仍在“立法院”，因此“覆议”本身“形

式大于内容”，蓝白能以席次优势确保“法案”

通过。民进党“立院党团”宣称“覆议”不成

接下来将启动“释宪”。依岛内目前规定，“四

分之一席次的‘立委’可联署声请‘释宪’”，

以目前 113 名“立委”计算，只要有 29 名即可

提起，民进党倚仗 51 席“立委”，可随时提起“释

宪”。在“释宪”结果出炉前，依“规”“法案”

依然要施行，但也有“暂时处分”机制以冻结

要求“释宪”的“法案”。若启动该机制，则要

由“大法官”提出“法律持续的状态会对当事

人的权利或宪政秩序有重大侵害”，“半年内暂

不实施该法”。岛内舆论认为，若“大法官”做

出“暂时处分”裁定，恐已有心证认为该“法

案”“违宪”，“其实形同违宪的预告”。且现任

15 名“大法官”（含“司法院正、副院长”）皆

为蔡英文任内所提名，该人选结构也对民进党

有利。

（三）“覆议”程序进入倒计时

6 月 13 日，台“立法院长”韩国瑜召集各

党达成协商结论，同意于 6 月 19 日及 20 日召

开“立法院全院委员会”，审查该“覆议案”。

审查时，将由行政管理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列席

说明，并于 21 日进行投票表决。对于显而易见

的“覆议”结果，民进党不愿坐以待毙。民进党

秘书长林右昌称，将启动街头宣讲行动，让“民

众了解覆议的缘由、‘法案’对人民权利的损

害”“青鸟会飞向全台各地”。国民党也不甘示

弱，党主席朱立伦称，要在全台举办上百场改

革说明会。目前看，围绕“立法院改革法案”的

争议仍将持续，民进党手握执政资源，不愿轻

易“咽下这口恶气”，岛内蓝白阵营与民进党的

撕裂对立持续加剧。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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