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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民黨總統參選人洪秀柱提出「一中同表」，引發社會高度疑慮，不只民眾無法接受，連國
民黨的自家主席與立委都不買單，雖然一度傳出洪秀柱允諾國民黨立委不再談一中同表，但洪秀
柱從未正式宣佈放棄「一中同表」的主張，更未向在國民黨內初選階段力挺洪的「一中同表」支
持者道歉，足認「一中同表」為洪秀柱在台灣主體及兩岸關係處理的核心理念。

 

值得討論的是，「一中同表」牴觸民主憲法，違反國民主權原則，在現行中華民國憲法上，沒有
合憲的空間。

 

洪秀柱對「一中同表」的定義，依據媒體報導，2015年7月洪秀柱邀請國民黨立委餐敘，允諾不
再談「一中同表」，但洪秀柱臉書當日下午立即打臉國民黨立委，續談與國民黨中央不同調的「
一中同表」，洪透過臉書上傳影片闡述：「
一中同表就是說兩岸說一樣的話
，把兩岸是甚麼關係說清楚
」，不過這樣的「一中同表」主張，恐是在國際法上消滅中華民國。

 

按照公元1971年聯合國第2758號決議：「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
的代表，是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
」，中國藉此解讀其合法
的領土及主權範圍包括台灣，但洪秀柱的
「一中同表」是要與中華人民共和國說一樣的話，用同樣的基礎把兩岸關係說清楚，等於承認中
華人民共和國片面宣稱擁有台灣主權的合法性，在國際法上徹底消滅中華民國，否定台灣主權

 

尤其甚者，洪秀柱曾接受專訪表示：「我不能說中華民國的存在，因為變成中華民國的存在跟中
華人民共和國的存在，變成兩國論啊」，等於公開否定「中華民國」，但中華民國憲法第35條明
文規定「總統為國家元首，對外代表中華民國」、憲法第2條明定「中華民國主權屬於全體國民
」，洪秀柱如果不是把中華民國憲法當廢紙，就是宣示洪當選總統後將修憲，要廢掉的憲法第35
條明文規定，未來的總統對外將不代表中華民國。

 

可議的是，洪秀柱被媒體問到違法課綱問題時，還提到中華民國憲法，洪推稱「總綱要根據中華
民國憲法來編」，雖然教育界認為洪秀柱混淆憲法與史實，但洪的說法，對國民黨支持者而言，
也看似中華民國憲法的護法者。但萬萬沒想到，洪秀柱「效忠憲法」的假象完全禁不起考驗，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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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柱竟然為了遵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國際上的運作，而直言「不能說中華民國的存在」。

 

尤其憲法第35條明文規定「總統為國家元首，對外代表中華民國」，洪秀柱如果言行一致，應該
將「廢棄中華民國憲法」當總統競選政見！

 

若依據現行中華民國憲法，我國之領土範圍僅及於歷次修憲「民主正當性」展現之台澎金馬，憲
法增修條文之前言，所謂「因應國家統一前之需要」，並非如兩德統一時之德國基本法明訂有「
促進」統一之義務，所謂「因應」，即代表兩國現實狀態並非統一。

 

憲法增修條文第11條規定「自由地區與大陸地區間人民權利義務關係及其他事務之處理，得以法
律為特別之規定」，係將大陸地區人民排除於我國憲法適用之外。舉例而言，大陸地區人民參選
中華民國總統之憲法參政權已為憲法授權剝奪，亦即，此條文並非用於國家領土範圍之界定。洪
秀柱主張「一中同表」，除無憲法上之基礎外，更已違反「民主國」之憲政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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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憲政的基本精神，係認國家統治權的民主正當性應來自於人民透過選舉權的行使所表達的國

民意志，而所謂對於國家公權力行為的民主正當性要求，即是指基於憲法上國民主權的理念。我

國現行憲法第2條即揭示「國民主權原則」，因此國民主權原則要求國家權力的行使必須最終仍

能夠回歸普遍國民意志的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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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秀柱雖為民選之立法委員，又透過立法委員選舉成為立法院副院長，然其對國家主權之主張，

仍須具備回歸國民普遍意志。

「一中同表」係有關國家主權事項，先進國家認為非僅是「法律保留事項」，要通過事務與內容

的民主正當性檢驗，尚需經全體國民同意，始得就「主權變更」對外宣示。學說認為，當公民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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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的標的涉及主權讓渡或變更時，係屬「人民保留(Popularvorbehalt)事項」，而引用德國憲法學

上的「人民保留理論」。「人民保留理論」認為於「國民主權」國家，主權者既屬於全體人民，

則涉及主權事項，如主權讓渡或變更，僅能保留給作為主權者的人民自己以公民投票之方式決定

，不能假手其他國家機關代為決定[1]，亦即，立法院副院長並無權宣示涉及主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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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提出「人民保留理論」之先趨司法院前大法官許宗力，其認為憲法第2條規定中華民國主權

「屬於」國民全體，憲法第62條規定立法院「代表」人民行使立法權，由上開兩條文推論出─雖

然國家權力的「行使」委諸民意機關，若為涉及主權「擁有」或本身發生變動的事項，即非屬於

授權之範圍內[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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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須由主權者來做決定。人民保留理論的基礎在於「社會契約」，有見解即指出：「依照洛

克社會契約論對憲法之理解，當個人由自然狀態進入市民社會時，並未將其個人自由完全交給政

府，政府僅是在維持社會秩序的必要範圍內，受人民委託行使公權力，有統治正當性，進而國家

根本主權的移轉或變更並未在委託之範圍內」[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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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此，依據現代民主法治國之人民保留理論，乃認為主權者之權利雖然因為憲法之故，化約為各

種國家權力，但僅指國家權力之行使，若涉及權利本身的得喪變更，各種國家權力不應該忽略主

權者係國家擁有者，而自行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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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清楚的，民主原則為普世價值，民主國原則對於立法院副院長洪秀柱主張「一中同表」之拘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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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應認為未經人民公投同意前，任何公職不得擅自對外主張涉及主權變動之一中同表，否則違

反民主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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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的說，國民才是國家的主人，國家主權的變更，自非總統或立法院副院長可恣意代行，故「

一中同表」涉及變更主權事項，顯逾越人民授權，欠缺民主正當性，違反憲法第2條國民主權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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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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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言之，

依據憲法第2條規定「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涉及主權意涵的一中同表或一國兩區，

程序上至少必須經過全體國民同意，才有民主正當性，而總統在憲法第35條雖然規定，「總統為

 16 / 67

Phoca PDF

http://www.phoca.cz/phocapdf


憲政法制

發佈：2015-07-21, 週二 09:47
點擊數：12906

國家元首，對外代表中華民國」，但這只是總統對外代表國家，憲法並沒有授權總統可以改變國

家主權的內涵，總統只取得憲法第4章及增修條文所授予的權限，要改變國家主權，洪秀柱主張

一中同表，就算當選總統後對國際不表示中華民國，程序上仍必須通過修憲，並經過全體國民公

投同意。

 

「一中同表」不具國際法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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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際法的討論上，依據1971年聯合國第2758號決議，世界上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2758號決議文揭示「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合法權利對於維護聯合國憲章和

聯合國組織根據憲章所必須從事的事業都是必不可少的，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代表是中國

在聯合國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安全理事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決定：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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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利，承認她的政府的代表為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並立即

把蔣介石的代表從它在聯合國組織及其所屬一切機構中所非法佔據的席位上驅逐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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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藉此解讀其合法的領土及主權範圍包

括台灣，

 21 / 67

Phoca PDF

http://www.phoca.cz/phocapdf


憲政法制

發佈：2015-07-21, 週二 09:47
點擊數：12906

然而馬總統與洪秀柱所認知的「大陸」，目前多由「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蒙古共和國」占領，

這兩個國家為世界各國多數承認，而「中華人民共和國」為聯合國承認之「中國」唯一合法代表

，馬總統卻對國際現實視而不見，自稱「一中各表」的一中是中華民國，中華民國包括大陸地區

，洪秀柱更加荒謬，洪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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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同表」是要與中華人民共和國說一樣的話，用同樣的基礎把兩岸關係說清楚，等於承認中

華人民共和國片面宣稱擁有台灣主權的合法性，在國際法上徹底消滅中華民國，否定台灣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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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同表」程序上需經公投

 

 24 / 67

Phoca PDF

http://www.phoca.cz/phocapdf


憲政法制

發佈：2015-07-21, 週二 09:47
點擊數：12906

 

 25 / 67

Phoca PDF

http://www.phoca.cz/phocapdf


憲政法制

發佈：2015-07-21, 週二 09:47
點擊數：12906

現代民主法治國家，國家領土之範圍，即主權者（國民）得以行使主權之範圍，以中華民國而言

，得以行使公投及總統選舉的2300萬主權者所在的台澎金馬，為領土之範圍，中華民國憲法第2

條即明文「中華民國主權屬於全體國民」，就現狀而言，中華民國即僅止於台澎金馬，台灣已然

獨立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以下簡稱中國）之外，不受中國之控制，可謂「實質上」獨立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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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不論是欲和中國合併，或進一步宣示獨立之主張，皆乃國家的「主權者」，即「人民」可為

選擇的事項，此乃現代民主法治國之「人民保留理論」，理論基礎已如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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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此，以世界民主國家有關主權事項之公投為例，許多國家以公投展現主權者對於國家主權事項

之最終決定權，以直接回溯至人民意志。簡言之，現代民主原理，係認人民選舉出來的國會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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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會副議長或行政首長，他們擁有的代表性並不足以代替人民決定攸關國家的「主權事項」，

縱僅屬經濟主權和關稅主權亦同，仍必須經過「直接民主」的公投程序，始能符合民主憲法之要

求。以瑞士為例，該國在2000年以公民投票通過與歐盟間的勞工條約，允許跨界自由流動，此雖

屬「經濟主權」事項，仍是經過人民公投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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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以歐盟為例，多有涉及國家經濟主權、關稅主權之事項，歐洲各個國家針對歐盟相關議題舉辦

數十次公投，包括是否加入歐洲共同體或歐洲聯盟、以及參與歐元區的運作等等，歐盟各國大多

採用公民投票，決定自己國家與歐盟的關係，只要攸關國家主權的重大事項，都須交付公投，以

取得國民充分授權，這是民主國家的憲政運作基本原則，政府沒有迴避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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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上有關主權獨立公投，最新案例即為英國首相卡梅倫和蘇格蘭首席部長薩蒙德在2012年10月

15日就蘇格蘭全民獨立公投達成協議，協議規定，蘇格蘭人將於2014年秋季舉行公投，以簡單的

「同意」或「不同意」表態是否脫離英國[4]

，展現英國作為民主國家，雖然最終結果蘇格蘭未通過獨立公投，但公投程序係充分尊重「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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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主權者對國家主權之決定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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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主

權統一之公投

，包括：2004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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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浦路斯也擬透過全民公投程序完成統一[5]

；以及喀麥隆聯邦共和國在1972年5月20日舉行公投制訂新憲法，讓喀麥隆成為單一國，以公投

完成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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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從諸多國際先例來看，實踐「民主」的憲法理論，凡涉及國家主權或領土之變更，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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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保留」事項，政府與政黨不得任意為領土或主權之變更，此類事項，必須經人民以公投方式複

決，才有效力，故洪秀柱片面的主張「一中同表」，將使台灣在國際上被認為係中華人民共和國

之領土，明顯是未經法定程序讓渡主權的違憲行為，公然違反民主原則，牴觸憲法第2條明文的

「國民主權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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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同表」實體上牴觸「防衛性民主」

 

 40 / 67

Phoca PDF

http://www.phoca.cz/phocapdf


憲政法制

發佈：2015-07-21, 週二 09:47
點擊數：12906

涉及國家主權事項，除了有民主程序的要求，亦有實體上不得違反民主價值的拘束，因此「一中

同表」仍需通過民主憲政的價值檢驗，才有合憲的可能。民主理論上，民主國原則對國家行為之

拘束，除了依據國家行為之性質所涉事項，決定應否送交國會審議，抑或是應交付人民公投決定

 41 / 67

Phoca PDF

http://www.phoca.cz/phocapdf


憲政法制

發佈：2015-07-21, 週二 09:47
點擊數：12906

等程序要求，使之獲得民主正當性，更有實體上的自由民主憲政秩序的價值拘束，舉例而言：洪

秀柱就算提案以公投通過「一中同表」，但獨裁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勢必使中華民國的自由民主憲

政秩序逐漸消逝，亦即，台灣的「自由民主憲政秩序」將逐漸被獨裁中國的「威權政體」所破棄

，則縱使經國會審議及人民公投同意，亦僅能認符合民主原則的程序要求，此時司法作為民主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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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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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同表無法通過民主原則的實質審查，「防衛性民主」理論，緣因二次戰前，崇尚自由民主的

德意志「威瑪憲法」，竟讓德國人民以民主的方式選出了希特勒政權，而終結了既有的「民主制

度」，濫用民族主義的威權政體不但粉碎了國家原有的自由秩序，更將德國人民帶入二次大戰的

無盡浩劫，戰後的德國基本法，基於慘痛的歷史教訓，為了鞏固「民主」，而對「民主」的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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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了最後的底限，其目的，就是為了「防衛」民主不受民主敵人或自身之顛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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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防衛性民主」形成了修憲的界線，也成為自由世界體制內的最後堡壘，作為捍衛民主的

法律依據，我國大法官在釋字第499號解釋中雖未明文「防衛性民主」，卻也引用了「防衛性民

主」之概念，形成我國修憲之界線，釋字499號解釋中闡明：「憲法中具有本質之重要性而為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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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秩序存立之基礎者，如聽任修改條文予以變更，則憲法整體規範秩序將形同破毀，該修改之條

文即失其應有之正當性。憲法條文中，諸如：第一條所樹立之民主共和國原則、第二條國民主權

原則、第二章保障人民權利、以及有關權力分立與制衡之原則，具有本質之重要性，亦為憲法整

體基本原則之所在。基於前述規定所形成之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乃現行憲法賴以存立之基礎，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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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設置之機關均有遵守之義務。」，由此可見，國家行為乃至人民行使修憲權力，皆不能違背

「民主共和國原則」、「國民主權原則」、「保障人民權利」、及「權力分立與制衡原則」等民

主制度之底限，而傷害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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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一中同表」在法律上並沒有實踐的可能性，其核心問題即在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並非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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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國家，若台灣人民承認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同屬一個中國，除了使中華民國在國際上無存立空間

，更將逐步破棄中華民國憲法「自由民主憲政秩序」的內在價值，而破棄自由民主憲政秩序的普

世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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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忘記她悲慘歷史的民族，是可恥的民族，相反的，若能藉由民族所犯下的錯誤以為警惕，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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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民族是有智慧的，由這個民族所組成的國家是進步的。新時代的德國人吸取了歷史的教訓，

建立了「防衛性民主」機制；同樣的，作為新時代的台灣人民，在走過了一黨獨大的威權時代，

歷經了白色恐怖，應能知曉民主自由的可貴，進而珍惜民主制度的存在，思考人權與人性尊嚴之

永續長存，並實踐釋字第499號解釋之意旨，建立屬於自身的「民主防衛機制」，在這樣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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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國民黨總統參選人洪秀柱的「一中同表」，將傷害我國得來不易的民主自由，牴觸「防衛性

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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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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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是普世價值，人民係國家的主人，政治人物的任何主張皆應符合民主的基本原則，在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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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下，現代民主法治國家，只有主權者（人民）才能決定國家的主權變更事項，過去國家與人

民間

先於法治

的上下隸屬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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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代憲法精神的理解下，不應再容

許其繼續存在與被承認[7]

。基於現代立憲民主主義，係認國民為國政之

中心[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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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或立法院副院長對於國家主權之論述，並不能僭越人民作為國家主權者之決策地位。

 

 59 / 67

Phoca PDF

http://www.phoca.cz/phocapdf


憲政法制

發佈：2015-07-21, 週二 09:47
點擊數：12906

亦即，「一中同表」的主

權論述，在程序上必須經過公民投票，方不至

僭越人民作為國家主權者之決策地位，牴觸民主國原則。在實體上，「一中同表」實體內涵，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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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獨裁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衝擊台灣的自由民主憲政秩序，牴觸「防衛性民主」，踐踏大法官釋字

第499號解釋意旨，與憲法民主國原則相扞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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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甚者，洪秀柱的「一中同表」謬論，遵循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國際法上，以1971年聯合國第

2758號決議否定台灣主權的併吞論述，洪同表的結果將消滅中華民國，等同在國際上消滅中華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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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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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洪秀柱是否改以「九二共識」重新包裝，洪的「一中同表」明顯不具國際法常識，牴觸民主

憲法，否定台灣主權，消滅中華民國，不只台灣人民無法接受，連洪自家的國民黨主席與立委都

無法苟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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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黃帝穎為律師

[1]

許宗力，憲法與公民投票，憲法與法治國行政，1999年，76-77
頁。相同見解，周志宏，公民
投票法與憲法的相關問題，全國律師8卷1期，2004年1月，18
頁；陳英鈐，公民投票法的制度設計，臺灣民主1卷2期，2004年6月，76-77
頁；周宗憲，國民主權、參政權與公民投票--

 65 / 67

Phoca PDF

file:///I:/%E5%8F%B0%E7%81%A3%E6%96%B0%E7%A4%BE%E6%9C%83%E6%99%BA%E5%BA%AB/%E6%94%BF%E7%AD%96%E5%A0%B1%E5%91%8A/%E4%B8%80%E4%B8%AD%E5%90%8C%E8%A1%A8%E7%89%B4%E8%A7%B8%E6%B0%91%E4%B8%BB%E6%86%B2%E6%B3%95.doc#_ftnref1
http://www.phoca.cz/phocapdf


憲政法制

發佈：2015-07-21, 週二 09:47
點擊數：12906

公民投票法的檢討，全國律師8卷1期，2004月1月，7頁。

[2]陳英鈐，公民投票法的制度設計，臺灣民主1卷2期，2004年6月，77頁。

[3]陳英鈐，公民投票法的制度設計，臺灣民主1卷2期，2004年6月，76-77頁。

[4]「蘇格蘭獲准舉行全民獨立公投」，BBC中文網，更新時間
2012年10月16日,格林尼治標準時間04:28，
http://
www.bbc.co.u
k/zhongwen/trad/uk/2012/1
0/121016_scotland_referendum.shtml，最後瀏覽時間，2015年7月17日。

[5]李明峻，「土裔、希裔不同心
塞浦路斯統一公投未過」，新台灣新聞周刊，第423期，2004年5月16日。

[6]

有關
一國兩區
牴觸防衛性民主，
可參黃帝穎，「一國兩區之法理謬誤」，新世紀智庫論壇第57期，2012年3月，頁85-86。

 66 / 67

Phoca PDF

file:///I:/%E5%8F%B0%E7%81%A3%E6%96%B0%E7%A4%BE%E6%9C%83%E6%99%BA%E5%BA%AB/%E6%94%BF%E7%AD%96%E5%A0%B1%E5%91%8A/%E4%B8%80%E4%B8%AD%E5%90%8C%E8%A1%A8%E7%89%B4%E8%A7%B8%E6%B0%91%E4%B8%BB%E6%86%B2%E6%B3%95.doc#_ftnref2
file:///I:/%E5%8F%B0%E7%81%A3%E6%96%B0%E7%A4%BE%E6%9C%83%E6%99%BA%E5%BA%AB/%E6%94%BF%E7%AD%96%E5%A0%B1%E5%91%8A/%E4%B8%80%E4%B8%AD%E5%90%8C%E8%A1%A8%E7%89%B4%E8%A7%B8%E6%B0%91%E4%B8%BB%E6%86%B2%E6%B3%95.doc#_ftnref3
file:///I:/%E5%8F%B0%E7%81%A3%E6%96%B0%E7%A4%BE%E6%9C%83%E6%99%BA%E5%BA%AB/%E6%94%BF%E7%AD%96%E5%A0%B1%E5%91%8A/%E4%B8%80%E4%B8%AD%E5%90%8C%E8%A1%A8%E7%89%B4%E8%A7%B8%E6%B0%91%E4%B8%BB%E6%86%B2%E6%B3%95.doc#_ftnref4
file:///I:/%E5%8F%B0%E7%81%A3%E6%96%B0%E7%A4%BE%E6%9C%83%E6%99%BA%E5%BA%AB/%E6%94%BF%E7%AD%96%E5%A0%B1%E5%91%8A/%E4%B8%80%E4%B8%AD%E5%90%8C%E8%A1%A8%E7%89%B4%E8%A7%B8%E6%B0%91%E4%B8%BB%E6%86%B2%E6%B3%95.doc#_ftnref5
file:///I:/%E5%8F%B0%E7%81%A3%E6%96%B0%E7%A4%BE%E6%9C%83%E6%99%BA%E5%BA%AB/%E6%94%BF%E7%AD%96%E5%A0%B1%E5%91%8A/%E4%B8%80%E4%B8%AD%E5%90%8C%E8%A1%A8%E7%89%B4%E8%A7%B8%E6%B0%91%E4%B8%BB%E6%86%B2%E6%B3%95.doc#_ftnref6
http://www.phoca.cz/phocapdf


憲政法制

發佈：2015-07-21, 週二 09:47
點擊數：12906

[7] Hermann Hill, Das hoheitliche Moment im Verwaltungsrecht der Gegenwart, DVBl. 1989,
S.321(322).

[8]

許志雄，「立法與行
政之分際」，收錄於『台灣憲法之縱剖橫切』，元照，2002年12月，頁179。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67 / 67

Phoca PDF

file:///I:/%E5%8F%B0%E7%81%A3%E6%96%B0%E7%A4%BE%E6%9C%83%E6%99%BA%E5%BA%AB/%E6%94%BF%E7%AD%96%E5%A0%B1%E5%91%8A/%E4%B8%80%E4%B8%AD%E5%90%8C%E8%A1%A8%E7%89%B4%E8%A7%B8%E6%B0%91%E4%B8%BB%E6%86%B2%E6%B3%95.doc#_ftnref7
file:///I:/%E5%8F%B0%E7%81%A3%E6%96%B0%E7%A4%BE%E6%9C%83%E6%99%BA%E5%BA%AB/%E6%94%BF%E7%AD%96%E5%A0%B1%E5%91%8A/%E4%B8%80%E4%B8%AD%E5%90%8C%E8%A1%A8%E7%89%B4%E8%A7%B8%E6%B0%91%E4%B8%BB%E6%86%B2%E6%B3%95.doc#_ftnref8
http://www.tcpdf.org
http://www.phoca.cz/phocapdf

